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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巨著 《三体》第一部的英文
版将由在美国科幻出版中占重要地位的美国科幻专业出
版公司出版，于今年10月在美国上市。《三体》三部曲是
近年来中国科幻领域最畅销的长篇小说之一，截至目前
中文版已累计销售约 40 万套。《三体》 英文版在美国上
市，标志着中国长篇科幻小说开始进入国际视野。该书
由雨果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坤担纲翻译，
该书的英文版编辑格林斯基表示，该书获得美国多位科
幻作家好评。

中国科幻走出去的重要一步

《三体》三部曲被称为是一部想象中的未来史诗，以
恢弘大气的笔触描述了地球文明以外的“三体文明”，描
述了人类与宇宙间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之间的关系，也
描写了人与宇宙的关系。小说试图将极端的空灵和厚重
的现实结合起来，同时注重表现科学的内涵和美感，努
力创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文学样式。文学评论
人士称其“为中国文学注入整体性的思维和超越性的视
野”。中国科幻迷心目中，它几乎等同于中国的“星球大

战”或是“阿凡达”。
《三体》 作者刘慈欣，是中国

当代最受关注的科幻作
家 之 一 ，

他表示很看重 《三体》 英文版在美国上市后读者的反
应：“重要的是读者的反应。科幻文学作为类型文学，读
者的反应很重要，决定科幻文学的层次。中国科幻文学
从市场规模、作家群体人数、作品成熟度与美国相比还
有差距。”

刘慈欣说，中国现代化进程给人们带来新的精神状
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大众视野更开阔了，开始
思考终极问题，关注人类普遍的问题，这是科幻热的原
因。中国科幻文学走出
去其意义在于让世界知
道中国人的宇宙观正在
变得更加开阔。

《科幻世界》 副总编
辑姚海军认为，《三体》
英文版的出版，是中国
科 幻 走 出 去 的 重 要 一
步。《三体》 等一批中国
当代科幻作品中的佼佼
者，其想象力和文学功
底都足以与世界其他国
家 的 科 幻 作 品 相 媲 美 ，
只是碍于语言文字的沟
通 阻 碍 。 有 了 英 文 版 ，
将更便于中西科幻界及
科幻爱好者的彼此理解
和交流。

世界华人科幻协会
会长吴岩指出，近年来
中国科幻文学逐渐受到
西方科幻界的关注，中
国科幻作家陈楸帆的短
篇作品 《丽江的鱼儿们》 被刘宇坤译成英文，去年获得
国际科幻翻译奖。去年3月，吴岩与加拿大科幻学者维罗
妮卡·霍灵格尔共同在美国《科幻研究》杂志推出的“中

国科幻专号”，收集了 10 位作家学者对中国科
幻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韩松和

刘慈欣这两位内地当
前 最 具

有实力的作家，也为这个专刊撰稿。刘慈欣的作品看重
科幻的古典传统，并加以创新，他以丰富的创作实践和
对科幻现象的思考，已经对中国的科幻文学领域造成了
一种划时代的震撼。中西方科幻文学有共通的价值观，
共同关心的问题，考虑人类的命运。也有不同，比如刘
慈欣站在大比例人口国家考虑问题是西方作品没有考虑
的。

科幻作家韩松认为，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度这些
年在上升，不仅是获诺贝尔
奖的莫言，其他方面如通俗
文学、科幻文学这样的类型
文学也受到关注，《三体》 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受到世界
的关注，说明整个中国文学
越来越受关注。

科幻文学走出去还
需做好市场渠道

如今科幻文学在中国正
呈 现 勃 勃 生 机 。 据 吴 岩 介
绍，在 《三体》 的带动下，
中国科幻文学正在经历一个
全面的提升、复苏。现在科
幻文学作者非常多，来自各
行各业、各个领域，还有一
些纯文学的作家现在也加入
了进来。还有一些科学家，
比如物理学的李淼教授也来
写 科 幻 ， 他 写 了 一 本 书 叫

《三 体 里 的 物 理 学》， 很 不
错。年轻的作者现在也有很

多，很多 “70后”、“80后”甚至“90后”都写得非常不
错，像陈楸帆、马伯庸、程婧波、夏笳、飞氘、宝树、
江波等，他们的实力是很强的。陈楸帆出了他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写得非常好，是关于环境问题、电子垃圾
的，他和中国的现实接得很近，而且它的故事非常好。
还有飞氚，他的文学感觉非常好。

但科幻文学走出去还面临种种问题，吴岩指出，国
内的科幻界对世界市场运作不了解，出书后投入的宣传

不够，应该把市场渠道做好。
刘慈欣希望中国科幻出版

界扩大市场范围。

韩松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西方读者接受的问
题，美国的翻译作品占出版量很少，美国读者对自己之
外的作品不大关心。另外中国科幻作品在推广方面做得
不够，媒体的介绍很少。中国现在很多科幻文学很优
秀，如“80 后”作家陈楸帆长篇 《荒潮》 去年获得全球
华语科幻星云奖，还有飞氘、宝树等，相当多的一批人
写得相当好。

科幻文学前景广阔

刘慈欣表示他看好中国科幻文学的前景，科幻文学
从狭义上作为文学体裁，广义上作为思维方式，介乎科
学与文学之间，崇尚创造力，把各种可能的未来排列出
来，在假设想象中的世界中推理会发生什么。科幻思维
方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国内大企业、国家的
重要部门都有请科幻作家咨询。

科幻需要用一种新的思想来看世界，刘慈欣说，科
幻是对一个人生命的扩展。在我们人类之外的空间相当
大，但是主流文学就只集中在地球这粒灰尘上，对我们
之外的时间、空间并不关心。我觉得，作为一种文学这
是很遗憾的，而科幻文学，它涉及到的时间、空间都是
非常广阔的，它把我们传统的主流文学看不到、不愿意
看的那些宇宙中的其他部分呈现了出来。同时，它把人
性放到这些部分中去，让人性在这里面表现出它的美、
它的丑、它的本质，这是主流文学从来没有表现过的，
也是我们需要读科幻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科幻文学
可能是所有文学题材中最具共性的一个文学题材，它所
关心的问题更多的都是我们大家所共同关心的一些问
题，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任何一个民族都必
须关心的。”

吴岩认为，科幻最终为人类走向未来写作，真正的
未来需要做建构性的写作。要为人类打开脑洞，为迷途
的羔羊折返自由的宇宙而写作。

韩松表示乐观，中国读科幻的读者会越来越
多。在西方随着工业化发展喜欢读科幻作品的
读者有很多，中国也正在经历现代化的
过程，科幻文学会引起更多人的
兴趣，这是一个必然的过
程。

这是一片产生仓央嘉措爱情的土地
这是一片为每个人心灵洗礼的土地
这是一片精神富有但物质依然贫瘠的
土地
这是一片高处不胜寒却令世人魂牵梦
萦的土地

雪域的黎明在晨曦中醒来
沉睡亿万年的高原在六字箴言传唱中
醒来
生命禁区在西部大开发的春风中醒来
同步奔小康的梦想在援藏干部的奉献
中醒来

北京的集结号 在二十年前的一个黎
明吹响
有一个地方，比玉门关更远
有一个地方，比蜀道还难
西藏，这是我们同父母的兄弟
怎能忍心让他穷困潦倒
西藏，这是我们共患难的姐妹
需要更诚挚的关爱、更贴心的温暖！

秉承卧薪尝胆、精忠报国之志的中华
儿女
在号角声中
无数主动请缨的手高举滚烫的简历
重新点燃文成公主擎起的烽火
念青唐古拉山巍峨的雪峰
也感受到那扑面的热浪

喝惯了酥油茶的腥味
吃惯了难咽的糌粑
嚼惯了风干牦牛肉的韧劲
习惯了风沙夹着紫外线刮到脸上的火
辣
风霜染上了双鬓
熬过了多少相思的夜晚
梦里的高原红终于烙上了援藏赤子的
脸膛

二十年的汗水浇灌
西藏这颗雪域明珠更加璀璨
封闭千年的原始部落打开了放眼世界
的通道
人们从土坯屋和帐篷搬进了新房
崭新的学校里走出的将是与父辈们不
同的下一代
格萨尔王、文成公主的传奇史诗又开
始流传
浙江小区、上海市场、山东大道、广
东公园、北京广场……
一个个饱含深情厚谊的名字
把雪域与内地紧紧相联

无私奉献 谁说不是慈悲为怀？
援藏精神 与佛法一般光芒万丈！
从此 汉藏兄弟的双手握得更紧
卓玛歌舞跳得更欢
脖子上的哈达更加洁白
阿妈拉绽放的笑脸比菊花还要灿烂

李朝全长篇报告文学《梦想照亮
生活——盲人穆孟杰和他的特教学
校》（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是一部
既让人伤感又让人欣慰，既让人疼痛
又让人振奋的作品，因为它向读者报
告了一个与悲惨的命运搏斗的人，一
个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人，一个在卑贱
的生活中追求人性的尊严并锻造出一
颗高贵的心灵的人。

今天的中国正走在民族伟大复兴
的大道上，历史上的中国或许从来没
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充满希望而又
问题重重。在经济上我们已经是世界
第二，然而，我们又是这样缺少蓝天白
云，缺少干净的土地和清澈的河流，而
且，缺少诚信，缺少同情，缺少博爱，一
句话，缺少灵魂高贵的人。而这部报告
文学主人公穆孟杰的形象，在很大程
度上排解了我们的忧虑，重拾对人性
和民族性的信赖与期望。因为，穆孟杰
正是一个具有诚信、富于同情心和满
怀大爱的高贵的人。还因为，穆孟杰是
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从这个角度
来看，这部报告文学是一部十分契合
时代的需要和读者的需要的作品。

这部作品首先在题材的选择方面
作者别具慧眼。报告文学选好题材几
乎等于成功的一半。但英模人物尤其
是残疾人题材，并不被一些报告文学
作家所青睐。李朝全显然认识到穆孟
杰和他的特教学校这一题材所蕴涵的
丰富价值和深刻意义。穆孟杰从一个
被周围的人、被社会包括学校所抛弃
的盲童，通过与命运顽强的搏斗，最
终成为一个多才多艺而又充满爱心，
能够救助许多相同命运的盲人的人，
成为一个令许多健全人相形见绌并广
受赞誉的人，是多么的了不起。这样
卑微地生活和奋斗、默默地工作和奉
献的人同样是时代的英雄，是民族的
脊梁。在这个人物的身上，有报告文
学值得发现的价值，值得挖掘的富

矿，因为报告文学不仅要关注那些耀
眼的明星，轰轰烈烈的事件，也要将
目光投向那些在平凡的甚至是卑贱的
生活中自强不息的人群，在某种程度
上，将笔触对准后者，或更能揭示出时
代的正能量，更能表现出民族精神的
沉潜伟力。因此，这部报告文学在题材
的选择上其实是站在了时代的高度。

这部作品又具有一种社会反思和
人性反思的意义。作品对盲人所遭受
的轻蔑、歧视、侮辱、摧残乃至遗
弃，多所着墨。这部作品也像一面镜
子，照见了我们这个社会和我们每一
个人的灵魂的角角落落。阅读这部作
品，让人悲伤，也让人惊醒，看清我
们生活中的许多所谓健全人，距离真
正的文明还有多远，距离心灵的健全
还有多远。在理解和善待残疾人方
面，也许我们还需要启蒙。

难得的是，作者是报告文学的研
究者，又是身体力行的创作者。这部
报告文学的写作艺术也别开生面。它
表面上切入随意，语言平实，实际上
十分讲究写作技巧。作品并没有从主
人公的经历写起，而是先写盲人学校
的孩子们，接着写特教学校的教师们，
往下又写主人公的亲人们，然后才写
主人公的人生遭遇和奋斗追求。先写
前面的人与事，先表现主人公的善行
善事的功效，更能激起读者了解穆孟
杰这个主人公的愿望，从而强化读者
的阅读专注，也加深主人公形象及其
精神境界与追求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另一方面，作者所采取的比较平易和
极具亲和力的叙述策略，是充分地考
虑了读者大众，尤其是盲人读者的阅
读口味。为更多的读者，为盲人读者、
残疾人读者而写作，让更多的人受到
榜样的力量的激励和鼓舞，让阳光一
样光明和温暖的梦想照亮每个人的生
活和命运，体现了作者作为一个报告
文学家的社会担当和博爱情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日前在京
发布了“文学蓝皮书”——《中
国 文 情 报 告》（2013—2014）。

《中国文情报告》 已走过 11 年，
以丰盈的信息量和显著的前瞻
性，对中国文学与文坛的发展与
走向、现象与成果、经验与问题
等各类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与细致的扫描。特别是通过对一
些焦点性现象和倾向性问题的捕
捉与评说，更为突出地显现了年
度文学的宏观走向及其发展演进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文情报告》 主编白烨
指出：各类文体的写作中现实性
普遍增强，文学生产中日渐显现
市场化的深入渗透，是最为显见
的总体性特征。

现实性增强

文学中的现实性的强化，既
表现于贾平凹的 《带灯》，韩少
功的 《日夜书》，苏童的 《黄雀
记》、马原的 《纠缠》 等人的题
材不同但现实感强烈的长篇小
说，也表现于方方、陈应松、刘
庆邦、毕飞宇等人的直面社会现
实的中短篇小说，还表现于纪实
文学的切近改革现状，反映生活
新变动、新气象和瞄准关乎民生
的社会焦点与热点的书写，散文
把笔触伸向现实生活的深处等倾
向 。 与 往 年 相 比 较 ， 2013 年
间，操持现实主义手法的许多作
家，以对现实生活的新的掘进，
续写着自己的文学新篇，而许多
带有先锋色彩的非现实主义作
家，也纷纷向现实主义之路倾斜
和回归，使得现实主义的写作成
为蔚为大观的时代风尚。

市场化深入渗透

文学生产中日渐显现市场化
的深入渗透与深远影响。市场化
的渗透与影响，主要反映于长篇
小说的生产与传播，越来越呈现
出“圈子叫好”与“场子叫座”
两不相干的景象；蓝皮书自身就
反映了这种窘况，前边有关长篇
小说的综述论及的 28 部作品，
后边的两个排行榜上一部也没
有，后边的点击排行与畅销排行
的两个榜单上的作品，前边的长
篇综述压根也没有。这种情形，
正是当下的长篇小说从写作、传
播到阅读，都严重分野与分离的
具体反映。而诗歌，也是借助于
市场化的网络传媒，赢得了另外
一片天地，使网络诗歌成为当代
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传播
方式。

市场化对于网络文学的影
响，比任何文学版块都更为巨大
和深刻。从网络文学中“大神级”
作家的纷纷进入富豪作家榜，只
以点击量、粉丝量、阅读量来衡量
作品高下以及一些读书频道分离
门户网站成立独立公司，都显示
出商业运营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
版块的主要支撑，商业利益越来
越成为网络文学从业者的终极追
求。所以，保持网络写作的文学品
质，制衡资本因素的无限扩大，都
是十分必要的和极其迫切的。

蓝皮书指出，由于环境与氛
围、代际与群落、观念与方式、
生产与传播等各种因素的持续变
异，文学的场域与文学的问题，
走向越来越具有浑象性。这使得
文学的问题越来越是综合性的问
题，社会性的问题。

作家梅娘：见证中国百年风雨历程

在作家梅娘逝世一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举办的
《再见梅娘》、《梅娘怀人与纪事》新书座谈会在京举行。来自
海内外的60余位作家、学者以及亲朋共同缅怀和研讨这位从
文80载、见证了中国百年风雨的现代作家。梅娘40年代出版
有长篇小说 《第二代》 和 《鱼》、《蚌》、《蟹》 三部曲，晚年
出版有《梅娘小说散文集》等。《再见梅娘》收录30多位中外
研究学者、作家和亲友自发写的缅怀文章。《梅娘怀人与纪
事》是梅娘的散文作品，从名作家、“右派”到平反昭雪，梅
娘的命运沉浮，并非个人对百年风雨人生的回望，而是融涵
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艰难的历程。

科幻谜：

《三体》或是中国《阿凡达》
杨 鸥

文学新观察

高原上，那一群援藏人
——写在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工作开展20周年之际

余 风

《中国文情报告》解读文学发展态势
文 一

报告了一个高贵的人
——读李朝全报告文学《梦想照亮生活》

石一宁

玉瓣蜂影 陈亦权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