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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开始招收
国内首个科幻文学博士生，科幻文
学又一次成为人们的关注点。有人
认为这是我国科幻文学的新起点。
近年来科幻文学亮点频出，以刘慈
欣的《三体》为领军的中国科幻文
学受到世界瞩目，科幻文学这一原
先在中国比较冷落的门类有渐热的
态势。科幻文学目前在中国现状如
何？与科幻发达的国家比有何差
距？如何推动中国科幻文学发展？

将科技跨界引入文学
很有必要

在招收博士生之前，北京师范
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科幻作家
吴岩招收过科幻文学专业硕士生。

“科幻文学”作为“全国独家”专
业方向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存在
了 11 年，原来属于比较冷门的专
业。科幻文学近年来日渐引人关
注，吴岩认为，这和国家发生的变
化有关，人们解决了温饱，更关注
世界的发展，人类的命运，对科技
造就的人类未来持有兴趣。此外，
外国科幻大片进入中国，如最近进
口的科幻大片 《星际穿越》 热映，
也引发更多人对科幻的兴趣。

如今刘慈欣的《三体》越来越
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吴岩表
示：最近我们正在发起一个研究，
就是探索《三体》粉丝群的亚文化
特点。《三体》 粉丝群是一个比较
特别的存在。《星际穿越》 热映
后，有粉丝说是抄袭 《三体》，这
很有意思。我们想做些深度访谈，
分析一下 《三体》 粉丝怎么看世
界，我们想知道粉丝心智模式。这
对如何理解读者，理解亚文化都有
参考价值。

科幻作家韩松认为，北师大招
收科幻文学博士生，对科幻文学研

究有很大促进作用，标志着中国科
幻向前发展，对科幻创作有指导意
义。韩松指出，中国进入工业化时
代，科幻是工业化的副产品，科技
发展更快了，年轻人在开放的环境
里成长，对科幻产生越来越浓的兴
趣。

在韩松看来，将科技跨界引入
文学领域是很有必要的，“科技对
人甚至是人性的影响越来越大，而
人性就是文学最根本的地方。”他
认为传统中文系学生对科技了解不
够，是有缺憾的，“吴岩的科幻文
学教育对传统文学教育是一种突
破，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喜忧并存的科幻文学

2014 年是我国本土科幻文学
诞生110周年，新中国科幻文学诞
生 60 周年，韩松指出，2014 年的
科幻文学星云奖规模很大，作品更
加多元化，题材更丰富，有更多的
年轻人参与，主题内容更加复杂
化，更像思想的试验，对中国的变
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崛
起，对科技前沿的话题有更充分的
表现，思想性和文学性都较强，想
象力更丰富，可与世界一流的作品
媲美。如陈楸帆的 《造像者》、王
晋康的 《逃出母宇宙》、宝树的

《时间之墟》等都写得非常好。
目前当当网开设有科幻专区，

有科幻书1万多种，中国每年出版
150多种科幻书。

《科幻世界》杂志主编姚海军谈
到，中国科幻文学历史虽然有 110
年了，但科幻文学是从风风雨雨、坎
坎坷坷中走过来的，其间经历战乱、

“文革”等等，中断了多年。上世纪
80年代是科幻文学的春天，但有些
科幻作品被作为伪科学受到打击。
直到 1997 年后，科幻文学才进入

平稳快速的发展阶段。
姚海军指出，科幻文学如今虽

然引起广泛关注，但也存在令人忧
虑的一面。科幻作家的群落比较弱
小 。 2014 年 ， 作 为 发 掘 科 幻 新
秀、培养新作者平台的 《新科幻》
杂志停刊，这是科幻界的一大损
失。中国科幻文学创作队伍人数
少，历史积淀薄弱，商业运作还很
不完善。美国科幻出版、影视、游
戏已形成完善的产业链。中国科幻
仅限于出版，还处于杂志向出版的
过渡阶段，畅销书很少。科幻的优
势在于创意，创意开发仅靠出版太
单一。虽然有了在世界上引起关注
的一流作品，《三体》 在国内发行
50 万套，并走向海外，但这些对
科幻文学整体的带动作用不明显。
目前科幻界有些浮躁，好作品有
限，科幻创作比较薄弱。

吴岩也认为，科幻文学作者太
少，目前能够持续创作科幻作品的
作家不超过100人。长篇小说屈指
可数，《三体》 后缺乏同样有分量
的作品。

韩松也指出，科幻文学在中国
仍然是小众文学，作品比较粗糙，
整体上看想象力不够，作者缺乏阅
历，作品思想深度不够，与国外比
差距较大。

沉下心来多创作

吴岩认为，文学分为大众型和
精英型两类，科幻文学可以属于精
英型，也可以做些大众性开发。科
幻文学在我国发展态势较好，正在
向电影转型，但科幻电影在国内还
是零，国内缺乏这方面电影人才。
虽然科幻电影今后在国内会很有希
望，2014年已立项或投拍数十部国
产科幻电影。但对于最初的制作，
大众先不要抱太高的期望。这个产

业还没有经验。刘慈欣写科幻小说
写得好，一个人就可以成功，《三体》
也被改编成电影，但科幻电影一个
人是成功不了的，需要有好的导演、
演员、技术、美工、概念设计等许多
部门的协调。把团队里这些人都培
育出来，才能做出好的科幻电影。

韩松希望科幻作家不要太浮
躁，沉下心来多创作。中国要拍出
自己的科幻片，制片人和导演对科
幻接触比较少，需要有个过程。

姚海军指出，有小说积累才能
谈影视、游戏的开发。科幻文学倾
向于精英化，与科学相联系，不同
于武侠、言情小说。发展科幻文
学，让科幻文学被更广泛的读者接
受，既要有阳春白雪的作品，也要
有门槛较低的大众化作品，如香港
的倪匡写了大量科幻小说，没有深
奥的科学背景，但包含科幻元素，
很受大众欢迎。

科幻文学大环境越来越好

中国科幻文学大环境越来越好
了，吴岩说，最近国家一位领导人在
北京与科普创作工作者代表座谈
时，历数了不下 10 部好莱坞大
片，还提到一系列科幻作品，他对
情况的熟悉让我意外。科幻这一题
材在多媒体上衍生，并被大众媒体
所接纳已是趋势。韩国的《雪国列
车》、《来自星星的你》为我们树立
了后起者如何赶超先行者的好榜
样。

姚海军对科幻文学的前景表示
乐观。他说，中国在快速发展，科
幻关乎未来，中国人越来越在乎未
来。科幻作品描绘不同的未来，不
可或缺。国外也很看好中国的科幻
市场，一些国外的科幻作家把作品
推荐给《科幻世界》杂志发表、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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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新观察

正体汉字，像世代稀宝一样影响
着我们一辈子的生活。

当胎儿还在母体时，传统的中式
家庭就忙着请专家或长辈给孩子取
名。除了注重笔画来讨吉利，取名还
有更多的学问，最通俗的是配合生辰
八字取个有金、水、木、火、土之部
首的名字来补先天不足的命盘。于
是，这几个汉字就成了一个人的代表
符号和身份区别。从此坐不更名、行
不改姓。如此世代相传，我们成了承
传汉字文化最具生命的“汉字”了！

姓，是传宗接代的香火象征，我
们没有选择和更改的权力。秉持“不
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我们通
过子嗣的命名承传家族命脉，也把汉
字负载的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了五千
年。

日本、韩国等邻近国皆采用我们
优美的汉字，用在姓名上的更多。汉
字的影响力是值得世人另眼看待的！
生为堂堂大中华后裔的我们，更该赞
颂及珍惜这世代稀宝──正体汉字。

历史中曾出现过昏君滥用君权，
制造文字冤狱，断送了忠臣的前程或
性命、摧残了汉字文化的悲剧。但是
汉字经得起考验，承载的文化就像泱
泱大河，仍然源远流长地包容、汇
聚、流淌到今天，也将继续流向未
来、流向全世界！

随父母移民到巴西之后，我每逢
有事就到坐落于交通方便的自由区的
观世音寺烧根香、抽支签来做指南，
无事也去给菩萨请个平安，年复一
年，从无中断。近年来有不少新移民
至巴西，对葡萄牙文一窍不通，他们
面对着新的挑战，彷徨犹豫之际，也
会去抽支签解疑。很多不识汉字的
人，看不懂签诗的意义。我能帮忙看
签上所写的汉字，解说给他们听。最
重要的是，我总是把汉字承载的人本
文化精义：诚信、忠恕等做人的道
理，随机告诉他们，让他们心安地选
择该走的路，即使途中荆棘满地，也
会船到桥头自然直，有世外桃源在等
着呢！

没想到我的正体汉字知识，还能
派上用场去行善助人呢！

巴西有句俗语：“字典是傻子的
父亲。”有空时，我翻看中文字典，
治了不少自己的傻气和俗气，常觉乐
趣无穷，尤其从中体会及发觉到汉字
有逻辑性的结构和层次。

感谢我们明智的祖先，不知花费
了多少时间，研究出象形、指事、会
意、形声、转注、假借等造字方法。
如果背弃正体字，相当于无能力经营
祖宗留下来的产业。难道又要眼睁睁
看着邻国把汉字列为他们的国宝吗？

去年初参加侨委会主办的华文教
师回国研习班，课堂上播放了影片，
包括许多古诗词，掺入了近代流行歌
曲。不只国内掀起了吟唱之风气，也
通过先进的电子媒介，传遍各地，风
靡全球。看着银幕上的正体汉字和美
轮美奂的影像，我们彷佛置身于汉字
文化的古代。

我在巴西圈子内创出独门教学
法，根据对象年龄的不同，配合巴西学
历教育所采用之教学材料，采用互动
式教学法，使学生兴趣加倍。除了分
析、解释汉字典故的来龙去脉，我还针
对学生的需求下药。当分析汉字字义
时，没有打瞌睡的场面。每次提到

“爱”字时，总不忘提醒：爱字从心，做
人要心中有爱！于是，每颗心都加速
地蹦蹦跳！体温也不断地上升。我让
学生们真正尝到热爱汉字之乐趣。

2008 年北京奥运举行期间，圣
保罗市政府邀请中文学校参与庆典活
动。汉字文化大放异彩，上千的民
众和学生有机会认识我们悠久的历
史及汉字艺术化的美妙。巴西人对
中华文化另眼看待。之前黄种人几
乎皆被称为“日本人”，现在则已
改观，甚至有些餐馆里的菜单已开
始写“中国字”。葡文名字翻译写
成汉字，是巴西人的最爱；新式汉
字刺青，更是巴西人的荣耀；车尾
贴上不认识的汉字，也引以为乐。
这些都是汉字文化的正面效应。巴
西人觉得能碰到汉字的边，就是高
级且与众不同。

我也以龙的传人为傲！最近我再
次接受市政府的邀请，宣扬中华文化
及推广汉字。我相信，透过正体汉字
的解说，能宣扬我们五千年的文化，
让巴西人认识我们中华民族的风俗习
惯，了解我们的人生观和奋斗史，也
为国民外交开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
一扇大门。

堪称稀世珍宝的正体汉字，已深
植于我的生命，活跃于我的生活，成
了我一日不可或缺的最爱！

□散文

稀世珍宝
林美君（巴西）

街灯如豆。粒粒相思熟。揩去时
光光上锈。忐忑相逢时候。

翻箱打理衣衫。镜前整理容颜。
熬到更深睡去，又还醒了诗篇。

菩萨蛮·台中人家

弯弯小巷清流水。家家尽在榕阴
里。老屋木门开。柔声唤客来。

诗心红夕照。酒醉闽南调。一曲
画堂春。中华韵里人。

临江仙·彰化途中

漫步乡间小路，椰风叙说从前。
村庄如梦亦如烟。一群山鸟白，飞向
水边蓝。

犹听外婆清唱，阳光白浪沙滩。
澎湖湾里好湾船。老船今不在，惆怅
想童年。

清平乐·嘤鸣古道

（听台湾诗人诗词吟诵。）
嘤鸣古道。一阕闽南调。岛上荒

烟和雾扫。报告春天来了。
今天我到台湾。梦回四百年前。

灯火欲明欲暗，泪珠欲断还连。

清平乐·霜冷长河

（听陈继平教官讲台湾老兵旧
事。）

霜兵谁绘。霜冷长河背。烽火烫
身难暖胃。莫道冰心易碎。

望花望月玲珑。和风和雨零丁。
夜夜和愁睡了，乡思一霎温存。

□诗词

清平乐

初夜台湾
（外四首）

蔡世平

王跃文长篇小说《爱历元年》
表现转型期人的灵魂变异

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举办的王
跃文最新长篇小说《爱历元年》研讨
会日前在京举行。王跃文是一位涉及
题材多样、创作面貌多元的作家，出
版有长篇小说 《国画》、《大清相
国》、获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 《漫
水》等。《爱历元年》（湖南文艺出版
社出版） 透过一对知识分子夫妻的情
感生活及中年婚姻危机，着意梳理和
回望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社会世相的种
种变迁。与会专家认为，该作是人们
于现实生活中的精神挣扎与情感困惑
的家庭备忘录，也是社会转型期人的
灵魂变异的浮世绘。小说通过对人性
心理深层结构的探索，勾勒出中国社
会世情百态的酸甜苦辣，是一部深入
人心又同时具有广阔社会容量的长篇
力作。专家同时指出了小说的一些重
要细节过于戏剧化的问题。

《传承与复兴》从传统文化
解读核心价值观

钟永圣所著的《传承与复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传统文化
解读》 近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国内首部从中华传统文化视
角，解读 24 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读本。书中以 12 个篇章，分别对
应核心价值观的 12 个词汇，结合中
华传统文化逐一进行分析解读。作者
从中华传统文化原创经典中寻找关于
核心价值观的种种缘起与发展，并引
用传统文化古籍中的名篇名言，深入
浅出地介绍、解读核心价值观的由
来，指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过程，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认祖归宗
的过程。本书书稿内容在出版前曾在

《中国青年》 杂志做专栏连载，收到
大量读者反馈。

科幻文学热了吗？
杨 鸥

书画缘牵动两岸情
徐荣木

每 年 1
月 4 日三毛祭

日，家住浙江舟山市
沈家门的书法家倪竹青

老人和家人都会摆上一桌供
品，点燃三炷清香，寄托对侄女

——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的无尽哀
思，这一悼念方式自 1991年三毛去世

以来从未间断。
95 岁的倪老慈眉善目，说话平静从

容，他被三毛称为“我在大陆最亲密的人”。
据倪老回忆，当年他读中学时，倪家租住

于三毛祖父陈宗绪在定海的家。少年倪竹青
因字写得漂亮，陈家常请他写文案，还主动免
其租费，两家就此结下深情厚谊，后来还推荐
他去南京三毛父亲开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倪
竹青与三毛一家朝夕相处，闲暇时常抱着年幼
的三毛逗玩。

1949 年，陈家搬去台湾，倪老返舟山，别
后40年音讯全无。

三毛在《金陵记》一文中写道：“那是家
里的办公室，也是竹青叔写公文的地

方。而我们小孩子，一再被严重警告，
那是不许进去玩的禁地。在那安静

极了的地方，我看见了至今仍然
酷爱把玩的文房四宝。它们，

就像那竹青叔叔，永远一
袭长袍，不说什么话，

而散发出一份文
人 雅 士 的

清幽之气。”
海峡两岸通邮后，1988 年 5 月 20 日，三毛

收到了倪竹青给她家的来信。当日她给倪老
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信中说：今日突然
收到来信，使我们全家惊喜交织，隔绝 40 年尚
能再通信息，真是不可思议。她讲述陈家去台
后的种种境况，回忆在南京的童年生活，还清
晰记得倪叔的样子，其喜悦之情倾泻笔端。

倪老邀请三毛来大陆作客，三毛爽快答
应。1989 年 4 月的一天，阔别大陆 40 年的三
毛，终于回到了心驰神往的故土舟山，祭拜祖
上，实现了与倪老重逢的夙愿。她身着红色运
动服，白色长裙，肩披秀发，背一只蓝色旅游
包，一副浪迹天涯的侠女着装，从渡轮下来，热
情地拥抱着倪老，泣不成声。三毛给倪老带来
了一张被她珍藏了整整40年的照片，是当年倪
老与三毛全家在南京中山陵前的合影。

在亲人的陪同下，三毛赴定海城以西10余
里的小沙镇陈家村，这里是三毛祖父
陈宗绪出生的地方。三毛用袋装了
祖父坟上一把土，用瓶灌了院内古井
一瓶水，带回台湾留作永久纪念。此
后，她与倪老的书信在台海间飞来飞
去，成忘年之交。三毛视倪老为一位
高尚的人，对他的书画艺术作品十分
推崇欣赏，彼此谈论书画成了重要话
题。倪老书写“侠骨柔情”四字赠予
三毛，她非常欢喜，把它悬挂室内。
她常说：“叔叔的书画艺术使我看得
发痴。”

在给倪老的信中，她坦言：中国
太神秘太丰富了，就算不是中国人，

也会很喜欢住在这里。大陆

是 根 ，
不能割舍，任
何因素也割不断她
对中国的热爱，这是血
缘，改变不了的。她从内心
深处祈盼海峡两岸早日统一，并
为之奔走呼吁。

寻根之旅后，三毛对祖国的爱更
浓更深，并考虑来大陆定居。她说：我在
台湾生活了 3 年，在国外 22 年，从来没有
如此爱恋一片土地像中国。这种民族情
感，是没有办法从我心中拿去的……

三毛逝世后，舟山市政府将四合院式的
三毛祖居辟为纪念馆，作为文化遗产保护，悬
挂在门楣上的“三毛祖居”牌匾是倪老用泪
水写成的。

故乡人永远怀念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