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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耽于
幻想的人，眼前的
一棵树，天上的一
朵云，别人嘴里脱
口而出的某个词，
甚至夜晚无边的黑
暗，都常常成为我
幻想滋生的触点。
一旦踏上想象之路
便很难停下来，会
围绕这些想法不由
自主地勾勒故事，
设想人物的一颦一
笑，悲欢离合，并在
幻想中使他们的言
行符合逻辑，入情
入理。

《心灵探测师》
中包含四篇科幻小说，《魔鬼之吻》《木
头人》《我的四个机器人》《心灵探测

师》，每个故事的情节、线索都曾反复在我脑海中出现过。看见小区里清
洁工人放置工具的小屋，我会想到那狭小的空间里是否隐藏着不为人
知的秘密？会不会有奇怪的植物在里面悄悄生长？于是产生了《魔鬼之
吻》；看到网络上关于人体冷冻的新闻，会想若干年后当冷冻人醒来，要
面对怎样陌生的世界？会不会害怕，或者成为别人猎奇的对象？冷冻为
绝症患者争取了时间，但会不会又有新的绝症产生？于是有了《木头
人》；看到关于机器人的介绍，会想未来的某一天机器人能否成为人类
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它是无生命的机器还是有意识的个体？在与人的关
系上是私有财产还是精神上的依赖？于是有了《我的四个机器人》。

而最主要的《心灵探测师》，则是为了完成多年以来的一个夙愿。在
我所阅读的中外科幻小说中，经常看到作者更关注科幻创意的现象，他
们极力渲染科学背景与幻想情节，试图通过科幻构思的新异紧紧抓住
读者，但却往往忽略对人的描写。怎样写好人物，写出他们的思想，他们
独特的人生体验与心理活动，把他们果断中的犹豫、痴情中的背叛、恐
惧中的勇气勾勒出来，使这些复杂情绪及相互搭界并不清晰的地方纤
毫毕现，则是作家们并不留意的地方。因此，科幻小说中的人物常常沦
为叙述符号，仅仅承担推进叙事、发展情节的作用，而很少成为他们自
身。此时，把男主人公改为女性并无不可，把青年改为老年也并无大碍，
人物的符号化、呆板化成为科幻小说的短板，同时也是科幻文学罕有经
典人物的主要原因。读者能够复述小说中的科幻创意在哪里，提到了哪
些新技术，却不太记得某个具体的人物，无法感受到其散发出的强烈气
息。能够达到纯文学中林黛玉、繁漪、阿Q、曹七巧、三仙姑、王琦瑶等高
度的成功形象更是凤毛麟角，很少让读者产生如在眼前的生动感，这种
不足或许要历经几代科幻作家的努力才能真正弥补。

我们可以看到科幻小说中几岁孩子的语言并无幼稚的特征，成熟
老练得令人无法置信，而复杂情感纠葛中的角色又常常被单一的情绪
所支配，人物的扁平化、心理的单调性成为作品的缺憾。于是，我一直想
写一部可以深入人物内心深处，仔细品味其情绪波动的小说。这时，富
家子弟白浪和贫儿李小仙走进了我的脑海，作为衣食无忧、心想事成的
富家公子，白浪是否有自己的恐惧与寂寞？当把他置于贫困的漩涡中这
锦衣玉食的少年能否活下去？贫儿李小仙一旦进入富裕生活是否会迷
失自己？怎样在道德规限与人的本性中挣扎？这些问题不断拷问着我，
以至于到了不写下来就无法平静的地步。

我不断问自己，人的心理是否可以被监测，心理活动是否可以产生
能量？外星人是否像地球人一样情感充沛，每天在各种情绪中纠结游走？
如果他们情感贫乏或完全缺失，会不会羡慕我们的生活？于是，我将小说
的主题设为“心理”活动，由此去剖析两个少年，而将科幻放在了叙述的
大背景上，这个角度令我着迷。后来的一些作品，如《幸福的秘径》《隐身
衣》《时间银行》《把你的爱给我》等，依然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作为焦点，
而不以科幻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当然，囿于篇幅与少儿题材的双重局
限，无法进一步将这种心理探索向纵深处挖掘，但以后的创作中我会继
续沿着心理探索的方向前行，在科幻的背景下打磨出生动可感的人物。

当前而言，各种科幻创意基本已被搜索、描述殆尽，要想有新的科
幻idea的突破，或许只能等待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科幻文学向纯
文学借鉴语言、结构、人物形象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已势在必行，只有这
样才能走出狭小的阅读圈子，为更多读者所喜爱。缺乏有个性的人物，
缺乏精致的语言和恰如其分的结构设置，无论科幻创意如何新颖都不
可能成为经典，更不可能走出类型文学的藩篱。期待我们的科幻文学能
够从纯文学中汲取营养，像纯文学一样使用更加多元的创作手法，如意
识流、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黑色幽默、拼贴结构、镶
嵌结构、元叙事、多时空并置等，而不是仅以现实主义、单线结构进行最
传统、最单调和最粗糙的叙事，当科幻文学剔除科幻因素依然可以用人
物、语言、叙述方式等吸引各阶层读者时，也便走出了自身狭小的类型
限制，成为与纯文学平分秋色的一翼，拥有使自身无限增长的魅力。

这部作品凝结着我的心血，那里有一个个不眠之夜，每一个人物都
会走出来和我交谈，说他们的故事，并纠正我许多错误的想法，他们虽
产生于我的笔下，但却拥有独立的生命，绝不听凭我的摆布。这本书虽
然已获得科幻同仁们的肯定，但我更渴望来自科幻圈之外的评判，他们
的关注无疑是对我最大的激励。希望未来有更多充满强悍生命力的科
幻作品，和经典文学一样能够穿透岁月，成为永恒。我们写科幻，但并不
拘泥于科幻，科幻只是写作的切入点，而绝非桎梏，如果能够达到这一
境界，那便是所有科幻人一直追求的无限辉煌的未来。

精读徐彦利的作品，始于《我的四个机
器人》与《心灵探测师》。前者获第九届全球
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科幻电影创意奖”，
后者获第十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中长
篇少儿科幻金奖”。徐彦利本人同时从事科
幻文学研究，她的《中国科幻史话》获第十
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非虚构奖”。既从
事研究又从事写作的履历，标识了徐彦利
科幻文学的创作基准。这部中篇小说合集
《心灵探测师》，也确实呈现了一位学者型
作家的富有辩证之思的少儿科幻表达。

合集所收入的四篇作品，质量均衡，题
材各异。《我的四个机器人》讲述了男孩“文
明”与四个机器人的共同生活与思想成长，
《心灵探测师》是一个以外星人入侵为背
景、以身体互换为手段展开的心灵故事，
《木头人》遥想了医学界冷冻患者等待未来
医学发达后的治疗，《魔鬼之吻》放大了当
代人类面临的愈来愈普遍的“过敏症”问
题。作品朝向科技发展的未来预设，再一次
如上世纪风靡读者群的《小灵通漫游未来》
一样，为少儿读者描绘了富有科学魅力的
未来图景。作品假想了未来生活的诸多细
节，物质的极大丰富、医疗的高度发达、寿
命的翻倍延长、生命的基因选择、未来的农
业发展、日常的交通方式，乃至金融方式、
信息交互、房屋样貌等等方面，充分展望了
科技可能为人类创造的更加美好的未来。

与此同时，作家以儿童化的语言，以科
幻的背景，承载了丰富的人性思考。细读四部
作品，可以深刻感受到，徐彦利的创作是真挚
的、有感而发的。作品中常有触动人心的金

句，融入了作家对人生、对科技、对未来的思
辨。作家借助科幻的情境设置，探讨人性深处
的心灵故事，推想人类未来的生存法则。

作家专注于情感、心灵世界的探测，将
人类的情感问题设置在科幻促成的极端情
境之中，表现人物的心灵际遇，展现人类灵
魂深处的善恶取舍。《心灵探测师》中，借助
K星人入侵的科学幻想，演绎了不少世界
末日类故事中推测的可能模式。作为K星
人的测试者，作品假想了两个极端社会阶
层——极度贫穷和极度富有的两个孩子身
体互换的情感经历。颇具意味的是，富人之
子并非不堪一击哀号沉沦，穷人之子也并
没有心怀悲悯乐善好施。反之，富人之子发

现了自我努力的意义，穷人之子却产生了
贪念与惰性。在极端的互换下，美丑的边界
变得模糊难辨。同样的心灵困境在《木头
人》中也被描绘，身患“渐冻症”沉睡120年
苏醒的“伊墨”，面对的是作为医学标本供
人类研究，还是尽快医治获得健康的两难
选择。这是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抉择。作
为接受手术并恢复健康的渐冻人，他理应
如此却因自己的自私而感到羞耻；当科学
狂人喊出“医学是神圣的，所有人都应该为
它无条件付出”时，我们又并未感受到正
义，而是可怕的、非人性的冷酷。善恶的标
尺再次陷入新的考量与思索。

徐彦利的作品常常是具有批判现实主
义精神的。在《我的四个机器人》与《木头人》
中，均涉及了与机器人的心灵交互。《我的四
个机器人》的科学幻想非常出彩，男孩“文
明”与四个机器人共同生活，在第一个机器
人“Jazz”身上收获了超越人类所能给予的
满足与幸福，在第二个机器人“织香”的帮助
下生存成长，在第三个机器人“Lemon”的
带领下重新感受生活的意义，在第四个机器
人、克隆自己获得的“文化”面前实现了自
省。作品在展望科技的魅力的同时反思人类
的“人性”边界。“我”对机器人限定了忠诚，
但却因为对机器人缺乏尊重缺乏爱，导致了
Jazz与Lemon的报废。机器人的全力付出
没有得到人类的回馈，文化的出现具有浓重
的警示意味。机器人拥有智能升级的能力，
又有着严格编码的程序，可以遵照要求不断
自我完善，那些在人类身上永远无法改掉的
恶习，只需一句批评便可永不再犯。于是，机

器人文化朝着应然与理想态一路狂奔，将受
主观情绪支配的人类远远甩在了身后。机器
人远超人类，却并未获得人类的尊重，于
是，文化策反了机器人。机器人智能高度
发达后袭击的设想，曾出现在多部科幻作品
中。而徐彦利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了对人类
态度的反思，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除了不
能生育没有法律权利外和真人毫无二致的
机器人，人类是否显现了某些自私冷酷的黑
暗面？

一方面，作品具有与少年读者充满亲
和力的语言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却有着关
于人类、关于人性、关于善恶是非标尺的辩
证之思。《木头人》中曾写道，苏醒的伊墨

“模模糊糊看到几个戴着面具穿白衣服的
人”，恍如当下。新的医学难题启示人类仍
将面临的永无止境的挫败与努力，这恰恰
是科幻文学的使命之一。现实与幻想的殊
途，警醒人类不要妄自尊大，对宇宙、万物、
未来，乃至对于一切，都始终心怀敬畏。

未来心灵的辩证未来心灵的辩证““探测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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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与他者相遇当人类与他者相遇
——《烈焰星球》的涅槃重生 ■天行一云天行一云

■创作谈

■新作快评

把人类当成一个整体，让人类与他者
相遇，在相遇中让人类慢慢能够更为真实、
客观地审视自己，是科幻小说得天独厚的
天赋。马传思的新书《烈焰星球》正是这样
的一部作品。

《烈焰星球》的主人公少年马塬，是仅
存的为数不多的人类中的一员。他们是
因为逃向了太空才成功地躲避了地球上
一场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在经历了漫
长的宇宙航行后，终于抵达了一颗“地质
环境极不稳定的‘烈焰星球’”。故事正是
从这里开始。

马塬的父母因探索烈焰星球中磁暴区
后面那片未曾涉足的领域而失踪了。日夜
思念父母的马塬，带着自己的“陪伴机器
人”小迪，一起踏上了寻找父母的旅程。在
这次旅程中，他与烈焰星球上的“原住
民”——图根人相遇了。故事就此以马塬
和一个叫艾玛的图根小女孩为中心，围绕
着人类与图根人的相遇展开了。

熟悉马传思作品的人都知道，《烈焰星
球》中这场与图根人的相遇并不是第一次，

早在之前的《图根星球的四个故事》里，两
者就已经相遇了。只是在故事的最后，具
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后羿，制造出的智
慧体，用“生命”换来了他们的再次相遇。
这两次相遇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这些不
同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在《图根星球的四个故事》中，通过图
根人的首领萨布的回忆，我们知道马塬父
母的遇难，萨布难脱其咎。因为对于人类
突如其来的造访，萨布一开始就有着强烈
的危机感。“图根人前行的路上，来自身后
的那些智人的脚步声已经越来越响”。而
之后，随着马塬父母对图根城的意外闯入
更是加剧了萨布的焦虑。

虽然马塬的父母对整个图根族群并无
半分无礼与不敬，虽然萨布也曾犹豫，但是
自身的猜疑与焦虑、族人的怨愤与躁动，让
萨布最终做出了杀死马塬父母的决定。虽
然图根星球上的一切都在超级人工智能后
羿的掌控之下，但是可以说后羿正是巧妙
地运用了萨布对人类的猜忌，借萨布之手
杀死了马塬的父母。

之后，马塬的到来虽然给萨布带来了
触动，但马塬最终死在图根城的这一设定，
以及之后人类士兵的入侵，表明了这场最
初的人类与图根人、人类与他者的邂逅，最
终以互相伤害而告终。

相比于《图根星球的四个故事》的黑暗
与阴郁，《烈焰星球》的第二次相遇明显明
亮与轻快了许多。马塬父母的意外闯入，
似乎并未太多地惊扰到他们，虽然有些图
根人表现出了戒备，但萨布及其大多数族
人都是欢迎的姿态。带着马塬走入图根人
世界的艾玛，更是表现出了许多的热情与
友好。

在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中，艾玛就充满

阳光地向马塬自我介绍：“我叫艾玛，欢迎
你，我们的地球亲戚，欢迎来到图根星球。”
之后，艾玛作为图根人新的首领，还带领着
马塬走入了族人中最神圣的地方——一个
叫ZUMA的超级人工智能的所在。ZU-
MA在这个充满了火山的烈焰星球上，默
默地守护着图根人。在图根人心中ZU-
MA无所不能，其所在地更是神圣不可侵
犯，族人中只有首领才能进入。而艾玛作
为新的首领，在马塬的陪伴机器人小迪程
序严重受损时，为了帮助好友，果断地将马
塬带入了ZUMA的所在地，毫无保留地向
马塬这一外来的他者敞开了族人们的心
扉。人类在与图根人的第二次邂逅中，终
于得到了一个美好而温暖的拥抱。

烈焰星球上最后的战役，不再是人类
与图根人的战役，而是人类与图根人联手
起来对抗企图控制人类，控制一切的超级
人工智能后羿的战役。这场战役的结局
自是不言而喻。人类也终于在这场与他
者的相遇中迎来了一个期盼许久的光明
的未来。

熟知《图根星球的四个故事》的人都知
道，《烈焰星球》中这美好而温暖的结局来
之不易，是后羿制造的智慧体用“生命”换
来的，一切的杀戮终于在深知“爱”为何物
的智慧体这里得到了终结。人类和图根人
相遇后的未来，也在智慧体的逝去中迎来
了光明。这颗承载了不同生命的烈焰星
球，终于挣脱了图根星球原有的命运枷锁，
因“爱”而在烈焰中得到了重生。

对照着《图根星球的四个故事》，读
者可以看到《烈焰星球》的价值，可以说
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不经历前
者的沉重与阴郁，就不会懂得后者的光
明与美好。只有同时经历过黑暗与光明

的人，才会知道在人生的岔路口该如何
选择。

马传思的这两部作品，非常客观而真
实地展现了人类与他者相遇时可能会出现
的两种情况：一种是互相伤害，另一种则是
互助共生。当然，人类与他者相遇时并不
是只有这两种可能，比方说人类的经典科
幻著作阿瑟·克拉克的《与罗摩相遇》就提
供了另一种可能。但是马传思通过两部作
品，真实地展现了两种不同的结局，为读者
带来了两种不同的体验。人类只有在经历
过各种不同体验后，才会逐渐认清自身，才
会明白自身在宇宙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
的位置。这样才能够做到在下一次与他者
相遇时，仔细思考会出现的种种可能，从而
再根据自身真实的情况做出选择。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者并不仅仅指
外星人，它可以是人类以外的所有物种，包
括地球上现有的各种生物，以及书中提到
的人工智能。可以说，人类与他者的相遇，
既是科幻小说最为经典的话题之一，也是
非常值得人类去关注和思考的课题。

最后，必须强调一点的是，《烈焰星球》
里面所体现的客观真实，不仅仅在于真实
地展现了人类与他者相遇时存在的可能
性。里面提到的磁暴区中出现的种种自然
现象也都是十分经得起考究的。另外，光
有真实是不够的，虚幻也是美妙的调味
剂。《烈焰星球》中关于这颗星球上各种神
奇物种的描写，让人不禁联想起前段时间
重映的好莱坞大片《阿凡达》中所描绘的那
颗充满魅力的夜光蓝星球。

《烈焰星球》与《图根星球的四个故事》
合起来才是一个完美的整体，而读者会在
两者的碰撞中体会到人类智慧的光芒，读
懂“爱”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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