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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话

少儿科幻≠少儿科普

徐彦利：董老师好，很高兴和您聊一聊关于中国少儿科幻

的话题。众所周知，2015年，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

体》（英文版第一部）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以来，中国

科幻文学受到了广泛的瞩目，使许多纯文学读者将目光聚焦

于科幻文学。“科幻”这一类型化色彩浓厚的文学形式得到越

来越多的认可，逐渐走进普通受众的阅读视野。在这种背景

下，中国少儿科幻也显示出惊人的发展速度，集中涌现出各种

风格的作家与分量厚重的作品。已有很多书店专门设立了少

儿科幻专柜，丛书及各种套系作品琳琅满目。不过，对一些不

太了解少儿科幻的读者而言，有时会简单地将少儿科幻文学等

同于少儿科普作品。

董仁威：是的，的确会有人认为少儿科幻文学即少儿科普

类图书，认为少儿科幻必须具有一定的科普价值，起到宣传教

育的作用，其实这是将科幻的范畴狭隘化了。少儿科幻同样可

以塑造人物、反映复杂的主题，不单单是普及科学这一项功能。

当然了，“科普型科幻”的确是当代少儿科幻的重要流派之一，

这类作品以普及科技知识为主要目的，以文学为表现手段，是

主流科普的重要分支。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还会努力弘扬

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倡导科学的世界观，探讨科技

对社会的正反两方面作用。

当代少儿科普型科幻小说的代表人物有陆杨和姜永育，陆

杨的《小鱼大梦想》《探险小龙队》《地球部落》等，体现出多领域

知识点，由“知识点”发展为“知识条”，多元化讲述方式——跨

页图图解、科普小贴士和趣味习题等特色。姜永育的《地球密

码》《自然灾难大历险》《杰姆博士大冒险》等，写到防灾避险等

多种科普知识，这些作品的科普色彩都十分浓厚。

徐彦利：对，如您所说，“科普型科幻”只是当前少儿科幻

的一个分支，而并非全部。事实上，经过 70 多年的长足发展，

当代少儿科幻已远远超越了简单的“科普化”“知识化”“低幼

化”，以及情节上的“单线化”“去复杂化”，主动投入到更为广

阔的科幻想象空间。作品的风格也呈现出难以一言尽述的复

杂性，使少年读者可以获取多种知识、体验多种叙事风格。各

种类型的少儿科幻作品应运而生，包括科普型、人文型、心理

型、历史型、文化型、低幼型，充分迎合了当代少年儿童对各类

科幻文学的不同需要。在中国科幻文学的大家庭中，当下的少

儿科幻作为飞速发展的一翼，不仅取得了巨大成就且未来可

期，显示出蓬勃茁壮的良好态势。

少儿科幻的作家队伍

董仁威：的确，21世纪以来国内的少儿科幻与上个世纪相

比，取得了飞速发展，少儿科幻题材中既能看到风格较为稳健

的专职作家，也能看到各种风格的荟萃，越来越显示出交叉互

渗、多元变化的趋势。在题材选择、语言叙述、人物性格、结构设

置等方面，这些作家大多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征，走向越来越

浓重的个性化叙述。

徐彦利：是的，虽然少儿科幻与成人科幻或其他类型文学

相比依然不够强势，但如果纵向比较不难发现近年来所取得的

显著成就，无论作品的数量、质量都有了很大的飞跃，作家队伍

也越来越壮大。现在来看，中国当代少儿科幻作家大致可分为

三种类型。首先是一直活跃在少儿科幻领域的作家，如杨鹏、张

之路、马传思、彭绪洛、陆扬、超侠、凌晨、谢鑫、彭柳蓉、郑重、王

林柏、姜永育、小高鬼、赵华、郑重、汪玥含、周敬之等，其作品多

为少儿科幻小说。二是成人科幻作家带有某种客串性质的少儿

作品，如刘慈欣、王晋康、董仁威、吴岩、江波、黄海、赵海虹、郑

军等，少儿科幻只是偶尔为之。三是从少儿文学创作领域转向

而来涉足少儿科幻的作家，如刘芳芳、秦萤亮、麦子等，其作品

有明显的儿童文学倾向。

董仁威：差不多可以分为这三类作家。不过其中有些作家

也很难确切归类，虽然他们写过很多少儿科幻题材，但又常常

超越这一题材的限制，融合了成人科幻或其他类型文学的特

征，显示出复杂多元的创作风格、驾驭多种题材、掌握多样叙事

技巧的能力，仅用“少儿科幻作家”一词很难概括其创作的全

貌。比如彭柳蓉，她的《怪物》《控虫师》就很难归类。

徐彦利：对，彭柳蓉的作品的确风格多变，她的某些作品还

被归入网游、都市、玄幻等类别，说明当代少儿科幻作家中富于

个性的创作越来越多了。其他的还有谢鑫的侦探题材《乔冬冬

校园科幻故事》，八路的军事题材《海军陆战队》，刘芳芳、秦萤

亮等融入儿童文学叙事特征的科幻作品，《来到机器世界》《爱

的实验》《他是我爸爸》《百万个明天》等。许多作家都在不断探

索创新，将新的元素引入少儿科幻创作。

当代少儿科幻的特殊个性

董仁威：与现在少儿科幻作家作品日益繁盛的态势相适

应，少儿科幻作品的发表平台也越来越多，社会关注度越来越

高。仅2019年，就有60余种中长篇、90余种短篇原创少儿科

幻小说出版发表，涉及40余家出版社，近30家期刊。作品数量、

出版发表平台较以往稳中有升。少儿科幻作家包括专职作家的

人数大大增加，让人感到少儿科幻已是春色满园，芳草萋萋。

徐彦利：是的，不仅创作态势良好，读者的分野也越来越细

化，从低幼、小学生到初中生、高中生，形式和篇幅则从拼音读

本、绘本到短篇、中篇、长篇、系列作品，题材从简单的接触外星

人到较有难度的黑洞、宇宙穿梭、克隆伦理学等，无不显示出乘

风破浪的态势与披荆斩棘的勇气。2020年 5月，首届少儿科幻

星云奖的启动标志着少儿科幻的独立化与领域细化，除中长

篇、短篇和评论奖之外，还分设了三种专奖项，分别为科普型科

幻小说专项奖、少年科幻小说专项奖、幼儿科幻小说专项奖。三

种专项奖的设立可以看到对科普题材的重视和对不同年龄段

读者的清晰界定（幼儿园大班、小学、中学），这是少儿科幻题材

近年来最显著的一次细化。

董仁威：说得对，这种细化表明对特定阅读对象的重视，

更易引起共鸣。整体看来，当代少儿科幻，尤其是2015年之后

的少儿科幻，与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相比，显示出强

烈的人文色彩。曾经遍布于少儿科幻中的巨大科普热情，教育、

启迪、警醒等功利性价值引导被更为深层的人文关怀所取代。

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从少年视角引申开去的人生思考、哲

学体味与美学感悟，涌现出大量富于个性特色的代表作家。

“童趣型”少儿科幻

徐彦利：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分析中国当代少儿科幻

的四个流派，那么在这种个性创作越来越明显的态势下，除了

“科普型少儿科幻”之外，还有哪些流派呢？

董仁威：除科普型外还有三个较为显著的流派，比如童趣

型少儿科幻，包括少年科幻及低幼科幻两类。这一流派以杨鹏、

超侠、凌晨为代表，代表作品如杨鹏的《装在口袋里的爸爸》和

《校园三剑客》系列。

徐彦利：杨鹏的确是少儿科幻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在与

市场接轨的大潮中显示了极为强悍的竞争力。作品的数量与影

响力在少儿科幻界遥遥领先，创作力令人惊叹，100多部作品，

1000多万字，对于一个1991年开始发表作品的作家而言，意味

着每年至少要创作几十万字，足足一个超长篇的体量。他的许

多作品中奇特的构思、丰富的科幻元素、起伏跌宕的情节、天马

行空的想象力，以及多样的题材、宏阔的体系感，这些内在的气

质通过自然流畅的语言糅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

董仁威：你对杨鹏的分析十分到位。童趣型少儿科幻更需

要作家有一颗童心。写少年科幻，你必须有14岁的情结，必须

对14岁或者更小的孩子喜欢的事情津津乐道，必须接纳奥特

曼、E.T、超人等对主流科幻来说稍显幼稚的元素，必须使用被

主流科幻用滥了的桥段来讲述可以让少年人热血沸腾、浮想联

翩的故事。

返回、返回再返回，直到完全地返回童年时的状态，才能在

记忆中获得新生，才能成为14岁时的那个满怀热血、激情、纯

粹、梦想的少年人。此外，还要建立自己独特的、但又适合于少

年人阅读的话语系统。这种话语系统，会丢失主流科幻的文学

性、人文性和前瞻性，它必须向少年看齐。你所操纵的语言，必

须是他们所熟悉的语言——注意，不仅仅是网络语言，更重要

的是他们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活生生的语言，比如“蟋蟀”“超

漂”等等。你所运用的结构需要与形形色色的主义、流派与文学

实验划清界限，也需要以小读者喜闻乐见的结构方式，比如快

速、动感、悬念、惊险、青春、校园、动漫、游戏等推进情节。否则，

不是你在抛弃读者，而是读者会马上抛弃你。

徐彦利：是的，“校园三剑客”系列就很能反映作家永不衰老

的童心，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已持续写作20年之久，是杨鹏

少儿科幻中体量最大的一个系列。这一系列中科幻元素极为丰

富，超光速飞行、异度空间、时空隧道、UFO、星际旅行、人脑控制、

生化机器人、克隆复制、未来想象，南美国家危地马拉金字塔中凝

固的时间，无限的空间、外星人来的电子邮件、大量的科幻元素高

密度编织在情节中，将生硬冷僻的科学知识深入浅出地讲解出

来，通过阅读，变成一种由理解升华而出的认知，虽然读的是小

说，但却是一次与科学接触的过程。

董仁威：除杨鹏外，还有一些童趣型少儿科幻作家也很有

特色。比如超侠的《功夫恐小龙》等将科幻、悬疑、武侠、冒险等

元素熔为一炉，带有热闹、游戏、大话、戏仿的超文本狂欢化叙

事特征；彭绪洛的探险类少儿科幻小说，将亲身经历的探险与

想象融合在一起，比如他的《少年冒险王》《我的探险笔记》《少

年探险家》《虎克大冒险》等；凌晨的《开心机器人》系列，同样把

小读者的兴趣爱好放在第一位。童趣型科幻作家把打造科幻小

说的科幻色彩、童真情调当成不可或缺的元素，也把塑造文学

典型人物形象放在重要地位。

“文学型”少儿科幻

徐彦利：的确，当代少儿科幻文坛也越来越涌现出更多富

于创作个性的作家，他们的可识别度很高，在题材、语言、结构、

人物形象等方面都有独特的一面。除了“科普型”和“童趣型”之

外，还有不少人文色彩非常浓厚的科幻作品，他们往往有较为

细致的语言描述，带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或心理特色，有极强的

纯文学气息。

董仁威：对，是这样的。我把这种类型称之为文学型少儿科

幻。这一类型的创作没有普及科技知识的任务，甚至其文学作

品中的科技来自于作者的杜撰与想象，并非已知的科技知识。

但是，这些“科技”符合科学思维的方法，能够自圆其说，指向未

来，不能证伪。比如，《三体》中的降维打击、宇宙社会学理论都

是作者杜撰的，并非已被证实的科技知识。其实，郑文光早在

20世纪80年代便已开了文学型少儿科幻的先河，其代表作《神

翼》1986年获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之后，张之路的文学

型少儿科幻小说《非法智慧》《极限幻觉》《小猪大侠》也获得了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主要侧重在充满传奇色彩的少儿科幻故

事中去呈现少儿的心灵成长，引发读者对人与人性的思考，以

及重视作品的审美价值。

徐彦利：的确，如您所说，现在这种文学型少儿科幻的发展

态势越来越好了，作家非常重视少年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与心理

活动，在小说中注入更为深厚的历史及文化内涵，除用情节吸

引小读者外，也力图使作品更具多义性，显示了少儿科幻的厚

重感。

董仁威：马传思的《冰冻星球》《奇迹之夏》、王林柏的《拯救

天才》、赵华的《疯狂外星人》、张静的《k星寻父记》，还有你的

《心灵探测师》《雨点农场和怪爷爷》《海底理想国》等，都是优秀

的文学型科幻小说。这类作品更加重视作品的文学性，有些可

能未在科幻创意上有太多探索，甚至只是套用了一些旧的科幻

创意，但却讲了一个纯正的儿童文学故事。其中的佼佼者，其创

作往往力图实现科幻与文学的圆融对接，很受读者欢迎。

徐彦利：您说得特别对，我有时候在思索什么是成功的少

儿科幻，就是在剔除掉所有的科幻元素、科幻背景之后，依然是

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作品。具有使人感动、醒悟、共鸣或者深思的

力量，结构精巧，情节跌宕，语言也能达到优雅、美妙、意义深远

的境界。科幻，为文学拓展了言说的空间，而绝不能成为桎梏。

当然，对文科教育背景的作家而言，有时趋向文学性回避科普

性是不得不采取的方式，因为自身的科学知识存在很多欠缺。

那么，除了上述三种科幻类型外，您谈到的第四种少儿科幻类

型是什么呢？

“科学型”少儿科幻

董仁威：除“科普型”“童趣型”“文学型”之外，还有“科学型

少儿科幻”，它不同于成人科幻中的硬核科幻。少年儿童的科技

知识储备有限，对未来科技艰深的设想难以理解，因此，少儿科

幻中的科学幻想往往不似成人科幻那么深奥。目前少儿科幻小

说中的“科学”，主要描写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它所面向的正在

成长的少年儿童，将他们的目光导向未来，启发他们去探索科

学的真谛，为探求真理而百折不挠。少儿科幻作品在培养他们

的科学献身精神以及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熏陶，作用不可低

估。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家和作品如王晋康的《寻找中国龙》、吴

岩的《生死第6天》《中国轨道号》、江波的《无边量子号》和宝树

的《猛犸女王》，这些作者虽然不是主攻少儿科幻方向，而偏向

于成人科幻，但以上作品是他们向少儿科幻领域拓展的一次有

益尝试，值得关注。

徐彦利：对，过于硬核的科幻不适宜少儿读者，很多时候对

于他们而言，阅读期待只是走进一个故事，而非得到多少硬核

的科学知识，这就要求作家适度把握科学原理的难度。相对于

成人科幻，少儿科幻更需要量体裁衣，要有特定的少儿视角，情

节更洗练、更集中、更有趣味性，人物个性更鲜明、更有时代感、

更易引起少年儿童的同情与共感，并充分照顾少儿的阅读心

理，在貌似自由酣畅的叙述下潜藏着许多无形的限制，所以优

秀少儿科幻作品的产生颇为不易。

董仁威：是的，科学知识难度太大或过于密集不利于低龄

读者的阅读，有时还会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当然，以上的四分

法只是大致的界定，以后会出现哪些类型，哪些新的创作手法

与叙述特征还未可知。不过在关注少儿科幻如火如荼的发展态

势时也应充分意识到它所存在的不足。例如，总体来看少儿科

幻依然处于较为弱小的地位，与成人科幻或其他类型文学相

比，比如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依然存在着销量小、

影响小的问题，很少有作品被译为外文走出国门，在国内被影

视化、IP化的作品也屈指可数。

少儿科幻研究存在的问题

徐彦利：我和您有同感，少儿科幻的确还存在许多弱项，比

如理论研究的滞后性。在知网或百度等搜索引擎上搜索科幻文

学研究，可以看到难以尽数的研究论文。关于刘慈欣、《三体》、

或者国内外某部科幻名篇的作品分析，尤其《三体》和《北京折

叠》获雨果奖之来，主流批评界对科幻的关注呈直线上升趋势，

高校也出现了大量本硕博学位论文。训练有素的学者视角及理

论基础，使论文可以采用精神分析学、语言学、叙事学、形式主

义、英美新批评等多种批评方法，从人物分析、情节分析、哲学

意味等多角度切入，得出许多具有创新意识的观点。但少儿科

幻领域的理论研究却少得可怜，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综合性或

视野较为广阔的少儿科幻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董仁威：是的，现在专门研究少儿科幻文学的评论者很少，

无法匹敌成人科幻的水平。因此，2019年10月我们单独设立

了少儿科幻星云奖，以推动少儿科幻创作的发展。另外，2021

年8月我们还出版了中国首部少儿科幻研究论文集《中国少儿

科幻文学大家谈》，这些都表明中国少儿科幻面向未来、突破自

我的决心。

徐彦利：就目前而言，少儿科幻研究的确十分薄弱。我在研

究少儿科幻创作时，整理了2015年至今的一些数据，发现纯文

学研究大于科幻文学研究，科幻文学研究大于少儿科幻文学

研究，少儿科幻文学研究无论从论文和从业人员的数量等方

面均不及成人科幻文学研究，更无法望及纯文学研究的项背，

多项数据保持在个位数水平，说明中国少儿科幻研究尚处于

幼稚阶段。

董仁威：你认为，当前这种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主要表现在

哪些方面呢？

徐彦利：我认为这种滞后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专门从事少儿科幻研究的学者极少。二、少儿科幻研究成果总

体较少。三、综合性、系统性、建设性的少儿科幻整体研究更少。

一些媒体上发表的少儿科幻研究多是某位作家、某部作品的简

要介绍或赏析，视域不够宽广，挖掘不够深入，远未达到成人科

幻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这已成为限制少儿科幻文学成长及进一

步发展的瓶颈，需要高度重视。

董仁威：是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对文学的成长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可以促进、推动、扶持、引导甚至限制文学的发展。

读者能够通过研究更好地理解作品，作者可以通过研究将自己

的隐含之意、言外之旨转达给读者，而研究本身亦能体现社会

关注程度和公众理解程度，建设国内的少儿科幻批评体系目前

依然任重道远。

徐彦利：所以，当务之急应该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少儿科幻

研究队伍。这些研究者首先应视野开阔，充分了解少儿科幻的

独特性，了解国内外少儿科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有较为综合

的评判眼光，有系统的理论知识背景，如扎实的少儿文学、文艺

学、比较文学、哲学等理论基础，以使少儿科幻研究更具普适

性，更具理论深度，而超越简单的个人阅读感受。在此基础上呼

唤个性色彩突出的研究者，对少儿科幻有较为敏锐的个人感

知，能够创造出富于个性的批评语汇和批评标准，能够与时俱

进且具有独特的研究风格，可以根据作家的创作调整关注点，

并随时保持对少儿科幻文坛的敏感性，且能数年、数十年如一

日地坚持这一研究方向。

董仁威：的确是这样。如果能够建设起这样一支高素质的

研究队伍，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少儿科幻创作的发展。这些文

学批评的前瞻性可以提供给作家正确的创作方向，视野的宏阔

也使研究不囿于一文、一人之作，能够放眼全国，甚至全世界，

在客观、准确的解读之上，避免过度褒扬与过度解读，从具体的

阅读实践出发，充分了解阅读市场、创作心理和读者需要，及时

反馈给作家和读者两个方面。

徐彦利：空白较多也意味着可开发的空间依然巨大，在少

儿科幻创作不断兴盛的今天，大力加强少儿科幻研究势在必

行。如何建设少儿科幻研究体系，应从多个方面加以考虑。如吸

引成人科幻研究专家、儿童文学研究专家涉及少儿科幻领域，

鼓励高校的本硕博学位论文撰写少儿科幻方向，少儿科幻作家

也应多发表此类研究成果，如创作谈等。这几个方面如结合得

当，未来的少儿科幻研究必将方兴未艾，形势大好。

董仁威：这是我们热烈期待的前景，但也不是一朝一夕能

够完成的，目前我们已经成立了少儿科幻研究中心，少儿科幻

星云奖中也专门设立了非虚构奖与评论奖，旨在鼓励少儿科幻

方向的理论研究，相信这些举措都会对理论发展大有裨益。

徐彦利：今天和董老师聊了聊中国少儿科幻的现状与未

来，感觉很有收获。我们看到了少儿科幻筚路蓝缕、继往开来的

艰难起步，看到了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的现在，同时也看到其自

身存在的不足与巨大发展空间。相信假以时日，积蓄力量，少儿

科幻文学一定能日益壮大，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董仁威：是的，我们热烈期待着，那一天或许很快就会到来。

新锐视界新锐视界

中国少儿科幻的现状与未来
□董仁威 徐彦利

（故事/李镜合 图/李茵豆）

雨季到来了。我在二手交易网站上看
中一把雨伞，约了交易地点，从地铁站出来
发现已经下雨了。路边屋檐下没带伞的人
狼狈地躲着雨。我走到便利店门口，看到
一只企鹅，举着那把大伞。

我打了招呼接过伞，雨下得更大了。我说：“你
怎么回去，我送你到地铁站？你是坐地铁来的吧？”

它说着谢谢，从背包里掏出来另一把更漂亮
的小伞撑开，说：“我有准备，但我不介意和您一起
在雨里走一会儿。而且，我刚买的小雨伞可能还
没准备好这么一场大雨呢！”

走到地铁站口，企鹅仰头说：“交易现在才算
完成啊，再见！”

vsvs 董仁威董仁威

徐彦利徐彦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