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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恒星凭空
消失，与此有关的博
弈交锋中，潜藏在宇
宙深处的威胁显露
出来。这部作品在对
未来的深远展望中，
将动作戏码和权谋
诡计相结合，构成一
幅广阔的全景图，创
造出比肩真实世界
规模和复杂性的想
象世界。

【英】彼得·汉密尔顿，《潘多拉之星》，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年3月

新书推介

姚海军主编，《2022中国最佳科幻作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7月

入选本书的 14 篇
中短篇作品代表 2022
年科幻创作整体风格，
融清新敏锐和大气凝重
于一体，在想象与未来
之间创造出科幻创作的
多种可能，既有对技术
的洞见与期待，展现了
人类世界独特美学，同
时也有对现实的批判和
深刻反思。

【美】阿德里安娜·L.齐尔曼，《成为智人》，
海峡书局，2023年6月

人类学教授联手
插画家打造了这本探
索人类演化足迹的涂
绘书。书中汇集了最
新的研究发现，详细
地介绍了演化的理论
基础，以及人类和灵
长类的演化过程与结
果，展现了从分子到
猴类再到现代人的奇
妙演化之旅。

慕明 ，《宛转环》，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年2月

作为青年科幻作
家慕明的首部作品
集，所包含的篇章将
科幻、思辨与想象相
融合，小说推演了从
杳冥上古到当代生活
再到极远的未来，以
不同的书写尺度折射
现实的影子，作者以
智识再造真实，以灵
巧抵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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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清散的新作《不动天坠山》融合了

古风武侠、科幻和悬疑等元素，营造出复

古的浪漫感和异色的侠义感，精妙绝伦

的科幻设定、充满真实感的历史细节、曲

折的故事情节令读者印象深刻。

书中的故事发生在武则天登基前，

大唐遭遇了一场时空异变——天坠。

天坠之中，一座山城自我裂变，化为一

模一样的十山世界，独立于整个大唐。

人们在时空牢笼里苟延残喘，无法回到

唐土，看不到希望和出路。作品的核心

设定是三重不动天坠山，大唐、不动山

和十座复制粘贴的天坠山构成了一组

精妙而复杂的物理系统。从“不动点定

理”的数学定理延伸出一个运行着的小

说世界，充满了世界观架构类科幻作品

最原始的浪漫感。

小说非常关键的设定是“不动罗”，

它融合了指南针和地动仪的功能，分别

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定位这个世界，拼

在一起才能打开大门，而门背后便是空

间和时间同步流动的奇观。“不动罗”的

设定也暗示了世界已从三维拓展到了四

维。而宏大的“天坠山”系统如同一个天

体运转的模型，又似一台极端复杂化后

的日晷，精确地将每一个时空坐标定

格。其中的每一层不仅空间相对运动不

同，时间的流速也不同，如同喷泉在一层

层地往下分配水流。读者得以欣赏到这

个时刻不停运转的三山翻转、时空变换

的奇妙世界。

本书的叙事紧扣着“三”这个数字。“大唐”“不动山”和“天坠

山”构成了三层“不动点”系统，其上又衍生出了罗山、彭山、咸山这

三重平行世界。平行世界的潜在叙事线为故事的展开提供了丰富

的可能性。三个平行世界盘根错节，交织出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关

系网。然而，事物靠近就会湮灭的铁律制约了三个世界的人和物

的流动，主人公顾然就成了打破这道枷锁的关键。

小说中，自“天坠”发生后，众人生活在以雪山为边界的一道道

囚笼中。山川异域，与世隔绝。世界只剩这么大，哪怕去往其他天

坠山也难逃湮灭的命运，迷惘与无力感油然而生。于是有的人放

纵自我，流连于声色犬马。有的人丧失本心，做起大奸大恶的勾

当。照州人就像被割去了根系的花草，在失去了给养之后日渐枯

萎，丧失活力。终其一生只能禁锢在同一个城邦里的人，失去自

由，又谈何梦想？小说男主角顾然在书中的存在感并不高，身为主

角却并没有太强的战斗力，在不同势力间周旋时也屡屡要靠他人

解围。但他扮演的角色却举足轻重。首先，他为三山提供作为能

源的云瑟石，仿佛传递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其次，他串联了三山的

人物和信息流动；第三，他作为不动的世界中唯一的变量，直接推

动了剧情发展。如果说三个平行世界是三条平行线，那么顾然就

是一道连起三条线的垂线。在顾然的帮助下，三个世界的人物得

以突破物理的屏障，深度交互。书中的人物仿佛都活了过来，以顾

然为工具向上攀爬，甚至渴望突破平行世界的限制。

小说悬念设计相当到位，开局就抛出了一对尸骨，两起悬案。

此后顾然的行动似乎永远慢人一步，无数的悬念始终吊着读者的

胃口。小说的过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结局豁然开朗、荡气回

肠。小说开篇并没有直接将世界的全貌呈现出来，仅仅露出了一

小部分设定，剩下的供主人公探索。读者的阅读过程实际上是在

对这个世界进行一次测绘。在从模糊到清晰、从局部到整体的阅

读过程中，读者既能从这个世界的复杂精妙中体会到惊异感，亦能

感受到组合拼图，探索规律的爽快感。

作者梁清散是一位“历史考据狂人”，小说呈现了原汁原味的

大唐风貌，例如唐代的里坊制度、边陲城镇的汉胡杂居、民族矛盾

以及当时的商业往来中出现的昆仑奴等，很多细节都自然而然地

渗透进字里行间，读来毫无违和感。此外，书中的场景多是三教九

流混迹之所，而每一个出场人物身上都有唐代边境子民特有的粗

野和混不吝感。这种气质不仅和武侠江湖相配，也和书中出现的

蒸汽朋克等元素相搭。书中有血有肉、亦正亦邪的角色，以及众人

贯彻的截然不同的“正义”也让人体会到了武侠之魂。

作为电脑艺术作为电脑艺术、、数码艺术理论领域的拓数码艺术理论领域的拓
荒者和奠基人荒者和奠基人，，学者黄鸣奋以其沟通科艺学者黄鸣奋以其沟通科艺、、
体大思精的学术研究风格独树一帜体大思精的学术研究风格独树一帜。。他的六他的六
卷本卷本《《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四卷本四卷本《《数码数码
艺术潜学科群研究艺术潜学科群研究》、》、三卷本三卷本《《位置叙事学位置叙事学：：
移动互联时代的艺术创意移动互联时代的艺术创意》、》、三卷本三卷本““科幻电科幻电
影创意研究系列影创意研究系列””等等，，均为跨学科均为跨学科、、多维度多维度，，
资料详细资料详细、、逻辑严密逻辑严密，，体量超百万字的学术体量超百万字的学术
巨著巨著。。但他并未止步但他并未止步，，近期又有三部专著近期又有三部专著《《流流
衍宇宙衍宇宙：：中国科幻电影的工业与美学研究中国科幻电影的工业与美学研究》》

《《后人类生态视野下的科幻电影后人类生态视野下的科幻电影》《》《中国科幻中国科幻
电影的多维定位电影的多维定位》》相继出版相继出版，，笔者以此为契笔者以此为契
机机，，从三个方面梳理黄鸣奋教授的治学理路从三个方面梳理黄鸣奋教授的治学理路
与科幻电影研究的新拓展与科幻电影研究的新拓展。。

创新研究方法

学者黄鸣奋在中学时代就爱好无线电，这培养了他一

生对技术发展的高度敏感。中学毕业后他以福建省文科状

元的成绩考入厦大中文系，并跟随我国“钱学”的创建者郑

朝宗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周祖譔教授攻读硕士学位。

1987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论苏轼的文艺心理观》是

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初现端倪。而苏轼

“读尽人间书”般旺盛的求知欲和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的治

学风范则潜移默化，对他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

文艺心理学开始，他的研究转向了艺术交往，开始自觉地在

研究方法上寻求突破。随着他对心理学基础理论的深入了

解，特别是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一个居于

社会学和心理学“本体论”地位的“元”概念——“需要”，渐

渐凸显出重要性，成为他学术关注的焦点。从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观点和方法出发，重新认识人的需要，重构马斯洛等人

的需要理论，成为黄鸣奋在其早期学术活动中用力最勤的

领域。这一时期他出版的专著有《艺术交往心理学》《艺术交

往论》《需要理论与艺术批评》和《需要理论与艺术创作》，这

四本专著作为一个系列，构建了黄鸣奋自成体系的“需要理

论”，这为他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形成了

他独特的学术风格。

重构需要理论和提出传播九要素原理，是黄鸣奋教授

最重大的原创性学理突破。这也使他完成了自己学术焦点

迁移的方法论准备。在他的新著《流衍宇宙：中国科幻电影

的工业与美学研究》和《中国科幻电影的多维定位》中，传播

九要素原理是基本逻辑框架，纲举目张；而《后人类生态视

野下的科幻电影》则构成了分析科幻电影“四种生态及其想

象”的内在理路，具体而微。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这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不仅是黄鸣奋教授在学术前沿地带

筚路蓝缕、开疆拓土的利器，也是读者进入他堂庑宏阔之学

术殿堂的叩门密码。

开拓前沿领域

方法在学术疆域的开拓中形成和成型，学术疆域的开

拓也是对方法的检验和校正，这是一个辩证的良性循环。从

文艺心理学转向艺术交往和传播心理学，再转向新媒介艺

术学，黄鸣奋的学术创新路线清晰可寻。

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革命风起云涌，媒介技术迭代

日新月异。黄鸣奋深感数码艺术在实践中已是举足轻重，在

理论上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更是不可低估。他认为，西方数

码艺术理论是当代信息科学技术、艺术理论和社会思潮的

汇聚点，风潮激荡，具备后现代语境众声喧哗的特点，没有

传统意义上的大师，但却拥有纷至沓来的新观念、新范畴、

新思路，远非传统艺术学框架所能容纳。有鉴于此，撰写《西

方数码艺术理论史》以启发、推动中国学者的研究，就成为

他不辞劳烦的学术使命。2011年，《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由

学林出版社出版，再次填补了一个学术领域的空白。本书的

主要内容是西方自1950年以来形成和发展的数码艺术理

论。面对60年时间跨度所涉及的浩如烟海的史料，黄鸣奋

从六个层面来进行取舍剪裁，即数码编程的艺术潜能、数码

文本的艺术价值、数码媒体的艺术功能、数码文化的艺术影

响、数码现实的艺术渊源、数码进化的艺术取向，依次构成

了每一卷的主题。这一架构的灵感，仍然来自于他的传播六

要素原理。以逻辑为纬，以历史为经，一幅绚烂多姿、波澜壮

阔的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的宏大画卷就此展现。在这部学

术巨著中，不仅有数字媒介技术的发明史，更有各门类艺

术、包括先锋艺术的发展史，以及二十世纪西方美学、文艺

理论的嬗变史。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生物学、芯片、微电

脑、万维网、量子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后人类、电子

人、超文本、超媒体、界面、交互性、解构主义、符号学、传播

学、叙事学、现象学、媒体美学、后现代主义等等五花八

门、包罗万象的庞大素材，在艺术与科技、媒介与观念的

互联、互通、互融架构之下，被黄鸣奋井然有序地整合进

脉络清晰、逻辑自洽的六个层面，形成了一个严密完整的史

论体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鸣奋在研究科幻电影、不遗余力

为中国的数码文化产业、科幻电影创作鼓与呼之余，还创作

了一部长篇科幻小说《当即宙：鹭岛放飞梦想》，给自己的科

幻研究增添了直接经验。

构建中国学派

在“以世界为方法”考察了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创立了

位置叙事学和科幻电影创意理论体系之后，黄鸣奋有感于

中国科幻电影理论的贫瘠，从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的高度，

“以中国为方法”，将自己的学术视野转向了中国科幻电影。

近年来，他就科幻电影发展与研究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

涉及科幻与生态伦理、科技伦理，科幻与危机叙事、科幻与

人工智能想象等广泛的前沿论题，对这些问题的聚焦，构成

了他这三本新著的主要内容，极大地推进了建构中国电影

学派的步伐。

在学术视野转向科幻电影之后，黄鸣奋像发现新大陆

一样兴奋不已，论文《新媒体环境下的中国科幻电影》就是

对这一发现的梳理。2019年因《流浪地球》的爆红，被认为是

中国科幻电影元年。黄鸣奋备受鼓舞，撰写了《位置叙事视

野中的〈流浪地球〉》以及《科幻视野下中国电影的定位》等

评论。而众多阶段性成果汇集而成的《中国科幻电影的多维

定位》，从九个维度揭示我国科幻电影创意的特色：在主体

维度上，将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与科幻语境的危机叙事

结合起来；在对象维度上，将重点置于科技时代的人伦变

革，围绕自我、身份、他者等观念加以思考；在中介维度上，

逐渐将传统的天下观、计策观和需求观统一于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建设；在手段维度上，既借助科技进行想象，又对科

技加以想象，同时依赖科技表现想象；在内容维度上体现我

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包括生态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与科技价值观等；在本体维度上怀着硬科幻的理想，走上

软科幻的道路，处于与其他电影类型不断分化、渗透、融合

的重组过程中；在方式维度上坚持憧憬性、虚构性与创造性

兼备的艺术定位，体现逍遥游的精神；在环境维度上注重揭

示多样化人生之旅相伴的时间，富有江湖与法制之张力的

空间，变中有常的命运；在机制维度上，真诚地期待元年之

后是腾飞，缠结于失望与期望之间。其前景是伴随科技革命

发展开创未来，在与中国电影学派建设的互动中实现观念

创新。

针对中国电影学界科幻电影研究的不足，比如重院线

电影轻网络电影，重“工业电影”轻“后工业电影”，重科技美

学、伦理美学、数字美学等理论移植，轻科幻电影美学自身

建构等缺陷，他的《流衍宇宙》以“中国”“工业”“美学”三个

关键词为主轴，运用传播九要素原理作为逻辑架构，在比较

视野中对中国科幻电影的方方面面进行考察，他尤其关注

信息革命、人工智能、元宇宙前景下的科幻电影美学建构。

书中提出的“流衍宇宙”将目前流行的数字孪生“元宇宙”与

未来可能的多重宇宙用了一个非常富有特色的“中国话语”

来命名，具有鲜明的“中国性”。“流衍宇宙”语出明代丁绍

轼，黄教授认为在科幻电影美学中，“流衍宇宙”首先是指科

幻创意通过工业化制造出强大的意义链，让人们因此拓展

眼界，甚至相信真的存在各种相对于现实世界的另类世界；

其次是指科幻创意进而引领工业化本身，让人们通过所能

运用的各种最新技术营造有别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最

后是指科幻创意通过引领想象力消费提高公民创新素质，

并且丰富了美学理论。科幻创意虽然可以翻空出奇、衍生出

多元宇宙，但万变不离其宗，所讲述的故事仍然必须在情理

之中。中国科幻电影研究也是如此。所采用的方法和视角固

然可以千变万化，但仍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旨归。

《后人类生态视野下的科幻电影》主要从后人类生态的

角度对科幻电影创意加以思考，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从自

然生态的角度切入，分析科幻电影中的天体奥秘想象，以有

关金星、火星和空间站的构思为例说明；第二章从社会生态

的角度切入，分析科幻电影中的人物角色想象，论及有关疯

狂科学家和智力缺陷者的构思，以及宇宙共同体的想象；第

三章从心理生态的角度切入，分析科幻电影中的人机关系

想象，重点在于脑机接口、有情机器人和人机共同体；第四

章是对生态格局的综合思考，重点在文明传播、可信自主系

统和人工智能。

黄鸣奋认为，在科幻的意义上，所谓“后人类生态”至少

可从如下三种意义加以定位：就自然环境而言，它意味着人

类不满足于充当地球上的万物之灵，而希望寻找自己作为

宇宙生物所占有、可能占有、应当占有的位置；就社会环境

而言，它意味着人类不再将自己当成唯一具备能动性的主

体，而是将身体与工具的整合、多元化智能体与智慧生物之

间的互动当成人为进化的必由之路、必然结果或必择选项；

在心理意义上，它意味着人类不再认为每一个体都只能拥

有某种确定的自我，而是将心理流动、人格定制等当成常

态。在上述定位之背景中起作用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

重要的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包括宇航科技、生物科技、

信息科技等。此书虽然篇幅不大，核心论题却十分集中，即

在人工智能、元宇宙时代，也许是人类最后的尊严与人性唯

一的确证——想象。科幻电影创意的原动力就是想象。人类

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想象的创造。而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

运动，正是康德对于“美”的定义，是其美学的原点，也是西

方美学的基础。此书对科幻电影想象的深湛研究不仅接榫

了当下的电影“想象力消费”理论，从“想象力生产”的角度

补足了“想象力消费”留下的电影创作与生产环节的空白，

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理论闭环，对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

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鸣奋是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的积极响应者和重要参与

者，具有高度的学术自觉与学术使命感。事实上，早在中国

学界三大体系建构作为一种顶层设计提出之前，他已经在

其《数码艺术潜学科群研究》的绪论中对此有过论述：“如果

我们能够证明当代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可以充当理解我国传

统文化的新参考系，或者当前我国数码艺术理论有助于阐

释西方数码艺术现象，那么，无疑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世界在

文化层面的对话。”黄鸣奋认为，如果证明古代文论的基本

范畴可以在数码语境中获得恰当应用，或者数码艺术理论

有助于对古代文论进行新的观照，那么无疑有助于本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有助于建立具

备时代特色的新的艺术理论体系。

纵观黄鸣奋的研究，他始终关注技术的最新进展，也同

步关注它们在艺术领域引发的变革并最终聚焦于科幻电影

创意与中国科幻电影。他的研究既回应了新媒体技术革命

对电影的挑战，又契合了方兴未艾的新文科建设对交叉学

科的高度重视。当前，从数字影像对“摄影影像本体论”釜底

抽薪的颠覆，电影胶片的彻底消失，到VR/AR对电影语言

脱胎换骨的重塑，电影从创意、生产、传播、欣赏的每一个环

节与场景，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在高歌猛进的元宇宙、

人工智能ChatGPT革命，对电影工业、电影美学及伦理学

都将形成强烈的冲击与挑战。直面这些挑战，既需要电影学

者具有前瞻性的学术视野，更需要在人文与科学两大领域

基于电影学、符号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美学、人类学、

信息学等跨学科交叉与多学科综合的知识储备，而这正是

当下我国教育部在高教改革中力推的新文科建设的题中应

有之义，也是黄鸣奋的前瞻性研究对于我国电影学界三大

体系建构的标杆和示范意义。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教授）

黄鸣奋的“传播九要素”与“四种生态”
■朱晓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