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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事务管理局，「科幻剧院」第二辑，
中国青年出版社，2024年4月

“科幻剧院”第
二辑包括《此处有
龙》《亲吻人类》《最
后的鸟鸣》3本，每本
收录 6 个中篇科幻
故事，以青年的先锋
意识探索本土科幻
题材更多可能性。以
用中篇小说讲述惊
奇科幻故事，为读者
带来沉浸式阅读体
验，呈现出本土科幻
澎湃的美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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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海洋
地质与地球物理系
教授汪品先院士，
从科学家的立场出
发，结合海洋科学
的新知，深度讨论
科学和文化之间
的创新关系，提倡
要在文化源头中
探寻科学创新的
潜力，倡导尊重科
学与文化的社会
氛围，启发读者对
科学创新的热情。

汪品先，《科学与文化：院士谈创新源头》，
人民日报出版社，2024年8月

新书推介

刘洋，《裂缝》，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8月

因为一场宇宙灾
难，在二维空间中生
存的“时空族人”无意
中闯入了人类的三维
空间。“时空族人”的
侵入使地球上产生了
许多时空裂缝，故事
中 的 主 人 公 最 终 与

“时空族人”展开了终
极较量。本书是青年
科幻作家刘洋的第 3
部长篇科幻作品，被认
为是最具改编潜力的
科幻IP之一。

夏桑，《跑去她的世界》，
新星出版社，2024年9月

青年科幻作家
夏桑长篇新作，在人
物塑造、科幻设定与
情节推进的过程中触
及宇宙本质、意识真
相，以及平行世界人
的精神力量，人如何
借助科技战胜苦难的
力量等话题。小说以
一场马拉松引发的都
市幻想开始，展现出
当代都市年轻人的内
耗、自省与自救历程。

前不久，由未来事务管理

局和译林出版社出品的詹姆

斯·冈恩《科幻之路》全新译本

上市，共6卷、4280页。虽然这

是《科幻之路》在国内第三次出

版，但因内容全部重译，并增补

18篇老译本未收录的作家作

品，再加上1997年及 2008年

出版的两套书已近绝版，这次

《科幻之路》全新译本上架后瞬

间售卖一空，成为科幻出版领

域的热点话题。

詹姆斯·冈恩是美国著名

科幻小说家、编辑、学者和评论

家，他的成就无疑是全方位的，

在学术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就

是他编著的《科幻之路》系列。

该系列的第一卷《从吉尔伽美什到威尔斯》回到现代文明开

启之前，重温那些人类最初的梦想、希望与恐惧，相当于科

幻小说史的“史前史”；第二卷《从威尔斯到海因莱因》介绍

了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科幻小说的发展。正是在这

个时期，科幻小说开始成形、被命名，并成为新的文学分支。

第三卷《从海因莱因到现在》延续了前两卷的历史脉络，聚

焦于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科幻小说的发展，始

于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结束于科幻图书出版蓬勃发展之

际。科幻小说的创作题材和写作风格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

大的拓展。第四卷《从现代到永远》从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

结束开始，将科幻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发展延伸至20世纪

90年代,这一时期科幻小说发展的关键词是“多样性”。第

五卷《英国科幻小说选》追溯了科幻小说在英国的发展历

程，既传达了英国科幻独有的悲观讽刺氛围，也展现了英国

科幻作家的悬疑传统、幽默能量、冒险精神与远见卓识。第

六卷《世界科幻小说选》主要展现了非英语国家的科幻小说

及其各自的民族特征。

在考察《科幻之路》的历史观之前，必须注意的是，这其

实是一套科幻小说选集。它的主体部分是冈恩以编辑的独

到眼光选取的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经典科幻作品，每篇

作品前都有冈恩针对性的导读评述。此外，每一卷开篇还配

有冈恩撰写的超长前言，从科幻在文学和历史上的位置、发

展状态、与科技社会的互动等方面向读者介绍这一时期的

科幻状况。可以说，这些前言与导读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一

部世界科幻简史。虽然《科幻之路》不是一部纯学术、专门性

的科幻史，但是考虑到它出版的年代、对科幻进入美国学术

界的促进作用以及种种开创性，其在科幻文学批评史中的

重要地位也就凸显了出来。

在此之前的1975年，冈恩已经出版了一本专门的世界

科幻史《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这本书是他1970年

代在美国最早开始讲授科幻课程的内容整理而成，而始于

1977年的《科幻之路》是对《交错的世界》的拓展与升级，通

过对具体作品的展示和分析来勾勒科幻文学的发展历史，

更加具体形象，对科幻起源与本质的思考也更为深刻。这一

时期前后，有影响力的科幻史著作包括法国学者皮埃尔·沃

森斯的《乌托邦、奇异旅程与科幻小说百科全书》(1972)，对

科幻在各种古代神话和传奇中的祖先起源进行了探查，如

《吉尔伽美什史诗》、荷马的《奥德赛》，以及柏拉图的亚特兰

蒂斯等，但该书并非完全聚焦在科幻上，其史论色彩也偏

弱。1973年，英国著名科幻作家布赖恩·奥尔迪斯的《十亿

年的大狂欢：科幻小说史》出版，该书经过更新和扩充后以

《亿万年大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为名在1986年再版，是

迄今为止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科幻史著作之一。奥尔迪斯

作为科幻文学新浪潮运动的主要作家之一，其著作基于其

人本主义文学本位，主要从文学角度研究科幻史，其中充满

了个性化的点评，在文本的选择上更推崇“文学性强”的科

幻，试图挖掘科幻小说史中被忽视的文学价值。科幻理论家

达科·苏恩文的《科幻小说变形记》（1977法文版，1979 英

文版）提出，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在本质上具有认

知性，在艺术表现上追求陌生化，这种认知疏离的特征使得

人们超越现实生活和工具理性，感受到一种文学审美的愉

悦，获得一种艺术的感知和体验。

冈恩的《科幻之路》博采众家所长，又有自身的逻辑与

历史观，他并未只站在文学的角度，也非偏向科学史或科学

哲学，而是站在科幻的角度，抓住“科幻精神”的本源，以系

统、公正、生动、宽容的视野呈现了科幻的历史。一般来说，

了解一部科幻史，首先需要关注作者对于科幻的定义，看其

究竟强调科幻的何种层面。冈恩在《科幻之路》中给科幻小

说设立了三个标准：第一，人们必须去发现未来，这个未来

由于科学进步或技术发明，将与过去或现在有所区别；第

二，他们必须抛弃部落、民族甚至一国之民的观念，而学会

将自己看作一个整体的物种；第三，他们必须以开放的心态

看待宇宙的本质——它的开始和终结——以及人类的命

运。这意味着，科幻不仅仅关于未来，更是“将其自身重点放

在人类的境况和命运上的文学”。科幻是“人类物种的文

学”，它要求对宇宙的本质、对人类的命运、对别人的选择，

保持开放的态度。

与奥尔迪斯《亿万年大狂欢》从18、19世纪之交开始、

古代只有简要回顾不同，冈恩将科幻的起源上溯至美索不

达米亚的《吉尔伽美什史诗》，这是已知世界上第一部长篇

叙事史诗，其中包含了人类的梦想与恐惧，还有“一点点技

术”。史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与个人问题，正是科幻小说所

关心的问题。冈恩赞同奥尔迪斯将《弗兰肯斯坦》视为第一

部科幻小说，他认为一篇小说是否涉及全人类范畴的寓意

是检验这篇小说是否是科幻小说的标准。

在《科幻之路》中，有两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一是“科幻

小说将人类视为一个物种”，冈恩认为这不仅是科幻小说的

一个特征，也对它至关重要，科幻应是将其自身重点放在

人类的境况和命运之上的文学。二是“科幻是对科学技术

的新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以文学方式做出的回应”，科

学技术的崛起改变了人们对待科幻的态度，之后科幻小

说发展成形的过程也受到它们的助力。《科幻之路》生动

地展示了科幻小说是如何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诞

生和发展的，研究了科幻文学形态的变化与当时科技大发

现的密切关系。

如果是一个科幻迷，会发现冈恩的《科幻之路》客观描

述了科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与自己面对科幻时的感受相

符合。因此很多人认为，《科幻之路》是最接近科幻迷理想中

的科幻史。冈恩在书中专门强调了科幻杂志在科幻小说发

展史上的作用，《惊奇故事》和《惊异故事》确立了现代科幻

小说基本的创作理念的发展方向，与之前的传奇式科幻渐

渐分离开来。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缺少一个共同的

科幻定义，科幻发展的特征变为“多样性”。冈恩对以后来的

新浪潮运动为代表的科幻文学的多样性发展都给予了正面

的评价。

因为冈恩包容而开阔的视野，《科幻之路》几乎是前述

众多科幻史著作中唯一打破西方中心界限的著作，比如第

五卷讲述了英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又在第六卷中囊括了包

括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与芬兰、东欧、俄罗斯、意大利、

西班牙及拉丁美洲、印度、日本、中国等在内的经典科幻。同

时，《科幻之路》还打破了男性视角主导的性别界限，详细介

绍了科幻领域内贡献颇丰的女性编辑和作家们。

冈恩也以豁达和坦然的心态面对科幻文学的未来：毕

竟“科幻小说是变化的文学”，“正一如既往地处于变动不居

的状态,并且也一如既往地期盼着更伟大的前景”。冈恩为

所有喜爱科幻的读者开辟了一条温暖而开阔的科幻之路。

科幻的历史与现实不断影响相互纠缠。今天，世界终于追上

了科幻的脚步。

（作者系青年科幻学者，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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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巴黎当地时间8月11日圆

满闭幕，中国在巴黎奥运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为期

15天的奥运会中，运动员们超越生理极限，奋力拼搏，打破世

界纪录；亿万观众在全球各个角落为健儿们呐喊助威。奥运会

不仅是运动员的竞技场，也是全球观众的盛宴。

自1896年首届现代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以来，以奥

运会为代表的体育竞技也是科幻作家的书写对象。从阿西莫夫

编选的作品集《科幻奥运会》到王晋康以2004年雅典奥运会为

背景的《豹》（1998）、刘慈欣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背景的短

篇小说《光荣与梦想》（2003），再到宝树编选的奥运主题科幻

小说集《光荣与梦想》，这些作品展现了科幻作家对人类竞技体

育的期许与想象。一方面，最具想象力的科幻文学赋予奥运体

育竞技推陈出新的可能；另一方面，科幻在描写激烈的体育竞

技场景时，继承并超越了现实体育赛事的竞技精神，在展现现

实关切的基础上，更以此为媒介讨论体育竞技、体育精神，并阐

释体育与个人、国家之间的关系。

刷新世界纪录、获得奥运冠军、在领奖台上唱国歌不仅是

运动员的光荣与梦想，也是中国科幻作家反复书写的母题。王

晋康《豹》、长铗《674号公路》（2007）、迟叔昌《3号游泳选手的

秘密》（1956）、刘慈欣《光荣与梦想》等作品多聚焦参赛运动员

对人体生理极限的突破和超越、对身体潜能的激发、对速度（高

度）的追求以及对打破世界纪录、获得奖牌的渴望。

“夺冠”这一体育竞技核心目的不仅与现实中的奥林匹克精

神相契合，也是恣意汪洋的科幻想象在现实体育竞技层面的连

接点与着陆点。奥运会上，开幕仪式、升国旗、唱国歌、颁奖仪式

等将运动员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与国家荣誉进行并置。奥运赛

场上激烈的竞争并非只是运动员竞技实力的比拼，更是国家综

合实力的投影。刘慈欣的《光荣与梦想》将奥运赛场上个人与国

家之间的“共生”关系发挥到极致，运动健儿通过奥运“为国争

光”被转喻为“为国征战”。小说不仅将现实的奥运改写为一场

“战争”，也以马拉松竞赛为主题，将北京城的历史文化景观与运

动员辛妮的童年记忆、家国情怀交织。

在体育比赛中，运动员竞赛成绩的提高、冠军的取得多依

靠平时的高强度训练、教练的科学指导、良好的团队协作、完美

的临场发挥等；但在科幻视域下，运动员突破人体极限，提高生

理机能以获得世界冠军依靠的往往是各种科技手段，如基因植

入、生物医学技术、科学发明创造甚至地心引力等，如《豹》中被

植入猎豹基因的“赛博格”、迟叔昌《3号游泳选手的秘密》中涂

抹科技润滑剂的林小波等。

与此相似，AI时代与后人类时代的体育竞技题材作品，或

许并不着重刻画运动员的训练历程和竞技比赛现场的跌宕起

伏，而将叙述重点放置在“夺冠”背后的竞技伦理、科技与体

育的驳杂关系等。科技与现代医学的进步不仅帮助运动员提

高体育成绩、获得世界冠军、让残疾运动员重返奥运赛场、

制造出赛博格意义上的“新人”；也抛出更深刻的问题：经过

基因改造的运动员继续参赛是否有违体育竞技伦理？经过

人体干细胞生命素修复的运动员是否还有资格参加残奥

会？凌晨的《最后的残奥会》在讨论上述伦理困境的基础上，

也表达了更美好的愿景：在医学足够发达的后人类时代，所

有残疾人都能通过科技恢复身体，能与其他参赛者平等地在

奥运赛场上一决高下。

科幻视域下的奥运想象在展现创作者个人关怀，讨论运动

员个人生命历程、职业生涯与国家荣誉关系的基础上，将视线

延伸到更远：在竞赛和追逐奖牌之外，运动员应当如何追寻生

命的意义？在对更高、更快、更强的追求之外，竞赛的意义和真

正的体育精神是什么？

1913年国际奥委会正式将“更快、更高、更强”这一奥林匹

克格言写入《奥林匹克宪章》，并在安特卫普奥运会上首次使

用。罗夏的《负限奥运会》对这一格言进行“创造性叛逆”，小

说以“更低、更慢、更弱”的“反内卷”竞赛标准表达对残酷竞

技的质疑与追问。与之相似，长铗的《647号公路》中，赛车手

一秒钟的速度领先，或许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偿还。后人类

时代，科技和基因技术帮助运动员不断超越生理极限、提高

运动速度，“夺冠”变得轻而易举。科技进步带来的却是“世界

冠军”这一荣誉含金量的丧失，现实中体育竞技的意义由此被

科幻的想象解构。

因此，从奥运题材科幻作品创作来看，叙事者往往聚焦几

个核心问题：其一，如何采用科学技术、生物医学技术、基因工

程改进人类身体或基因的缺陷，切实提高运动员的身体机能；

被植入动物基因的运动员继续参赛又是否违背竞技伦理。其

二，在打破世界纪录、获得奥运冠军、站上“世界之巅”后，运动

员们应当如何追寻生命的意义。其三，AI时代，体育运动如何

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之外的慰藉；速度与激情之外，人们又如

何通过科幻体育运动寻找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快乐。

因此，在科幻体育竞技比赛中，或有女性运动员超越真实

奥运中生理性别的限制；或有互联网公司的先锋产品经理在

拳击游戏中释放生活压力；或有莫德里

奇代表克罗地亚在2018年世界杯中获

得亚军等。科幻体育的意义并不仅限于

超越现实，帮助运动员或普通人实现现

实生活中本不能完成的“夺冠”；更在于

回应科技进步与体育竞技之间的复杂

关系。

科幻作家田兴海曾指出科幻与竞

技体育的相通之处：“科幻和体育都是

人类精神的体现”。与中国当代科幻文

学其他题材相比，科幻体育题材相对冷

门，且创作者对科幻奥运的书写多集中

在“申奥”之后。在后人类主义的境遇

下，重新回顾中国当代科幻体育题材尤

其是科幻奥运题材的文学创作，不仅可

以重新思考奥运与体育竞技的意义，也

是用中国式科幻探索从体育大国到体

育强国的发展之路上，中国体育更多的

可能性。

(作者系复旦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科幻科幻··奥运奥运··竞技竞技
——科幻奥运书写管窥

■陈思宇

乒乓球运动员许昕与他的AI分身（一款高度还原许昕球风的手臂式发球机器

人）对战。图源自杭州第19届亚运会官网

利用AI评估塞内加尔青年人才的运动水平。图源自国际奥组委官网《光荣与梦想》，宝树主编，北

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9月

《
科
幻
之
路
》
系
列
，
【
美
】
詹
姆
斯
·
冈
恩
主
编
，东
方
木
等
译
，

译
林
出
版
社2024

年5

月
出
版
。
该
系
列
一
套
六
册
，按
历
史
发
展
、

风
格
以
及
地
域
精
选
科
幻
文
学
名
作
，囊
括
世
界
科
幻
文
学
作
家
代

表
作
品
，被
认
为
是
﹃
科
幻
文
学
的
全
景
观
叙
述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