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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巴赫猜想》之后——
科幻科普作家活动周”在京启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3日上午在人民
大会堂接见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探月工程成果凝结着我国几代航天人的智慧和心血，从一个侧面
展示了我们这些年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的显著成就，充分展现了中国
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
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活动。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观月球样品和“九天揽月·
探月工程二十年”成果展览。

（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本报北京9月23日电（记者 刘鹏
波） 9月23日上午，“《哥德巴赫猜想》

之后——科幻科普作家活动周”启幕后，

由中国作协与中国科协主办的“科学与

文学共助新质生产力”座谈会在中国现

代文学馆召开。会议旨在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文化

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科技创新特别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论述，进一步深化中国作协和中国科协

战略合作。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张宏森，中国科协党组成员、

书记处书记王进展出席并讲话。中国作

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

主持座谈会并作总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副总设计师、航天英雄杨利伟在会上分享

了探索太空的故事。作家麦家、刘慈欣、

老藤、黄传会、王晋康，科学家刘嘉麒、

武向平、高福、崔丽娟、谭先杰作交流发

言。参加此次作家活动周的科幻科普作

家与会。

张宏森指出，围绕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

述，深刻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

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

生产力”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共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和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进行专门部署，

强调“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

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探索文

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充分体现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技、

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对以改革创新精

神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深远思考。

召开此次座谈会，是中国科协、中国作协

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实际举

措，是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共同写好

“新质生产力”这篇大文章的切实行动。

张宏森强调，中国作协和中国科协

都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长期以来密

切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为文学工作者、科技

工作者、科普工作者创建了广阔平台。2022年 3

月，中国科协与中国作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

弘扬科学家精神、作品引导扶持、深化人才培养、

共建场馆联合体、拓展对外交流合作、服务全民科

学素质提升等方面展开合作，成果丰硕。“新质生

产力”的提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也将带来文学的诸多改变。新时代文学有能力、

也有义务书写新质生产力中涌动的万千气象，这

是挑战，更是千载难逢的宝贵机遇。广大科技工

作者、文学工作者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为引领，抓住有

利时机，用好有利条件，乘“新质生产力”东风，扬

帆远航。

张宏森表示，中国作协一直高度重视科幻科

普创作。为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科协的合作，推动科

学与文学共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建立完善科

协系统与作协系统、科学界与文学界常态长效的

沟通交流机制和对话平台，让更多科学家与作家

在交流中碰撞火花、激发灵感，取长补短。要聚焦

“国之大者”，抓住“出精品”这个关键，书写科技强

国建设生动实践，助力世界一流创新生态和科研

环境的形成。要加强复合型、通识型人才培养服

务，大力培育科幻科普文学人才队伍，为科技强

国、文化强国提供坚实人才基础。要发挥科学和文

学双重优势，广泛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营造科学理性、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要推动科幻

科普文学深度融入现代传播格局，实现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和传播效果最大化、最优化，向世界传播

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

王进展谈到，此次座谈会聚焦“推动科学家与

作家携手合作，让科学与文学跨界融合，共助新质

生产力发展”这样一个富有时代性的话题，具有深

远意义。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是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技界、文学界围

绕“创新”这一关键，推动科学与文学跨

界融合，对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助力新

质生产力发展必将大有作为。科学家与

作家要携手共育创新文化，通过弘扬科

学家精神，坚定创新人才报国为民的使

命情怀；培育科学文化，涵养崇尚科学、

追求创新的社会氛围；推动成果转化，助

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培

育生产力的新质态注入新动能。在未来

合作中，中国科协和中国作协要深化战

略合作，形成长效机制；搭建交流平台，

促进深度融合；加强人才培养，提高全

民族素质；推动产业融合，服务高质量

发展；关注科技伦理，倡导向善为民，从

而为建设科技强国、文化强国作出更大

贡献。

杨利伟分享了首次太空飞行过程中

观察到的奇妙现象。他表示，科幻科普和

文学创作密不可分，文学创作在一定意

义上开拓了科技工作者的思路，文学的

佐证和理论的实现，对科学发展起到了

很好的促进作用，助力着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科幻科普的写作建立在科学知识

的基础上，让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对科学

技术产生兴趣。期待关心科技发展的作

家有机会进入太空，通过所思所想所感，

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激励广大科技

工作者和人民大众，凝聚科技强国建设

的民族力量。

与会作家和科学家从各自专业领域

出发，分享了对“科学与文学共助新质生

产力”这一主题的见解。大家谈到，科幻

作家以其独特的想象力，将科学理念和

科学知识融入作品之中，让读者在享受

文学魅力的同时，也感受到科技的力量。

科普作家通过将复杂的科学知识转化为

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更多人能够接触和

理解科学的魅力，从而培养出更多科技

人才。文学与科技的结合，激发人们的想

象力，促进科技的发展和创新，为人类社会带来了

新的可能，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

力。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文学的繁荣发展，相信

未来会有更多科幻作品成为现实，文学工作者和

科技工作者的合作，也将继续推动人类社会向前

发展。

会上，麦家宣读了《科学与文学共助新质生产

力倡议书》。倡议书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

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和支

撑，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

础。文学与科学作为人类智慧的璀璨明珠，在促进

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肩负着重要使命。科技工作者

和文学工作者要紧密协作、相互促进，共助新质生

产力发展，为科技强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普及部副部长庞晓东介绍

了《科学与文学共助新质生产力三年行动计划》。

该计划从十个方面规划重点行动，提出自2024年

至2027年，中国科协和中国作协将进一步细化责

任分工，建立科学家、作家日常联络机制，以科学

与文学融合为抓手，弘扬科学家精神和科学精神，

实施科学文学共创计划，推出讴歌创新发展的文

学精品，共促新质生产力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图景波澜壮阔，新时代文学事

业和科学事业比翼双飞。作家与科学家的交流和

碰撞，打开了新的视野和空间，让人们对新质生产力

充满了更多期待。正如吴义勤所言，中国作协和中

国科协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必将取得更多成果，

为科技强国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当天下午，科幻科普作家们在中国现代文学

馆参加“走进文学史”活动，参观了“不著一字，尽

得风流——现代作家书房展”，亲身感受文学名

家们的创作环境，详细了解他们的文学成就和为

中国现当代文学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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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9月23日，由中

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哥

德巴赫猜想》之后——科幻科普作家活动周”

在京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作

协主席铁凝出席启动仪式，并向参加活动的作

家颁发“入会纪念牌”。

“《哥德巴赫猜想》之后——科幻科普作家

活动周”是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一次深度融

合，旨在借科学事业发展之势，倡导创新文化，

强化文学赋能，凝聚起“文学一家人”的蓬勃力

量，进一步推动科幻科普创作与科技创新，为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活动为期3天，38位科幻科普作家将通过

创作座谈会、科学家主题分享、参观采访等丰

富多彩的活动深化交流。

本报北京9月23日电（记者 罗建森） 天

高云影淡，风来秋色新。9月23日上午，由中国

作家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的“《哥

德巴赫猜想》之后——科幻科普作家活动周”

开幕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党组

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宏森出席并致辞。

“人民艺术家”王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

计师、航天英雄杨利伟，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

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吴义勤，中国科协党

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进展，作家、科学家代表

麦家、老藤、黄传会、高福、张劲硕以及受邀参

加此次作家活动周的38位作家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由李敬泽主持。

张宏森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活动是中国作

协和中国科协共同策划推出的一项内涵丰富、

意义深远的重要文学活动，是科学技术与文学

艺术的美好相遇。“作家活动周”是中国作协倾

力打造的一项重要文学活动，是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

重要论述的实际行动，是紧密联系服务广大作

家的创新举措。去年以来，中国作协先后在北

京举办了4期以“作家朋友 欢迎回家”为主

题的作家活动周，在湖南益阳、山东临沂、浙

江台州举办了3期以“做人民的学生”为主题

的作家活动周，系列活动以“作家”为中心、以

“回家”为理念、以“活动”为载体，邀请国内创

作活跃的代表性作家、基层作家、剧作家、港

澳作家和新入会作家，在温暖的“回家”之旅

中感受文学之美，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魅力，希望以最真诚的情感、最热忱的服务，让

广大作家感受文学大家庭的亲切氛围，共享文

学的尊严和荣光，切实凝聚起“文学一家人”的

蓬勃力量。

张宏森表示，1978年1月，《人民文学》隆

重推出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科

学界和亿万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1978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在

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正

式宣告了科学春天的到来。《哥德巴赫猜想》及

其同时期的一批作品，敏锐捕捉到了时代精

神，是文学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有力参与，不仅

让人们重新认识到科学技术的价值，让知识分

子这一群体重新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同时也

激发了无数人探求真理和科学的热情，掀起了

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浪潮，影响了一代又

一代读者，激励人们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而

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我国科技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广大科技工作

者不断突破自我、矢志创新、无私奉献，以科技

强国事业为己任，取得了无愧于时代的新业

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构建支持全面创新

体制机制和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系统

部署，赋予了我们新的文化使命。日新月异、丰

富多彩的新科技、新业态为广大作家提供了广

阔舞台，一大批优秀科幻科普作品不断涌现并

产生广泛影响力，呈现出多元共生、精彩纷呈

的景象，激发了人们探知未来的兴趣与热情，

为科技创新注入源动力。希望广大作家激发创

作灵感，发扬敢于想象、敢于突破的独特气质，

创作出既有科技含量又有人文关怀的优秀作

品，努力讲好新时代全面创新、科技强国的中

国故事。

张宏森表示，这是一个向前展望、充满希

望的时代，这个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我们的飞船已通向未

来，而未来即是现实。让我们借科学事业发展

之势，倡导创新文化，强化文学赋能，促进科幻

科普创作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以精品奉献读

者、回馈时代，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王蒙在活动现场深情寄语广大科幻科普

作家。他表示，参加此次活动倍感荣幸，也为自

己扩大眼界和精神空间提供了新的可能。科学

和文学有许多相通之处，科学的激情和文学的

激情、科学的想象和文学的想象、科学的向往

和文学的向往，都是密切相连的。庄子在《逍遥

游》开篇写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

鸟，其名为鹏”，这是一种瑰丽的生物学幻想，

也是庄子的哲学寄托；“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

善也”，既是关于“道”的辨析，也是对于“腾空

飞行”的想象；“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

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涉及的是知识产权问

题；《列子·汤问》中写偃师携“倡者”拜见周穆

王，这是中国古代最早关于机器人的描写；《聊

斋志异》中的陆判，可换心换头，精于外科手术

和整容手术……从古人的奇思妙想，再到《哥

德巴赫猜想》乃至《三体》，文学与科学的结合

始终令人兴奋，相信中国未来的科幻科普创作

也必将前途无限。 （下转第3版）

“人民艺术家”王蒙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航天英雄杨利伟颁发“作家之友”纪念牌

王纪国 摄

本报讯 9月24日晚，“《哥德巴赫猜想》

之后——科幻科普作家活动周”系列活动之

“好缘夜话”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

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宏森，中国作协党组成员、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邱华栋出席活

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则贤、中

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周炳红、中

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教授陶宁、中国科学

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特别研究助理孙亚飞，以

及参加此次作家活动周的科幻科普作家与

会。他们以文字为媒，以思想为灯，让这个充

满诗意与幻想的夜晚更加璀璨迷人。活动由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一鸣主持。

此次作家活动周的名称引起了作家何夕

的浓厚兴趣。“《哥德巴赫猜想》这部报告文学

作品诞生于46年前，作品的语言朴实无华，没

有任何华丽的技巧，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

依然认为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原因就在

于作者以最本真的笔触，描绘出数学家陈景润

在艰苦环境中执着探索的身影，让我们看到了

一种纯粹的、不掺杂任何功利的科学精神。这

部作品发表两个月后，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

开，科学的春天来临。这并非巧合，而是一种

必然。《哥德巴赫猜想》就像一颗火种，点燃了

人们对科学的热情与向往。可见，好的文学作

品确实具有引领时代的力量。它能够穿透时

光的迷雾，触动人们的心灵，激发人们的斗志，

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这也引发了何夕的思考，他谈到，身处科技飞

速发展的信息时代，科幻作家需要在科学的理

性与文学的感性之间找到平衡，用文字搭建起

连接现实与未来的桥梁，引领读者一同思考人

类的命运和前途。“科幻对于科技发展的促进

作用正在日益显现。我们要把握时代脉搏，以

敏锐的洞察力捕捉科技进步的每一个闪光点，

将其融入科幻创作之中。”

作家洪放从1985年开始发表诗歌，后又

进行散文和小说的创作。2018年，他在《人民

文学》发表了反映科技创新的中篇报告文学

《领跑者》，自此“闯入”了科技题材的创作领

域，以全新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探索科技与

人类的关系。洪放谈到，在从事科技题材创作

的过程中，他主动学习了大量科学文化知识，

对这个世界和未来的认识也得到了进一步提

升。他认为，不管是科幻文学还是科普文学，

归根究底写的都是科技与人的关系、科技与世

界的关系、科技与未来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

系，是科技题材创作的关键所在。“科学题材的

文学创作不是对科技知识的复述，作家要以尊

重科技发展规律为基石，以严谨的态度为准

则，确保作品中的科技元素真实可信。同时还

要写出这一题材的文学性，写出科技文学中的

人，写出既在科学研究中呕心沥血、又在人间

烟火中充满深情的科学家形象。”

“这一次，我被当作‘有出息的孩子’请回

‘娘家’，并领取了入会纪念牌，内心无比激

动。”在科幻领域深耕30余年的作家凌晨，深

切感受到如今科幻文化正快速崛起成为一门

显学，越来越多中国科幻原创作品被广泛传

播，众多科幻作家也渐渐为大众所知。“这不仅

是科幻作家们自己努力的结果，更是这个时代

和社会共同促成的。科技的飞速发展为科幻

创作提供了肥沃土壤，社会对创新思维的推

崇、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以及人们对未知世界

的强烈好奇，都为科幻文学的蓬勃发展注入了

源源不断的动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

需要用更新颖的文学形式来表达科技对人们

生活的影响。作为科幻作家，我义不容辞。”

作家夏笳分享了她在科幻和科普写作中

对于性别问题的思考。她以自己从物理专业

转向文学专业的经历为切入点展开讲述，作为

高校教师的她，在教学过程中，也常常引导学

生去关注科幻与科普作品中的性别视角。她

鼓励学生们分析不同性别的科学家、作家在科

技领域的贡献与困境，探讨科技发展对性别平

等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她表示，未来她会从自

己的作品里抛出更多问题，期望这些问题能够

引发读者更深入的思考。 （杨茹涵）

赋予科学求真以向善向美的心灵血肉
科学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在京举行

AI，代替的是笔还是思想？
“AI语境下的文学创作与接受”座谈会在京举行

科幻创作的想象之源
“文学科学双螺旋：作家、科学家汇客厅——从0到1，创新创造的思维

碰撞”论坛在京举行

让文学在新科技引领下展现新面貌、开拓新空间
“瞭望科技前沿——科学家分享及交流会”在京举行

（见今日第2版）

科幻科普作家共话诗意与梦想
“《哥德巴赫猜想》之后——科幻科普作家活动周”举行“好缘夜话”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