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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

过去10年，无疑是中国科幻文学自诞生120年来最为震

撼人心的10年。在这10年中，中国的科幻从文学的偏门别

类，变成耀眼的新星；从偏居亚洲的边缘地带，走向世界的中

央；从100万不到的产值，上升到超过1100万量级的高峰。

而所有这一切，跟尊重科学、尊重文化、尊重未来和创新的文

化环境是分不开的。

“百年树文”：中国原创科幻文学的历史探索

回顾过往的 120年，中国的科幻文学走过了十分艰难

的道路。晚清的开场，应该说饱含了创造的激情，后世在创

作中反复出现的中国科幻未来主义、中国科幻现实主义和

科普型的科幻逐一登场。更可贵的是，这个文类刚刚出现，

就得到鲁迅、梁启超等人的赞誉和加持。荒江钓叟、东海觉

我、碧荷馆主人、吴趼人，还有许多我们至今也无法查清来

历的作者，积极投入这个领域。我们还放眼世界，把儒勒·

凡尔纳、H.G.威尔斯、押川春浪等国外大师纳入翻译推荐的

视野。十分遗憾的是，晚清作家和推荐者们的创造热情，没

有得到社会的普遍回应，以至于这个文类没能成为中国文

学的早熟类型。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17年，科幻文学在儿童文学和科学

文艺的领地获得了有效发展，出现了许多具有天赋的作家，相

继创作了一系列重要的作品。这其中，迟书昌的《三号游泳选

手的秘密》、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于止的《失踪的哥哥》、

王国忠的《黑龙号失踪》、肖建亨的《布克的奇遇》、童恩正的

《古峡迷雾》、刘兴诗的《北方的云》从少年儿童能够接受的角

度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科技带给中国人的变化。一些关于科

技创新和社会管理的思想从这样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给物质

相对匮乏状态的国人展现了美好的未来前景。

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中国的科幻文学逐渐走向全方

位的探索期，出现了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郑文光的

《飞向人马座》和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等重要作品。科

幻作家队伍再度扩充，大量作品尝试在多个方面突破儿童文

学和科学文艺的旧有范畴，走向全方位的生活展现和科技畅

想。此时，儿童文学方向的科幻作品也仍然有效发展，出现了

像《霹雳贝贝》这样深受孩子们喜爱的作品。

稍稍有点遗憾的是，在过去的百余年里，国人对科幻这一

文类的认知一直是处于起伏变化中的。这种起伏和变化时而

给文类开放出有效的天空，时而又会封闭起一些区域。因此

可以说，全方位开放的科幻发展势态，始终尚未成功地建立起

来。最近的10年，厚积薄发的科幻文学在良好的社会和文化

环境氛围之下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刘慈欣、韩松、王晋康、陈楸

帆、郝景芳、海漄等为代表的老中青三代作者，一举把中国的

科幻文学推向新文化的中心和世界的舞台。2015年，刘慈欣

的小说《三体》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紧接着，又有一

系列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世界舞台展现了中国人对未来的

期许和对过去的反思，把中国的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的高

度。当前，已经被翻译成外语文字的中国科幻作品超过200

部，而中国科幻作品的海外销量，在当代文学所有文类作品中

也遥遥领先。科幻文学正成为新时代中国新的文学名片，不

断引导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

“十年树木”：新时代中国科幻如何走向世界

中国科幻文学的海外传播是在国内市场普遍繁荣的基础

上展开的。从2014年到2024年，中国科幻产业获得了重大

发展。科幻文学奖项以超越其他文类奖项数倍的态势上提

升，中青年科幻作家的数量也在成倍增长。目前，全国各类科

幻奖项有几十个，年度奖金总量超过1000万。中国科幻银河

奖设立已近40年，是最老牌也是最被读者认可的奖项，培养

出了大量的科幻作者。华语科幻星云奖至今也走过了15年

的历程，这个奖项具有黏合各年龄、各身份、各地科幻爱好者

的特点。获奖作品常常被改编成其他门类的作品，实现了知

识产权的有效转化。中国科幻星球奖是出生最晚但奖金最为

丰厚的奖项，这个奖项除了颁给科幻作品，还会颁发给具有科

幻性的创意和发明。百万钓鱼城科幻大奖由民办大学发起，

不但颁发给作家作品，也颁发给教育家、出版人等多个门类。

近十年来，这些科幻奖项不断奖掖新人、鼓励新作，为科幻文

学艺术事业产业持续注入新鲜血液。

在科幻文学创作取得突破的基础上，中国科幻产业的各

个组成部分也获得了重大突破。2019年电影《流浪地球》上

映，当年实现了票房46.55亿。2023年，《流浪地球II》继续以

40.29亿引领科幻票房。在2024年国庆期间上映的纪录片

《流浪地球II：再次冒险》详细描摹了《流浪地球》系列电影的

成功，认为该系列影片对科幻电影工业的摸索和由此取得的

成就，是对中国科幻文艺最大的贡献。在《流浪地球》的引导

下，《疯狂外星人》《宇宙探索编辑部》等影片也给观众带去了

不一样的感受。在科幻电子游戏方面，这些年中国的科幻游

戏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不但获得了大量国内玩家的好评，也在

世界上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除了上述这些已经成功的业

态，科幻新业态也在蓬勃产生之中。科幻舞台剧就是给这个

领域搭建的一个新的看台，《深AI你》《三体》《云身》《中国轨

道号》《独角兽》等舞台剧在各地纷纷登场，其中不乏创新艺术

与科技元素的融合。跟舞台剧一起“爆火”的还有网络科幻文

学、科幻剧本杀等新形式。这些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触摸了科

技文化的前沿，另一方面承接着青年文化的地气。

科幻创作和发布阵地的繁荣，带动了大批科幻迷的产生，

也催生了各类科幻活动如火如荼的举办。2016年，中国科

协、腾讯公司、科幻世界杂志社、中国科普作协等团体联合举

办了“2016中国科幻季”系列活动，包括2016中国科幻大会、

国际科幻高峰论坛、“银河奖”颁奖典礼等。习近平总书记在

视察北川灾区和参加中法友好活动的时候，曾两次谈到凡尔

纳对他的影响，他的讲话引发了儿童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者

对科幻领域的关注，也可见国家层面对科幻文化的关注，以及

对这一包含着科学进步、文化发展的全新领域的重视。

当前，科幻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较为良好，但也潜伏着一

系列的危机。首先，突破性的原创能力还有欠缺。虽然《三

体》获奖带动了许多新作的产生，但能跟这部作品匹敌的新作

还不算太多，科幻电影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为此，应该加强

科幻创意能力的科研，要在高校和科研单位设置更多的机构，

提供更多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去辅助科幻创意的提升发

展。其次，应该继续加大科幻文学和科技艺术诸领域的投

入。其中舞台剧的投入不容忽视。舞台剧跟电影相比，投入

相对小，成功几率高，现场交流互动效果较好，特别是对青年

和少年观众来说，有着很好的影响作用。此外，科幻教育也是

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新兴领域。怎么将科幻的创新精神融入

教育，让中国的教育走入全新的时代，培养出更多具有独创性

的人才，可能是破解“卡脖子”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从总体上看，中国科幻文学的繁荣是和国家的发展紧密

联系起来的。在以往各国的发展实践中，我们都能看到科幻

这个文化因素的存在。相信科技界、文化界和科幻界的共同

努力，能给新时代国家发展创建更丰饶的土壤；相信科幻文学

能跟其他文学门类一样，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善业。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

科幻文学的“十年树木”和“百年树文”
□吴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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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精装纪念版），刘慈欣著，重庆出版

社，2017年7月

过去百年过去百年，，中国原创科幻文学走过了筚路蓝缕的艰辛道路中国原创科幻文学走过了筚路蓝缕的艰辛道路，，最近十年间最近十年间，，厚积薄发的科幻文厚积薄发的科幻文

学在良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氛围之下发生了质的变化学在良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氛围之下发生了质的变化，，科幻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世界舞台展科幻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世界舞台展

现了中国人对未来的期许和对过去的反思现了中国人对未来的期许和对过去的反思，，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的高度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的高度。。当下当下，，科幻文科幻文

学正成为新时代中国新的文学名片学正成为新时代中国新的文学名片，，不断引导中国走向世界不断引导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世界认识中国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强大精神力量
（上接第1版）

广泛团结凝聚作家，培育文学新力量

“中国作协是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潜心创作、

成长成才的坚强后盾，中国作协的大门永远向广大

会员朋友、向文学界的朋友敞开。”在2023年3月举

办的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第1期活动的欢迎仪式

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宏森

向广大作家朋友发出邀约，邀请大家回作家协会感

受贴心和温暖，共话梦想与荣光。

这是中国作协重点打造和推出的全新文学活

动，旨在凝聚“文学一家人”的情感力量，建设温馨和

谐的“作家之家”。一年多来，来自各行各业的作协会

员被邀请参与其中，有外卖员、快递员、保洁员，也有

农民、牧民、煤矿工人；有常年深耕文学领域、取得不

俗成绩的前辈作家，也有初入作协、前程似锦的青年

写作者；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连缀起温暖美

好的文学之旅，让无数作家留下难忘记忆。

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在中国作协的引领

下，各级作协纷纷开展“作家回家”活动，接力传递作

协组织温暖，将更多喜欢文学、关心文学的人团结到

作协组织周围，让作协真正成为了让广大作家信赖

和眷恋的家园。

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

相贯通，为作家们的成长成才铺路架桥，不断壮大中

国文学有生力量。会员吸纳、作家培训、座谈研讨、项

目扶持、奖项激励……立足于让党的文学事业永续

发展、薪火相传，集作协组织之力，注重发现富有潜

力的青年作家、基层作家与新文学群体，主动吸收各

领域优秀文学人才，新时代文学队伍不断壮大、人才

辈出。

十年来，中国作协新发展会员7448人，其中45

岁以下青年作家近2600名，会员结构不断优化，覆

盖范围不断扩大，作协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进一

步提升。

充分发挥鲁迅文学院“作家摇篮”的功能，举办

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儿童文学作家、网络文学作

家、少数民族作家等重点领域作家培训班，与地方作

协及兄弟单位联合开展培训活动，与北师大联办作

家研究生班，提升作家培训的规模和水平……一系

列有力举措，进一步团结凝聚起文学界的广泛力量，

培育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沃土。

青年是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今年9

月，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的373名青年作家和青年文学工作者代表，以青春

之名齐聚一堂，赓续中国文学的光荣传统，畅叙新时

代文学的美好未来。

十年来，文学界坚持把加强青年文学人才队伍

建设作为文学事业的“百年大计”，培养有坚定政治

立场、高尚道德品行、深厚艺术修养、蓬勃创造力的

中国文学新力量。广大青年作家厚植家国情怀、涵养

进取品格，积极做伟大时代的在场者、历史进程的记

录者、人民心声的表达者、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建

设者，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各报刊社网扩大视野、目光向外，给予青年作者

和基层作者更多关注和扶持，为文学新人、文学素人

的成长创造更多机会，让更多怀抱文学梦想的写作

者成长成才。越来越多不同身份和职业的人加入到

文学创作的行列中，为新时代文学注入了源源不断

的生机和活力。

新时代新征程，文学创作空间广阔，文学活力

无限。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文学正以更

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更为

主动的精神力量，书写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

丽新篇章。

（上接第1版）
张宏森表示，文学的“接力棒”已经传递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党

和人民期待新时代文学再创佳绩，新时代文学也必须担负起传承荣

光、勇攀高峰的时代使命。面对时代召唤和历史重任，我们要以文学

前辈为榜样，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矢志不移推进党的文学事

业，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

以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责任担当，承接中国文学的光荣梦想，续写中

国文学新的辉煌篇章。

杨浩东谈到，湖湘文化内含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兼

收并蓄的精神特质，是中华文明核心道统的一种传承，是中华文化

在近现代的一种重要形态。丁玲同志出生、求学、求知在湖湘大地，

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她追求真理、坚守真理、服从真理，始终与我

们党同心同向，彰显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与精神风骨；她深刻把握时

代主题，用心用情用功讴歌伟大时代，书写了中国新文学史上光彩

夺目的篇章；她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体

现了她对人民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她在探索与开拓中不

断创新，生动诠释了对艺术执着的追求和热爱，激励着新一代文艺

工作者不断攀登艺术高峰。

杨浩东表示，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板块，湖湘大地培育了以

丁玲、周立波、康濯、蒋牧良、柯南等为代表的优秀作家。近年来，湖南

积极参与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

划”，建设清溪村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村庄，推出了一系列优秀文学作

品，开辟了新时代湖南文学气象万千、群峰耸峙的壮阔图景。期待大

家共同推动湖南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罗毅君谈到，常德是丁玲一生奋斗的起点。作为家乡人民，对丁玲

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把她毕生追求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把她深情眷

恋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在新的征程上，常德人民将继续传承弘扬

丁玲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不畏艰难的顽强斗志、热爱人民的宝贵品

格、专心创作的优良作风，坚定文化自信，繁荣文化事业，为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更多贡献。

中国丁玲研究会会长贺桂梅、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陈漱渝、

丁玲秘书王增如、中国丁玲研究会党支部书记徐坤、赵树理研究会

原会长傅书华、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

联芬、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在座谈会上先后发言。大家追忆了与

丁玲的交往点滴，认为她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始终拥有“坦荡的胸

怀”和一颗“年轻的心”。大家谈到，丁玲的一生具有丰富的历史、思

想和文化内涵。丁玲及其文学作品至今仍然在个人与时代、女性与

自由、艺术与人生等许多方面感染和激励着后来人，她的革命实践

与文学精神依然闪耀着鲜活的生命光彩。如何研究丁玲，是如何阐

释好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经验的重要切入口。期待未来地方政府、出

版与研究界等多方面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丁玲文献的挖掘、收集、整

理、研究和出版工作，重视丁玲的革命精神与文学精神的普及传播，

让丁玲精神走得更远、传得更广。

蒋祖林作为亲属代表致辞。他回忆了母亲丁玲作为革命战士、作

为革命文艺家波澜壮阔的一生，谈到她对后人在意志、性格、作风方面

的深远影响。蒋祖林认为，丁玲是属于人民的作家，有关丁玲的学术研

究不断繁盛，在丁玲生前工作和生活过的许多地方也建起了纪念馆、展

览馆、书院，这是当地人民群众对丁玲真诚的敬意与深切的思念。

座谈会现场还举行了丁玲手稿展和图书捐赠仪式。现场展出了

丁玲人生不同阶段的代表性照片，以及《建设新中国之文艺工作》《鲁

迅先生于我》《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等珍贵手稿。蒋祖林、中国社

科院文学所学者何吉贤、河北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董素山共同向中国

现代文学馆捐赠了《丁玲作品精选集》，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

军接受捐赠并回赠入藏证书。

出席此次座谈会的还有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李晓东、鲁迅文学院

常务副院长徐可、中国作协办公厅副主任刘秀娟、《文艺报》副总编辑

岳雯、《人民文学》副主编陈涛，以及来自湖南省委宣传部、常德市委宣

传部、常德市文联、湖南临澧、河北涿鹿、山西长治、北大荒等方面的与

会代表。

为纪念丁玲同志诞辰120周年，10月12日至13日，以“人民文学

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建构”为主题的第十七次丁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

学举行。此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丁玲研究会、中国现代

文学馆和《现代中文学刊》等单位联合主办，北大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

学研究平台承办，数十位现代文学专家学者参会，以作家丁玲的文学

道路为研究对象，共同探讨20世纪人民文学的历史经验，共同展望新

时代人民文艺的新样态新发展。

纪念丁玲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