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视野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中国

科幻文艺的作品质量与品牌效应逐步提高。“科

幻+”新型文化业态蓬勃生长，为发展新质生产

力注入新动能。2024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总台四

川总站、成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

《东方新科幻》在CCTV-9播出。该纪录片以《去

远方》《未雨绸缪》《未来人类》《家园遥望》为主

题，对科幻文学、科幻影视、科学理论、前沿技术

等领域进行全景式盘点，展示属于中国科幻的好

奇心、想象力以及价值观。纪录片通过专家访谈、

作品展示、影像呈现等方式，实现知识科普的功

能，为受众搭建起理解科幻作品的桥梁，积累并

扩充中国科幻的群众基础，让尊重科学、勇于探

索的社会氛围蔚然成风。

探寻创作动因，溯源东方美学

《东方新科幻》从张然所创作的新中国第一部

科幻小说《梦游太阳系》讲起，再讲述郑文光所著

新中国首部长篇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彰显其

跨越时间的生命力。这一过程凸显了中国科幻想

象与社会历史因素的互文关系，当时的国人对科

学技术和探索远方的急切渴望，激发了对运用科

学创造美好未来的想象。纪录片梳理总结中国科

幻的发展历程与经典作品，应用原文复现辅以AI

技术生成动画视频，受众既能够感受作品的艺术

特色，又能够结合影像体悟作品中的奇瑰想象。

纪录片访谈了多位中国科幻作家，探寻科幻
想象背后的文化根源，他们的生长环境、生产和
生活经验都为从事科幻创作奠定了基础——

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青铜神树顶端的人首

鸟身像，展示出了古人逃出皮囊囚笼、放飞心灵

的理想。三星堆文物中纵目面具的柱状目，仿佛

在观测太空，展现了古蜀人丰富的精神世界，激

发出科幻作家王晋康《豹人》对未来人类样态的

深度思考。科幻作家陈楸帆受到潮汕文化的浸

润，他的作品《匣中祠堂》借助对数字化元宇宙技

术的想象，讲述了金漆木雕、英歌舞等潮汕民间

艺术的技艺传承。科幻作家凌晨在《437火锅诞

生记》中将太空的火锅文化视为对大地、对现实

生活中一种眷恋。《科幻世界》创始人谭楷认为，

走过800万年历史的国宝大熊猫是一个很科幻

的物种。他借此提出了“熊猫火星移民计划”，启

发众人想象未来的熊猫如何在火星上生存。简而

言之，纪录片揭示了科幻作家对现实土壤的深情

观照。中国人的乡土情结传承延续着农耕文明，

中国科幻作家在创作中善于使用本土文化符号，

营造着作品的民间地域质感。

摄制组跟随科幻作家实地探访壮美山河，发
掘其背后所孕育的科幻想象，给予观众身临其境
的沉浸感与体验感——

我国地大物博，不少地形地貌天生自带科幻

氛围，其背后所反映的历史印记更是蕴含着开拓

探索的科幻精神。纪录片重点介绍了青海冷湖

镇，其具有酷似火星的雅丹地貌，是东半球最适

合天文观测的地方，科研人员在此建立起冷湖天

文观测基地。上世纪我国石油工作者在冷湖油田

的建设过程，宛若人类探索宇宙星辰的预演。如

今的冷湖已成为科幻想象的热土，形成多部以冷

湖为创作灵感的科幻小说，为冷湖镇的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冷湖的新生，正是一个地理环境、历史

文化与科学幻想相互成就的典型案例。

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片中展现
的科幻作家创作理念体现了具有浓郁中国特色
的人文情怀——

纪录片提到，中国作家写到人工智能的故事

时，更多会实现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求同存异。严

曦的《造神年代》结尾，人类与人工智能成功达成

和解。电影《流浪地球》，其叙事内核与大禹治水

的历史典故相似，都是讲述人通过改造自然，实

现跟自然共存的故事。影片中所强调的饱和式救

援，与现实中抗洪、抗震时，中华民族所呈现的众

志成城、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相契合。在纪录片

的访谈中，青年科幻作家程靖波用《礼记·大同

篇》的“老有所终，幼有所用，壮有所长”阐述了其

作品《且放白鹿》的创作理念。中国作家承继着几

千年来对人与社会、人与家庭关系的重视，科幻

故事中对老年人的尊重，代表着人类与科技和谐

共生的期望。盲人科幻作家陈光炅《梦行多重界》

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其失明之后的梦境世界，他自

身用写作追寻光明的励志经历，正是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精神的生动写照。

总而言之，《东方新科幻》对中国科幻文学作

品的回溯与总结，阐释了具有东方美学特征的科

幻理念，科幻想象与民族精神有机交融。这将激

励后来者沿着前人的脚步再接再厉，讲好科幻视

野下的中国故事。

科技助推文艺，想象照进现实

我们正在共享科技创新发展成果。“数字中

国”建设有序进行，信息技术驱动新一轮科技革

命发展勃兴；中国航天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航

天人向着星辰大海追寻宇宙奥秘。科幻文学是以

技术推演和发展预测、以描写极其可能实现的新

技术、新发明给人类社会带来影响的文学作品。作

为纪录片，《东方新科幻》采访了许多科学工作者，

到达科研基地一探究竟，为观众科普科幻背后的

科学故事，进一步解析着科学与科幻的关系。

纪录片谈到诸多因科幻而结缘科学的例子。

中国科学院天文台研究员盘军，儿时所向往探索

的神秘宇宙，如今已经成为了日常的研究对象。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吴季、地质

学家刘兴诗，都兼具科学研究者与科幻作家的身

份，实现了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的有机融合。“月

宫一号”首席科学家刘红发现科幻小说中很少关

注人类如何在外太空中活下来，她所领导“月宫

一号”的实验，种植了35种之多的植物，构成了

植物、动物、微生物、人类四生物链环系统。纪录

片还展示了科学工作者从传统文化中所汲取的

灵感。国家土地科学研究中心总规划师胡腾，通

过对成都丹土村同治龙窑传统工艺的观察，试图

取得对未来居所的灵感。华中科技大学的科学家

提取做传统陶器的智慧，把房屋设计成蛋型，被

命名为“月壶尊”。科学工作者的现身说法，连接

起了科学与科幻的沟通桥梁，展示了科学背后丰

富的文化底蕴。

科幻作家为了让作品更具科学性，坚持与时

俱进，积极探访科研基地，了解变化万千的科学

现象，探析其背后的科学原理。纪录片中，刘慈欣

探访了锦屏一级大坝、锦屏地下实验室，了解水

电工程设施的现状，以及暗物质探测的奥秘。刘

慈欣在《流浪地球》中展现了“太阳氦闪”的科幻

创意，而在四川稻城亚丁，科学家们利用环形阵

太阳射电望远镜，密切观测太阳的轨迹。拥有全

世界规模最大、灵敏度最强的宇宙射线探测装

置的“拉索”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是科幻作家

七月《群星》探测地外信号的创作源泉。科幻作

家江波考察机器人实验室，为机器人作平衡测

试，其在《机器之门》等作品中揭示人与机器的

共生图景。凌晨的《437火锅诞生记》源自对中

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探访。正如刘慈欣在片

中所说：科学并不是对想象力的束缚，前沿科学

所蕴含着的想象力，为科幻小说提供了丰富的

故事资源。总之，科幻与现实科技成就的融合，

既让文学创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有了技术依

据，培育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土壤，又让科学工作者

踔厉奋发，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助力

想象照进现实。

超越认知边界，创造崭新未来

“远方不仅是距离上的丈量，更是人类认知

边界之外的地方”。《东方新科幻》的价值在于其

不断追问人类未来的命运，并从科幻作家、科学

家的回答中，指引观众不断获取新的信息，突破

认知的边界。纪录片以未雨绸缪的角度看待危机

叙事，既介绍了刘慈欣《三体》所反映的来自外星

生命的侵袭，又阐述了灰狐《固体海洋》中对生态

环境的忧思，还关注严曦《造神年代》中对人工智

能无限度发展的疑虑和恐惧。纪录片以广阔深邃

的目光展开对未来的畅想，一方面以星际视野探

索宇宙格局，突破文明发展的空间上限，另一方

面关注人类的生活样态，聚焦脑机接口、虚拟现

实、人机共生等前沿技术成熟之后的应用。换言

之，纪录片关注人类最本真的需求，并寻求其在

未来的实现途径。正如结尾所说的：“不管在哪

里，安居乐业，幸福健康，亲友常伴，诗与远方都

是我们不变的希望。”

《东方新科幻》突破的不只是科幻文本内部

想象的边界，它的拍摄、制作与传播，拓宽的是整

个中国科幻产业的多元化发展边界。纵观中国科

幻文学发展史，从初露峥嵘到厚积薄发，近年来

作品数量更是呈指数上升态势，具有奇思妙想的

高质量佳作屡见不鲜。在《流浪地球》《三体》等科

幻文学改编影视作品收获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

之后，科幻跨媒介传播前景更加火热。

目前的中国科幻，已经迎来突破进阶的机遇

期。此前，电视栏目《科幻地带》、纪录片《我眼中

的中国科幻》《中国想象力》等，为普及科学知识，

爬梳幻想肌理起到重要作用。全景式回顾科幻文

学发展的《东方新科幻》，进一步为科幻的“破圈”

添砖加瓦。纪录片赋予受众跨界视野，实现科学

与艺术的融会贯通，比如关注建筑设计师马岩松

的科幻建筑、科幻画家金霖辉的画作、天文爱好

者的星空摄影、成都青年作家与朋友的宇宙诗

会，充分发掘科幻的跨媒介转化潜力。纪录片所

介绍的月球基地2050国际创新大赛、熊猫火星

移民计划都充分调动了参与者的想象力，在头脑

风暴中共同描绘科学幻想的多重可能。

可以说，《东方新科幻》打开了从科普到科

幻的通道，观众将更加熟谙我国科幻的文化基

因，科幻文艺的传播面将更加广阔，我国科幻生

态的发展将更加朝气蓬勃。它激励着新生代科

幻爱好者乘风破浪，结合前人的理论积淀与实

践经验，将科学精神与视野开阔的中国式想象

相结合，彰显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铸就反映时

代、表达时代的科幻精品，创造属于中国科幻的

崭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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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专业博士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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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临》和《巴别塔》作为近几年备受瞩目的

语言学题材科幻作品，自问世以来就引发了语言

学界的广泛讨论，展现了语言背后深刻的哲学和

情感意味。

电影《降临》改编自华裔科幻作家姜峯楠《你

一生的故事》中的同名小说。故事讲述了一名美

国语言学家被国务处招募参与同外星生物接触

的任务。外星生物“七肢桶”来到地球并在12个

不同的地点降落，引发了各国的恐慌。语言学家

的任务是解读“七肢桶”的语言“heptapod”，并

弄清他们来地球的目的。在同“七肢桶”进行语

言沟通的过程中，语言学家逐渐认识到，与地球

上的线性语言不同，“heptapod”是一种混沌、非

线性的语言；尤其是它们的书面文字，犹如中国

传统水墨画中慢慢晕开的墨圈，旋即又消散，因

而传达的信息也模糊了时间的界限，导致当前和

未来交错。在语言学家习得了这种“外语”以后，

她的时间观也发生了改变，她可以预见18个月

以后和一位中国将军的关键会面，这次会面为她

化解当前危机提供了最重要的信息；不幸的是，

她也预见了自己女儿的出生、成长和死亡。

姜峯楠在原著后记中提到，是他对物理学中

变分原理的喜爱催生了这个故事。在小说中，物

理学家的“费尔马最少时间律”启发了语言学家

对语言和思维关系的思考；而电影《降临》大幅删

减了物理学的戏份，直接在男主和女主的对话中

引出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依旧将故事建立在

坚实的科学想象之上。

对语言和思维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

腊时期，柏拉图提出“思维是无声的语言，因此思

维和语言两者不可分离”。而亚里士多德认为语

言只是思维的符号，思维不等于语言。此后，语

言与思维的关系就成为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争论

的焦点。在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假说中，最有影响

力当属20世纪初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及其学生

沃尔夫的“语言决定思维”的观点，也称为“萨丕

尔-沃尔夫假说”，该假说认为语言的结构决定

说话者的世界观和认知过程，因此说不同语言

的人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降临》

中，语言学家在平行宇宙里突破了语言习得“关

键期假说”的限制，快速掌握了“heptapod”的

语言和思维方式。她成功克服了成人外语学习

中认知负荷，以及母语中的线性思维对“hep-

tapod”复杂系统思维的阻碍。而另一方面，她

的情感也陷入了母语思维和外语思维的周旋。

在“heptapod”的思维模式下，她预见到自己跟

眼前的物理学家组建家庭，抚养一个叫汉娜的

女儿，并且这个女儿会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夭

折。但是由于丈夫没有习得这种语言思维，所

以没有办法理解她的世界，并且在知道真相以

后质疑她的决定，最终离开了她们。电影最后，

语言学家平静地问丈夫，也是在问每一个观众：

“如果你能预知你的整个人生，你会做出任何改

变吗？”而她选择了接受未来和拥抱宿命，在线

性思维和混沌思维的博弈中达成了认知和情感

的和解。

从语言相对论的视角，巴别塔也是人类不同

思维方式的重要来源。巴别塔的意象也经常出

现在其他科幻文学作品中，比如尝试教狗说话的

《巴别塔之犬》，姜峯楠的科幻处女作也叫作《巴

比伦塔》。华裔作家匡灵秀则在她的长篇小说

《巴别塔》中将其具象化为牛津大学校园中的一

座八层圣塔。巴别塔是世界翻译中心、魔法中

心和能量中心。故事的核心立意是“翻译即背

叛”：不同语言的语义总存在细微的差别，由于

翻译的不完美性，在翻译过程中丢失或者扭曲

的意义就会被银条捕捉到，这些承载意义的银

条在巴别塔八层的刻银部进行加工，进而转换

成大英帝国殖民扩张和工业革命的能量来源。

比如书中提到在将汉语的“古”翻译成英语的

“old”时，就会丢失一部分能量，因为“old”没有

办法反映“古”内含的”持久、强韧”这层含义，而

丢失的这部分能量就会被银条捕捉到，从而使

帝国的机器更持久耐用。

故事以19世纪英国的海外殖民为时代背

景，几位主人公都是被英国的教授从殖民地带回

伦敦的少数族裔，在牛津大学苦学翻译和刻银

术，在从他们各自的母语到英语的学习和转换

中，他们的认知和情感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故事

核心人物罗宾出生于广州，在母亲去世后被英国

汉学家洛弗尔收养。洛弗尔把他带到伦敦以后

对他说：“我们得让你成为真正的英国人”。在明

白自己只是帝国机器的一枚“棋子”之前，罗宾都

是以“英语思维”和“成为英国人”为自己的奋斗

目标，并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然而在这个过程

中，他发现自己母语汉语在水平和思维上的退

化，在情感和身份认同上他深陷汉语思维和英语

思维两难的囹圄，这种困惑在从伦敦回到广州实

习这段经历前后达到顶峰，也使整个故事从充实

的校园生活过渡到波澜壮阔的反殖民斗争。

由此观之，情感因素在《降临》和《巴别塔》的

跨语言接触和交流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推动故

事情节走向拐点。同《降临》中的语言学家一样，

《巴别塔》中的维克图瓦也在历史的动荡中重塑

着自己的世界观和时空观。出生于海地的她经

历了罗宾一样的迷惘和困惑，而在一些时刻，她

依旧是海地克里奥尔语的思维方式。这种生存

的智慧也是两种思维长期碰撞的产物。

然而，《巴别塔》中的巴别塔也走向了幻灭。

正如作者借罗宾之口所言：“语言就是差异，是成

百上千种不同的看待世界、在世界上行走的方

式”。“而翻译就是为了在这些世界之间行走所需

要付出的努力，无论这种努力是多么徒劳”。更

有意思的是，在中译本最后，译者陈阳回应了“是

否有翻译必要”的问题，她说完美的翻译并不存

在，“翻译的本质是在语言之间搭建桥梁”。这其

实也是《降临》的核心主题——沟通和理解，在认

知和情感之间搭建桥梁。

我们很多时候都被困在文明与偏见之中，拒

绝与陌生的文化和思想对话，这中间既有认知的

懈怠，也有情感的隔绝。但是这些平行宇宙里面

发生的故事启发我们，沟通的努力是必要的。即

使这些努力有时候看上去会有些徒劳，我们也要

让这徒劳发生。

（作者系复旦大学现代语言学研究院青年副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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