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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学生爱看科幻网络小说？
——从会说话的肘子《夜的命名术》谈起

□刘 平

《夜的命名术》关于表世界和里世界的设定，应

该是在回应元宇宙，呈现虚拟和现实之间的跨越、

结合、冲突等意蕴丰富的社会情况。小说人物突破

世界的界线，在多重时空中来回穿梭，宛如拥有神

力，亦如超人一般。但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总是孤

独的，小说书写了人物的孤独感和向往彼此的交流

的愿望，隐喻性地呈现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和内心

渴求。

庆尘刚开始在表世界的受挫与里世界的顺风顺

水形成对比：现实的残酷被理想的环境“抚平”了。

里世界的描写满足了主人公和读者在表世界的渴

望，表世界的不幸遭遇延伸到里世界的逃避。人物

沉浸于里世界、渴望穿越到里世界的复杂心境，只有

在与表世界的冲突、交融的生命体验中才能被理解，

也才更深刻。这种多重时空的文学想象，赋予了人

物丰富的生存经验、成长经历，不仅让故事变得丰

富，亦让人物的形象更加饱满立体，增强了读者的代

入感，引发中学生读者的共鸣。

这样的写法呈现出网络文学的特色：代入感。

在“代入感”的要求下，作为读者的中学生实际上成

了主角，为了主角的“爽”，小说全面突出了主角，形

成了一种完全以主角为中心的写作模式，主角才是

贴近并吸引中学生读者的最佳载体，主角出乎意料

的遭遇和不平凡的经历，才是最吸引中学生的地

方。在《夜的命名术》中，作者利用小说的最大资源

全力发展主角——庆尘。群体穿越与个体穿越同时

并存，是这部小说的亮点，亦是小说出彩的主要原

因。作者既能写好群穿——主角身边的朋友们，亦

能突出个穿，让主角不凡。集体与个人并存于同一

社会，群穿呈现的是集体，个穿彰显的是个人，共性

与特性相互滋养。这是中学生爱看《夜的命名术》等

网络科幻小说的原因之一。

对一部小说而言，人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科

幻小说亦不例外，《夜的命名术》一方面回应了现实

世界科技快速发展的人文哲思，另一方面塑造了个

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人可以在表世界和里世界切

换，相当于度过两段人生，由此增加了生命的厚度。

小说男主人公庆尘延续了作者此前人物的风格：充

满少年感。小说第230章取名为“永远少年”，说明

少年感是很宝贵的，“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便

说明了少年这一时期的宝贵。这类主人公在会说话

的肘子的此前作品中也多有呈现，如《第一序列》中

的任小粟、《大王饶命》中的高中生吕树、《英雄联盟

之灾变时代》中的吕尘、《我是大玩家》中的任禾等，

是作家的重要标识，彰显了作家的写作特色。而主

人公的少年感正契合大多数当下中学生的气质，这

是中学生爱看这部小说的原因之二。

作者曾求学于洛阳外国语学校，小说返回作者

记忆中的地点，间接回忆了在洛阳外国语学校度过

的青春，这是试图和当下青少年产生对话。科幻小

说作为一种类型文学，有充满冒险的故事、主人公精

彩又奇幻的生活，这些是不安的，也是不确定的，是

大多数中学生向往的生活，因此，科幻小说大多非常

吸引缺少生活阅历且对未来生活抱有美好期待的中

学生们。科幻小说与学生的相遇，弥补了他们青春

的单调，唤醒了他们心中的英雄梦、超人梦。从这一

角度而言，科幻小说给予了中学生心理补偿，这是中

学生爱看网络科幻小说的原因之三。

小说属于科幻题材，不可避免地涉及科技，而科

技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现实。互联网缩短空间距离，

社交媒体便利人类通信，Sora横空出世，人机融合正

在发生，脑机接口已成现实……科技的持续发展不断

地改变时代的面貌，直接影响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学生正身处这样的现实社会。《夜的命名术》不仅书

写正在发生的现实社会，还预言了即将到来的现实社

会。这是中学生爱看这部科幻小说的原因之四。

我之前看到作者的另一部小说《大王饶命》，第

一章虽仅四千多字，却收获超八千条的评论，这些评

论还在持续增加中。整本书几乎变成一个论坛，读

者可在此品评情节、臧否人物，结识志同道合的朋

友、谈天说地，将网文的互动性体现得淋漓尽致。这

些评论成为内容的一部分，有一些“神评”会引来读

者的跟帖回复，它们的质量甚至有时高于作品本

身。网友看评论看得津津有味，我也不例外。

网络文学的一大特征是用户共读。同时，作者

与读者构成一种共同创作的模式，类似于维基百科

式的生产。在互联网的流动中，一个想法成为另一

个想法的一部分，一个参与者映衬出其他的参与

者。这种作者与读者共时性的集体生产，也给解决

新媒介时代的著作权与共享文化之间的矛盾，提供

了一条可参考的途径。由于读者的阅读体验来自社

区性的网络文学活动，作者与读者的“共同生产”体

现了一种共享文化的精神。从网站运营的角度看，

这样有助于激发读者群体的生产力，成为文学网站

重要的商业策略。有读者发声的渠道，是中学生爱

看这部小说的原因之五。

当然，说中学生爱看网络科幻小说，并不意味着

他们不爱看其他类型的网络小说。网络科幻小说之

所以能走进中学生的世界，还与青少年与生俱来的

气质相符合。科幻是属于未来的，中学生也是属于

未来的。中学生和科幻一样，同样未来可期。中学

生对未来充满想象，年轻意味着诸多可能，科幻小说

也是。网络科幻小说在映照现实的同时，亦在天马

行空地畅想未来，书写可能的世界。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博士，本文系国家

社会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A274）、中山大学研究生

学术创新项目（2024_02300_B24743）阶段性成果。]

《夜的命名术》，会说话的肘子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2023年1月

近年来，科幻小说与网络文学的交融，孕育出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特别是在中国科幻银河奖这一科幻文学的至高荣誉中，网络文学作品的获奖身影愈发频繁。从远瞳的《深海余烬》

到天瑞说符的《泰坦无人声》，从会说话的肘子的《夜的命名术》再到城城与蝉的《天才俱乐部》，这些银河奖获奖作品不仅获得年轻读者的喜爱，也得到了专业认可。与此同时，科幻与青春的

“双向奔赴”生动可见。《中国科幻网文白皮书（2023-2024）》显示，截至2024年6月，有超4.6万位阅文作家选择科幻题材创作，87%的作家具有本科在读及以上学历，科幻新人作家“Z世代”占

比超90%，科幻网文成为年轻人最喜爱的网文类型之一。本期三位高校学生评点他们喜爱的科幻网文，从中一窥新时代科幻发展的青春力量。 ——编 者

从世界观角度来说，远瞳笔下的4部科幻网文，

每一部都在减少上一部带来的影响。《希灵帝国》作

为其处女作，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主角拯救宇

宙的故事，建立了庞大的希灵宇宙世界观。其后的

《异常生物见闻录》虽谈及多种神系，也有多个渡鸦

出现，但《希灵帝国》的元素已经减少许多，不过仍然

在作品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比如主角郝仁能够

展开多元文明探险，靠的就是跟渡鸦12345签订劳

动合同，成为希灵帝国旗下的一名审查官。再至《黎

明之剑》，《希灵帝国》开创的各种世界架构几不可

见，不过由于教琥珀做菜的暗夜女神不是夜女士，而

且是超脱世界的强大神灵，可以让人联想到《希灵帝

国》中出身黑暗神族的莫尼娜，并且第零象限也与

《希灵帝国》提到的虚空归零颇为类似。《深海余烬》

成功脱离了《希灵帝国》的影响，整部作品就世界观

而言，已无《希灵帝国》的痕迹。

可以说，《希灵帝国》之后的3部科幻网文正是远

瞳努力求新求变的产物。近年来生长于中国现代化

进程中的网络科幻文学，逐渐摆脱传统中国科幻在

西方科幻影响下对未来技术的悲观警惕以及对两极

社会的描述，转而提出了更多关于未来社会的中国

式想象，探讨技术如何与社会“镶嵌”与“融合”。远

瞳的三部作品便是如此，通过后人类这一基础设定，

展现了中国式的技术思考和对人类主体的重新定

义，为探讨技术与社会的共生发展提供了范例。

在远瞳作品中，展示先进技术的例子颇多。以

《黎明之剑》中“欧米伽和哨兵”这一组顶尖人工智能

为例，欧米伽由地表文明之一的龙族打造，而哨兵却

是能够弑神的起航者舰队所留。然而，更高级的哨

兵发了疯，接二连三地想要灭世，而欧米伽却能理解

生命的意义，即便远离故土仍然怀想故土。这种不

同固然可以说是因为龙神恩雅亲自为欧米伽设计了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并希望它真正活过，而哨兵只

是监控神国的暴力机器，起航者并没有赋予它第二

个使命，且还没有被诞生出真正神智的逆潮污染

了。但这一不同，终究表现出作者对未来技术的警

惕与忧虑：一个文明社会能否保持对先进技术如人

工智能的绝对制衡？更难能可贵的是，远瞳没有停

留在担忧的层面，在充分重视技术便利的情况下，进

一步思考如何将先进的技术“融入”社会之中。

除了对技术的中国式思考，而非沿袭西式科幻

的纯然悲观，更为重要的是，远瞳通过这3部作品，对

凡人文明或者说人的主体性进行了重新定义。其

一，《异常生物见闻录》体现了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味的多文明和谐共处与相互拯救。通过主角郝仁

的视角，远瞳首先刻画了个性鲜明又各有背景的猎

魔人南宫三八和南宫五月兄妹、海妖艾尔莎、吸血鬼

薇薇安·安塞斯塔、哈士奇精刘莉莉、恶魔伊扎克斯·

古德曼和伊丽莎白·古德曼父女等，而主角郝仁的日

常工作，就是被作为女神的上司渡鸦12345派去宇

宙各处拯救那些即将走向末日或陷入战火之中的文

明，并得到了同样出身凡人文明的龙后加拉卓尔和

大贤者安东尼·J·阿方索这两位审查官前辈的帮助，

彰显了“多文明共生”的未来叙事场景。到了《黎明

之剑》中，作者对“人何以为人/什么是人”这样的后

人类主义关键问题的回应变得更加明显。《黎明之

剑》讲述的是主角高文·塞西尔一边因地制宜发展科

技如直接改良黑暗教派的技术，一边联合各族解决

最先威胁到凡人的神灾，以及最后联合神明乃至异

星文明共同抵御魔潮，追赶起航者文明的故事。在

这个过程中，如何争取人类、精灵、兽人、海妖等各方

力量，促使共同体达成，是主角必须处理的重要问

题，而他在最先说服提丰帝国的皇帝罗塞塔时，便对

“凡人”一词进行了重新阐释。主角高文·塞西尔认

为，全体凡人（包括大陆之外的那些智慧生物）是命

运的共同体，而这种将人类与非人智慧生命等同视

之的观点，毫无疑问打破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中人

与非人的二元对立，彰显了一种后人类立场，也彰显

了命运共同体色彩。

后人类的立场带来的是主体性的模糊，需要人

类重新建构主体认知，所以在提出这种建立在整体

文明观基础上的平等“凡人”概念后，主角进一步提

出“我们仍然需要国家的概念，需要个体的概念”。

尽管远瞳没有借助主角的视角，对“人何以为人/什

么是人”作出明晰的定义，但从“独自在忤逆堡垒中

守望百年甚至舍弃了人的生命形式只为了不让同伴

们的努力白费的卡迈尔，作为能量生命的他在塞西

尔没有遭受到任何不公平的对待，甚至能够继续投

身到新时代的魔能方尖碑研究工作和忤逆计划里，

并得到了瑞贝卡、詹妮、赫蒂等人的尊敬”这一《黎明

之剑》的剧情实例或可推出一个定义：作为一个族群

定位的基点，绝不是肉身和形象这种表象的同一，只

要能够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思考世间万物，只要

自觉属于人类文明的一分子，愿意为人类事业奋斗，

那么无论他/她的具体生命形式如何，都属于人类这

一族群，而卡迈尔、索林巨树、尼古拉斯·蛋总、精灵、

兽人、海妖、龙族等非人形智慧生命的和谐与共，在

扩宽了人这一概念的同时，也体现了网文中后人类

的“复合体”身体表征。

如此鲜明的后人类特征，当然并非远瞳作品所

独有。事实上，中国科幻网络小说中的后人类书写，

正在趋向深入。《光明壁垒》（会摔跤的熊猫）中，明明

人类得到了获得火种的“神座”这些强大个体伟力的

庇护，自身也可以修炼呼吸法觉醒超凡天赋，最终却

差点被覆盖五大洲的超级人工智能体“深海”颠覆了

文明，这涉及对超级技术的反省。凭借《从姑获鸟开

始》一书成名的活儿该，在新书《天官志》中则把宗教

神话中的神明，设定为强大的生命个体，主角谷剑秋

在重生之前目睹了人类被神明颠覆的末日画面，而

该书中的人类，可以凭借“心力”的提升装载强大的

装备如机甲，而在主角重生之后，时间线又回到了类

民国但又具备多元文明的社会中。可以说，比起此

前单纯的“人类对抗虫族”这一符号式的后人类书

写，近些年涌现的科幻网文已经不满足于公式化的

套路，而是努力挖掘后人类的内涵。随着网络文学

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未来想必会有更多既有体量

又有深度的科幻网络文学作品的诞生。

（作者系海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

中国科幻网络小说的后人类书写
——以远瞳的作品为例

□林 焕

科幻网文科幻网文，，年轻人的星辰大海年轻人的星辰大海

随着中国科幻文艺的兴起，过去许多不了解科幻网文

的年轻读者开始关注网络科幻文学。这些读者尽管没有太

多传统科幻作品的阅读经历，却对科幻有着天然的好感和

兴趣，成为网络科幻文学作品的重要读者群体。《天才俱乐

部》运用大量的科幻元素吸引年轻读者，没有晦涩难懂、让

人望而生畏的阅读门槛，最大程度吸引了对传统科幻文学

不甚了解却又对科幻抱有好奇的年轻人。

留住科幻文学的“叩门客”

科幻网文近年来的兴起，很大程度归功于中国科幻小说《三体》和电影《流浪地

球》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三体》和《流浪地球》中的科幻创意成为许多年轻读者进入

科幻网文领域的前语境。这些读者对单一科幻创意类型支撑的“太空歌剧”相对缺乏

兴趣，更渴望在立体丰富的科幻桥段中展开科幻想象和情境体验。这无疑要求作品中

充满硬核的科幻创意，对作者的创意储备也提出了极高要求。除了远瞳、天瑞说符等

作家的《黎明之剑》《希灵帝国》《我们生活在南京》《泰坦无人声》等优秀作品外，大部

分科幻网文较难拿出足够数量和质量的纯原创科幻创意。

从这个角度看，城城与蝉的《天才俱乐部》带来了另一种创作方法和解决之道：对

待不熟悉传统科幻的读者，作者不需要构想完全新颖的科幻创意，只需把传统科幻中

的经典创意进行再创作，并融入网络文学的阅读语境中，同样能满足年轻读者的阅读

需求。《天才俱乐部》中主人公林弦改变未来的方法和桥段，就受到日本经典科幻作品

《命运石之门》的影响。在《命运石之门》之中，改变时间线的方法并非蛮力硬取，而是

“骗”过时间。城城与蝉借鉴了这个创意，主人公林弦通过设置和运用“千年桩”骗过了

与之对抗的“天才俱乐部”，让林弦从形单影只、无力抗衡走向峰回路转。科幻网文所

面对的年轻读者并非资深科幻爱好者，而是对科幻有兴趣的“叩门客”。要想留住这些

访客，就要把经典优秀科幻创意大量化用到作品中，以网络文学丰富的体量和特有的

“爽感”去营造一个精彩和惊奇的世界。

以爽为始、以理为终

网络文学的读者偏好和阅读语境决定了作品必须以“爽”为始，科幻网文也不

例外。如果科幻网文不能在开场中表现出“爽感”，让读者感受到作品的轻松活泼，

那么其中苦心孤诣构建的科幻创意和桥段也会因读者缺乏足够的耐心而黯然失

色。科幻网文不必急于彰显其科幻色彩，事实上可以在开篇就给出足够的爽感体

验，在紧张连贯的故事情节和渐入佳境的愉悦体验中悄然展开科幻想象。《天才俱

乐部》的开篇并没有展现过多的科幻元素，前期故事的核心科幻元素——主人公林

弦的梦境，也更多是作为一种让主人公在现实世界获得助力的“金手指”而存在。主

人公借助在梦境中获得的信息和知识令其在现实世界一路升迁，这让该作品近乎

是一部都市题材作品而非科幻题材作品。然而当读者刚要沉浸到都市情节的爽快

氛围时，作品的风格悄然一变，迅速进入科幻氛围：在现实世界里，许云教授的意外

身故让整个故事逐渐走向悬疑和凝重，为解决一个又一个现实问题，主人公不得不

在梦境中寻找答案。在梦境与现实的交互穿梭中，读者也推开了科幻的大门，尽情

领略作品中的科幻创意和桥段。

当读者沉浸入故事情节和科幻设计时，作品的合理性就成为读者津津乐道的话

题。作家江南的经典青春幻想类网文《龙族》至今仍让许多青年读者感到遗憾不平，其

原因就在于这些读者被《龙族》动人细腻的故事情节吸引后，却发现支撑故事的世界

观难以自圆其说，其基础架构缺乏足够的合理性和逻辑性。在《天才俱乐部》中，作者

大量运用和融合了较为成熟的科幻桥段，有效避免了科幻设计上的漏洞和缺陷。不

过，科幻网文由于受到来自不同职业的读者的共同“审视”，如果作者对所写题材了解

得不够深入、技术细节不够准确，就会让读者迅速感到“出戏”，从而损害作品的科幻

氛围。《天才俱乐部》在商业领域和计算机领域等不够专业的情节设计，便受到了读者

的批评。

科幻审美的引导表达

科幻作品旨在展现一个与日常现实所不同的幻想世界，作品中的主人公在这个

幻想世界行动体验，由此形成了科幻故事的魅力。但与传统科幻文学中读者以局外人

的身份欣赏科幻故事不同，网络文学的“爽感”机制要求读者把自己带入作品的故事

经历和行动体验中。读者在阅读科幻网文时会不断与自己交互，将自己代入角色中，

想象自己如果处在类似情境会有何反应和行动。如果角色的行动巧妙利用了科幻设

定，思考举止合理缜密令人惊艳，那么读者就会对故事情节产生认同和好感，和作品

共享缜密思考带来的想象快感和审美愉悦。在《天才俱乐部》中，主人公林弦验证其日

复一日的梦境是否有现实意义的尝试，环环相扣、逻辑缜密，林弦根据其遭遇，既与科

学理论互相验证，又通过设计逻辑实验佐证猜想，最终得出其梦境与现实世界有重要

关联的结论。这种缜密的逻辑分析和验证会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具有真实感的科幻想

象和科学感的思维体验。此时读者在科幻情境中的审美体验借由精彩的作品内容得

到了抒发和表达，科幻网文达到其引导读者体验科幻情境、感受科幻审美的目的。

《天才俱乐部》的火爆反映出中国科幻网文正迅速走向成熟。它带来的是这样一

种可能的模式：科幻网文可以降低对天才式创意的创作依赖，转向对成熟创意的整理

和再运用，同时降低科幻作品相对较高的阅读门槛，获得年轻读者的关注和欢迎。这

种模式更有章可循、更具模仿性和复制性，对于推动年轻读者喜欢上科幻文学，推动

科幻文学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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