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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最大的感受是，2024年是中国

科幻文学发展的“大年”。这个“大年”不在创

作发表和出版作品的数量，而在于，今年科

幻文学的土壤里播了很多种、施了很多肥。

今年许多活动都是科幻土壤的“瑞雪”，预示

着中国科幻文学在未来将收获颇丰。

9月2日，在第九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

会议开幕式上，我作为四川省青年作家代

表之一，和来自全国各地300多位青年作

家一起参会，还在青创会的科普科幻分论

坛做了相关报告；9月18日，我来到鲁迅文

学院第46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报到，

开始为期3个月的学习；9月23日，我作为

中国作协2024年新会员，回到东土城路25

号，之所以用“回到”这个词，因为这是一次

盛大而温暖的“《哥德巴赫猜想》之后——科

幻科普作家活动周”。仅仅看我9月的行

程，就足以感受到中国作协在播种、呵护和

培育科幻文学的系列举措，我看到了中国

作协对科幻作家的关怀，也见证了中国作

协为作家办的一系列实事。

青创会上，我聆听了中国作协党组书

记张宏森的讲话《青年作家要勇担新的文

化使命》，我备受鼓舞。宏森书记谈到，青

年作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形成同我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

权，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促进

文明交流互鉴。我写了20多年科幻，这也

是我近年来的新感受和新发现：随着现代

科技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日渐走向深入

和全面，科幻作品正在迎来崭新的历史定

位和存在方式。

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不断受到海内

外的广泛关注，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学和文化

现象。究其根源，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

有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交相辉映的时

代。从科幻的历史和现状来看，中国科幻发

源于梁启超和鲁迅等先辈们对西方科学的

主动学习与接纳，后来也深深地参与到中国

式现代化的建设过程当中。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科幻正在成为欧洲精英文化式的科幻、

美国大众文化式的科幻之外的第三种科幻

文化脉络。

中国科幻的繁荣背后离不开国家科技

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极大提升。科幻小说虽

然侧重描写的是未来，但科幻小说作家们都

生活在当下。而当下，国家的科技实力为科

幻注入现实动力。可以说，科幻写作正当

时。传统与流行、古老与现代、想象与现实

正在发生奇妙的融合。运用这些科幻题材、

科幻元素、科幻手法的作品，既可以在传统

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和《收获》上被看见，也

能够在阅文、书旗、晋江、掌阅、七猫和番茄

上见到。

从青创会上越来越多的科幻作家身

影，到中国作协组织的科普科幻作家回家活

动，再到鲁迅文学院安排的丰富多彩的跨学

科课程和文学现场、文学对话、文学研讨，我

越来越意识到，科幻文学作品是理解现实、适

应时代的文化桥梁，科技不仅是生产力工具，

也是现代生活情感与梦想的源泉之一，推动

着文学与科幻的深度融合，成为全球文化创

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文学院专门邀请了中国作协的老

师宣讲“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

代文学攀登计划”，我听了之后很受鼓舞。

计划明年创作出版一部长篇小说作品，尝试

申报“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因为我相信，

在科幻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探索

者，每一颗心都可以是梦想家。科幻创作正

当时，书写科幻，观照现实，展望未来，无愧

时代。

（作者系青年科幻作家，鲁迅文学院第

46期高研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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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角度看，我国科影融合

领域前几年有过以《流浪地球》及其

续集、科幻电视剧《三体》为代表的

现象级热点，2024年进入了“曾经

沧海难为水”的阶段。根据“豆瓣

电影”的统计，截至 12 月 11 日，

2024年上映的中国科幻电影（含动

画）有大陆 90 部（含短片 16 部），

台湾 3 部，香港 3 部；科幻电视剧

有大陆 82部（含动画剧50部），台

湾5部。以上数字均包括中外合拍

片。数量虽然不少，但给人留下深

刻印象的不多，这正是“温而不火”

的特点。

在已上映的院线电影中，科幻

片为数不多，反响迥异。《开心超人

之时空营救》被小朋友视为寒假的

第一份礼物，好评如潮。随后上映

的科幻片反响不一，总体平平。《从

21世纪安全撤离》风格独特，设定新

奇（打喷嚏就能穿越），口碑两极分

化。国庆档《749局》致力于表现热

血营救与自我成长的主题，但其叙

事令众多观众失望。12月1日上映

的《星际征途》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

象，唤起人们的无穷遐想。网络科

幻电影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院线科幻

电影，内容不乏亮点。例如，《星门

深渊》特效异彩纷呈，原因之一是在

横店拍摄时建成了该基地最大的科

幻影棚。科幻电视剧虽然数量可

观，但似未获得影评人太多关注，豆

瓣电影有评分的仅《我的三体》（第

四季）、《19层》两部。

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设有

科技单元，6部优秀影片获奖，包括

中国科技馆团队制作的特种影片《熊

猫传奇——黑洞之吻》等。“光影科学

梦”科幻科普科学家精神电影全国巡

映活动4月下旬启动，持续至年底。

2024年中国科幻大会以“科学梦想

创造未来”为主题，以科幻电影周为

配套活动，已公映的科普电影有以寒

武纪考古为题材的《寻秘自然：地球

往事》，以经典物理学“湍流之谜”、天

文学“快速射电暴”为题材的《寻秘自

然：无形之力》等。这些都是本年度

值得关注的科影融合实践。

从技术角度看，2024年科影融

合领域令人瞩目的现象级热点是人

工智能应用。全球首部完全由人工

智能生成的长篇电影《我们的终结

者2重制版》（Our T2 Remake）3月

6日在洛杉矶首映。我国也已经出现

了以“人工智能+游戏引擎”方式制作

的实验动画片，比如科幻动画片《钢

铁之城》等。博纳影业与抖音运用人

工智能生成技术共同出品了科幻短

剧集《三星堆：未来启示录》。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也制

作了多部微短剧，其中包括科普类的

《AI看典籍》、科幻类的《奇幻专卖店》

等。艺术爱好者用大模型制作了大

量科幻短视频。与此同时，南京的蓝

星球科幻电影周至今已经到第六届，

它是全球首个明确欢迎AI共创的电

影节展。2024年9月，首届中国（象

山）北纬30°科幻电影周也以“AI共

生时代，拥抱青年与海”为主题。从

类似例子推测，未来，人工智能将在

影视制作领域产生强有力影响，促

进科普科幻类作品的繁荣，拉升科

影融合的热度。

（作者系厦门大学电影学院教授）

2024年，科幻戏剧受到了越

来越多的关注。在前些年的《三

体》话剧之后，这两年又有一批作

品闪亮登场。其中最著名的是深

圳市委宣传部打造的大型科幻舞

剧《深AI你》。这部舞剧选取人

形机器人跟人类家庭之间的联系

作为主题，讨论了亲密情感如何

在碳基和硅基生命之间发生的有

趣故事。整个舞剧作品场面恢

宏，舞蹈动作编排也颇有特点。

最终，该剧在中国舞蹈荷花奖评

选中入围前八名。

此外，值得提及的科幻舞台

剧还有我跟尹迪、陈跃红共同创

作的科幻哲理剧《云身》，庞贝创

作的《独角兽》，刘懿娴、甘竹溪编

剧的《银翼天使》。儿童科幻剧方

面有黄亦杨在肖建亨科幻小说

《梦》基础上编导的《小梅的梦》以

及他跟我共同创作的《中国轨道

号（春）》。这些话剧从多方面展

现人类如何生活在现实跟未来交

接的地带，表达了中国人对未来

和科技发展的看法。

中国的科幻舞台剧有着悠久

的历史。在20世纪初，这种科学

文艺的形式就已经被创生。1906

年，洪炳文的《电球游》第一次在

舞台上创造了瑰丽的科学景观。

1922年，郑贞文的《爱之光》在书

斋中创造了两座石像，分别叫“泰

谟”（Time）“石佩姒”（Space），全

方位介绍了相对论。20世纪七十

到八十年代，童恩正的《珊瑚岛上

的死光》、刘兴诗的《我的朋友小

海豚》等也被改编成话剧在舞台

上演出。新世纪以来更是有《猫

城记》被搬上舞台。

科幻戏剧比科幻小说在某些

方面更符合大众的需求，它能与

观众实时交流，能在现场不断改

变表演方式，实现实时互动，并

且，具有投资小、表演场地灵活，

可以在演出过程中继续修改迭代

等许多优点。以《云身》为例，剧

中，人类的科技化身虚拟人“云

身”由于原始身体对他们缺乏打

理，放任自流，结果产生了更高的

道德行为，在面对是否对云身进

行矫正以便与人类相互对齐的问

题上，科学家、原身和云身之间产

生了尖锐的对立。故事在终极选

择之前戛然而止，给观众留下思

考和追问的空间。

再以《中国轨道号（春）》为

例。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富强，一

批科研工作者在极端艰苦的环

境下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努力

奋斗。该剧上演之前我们担心，

一个发生在 70 年代的故事，能

否感动今天的孩子？事实证明

担心是多余的，孩子们被故事中

人物的纠葛、冲突和友谊所感

动。孩子们通过航天人对祖国

航天事业的憧憬，看到了对未来

的希望。

为了深入研讨科幻话剧，相

关的学术活动也相应展开。除了

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召开了《云身》研讨会，《当代比较

文学》辑刊也制作了专号，邀请学

者对科幻舞台剧进行讨论。所有

这些变化让我感到，作为科学文

艺的一种形式，科幻戏剧在未来

一定会成为中国科幻产业发展的

新亮点。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教授）

随着中国科幻在新世纪以来

的持续繁荣，科幻研究也相应地

不断向前推进。知网相关数据显

示，2024年以来的中国科幻研究

论文已达百余篇，其中博硕士论

文 15 篇。数量虽略逊于 2023

年，但相比其他时期，依然十分可

观。科幻文化产业研究、科幻文

学史研究、作家作品个案研究和

创作现象研究占据研究主体。近

年来，中国科幻产业蓬勃发展，无

论在阅读、影视，还是游戏、文旅

方面均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相关研究数量也随之攀升。2024

年，仅聚焦《三体》《流浪地球》等

科幻作品影视化改编的论文就

有10余篇，既有改编叙事策略、

跨媒介叙事、共同体意识等本体

性研究，也有科学传播、跨文化

语境等的交叉性研究。科幻文

学史研究集中于现代科学小说

和“十七年”科幻小说两个历史

阶段。肖汉的《承续开拓与时代

脉络:“十七年”时期中国科幻小

说研究(1949-1966)》是颇值关

注的科幻小说史学术专著。相

较而言，作家作品个案研究和创

作现象研究的视点较为分散。

人类世与生态意识、反乌托邦、

空间想象、未来主义等等，都是

研究者从近年来科幻小说创作

中抓取出来，集中探讨的议题。

不同于前些年的作家作品研究

中刘慈欣及其《三体》“一家独

大”，近两年来除知名度高的科

幻作家外，一些新生力量如天瑞

说符、海漄、严曦、慕明、糖匪等

也都开始进入个案研究的视野。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也显现出一些问

题。分述有三：一是科幻研究表

现出“跨学科”“跨文类”“跨媒

介”等跨界特质。文本、游戏、动

漫、影视、文旅等多种研究对象

并举，研究者从社会学、政治学、

伦理学、科技哲学等其他学科切

入的兴趣，大于单纯的文学叙事

研究的新研究形态，为当代文学

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考路径。

但文本叙事研究不足，难以助力

当下科幻创作质量的提高，是需

要注意和改善的。二是针对新

的创作现象以及年轻一代作家

作品的研究，突显中国科幻小说

创作在新技术变革时代展现的

敏锐现实关怀。尤其是不少研

究者将科幻置于当代文学的整

体场域进行考察，这对思考科幻

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有

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不过，持续

性关注新世纪科幻创作的重量

级研究者偏少，青年批评家群体

占据多数，他们一方面具有批评

的活力和新的思考，另一方面在

思考深度、视野广度上略显不

足。三，海外的中国科幻研究活

跃，宋明炜的《看的恐惧：中国科

幻小说诗学一种》，宋明炜、李桦

和霭孙纳檀主编的《中国科幻小

说：概念、形式和历史》等著作，

为国内科幻研究提供了新视

野。此外，例如陈楸帆、江波等

科幻作家，都在创作之外，有极

具洞见的科幻评论文章发表和

出版。科幻学界需要有效地汲取

这些海外学人和作家群体的相关

学理思考，用以推进科幻研究的

进一步发展。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

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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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对于科幻文学出版领域而言，是成果

颇丰却也充满挑战的一年，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态

势，值得我们深入剖析。

诸多优秀科幻作品得以问世。一些长

期活跃在科幻文学圈内的实力作家持续发

力，推出了情节更跌宕、设定更宏大的长篇

科幻巨著或经典作品套装，在想象力和深度

上都达到了新高度，不仅巩固了原有粉丝群

体，还吸引了不少新读者。例如张之路等的

“百年科幻”系列，赵华等的“科幻中国”系

列，以及陈楸帆的《未来文明模拟器》、宝树

的《时空创生研究所》等。科幻作家江波还

推出了创作心得的结集《不管三七二十

一》。同时，新星辈出，年轻科幻作者带着独

特视角和新颖创意的作品崭露头角，为科幻

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比如科幻小说《维度》

的作者李易谦、《20任务：沌太熵辇》的作者

王子依等。

此外，科幻作品短篇合集和科幻研究类

著作也持续出版，如程婧波、石以主编的《故

山松月》，董仁威、三丰主编的《超新星宇

宙》，郭振宇等主编的《宇幻光年》和陈晨主

编的《未来序曲》，“科幻星系丛书”《失控边

界》《文明的颂歌》《今夜有龙飞过》《弃日无

痕》《郁林星记事》，以及“中国科普研究所科

幻研究丛书”《中国科幻发展年鉴2024》和

《世界科幻动态年刊2023》等。

2024年，科幻文学趋向为主题的多元化

拓展。以往常见的星际探索、外星文明题材

依旧热门，但今年更多聚焦于人类与科技深

度融合下的社会伦理、虚拟现实对现实生活

的冲击等贴近当下生活的主题，让读者在科

幻畅想中也能反思现实。跨领域融合趋势明

显，科幻与悬疑、冒险等元素结合，打造出更

具吸引力的复合型故事。

然而，问题同样不容忽视。一方面，市

场竞争愈发激烈，大量科幻作品涌入，导致

质量良莠不齐，部分作品存在创意匮乏、情

节老套等情况，影响读者对科幻文学整体的

观感。另一方面，尽管科幻受众群体在扩

大，但相比其他热门文学类别仍显小众，宣

传推广的难度和成本居高不下，使得很多优

质科幻作品难以被大众熟知。

科幻文学出版有着广阔前景。随着科

技持续发展，会为创作者提供源源不断的灵

感素材，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都将化作

精彩故事的基石。出版方需要进一步加强

对优质内容的挖掘和筛选，助力有潜力的作

者成长，同时利用新媒体等多元渠道，精准

触达科幻爱好者，扩大科幻文学的影响力，

让这一充满魅力的文学类型绽放更耀眼光

芒，在出版界书写更辉煌篇章。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科幻分社

社长）

黄鸣奋：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科影融合 温而不火温而不火

中国科幻盘点中国科幻盘点

时至岁末，文艺报科幻专刊特别策划年末盘点，邀

请7位专家、学者和作家共同回顾总结 2024 年中国

科幻发展状况，展望未来前景。 ——编 者

回顾2024年网络科幻文学发展，

首先是新兴子类型不断涌现。其一，除

了继承黑科技、星际高武等传统叙事类

型，赛博朋克、时空穿梭、“国潮科幻”

等贴合传统文化和题材属性的新兴

子类型日益受到关注。《深海余烬》

《故障乌托邦》《天才俱乐部》等作品，

在赛博朋克题材中展现出独特的世

界观和故事架构，通过对虚拟现实、生

成式AI等元素的运用，探讨了人-机

伦理与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其二，

“超短篇”网络科幻小说爆火则让网络

文学的这个“亚类”家族拥有了更多实

现想象力创造的赛道。每天读点故事、

豆瓣阅读、知乎等中小平台上的现象

级作品如《刺秦》《木客筑术》《凛冬》等

短篇佳作，它们对青铜文明、星宿传说

和文物古玩等紧密贴合“国潮文化”

内涵的叙事要素的改造和创新，令读

者耳目一新。

其次是叙述主题密集呈现现实

与近未来的逻辑关联。创作者将目光

更多地投向当下现实如何向未来延

伸的“近未来”题材，如基因工程、虚

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出现

了不少反映科技对社会、人类生活

影响的作品，像《筑梦太空》描写中

国商业航天从起步、到经历低谷重

新出发、再到立足全球的发展历程；

《初夏的函数式》聚焦科技工作者打

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卫星研制自

立自强的奋斗实践；《萤火之城》重

点反思人工智能社会到来后对人类

文明的影响；《第九农学基地》探讨

变异植物与人类幸存文明之间的博

弈，彰显生态文明保护、构建人类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命运共同体的价值

理念。

再次是“科幻+”成为推动科幻

网文跨媒介内容创新的内驱力。一

是科幻网文题材的百花齐放促使其

IP 改编价值加速释放，出现了“科

幻+”短视频、游戏、动画、AI生成系

统等的新文创产品，典型代表如华

东师范大学王峰教授团队开发的智

能小说创作系统“灵咔灵咔”，它可

以在强大数据引擎支持下通过提示

词创作包括科幻小说在内的长篇网

络作品；另外，《我们生活在南京》的

影视化以及入选中宣部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也备受业界关注，

成为年度热门话题。二是跨媒介融

合技术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语境

共同推动网络科幻小说内容、体裁

和结构的融合，使之呈现出主题类

型融合的审美属性。本年度网络科

幻小说创作在继承传统科幻软和硬

两种类型美学风格的基础上，不断

产生融（混）合科幻、拟（类）科幻、国

潮科幻等新的类型样式，像每天读

点故事平台提供的短篇作品（如《木

客筑术》《刺秦》等），以及橙光互动

平台上提供的语言、图像和互动（游

戏）元素相结合的科幻作品（如《末

生》《潜入者》等）。它们在很大程度

上革新了传统网文的叙事范式、文

本结构和文体属性，拓展了想象力建

构的边界，构建了强互动关系视域下

的后人类美学话语，科幻文学的审美

内涵也因此具有更丰富的理论向度。

(作者系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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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日新月异，2024年的科技

热点不断刷新着我们的认知。科幻作家

从科技热点中吸取科技的养分和创意的

灵感，创作出一系列优秀的作品，更会

以创作的方式思考科技热点给人类带来

的复杂影响，从而提醒我们思考正确的

发展方向。具体而言，2024年科幻作家

关注的热点大概有如下方面：

其一是航天领域。2024年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共进行了四次飞行，分别是神

舟十八号、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的发射

以及两艘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而嫦娥

六号实现月背采样返回，更是人类月球

探测史上的首次。

2024年关注中国航天的科幻代表作

是网络作家飘荡墨尔本的网络科幻《筑

梦太空》，小说通过多个维度的叙述回顾

了中国航天发展史，探索了人类向外太

空移民的可行性，并深入探讨了科技进

步对人类社会结构、经济模式乃至个体

命运的深远影响。此外，小说还对中国

实现现代化后的未来科技进行了充分畅

想。其中，比如人工智能和虚拟空间的

脑组设定，氦三投掷计划，太阳系数字模

拟系统，地外大气改造等等充满想象的

未来科技设定，让读者对中国式现代化

的未来充满了浪漫想象。

其二是元宇宙领域。2024年 9月，

Meta在年度开发者大会上首度推出了

Orion AR眼镜原型，这是款非常轻便又

好用的头戴设备，非常符合科幻小说中

所描绘的元宇宙设备。第35届银河奖

“最佳网络文学奖”的《天才俱乐部》，将

现实与梦境所构成的虚拟现实交织在一

起，并影响未来的变化，主人公在梦境与

现实中交叉穿梭，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虚拟现实中拯救人类未来。作者的复

杂设定让读者去思考，应该做一个选择

确定未来的宿命论者还是充分发挥自由

意志做未来的掌控者。

其三是人工智能领域。随着Ope-

nAI的 GPT-5发布，人工智能写作的话

题也越来越引起文学创作研究和人工智

能研究等许多领域的关注。清华大学沈

阳教授团队采用人工智能创作的小说

《机忆之地》匿名参加科幻比赛并获奖，

华东师大王峰教授团队利用人工智能创

作了百万字小说《天命使徒》。人工智能

能否代替人类来创作文学作品，这个问

题既让人担忧，也让人期待。

当然除此以外，绿色能源、气候变

化、未来农业等热点也给科幻提供了非

常好的素材，这需要科幻作家深度关注

科技发展的广度，并坚持创作，为未来日

常生活与社会发展预测可能的方向。

(作者系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

付昌义：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科技热点孕育科幻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