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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大语言模
型时代系统性地探讨
了“后人类境况”，以
跨越学科疆界的研究
方式，对后人类境况
进行了宽广且深邃的
探索。本书拓展了读
者的学科与知识视
野，也引人深入思考
人类如何智慧地应对
人工智能带来的文明
性挑战，是一部富有
新见和学术分量的力
作。

吴冠军，《再见智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

新书推介

飞氘，《机器人的漫游时代》，
译林出版社，2024年11月

本书收录了飞氘5
篇代表性中短篇小说，
包括《去死的漫漫旅
途》《巨人传》等篇目，
被认为是机器人版的
《一千零一夜》，是充满
了寓言意味的科幻童
话。小说集整体显出一
种古典主义气质，充满
诗意幻想的故事最后
落脚到哲学议题，诸如
生存的意义，生死的辩
证关系等，带给读者美
感与启发。

朱宇清，《物换星移》，
作家出版社，2024年12月

这是一部描写星际
文明的长篇科幻小说。
从原始部落到群峰耸立
的壮阔之地，再到大航
海时代扬帆远航、信息
化地球村、飞越太阳系，
小说探讨了当星球文明
迈入星际文明世界，在
疆域辽阔无极、科技高
度发达的宇宙文明生态
链之下，文明生存法则
的异化与更大的不确定
性，凸显了科幻作家的
人文关怀和未来视野。

杨枫主编，《今夜有龙飞过》，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10月

本书以龙为主题，
精选出13篇中国当代
幻想文学佳作，从生
物、数学、物理、人工智
能等多维度重塑中华
文化中“龙”的形象，并
追溯其文化内涵的时
代演变。小说内容融合
科技与人文、幻想与写
实、过去与未来，展现
了龙与时俱进的多元
魅力，既是对龙文化的
新探索，也是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时代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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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李易谦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
社，2024年9月

21世纪以来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使中国科幻

作家获得了更为坚实的想象基础和更为广阔的想象

空间，而从地方文化、行业科技入手想象宇宙未来，

是一条可行性很强的创作路径。

贾煜出生于四川射洪，这里是唐朝诗人陈子昂

的故乡。陈子昂的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中所展现

的困于过去与未来的感慨，激发了青年作家贾煜想

象辽阔宇宙的兴趣，牵引她走向一个“解构时空与重

塑自我”的世界。贾煜小说集《星核密语》收入5篇小

说，第一篇《龙门阵》和最后一篇《喀斯特标本》都具

有浓厚的地域色彩，而3篇以太空为背景的小说被放

置在中间，“颇有从四川出发，在太空遨游后，最后回

归于四川的意味”。

四川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重镇。自然与人力共同

塑造的地方文化环境，与科幻文学这一较新的创作

类型相结合时，便激发出新的内涵。四川独特的地

理地貌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为年轻的科幻文学

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宝库。

《龙门阵》虚构了一个龙门山区的抗震故事。其

实，龙门阵的本义是古代军事中一种变幻多端的阵

法，小说中指的是利用现代科技构建的减震、消震系

统，这与其本义颇有某种跨越时空的契合。主人公

罗天羽和郎加木是姐弟，姐姐是研究地震的科学家，

弟弟是羌族村落中的释比，他们共同的心愿是减缓、

消除地震灾害，只是采取的方式不同，姐姐参与研发

了“龙门阵”系统，而弟弟仍相信传统的占卜。传统

与现代、信仰与科技在小说中实现对话。四川处于

地震多发区，地震给人民带来的伤痛深重而悠远，如

何缓解乃至消除地震灾害，既是小说中的科学幻想，

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喀斯特标本》中，机长和大武掉进了川南喀

斯特地貌区的天坑中牺牲了，钻探工人凌二晨执拗

地想要找回他们。天坑是一种特殊的喀斯特地貌类

型，而川南恰是我国喀斯特地貌分布最集中的地区，

故事便在这里由一位似傻非傻、平凡却又非凡的钻

探工人演绎出来。

贾煜是一位地质工作者，她的很多科幻小说

都与地质主题有关。在实际工作中，她不断接触

的高原与盆地、矿区与矿藏、农村与城市、贫困与

繁华都在记忆中积蓄，渐次构成了她科幻创作的

底色。阿来认为，在想象与现实的微妙交织中，贾

煜通过对地质工作的感悟，创作了独具哲学思辨

的地质科幻系列小说。她的作品并不止步于科幻

想象，还有对人类命运的叩问与质询。《深渊尽头》

中的老厨师长原本是捕获船的船长，因为急功近

利地追求生产指标，造成了大规模矿难，他的余生

都在忏悔中度过。《寻找费洛蒙》中的未来世界，恋

爱成了被法令限制的奢侈品，人们需要通过各类

测试，确定基因优良，才被允许谈情说爱、繁衍后

代。捕获船船长江灿走私“爱情种子”，所获利润

比他整艘船捕获矿物的利润还高，但如果未来人

类的爱情真的只剩下传宗接代的功能，那将是科

技发展的悲剧，更是人类的悲剧。江灿走私“爱情

种子”、帮兰桃吉偷渡等行为，也让我们看到了人

类对真爱的渴望和追求。

《消逝的真相》从一场空难讲起，私人飞船突然

自杀式地转向撞上了另一架飞机，其中因由迷雾重

重。事件调查最终指向了一种神奇的微生物“铈族

菌”，它能够进行高效率的生物采矿。矿船主皮亚思

为了独霸“铈族菌”，进而掌控火星南半球的采矿业，

制造了空难和生物公司的爆炸。贾煜想象的太空矿

产行业像是一种拓荒地带，在这里拓荒者会经历许

多奇异事件，为读者带来一种在特异环境中看待未

来人类的新体验。

总之，《星核密语》并不是一种玄想，而是扎根于

地方文化和行业科技中的科学想象。如同宋明炜谈

到的，与包括奇幻文学在内的其他流行文类相比，中

国科幻新浪潮作品更严肃地切入社会、政治以及哲

学话题。贾煜作为“中国科幻新浪潮”中的年轻一

员，在科幻创作中显示了这种社会责任感，她想象的

宇宙未来折射出了现实主义写作中难以触及的场

域，在光怪陆离的科幻表象下探寻更深层的真实。

她所想象的宇宙的浩渺、壮丽之中，折叠或舒展出更

丰富的社会图景，这种科幻写作，或许是中国科幻进

入成熟和自觉阶段的体现。

(金钢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

员；钟世华系南宁师范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研

究员)

■关 注

数年前，看过电影《幸福的拉扎罗》后，我因不能

立刻理解其中蕴含的深意而倍感困扰。这让我在后

来的数年中总是想起它，反复揣摩它，最终促成了对

影片更为完整的理解。反思这一过程，我认为这部

作品吸引自己的不仅在于其文本自身的品质，更在

于它在主题和形式上的创新，让我触碰到自己的认

知边界，并觉察到：在边界的另一端，正有一个我不

曾关注过，但却异彩纷呈的崭新领域；它照亮了原先

那个区域，让我产生一种试图翻越过去的欲望。

对多数人来说，阅读的意义也在于此——不断

触碰自身的边界，不断被全新信息所启发、开拓，不

断扩大思维与精神的版图，形成全新的认知结构，让

自己成长。《科幻世界》2024年5月刊中杨晚晴的小

说《来日方长》也给了我相似的感受。

相对于《科幻世界》过往作品而言，《来日方长》

的写作手法无疑是颇为另类又具新意的。小说以西

方哲学史上实存的人物和事件为背景，将科幻设定

镶嵌于哲学讨论中，用万字出头的篇幅展现了一场

虚实相间的宏大人文实验：多位结构主义哲学家参

与到“将人类过往的历史制成数字化模型、将其作为

一个可观测的整体并加以应用”的宏伟计划中，但最

终，因历史参与者的自我指涉悖论触发了人类无意

识的预防机制，计划宣告失败。

在小说注释和创作访谈中，杨晚晴提及本哈明·

拉巴图特的《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一书，该书打破

文学与历史边界的写作方式所独具的特色和探索精

神，显然为《来日方长》一文借鉴和继承。作者结合

结构主义思潮，将上述写作方式融入科幻创作中，对

文学、历史、虚构、哲学、科学幻想等多种要素进行了

具有文本实验性质的融合及重塑。这无疑是一次富

有难度的尝试，但小说的形式探索自有其价值。这

样的尝试打破了传统的小说阅读体验，因而必然面

临风险：一方面，作者必须舍弃此前已被不少读者认

可了的个人风格，使用自己和他人都较为陌生的创

作模式进行写作，这非常考验作者挣脱创作习惯的

勇气及文本驾驭力；另一方面是读者对陌生“叙事姿

态”的接受度各不相同，在以往的阅读偏好惯性下会

产生困惑感。可这些因素也恰恰揭示出这篇小说的

价值所在。探索者因为走在前面所以需要独自面对

未知，探索是经验积累的过程，是承受争议的过程，

也是孤独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为我们拓展了科幻美

学表达的疆域。

许多优秀的科幻作品都是深邃哲思的载体，正

如杨晚晴在创作谈中所说：“哲学和科幻是天然兼容

的。”但在《来日方长》中，作者尝试让哲学成为科幻

的载体，试图讲述一段发生在哲学家之间以及哲学

领域内部的事件，其科幻设定也以哲学理论作为构

思的出发点。用真实历史人物进行虚构的科幻创

作，具有先锋探索意义。

这类文本中，看似繁冗的注释和引用以及日记

体、传记体等跨文类媒介的使用，其实是一种有意为

之的叙事策略，某种程度上可谓是一种“艺术装置”，

为的是让虚构的故事更添真实色彩和学理乐趣。我

认为，面对这样的“艺术装置”，读者本就有权根据自

己惯常的阅读习惯和节奏，自行选择细读或者略过，

没必要上升为狭隘的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情绪中。

归根到底，科幻小说的天职是给读者带去阅读

乐趣，而这种乐趣既可能产生于阅读时，也可能发生

在阅读之后的回味阶段；这种乐趣，既可以是故事本

身所带来的，也可以是“新知”所提供的。《来日方长》

给我带来的乐趣，是持续的和多面的。小说的情节

从结构主义者共同的悲惨结局为起点，营造一种颇

具“阴谋论”式神秘气息的悬念，并在讲述过程中逐

渐揭开谜底，线索最后指向历史的共时性结构。读

完之后，我重温梯利、罗素、斯通普夫等人关于西方

哲学史的著作，以及邓晓芒、赵敦华等国内名家的哲

学史相关论著，对历史上诸多哲学大家和哲学思潮

进行再次梳理。这是“跨越认知边界”的乐趣。在小

说的启发下，翻阅《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一书，这是

“延伸阅读”的乐趣。当我看到网上围绕这篇小说产

生的讨论时，思考文本形式、情节框架、“元小说”技

法等小说创作领域的问题，分析这篇小说可以如何

拨开包裹在故事之外的形式与框架，让故事与情节

更加明晰与轻盈，这是研究写作方法的乐趣。《来日

方长》激发了读者相互间思维的碰撞和流动，不少读

者在讨论中阐述自己对社会、历史、哲学等领域的思

考，这种现象，不也是这篇小说的探索价值的一种体

现吗？

在以往的书评写作中，通过精读文本展开读者

与作者的隔空对话，我注意到作者与读者各自拥有

着“双重愉悦”，同时，他们两方的“自我”，相互间既

彼此依赖又在不断博弈。作者创作时，既有被读者

理解、认可的愉悦，又有写作时自身思维驰骋、与对

方“斗智斗思”的愉悦，这令他们热爱写作；读者阅读

时，因故事和文字而产生即时愉悦，而在读完后，思

考和认知的持续以及拓展同样带来愉悦，这令他们

热爱阅读。但有时候，若作者一心只想求得读者认

可，规避风险，便可能选择舍弃自我追求和突破，久

而久之，创作领域的整体氛围会变得拘谨，作品会变

得单一；而这样的创作氛围和局面，最终会令读者们

的阅读体验陷入原地空转的停滞局面。探索的停

滞、风格的陈陈相因，读者的流失，形成恶性循环。

写作探索是步履艰辛的冒险，但进步的第一步必须

要有人迈出去，这是勇敢且富于责任心的作者的使

命。同时，科幻发表平台也应为这类作者和作品留

出一方探索空间，因为这是创作环境持续良性发展

的重要前提。

面朝文稿、心怀宇宙的理想主义者们，日夜苦思

后自我修复、继续动笔书写故事的探索者们，写作的

探索之路需要更多勇气，摩西要过红海，请继续前行。

（作者系科幻书评人）

■新作快评

扎根于地方文化和行业科技中的科学想象扎根于地方文化和行业科技中的科学想象
■金 钢 钟世华

新锐科幻作家李易谦的长篇科幻小说《维度》围绕“因为在

过去，未来已经发生”的引子展开，通过精心编织的四条非线型

故事线，糅合科幻、推理与因纽特民间传说，构建了一个多维时

空交织的世界。

《维度》的叙事结构以四条相互独立却交织贯通的故事线

为基石，构建出一种复杂而深邃的非线性叙事模式。作品以

“重力消失”的设定为开端，勾勒出一个物理法则崩解后的世

界，呈现出宇宙秩序的断裂与重建。在破碎而动荡的世界里，

少年“纽扣”与同伴们的探索不只是对科学未知的求索，更是对

生命意义与文明命运的深刻反思。叙事中逐步展开的情节还

涉及现代都市悬疑案件、因纽特人参与航天事业的奇异故事、

金星探险的冒险与天花病毒威胁等多重线索，交织成一幅宏大

的叙事画卷。纽扣的情感驱动型成长故事与现代都市悬疑线

索在情节节奏和叙事重心上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各自的叙事

魅力。因纽特人的航天梦想展现了文化传统与科技进步间的

矛盾张力，而金星探险则揭示了极端环境下生存的挑战，彰显

了人类的脆弱与韧性。作者通过时空交错、嵌套叙事及多层次

的回溯手法，营造出丰富的多维度叙事张力。特别是“图皮拉

克”诅咒这一元素，既作为纽扣故事中的神话隐喻存在，又以现

实化的方式融入刑侦逻辑，进而在多重故事线中被赋予文化与

科技的象征意义。这一叙事策略提高了文本的叙事密度，深化

了作品的整体性与多义性，展现了作者在叙事策略上的深思熟

虑与创新实验精神。通过跨文化叙事的融合与多元化情节的

铺陈，《维度》展现了科幻文学在建构复合叙事逻辑和探讨文化

哲学命题方面的独特潜力，为现代科幻叙事开辟了新的范式，

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启示。

跨元素融合的叙事策略赋予《维度》深厚的多元文化内

涵。在当代科幻文学创作的潮流中，跨元素叙事逐渐成为一种

重要的叙事方法，它通过多元文化资源的交汇与融合，打破了

传统文本类别的界限，拓展了科幻文学的表达维度和艺术可能

性。凭借科幻、推理与民间传说的交织叙述，《维度》成功构建

了一个充满文化厚度与叙事张力的文本世界。小说以因纽特

民间传说中的“图皮拉克”诅咒为叙事之隐线，将这段源远流长

的原始文化引入现代科幻框架之中，实现了古老传说与未来想

象的跨时空对话。这种模式在结构上通过推理的悬疑逻辑加

以整合，使三个看似异质的叙事元素能够在一个高度统一的叙

事体系中共存。在推理元素的运用上，《维度》通过精心设计的

多重叙事线索，既使作品在宇宙探索的背景下独具特色，又在

复杂的悬疑布局与人物塑造中显现出叙事的层次性与深度。

作者通过细腻的人物关系描绘来深化故事的复杂性与吸引力，

尤其是在刘业与郭阳的合作调查中，两

位角色鲜明的性格特征和对真相追求

的不同态度，激发了读者对真相探索的

兴趣。小说中，诡秘氛围的精妙营造与

线索的巧妙布局，展示了作者对日本推

理文学叙事策略的深刻借鉴，亦凸显了

其在现代科幻文学中的创新运用。跨

文化与跨类型的融合，使得《维度》既具

有科幻的未来质感，亦蕴含推理和民俗

文化的叙事张力，体现了科幻文学在当

代文化语境中的独特价值与可能性。

情感化叙事构成了《维度》在通俗

性与思想深度之间实现和谐统一的重

要支点。李易谦虽将故事放置于一个

重力消失、物理法则崩塌的混乱宇宙，

但他并未将科幻元素视作纯粹的奇观

展示，而是通过赋予故事以深刻的人性

关怀，使科幻叙述超越了冷峻的科学探

险，成为对人类情感与生存哲理的深入

探讨。在这部作品中，纽扣为了救治重

病妹妹而投身于未知旅程的故事，是情

感化叙事的典型代表。纽扣从最初的

迷茫和恐惧，到逐步磨砺出坚韧与勇

气，其情感蜕变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内

在动力。刑警老刘在法律与亲情之间的道德挣扎，展现了人性中的复杂性与矛

盾。这种内心世界的细致描绘，反映了人类在极端困境下的道德抉择与情感纠葛，

使读者感受人性在不同情境下的多重面貌。由此，李易谦通过将科幻背景与情感

化叙事有机融合，使得《维度》在探讨外部世界的未知与奇迹上展现了独特魅力，更

在情感表达与人性反思上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

在《维度》这部作品中，作者不仅追求为读者铺设一场通俗入胜的科幻旅程，更

在于探索与构建一种独特的宇宙哲学。小说通过一系列富有哲理的隐喻与象征，

揭示了人类在浩渺宇宙中的地位及其存在的意义。例如，文中将宇宙比喻为一张

餐桌，高维度智慧体在这餐桌上的固定座位象征着生命在宇宙秩序中的局限性，

“起身即死亡”的规则暗示了生命存在的脆弱性与宇宙的无情；而将人类比作“恐惧

制服上的木制纽扣”更进一步刻画了人类被自然法则和恐惧所束缚的状态，暗示了

尽管人类具备毁灭性力量，但其进化的天花板早在“拿起第一块石头”的那一刻便

已设定。这种设定探讨了人类进化的边界，也反映出对宇宙未知与深邃的敬畏，促

使读者反思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与宇宙探索的意义。

综上所述，《维度》的创新之处体现在科幻、推理与民间传说的跨界融合，亦在

于其对宇宙哲学的独特诠释与探讨。通过对因纽特文化的深刻挖掘及其与现代叙

事策略的有机结合，小说展示了科幻文学如何作为一种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形式，

超越文化边界，成为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对话与交流的桥梁。此种路径将传统文化

的符号与科幻元素融会贯通，探索了文化如何在现代叙事中得到新生与重构，彰显

了科幻文学在推动科学与人文交汇中的独特潜力。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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