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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向阳

玄幻不等于科幻
界限要分清

从2019年电影《流浪地球》热
映开始，很多人认为开启了中国
科幻小说新纪元，成为一段时间
里火爆的话题。此外，近年来玄
幻小说、影视也成为年轻人关注
的热点。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
科幻作家，刘兴诗认为，科幻小
说说到底，只不过是浪漫文学的
一种，通过折射的方式反映现实
生活。以前讲科幻小说有两个流
派，一个是凡尔纳流派，又叫重
科学流派；另一个是威尔斯流
派，即重社会学流派。根据现在
的情况，远远不能这么划分，刘
兴诗对科幻小说做了三个划分：

第一个是重科学流派，以凡
尔纳为代表。这个流派最重要的
是必须有一个切实可靠的科学
主题，有扎实的科学根据。第二
个是重社会学流派。以威尔斯的

《隐身人》为代表，这部作品看似
荒唐，却讲到一个非常严肃的社
会问题，一个人企图离开社会必
然灭亡。第三个流派就是现在流
行的一类，以玄幻小说居多，刘
兴诗给它取名叫娱乐流派。娱乐
并不是贬义词，哈哈一笑并非不
可，只不过在科幻小说中，最好
不要成为主流，不管科学主题，
还是社会学主题，还得言之有物
才好。

“玄幻不等于科幻，这个界
限要分清楚。我们有些忧虑，有
些人把玄幻和科幻搅在一起，现
在有些年轻人、学生喜欢这一类
题材，作者也没有脱离这个阶
层。故弄玄虚，成为一种玄学，对
青年人误导很大。如果忘记了立
足现实这一点，只是幻想，没有
联系现实，那岂不就是断线风
筝、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刘
兴诗说，他不赞成将各种无聊的
传闻冒充科学普及，科幻不是未
来学，也可以审视过去，创作历
史科幻。“现在有些科幻作品离
不开外星人、机器人、外国人，动
辄地球要毁灭，人类一走了之，
这些作品对少年儿童影响很大，
这个观念要纠正。科幻不能靠胡
思乱想、离奇的编造吸引眼球，
非科学思维对孩子来说会有误
导。”

有人说中国人太现实，天生
对科幻小说就不敏感。刘兴诗不
认同这种说法。

他认为，有人认为中国缺乏
想象，需要国外作品来引导，这
种说法其实是对我们文化史的
一种忽视，我们先秦时代就有科
幻小说《山海经》等，这些作品的
想象力非常丰富，在中国古代不
少笔记小说和文献里，都充满了
神奇的想象和瑰丽的幻想……
晚清时期，出现了很大一批想象
力丰富的科幻小说，比如吴趼人
的《新石头记》等。

谈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幻
小说发展，刘兴诗可谓全程参
与。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向科
学进军”的号角，刘兴诗与一批
科学家“下海”从事少儿科普和
科幻创作事业。郑文光《从地球
到火星》(1954年)被视为新中国第
一篇科幻小说，标志着新中国科
幻小说第一次高潮的到来。“一
大批国内文学出版界名家，像叶
圣陶的儿子叶至善先生、陈伯吹
先生、王国忠、赵世洲等都赤膊
上阵，亲自写作。”刘兴诗说。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郑文光、童恩正、刘兴诗、叶永烈
等非常有影响力的科幻作家推
出了一系列优秀作品。中国的科
幻小说曾经繁荣一时。1980年童
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成为当
时风靡全国的科幻电影，刘兴诗
自己编剧的《我的朋友小海豚》
(1982年)是新中国第一部科幻美
术片，获得意大利第12届吉福尼
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荣誉奖以

及意大利总统奖章，让中国科幻
作品第一次在国际上升起了五
星红旗。

科幻小说的细节
必须真实

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是
刘兴诗的创作井喷期，他写下了

《美洲来的哥伦布》《死城的传
说》《陨落的生命微尘》等诸多科
幻小说。

因为经常进行野外地质测
量，他钻过上百个溶洞。看到溶
洞里的地下河，他突发奇想：要
是在溶洞里建设水电站该多好！
1961年，在上海《少年文艺》编辑
的邀请下，刘兴诗发表了科幻文
学处女作《地下水电站》。

刘兴诗那些严肃主题的科
幻小说是有预见性的。他在1962
年发表的《北方的云》，是最早的
气象科幻作品。他在文章中认
为，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沙漠可能
起沙对北京产生威胁，就设想运
用渤海湾人工蒸发制造雨云，进
行空中调水，治理这个近在咫尺
的沙漠。

“后来不幸言中，现在影响
北京的沙尘暴的确主要来自这
个沙漠。”他说。

多年前，他在《蓝色列车》里
聚焦铁路运输压力，设想“能否
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开
凿海底隧道通车”把东北工业区
与华东工业区连接起来，减少中
间的中转，缩短运输距离。这个
设想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变为
现实。

1963年，刘兴诗读英国科学
家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时，其
中一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书中
说，在英格兰西北部一个湖底的
泥炭层中挖出8只独木舟，“它们
的式样和大小，和现在在美洲使
用的没有什么不同”。据刘兴诗
对考古学的了解，加上他对地质
研究的认识，可以推断出埋藏独
木舟的泥炭生成于四五千年前。
那么，有没有可能一些出海捕鱼
的印第安独木舟，被横越北大西
洋的墨西哥湾流冲入大西洋，一
路来到英格兰呢？写作中，为了
核实几千年前欧洲大陆到底有
没有某一种美洲形式的独木舟，
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来考证。

“细节必须是真实的。”他强
调。他总是告诫年轻的作者们：
科幻小说在荒诞的外衣里面，有
一颗严肃的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刘兴诗
已经著作等身了，他还注重科幻
新人的培养和发现，说“年轻人
比老年人重要”，他曾经向山西
希望出版社推荐刘慈欣：“有个
写得不错的年轻人，在你们娘子
关电站当技术员……”

美好的童话
与凡人的幻想

刘兴诗笔下的童话充满爱
与温情，比如《偷梦的妖精》，前
不久刘兴诗和一个加拿大华裔
作家共同完成了歌剧剧本改编，
正在加拿大制作中；同时也不乏
天马行空的幻想，比如《辛巴达
太空浪游记》。他说：我的童话

“言在天外，意在人间”。
“美的童话”是刘兴诗提出

的童话观，他认为长期以来，科
普作品中少了“美育”这个重要
维度——— 所以，将“真善美”的创
作原则灌注其中，将真的情感和
知识，美的意境和语言，善的性
灵和追求统一于作品之中，才可
能为中国儿童提供优质的阅读
作品。

此外，还有《星孩子》《阿雪
的世界》《谢谢您，施耐尔太太》
等脍炙人口的作品。这些作品充
满爱与温情，深受孩子们喜爱。
刘兴诗认为，儿童文学要坚持真
善美原则，美的意境和语言、真
的情感和知识、善的性灵和追
求，对当代儿童成长有潜移默化
的作用。应尽量减少玩弄噱头的
纯娱乐性创作，要给孩子们健康

向上的引导。
刘兴诗写的微型小说与现

实生活联系也比较密切。《流星
雨之夜的梦》，写的是在一个小
餐厅工作的姑娘梦想自己的白
马王子。一口气跑上天桥，果然
就出来一个白马王子。第二天早
上，他来了，原来是给这个小店
送煤球的小伙子。凡人之间的爱
情故事为什么不能写啊？难道爱
情只能是王子和公主吗？平凡人
的爱情可能更加纯洁和质朴。

还有《中国足球狂想曲》《三
六九梦幻曲》也是针对现实生
活，关于中国足球和房改等问
题，有感而写的。刘兴诗提倡写
现在进行时的作品，切中当下的
现实问题，平凡人在生活中的幻
想也是非常美好的题材。

走下领奖台
年届九旬重新出发

“过去的成绩我已经忘记
了，女排有一句话值得我们学
习：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
我在科普和科幻方面获过不少
奖，国际大奖也获过，可以说曾
经上过领奖台，现在一切都归
零，我要从新开始，我现在每写
一部新的作品都要改变形式和
内容，不断创新。”

刘兴诗要从全新的领域试
一下，他给自己制定了三个新方
向。

一是动物小说，现在国内的
动物小说作家，想象的比较多。
写这类小说，要懂动物，有研究
的基础。而我们地质工作者常常
遭遇野生动物，工作中不可避免
进入它们的生活领域，有许多真
实的体会。“在北冰洋地区科考
时，我钻过北极熊的窝，考察过
它的习性，连故事里面写到的爱
斯基摩人用的都是真名；在南方
科考时，几乎每天都跟眼镜蛇打
交道，还有狼等野兽，不但熟悉
它们还研究它们的习性和生存
环境。”刘兴诗说，在这一点上，
地质工作者有天然的优势。

几十年都在户外跟地质、野
生动植物打交道，刘兴诗写的大
部分动物小说都是有切身经历
的，比如《蛇宝石》是当时在热带
地区野外考察时碰到眼镜蛇的
启发，《最后的北极熊》则是在北
冰洋考察期间与北极熊打交道
而写下的作品。在动物小说中，
他最喜欢像杰克·伦敦的《荒野
的呼唤》、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反映人与动物关系的作品。

他还想写探险小说，“地质
工作者跟驴友相比，也有优势。”
刘兴诗说，他认为，现在有些探
险小说是野外俱乐部的驴友写
的，他们选择最危险的地方去穿
行，走过去就是胜利，是一条线
的体育活动，他们的勇气固然可
嘉，但他们深入宝山却空手而
归。地质工作不一样，我们在地
质图上把一个地区分成很多小
方格，科考中每个地区都要走
到，都要采样、取岩石标本、进行
测量、搜集地质信息，是面的工
作而不是一条线。刘兴诗注意到
前不久15名驴友擅自进入黔西县
素朴镇水西洞险些被困的消息，
他自己在广西野外地质工作时
也曾遇险，被困在一个迷宫一样
的溶洞里，依靠自己的经验逃
生。他说：“在地质工作中一定要
注意安全，现在有些探险小说只
讲冒险，有些年轻人冲动之下就
去冒险，非常危险，要避免这种
观念，一定要有专业人士来写。”

“民俗与童话的写作，文学
童话表现真善美，我也想试一
下。我给青岛出版社写了《少年
徐霞客游记》，孩子们非常喜
欢。”除此之外，他对古籍研究、
古代神话、古诗词也很感兴趣，
他还想从古代文化中挖掘出适
合青少年读的作品，像《山海经》

《水经注》等也是很合适的题目，
这些他都做过研究，“长江、黄河
除了青海省那一段，都徒步沿江
河进行过考察，不只是走，每一
段都有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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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兴诗是新中国成
立后第一代科幻作家，被
誉为“中国科幻小说鼻祖
之一”。他笔耕75年，出版
400余本书，可谓著作等
身；他是研究四川盆地第
四纪地层的权威专家，在
史前考古学、果树古生态
环境学和青铜铸造史等
方面也有深入研究。近日
记者对刘兴诗进行了专
访，年届九旬，他还给自
己制定了三个写作方向，
他要不断创新，从零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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