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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海 观 潮 书 界 动 态

2019“世界最美的书”评选近日在德国莱比锡揭
晓，其中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最美的书”评委会选送
的《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荣获“世界最美的书”荣誉奖
（上图）。

《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
版、周晨设计并策划。本书依据行当特点及旧时传统，
将江苏的老行当分为8类，通过严谨的设计语言，塑造
出民间气质。

由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主办的“世界最美的书”评
选已有近百年历史，每年一届评选出的“世界最美的
书”都会在当年的莱比锡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与读
者见面，并在世界各地巡展。今年评选共收到来自
32 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评作品 600 余件，最终分别来
自 1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 部作品荣膺 2019“世界最
美的书”称号。

“最美的书”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于 2003 年
创设的书籍设计评选项目，至今已举办了 16 届；
每年的获奖图书代表中国参评次年“世界最美的
书”评选。自 2003 年创办至今，经“最美的书”选
送参评的中国书籍，已有 20 种获得“世界最美的
书”奖项。

（文图均据《人民日报》作者：曹玲娟 ）

中国图书再获
“世界最美的书”称号

好 书 推 介

本书作者对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军事重镇、军
事方略进行细致考索和论述，对三国时期战争的路线、
关防、部署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是一部有特
色的历史军事地理学研究专著。书中绘制了52幅战
争地理图，具有较强的学术参考价值。

《三国兵争要地与
攻守战略研究》

★作 者 宋杰
★出版社 中华书局

走了多久
才迎来了《流浪地球》

本书是作者花费 6 年时间潜心创作的长篇叙事
诗，是中国第一部长征叙事诗，作品共37卷、2万行、24
万字，以长篇叙事诗的形式，记录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
上的伟大奇迹。该部史诗融合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的文学技巧，具有浓厚的古典风格，富有文学趣味。

《长征史诗》

★作 者 何辉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短网址：http://shouji.lyd.com.cn/n/890061

扫二维码，品味“世界
最美的书”独到的美

短 网 址 ：http://
shouji.lyd.com.cn/
n/890060

扫 二 维 码 ，
了解当今本土科
幻文学发展态势

本版转载文章作者，请联系编辑（电子邮箱：
lyrbshb@163.com）告知地址，以奉稿酬。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文学”时期，
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一些科普文章作
者和儿童文学作者加入了“科学幻想小说”
的创作阵营，初步形成了新中国第一代科幻
创作队伍，中国的科幻小说迎来了发展高潮。

1954年，郑文光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
了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
文章讲的是三个中国少年渴望宇航探险，偷
开出一只飞船前往火星的故事。虽然篇幅不
长，情节也不复杂，却是新中国第一篇人物、
情节俱全的科幻小说。

1957年，郑文光发表了《火星建设者》，
这部作品曾获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大奖，
是中国第一篇获国际大奖的科幻小说。在

“十七年文学”中，大多数作品都充满了革命
的乐观主义精神，像《火星建设者》这样用悲
剧的手法来写的作品很少。

除郑文光外，该时期还有许多可圈可点
的科幻文学作品，比如迟叔昌的《旅行在
1979年的海陆空》。主人公从哈尔滨出发，
途经大连到上海，然后到西藏，又再回到哈
尔滨，这部小说体现的是对未来交通工具的
想象。

这一时期的科幻文学作品普遍充满朝
气，而且当时的作者创作水平与读者的欣
赏能力比较吻合，使科幻作品能够得到社
会共鸣。

萌芽时期11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翻译的《十五小豪

杰》（现多译为《十五少年漂流记》）为中国的
科幻播下了一颗种子。在日本留学的鲁迅也
将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月界旅行》《地底旅
行》等由日文翻译成中文（文言文），并配以诗
词，使其完全中国化。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
中盛赞这类型的作品：“缀取学理，去庄而谐，
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
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
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并提出：

“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
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从鲁迅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的“科学小
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觉世新民”的实用目
的。中国的科幻小说在这时期背负着沉甸甸
的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观念的启蒙重担。

中国最早的原创科幻小说是于1904年
发表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作者笔名荒江钓
叟。中国最早的纯文学刊物《小说林》的创办
人徐念慈也创作有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
谭》，这篇小说里不仅有大量天文、物理方面
的知识，还有“造人术”等科幻创意。

素以现实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老舍先
生曾创作长篇科幻小说《猫城记》。讲的是主
人公乘飞船来到火星，飞船坠毁，只有“我”幸
存下来，却被一群长着猫脸的外星人胁持，展
开在猫国的奇遇，见识猫人这个没落文明的
政治、经济、文化的百态。无论是作品的科幻
创意、情节布局，还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价
值，《猫城记》都是完全意义上的科幻小说。

除老舍外，另一位中国近代的文学家许
地山在半月刊《大风》上，也曾发表过一篇名
为《铁鱼底鳃》的科幻小说，文章以潜水艇中
的氧气提取装置为科幻创意，在对“铁鱼底
鳃”进行描绘时，也完全按照科幻小说的写作
手法，将一件并不存在的发明基于较为写实
的手法写了出来。这篇文章也是那个时代不
多的科幻小说亮点之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幻万马齐

喑的状态在一批科幻作家的不懈努力下得以转
变，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逐渐迎来了新一轮的
高潮。

1997年，国际科幻大会在北京科技会堂召
开，大会请到了俄罗斯和美国的宇航员参加，科
幻小说的社会形象被彻底扭转。1997 年以
后，很多科幻作家涌现出来，像星河、韩松、柳
文扬等。这批作家都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
和科学训练，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储备；但与
此同时，他们又普遍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

从1997年开始，中国科幻涌现出了许多优
秀的作品。王晋康的《蚁生》在我国反乌托邦
小说里独树一帜。韩松的小说《地铁》也非常
出色。2006年，刘慈欣最重要的作品《三体》开
始在《科幻世界》上连载。2015年8月，刘慈欣
获得堪称科幻艺术界诺贝尔奖的“雨果奖”，就
是这一波科幻创作浪潮经过长时间积累所结
出的硕果。

随着《三体》和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接连斩
获“雨果奖”，中国科幻小说终于跃入大众视
野，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主流文学界、影视界
等不同圈子的人们皆对科幻投以热烈的目
光。但由于创作人数的不足，原创力量较为薄
弱，中国科幻小说目前既面临机遇也充满挑
战。随着科学技术的跃升，科幻作家们的想象
空间不断扩大，中国科幻也将出现更多高品质
的文学作品。

（文图均据人民网 作者：“文艺星青年”）

1976年春，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的叶
永烈发表了“文革”后期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
白》，标志着中国科幻在大陆掀起第二次高潮。

1978年，童恩正创作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
的死光》由当时国内文学界权威刊物《人民文学》
发表，不但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创作奖，并且
成为中国第一篇被改编成电影的科幻小说。

1979年，科幻作家童恩正在《人民文学》上
发表《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提出“科学文
艺”应当与“科普作品”相区分，它并不以介绍科
学知识为目的，是“作为展开人物性格和故事情
节的需要而充当背景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当
时众多科幻作家的同意。

科幻文学到底是姓“科”还是姓“文”，这一
争论在当时从未休止，部分科普作家更将“科
学文艺”称作“灵魂出窍的文学”。被批判最多
的是叶永烈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这部
小说讲的是科学家在喜马拉雅山上发现了恐
龙蛋，还发现这个恐龙蛋里有活性物质——最
后成功孵化出了恐龙。因此有人质疑，历经几
百万年，恐龙蛋里不可能有活性物质，文中所提
到的是“伪科学”。

1983 年 10 月，《光明日报》刊发的《警惕
“科幻小说”中的精神污染》一文更是将讨论上
升到政治层面。中国科幻的此次短暂黄金时期
也戛然而止，重归萧条与沉寂。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对欧美科幻的引
进产生了新一轮的热潮，除不断再版的古典科
幻小说外，西方现代科幻作家的作品开始进入
中国。如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探险》

（现多译为《2001—太空漫游》），以及阿西莫
夫的一些作品相继出版。同时，国内的数家科
幻和科普刊物，如《科学文艺》《科幻海洋》《科
学时代》等，也引进了大量西方现代科幻小说，
极大地提升了中国读者对于科幻作品的欣赏
水平。

部分“雨果奖”
获奖小说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科
幻这一题材成功“出圈”——电影
《流浪地球》的票房逆袭，不仅引爆
了观众对国产科幻银幕巨制的信心，
还有效撬动了本土原创科幻文学土壤
的活跃指数。

近些年，中国科幻文学不但拥有
着刘慈欣的获奖作品《三体》，而且迎
来了由刘慈欣作品改编的电影《流
浪地球》。今日科幻小说结出的

硕果，背后又有着怎样
的发展历程呢？

《北京折叠》

2016年中短篇小说奖
作者：〔中〕郝景芳

本书构建了一个不同时间、
阶层的北京，可像“变形金刚般
折叠起来的城市”，却又“具有
更为冷峻的现实感”。故事多
源于她的生活日常，记叙现实
的人情冷暖。

《三体》

2015年长篇小说奖
作者：〔中〕刘慈欣

中国科幻作家首获雨果奖之
作，中国科幻文学里程碑式巨
著。它近乎完美地把中国五千年
历史与宇宙一百五十亿年现实融
合在一起，挑战令一代代人困惑
的道德律令与自然法则冲突互存
的极限。

《星际迷航·红衫》

2013年长篇小说奖
作者：〔美〕约翰·斯卡尔齐
该书满是熠熠生辉的人情味

与励人前行的精神，你不必是一
位科幻迷或是《星际迷航》的粉
丝，就能享受这本小说。

《城与城》

2010年长篇小说奖
作者：〔英〕柴纳·米耶维
一座边缘城市、平行世界下

的另一城……该书扎实的写作技
巧融合了侦探与奇幻元素，将类
型小说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发条女孩》

2010年长篇小说奖
作者：〔美〕保罗·巴奇加卢皮
这是一部宏大的作品，你对

未来的期许将从此改变。它残酷
得难以置信，也精彩得不可思
议。该书作者曾客居中国，其作
品具有浓厚的东方背景。

《彩虹尽头》

2007年长篇小说奖
作者：〔美〕弗诺·文奇
作者将目光从深渊浩渺的宇

宙转回到我们的现实世界中，细
致入微地描述了虚拟技术、人机
结合，甚至网络工具未来数十年
内的发展途径，令人叹为观止。

《时间回旋》

2006年长篇小说奖
作者：〔加〕罗伯特·查尔斯·威尔森

忽然一个晚上，星星和月亮
都不见了，夜空从此沉入黑暗——
在每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的绝望
中，该如何找回心灵的勇气？作
者试图寻找出隐藏于种种科幻类
型中的人性关怀，并简单直接地
将这些关怀呈现在读者眼前。

《天渊》

2000年长篇小说奖
作者：〔美〕弗诺·文奇
数千年搜索之后，人类终于

发现了外星文明的迹象。一部太
空史诗由此拉开了序幕……作者
在硬科幻写作方面颇有造诣，拥
有极高的声誉。

（据新华网）

“十七年文学”时期22

再度勃兴44

短网址：
http://shouji.lyd.com.cn/n/890075

扫二维码，品读
更多获奖作品简介

短暂的黄金时期33

中国科幻中国科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