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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家 之 言读 家 之 言

好 书 推 介好 书 推 介

说起中国科幻，年近八旬的东
北师范大学教授孟庆枢来了兴致：

“读起来觉得有意思，年轻人总想追
求一点新的东西。”早在40年前，精
通俄语和日语的孟庆枢已经开始接
触苏联及日本科幻，那个年代被称
为“科学的春天”。

孟庆枢有一位老朋友——《光明
日报》编辑、科幻作家金涛，出于共同
的志趣，他们合著了《鲁迅和自然科
学》。金涛也成为中国科幻近40年历
史的重要见证者。“当时想的是，要繁
荣国内创作，需要借鉴国外的东西。”
金涛看到学者王逢振写文章介绍美国
科幻小说，便主动联络他约稿，在《光
明日报》发表了《论西方科幻小说》的
文章，后来又请孟庆枢加入。

金涛回忆，他当时在《光明日
报》编辑《科学》副刊，1980年2月曾
一天刊登了郑文光等4位科幻作家
的署名文章。《光明日报》还连载了

美国科幻作家詹姆斯·布利什的《盒
子》，这是中央大报第一次连载外国
科幻小说。

一颗种子就这样种在了“科学
的春天”里。

刘慈欣曾说，正是阅读了科幻
小说，才让他逐渐成为一名科幻作
家。阿瑟·克拉克的作品是最早进
入中国的西方现代科幻小说，在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出版了他的

《2001：太 空 漫 游》和《与 罗 摩 相
会》。“这两本书第一次激活了我的
想象力，思想豁然开阔许多，有小溪
流入大海的感觉。”“读完《2001：太
空漫游》的那天深夜，我走出家门仰
望星空。在我的眼中，星空和过去
完全不一样了，我第一次对宇宙的
宏大与神秘产生了敬畏感。”

40 年步履不停，老一辈作家仍
热衷科幻事业。今年7月，孟庆枢联
络组织日本作家、学者和翻译家在

日本举办“王晋康作品座谈会”，探
讨中国科幻作家王晋康日译作品的
艺术内涵和思想意义，这是日本首
次主办对中国科幻作家作品的研讨
座谈活动，在日本文学界得到了良
好反馈。日本重要文学杂志《三田
文学》春季号特别推出科幻文学特
辑，刊登王晋康的科幻小说《天火》，
这标志着日本文学界开始将中国当
代科幻作品看作世界优秀科幻作品
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对中国科幻
文学走进日本学术圈和市场起到了
推动作用。

1978年5月20日，被称为“中国
科幻文学之父”的郑文光在《光明日
报》刊文《应该精心培育科学文艺这
株花》。短短 700 多字的文章早已
成为科幻文学史的“老掌故”。倏忽
40年走过，当科学文艺这株花于今
时今日绽放时，它已然被世界看到。

（据《光明日报》作者：陈雪）

20 世纪 60 年代，毛泽东主席出于国家
战略考虑，提出了三线建设的方略，就是把
东南沿海一带发达地区的工厂与工人，全部
或一半拖家带口迁往西部山区或内陆腹
地。不过几年的时间，就有304个项目、411
家工厂、近10万职工迁往大三线，随迁家属
不计其数。

这么一个重大事件，却很少有文学作品
予以表现。为了呈现这一事件的全貌，《新
民晚报》高级记者唐宁，经过数年的奔波辛
劳，走了近万里路，采访了近500人，记录了
上百万字笔记，终于写就了一部40余万字的
作品，取名《归去来兮》。

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选择上海
光学仪器厂（简称上光厂）来进行“解剖麻雀”

式的书写。当年，上光厂一分为二，将大
半的工厂骨干 800 余人动员内迁，迁往边
远的贵阳远郊，建一个新的光学仪器厂，取
名“新添”。《归去来兮》直面人生，敢于担
当，深刻而又真实地表现了这一段沉甸甸的
历史。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充满澎湃激情的年
代。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刚读完了《人民日报》的号外，就任上
光厂党委书记不久的葛民治就接到了上级的
通知，要让上光厂的重要骨干，带着制造潜水
艇上潜望镜的项目内迁。葛民治回忆，几乎
没怎么动员，内迁的名单就定下了，有的甚至
举家动迁。当去派出所注销户口时，民警让
他们仔细想一下，但很多人觉得“不就是一张

纸吗”，便撕下了这页纸，说走就走，踏上了内
迁之路。结果，不到1967年年底，贵州新添光
学仪器厂就投入了生产，而且生产出了第一
部潜艇用潜望镜……

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大段采用
了当事者对历史的口述实录，有名有姓的动
迁者及“迁二代”“迁三代”，有230余人，占总
篇幅的1/2。

200 多人的口述历史，就是 200 多个家
庭的故事，真实而又鲜活地表现了这一段
生活。他们之中，有的辉煌，有的落寞；有
的踏实，有的消沉，但似乎没有一个对自己
亲身参加的大动迁感到后悔，因为这是他们
自己的选择。

（据《解放日报》作者：吴基民）

作为一个读者，我还记得大学毕业前后，在
迷茫的时候，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由叶咏
梅编辑、李野墨演播的《平凡的世界》，如同一道
强光给予我巨大力量。

那时候文坛最时兴的是另一种倾向，整体
氛围是追赶新潮，现实主义并不“时髦”。《平
凡的世界》读下来，你会发现它不是简单的现
实主义作品，它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混
响、奋斗意志与生活气息的统一、百姓情怀与
建功企望的融合。这大概是路遥创作内在的
基本逻辑。

重读《平凡的世界》《人生》《在困难的日子
里》《惊心动魄的一幕》《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等作
品，会发觉路遥一直在和读者发生着奇妙的对话
关系，读者心里所盼的东西，路遥自然会给出由
头，抻长念想。

确实应该研究路遥和读者的关系。路遥
一直怀有普通人都有的接触世界的愿望，并且
以《平凡的世界》找到与世界、与读者最贴心的
交流方式。他的情感一直很浓烈，是身入、心
入，更是情入。在路遥这里，虚构不是虚设，慈
悲不避伤悲。他赞扬人生奋斗和改变命运的
理想，也正视奋斗和改变的限度，如果只有一
腔热情、硬拼死磕，那就不是路遥，他的作品也
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感染力。这种对限度的“正
视”，让路遥和我们这些带泥行路的读者之间
产生共鸣。

路遥接触世界的方式有“惊”，同时又有
“敬”，他对自然生命和历史运行是有敬意的。他
有忍同时又有仁。我们都记得那个情节：孙少平
打工要离开的时候，人家给他工钱，他按约定只
拿一半，把多给的钱退掉了，当时曹书记夫妇惊
异的表情上写的是——你到底是个什么人？这
么个年纪，怎就懂得这么高的礼义？如果没有这
些对礼义的敬意，《平凡的世界》的骨肉也就没有
这么坚实。

路遥对人生和社会的认知，不虚飘也不糊
弄。一方面，命运和机遇重要，但并不随波逐流；
另一方面，要正视苦难、走出苦难，但是走出的过
程必然是艰难而漫长的。孙少平从高考落榜到
教书再到务农，宁做“一丛飘蓬”也不愿“安分守
己”，于是孑然独闯。磕碰摔打之后收获的不是
别的，正是深刻的生活辩证法。如同这部小说经
常出现的字眼“生活告诉你”，它希望读者都能成
为小说人物的共情者。

路遥常情不自禁地与读者在《平凡的世
界》里交心：宽容的读者，不要责怪他吧……不
妨让他去吧……读者也愿意向着某种意义的
方向去延伸自己的情感意愿，从中受到鼓舞，
甚至影响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这大概是一
代代读者亲近路遥小说的理由。尽管高加林
转了一圈又回到乡亲身边，尽管孙少平从地理
上看走得并不远，尽管孙少安在原地经历时代
变迁，在读者心目中，这些人走出去，就是向上
走、往前奔的榜样；这些人回来了，就是归于人
生的慰藉和报偿。

并不是每部知名的小说都能让人读出声
来，路遥的文字有节奏，更有节操，深的情感化
为好的语感，有魅力、有魔力，也有亲切的神
情，所以他的作品一直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有
情有义地活着。

（据《人民日报》作者：施战军）

贴心引发共鸣
强光给予力量
——读路遥作品所想到的

本书收集选用了汉代至清代138种著名书法
碑帖资料的章草字形，汉晋木简、晋唐书法，力求
完备，元明墨迹也多有收录，清代及近代只选著名
碑帖，以墨迹影印本或拓本入录，凡据墨迹照片、
影印本或拓本钩摹者，亦务存真实。以往出版的
一些章草书法字典，仅标注草字的作者或出处，字
形来源不够清晰。

本书于每字之首，冠以楷书，并表明此字的
顺序号，以清眉目。于每字的不同形体之下，又按
照选用资料目录编号，详细标注了章草字形的选
用资料，涵盖草字的朝代、作者、碑帖等信息，除了
字典功能，兼具极高的文献研究价值。

《章草字典》

★作 者 马国权
★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品 读 杂 笔品 读 杂 笔

★作 者 唐宁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另一种面貌的记忆史
《归去来兮》讲述三线建设鲜活历史

从国内发表到畅销海外，这部
科幻文学作品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2006 年 5 月，《三体》第一部开始
在《科幻世界》杂志连载；2010 年
11 月，《三体》三部曲全部出版；
2014 年 11 月 11 日，《三体》英文版
出版。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何
明星统计，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全球共有 1149 家图书馆收藏《三
体》，创造了中国图书译著的高馆
藏纪录。

在《三体》走进日本前，刘慈欣
并非信心十足。然而，近4个月来在
日本的火热情况完全打消了刘慈欣
的这种顾虑。《三体》频频登上日本

各大书店的文学畅销榜第一位，日本
网友好评颇多：“不愧是写出了四大
名著的国家。”“只有中国作家才能写
出这种宏大感。”……《三体》在日本
的走红，源于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超凡
的故事性和奇绝的想象力，以及独具
特色的“中国科幻”风格，这一点正是

《三体》征服欧美读者，同样也赢得日
本读者青睐的主要原因。

“他们能从《三体》里读到中国
的现在和中国人所想象的未来。”

《三体》中文版责任编辑姚海军对记
者说，《三体》的文本是一个综合体，
包含历史、现实及未来。姚海军认
为，《三体》在海外热销的一个重要

因素是当今的国际大环境。中国作
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备受世界关
注，海外读者也想从书中了解中国
人是如何想象未来的，“这是很重要
的，如果对这个国家都不感兴趣的
话，就不可能对《三体》产生兴趣”。

姚海军的判断十分切合中国图
书走出去的现状。近年，中国图书
版权输出最受欢迎的门类为当代文
学，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
的提升，海外读者希望了解当今的
中国，了解当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
当代文学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窗
口。在这样的背景下，《三体》的海
外热销极富时代特色。

“一是母语为英语，二是他本身
就是优秀的科幻作家。”2012 年 8
月，中教图签约《三体》海外版权，开
始寻找译者，华裔作家刘宇昆是最
佳人选。此外，中教图还选择与美
国最具影响力的科幻出版方托尔出
版社合作。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研究员顾爱玲曾说：“《三体》能得雨
果奖，翻译的作用很重要。”《自然》

杂志子刊《自然物理学》在介绍《三
体》的故事梗概和主题时，也高度评
价了刘宇昆的译文“非常自然地给
读者呈现了中国文化的全貌”。

如各界评论所言，英文版翻译
出版正是《三体》走出去的关键一步。

《三体》其他语种在翻译时均参考
了英译本，优秀的英译本奠定了海
外传播的基础，提高了海外传播的
质量。对于中国图书走出去来说，

翻译出版往往是在不为人知之处下
大功夫。据了解，早在 2013 年《三
体》英文版就得到了“经典中国国
际出版工程”的资助。在《三体》三
部曲英文版全部出齐后，“丝路书
香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等翻译
工程又进一步资助了德语版、西班
牙语版、泰语版、波兰语版等语种的
翻译出版。

海外读者热评“只有中国作家才能写出这种宏大感”

英文版翻译出版是《三体》出海的关键一步

40年前埋下的科幻种子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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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三体》封面 （资料图片）

日文版《三体》封面 （资料图片）

在近日开幕的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
科幻大会上，雨果奖得主、科幻小说《三体》的
作者刘慈欣入选“银河科幻名人堂”；茅盾文
学奖得主、四川省作协主席、《科幻世界》杂志
社前社长、总编阿来获银河奖特别贡献奖。

1999年，刘慈欣在《科幻世界》首次发
表两篇作品《鲸歌》和《微观尽头》，同年首次
凭借《带上她的眼睛》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
一等奖。他获得雨果奖的作品《三体》最初
也是在《科幻世界》上连载的。作为“银河科
幻名人堂”首位入选者，他表示自己已经与
银河奖一起走过20个年头，希望今后能够
创作出更多让读者满意的作品。

阿来于1996年到《科幻世界》杂志工
作，2007年离开，但此后仍一直关注中国科
幻的发展。他表示，科幻的产业链很长，不
管是已经取得成功的电影《流浪地球》，还是
一些不那么成功的尝试，都值得好好总结。

编辑部位于成都的《科幻世界》创刊于
1979年，被誉为“中国科幻作家的摇篮”，培
养了刘慈欣、王晋康、何夕、韩松等一大批科
幻名作家。由《科幻世界》设立的银河奖被
誉为中国科幻界最高奖。

（据新华社）

刘慈欣成“银河科幻名人堂”
首位入选者

从从《《三体三体》》眺望眺望
中国科幻出海远景中国科幻出海远景

上市第一天首印1万册售罄，一周加印10次，一个月销量突破10万册——今年7月4日，中国作家刘慈欣的
科幻小说《三体》日文版在日本正式出版，掀起了一股“《三体》热”。近日，《三体》又入选日本第七届书评
大奖。而据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教图）介绍，截至今年10月，《三体》三部曲已累计
输出 25 个语种，其中 20 个语种已在海外出版发行，海外销量近 200 万册，再一次刷新我国当代文学海外
销量最高纪录。

这部现象级作品仿佛一个多棱镜，透过它，人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镜像：科幻既是文学的，也是科学的，
它思考人类未来，更关系中国当下。当我们试图解读《三体》现象时，中国科幻出海的图景也缓缓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