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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摘要如下：

记者：当初您是如何开启科幻小说创作的？

您最喜欢的科幻作家是哪位？

刘慈欣：我从小就喜欢科幻小说，是一个科幻

迷。18岁时，我看到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

《2001：太空漫游》，一生就此改变，他也是我最喜

爱的科幻作家，因为他的作品完全是我心目中的

那种科幻小说，宏大且带有敬畏感地描绘人类和

宇宙的关系。我曾说过，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对阿

瑟·克拉克的拙劣模仿。记得当时读完《2001：太

空漫游》的那个深夜，我仰望星空，突然感觉星空

与我以前的理解完全不一样，我开始对宇宙的宏

大与神秘产生了敬畏感。也正是克拉克带给我的

这些感受，让我后来成为一名科幻作家。

记者：有观点认为要让中国科幻文学走出

去，必须要用西方语言讲中国故事，甚至认为您的

《三体》就是世界语言叙述中国科幻，您如何看待

这样的论点？

刘慈欣：我在创作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去考

虑这是中国语言还是西方语言。

我认为更准确地说它就是科幻的语言，这不

一定是固有的东方或者西方的东西。我就是个中

国人，不可能没有中国的东西，但我的作品肯定也

有西方元素，因为科幻小说本来就是一种从西方

输入进来的文学题材。

记者：通过您的观察，中国科幻文学和西方的

科幻文学有什么共性和差异呢？

刘慈欣：我认为中国科幻和西方科幻小说共

同之处是远大于差异的。都是风格多元、题材多

样，有家国情怀，有集体主义，也有个人英雄主义

等故事类型，这是两者的共同点。而两者的不同

点，首先我发现中国和西方的科幻文学关注的问

题有所差异，比如西方科幻文学中会提到种族歧

视、性别歧视，族群之间的压迫，科技对人的异化

等。而中国的科幻小说比较关注我们的未来发

展，关注人类如何在太空扩大生存空间等。此外，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科幻小说和基督教文化背景有

关，对于部分事物的解读和理解与中国不同。举

例来说，西方科幻文学会较多着墨于描述科幻世

界中创造生命，而在中国的科幻文学中，这并不是

重点。总的来说，这些差别并不影响孰高孰低，这

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客观存在。

记者：有报告显示，中国科幻作品无论是作

者还是读者呈现出年轻化趋势，其中年轻科幻作

家比例超过 58%，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科幻文学

是有未来的？

刘慈欣：这个趋势不意外，因为科幻本就是

一种年轻的文学，充满青春活力，也充满着年轻人

活跃的思想和旺盛的想象力，并代表年轻人的一

种愿望。年轻人希望能够突破自己狭窄且平淡的

生活，去接触更广阔空间，探索新世界等，而科幻

文学恰巧是凸显想象力的品类。至于中国科幻文

学是否有未来，这需要辩证地看。就目前而言，中

国科幻文学确实比西方国家要年轻，因为这种文

学更早地在欧美发展。而西方经历过科幻文学黄

金时代后，也透露出有失去活力的迹象。从这个

角度说，中国科幻文学因为年轻而富有未来。

另一方面，从读者角度分析，中国科幻文学

的受众群体依旧不是很大，这是由于缺少有影响

力的中国科幻文学作品，更缺少有影响力的作家，

这是该文学在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目前，中国

的科幻文学数量比美国科幻文学数量少很多，质

量也有较大差距。我认为，优秀的科幻作家是科

幻文学黄金时代的产物，并不是靠加大出版力度

就能够改变目前这个局面。

记者：那您觉得现在中国科幻文学迎来黄金

时代了吗？

刘慈欣：这同样也要辩证来看。首先，从中

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来看，激发了大众对未来的

想象力和好奇心，这是以前没有过的，确实给科幻

文学提供了肥沃土壤。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科

幻文学的黄金时代确实到来了。因为从轨迹看，

我们正在经历类似美国的科幻文学黄金时代。

另一方面，整个世界的科学技术发展却让

全球的科幻文学陷入创作困境。因为科幻文学

的出现是建立在人们对科学的好奇心、对未来的

新奇感之上，如今科学技术的变革已经渗透到生

活的方方面面，这对科幻是一致命打击，因为科

幻诞生于科学，最后可能也消亡于科学。从这一

点来说，很难确定中国科幻文学是否迎来了黄金

时代。

展开来说，科幻的诞生是人类对科技的疏离

感和好奇心，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电气时代

刚刚开始，科技的力量还没有渗透到大众生活空

间，那时人们对科学怀有一种敬畏感和好奇心。

但如今，科幻创作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面

临科技进步导致大众好奇心逐渐消逝，从而使得

科幻创作陷入瓶颈。

我当初创作科幻小说就是为了逃离平淡的

生活，用想象力去接触那些永远无法到达的地

方。自从成为科幻作家，我发现很多科幻小说的

内容在逐渐变为现实，这促使我要发挥更多的想

象力去把更遥远的空间和时间创作出来，也就是

在科幻变成科技前把它们写出来。补充一点，目

前全球科幻文学开启了一个新阶段，那就是科幻

的“新浪潮运动”。也就是说从别的渠道，利用最

现代和前卫的文学手段，比如心理学、社会学和语

言学等，将科幻文学的范围变得更广阔。

记者：您说科技进步消磨了科幻创作的想象

力，但通常认为人的想象力是无穷无尽的，这会否

矛盾？

刘慈欣：我认可想象力是没有穷尽的，并且

科学技术永远也不可能追上人的想象力。但我认

为的那种消逝是对好奇心的消磨，比如童年时代

因科技不发达而对很多事物有好奇心，但随着科

技进步人会变得习以为常且麻木，因此对新鲜事

物的敏锐被消磨了，就再也回不到童年时的感

觉。这就是目前全球科幻文学作家和读者所面临

的状况。

(刘慈欣，中国科幻小说代表作家之一。2015

年8月23日，凭借《三体》获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

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为亚洲首次获

奖。2017年6月25日，凭借《三体3：死神永生》获

得轨迹奖最佳长篇科幻小说奖 。2018 年 11 月 8

日，获2018年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 。)

来源：中国新闻社（CNS1952）

记者：谢萍 李翔

对话刘慈欣
中国科幻文学黄金时代到了吗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面临科技进步导致大众好奇心逐渐消逝，从而使得科幻创作陷入瓶

颈。刘慈欣，曾以科幻小说《三体》获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成为首位获得

该奖项的中国科幻作家。近年来，中国国内掀起了科幻热，文学及影视作品不断涌现。中国的科幻作品

该如何走向世界？中国与西方科幻文学有何异同？就此，记者独家专访了刘慈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