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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英

为繁荣中国科普创作，也为推动中国科幻

文学的发展，中国科普研究所 《百年科幻小说

精品赏析》 课题组邀请了国内知名专家组成学

术委员会，召开学术会议，其目的是对该项目

从选题意义到具体研究内容进行充分论证和

严格把关，以确保学术严正性。会议由中国科

普研究所副所长姚义贤先生主持，参加会议的

专家达十余人，与会专家围绕会议议题，展开

了热烈的发言和深入讨论。

首先由江晓原先生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博导、人文学院院长） 发言，他探讨的题目是

科幻与科学的关系，提出“科幻三境界说”，

认为读者对科幻的理解存在着层级上的差异；

一般而言，人们对科幻的认识停留在科普层

面和文学层面，然而科幻不仅仅是科普的，也

不仅仅是文学的一个品类，科幻还应该被提升

到哲学层面，对科学发展背后的思想价值进行

反思。最后得出结论：从根本上说科幻是科学

的一部分，它是科学的新边疆。

姚海军先生 （《科幻世界》 杂志副总编）

从中国科幻产业现状与出路角度探讨中国科

幻如何发展问题。认为要发展中国科幻，必须

重产业链的建设；同时，从科普层面切入将大

有作为，指出“科幻是科普最好的广告”。他

还认为中国要实现科幻产业化不能机械模仿

西方，而要跨越式发展，在科幻产业链尚未形

成的情况下，这需要国家的政策性参与和经济

上的大力支持。

雷达先生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

会全委会委员、博导，曾任“茅盾文学奖”和

“鲁迅文学奖”评委） 从科幻与当代文学格局

的角度探讨了发展科幻的重要性。他认为在现

在的泛文化时代，我们的文学总是“面对历

史，背对未来”，而科幻改变了这种固有模式，

成为一种“面对未来，背对历史”的文学；在

纯文学被进一步边缘化的今天，各种类型文学

纷纷登台亮相，而科幻作为其中的一份子，虽

有许多人在为它呼喊，但仍然没有引起足够重

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

思；最后强调发展科幻是全民族的事情。

王晋康先生 （当代著名科幻作家） 的发言

题目是 《核心科幻与科普》。他首度提出“核

心科幻”概念，并对核心科幻的概念、特质及

价值做出明确判断，指出它在科幻文学中的骨

架作用；在与科普的关系上，众多科幻文类

中，核心科幻的科普功能最明显。

王逢振先生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博导） 从当前西方科幻发展的走向研

究，指出科幻与科技关系十分密切，本质上说

二者是辩证的、互动的：凡是产生优秀科幻的

国家，科学技术都比较发达，而科学发展需要

跳跃式思维和大胆的幻想，所以一定程度上

说，科幻小说对科技具有推动作用。

金涛先生 （中国科普作协副理事长、原科

普出版社社长） 则从科幻与青少年想象力培养

的角度探讨发展民族科幻的重要性，指出科技

发展需要想象力，而我们的教育体制在启发孩

子想象力上存在欠缺，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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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具有创造力、才不会陷于对别人的模仿，中

国应该有科幻。

吴岩先生 （著名科幻理论家，北师大文学

院科幻专业硕导） 作随机发言，他直接切入研

究课题，指出这个项目选题非常有价值，而在

作品的选择标准上应当突出其独特性。

针对如上专家的研讨，中国科普作协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居云峰先生和中国科普研究所

所长任福君先生也作了重要发言，认为目前中

国发展科幻意义深远，表示会积极支持中国科

幻事业的发展。

下午，深入项目课题进行专题性深层讨

论，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中国科普研究所这

个平台上设立该项目意义重大，它将极大地鼓

舞中国科幻作家的创作士气，将有助于对中国

科幻评论者的培养，也将对推动中国科幻的繁

荣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会议还就课题的作品

编选体例及标准、评论的角度和理论尺度、评

论者的资历要求等展开充分讨论，为下一步保

质保量完成该项目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会

议圆满成功，大家感到颇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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