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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可有恶果，恶可有善因
———读王晋康 《与吾同在》

江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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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晋康先生是中国新生代著名科幻作家。

2011 年世界华语科幻星云奖中，他获得份量

最重的“最佳作家奖” （与刘慈欣并列），颁

奖辞中说，“王晋康开辟了一个时代”。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他已经发表短篇 80 篇，以

《亚当回归》、 《天火》、 《生命之歌》、 《豹》、

《七重外壳》、 《西奈噩梦》、 《替天行道》、

《水星播种》、 《生存实验》、 《终极爆炸》、

《关于时间旅行的马龙定律》 等著名短篇科幻

小说获数十次银河奖。近年来，他的作品以长

篇为主，如 《类人》、 《蚁生》、 《十字》 都是

比较优秀的作品。 《与吾同在》 是他最新的一

篇力作。

如果用最简单的词语来总括这部小说，那

就是哲理、悬念和颠覆。

上帝与吾同在

这篇新作的书名就来自 《圣经》 的话头。

小说以近景特写推出了一个上帝———居然是

外星人。人类讨论外星文明问题已经上千年

（古希腊哲人就考虑过）。由于至今没有发现一

个实例，结果就酿出一个“费米佯谬”：“如

果外星文明存在的话，它们早就应该出现了。”

对于这个佯谬有许多解释，其中鲍尔的解释

是：地球是一个被先进外星文明专门留置的宇

宙动物园；为了确保人类在其中不受干扰地自

发进化，先进文明尽量避免和人类接触，只是

在宇宙中默默地注视着。

《与吾同在》 中为这个“动物园”设置了

一位观察员兼管理员，亦即人类心目中的上

帝。类似的故事框架，在西方和中文科幻作品

中也有先声。例如影片 《火星任务》 （

2000）：文明极高的火星生物已经整

体迁徙到一个遥远星系，临走时向地球播种了

生命，并在火星上留守一人，以等待地球文明

发展到登上火星的那个时刻；他为此等待了数

亿年。更著名的如小说 《2001：太空漫游》

（ ： ），也叙述了类似的故事

情节 （但在库布里克的同名电影中没有该情

节）。又如倪匡的“卫斯理”系列科幻小说中，

《头发》 将上帝想象为外星人， 《玩具》 则可

以说是“动物园假想”的小说版本。

但就王晋康的原意来讲，他笔下的上帝其图 1 《与吾同在》 封面 （重庆出

版社，2011 年 9月版）

90



跃跃跃跃跃跃跃跃跃

实是对“上帝”的颠覆。它绝非西方的、宗教

的上帝。作者有意把上帝世俗化、理性化，甚

至东方化。这位东方上帝既有悲悯情怀，也颇

善于玩弄必要的权术和计谋；他既厌烦本性邪

恶的子民，也终不改舔犊之情。小说前半部以

一波接一波的悬念，让“上帝”的身份始终扑

朔迷离，不断出现震荡与模糊。等久已盼望的

答案揭晓时，读者可能会对他的世俗身份失

望，但这恰恰是作者的意图———让“创世”和

“造人”从神话回归科学理性。并以一个理性

观察者的睿智目光，在 10 万年的历史长河中

来观察人类的人性———并非个体的人性，而是

作为群体的人性。

善恶与吾同在

作者在小说中时时提醒读者思考以下问

题：什么是善恶？人本善抑或人本恶？善之花

能否从恶的粪堆中生长出来？

我们不妨将 《与吾同在》 与刘慈欣的 《三

体》 作一比较。

《三体》 中强调“人性本恶”，为了生存的

任何手段都是道德的。所以，人类仅存的几艘

飞船毫不犹豫地发动自相残杀的“黑暗之战”，

“青铜时代”号的船员们 （在作者设置的极端

情况下） 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食用“量子号”

船员的死尸，发现被食者是某位熟人还会顺

便问声好。不妨说，大刘的宇宙是绝对“零道

德”的。

《与吾同在》 中的人类也曾经是零道德的。

人类先民们互相残杀、发动灭族战争、食用同

类之肉，靠这样邪恶的手段在人类早期的丛林

世界中杀出一条血路，所有能够活到今天的人

都是嗜杀者和食人者的后代。这才是人类的原

罪。更令世人难以接受的是：天上并没有一个

惩恶扬善的好法官，更没有“天道酬善”、

“善恶有报”这样的天条。小说中还“居心叵

测”地描绘了黑猩猩之间惨烈的雄性战争，以

此来印证人类的邪恶本性深深扎根于其动物

属性，这简直把人类的邪恶印证到了死地。

刘慈欣所描绘的“零道德”图景都是虚构

的，都发生于作者特意设置的极端环境。但王

晋康所描绘的“零道德”图景则完全不是虚

构，而是对历史事实的准确提炼。这些都是人

类群体的恶，而群体之恶常常同族群的生存紧

密相关，也因而符合生物的最高道德。尽管读

者对这些锋利的结论会产生心理抗拒，但你无

法反驳、无法怀疑。

不过，好在王晋康描绘的“零道德”世界

只是人类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虽然人性本

恶，但在群体进化的过程中，也有一株共生利

他主义的小苗在艰难地成长，并隐然有后来居

上之势。这同样是从历史中准确提炼出来的真

实。至此，读者可以舒一口气了，我们既不会

再对人类史上充斥的邪恶患心理性眼盲，也不

至于因邪恶充斥而看不到一丝亮色。

但话又说回来，即使人类历史发展到了今

天这样的高度文明，“善”仍然不是人类最本

元的属性，人类之爱、人道主义、世界大同、

和平反战等还远远没有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

虽然“个体的恶”已经被时代所唾弃，但“群

体的恶”仍是社会精英们奉行的圭臬。为此，

作者提出了他独有的共生圈观念。

生物的群体道德，在共生圈内是以善、利

他与和谐为主流，在共生圈外则是恶、利己和

竞争为主流。

不同族群在合适的条件下 （文明程度接

近、有共同的外部压力等） 可以形成“共生

圈”，不过它并非“孔怀兄弟同气连枝”那样

的温情脉脉，因为“共生是放大的私，是联合

起来的恶”。当两个族群相遇于天地间、争夺

有限的生存资源、双方处于“零和博弈”时，

各共生圈之间的恶常常是共生圈内的善。所

以，“对牧民者最关键的是：确定共生圈的边

线划在哪里”。

这些思考深刻而锋利，可以说它不仅具有

思辨的意义，甚至已经具有某种现实意义了。

善恶没有简单的标准

正如王晋康的一贯风格， 《与吾同在》 把

哲理思考融入具体的情节、人物和悬念中，纳

江晓原 善可有恶果，恶可有善因书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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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场星际战争的框架，让故事以其固有逻辑

逐步发展，将读者和作者本人逼到墙角———不

得不接受书中推出来的结论。

小说的第一主人公姜元善绝非“高大全”

的完美人物。他本性中有恶，在童年就犯过原

罪。而他妻子严小晨则是真善美的化身，她在

深爱丈夫的同时，也始终对丈夫本性中的恶睁

着第三只眼睛。后来，在先祖拯救了人类之

后，姜元善为了地球人类的最大利益，竟决定

绑架先祖、殖民先祖的母星球，结果被妻子率

领愤怒的民众推翻并押入上帝的监牢。严小晨

大义凛然地斥责丈夫：“再核心的利益也不能

把人类重新变成野兽。”

故事至此似乎该完美收官了，但作者颠覆

了读者的心理定式———此后的事变证明，恰

恰是严小晨的善良几乎害了人类，反倒是姜

元善却因本性中的恶而始终对敌方的恶保持

着清醒，也因此促成了人类命运的转机。在这

儿，情节、人物和哲理思考揉合在一起了。

小说结尾处，严小晨留给丈夫的遗书中有

这样的苦叹：

可以说，她———当然还有读者，曾经信仰

的“天道酬善”信念在小说中已经被粉碎。作

者向我们揭示了善恶问题的复杂和深刻。他对

此的思考比前人更深了一步。

你知道我一向是无神论者，但此刻我宁

愿相信天上有天堂，天堂里有上帝……他赏

罚分明，从不将今生的惩罚推到虚妄的来世，

从不承认邪恶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在那个天

堂里，善者真正有善报，而恶者没有容身之

地。牛牛哥，茫茫宇宙中，有这样的天堂吗？

如果我能找到，我会在那儿等你。

渊责任编辑 谢小军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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