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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未来主义”名称很好，但作为文类自身的宣言，与
其认为它表现的是一种文类的自我更新意识，倒不如说是在
重提——集中地重提——过去的、眼下的科幻小说的种种弊
病，并且宣扬某些始终坚持的内核。宣言中的“未来”指向依
旧是过去文类“发展”这一观念的延续，并且更加接近一种改
良式的要求，而非革命式的颠覆：这样的现实与宣言当中所
试图表达的超越性要求，倒相映成趣。

在科幻小说当中，“未来”实在是一个默认属性——或者
说，并不是科幻小说这一文类的默认属性，而是18世纪中叶
之后，伴随着康德等人依托前一个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自然
哲学，整个处于科学共同体影响之下人类文明所秉持的一种
毋庸赘言的“缺省配置”。对未来的关注，其根源蕴含在科学
自身对未来进行预测的内在要求当中。尽管就目前占据国内
文坛主流的写作来说，似乎还鲜少发现这种对过去和当下之
外的历史区间的关注，但对科幻小说来说，相关技法也早已
完善得有些过分。毕竟在19世纪的凡尔纳手里，未来就已经是

“即将到来”；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21世纪，更是早已被想象和
书写过无数次的“未来”。科幻作者真正需要关注的，恰恰不是
遵循着“宣言”第一条去重新重视——因为一直都很重视，甚至是所有文类当中惟
一重视着的——那一个名为“未来”的历史区间，而是“未来”这个意涵自身。

除去第一条之外，“宣言”剩下的部分其实只说了两件事情：一是回归个体，
或者说多一点“人味儿”——其要害只是在于对“文学性”这种已经说了很久很
久的东西的提倡；另一个是对文类边界的突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
散了”，《共产党宣言》的正式发表是1848年。

对科幻小说文学性的批判由来已久，可就国内而言，实际情况却大约是“虚
心接受，死不悔改”，这导致的后果，就是连科幻文学研究领域都鲜有从审美或
者文学性角度展开的。尽管在科幻文本当中所展现的思想性、社会性等方面，从
一开始就是具有极大空间的研究热点，但对于文本“优于、劣于，或等于”的基本
评价却始终缺位，这实在也是从作者到读者各个层面的痛脚。因此，单单从补救
时弊的角度来看，要求“回归个体心灵”，要求注重人类的“情感和态度”的确切
中肯綮——但……但它跟“未来”有什么关系？这不过是以新的表述方式，来空
泛地重新提出旧有的批评和主张。而被主张的对象，即便只在国内就其实已然
有了相当优秀的作品，比如陈楸帆的《鼠年》《动物观察者》、夏笳的《2044春节旧
事》、宝树的《在冥王星上我们坐下来观看》，甚至更早些的《天意》、《伊俄卡斯
达》等等。需要转变的，恰恰不是作者，而是读者和批评研究者的观察角度，以及
这些角度的欣赏和评判能力。

至于文类自身的边界——科幻小说难以定义的恶名广为人知，其直接原因
就是这一文类自身汹涌澎湃的跨界欲望。“创造力”的体现有很多种方式，但在
科幻小说当中最为常见的，就是引入种种传统视域之外的陌生学科，以及陌生
文类的范式：这种吸引来自读者经验环境之外的新鲜元素是实现“陌生化-认
知”过程的基本方式。前面这个术语其实并不能用以描述绝大多数充斥于市场
的科幻小说，因为它们仅仅是在引入“陌生”，“陌生化”更多地体现在偶尔出现
的视角转换上——这种对人类中心视角的消解的确是科幻小说最终的重要价
值。但它最初带来的震惊效果伴随着文类范式的固化，正在逐渐走向“过度开
发”。更加优秀的实验性作品在“新浪潮”之后比比皆是，其中佳作繁多。即便在
国内，尽管科幻文学对文类边界的跨越还远未如菲利普·迪克、库尔特·冯内古
特、斯坦尼斯拉夫·莱姆那样，单单在文学形式上就延伸到了语言、结构、风格等
更为深刻的层面，但就内容题材甚至体裁而言，对文类自身边界的突破——虽
然有“核心科幻”这种差不多逆潮流而动的提法——倒也始终没有停止。问题只
在于你愿不愿意把《可能世界》这种游戏小说和《临高启明》之类的网络小说当
成科幻来看。

到这里，问题也就很明显了：科幻文类的自我更新过程，似乎也跟“未来”扯
不上太大关系。科幻小说对既有之物的怀疑其实来自科学自身，其源头则是苏
格拉底以降哲学家们所秉持的怀疑精神，只是科学所具有的解释能力、所涉及
的广度，以及所裹挟的权力空前强大而已。如若我们将理想化的“科学”这一真
理系统作为观察的基础，那么把在此之外的一切价值、伦理、道德、秩序拿到显
微镜之下来重新考量一番乃是题中应有之意。无论结果如何，这种重新考察本
身就是对一切底线的颠覆了。但如果我们抛弃这种全然唯心化的极端唯物主
义，那也不过是在前述颠覆之外，连用以考量的标准本身都一并消解。在这一点
上，科幻拥有“怀疑”所拥有的一切力量。

那么，是不是说，“科幻未来主义”的正当性也就应当被怀疑甚至这个概念
自身也就可以被抛弃了呢？恰恰相反，单就这个提法来说讲，它确实是打开了另
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如前所述，在未来面前，亟需更新的其实不是“科幻”，而是

“未来”。
未来其实早已到来，并且我们知道它的存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变当中的

历史阶段——不是民族的国家的，而是种族的“世界”的。当下，驱动科技革新
的，早已是资本市场而非人类的好奇心；作为有限的个体，我们在生活中只能觉
察到一切产品带来的便利，其真实的影响或者刚刚崭露头角或者已被掩盖在消
费主义浪潮之下；数字化、互联网带来的绝不止于通讯传媒的换代，“全球化”带来
的全新世界图景，已然从实际上改变了我们自我身份的定义；尖端科学（而不是技
术）提供的解释系统，以及它们所蕴含的意义体系，连从业者自己都无法理解。

或许“互联网思维”、“大数据”似乎还仅仅是一些内涵缺失或模糊的无趣概
念，但它却隐约透露出，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包括思维方式在内的“一切坚固
的东西”，的确面临着即将“烟消云散”的奇点，重建则迫在眉睫。显然，对于我们
这些已经生存在未来的人们，绝大多数都还不曾做好准备，无力也无欲去真的
跳出过去的“传统”。实际上，我们有孔孟的传统，有黄老的传统，有朱熹、王阳明
的传统，有晚清五四的传统，有“三十年代”的传统，有“十七年”的传统，有“新时
期”的传统，甚至连“网络文学”也正在形成自己的传统——我们甚至连自己的
传统都不甚明了，又怎么能去面对“未来”本身？需要被颠覆的东西可不仅仅是
文明形态、社会组织方式、人类的存在形式、语言模式之类，审美取向、价值体
系、思维方式等等与前述内容相始终、甚至更加重要的东西也已经到了重新建
构的边缘。

除了科幻，还有谁能够在这样的“未来”定义新的真实和新的意义？还有谁
能够重新定义“人类”和“社会”的存在？还有谁能够赋予理念和崇高以新的内
涵？从鲍德里亚到哈拉维，或悲哀或激动，技术化的赛博格对人类全部身体和文
明的更新一再得到确认——这不是“我们”的未来，而是“未来的我们”，作为个
体的我们，以及作为人类的我们。

这实在不是“未来已经到来，只是还不为人所知”的传播学命题，而是“我们
正享受着‘未来’，只是还无法理解”——后者是一个哲学命题，但与它最接近的
形式，却只有科幻；幸运的是，我们还有科幻。

科幻未来主义科幻未来主义
□吴 岩

5 月，在北京工体雕刻时光咖啡馆二楼，果壳网未
来事务管理局第一次开会，主题是科幻未来主义宣言。
果壳网是科学松鼠会的专门网站，由一群执著理想的青
年组成。而未来事务局的建立，表明他们更关心人类的
未来。

会开得很有意思，吴岩发表了题为《科幻未来主义
的状态或宣言》的主旨演讲。吴岩通过分析他多年参与
的未来学研究并结合创作实践总结说，科幻未来主义既
是未来主义文学，也是未来学的同道者。科幻未来主义
根植于古老的人类叙事传统，可能比未来学具有更大众
的生命活力。虽然科幻未来主义者面对下层，不能完成
对上层管理者的启动，但他们期待与未来学家合作去影
响社会，而基于对人类的共同责任和使命，他们将会稳
健合作共同探索，为相互的成就赞叹并相互启发，在孕
育的创造中不断前进。

这是继陈楸帆提出科幻现实主义后，科幻领域中的
最新“宣言”。它直面当下很多问题，绝不仅仅限于科
幻，因此它是非常及时而尖锐的。具体来讲至少有几个
方面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重视。

首先，当今中国正处于对未来很迷茫的时期，人们
实际上降低了对未来的关注，缺失了上世纪 80年代的
激情。现实愈来愈沉重，从经济到社会，诸多方面存在
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正在失去未来。

其次，整个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走向保守封闭，创
造力日益缺失，难见真正的创新意识，当前亟需有新
的观念来冲击，或许科幻未未主义就是其中的一种，
它难得地保留了比较现代化的、开放、自由和独立的
思想火种。

第三，当下的科幻作家也很迷茫。《三体》后激动人心的作品不多，表
现在创造力枯竭，感受性匮乏，较多陈词滥调，缺少发聋振聩的唤起，往往
连底线和边界在哪里都不知道，更难以谈得上去打破。而这竟然比较突
出地体现在年轻一代作者的身上，确实值得警惕。或许，30年教育体制
的恶果已在发酵？

晚上，我打开电视，看到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重播斯皮尔伯格的
《AI》，这是一部感动人到哭的经典，极具颠覆性和冲击力。科幻，最终是
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要回答人是什么，心灵和灵魂是什么，爱是什么，宗教
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虚无缥缈的梦想对人类那么重要，以及人类未来是
否会走上灭绝之途等命题。这些东西，人们现在很少想。看了这部电影
后，我愈发同意大家的看法：未来预测不好，会比贪污腐败和社会资源浪
费引发更严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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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价值一个有价值的未知数的未知数
□萧星寒

2014年5月10日，我在一次科幻与未来学交叉的
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不到千字的《科幻未来主义的状态
或宣言》，不承想却引发同行关注，既然科幻界的同行
还愿意就这个话题继续展开讨论，我不妨简要梳理一
下我的观点，尽量使之清晰。这是我新近对科幻文学
发展的一些思考，虽然不够系统、不够深入，也不见得
准确，但是它真实地表达了我自己的判断以及困惑，也
许有一点讨论的价值。

1．应该为未来写作
今天，科幻作家多为自身的爱好写作、为市场写

作、为娱乐写作。这无疑是对的。科幻现实主义者关
注现实，现实的种种问题成为科幻写作者批判的对象，
这也无可厚非。但科幻未来主义者则认为，真正的未
来需要建构性的写作。要为人类打开脑洞，为迷途的
羔羊折返自由的宇宙而写作。

2.感受大于推理
科幻未来主义者坚定不移地追随感觉，让创作回

归个体心灵而非已有的知识或方法。科幻未来主义者
被心灵指引而非科学的推理指引。这使他们的创作明
显地表现出超越科学的灵光。科幻未来主义者不是未
来学家，但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思想能在未来人类
生活的变化中作出贡献。

3.思想和境界的无边性
在科幻未来主义者看来，幻想不需要边界，科幻是

没有底线或突破底线的最佳文类。即，无论是科学底

线还是人文伦理的已有边线都不会阻挡科幻未来主义
者的建构性探索。

4.没有唤起的作品是可耻的
科幻未来主义者为人写作，而不是为宇宙写作。

科幻未来主义者不把人当成宇宙的中心，但是，他们清
楚地知道地球上跟自己一样的人是创作过程中最重要
的隐含读者。科幻未来主义者创作的是大众的未来读
本，它以人对未来生存和生活的情感和态度唤起为核
心考量。

5.创造力是最终指归
科幻未来主义者不满足当前的文类状况，他们不

会孤芳自赏。恰恰相反，他们反思自己的不足，期待对
文类的陈词滥调做彻底颠覆。创造力的孕育是科幻创
作的核心潜力，没有创造力的科幻不是真正的科幻。不
但如此，在科幻未来主义者看来，没有对自己过去陈词
滥调的埋葬，就没有文类的未来新生。科幻未来主义者
期待跟世界一起重返，跟宇宙共同新生！

曾经听吴岩讲过科幻理论研究与科幻创作的关
系。他说：多数时间里，科幻理论研究跟在科幻作家后
边，亦步亦趋，作家写什么，理论研究者就研究什
么，但有时候，科幻理论研究者也可能往作家的前面丢
个手榴弹，在一片荆棘里，为科幻作家开辟出一条新的
道路来。

吴岩最近提出的“科幻未来主义”大概就是他所说
的手榴弹了，那么，科幻未来主义真的能为科幻作家开
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吗？

众所周知，未来主义是发端于20世纪初的艺术思
潮，涵盖了诗歌、绘画、戏剧、建筑、雕塑、服饰、烹饪等
诸多方面。其基本原则大体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否
定陈旧思想，尤其憎恨陈旧的政治与艺术传统；二是讴
歌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技术，主张文艺应当反映现代
机器文明。未来主义的这两点主张，与科幻基本契
合。但遗憾乃至有些奇怪的是，吴岩在解读科幻未来
主义时，引用的却是未来学的观点。而未来学是诞生
于20世纪中叶，以事物的未来为研究和实践对象的新
兴科学。科幻本身即具有未来的指向，加上未来主义，
难免给人叠床架屋之感，偏偏内容又是关于未来学的，
如果不对名与实的矛盾进行处理，重新诠释科幻未来
主义，只怕不能使科幻未来主义真正发挥积极作用。

毋庸置疑，未来学同科幻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未来
学是一门学科，而科幻是一种艺术形式，两者之间的这
种联系有多大的价值呢？美国学者凯文·凯利在《未来
学家的两难困境》一文中说：对于未来学家而言，可信
的预言都不正确，而正确的预言因为荒诞离奇而无人
相信。“无论如何，未来学家都赢不了。除非，未来学家
能游走于两者之间，正好介于合理和幻想之间，这样得

来的预言在离奇的未来便几乎能够成真。”最后，凯文·
凯利总结说，“科幻作家便瞄准了这一点，偶尔有人能
正中圆心，如阿瑟·克拉克。”由此可见，认识到未来学
对于科幻创作的指导价值，提倡在科幻中引入未来学
并非是吴岩的首创，但将其作为一个理论郑重提出，吴
岩却的确是第一人。

在科幻史上，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和宇宙学是最
早被引进科幻的，尔后数学、社会学、医学、建筑学等学
科也先后进入科幻。有的学科进入科幻，使科幻的面
目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比如阿西莫夫把心理学、史学
和逻辑学引入科幻，写出了《基地》系列，而赫伯特把宗
教学、生态学和经济学引入科幻，写出了《沙丘》系
列。那么，把未来学引入科幻，会给科幻带来什么样
的变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学科进入科幻是作为写
作对象的，而未来学进入科幻，是用来指导科幻创作
的。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是科幻常常被人诟病的原
因。虽然预言未来并非科幻的惟一职责，但如果能在
科幻中引入未来学的方法和结论，显然能增加科幻的
可信度与真实感，使之介于“合理和幻想之间”的理想
状态，进而赢得更多受众。

对中国而言，科幻是纯粹的舶来品，对其进行中国

化，是所有有志于创作科幻的人遇到的共同难题。把
未来学引入科幻，可能是解决这道难题的方法之一。

在此前的科幻创作中，显然有科幻作家运用过未
来学的方法和结论。年过花甲依然笔耕不辍的科幻作
家王晋康经过长期观察，得出一个结论：他自己是从历
史看未来，像刘慈欣这样的中年科幻作家是从现实看
未来，而年轻的科幻作家是从未来看未来。王晋康的
这种说法，可以算作科幻作者对科幻未来主义的早期
模糊认知。而吴岩提出科幻未来主义后，也许会使得
未来学进入科幻的脚步从自发走向自觉，进而在年轻
的科幻作家中，引发强烈的共鸣，形成一场全新的科幻
创作热潮。

当然，目前科幻未来主义还是一个失于空洞与概
念化的宣言，因为没有更多的作家与作品予以支撑。
已经出版的诸多科幻作品，或许只有尼尔·斯蒂芬森的

《雪崩》勉强可以符合吴岩对科幻未来主义的定义。
那么，这就是科幻在被开掘了 200 年后留下的为

数不多的空白？这就是中国科幻今后前进的方向？吴
岩丢出的“科幻未来主义”这颗手榴弹，到底是无声无
息的哑弹，还是威力无穷，能为中国科幻炸出一条光明
大道的核弹？

一切都还是个未知数。

由中国散文学会主办的首届“壶关大峡谷杯”太行散文
奖征文大赛已于4月启动。征文以千里太行山为创作背景和
主题，特别欢迎描写壶关太行山大峡谷主题的散文作品，内
容要求深入挖掘和展现太行山或壶关大峡谷景区文化内涵，
以壮美、雄奇、幽险、纯净为主要元素，表现太行山自然
美、山水美，弘扬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荣的文化旅游理念，
打造壶关“世界奇峡，天然氧吧”文化品牌，在海内外进一
步弘扬太行山精神。本次活动得到山西省作家协会和壶关县
人民政府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壶关大峡谷杯”散文大赛将于2014年9月、10月间在
太行山大峡谷景区举办颁奖活动，获奖作品也将结集出版。
凡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证及地市级以上作协会员证者可免费
游览山西壶关太行山大峡谷景区 （在景区售票窗口换取贵宾
票进入）。

征文要求：以原创散文为主，大赛设一等奖两名，奖金八
千元；二等奖六名，奖金五千元；三等奖十名，奖金两千元。

投稿邮箱：sxthsdxg@126.com/thswj2014@163.com
联系电话：010-84647781
中国散文学会征文办公室：0355—8765880

首届“壶关大峡谷杯”太行散文赛
征文启事

广 告

发掘长城历史文化之源，共筑中华民
族复兴梦想。由中国散文学会主办的“长城
散文金砖奖”征文活动已于2013年12月在
河北省滦平县正式启动。

作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万里长城在
中国人民及海外华人的心中具有崇高的不
可替代的中心地位，追溯古今，在长城内外
涌现出无数的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和精彩
华章。作为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
河北滦平县境内的金山岭长城位于距北京
市区140公里密云县与河北滦平县交界的
燕山山脉之中，全线10.5公里，是现保存最
完好的一段明长城。近年来，滦平县委、县
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造福于民奔小康快
速发展的同时，十分重视自然生态保护，特
别是对金山岭的旅游开发，特别注重对历
史和环境的保护，使得金山岭成为首都北
大门的重要旅游景区，很多到过金山岭旅
游的人离开后，都不禁赞叹曰——“万里长

城，金山独秀”。
一、评比规则
根据大赛评比规则，本届大赛征文内

容以抒写长城的历史文化、历史渊源、自然
风光、风土人情为主要题材，尤其欢迎描写

“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散文佳作，字数限
3500字以内。

二、奖项设置
奖项设散文金砖奖五名，每人奖金三

万元；提名奖五名，每人奖金一万元。
截稿日期为 2014 年 8 月 30 日，9 月中

下旬在金山岭长城颁奖。
三、投稿地址和联络方式
评奖办公室设在中国散文学会：
地址：北京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中国

现代文学馆B座208室。
邮编：100029
联系电话：010-84647781/84631691
投稿邮箱：changchengswjzj@163.com

首届“长城散文金砖奖”征文启事
为宣传中国梦，弘扬泰山精神，打造新时期泰山音乐符号，提

升泰山、泰安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由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倡导，泰
安市文联、泰安市作家协会、泰安市音乐家协会联合，在成功举办
首届泰山形象歌词征集的基础上，现继续面向全国，举办第二届
泰山形象歌词征集活动。歌词要充分融入泰山、泰安元素，展现泰
安人民勤劳、纯朴、善良的精神品质，表现泰山、泰安的历史文化底
蕴、地域特色、人文精神，宣传泰山、泰安的美好形象，每位作者限
投三首以内，歌词谱曲后播放时间应在2-5分钟。

本次活动评选最佳歌词一首，稿费一万元；优秀歌词两
首，稿费各五千元；入围歌词三首，稿费各三千元；提名歌词五
首，稿费各一千元。所有获奖作品将颁发证书。

征集活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4 年 9 月 31 日结束，
以实际收到参赛作品时间为准。

投稿地址：泰安市政大楼A2060、A2061室 邮编：271000
联 系 人：孙绪海 颜 彦
电 话：0538-6998011 0538-6991920
电子邮箱：taishangeci@126.com

泰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泰安市作家协会
泰安市音乐家协会

2014年6月23日

关于第二届征集泰山形象歌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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