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慈欣获奖，华语科幻受关注
□余沪生

刘慈欣的 《三体》 获得美国雨果

奖，让人感到最吃惊的在于，竟然有

那么多的中国人知道这个大洋彼岸的

奖项，并能明白此事的重大意义。而

且，这次的不同凡响，是一向只能向

欧美致敬的中国科幻，杀入了科幻的

大本营美国，并拿到了最高奖。当然

了，这后面有一点不能不说，那就是

美国科幻文学界对海外的开放度真是

比较大。

获奖的理由，最主要的还是在

于，《三体》作为科幻小说，写得确实

好。它的好，不仅在于它的想象力丰

富和科学构架合理，把宇宙写得十分

复杂，而更在于它善讲故事，把这么

复杂的宇宙说得如此简单，在简单之

中又很有料，是史诗性的，是东西方

都可以懂得的。这样的科幻作品，近

年实属少见。另外，是刘宇昆的翻译

水平高。刘宇昆是华人，也是获得雨

果奖的科幻小说作家。

说起来，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

的科幻作家，在西方引起较大反响

的，以前还比较少。印象比较深的是

波兰的莱姆，他的 《索拉里斯》 足以

媲美西方大部分科幻杰作。日本也有

一些很好的科幻作品，整体水平应在

中国之上，但是，可能是缺乏像刘宇

昆这样优秀的译者，近来也很少在西

方引起大的反响。所以刘慈欣获雨果

奖，的确是提振士气了。

应该看到，这次获奖的是《三体》第

一部，在整个《三体》三部曲中，还不算

最好的，因此可以期待，随着第二部《黑

暗森林》和第三部《死神永生》的翻译出

版，刘慈欣的作品还会继续在美国乃至

西方引起较大关注。

这里有一点需要提到，近年来，华

语科幻出现上升趋势，像刘宇昆、蒋丰

楠等直接用英语写作的华人科幻作家

连获雨果奖、星云奖，作品质量非常

高。中国大陆作家陈楸帆也凭《丽江的

鱼儿》在前年获得世界科幻奇幻翻译奖

（译者也是刘宇昆）。另一位大陆科幻

作家夏笳的作品最近刊登在英国《自

然》杂志上。还有不少科幻作家的作品

也被译成英文、日文等，形成了一个比

较强的崛起趋势。而国内像刘慈欣这

样的实力派硬科幻作家，还有好几位，

他们的一些作品放在世界上看也的确

不差，有的雨果奖、星云奖作品跟他们

的相比倒是不如，但可能运气不如大刘

那么好罢了。

相形之下，欧美作为科幻的发源

地，其创作却有下滑的势头。无论看原

著，还是读近年国内翻译的一些作品，

包括有的获奖小说，感觉生涩乏味，没

有了黄金时代那样的震撼力，也缺乏新

浪潮时期的开创性，从科学内核、想象

力和文学性等多方面来讲，的确都不怎

么样。一边上升，一边下降，刘慈欣获

奖的可能性增大了。

回头看，科幻仍是小众，是小圈子，

像《三体》这样在较大社会范围内引起

轰动的科幻小说，全世界也很难找出

来。日本曾有《日本沉没》可以相比。

另外，雨果奖在美国也比较小众。有的

作家没怎么得奖，比如菲利普·迪克，一

生只得过一次雨果奖，但他的作品，现

在看来大部分是经典中的经典，比有的

拿奖拿得手软的作家还厉害。

那么，像《三体》这样的优秀科幻作

品，应该在主流文学中占据怎样的地位

呢？正如美国的一些优秀科幻，也能获

得国家图书奖，并在文学史上留下名

字，小说是不是只有好小说坏小说之

别，而并无纯文学与类型文学之分？抑

或相反，科幻就是科幻，有自己的标准，

有自己的审美趣味，与主流文学本来就

是陌路人？《三体》获奖引发更多的讨

论，总归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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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风云未觉远
——访作家刘江

2015北京国际出版论坛举行
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揭晓

一位老人，他出生于1918年，足足走过了将近百年

的岁月。这一百年，正是中华民族从水深火热的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走向独

立、自主，又通过改革开放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并向着

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前行的沧桑巨变的一百

年。这百年的历史进程，他都是亲历者和见证者，他的青

春是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抗战岁月中度过的，他一生

著述500万言，几乎都是书写太行的历史人物和故事。这

位老人就是长篇小说《太行风云》的作者、作家刘江。

在历史的洪流中成长

初夏时节，我来到刘老雅致的书房进行采访。刘老昂

然一副革命岁月练就的高大铁身板，苍颜白发，说话中气

十足，握手时力道很大，一口气说了两个小时，几乎轮不

上我插话。我带了一本新著《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向他

请教。知道这部书是从红军东征山西写起，描述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到中共和阎锡山在太原合作成立

“牺牲救国同盟会”结束，刘老手抚封面，陷入回忆，话题

便从他1936年11月参加“牺盟会”讲起。语调的慷慨激

昂和眼里依然燃烧的激情，让我深深地感受到那段峥嵘

岁月在他的百年人生和文艺创作中注入的无限活力。

刘江的个人命运，从一开始就被历史的潮流所挟裹。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社会动荡，导致这个12岁的

读书少年失学，不得已回家放羊，后来又到和顺县粮税局

当了小杂役，干活、做饭、倒夜壶，成为了劳苦大众的一

员。1936年2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从

太原到各个县城都气氛紧张起来，天天能够听到红军打

到何处的消息，当官的都卷铺盖跑路了，19岁的刘江只

好再次回到村里务农。

我在《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里对这一时期的山西政

治局面做了详细描写，尤其阎锡山用成立反共保卫团等

措施，辅以铺天盖地的反共宣传，像刘江这样的青年农民

更是防共保卫团的洗脑对象。但他学过文化知识，对自己

的人生道路和信仰选择有了很强的自觉性。东征红军西

渡回陕后，中共和阎锡山通过“牺盟会”的形式开始公开

合作抗日，1936年11月，“牺盟会”组织一批临时村政协

助员进入山西农村，向各阶层进行宣传工作，唤起群众的

爱国热情。在刘江所在的二三百户人口的小村庄，有6个

农民参加了“牺盟会”，刘江就在其中。他们填写表格，然

后接受培训。1937年10月，刘江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1月，太原沦陷，作为有政治觉悟、抗日情绪高、有文化

的优秀青年，刘江受训后被派回村里宣传抗日，并担任村

长，负责组织自卫队和民兵。

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句话非常适

合作为早年参加革命的刘江的写照。1938年初，20岁的

刘江正在和顺县城的“牺盟会”小学教员集训班学习，组

织找他谈话，要调他到县委机关工作。原来当时晋冀特委

驻地在和顺，特委书记陶希晋为了更好地在太行山区宣

传革命、发动群众，决定办张报纸，需要调一些学过文化

的党员缮写报纸或者做通讯员。5月，太行战地快报《胜

利报》创刊，刘江奉命来到编辑部，被分配到缮写组写报

纸，月薪两块钱。这个活儿很辛苦，并且不如当小学教员

待遇好，积极性不高的人不断地离开，但刘江党性强，他

留了下来。太行山上条件艰苦，能找到的纸都被用来印了

报纸，写报纸用的纸、墨和小毛笔都需要去太原采购，想

找一张四条腿全乎的桌子都不容易，找张平整的桌面就

更困难，写错一个字整张报纸就得重来，动不动就会在版

面上留下手纹。常常是，缮写人员写着报纸，印刷工人在

一边提醒：“先生们，老爷们，把你们的‘爪爪儿’拿开些

哇！”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记者和通讯员们把采访

稿交回来，刘江他们缮写组的再把稿子写到报纸上。报纸

就在大山里印刷，印出来后用骡子驮到山口，分拣成小

捆，改为人力用扁担担着走，每五六十里地设一个发行

站，再由发行站往各个村落里发行。

抗战岁月里，行军、作战、转移、背粮食、反扫荡，往往

在一个村子里住不了几天，就要打起背包转移。碰上反扫

荡，几天几夜不能休息，但报纸照样得按时出版。在长期

的缮写工作中，刘江很用心地学习着写作知识和技能，比

如首席记者李庄对刘伯承司令员的专访，就是他缮写的，

作为第一读者，他倍受鼓舞，并渐渐萌发了当记者的念

头。1941年底，晋冀特委《胜利报》和华北《新华日报》合

并，发行范围扩大到整个晋冀鲁豫全区，晋冀鲁豫边区政

府以《胜利报》的发行网和人员为基础建立了交通总局。

报纸也改为铅印技术，把刘江从缮写工作中解放出来。他

是个能文能武的人才，放下笔背起枪就是报社的战斗队

员，每次战斗，他都积极打前锋，或者组织大家突围。

1942年 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

出动大兵团突袭八路军前敌指挥部，左权将军负责断后，

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

转移，其中就包括华北《新华日报》社的编辑、记者们。

刘江深情地回忆起5月25日左权将军牺牲的情景：

那天天刚亮，头上日军的飞机像蝗虫一样遮住了天空，四

面都有机关枪的火舌在扫射，掩护部队和报社人员在左

权将军指挥下进行突围，在辽县十字岭激烈的突围战斗

中，左权不幸被炮弹弹片击中头部牺牲，包括总编辑何云

在内的《新华日报》40余名骨干同时牺牲。部队化整为

零，背着枪的校对科人员刘江带领报社残余人员向着深

山里转移，突围后他被授予“战斗模范”称号。毛泽东在抗

日战争时期的《左权军事文选》里说：“左权他吃的洋面包

都消化了，这个人硬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左权是

年轻的刘江一直崇拜的笔杆子、枪杆子都硬的抗日英雄。

创作始于战火中

1943年，刘江如愿以偿地从校对员成为记者，实现

了自己的梦想，足迹踏遍太行抗日根据地，采访报道了无

数抗日英雄的事迹。这也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厚

实的生活基础。4年后的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

党中央从延安战略性撤离后，密电晋冀鲁豫边区成立邯

郸广播电台，以新华广播电台的名义继续播报。刘江作为

新闻战线的骨干，又被从《新华日报》抽调到广播电台去

当编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在太行人为没有大功率

无线电台发愁的时候，一架国民党飞机错降到解放区的

河南焦作，被人民解放军缴获，把飞机里面的三台收发报

机拆下来给了广播电台，由工程师王士光把一台350瓦

功率的收发报机改装成了短波无线电台。就在胡宗南占

领延安的第二天，国民政府正在举国欢庆的时候，太行山

上发出了“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台号呼叫和播音，

使国民党和胡宗南如坠五里雾中。这段历史，后来被改编

成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最珍贵的青春和热血澎湃的岁月都是在太行山革命

根据地度过的，这对刘江的一生都是至关重要的宝贵财

富，也成为他一生书写不尽的文学素材。正是在“陕北新

华广播”重新在太行山上发声后，刘江开始了他的文学创

作，尝试着在根据地的《太行文艺》上发表小说了。

解放初，刘江先后担任《太原日报》总编辑、山西人民

广播电台台长兼总编辑、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局长，业务、

政务繁忙，然而，太行山的烽火岁月一直在他的脑海之中

挥之不去。1958年“山药蛋派”领军人物赵树理从北京归

来，和时任山西第一省委书记陶鲁笳还有刘江座谈，刘江

谈了自己打算创作一部描写太行革命风云的长篇小说的

构想，得到了赵树理的鼓励。转年就是新中国成立十周

年，为了向国庆献礼，刘江利用每个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开

始了创作。同年他当选为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其后他又先

后担任山西省新闻出版界局长、山西省文化厅厅长、山西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行政职务，然而始终笔耕不辍，在半

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写出了《太行风云》《烽火摇篮曲》

等500多万字反映当年太行革命历史风云的作品。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到来之际，这个见证了中国由积贫积弱到国强民富

的沧桑巨变的世纪老人，依然葆有充沛的生命力量，他每

天写文章、练书法，还在力所能及地参加着文化活动，那

段峥嵘岁月炼就的青春活力依然在他的身体里激情燃烧

着。听着他的动情讲述，抗日战争的硝烟仿佛还没有散

尽，我们要铭记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奋斗牺牲

的先烈们，永远铭记他们的不朽功绩。 （李骏虎）

本报讯 8月22日，在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市举行的第73

届世界科幻小说大会上，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

获得科幻文坛最高荣誉雨果奖，这是中国人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为纪念20世纪世界著名科幻作家雨果·根斯巴克，由世界

科幻协会颁发的这一科幻文学奖项被命名为雨果奖。本次获长

篇小说类雨果奖的是英文版《三体》系列的第一部。作为译者的

刘宇昆代表刘慈欣参加了本届世界科幻小说大会并上台领奖。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系列（又名“地球往事”三部曲）由

《三体》《黑暗森林》《死神永生》三部小说组成。故事视角宏大，

从中国视角讨论科幻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人类和宇宙的命运。

英文版《三体》去年在美国出版后，掀起一股中国科幻热，先后获

得星云奖、雨果奖、轨迹奖、坎贝尔奖、普罗米修斯奖5个国际幻

想文学奖项提名。《三体》系列第一部的英文版在亚马逊电子商

务网站上所获评价平均为四星半（满分为五星），书评人和读者

对《三体》的好评均占多数。

《三体》曾荣获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

奖。刘慈欣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谈及了科幻小说与孩子的精神世

界的天然联系。他说，正是孩子对宇宙的好奇和对新世界的向

往，构成了科幻文学的精神核心。愿中国的科幻小说与孩子们

一起成长，以科学和想象为双翼，带着他们遨游星空。

从刘慈欣获奖可以看出，中国科幻文学越来越受到关注。

长期以来，中国作协所属期刊社大力推介科幻文学作品。《人民

文学》在2012年 3月号上集中刊发了刘慈欣的4部短篇作品

《微纪元》《诗云》《梦之海》和《赡养上帝》，引起业内的广泛关

注。李敬泽曾说，科幻文学从科学的角度对宇宙和人类的可能

性进行探索，展现出一种丰富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是社会发

展的重要动力。近30多年来，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一些优秀的科幻小说家，可以到世界性的平台上参与

想象力的竞争”。

本报曾推出《对宇宙的敬畏是科幻文学的动力》等对刘慈欣

的访谈评论文章，展现《三体》的创作历程及其在当下的独特性，

深入探讨科幻文学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还组织了刘慈欣、韩

松、吴岩等作家评论家在中国作家网上就“走向世界的中国科幻

文学”的主题与网友进行交流。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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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广泛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8月21日至24

日，四川省双流县委宣传部、县文联举办“文艺名家看新双流”活动。中国

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朱丹枫、四川省作协党

组书记邹瑾出席活动。

吉狄马加对此次活动给予充分肯定。他谈到，全国各地作家艺术家

实地参观、考察双流，将收获丰富的创作素材。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

活，思索在发展中如何留住乡愁、保存我们的历史，在城镇化、现代化的社

会进程中如何提炼体现时代精神的文艺主题，精心创作，抒写出真正无愧

于时代的好作品。

在为期四天的活动中，来自全国各地的27位作家艺术家深入农村、

社区、企业采访，感受新双流创新农业发展带来的喜人变化，了解双流县

经济发展、城乡规划统筹建设的成就，对当地悠久的历史文化赞不绝口。

他们表示，将对此次双流之行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作进一步提炼、挖掘，

争取创作一批有深度、有影响力的文艺作品。 （宓 月）

作家艺术家走进双流

本报讯 8月21日，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在当年的平

西抗日根据地斋堂镇，中共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宣传部、北京市作协、首都

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张志民诗歌创作研讨会”。高洪

波、刘恒、王升山、吴思敬、杨匡汉、骆英、沈奇、马淑琴等诗人、学者与会。

1947年，张志民写出《王九诉苦》《死不着》等长篇叙事诗。此后，他

的诗歌创作一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先后出版《死不着》《祖国，我对你说》

《梦的自白》《自赏诗》等多部诗集。与会者谈到，张志民在抗日战争的烽

火中投身革命，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矢志为民，以时代的亲历者和受害者

身份写下一系列具有民族和时代特色的诗作，显示了诗人与时代同在、与

人民同歌哭的精神质地。这对当前诗歌创作具有方向性的启示意义。与

会者还就张志民诗歌创作的历史分期、写作资源、美学风格及其所开创的

诗歌道路等问题展开了交流。 （许敏霏）

张志民诗歌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8月23日，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的《尚长荣京剧唱腔精

选》在上海书展首发。

《尚长荣京剧唱腔精选》由上海音乐出版社、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

社出版发行,是对艺术家尚长荣演唱作品的一次较全面的整理。该书从尚

长荣众多作品和唱段中择取了50余段，共分为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

戏和综合等4个部分。其中包括《御果园》《大回朝》《牧虎关》等多个传统

花脸唱段和昆曲《醉花阴》、徽调《水淹七军》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尝试，以及

他早年在陕西根据小说改编的《延安军民》《青杨寨》《秦岭长虹》等优秀新

编剧目等。此外，还有他加盟上海京剧院以来创作的“三部曲”《曹操与杨

修》《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以及根据莎士比亚剧作《李尔王》改编的

《岐王梦》等。每个唱段后面都配有简要的说明文字，以帮助读者了解剧

目、唱段的来龙去脉和唱腔特点。同时与选集配套出版的还有两张CD和

一张DVD，分别涵盖本书中部分唱段的音视频资料。 （欣 闻）

《尚长荣京剧唱腔精选》首发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在第2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举办之际，8月25日，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联合主办，中国图书

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承办的2015北京国际出版论坛在京举

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出席论

坛并致辞，中宣部副部长庹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

长吴尚之及20余位中外出版人、专家学者发表了主题演讲。

作为每年北京图博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北京国际出版论

坛至今已举办了11届。本届论坛以“出版国际化的战略选

择”为主题，并围绕主题举办了“‘一带一路’与出版业的机遇

和挑战”、“出版业与资本的融合”、“互联网与大数据背景下

的阅读与出版”三场平行分论坛。与会者结合各自实际，从不

同角度探讨了新时期出版业发展的国际化新趋势与动态、新

方式和策略，力求为国际出版合作提供新思路新想法。

在同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

奖正式揭晓。经评审，共有20位外籍或外裔中国籍专家获

奖。其中，澳大利亚汉学家马克林、澳大利亚翻译家梅约翰、

加拿大旅华作家李莎、法籍华裔翻译家程抱一、法国汉学家

白乐桑、德国汉学家施寒微、荷兰翻译家伊维德、老挝作家西

昆·本伟莱、蒙古国翻译家其米德策耶、波兰出版家阿达姆·

马尔沙维克、俄罗斯翻译家列·谢·彼列洛莫夫、斯洛伐克翻

译家黑山、西班牙凯伊拉斯出版社社长安赫尔·费尔南德斯·

菲尔默塞耶、美国纽约大学出版中心主任罗伯特·巴恩施、美

国汉学家艾恺等15人获得本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埃及

出版家艾哈迈德·赛伊德、缅甸籍华裔翻译家光民、匈牙利翻

译家宗博莉·克拉拉、约旦作家萨米尔、美国翻译家艾瑞克·

阿布汉森等5人获得本届新增设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

年成就奖。当晚，颁奖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