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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海军：科幻呼叫市场

【作者】刘净植

  中国只有为自己心中的梦想和爱好写作的科幻作家，没有为版税写作的科幻作家，这是幸

运还是不幸呢？ 

                   ——姚海军  

  ■编者按  

  11月18日的人物在线版为您介绍了当今中国科幻小说的领军作家刘慈欣，今天，我们再通过《科

幻世界》主编姚海军及另外两位代表作家韩松、王晋康的视角，对中国科幻文学一波三折的发展历

程、喜忧参半的创作和市场现状做一个快速扫描。  

  想象力、面向未来的视野永远是弥足珍贵的。仅仅把科幻小说视为少儿文学的观念，该结束了

吧。出色的中国科幻作家及作品，已经崭露头角，中国科幻电影及科幻产业要等到哪一天才能现身

呢？  

  科幻作家谈创作  

  韩松、王晋康与刘慈欣齐名，均为目前中国科幻小说的代表作家。记者同题采访了这两位“业余

作家”，以期反映科幻小说的创作现状。我们的问题是：一、就个人角度而言，您在创作中面临的最

大问题是什么？二、就外部环境而言，您认为影响您创作的最大阻碍是什么？  

  ■韩松：科幻在中国被矮化了  

  面对自己的创作，最大的问题是时间不够。因为不是职业作家，而做职业作家的话，写科幻养不

活自己。 

  面对外部环境最大的问题是：别人总把科幻当作少儿读物。比如向别人介绍我是写科幻的，人家

总会说：“哦，我们家小孩爱看这个。”中国作协也将科幻归类在儿童文学里，国家有关科幻文学的

评奖，也是放在儿童文学类别里来评。这就引导很多人认为科幻应该写些简单、粗浅的东西。本来科

幻是可以表现很深刻的内容的，比如经典的《一九八四》，或者是比较流行的《黑客帝国》，表现了

很丰富的政治、宗教、哲学等方面的思考，这些思考不是孩子能够理解的。但是在中国，科幻被矮化

了。这是主流意识形态里一种认识的误差。 

  也许这种误差的存在是因为当初科幻进入中国的时候，就被当作普及科学知识的工具，尤其是面

对孩子。国外的科幻产生于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就像第一本现代科幻小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

斯坦》，一开始就是对人的异化、人与科学分离、女权主义等重大主题的思考。  

  韩松，1965年生于重庆。曾任新华社记者、《瞭望东方周刊》杂志执行总编等职。创作过政论性

报告文学《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和有关克隆技术进展的报告文学《人造人》。曾多次获得“银河

奖”。1991年因《宇宙墓碑》获得台湾《幻象》杂志主办的“全球华人科幻小说征文”大奖而受到瞩

目。他的作品富有文学情趣，结构精巧，内蕴深远。代表作有《2066年之西行漫记》、《红色海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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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晋康：难以与前沿科学家沟通  

  在创作中我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一、人生阅历比较狭窄，特别是对于科幻小说中不得不涉及的国

外环境不熟悉，难以把比较好的构思转化为流畅自然的生活流。二、不像国外，国内科幻作家与前沿

科学家们缺少直接的沟通，搜集资料也比较困难，所以，尤其是在写技术性的硬科幻时，难以营造逼

真的背景。三、随着年纪增大，灵感虽然不能说枯竭，但已经没有年轻时候那样灵动了。  

  王晋康，1948年生于河南，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高级工程师。1993年因10岁娇儿逼迫讲故事而偶

然闯入科幻文坛，处女作《亚当回归》即获1993年全国科幻征文的首奖。随后又获97国际科幻大会颁

发的“银河奖”。迄今已发表短篇小说40篇，长篇小说5篇，作品风格苍凉沉郁，富有哲理，善于追踪

20世纪最新的科学发现尤其是生物学发现。代表作有《生命之歌》、《天火》、《类人》等。  

  ■近十年来，中国科幻不再是“灰姑娘”  

  记者：科幻圈内普遍认为，近十年来中国科幻文学发展非常迅速，这是为什么呢？  

  姚海军：确实这十年中国科幻文学发展非常好，社会各界也给了很大的关注，它的起点是1997

年。1983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把中国科幻形容成“灰姑娘”，从那时直到1997年，中国

科幻基本上一直是灰姑娘的身份。  

  1997年，由中国科协主办，《科幻世界》杂志承办，在北京开了一个国际科幻大会，俄美宇航员

来到中国，各地媒体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报道，使得之前那么长时间人们对科幻的误解和偏见有了

一些改善。大会真正让社会开始认识科幻。从那年起，作为当时中国仅有的两家科幻杂志之一的《科

幻世界》，发行量持续攀升。很多大出版社像作家社、人文社、新华出版社等都出了一些科幻书，做

了一些推广。银河奖的设立，对中国科幻的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这十年也是国家科技

经济快速增长的十年，科幻小说是科技时代的文学，跟科技进步也是息息相关的。  

  记者：那么新时期科幻作家的作品有什么不同以往的特点呢？  

  姚海军：过去我们的作品风格可能比较一致，都是科普式的科幻，都是讲一个科学家发明了什么

东西、东西多么神奇。这十年科幻走向成熟了，风格走向多样化，也就是说出现了具有不同风格的类

型作家，突出的代表就是刘慈欣，他的想象惊人，也非常宏大有激情。普通读者会从他的作品中感受

到最纯粹的那种科幻所带来的想象力的释放和自由，学术界也会在他的设想里有所发现，上海交大科

学史系的江晓原教授的一个学生，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刘慈欣小说里有关“费米佯谬”的理论问题。北

京师范大学的学者吴岩把他的小说定为科幻小说的新古典主义，就是说他重新回归到最正统的科幻路

子上来。  

  在这十年很有影响力的作家还有韩松，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成名了。他的作品风格比较诡异，以

意境取胜，但是对现实生活有着非常深刻的关注，很有社会性。这可能和他作为新华社的高级记者、

有很深的洞察力有关。他还受到了日本科幻界的关注。  

  王晋康是获银河奖最多的作家，比刘慈欣还要多。他和刘慈欣的共性是有对未来和想象世界非常

逼真、有创造性的构建，但更重要的是，他在作品中思考了一些哲学问题，观念冲突的问题，比如他

有一篇小说讲基因霸权，讲了尖端技术的垄断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负面影响。既有很宏大的幻想，也有

很现实的经济层面的思考。  

  ■和西方相比，中国科幻的差距在于群体、生态、产业，但某些优秀作家毫不逊色  

  记者：科幻本是舶来品，我想很多读者都会很自然地问：这十年中国科幻文学创作有了这样的成

绩，但是我们和国外相比处在一个什么水平呢？  

  姚海军：每年都有人问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要从历史来看，我们的科幻其实起步很早，从清末

民初就有原创，甚至有梁启超、鲁迅这样的大人物介入其中，但是科幻在中国的发展一直曲曲折折，

受到现实和政治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郑文光等老一辈的科幻小说家写了很多作品，国内引进了像凡

尔纳还有俄国一些作家的作品，“文革”开始就停止了十年。直到“科学的春天”到来——1978年才

开始复苏，并迅速走繁荣，1983年到达顶峰，但是这时候又开始了一些对科幻的批判，说科幻是“伪

科学”什么的，很快又使科幻创作进入了冬眠期。所以它的发展总是被打断的。从现在这十年看，发

展已经非常惊人了，我们很快走完了人家多少年才走完的路程，经历了科幻小说家风格的演变，在这



么短的时间就和西方国家科幻的风格和探索的方向基本一致了。 

  但是，从群体、生态、产业链的角度，我们还有相当的差距。比如美国科幻发展那么多年，有了

一个庞大的作家群落，有经纪人，出版商，各种类型的作家，各种好恶的编辑和评论家……它是一个

非常完备的产业链，畅销书非常多，科幻片产值非常惊人。而中国科幻长期处于一个杂志的阶段，我

们关注的还是《科幻世界》发行量有多大，我们在图书出版方面还很弱。这无法让更多的作家脱颖而

出，没办法创造畅销书作家，没办法创造各种各样的商业奇迹，那么它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如果我

们现在走到了图书时代，优秀的作家就会通过市场的淘洗冒出来，成为畅销书作家，成为一个标杆，

从而让更多的读者和社会力量关注科幻，也就具备了下一步向影视发展的前提。要是拿不出一个好作

品，谈中国的科幻影视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从作家群体来说，美国的科幻作家群落非常庞大，而且都是成年人，思想更加成熟，对社会的理

解和批判都不同于我们的年轻作者。我们的大量作者都非常年轻，有大学生，或者毕业不久的年轻

人，甚至有中学生。他们有自己的优势，思维很活跃很青春，文字有特色，但是他们对于人类未来的

思考，显然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我们如果单拿出一个最优秀的作家和西方作家比，我不承认有这种

差距，因为我十年做这个行业，看了大量作品，我们的有些作家不论是文学技巧、想象力，还是对社

会和人类未来的思考，都可以说中国有最棒最优秀的科幻作家。像刘慈欣好的作品跟国外的大作家

比，毫不逊色。这也是我一直对中国科幻保持乐观态度的原因。只是我们最棒的作家屈指可数，我们

的作家群体还不够大。  

  ■二十几年没有一本书的销量超过5万册，这就是中国长篇科幻小说的现状  

  记者：但即便像你说的最成熟最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显然也没有成为

畅销书，他们并不为大多数人熟知，这是为什么呢？  

  姚海军：这就是我要说的问题，我一直想尽力为中国科幻由杂志时代进入到图书时代做一些工

作。所以我在2004年的时候启动了一个“科幻世界视野”工程，我们购买了大量国外的版权，我们自

己要发展先要了解学习别人。中国的出版社以前也做了很多引进工作，但是都缺乏系统性，因为他们

仅仅把科幻当作可能有市场潜力的项目，并没有花更多精力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推广。但我们不一

样，我们是依托科幻而生存的，中国科幻发展得好，我们作为媒体自然发展得好，中国科幻发展不起

来，我们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是逆天而行。我们想用5年的时间引进100部西方优秀的经典作品，打开视

野，这部分的市场不一定好，但这是我们百年科幻的宝贵遗产，是我们要学的精华。同时我们也要关

注市场，所以引进100部现今国外流行的科幻，了解他们今天的写作风格和作家状况。第三部分就是做

原创作品的出版，真正我们期望的有收获的还是这块，计划在5年的时间出版30本原创。但是现在5年

的时间到了，引进的部分都做到了，原创只出版了十几本。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姚海军：就是你刚才说的，中国作家的作品在市场上能有多大的认同？80年代短期的辉煌不具备

可比性，《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出版是以百万计的，但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文学书的出版都是百万计

的，随便一本科幻小说出来都是以十万计的。而在1983年到2006年这23年期间，没有一本原创科幻小

说的出版超过两万册的，我都担心自己的统计可能不准确，怎么可能这么低呢？所以保险一点来说，

中国科幻这二十几年没有超过5万册的，这就是中国长篇科幻小说的现状。这样谁会去投入科幻小说的

创作？中国只有为自己心中的梦想和爱好写作的科幻作家，没有为版税写作的作家，这是幸运还是不

幸呢？  

  我们是做杂志的，杂志和图书的发行渠道不一样，做图书不是很有信心，所以一开始做书，我们

和中国最好的两个出版社合作，想把书稿加工好了，把国外的作品给一家，把国内的作品给另一家。

我们希望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和推广能力，让作品能在市场上取得应有的价值。但是合作的结果都不太

成功。  

  记者：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姚海军：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科幻只是他们大量出版物当中一个很小的门类，只是一个尝试，

他们投入的人力、精力、宣传等财力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所以后来我就说科幻必须我们自

己做。当然阻力非常大，我们发行部也说肯定赔钱，不肯做。当时作家阿来还是社长，他也非常支

持。但老总支持你也不一定能做到，关键是要有人跟你配合，我们为此换了三个发行部主任，第三个

主任说，我们试试。我们就试试看了。  

  ■中国科幻没有得到市场的承认、得到应有的回报，我觉得很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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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这种尝试应该是很有风险的吧？  

  姚海军：我们出版的第一本原创小说，是杭州的一个叫钱丽芳的中学教师的处女作《天意》，是

对中国古代的一段历史加以想象的作品。当时我们简简单单就把这个书做了，只在我们的杂志上做了

宣传。结果当时是《成都商报》的一个记者写了一篇小报道，说她是“中国的罗琳”，一下子包括北

京的媒体都关注到了，那本书首印只有三万，后来发到18万册。那段时间我们发行部的电话都被打爆

了，从来没有那样的感觉，以前发书都是求人家，但这次都是人家找来要书。18万册在畅销书中是不

值得一提的数字，但是这对中国科幻非常重要，它是23年来中国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它确定了

作家团队的信心，对发行商也是一个信心。  

  到后来出书就相对比较顺了，我们开始向既定的目标行进， 2003年开笔会的时候说过，我们做原

创出版5年时间要达到这个目标：卖得好的书能卖到三万册，作者能拿到三万多的稿费，对一个业余创

作者已经算是一笔收入了。所以《天意》的出现对于这个产业链是具有很大的作用的。  

  记者：那么在《天意》之后，中国科幻作家的畅销渠道打开了吗？  

  姚海军：18万册，也许是机缘巧合，一个偶然的报道可能起了作用，当然那个小说也不错。但现

在原创科幻的发行还是没有很大的突破，大部分书也就是三五万册。这个量如果从做科幻的角度来讲

已经是很大的成就了，但是从整个图书市场的范围来说就没法比了。刘慈欣是个特例，他的书都能卖

到5万册以上，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电影公司在寻求合作。像他这样的作家，推广做得更好一点，应该

比现在要好得多。中国科幻没有得到市场的承认，得到应有的回报，我觉得很不公平。  

  记者：我看到有报道说，2006年作家阿来离开《科幻世界》的原因除了没办法写作之外，还有就

是对投入难以得到回报的科幻市场环境感到失望？  

  姚海军：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同的。我认为客观的大环境会越来越好。  

  去年我们在成都开国际科幻大会，来了很多国际上的大作家，比如英国的尼尔·盖曼等人。开幕

式上，广场前后围的全是人，而且都是年轻的面孔围着他们。他们很感慨地说，世界科幻的未来在中

国。这一方面是客套话，另一方面也说出一个现实问题——西方的读者群都是成年人，热情也很高，

但是没有像我们这样的表达方式，国内的年轻人都热情得发狂。我们说国内科幻作家的年轻是劣势，

但也是优势，所以这句话一分为二地理解。  

  另外有意思的是，每次我出差只要在网上公开行程，就会有不同行业的人联系我、找到我进行沟

通，这非常重要，科幻不再孤苦伶仃。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在关注和参与中国科幻的发展，这在上

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几乎是不能想象的。有了好的条件，就看我们这些产业推动者，能不能做好了。  

  姚海军：1988年自创以科幻评论和科幻动态为主的杂志《星云》，1997年进入《科幻大王》做编

辑，1998年进入《科幻世界》，现为该刊主编。参与策划启动“中国科幻世界视野工程”，并任该工

程的三大支柱丛书“世界科幻大师丛书”、“中国科幻基石丛书”和“流行科幻丛书”主编。  

  《科幻世界》：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专业科幻出版机构，旗下拥有《科幻世界》、《飞·奇幻世

界》、《科幻世界·译文版》和《小牛顿》四种畅销期刊及幻想类图书项目。在中国幻想类期刊市场

上，稳定保持着95%以上的市场占有率。《科幻世界》杂志以发表科幻小说为主，一年一度的“银河

奖”是代表中国科幻创作水准的最高奖项。曾举办“97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和“2007中国（成都）国

际科幻大会”。 

【原载】 《北京青年报》 2008-11-23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

新研究中心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

研究中心为校级研究中心，由中

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西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前身是

1956年9月建立的绍兴中等师范学

校的语文教研室，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