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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在2012年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科幻高峰論壇上，我提出了「科幻在

當下，是最大的現實主義。科幻用開放性的現實主義，為想像力提供了一個窗口， 

去書寫主流文學中沒有書寫的現實」，試圖策略性地為中國科幻發展尋求突破口。

但這並不是「科幻現實主義」在中國科幻史上的首次登台亮相。

早在我尚未出生的1981年11月12日，鄭文光在參加文學創作座談會時便提

出：「科幻小說也是小說，也是反映現實生活的小說，只不過它不是平面鏡似的反

映，而是一面折光鏡⋯⋯採取嚴肅的形式，我們把它叫作科幻現實主義。」當時鄭

文光先生的主張針對的是對於科幻到底姓「科」還是姓「文」的論爭，儘管在上世紀

80年代以科學派的勝利告終，也中止了改革之後短短五年的中國科幻發展小高

潮，這一論爭延續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語境不同，然價值猶存。

在這裏不得不提到的語境是，中國大部分讀者對於科幻的認知與審美偏好，

局限於興盛於二十世紀40、50年代美國本土的「黃金時代」作品，包括耳熟能詳的

三巨頭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海因萊茵（Robert A. Heinlein）、克拉克（Arthur C. 

Clarke），以及一系列帶有濃厚科學主義色彩與理性主義信仰的作品。回歸到歷史

現場，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美國舉國科研力量投入火箭、原子能與太空探

索，借助經典物理強大的解釋模型，理論研究對科技實踐產生不容置疑的引領作

用，而科學強國、技術爭霸更是成為普通美國人的日常生活一部分，這給了「黃金

時代」風格科幻小說一個歷史性的發展契機。

而這與上世紀80、90年代到新世紀初的中國社會主流基調產生了奇妙的共振

與迴響。一個極端的後果就是，在西方的科幻「軟」、「硬」之辯過去近 六十年之

後，我們有一批所謂「原教旨主義」讀者還在用機械的二元概念來定義自己的閱讀

偏好，甚至建立起一套科幻圈內部的次文類「鄙視鏈」。不得不說這與上世紀50年

代學習自蘇聯老大哥的文理分科教育制度所造成的人文與科學素養割裂高度相關。

遺憾的是，這樣的偏狹眼界與刻板印象不僅阻礙了中國科幻走向更廣闊的市

場，也削弱了作者探索更多元化題材與風格的決心，當然，受影響最大的還是讀

者本身，如何從童年／青春期的閱讀經驗中不斷自我挑戰與成長，去嘗試接受更多

不同於「黃金時代」風格的作品，並學會欣賞參差多態的想像之美，這是成長的必

經之路。

從科幻現實到現實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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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兩個問題我們依然需要回答——何為科幻？科幻何為？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每一個文藝理論或文學概念的提出，都必須放回到

歷史現場，都是對當時當地特定問題的反饋；其次，任何文類自身主體性的確立

必須建立在與他者的互動下才能得到確認，科幻小說存在着多種不同維度的二元

對立的坐標體系：現實／虛構、科學／人文、民族／舶來、歷史／未來⋯⋯

我們需要理解，新一波中國科幻高潮背後的歷史動力學原因：綜合國力上升

以後國人開始尋求主體性與話語權的背景下，經濟高速發展的技術社會場景提供

了科幻小說發展的良好土壤，人們對新興科技的開放包容以及飛速變化的現實語

境是「科幻現實主義」得以立足的原因。在這個意義上，科幻完成了與傳統經典文

學的對接，對正在發生或者可能發生的後現代和後人類（posthuman）狀態做出書寫

和探討，表現為科幻從邊緣到接近舞台中央的突圍，無論是從文學類型變動的內

部視角，還是全球化文化交流的外部視角。在此過程中，中國科幻作家們也嘗試

以從個體帶動群體的方式尋求突破，以期中國科幻的高峰能成為一股持續性的浪

潮而非運動式的曇花一現。

我們更要重視，當下外部環境對科幻的過熱期待與科幻自身發展滯緩之間的

矛盾。中國科幻需要實現「跨界」、「出圈」與「升維」。「跨界」是指科幻在不同學科

領域之間產生交流對話的功能；「出圈」是指怎樣在市場受眾的角度上突破原有圈

子抵達一個更廣闊的市場（劉慈欣的《流浪地球》與《三體》便是最好範例）；「升維」

則說的是科幻怎樣從對現實的反映再到對現實的思考之探討，到最後是否有可能

進入干預現實的一個層面，它是一個從文學到現實的升維。

也正是同一年（2012），我完成了長篇小說《荒潮》的創作，將由於電子垃圾回

收遭受嚴重環境污染和身心損害的現實藍本——潮汕貴嶼，變形為近未來的後人

類賽博格（cyborg）「硅嶼」，並在十年間，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版本在全球發行，

見證了電子垃圾問題從隱蔽的地下狀態進入主流視野，中國2018年禁止洋垃圾進

口，東南亞及更多全球南部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爆發「垃圾戰爭」的歷史性轉折。

我收到了許多來自泰國、南非、印度甚至美國本土的讀者反饋，表達他們如何經

由閱讀科幻小說，開始理解自身複雜處境，進而對地球另一端的陌生人群產生共

情，乃至改變自身生活及消費習慣。

2017年開始，我用CNN（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卷積神經網絡）與LSTM 

（Long Short-Term Memory Network，長短期記憶網絡）訓練出能夠模仿人類寫作的算

法模型。AI程式「陳楸帆2.0」可以通過輸入關鍵詞和主語，來自動生成每次大約幾十

到一百字以內的段落，我與它共同創作的作品《出神狀態》，甚至還贏得了一座由AI

評委評出的獎杯（第二名是莫言先生的《等待摩西》）。這讓我醒覺到，未來的機器將

更深入地捲入人類寫作和敍事中，未來的文學版圖也會變得更加複雜、曖昧而有趣。

在這十年間，我也更深刻地理解了科幻文學如何能夠突破地域、語言、文化

乃至意識形態的差異與隔閡，來達成更廣泛共識的特殊魔力。它天然具備一種主

體間性的狀態，可以促進不同主體之間流動、轉化、交流、理解。科幻文學作為

一種敍事的藝術的文類，既是賦魅的又是祛魅的，既是人文的又是科學的，這正

是其流動性的魅力和趣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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