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京港交流的橋樑上搭啊搭啊搭，邀請
更多的老師和更多專家……
「下一個討論的問題是：數字經濟和元
宇宙經濟是什麼關係？請各位嘉賓分享一
下。」圓桌沙龍嘉賓主持人龔才春博士
（武漢元宇宙研究院院長、北京信息產業
協會元宇宙專委會主任 ）向我們問道。
聽到這問題，我心裏不禁咯噔一聲，坦率
地說這個問題我確實沒有之前思考過。
這次參加圓桌沙龍本來是準備分享回香
港各種科技文創論壇展會的見聞，沒想到
是問這麼嚴謹的學術性問題，其實，這問
題真不太好回答，因為概念性及不確定性
都是挺強的，尤其是在社會沒有產生普遍
共識的時候。但也是正因如此，才值得提
出來探討，龔博士果然是高屋建瓴。每個
人知識結構領域不同，我只好硬着頭皮回
答，先指出我認為元宇宙經濟是數字經濟
的子集，然後順着剛才分享香港見聞包括

施政報告、虛擬資產政策宣言、財政預算
案、香港Web3和數字經濟峰會的時間
線，左右而言再說了一些香港的見聞、香
港發VASP牌照及有機會推出數字港幣的
消息，最後一句話總結了在數字經濟新基
建這階段過去後，我依然認為內容為王的
觀點。
這種突發性要馬上回答之前沒有想過的

問題，是非常棒的，因為可以刺激和碰撞
思維火花，不怕臉紅耳熱，不怕和其他人
觀點相反，就怕沒把問題和答案打開來
談，因為本來都是從不確定性中一起往確
定性再推進一步，最後也不一定有共識的
答案能弄出來。另外，我感覺尤其是在AI
及GPT時代，當AI再發展到回答問題更
精準的時候，我們人類接下來，問好問題
本身將越來越比回答好答案重要。
我不太滿意自己之前的答案，因為腦洞

被打開了，在本篇再挑戰一次這問題。首

先，這問題得設定「大前提」是弄清楚後
能更好地把經濟真正搞起來，不然這問題
就沒有實際社會意義了。
我們一個個類別取出來歸納分類，數字

經濟範圍理應更廣，例如產業數字化的增
量部分，綠色金融、科技金融、智慧城
市、智慧政務，都屬於數字經濟，部分重
疊元宇宙經濟，例如數字孿生的智慧城
市，既然「小前提」是子集關係，在虛擬
元宇宙空間裏發生的經濟活動和交易，同
時屬於數字經濟和元宇宙經濟。最後，以
「問題回答問題，開放式探討結論 」就
是有什麽是例外的？即數字經濟裏非元宇
宙經濟的是什麼？層次和邊界需要劃清。
假設把元宇宙限定是純虛擬空間，在IRL
（In Real Life真實世界 ）的交易流轉，
其他的就不屬於元宇宙經濟了？那現在的
電商怎麼算？用元宇宙展示商品再轉跳到
電商App的行為又怎麼算？在純虛擬空間

裏是否只以單一虛擬幣或代幣就可交易？
能否應否設更多其他規則？等等，都可以
再深入思考。
這次沙龍是盈科律師事務所舉辦的「數

字經濟合規法律論壇暨盈科北京數字經濟
法律研究會成立儀式」，眾多高手雲集。
眾所周知，律師都是高知群體，邏輯縝
密，尤其是有前瞻性又能跨產業或行業界
的，能破圈的律師更是鳳毛麟角。
圓桌沙龍主題分別是「元宇宙經濟體系

構建」，龔才春博士、北京工美楊誌普老
師、王運嘉律師、陳紅律師、「數字經濟
基礎設施法律治理」王風和主任、廖仁亮
律師、葉春陽律師、CIBA戰略投資家何
佳蔚老師、龐理鵬律師。數字經濟領域範
圍廣，各位專家大咖有各自垂直領域也有
部分交集，這種交叉合唱是十分理想的。
每一位的真知灼見讓我受益匪淺，而我垂
直是作為橋樑交流+傳播的。

北京數字經濟法律研究會王風和主任介
紹了研究會和他主編、杜雨副主編的新書
《元宇宙基礎設施治理》，這書融合四
界：科技+金融+法律+商業，是Web3.0
數字經濟戰略的重要參考。
在京過了一個有意義的五一假期，慶祝

五四青年節，參觀當代藝術博覽會和參加
圓桌沙龍皆十分精彩。

◆作者/圖片：文旅部香港青年
中華文化傳播大使梁家僖

數字經濟與法律 搭建京港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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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幻：從混沌初開

一、初創期（1891年至1949年）
1. 1891年《萬國公報》開始連載英國傳教士李提
摩太翻譯的《回頭看紀略》，被稱為科幻類型小
說引進中國的元年。

2. 1902年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在《新小
說》月刊上開始連載，1903年魯迅翻譯凡爾納
的作品《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被譽為中
國科幻的第一聲吶喊。

3. 1904年，荒江釣叟（徐念慈）的《月球殖民地
小說》問世，該書由三篇科幻小說組成，其中
《新法螺先生譚》為原創，是中國本土的第一篇
科幻原創。

二、發展期（1950年至1983年）
4. 1950年，張然在天津知識書店出版了《夢遊太
陽系》，這是可以考據到的新中國第一篇科幻小
說。

5. 1957年，「中國科幻之父」鄭文光的《火星建
設者》在蘇聯世界青年聯歡會上獲得科幻小說
獎，這是中國科幻首次在國外獲獎。

6. 1980年，童恩正的科幻小說《珊瑚島上的死
光》在上海電影製片廠拍攝成功，成為內地第一
部科幻電影。

7. 1983年，科幻文學被貼上「精神污染」標籤，
受到不公正批判。

三、成熟期（1986至2009年）
8. 1986年，中國科幻銀河獎首次舉辦。
9. 1991年5月，世界科幻年會在成都召開。
10. 1993年，王晉康憑藉《亞當回歸》獲中國科幻

銀河獎一等獎，隨後何夕、劉慈欣、韓松開始
嶄露頭角，被譽為中國科幻「四大天王」。

11. 1997年，國際科幻大會在北京、成都舉辦，美
俄5名宇航員參會。

四、黃金期（2010年至今）
12. 2015年，中國作家劉慈欣憑藉科幻小說《三

體》獲雨果獎最佳長篇故事獎，成為中國科幻
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13. 2016年，科幻作家郝景芳創作的中篇小說《北
京摺疊》，榮獲第74屆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
說獎。

14. 2019年科幻電影《流浪地球》上映獲好評。
15. 2021年12月18日，在華盛頓舉辦的第79屆

世界科幻大會上，確定成都為第81屆世界科
幻大會舉辦地。

中國科幻大事記

在《中國科幻口述史》中，七位科
幻名家的集體回顧，解密了許多鮮為
人知的細節，給廣大讀者帶來一種
「身臨其境」之感。
1989年，時任《科幻世界》雜誌

社社長楊瀟應世界科幻協會（WSF）
之邀赴聖馬力諾參加協會年會，這是
她首次參加國際科幻會議。臨行前，
中國駐意大利大使館幫她聯繫了一名
翻譯，結果到當地後翻譯生病了，臨
時找來一位「不懂科幻」的留學生。
楊瀟不得不硬着頭皮走進會場，僅靠
兩本《漢英簡明詞典》和《英漢簡明
詞典》幫忙。
當年的會議，其中一項重要議程便
是確定1991年WSF年會舉辦地，激

烈的競爭在波蘭和南斯拉夫之間展
開。在還沒有弄清WSF年會怎麼
開、有什麼程序，也沒有來得及申報
的情況下，楊瀟卻在大會發出了「到
中國去！」的邀請。「在問答環節，
嘉賓們反覆提到一個詞：discount，
我趕緊翻閱《英漢簡明詞典》，上面
的解釋是『貼現』。」楊瀟描述，她
當時傻眼了，感覺特別狼狽，「天
哪，什麼叫貼現？！」

奇葩「三三三三」翻譯模式
這個問題還未找到答案，一個又一
個問題接踵而來。楊瀟只得請求嘉賓
們將一個個問題寫成小紙條，讓她準
備一下再回答。於是，在會議秘書斯

賓拉德夫人李．伍德和與會嘉賓柴野
拓美夫人柴野幸子的帶領下，走進隔
壁房間，李．伍德把問題一個個羅列
出來，柴野幸子寫下與中文形似意近
的日本漢字。「真叫人哭笑不得，三
個國家的三位女士用三種語言三種方
式，邊說邊寫邊比畫，才弄清dis-
count原來是『折扣』的意思。」楊
瀟說，雖然準備不充分，但嘉賓們卻
被她的熱情打動，被神秘的東方國度
吸引，第二天走進會場便收到現場嘉
賓的祝賀。
當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媒體播
發了中國贏得1991年世界科幻協會
年會主辦權的消息，然而，年會組織
者卻迫於某些國家的壓力又收回了舉

辦權。1990年， WSF年會在荷蘭海
牙舉辦，楊瀟、向際純、申再望三人
做足準備再次前往爭取。為節約經
費，他們從北京乘火車經莫斯科、柏
林抵達海牙，歷時8天8夜橫穿歐亞
大陸。「一些外國科幻作家非常感
動，認為不可思議，這簡直就是一次
『科幻之旅』。」楊瀟說，嘉賓們再
次被他們的誠意打動，最終確定了
1991年WSF年會在成都舉辦。

到屹立世界科幻之林
科幻是一個舶來品，從1903年魯迅翻譯儒勒·凡爾納的《月界旅行》算起，迄今不過120

餘年歷史。今年春節，電影《流浪地球2》的熱映拉開了「中國科幻年」的序幕；今年10

月，成都將舉辦世界科幻大會，成為繼2007年日本橫濱之後亞洲第二座舉辦世界科幻大會

的城市，中國科幻將迎來一個高光時刻。百餘年來，中國科幻經歷了怎樣一個發展歷程？其

中，有哪些鮮為人知故事？ 「中國科幻，生生不息」，這是《科幻世界》雜誌社首任社長楊

瀟寫在《中國科幻口述史》首頁上的一句話，可以說高度濃縮了中國科幻的百年歷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

楊瀟WSF年會上開「國際玩笑」

◆ 1997 年 ，
北京國際科幻
大會（四川）
夏令營在成都
月亮灣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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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長楊瀟在荷蘭海牙WFS年會
上。 受訪者供圖

◆《中國
科幻口述
史》第一
卷成都首
發儀式。

◆

《
中
國
科
幻
口
述
史
》
第
一
卷
。

◆◆《《中國科幻口中國科幻口
述史述史》》作者楊作者楊
楓楓。。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中國科幻口述史》由成都八光
分文化CEO楊楓擔綱編寫，

她曾任《科幻世界》雜誌社編輯，是
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副主席。全書
共三卷，目前已出版第一卷。第一卷
收錄了《科幻世界》雜誌社首任社長
楊瀟和首任總編輯譚楷、文化名家流
沙河、科幻學者吳岩教授、知名科幻
作家王晉康、劉慈欣，以及他們背後
的重要科幻推手姚海軍。
在上世紀80年代，出現了科幻到
底姓「科」還是姓「文」的爭論，導
致20多家科幻平台「關停並轉」。
在1986年首屆科幻小說銀河獎頒獎
會上，日本中國科幻研究會會長岩上
治特意趕來參會。「當時，我感覺特
別奇怪，科幻小說在中國都奄奄一息
了，為何日本還有個中國科幻小說研
究會？」楊瀟介紹，岩上治當時的說
法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科幻步入
黃金時代，日本成立研究會關注中國
科幻，「沒想到，中國科幻刊物都倒
了，只有研究你們一家（《科幻世
界》）了。」
當年，科幻小說《神奇的瞳孔》一
文提到，人類發明了一種眼鏡，只要
戴上它便能看清不法分子幹過的壞事
兒。沒想到，因為「不科學」，卻成
為批判對象。在首屆科幻小說銀河獎

頒獎會上，時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
鮑昌說：「清洗乾淨潑向『灰姑娘』
身上的污水，讓她聚焦在炫目的鎂光
燈下，贏得她應有的幸福。」鮑昌將
倍受冷落的中國科幻比喻為「灰姑
娘」，沒想到這番言論也受到攻擊。
不過，也有一些社會名流為科幻「站
台」，楊振寧曾有一句公道話：沒有
哪一個科學家是通過看科幻小說來學
科學知識的，但科幻小說可以開拓廣
闊的思維空間；流沙河表示，沒有想
像力的人，是靈魂的殘廢。不過，中
國科幻的現狀得到真正改觀，還得益
於1997年的國際科幻大會。

宇航員「空降」為科幻正名
在北京和成都召開的國際科幻大會

上，5名美國、俄羅斯宇航員「從天
而降」。其中，有楊利偉的老師別列
佐沃伊上校，綽號叫「宇宙搬運
工」，上太空次數最多，全世界到現
在也沒有人超過他；美國女宇航員香
農．露西德，出生在上海一個傳教士
家庭，她對中國的印象非常好……
「這次會議可謂空前絕後，在中國掀
起了一股追科學之星的熱潮。」《科
幻世界》雜誌社首任總編輯譚楷說，
是次大會客觀上起到了「為科幻正
名」的作用，中國科幻漸漸走出低

谷。
2016年以來，楊楓團隊正式啟動

了中國科幻口述史項目，以採訪、拍
攝駐川中國科幻巨擘為起點，於次年
結集出版《追夢人——四川科幻口述
史》。然而，曾經採訪過的對象周孟
璞、流沙河等相繼撒手人寰，他們的
講述成為「絕唱」。2021年底，成都
申辦世界科幻大會成功的消息傳來，
楊楓決定重啟中國科幻口述史「搶救
式」採訪項目。這批中國科幻人，全
面梳理了新中國科幻發展的脈絡，生
動再現了中國科幻人篳路藍縷、薪火
相傳的故事。
1993年，44歲的王晉康憑藉《亞

當回歸》獲得當年的科幻小說銀河獎
一等獎，其「哲理科幻」獨樹一幟。
他先後發表短篇小說87篇、長篇小
說10餘篇，共計500餘萬字，曾15
次獲得中國科幻大獎銀河獎。 「科
幻作家就是以上帝的視角看世界，可
以跳出人類的圈子和當下的時空，用
一種超脫的、他者的目光來看世
界。」在1997年國際科幻大會上，
王晉康以「深藍戰勝棋王」、「克隆
技術日新月異」為案例，表達了「後
人類時代已經開始」的觀點。
「只有核心強大，才能突破邊

界。」王晉康認為，科幻的發展取決

於一個社會中科技的滲透程度，中國
科幻的未來不妨按《共生假說》提出
的「試錯法」走下去，哪個流派能夠
越來越佔據主流便可朝着這個方向發
展。

明星作家群悄然崛起
劉慈欣加盟中國科幻後，憑藉科幻

小說《三體》獲第73屆雨果獎最佳
長篇故事獎，被譽為中國科幻文學的
里程碑之作，將中國科幻推上了世界
的高度。2019年，劉慈欣作品改編電
影《流浪地球》和《瘋狂的外星人》
上映。何夕的作品《光戀》、《電腦
魔王》、《平行》獲得科幻小說銀河
獎，是中國新生代科幻小說的主要代
表作家之一。韓松的作品《醫院》三
部曲被稱作「新時代反烏托邦的里程
碑」，《逃出憂山》獲首屆華語科幻
電影「原石獎」。
「讓世界矚目的、深受科幻迷喜愛
的科幻明星作家群悄然崛起，標誌着
中國科幻站在了一個新的起點。」譚
楷說，資本進入科幻以及銀河獎、星
雲獎等可視為漂亮的禮花，「我非常
擔心禮花綻放後留下一堆廢紙，因此
需要科幻作家沉下心來不斷推出優秀
作品，這才是中國科幻的核心和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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