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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幻迷相聚成都全球幻迷相聚成都

世界科幻大會首次在中國城市舉辦

大熊貓「移民」火星

根據世界科幻大會慣例，每一屆大會落戶到某座
城市，便將以這座城市命名，獎盃底座可融入主辦
城市的文化元素。在當天的開幕式上，備受關注的本
屆雨果獎獎盃底座揭曉——一隻從時空隧道探出頭來
的熊貓，呆萌可愛、懵懂好奇，仰望着火箭向未來招
手，向科幻致敬。當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會組委會副
主席、雨果獎評選組組長戴夫．麥卡蒂將雨果獎獎盃
底座與獎盃合為一體時，全場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
在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期間，《科幻世界》前總編
輯譚楷，有「熊貓爸爸」之稱的中國大熊貓研究中心
主任張和民，「大熊貓文化全球推廣大使」周孟棋，
以及著名科幻作家羅伯特．索耶，共同進行了一場「科
幻暢想未來——大熊貓『移民』火星」主題沙龍活動。
目前，從地球到火星需要六到八個月之久，不僅旅
途漫長而且充滿各種危機。如何將笨重的大熊貓送到
火星上去呢？「我們可以將大熊貓的胚胎送過去，然

後在火星進行繁育。」羅伯特．索耶的這一觀點，讓
現場觀眾大受啟發。「我認為這種方式可行，只需要
在火星上打造一個與大熊貓子宮一樣的環境，便可繁
育出大熊貓。」張和民說，火星移民不應僅有人類，
還應該有人類的動物朋友們。
在火星上，大熊貓能否生存？「火星的引力是地球

的0.375倍，竹子可以長得更好，熊貓會很高興。」
羅伯特．索耶介紹，火星上的其他微量元素比地球少，
因此人和熊貓可能會越長越小。同時，大熊貓在地球
上生存了至少800萬年，足以證明牠們對於環境的適
應能力非常強。周孟棋則表示，希望大熊貓在火星上
大量繁衍，然後再返回地球陪伴人類。
討論大熊貓「移民」火星，對當下有何現實意義？
「愛因斯坦說，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
限的，而想像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動着進步，
並且是知識進化的源泉。」譚楷介紹，「或許，我們
應該記住2023年10月18日這個日子，說不定數百年
後，大熊貓與人類一起真的會移民火星。」

啪！10月18日晚，第81屆世

界科幻大會法槌在成都科幻館敲

響，標誌着是次盛會正式開幕。

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會聯合主席本．

亞洛、陳石、何夕，榮譽主賓劉慈

欣、羅伯特．詹姆斯．索耶，以及著

名導演、演員吳京等中外嘉賓，共同

為大會啟幕。世界科幻大會是全球最

受矚目、歷史最悠久，規模和影響力

最大的科幻文化主題活動之一，84年

來首次走進中國城市。是次大會以

「共生紀元」為主題，從10月18日

至 22日共有200多場活動從不同形

式、不同視角，帶給幻迷們不同的驚

喜和體驗。 ◆文、攝：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兵成都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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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全世界粉絲的心情都一樣，非常積極、非
常熱切地要獲得科幻圈子最新的信息，我個人非常
激動！」加拿大著名科幻作家羅伯特．索耶在接受
記者採訪時表示，這是迄今最大規模、最棒的科幻
大會，將會超出預期。
作為科幻作家，有趣的事情是他們在不斷反映科技
變化，但卻不能確定科技的未來。「現在，人們最擔
心的是未來的生存問題，如果要跟100年後的人說句
話，我要跟他們說『你好』（中文）。」羅伯特．索
耶表示，現在想像100年後，比100年前想像現在更
困難，因為人類的科技發展速度非常驚人。
「40億年前，恐龍從未想過哺乳動物會接管地

球。希望10億年後，人類還
能在地球上生活，而不是人
類紀元的結束。」羅伯特．
索耶表示，過去的歷史並不一
定能完全進入未來的視野，他
期待科技能幫人類戰勝癌症等疾病，讓世界變得
和平，人類的生活更加美好。
「在西方多是頭髮灰白的人喜歡閱讀科幻作品，

在中國有許多年輕人更喜歡科幻作品。」羅伯特．
索耶表示，他較早於2007年來成都參加過科幻大
會，先後數次赴蓉，更對成都世界科幻大會讚
不絕口。

「地球僅是宇宙中的一粒塵埃，人類在面臨危
機時，所有的分歧都顯得無足輕重。」中國著名
科幻作家劉慈欣表示，科幻文學與其它文學最大
的不同之處在於科幻小說中的人類往往不分種
族、國家和信仰，而是作為一個真正的「命運共
同體」呈現。科幻文學裏所描寫的夢想，是全人
類共同的夢想，噩夢和危機也需要全人類共同面
對，從而連接起世界不同文化。
在劉慈欣看來，目前中國科幻發展的特點是風格
多樣、百花齊放，步入了良性的發展。他不認為現
在就是中國科幻文學的黃金時代，因為仍然缺少有
影響力的作家和作品。「與科幻文學相比，中國的
科幻影視發展更快、前景更光明。」劉慈欣認為，
在不久的未來，中國科幻影視或將率先崛起於世界。
同時，他向年輕科幻作家提出建議，不要拘泥於眼
前的一畝三分地，將目光投向更遠的空間和時間。
「我希望100年後的你們，遠遠超出我們這一
代科幻作家的想像，相信一定會是這樣。」劉
慈欣給100年後的人類捎去了這樣一句話。
近年來，劉慈欣的作品被翻譯出版風靡歐美，

是一種突破和創舉，開創
了一條先河。「除了劉慈
欣的作品在北美暢銷之
外，中國作家的科幻作品
越來越受推崇，步入了一
個良性發展軌道。」羅伯
特．索耶認為，劉慈欣的
作品讓中國科幻被西方世
界所熟知，創立了一種新
的視角、新的機會以及新的世界觀和技術觀，也
讓西方的民眾了解到更多的科幻小說以及科幻新
維度。因此，中國作家要尊重自己的文化，不要
刻意迎合西方受眾、西方世界的品味，一定要忠
於自身、忠於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敘述方式。
「中國有着數千年歷史，西方短短數百年歷

史無法比擬。」羅伯特．索耶說，中國數千年
的歷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多樣性，能為科幻作
者提供源源不斷的靈感和素材。今次盛會，全
世界的幻迷相聚成都，共同分享科幻、藝術、
文學的美妙，更是中國科幻的一次完美亮相。

「『神奇感』是科幻小說的基石，但近些年來科
技的爆發、與生活的融入，讓這種『神奇感』逐漸
失去。」劉慈欣說，作為一名科幻作家，他一直在
努力寫作，有些題材剛開始寫的時候感覺很震撼，
寫到一半便被「時代」追上來了，自己都覺得很無
聊，「於是，只好重新尋找新的題材，時間也就這
麼浪費過去。」
科幻小說的發展建立在科學進步之上，這種給人
類帶來的「驚奇感」非常重要。1956年，麥卡賽、
明斯基、羅切斯特和申農等一批有遠見卓識的年輕
科學家首次提出「人工智能」這一概念，此後便成
為不少科幻作家筆下的題材。經過數十年的發展，

科幻作家筆下的「人工智能」正在威脅他們手中的
飯碗。「如今，有一種力量在慢慢取代我們，不知
道還給我們留下多少時間。」劉慈欣坦率地說，人
工智能正在慢慢取代作家、編劇，這種科技力量的
爆發，對傳統類型的科幻小說打擊很大。為此，科
幻文學的發展需要有一些重大的變革才能恢復它的
活力，「至於這種變革是什麼，只能等時代來回答，
我真的不知道。」
「科幻小說是科技與想像力的結合，能夠描述出一

種未來的圖景，到達那些無法抵達的遙遠的宇宙空
間。」劉慈欣表示，一位歷史學家曾說過，人類之所
以能創建文明走到今天，是因為無窮的想像力創造
出了現實世界。因此，在如今這個快速變化、充滿
未來感的時代，更需要科幻小說。

「這是我們第一次攜手中國科幻迷，共同見證最
好的一屆世界科幻大會——更好、更有趣、

更多元化。」本．亞洛在致辭中說，全球幻迷匯聚
成都，科幻的大家庭在這裏繼續發展壯大，「希望
大家在此享受盛會！」

「科幻+科技」開幕式魅力無窮
夜幕中，以一顆「恒星」為中心不斷向外膨脹的

「星雲」，在五顏六色的燈光映襯下略顯神秘。「陽
光」「星光」從「科幻之眼」流淌而進，讓這座「成
都科幻館」實現了古蜀文明和現代科幻的完美融合。
一隻太陽神鳥帶領觀眾從成都科幻館出發，穿

過三星堆、金沙、金字塔，掠過太陽系、穿越銀
河，最終抵達6,500光年之外的「創生之柱」；跟
隨「時光膠片」穿越，幻迷們重溫了84年來世界
科幻大會的精彩瞬間；科幻秀《攬星》用科技手
段呈現出三星堆縱目青銅人，將古蜀人對於未知

世界的幻想融入到無窮宇宙；實景魔幻秀《時空
梭》，展現了從科幻的創想到科技的實現全過
程；內地首部以人類與人工智能的情感交互為主
題的原創音樂舞劇——《深AI你》，呈現了一場
科技魅力和人文思考的「雙向奔赴」。
開幕式上，還特別設置了向經典科幻電影致敬環
節，播放了《超時空接觸》《星際穿越》《2001太
空漫遊》《星球大戰》《超體》《普羅米修斯》
《流浪地球》等經典作品片段。
開幕式舞台及場景設計運用了被譽為自然界中最完美
的黃金比例曲線——斐波那契螺旋曲線作為核心元素，
寓意人類想像無邊無界，文明智慧螺旋上升。燈光、音
效從內場一直延展到整個科幻館，形成了一個全景式、
沉浸式共生空間場景，讓觀眾彷彿置身神奇的「科幻世
界」。在視聽場景設計中，以432赫茲為核心，萬方
交響、和聲和諧，營造了一種漫遊星際、穿越
時空無限接近宇宙未來的科幻空間。

在第 81 屆世界科

幻大會開幕式上，揭

開了一段劉慈欣與一

群成都師生「十年之

約」，成為整台晚會最動容的

一幕。

1997 年，正在讀高二的胥敏

如往常一樣走進學校閱覽室，

隨手拿起一本《科幻世界》，

從此與科幻結緣。「還記得第一次閱讀《科幻

世界》，感覺與書本上的課文和公式不一樣，

讓我走進了一個充滿想像的空間。」胥敏說，

閱讀科幻小說成了她課餘生活的最愛，爾後漸

漸變成了一種習慣。大學畢業後，胥敏成為了

一名語文教師，她帶孩子們在科幻的海洋裏

找尋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剛開始，她積極向

孩子們推薦《中國太陽》《鄉村教師》以及課

本文章《帶上她的眼睛》，有一定基礎後便帶

領他們閱讀《三體》。

「慶幸的是，我並沒有因為成長而改變對科幻

文學的喜愛，直至將這種喜愛播種到學生心中。」

2013年8月16日，胥敏給時任《科幻世界》副主

編楊楓寄出一封信，表達了自己對

科幻文學的喜愛和思考，並附帶了

39篇學生閱讀《三體》的讀書筆記

和一些孩子們關心的問題。當日，

楊楓便將這些讀書筆記轉於劉慈

欣，令他十分感動。

雲天明與程心，未說心聲，便

被斬斷，這是永恒的失落；在黑

暗中游弋，在光明下仰望，而晝

夜無盡……星空是畫布，是黑板，也是孩子們最

好的想像空間。孩子們讀書筆記中的一字一句，

表現出對科幻的熱愛與追求。「感覺中國真正的

科幻大師可能要從他們中出現，有你這樣的老師

是孩子們的幸運，而有你們這樣的讀者也是我們

科幻作者的幸運。」2013年8月21日，劉慈欣給

胥敏及孩子們回信，從此聯繫不斷。

十年前，讀者與作者之間因一封信而產生共鳴，

讓科幻的種子萌芽破土；十年後，故事還在延續，

一本《十年之約：夢想照進現實》，由胥敏傳遞

至劉慈欣。當年的中學生李睿現身晚會，如今已

是華南理工大學材料專業的在讀研究生，談起劉

慈欣作品中的新材料如數家珍。

羅伯特．索耶：想對未來說「你好！」 劉慈欣：科幻文學是連接世界之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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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慈欣與少年幻迷的「十年之約」

人工智能威脅科幻作家飯碗？

◆劉慈欣與胥敏及其學生見面。

◆羅伯特．索耶

◆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會吉祥物「科夢」成為打卡點。

◆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會聯合主席本．亞洛致辭。◆中外嘉賓共同啟動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

◆◆成都科幻館大廳成都科幻館大廳。。

▲科幻味十足的時光隧道。

▲吉祥物「科夢」及其周邊文創產品大受歡迎。
記者李兵 攝

中國科幻中國科幻走向世界走向世界

▲外形似星雲的成都科幻館。

▲劉慈欣

腦 洞 大 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