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让刘慈欣收
获了名气和财富

的《三体》，吸引的不
只是中国读者。日前，《三

体》英文版在亚马逊上发售，精
装版与 !"#$%& 版首日销量分别夺
取了亚洲文学类的第 ' 名和第 (

名。《纽约时报》评价)“《三体》唤醒
了中国的一个文学类型，和在其他
地方一样，也没有人去深究它的文
学成就。”《华尔街日报》则称：“这名
发电站工程师指出，‘三体问题’其实
也暗指了地球的环境危机。”美国最
大的科幻出版社，托尔出版社这样推
荐这部作品：“外星人截获了来自地
球的信号，并计划侵略地球……这故
事最终化为这部格局庞大、视野恢宏
的科幻神作。”

作为 '*+*年以来第一部被引
进美国的中国长篇科幻小说，
《三体》给所有人带来了惊喜。

小说走俏的同时，媒体上
曝出新闻，刘慈欣的《三体》《乡
村教师》《流浪地球》《微纪元》

和《超新星纪元》五部作品，将搬上
大银幕。其中，《乡村教师》确定将由
宁浩执导。对于粉丝们最为期待的
《三体》，刘慈欣的回答有着北方人
的实在：“肯定不会拍成大片。电影
艺术有自己的规律，《三体》这种比
较另类的创意，一般会在小成本电
影中体现。”
对于最近热映的《星际穿越》，

刘慈欣的评价是，可以打 ,-. 分。
“这部电影不是靠特技吸引观众，它
有着优秀的科幻内核、构思和想象，
是一个很纯的硬科幻。它欠缺的 /-.

分，是电影的开头部分节奏有点慢，
也有一些明显的科学硬伤。”相比之
下，他更喜欢诺兰的另一部电影《盗
梦空间》，“《盗梦空间》那个想法也
不新鲜，但是他用电影语言表现的
不同层次的梦境有不同的时间流
速，最后从不同的时间流速中一层
层地跃出，十分震撼。《盗梦空间》就
是特别适合中国拍摄的科幻片，投
资也不是很大，不是靠特技，而是靠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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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慈欣
对科幻而言，这是充满希望的时代

美国大片《星际穿越》的热映，在国内迅速
刮起了一阵“科幻风”，稳步发展的中国科幻文
学由此也被更多人关注。在中国科幻迷中无人不
晓的刘慈欣坦言：“对于中国的科幻文学创作而
言，现在是向前展望、充满希望的时代，却
不是最好的时代。中国科幻的真正繁荣、
振兴，需要大批有影响力的作家，不是
靠一个人的力量能做到的。要想

得到认可，中国科幻作家还有很长的路。”
刘慈欣连续 8年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

2014年他的《三体》英文版出版，五部作品
将搬上大银幕……光环之下，这位被粉丝们评
价为“靠一己之力将中国的科幻文学提高
到了世界级水平”的作家，依然过着
平静的生活，在创作的道路上，以
独行侠的姿态前行。

! ! ! !上海国际童书展上，《三体》的
英文版发布的活动现场，大批科幻
迷赶来见心目中的偶像。而作为《三
体》的作者，中国最当红的科幻作家
刘慈欣说，自己是中国第一代科幻
迷。“虽然在晚清时期中国就有了科
幻小说，但一直到上世纪 ,0年代末
都没有科幻迷这个群体。科幻迷和
一般的文学爱好者不同，他们是很
特别的一个群体，有自己的思考方
式，有强烈的认同感，直到上世纪
*0年代，科幻迷才作为一个群体在
中国出现。我就是中国第一代科幻
迷。”
中国第一代科幻迷是如何养成

的？那得要从刘慈欣父亲藏在床底
的一大箱子书说起。儿时，刘慈欣常
常把爸爸藏在箱子里的书一本本偷
出来看。小学三年级时，刘慈欣第一
次读到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出现
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就像是寻
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感觉这本书
就是为我这样的人写的。”

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科幻”
这个词，当刘慈欣拿着《地心游记》
问父亲这是什么书时，父亲告诉
他，这是科学幻想小说。爸爸箱子
里的几本科幻小说和《十万个为什
么》等科普读物被刘慈欣翻来覆去
看了好多遍之后，刘慈欣开始通过

各种途径寻
找和科幻有关
的资讯。
“全国就那么几家

科普杂志、几个出版社在出
长篇小说，每出一部你到书店都能
看见，所以每年出版的科幻小说我
全都看过。”刘慈欣说。
作为狂热的科幻迷，刘慈欣做

过的另一件让自己想想都不容易
的事情是关于《大西洋底来的
人》。那个时代，电视机还没有普
及到每个家庭。刘慈欣就读的学校
的传达室有一台电视机。但传达室
学生不可以进入。于是，在央视播
出《大西洋底来的人》的那段日子
里，每天吃过晚饭，刘慈欣都跑到
学校的传达室门口，脚下踩着
两块砖头，隔着玻璃窗看电视
里播放的《大西洋底来的人》，
硬是这样坚持着看完了几十
集。

读大学时，有一段时间，刘
慈欣去北京的外文书店找科
幻小说，但那里的书都是几十
块钱一本，根本买不起，他只
能带一本英汉词典过去站着
看。那时候的书店不让随便看
书，看的时间长了，就会被店员
赶走。

! ! ! !初中时，刘慈欣第一次开始自
己写科幻小说，“当时写的是个很
简单的故事，抱着那种科幻迷希望
把自己心中想象的世界与其他人
分享的冲动写了出来，投给了天津
的一个刊物《新港》。”初中生稚嫩
的作品毫无悬念地石沉大海。之
后，陆续有过几次投稿，也都没有
结果。直到 1**,年，刘慈欣的科幻
小说第一次变成了铅字，刊登在
《科幻世界》杂志上。

某种意义上说《科幻世界》杂
志见证着刘慈欣在科幻小说写作
之路上的成长。“我的长篇小说《超
新星纪元》最早也是寄给了科幻世
界的社长杨潇，当时杨社长向好几
个出版社推荐了我的书稿，但是，
因为 1*,*21**3年间，正是科幻市

场非常低迷的时期，所以，没有出
版社愿意出版。不过，杨社长依然
联系了编辑，为我的书稿提了不少
建议。”刘慈欣回忆说，“后来，我又
向《科幻世界》投了几篇中短篇小
说，唐风、姚海军等都给了我很多
建议。”如今推出了英文版的《三
体》，刚刚诞生的时候，也是在《科
幻世界》上连载。

至今仍自称“业余作者”的刘
慈欣，依然保持着大学毕业后的工
作———发电厂的工程师。他说，这
个工作最重要的职责是必须坚守
岗位，出现问题才能及时解决；然
而这个工作一年当中真正繁忙的
时间只有三四个月，剩下的时间，
“你只要待在办公室里，看书，写
作，不影响日常工作就行”。在这种
不那么规律的作息时间表里，刘慈
欣完成了大多数的作品，包括被视
为“中国科幻文学里程碑”式的作
品“《三体》三部曲”。

! ! ! !名气的光环并没有改变刘慈欣
的工作生活。他依然在那个有点偏
僻的小城里做着朝九晚五的工作。
在那里，作为作家的他，唯一与周围
的人不同的是接到的电话比较多。
作为科幻小说作家的刘慈欣是

孤独的，仿佛一个独行侠在科幻的
世界里前行。“我没有怎么融入科幻
界群体里，感觉就是一个人在写，
旁边没有谁可以交流。写作本来就
是孤独的、幕后的事，不能离人群太
近。你让读者见到的是你的作品，不
是你本人，你是通过作品和读者交流
的。”刘慈欣说。
《三体》之后，还能有新的突破

吗？这恐怕是很多书迷最想问，却
又最不敢触及的话题。离《三体》的
第三部《死神永生》完成已经过去
了差不多四年，四年里，刘慈欣几
乎一个字都没有写。
“没有写出来，并不表示我没

有创作，我时刻都在思考，只是还
没有成熟的东西可以写下来。”刘
慈欣说，以创意为核心的创作注定

是十分困难和痛苦的，“没有瓶颈
期之说，因为什么时候都很困难，
尤其是很多科幻作家很长时间都
不能发表一个字，等待的就是一个
石破天惊，至少让自己兴奋的创
意。”而让刘慈欣兴奋的创意，还没
有成型，“曾经想过写一个关于能
源的故事，构思已经成型，几乎要
动笔了，却忽然得知，日本的一个
科学家写过和我类似的想法。于
是，我就放弃了那个创意。”被刘慈
欣放弃的创意是一个关于月球的
故事。大致的意思是，在月球的赤
道上，贴满太阳能电池，然后用微
波把能源传回地球。“大家处于同
一个历史阶段，能源问题是全球共
同面临的问题，会有相似的想法，
并不奇怪。”
科幻之源是科学，这些年，科学

的发展日新月异，许多过去科幻小
说中的想象，如今已经成为现实。与
此同时，科学的神秘感正在逐渐消
失，让读者兴奋不已的新创意越来
越少见，科幻文学的衰落或许是全
世界共存的问题。“科学催生了科
幻，如今却是要杀死科幻。”刘慈欣
说，“科学的神秘感的逐渐消失，对
于科幻文学创作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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