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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评

重点推荐

6版

面对传统节日的现状，我们大可不必

“为赋新词强说愁”，更要看到它“不废江河

万古流”的生命力。一方面，我们需要呵护

好传统节日的火种，使之重燃文化之火。

另一方面，我们则要让传统节日推陈出新，

不要过多苛求。追溯节日文化的发展，可

谓层累叠加，清明和寒食就有过此消彼长

最终融合的过程。

传统节日：不废江河万古流

文化一线

□ 曾福志 孙 虹

古城泉州老街多，聚宝街、青龙

巷、中山街、西街……这两三年，西

街突然火了起来，有人说是沾了地

理位置的光，也有人说是由于文创

项目多。什么原因，眼见为实，趁着

春节假期，让我们一探究竟。

泉州西街，东起泉州老城区地

标“钟楼”，西至老城区西城门口，全

长约三公里，核心地段不及两公

里。正月初三（2月7日）9点多，街

上行人逐渐增多，店铺也已全部开

门迎客。

“蒜蓉枝”“猪油泊”“满煎糕”

“手工糍粑”……一溜的泉州“古早

味”，让人情不自禁口舌生津。与这

些传统小吃相映成趣的，是近几年

兴起的众多文创项目，名气最大的

是裴巷里的“小西埕”，年轻人三五

成群，在这里撮合着传统文化和现

代元素。

“小西埕”斜对面的“肃清门”广

场，一场由泉州市古城办和泉州文

旅集团主办的2019新春元宵润物

无声“技·忆展”颇为吸睛。在这个

唐末泉州古城“子城”的西门遗址

上，游人可以亲身体验制香、茶艺制

作、金苍绣等，引来不少围观。

金苍绣非遗传承人陈克忍说，

她的师傅是她的祖母，早年祖母

的父亲往来泉州和菲律宾做生

意，后侨居菲律宾，而她祖母选择留

在泉州，并把这一手艺传给了她。

她现在带了十几个徒弟，作坊有200

多个工人，绣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

地区。

熙攘的人群、仿古的店铺、文

创的街区，貌似与别处没有两样，

然而一走入深巷，却如同拂去岁月

的灰尘，触摸到了期盼中的文化“古

早味”。

据了解，作为泉州最早开发的

街区，西街唐朝时就已“列屋成街”，

至今超过1300年。踱步深巷中，时

常可见朱子家训、曾氏家规、蔡清廉

训，甲第巷内泉州登科甲第一人欧

阳詹故宅、孝感巷内理学家蔡清故

居、甘棠巷内明万历相国李廷机府

邸，令人流连忘返；千年古刹开元寺

内弘一法师弘律故居前，更让人陷

入深思，感慨良多。

西街其实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

泉州文化展示馆，在金国军事家完

颜宗翰故居，能感受到泉州人包容

宽容的秉性；在李廷机“三鞭为界”

的故事里，能体会到泉州人的自律

安分；在泉州市古船陈列馆于1974

年出土的宋代古船，能掂量到泉州

沉甸甸的“海丝文化”。

小时候生活在西街的叶先生介

绍，“随着年轻人不断迁往新城，住

进高楼，他们的街巷一度只剩下舍

不得离开的老人。可如今，不少年

轻人又回来把老房子重新装修，或

自己住，或当民宿。”经营着一家民

宿的韩唯东、吴思斯小夫妻介绍说，

像他们这样有营业执照的，附近就

有27家。

在熙熙攘攘的西街，摩肩擦踵

的游人中不少还是本地人，叶先生

时常能碰见过去的左邻右舍，他感

叹道，趁着春节假期回来逛逛，还真

有种文化寻根的感觉。

□ 金 苍

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

潮。《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元的票房，成

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

电影一开场，就开启了一个宏大的叙

事：人类在地球表面上装满发动机，推动这

个星球在太阳氦闪引发爆炸之前，去往比

邻的星系。而离家出走的叛逆少年，最终

在父辈的感召之下成长，成为让地球从木

星引力中挣脱出来的英雄。以宇宙为背景

的宏大设定，配上太空场景、灾难景观、工

业风格、热血少年，让电影颇具观赏性。

然而，在小说原著中，电影讲述的故

事，只是地球路过木星时的几小段文字而

已。这样一部小说，也给了“中国科幻”一

个宏阔的背景。人类带着地球在宇宙流

浪，距离将以4.3光年为计、时间将以2500

年为计，其间该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的故

事，更是一个能够不断拓展想象力边界的

舞台。

而在这个电影世界中，我们还能看到

许多熟悉的中国元素。不仅是地下的北

京、冰封的上海，甚至是对“流浪”与“回家”

这一组关系的理解，都充满了中国式的对

家的向往、对故土的眷恋——面对危机的

人类，竟然带着地球这个家园一起去往远

方。这或许也是很多人对这样一部电影开

启的世界更为期待的原因。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

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

《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

科幻文学；从《战狼Ⅱ》到《无名之辈》等风

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位

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

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

60亿元。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

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

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

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

“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

对于科学的认知。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

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

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

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

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

涨的缩影。而中国科协的调查显示，2018

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

8.47%，其中上海、北京两地的比例超过

20%。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科幻文艺创作，

既有改革开放40年科技巨大进步这一“巨

人的肩膀”，又有着公众不断增强的科学向

往这一“深厚的土壤”，中国的科幻人、电影

人有能力也有责任抓住机遇，为世界的科

幻文艺创作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中

国故事，拓展人类对于未来的想象空间。

应该说，相对影视经典、科幻大片，《流

浪地球》都还有一些差距。但一部电影能

成为公共话题、激发公共讨论，也意味着这

部影片有讨论的价值，更意味着观众对中国

科幻有着进一步的期待。对于观众而言，对

电影的评价，或许可以少一些哗众取宠、意

气之争，多一些中肯建议、理性之言。既看

到长处也看到短板，既不棒杀也不捧杀，才

能激励文化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升。指出

电影甚至原著的不足，也给予足够的支持和

鼓励，才能让我们的想象力跟着小说、跟着

电影一起激荡，迎接中国科幻真正的春天。

泉 州 西 街 寻 找“ 古 早 味 ”

既不棒杀也不捧杀

小说小说《《流浪地球流浪地球》》
亮相亮相台北书展台北书展
2月 13日，2019台北国际书

展上，刘慈欣小说《流浪地球》的

海报引人注目。该小说改编的同

名电影春节期间在大陆热播。

孔任远 摄

□ 文艺星

《流浪地球》的持续热映让刘慈欣

的作品再度受到大众瞩目，人们的

目光也逐渐聚焦到中国科幻文学作

品上来。

放眼世界，科幻文学的历史也

不长，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和科

学技术的发展，科幻文学开始登上

历史舞台。从1818年玛丽·雪莱的

《弗兰肯斯坦》（又译《科学怪人》），

到儒勒·凡尔纳风靡全球的《海底两

万里》，再到今天，算下来也不过

200年的时间。

近些年来，中国科幻文学不仅

拥有着刘慈欣的获奖作品《三体》，

也迎来了由刘慈欣作品改编的电影

《流浪地球》——今日结出的硕果，

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历程呢？

萌 芽

20世纪初，梁启超翻译的《十五

小豪杰》（现多译为《十五少年漂流

记》）为中国的科幻播下了一颗种

子。在日本留学的鲁迅也将儒勒·凡

尔纳的作品《月界旅行》《地底旅行》

等由日文翻译成中文，并配以诗词，

使其完全中国化。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在《月界旅

行·辨言》中盛赞这类型的作品：“缀

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

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

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

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

如此者。”并提出：“故苟欲弥今日译

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

科学小说始。”

从鲁迅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

的“科学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

“觉世新民”的实用目的。中国的科

幻小说在这时期背负着沉甸甸的普

及科学知识和科学观念的启蒙重担。

中国最早的原创科幻小说是笔

名为荒江钓叟于1904年发表的《月

球殖民地小说》。中国最早的纯文

学刊物《小说林》的创办人徐念慈也

创作有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谭》，

这篇小说里不仅有大量天文、物理

方面的知识，还有“造人术”等科幻

创意。

素以现实生活为主要描写对

象的老舍先生曾创作长篇科幻小

说《猫城记》，讲的是主人公乘飞船

来到火星，飞船坠毁，只有“我”幸

存下来，却被一群长着猫脸的外星

人胁持，展开在猫国的奇遇，见识猫

人这个没落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

的百态。无论是作品的科幻创意、

情节布局，还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价值，《猫城记》都是完全意义上的

科幻小说。

除老舍外，另一位中国近代的

文学家许地山在半月刊《大风》上，

也曾发表过一篇名为《铁鱼底鳃》的

科幻小说，文章以潜水艇中的氧气

提取装置为科幻创意，在对“铁鱼底

鳃”进行描绘时，也完全按照科幻小

说的写作手法，将一件并不存在的

发明基于较为写实的手法写了出

来。这篇文章也是那个时代不多的

科幻小说亮点之一。

“十七年文学”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文

学”时期，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下，一些科普文章作者和儿童文学

作者加入了“科学幻想小说”的创作

阵营，初步形成了新中国第一代科

幻创作队伍，中国的科幻小说迎来

了发展高潮。

1954年，郑文光在《中国少年

报》上发表了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

说《从地球到火星》，文章讲的是3个

中国少年渴望宇航探险，偷开出一

只飞船前往火星的故事。虽然篇幅

不长，情节也不复杂，但却是新中国第

一篇人物、情节俱全的科幻小说。

1957年，郑文光发表了《火星建

设者》，这部作品曾获莫斯科世界青

年联欢节大奖，是中国第一篇获国

际大奖的科幻小说。在“十七年文

学”中，大多数作品都充满了革命的

乐观主义精神，像《火星建设者》这

样用悲剧的手法来写的作品很少。

除了郑文光外，该时期还有许

多可圈可点的科幻文学作品，比如

迟叔昌的《旅行在 1979 年的海陆

空》。主人公从哈尔滨出发，途经大

连到上海，然后到西藏，又再回到哈

尔滨，这部小说体现的是对未来交

通工具的想象。

这一时期的科幻文学作品普遍

充满朝气，而且当时的作者创作水

平与读者的欣赏能力比较吻合，使

科幻作品能够得到社会共鸣。

短暂的黄金时期

1976年春，时任上海电影制片

厂编剧的叶永烈发表了“文革”后期

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标志着

中国科幻在大陆掀起第二次高潮。

1978年，童恩正创作的科幻小

说《珊瑚岛上的死光》由当时国内文

学界权威刊物《人民文学》发表，不

但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创作奖，

并且成为中国第一篇被改编成电影

的科幻小说。

1979年，科幻作家童恩正在《人

民文学》上发表《谈谈我对科学文艺

的认识》，提出“科学文艺”应当与

“科普作品”相区分，它并不以介绍

科学知识为目的，是“作为展开人物

性格和故事情节的需要而充当背景

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当时众多科

幻作家的同意。

科幻文学到底是姓“科”还是姓

“文”，这一争论在当时从未休止，部

分科普作家更将“科学文艺”称作

“灵魂出窍的文学”。被批判最多的

是叶永烈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

迹》。这部小说讲的是科学家在喜

马拉雅山上发现了恐龙蛋，还发现

这个恐龙蛋里有活性物质——最后

成功孵化出了恐龙。因此有人质

疑，历经几百万年，恐龙蛋里不可能

有活性物质，文中所提到的是“伪

科学”。

1983年10月，《光明日报》刊发

的《警惕“科幻小说”中的精神污染》

一文更是将讨论上升到政治层面。

中国科幻的此次短暂黄金时期也戛

然而止，重归萧条与沉寂。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对欧

美科幻的引进产生了新一轮的热

潮，除不断再版的古典科幻小说

外，西方现代科幻作家的作品开始

进 入 中 国 ，如 阿 瑟·克 拉 克 的

《2001— 太 空 探 险》（现 多 译 为

《2001—太空漫游》），以及阿西莫

夫的一些作品相继出版。同时，国

内的数家科幻和科普刊物，如《科

学文艺》《科幻海洋》《科学时代》

等，也引进了大量西方现代科幻小

说，极大地提升了中国读者对于科

幻作品的欣赏水平。

再度勃兴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科

幻万马齐喑的状态在一批科幻作

家的不懈努力下得以转变，中国的

科幻小说创作逐渐迎来了新一轮的

高潮。

1997年，国际科幻大会在北京

科技会堂召开，大会请到了俄罗斯

和美国的宇航员参加，科幻小说的

社会形象被彻底扭转。1997年以

后，很多科幻作家涌现出来，像

星河、韩松、柳文扬等。这批作家都

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和科学训

练，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储备；但与

此同时，他们又普遍不受传统观念

的束缚。

从1997年开始，中国科幻涌现

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王晋康的

《蚁生》在我国反乌托邦小说里独树

一帜。韩松的小说《地铁》也非常出

色。2006年，刘慈欣最重要的作品

《三体》开始在《科幻世界》上连载。

2015年8月，刘慈欣获得堪称科幻

艺术界诺贝尔奖的“雨果奖”，就是

这一波科幻创作浪潮经过长时间积

累所结出的硕果。

随着《三体》和郝景芳的《北京

折叠》接连斩获“雨果奖”，中国科

幻小说终于跃入大众视野，获得越

来越多的关注，主流文学界、影视

界等不同圈子的人们皆对科幻投

以热烈的目光。但由于创作人数

的不足，原创力量较为薄弱，中国

科幻小说目前既面临机遇也充满

挑战。随着科学技术的跃升，科幻

作家们的想象空间不断扩大，中国

科幻也将出现更多高品质的文学

作品。

中国科幻走了多久 才迎来了《流浪地球》
随着刘慈欣的《三体》和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接连斩获“雨果奖”，中国科幻小说

终于跃入大众视野，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