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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A10 后来朝廷又进一步把选拔年龄下降到 10
岁。 从全国各地录取来的早慧天才， 经过太
学、宰相、皇帝的层层考核，便可进入仕途。

———青丝《宋代的神童》

A9 这四十五篇短故事的作者，分别来自不同国家，既有老牌科幻作
家哈里?托特达夫，也有在大学就发表小说的新秀作家李允河，有作
品丰产到按照一天一本的速度一年都读不完的简·约伦……

———赵阳《告诉我，你在害怕什么？ 》

A8 情感最为重要。 那种靠智力的写作，靠技术的写作，
还有靠理性的写作，如果你手到心不到的话，长久下去
也很难维系。

———傅小平《周晓枫：希望自己的文字尽量真诚》

初识倾城时,我眼里的她,剪裁得体的套
装, 亲切温婉的笑容, 伴着得体的谈吐……心
想:才女大概就该长成这个样子了。

� � � � ———澳门作家系列 6：冯倾城

12 月 1 日 ，与刘慈欣并列为中国
科幻“双雄 ”的王晋康新书 《宇宙晶卵 》
在成都天府书展上首发。 而在不久前，
中国科幻最高 奖 银 河 奖 也 在 成 都 揭
晓 ， 并颁出了本届中国国际科幻大会
的最高荣誉终身成就奖 ， 王晋康成为
继郑文光之后 ， 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作
家 ， 也是二十年来唯一获得此荣誉的
作家。

提到老一辈科幻人 ， 王晋康的名
字是绕不过的 ， 他被誉为 “科幻的大
地 ”，刘慈欣评价王晋康是 “中国科幻
的开拓者 ”。 1993 年 ， 王晋康以作品
《亚当回归 》出道 ，并凭此作拿到自己
的第一座银河奖 ， 开启了自己的科幻
时代。 近年来，刘慈欣的小说《三体》畅
销 、改编电影 《流浪地球 》上映曾让中
国科幻小说成为现象级话题 。 刘慈欣
认为 ，王晋康作品类型多样 ，也具有很
高的影视改编价值 。 当年 《盗梦空间 》
上映的时候 ， 刘慈欣还曾给王晋康打
电话，说 《盗梦空间 》与王晋康的 《七重
外壳》很相似。

日前 ， 王晋康接受羊城晚报记者
独家专访。 回顾数十年科幻文学创作，
他最大的感受是未来已至 。 他告诉记
者 ， 去年发生在南方科技大学的基因
编辑婴儿事件引起广泛关注 ， 而事件
公布的当天 ，王晋康正身处南方科大 ，
对他而言 ，那里恰是历史的现场 。 “科
幻文学里的未来已经成为现实 。 我在
十几年前就写过基因变异 ， 但从来没

想到过 ， 就在我的有生之年它已经是
现实。 ”

这次发布的 《宇宙晶卵 》是王晋康
的长篇封笔之作 。 今年 5 月份 ，《宇宙
晶卵 》率先刊登于 《人民文学 》，是 《人
民文学 》创刊 70 年来刊登的首部长篇
科幻小说 。 《宇宙晶卵 》讲述了离开地
球寻找宇宙中心的航队 ， 在超光速的
旅行 中 遇 到 的 人 性 困 局 以 及 科 技 困
局。 以少年探险者们的经历，王晋康对
人类 、宇宙的成长做出隐喻 ，为他的创
作生涯画上完满的句号 。 王晋康告诉
羊城晚报记者 ， 写科幻是一件需要丰
沛的激情与乐趣才能坚持的事 ， 他在
70 岁后开始创作 《宇宙晶卵 》，因为年
龄渐长 、记忆力衰退 ，感到越来越力不
从心 ： “写长篇的确对我来说有点难
了，于是我决定停下来了。 ”

王晋康表示 ：“我想要表达的世界
观已经在长篇里都写出来了 ， 未来可
能会考虑写短篇小说 ， 短篇更看重作
者的灵感和精巧的构思。 ”在王晋康看
来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中国新一代科幻
作家已经成熟 ，他们的眼界更开阔 ，文
学手法更新颖。 同时，伴随着时代的飞
速发展 ， 科技已经融化在他们的血液
中 ， 王晋康相信他们能把中国科幻文
学推到更高的高度。 但同时他也指出，
目前 中 国 科 幻 文 坛 比 较 缺 少 有 深 度
的 、 经典性的长篇作品 ，“现在的年轻
作者还是比较欠缺积淀和观点 ， 相信
时间会弥补他们阅历上的不足。 ”

中国科幻文学
将到达新的高度

羊城晚报：日前您获得中国科
幻银河奖最高奖项———“终身成就
奖”，对此有何感想？

王晋康： 我们这一代人非常
苦，从来没想到要休息。 现在给我
这么一个奖，也许他们是给我的科
幻创作画一个句号。 科幻文学的创
作特别需要激情， 要有一种新奇
感。 现在随着我的年纪大了，记忆
力慢慢衰退， 学新东西太困难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见好就收。 至今
我还是要说，要感谢读者，读者是
作者的上帝，尤其是这些年我们刚
开始写科幻的时候后，相对而言并

没有现在这么受关注，我们之所以
能够坚持下来，一方面是自己对科
幻有感情，另一方面就是读者对我
们的鼓励。

写了这么多年科幻，我对这些
年的科幻小说总体评价还是比较
高的。我认为，科幻小说是站在巨
人的肩膀上， 站在整个科学体系
发展的基础之上。 今天的科学发
展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它不
光在改变客观世界， 还在改变人
类本身了，比如说人工智能。所以
我想， 科幻作家的眼光可以放得
更远一点。总的来说，在科学越来

越异化了我们人类自身， 改变我
人类自身的时候，科学和人文要走
到一块去。

羊城晚报：所以说 ，科幻文学
的发展要依托科学发展？

王晋康：文学的发展首先肯定
是有读者。 科幻文学要发展，它也
必须有足够数量的读者。我们都知
道科幻文学的阅读，还是需要一
定的知识门槛的。 现在我们的社
会已经准备了很多足以阅读科
幻文学的读者了。 所以说，科幻
文学和当下的经济发展、科技发
展是呈正相关 ，我相信随着中国

各方面的大趋势发展 ，中国科幻
文学在世界上应该占到相当的位
置。

但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一般
而言， 科幻小说是比较小众的，我
也不相信科幻文学将来会大众化。
科幻电影现在有点火，但它和科幻
文学是不一样的，文学相对而言更
敏锐， 依靠的是硬核的科幻读者，
这种人群恐怕在将来也是少数。 但
科幻电影是面向大众的。 有时候在
科幻小说里表现了自己觉得非常
好的想法，不一定就能在电影里呈
现出来。

羊城晚报： 多年创作科幻文
学，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王晋康：有的人说，中国科幻
作家的想象力不如西方同行，我是
不赞成的。 我们的想象力也是足够
的，但和西方相比，我们有一个很
大的弱势，就是我们的信息没有他
们那么丰富，尤其是像我这种英语
不好的作家。 可能在人文方面的思
考， 关于科学哲理方面的思考，我
们可以做得不错，但对于某种技术
细节的翔实把握，我们确实处于弱
势。 因为过去科幻和科学基本是不
搭界的，科学家一般也不参与到我
们科幻作家的圈子，我们有时候要
找一线的科学家，了解一些具体的
前沿信息，就比较困难。 比如我在
写《生命之歌》的时候，专门跑到北

大找生命科学院，托了关系才了解
到一些情况，而且这个过程中的交
流也是比较困难的。 但现在这种情
况正在改变。 年轻一代的科幻作
家，本身就是科学领域科班出身。

羊城晚报：现在科幻文学已经
进入影视化阶段 ，您的作品也有相
应的 IP 运营 。 您是怎么看这种现
象？

王晋康： 首先这当然是好事，
至少说明影视界已经重视科幻，过
去没有人重视科幻，科幻根本没办
法发展。 我们看到，当影视界资金
进入科幻圈，不少作家开始能够依
靠写作养活自己。 过去，科幻写作
没办法养活自己。 大概在十五年
前，还有人拉上我劝刘慈欣辞职专
业写科幻，我那会说你们千万不要

这么劝他，写科幻的收入，不能养
活自己。 我是 1997 年从石油系统
退休的，退休了我就写科幻，但也
能感受到专职写作的压力。

在美国， 科幻文学的发展从
短篇、 长篇畅销书， 再到科幻电
影、下游产品。我们现在在第三个
阶段 。 《流浪地球》 开了一个好
头。上一次我见到导演，我说按照
中国科幻的规模和现状， 还达不
到第三个阶段，是他和他的团队，
硬生生地把中国的科幻电影提前
了至少五年。

当然，现在的 IP 发展的势头好
像有点过猛了，里面资本的作用也
太大，也有不利之处。 我希望它不
会影响到一些年轻作家的创作。 现
在一些作家想的是怎么把 IP 做成

电影，怎么才能赚钱，这都是不好
的现象。 其实科幻作品真要写得
好， 是不需要考虑这些事情的，写
得好了，自然就会成为 IP。

羊城晚报： 科幻文学火了 ，会
有更多的年轻人被吸引到这个风
口里 。 您会给年轻创作者怎么建
议？

王晋康： 这当然是有好处的。
中国的科幻作者不就几十个人，这
个数量太少了， 扩大十倍也不多，
也还是个小数量。 我的建议有两
条，第一是一定要写适合自己写的
东西， 科幻写作确实需要天赋，如
果对于技术完全不擅长不喜欢，那
么就写不来硬科幻，可以试试写软
的。 第二是找准了道路，就要坚持
下去。

羊城晚报：您的长篇 《宇宙晶
卵 》在 《人民文学 》发表出版 ，这是
主流文学第一次刊载科幻文学长
篇。 您怎么看科幻文学在主流文学
领域的发展？

王晋康：《人民文学》不是第一
次发表科幻作品了，但之前包括上
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的都是短篇，
这次发表长篇是第一次。关于科幻
文学和主流文学的关系， 我想，科
幻文学首先是俗文学，首义就是向
读者提供让他们看得舒服、有阅读
快感的小说。 再者，它有很浓厚的
亚文化特质。 他在科学的基础上看
的，可以超越时空，超越种族，甚至

超越地球人类。 所以，我们都说科
幻文学是关注未来。但是因为科技
飞速、超速的发展，未来现在已经
到我们眼前了， 科幻就是现在的现
实主义， 有可能就是明天的主流文
学，所以在这方面就说，我觉得不要
把眼睛老是往后盯，还是要往前看。

羊城晚报：科幻小说涉及的题材
指向未来，作为创作者会否担心自己
的作品不能被当下主流所接受？是否
会因而给自己的想象力设限？

王晋康：这个我不管，我从来
没有这个担忧，我该怎么写就怎么
写。 有一些科幻作家有一些超前
的， 比如在道德伦理上的看法，有

可能不见容于主流话语，但不影响
我们的写作。

羊城晚报： 与主流文学相比 ，
科幻文学的文学性比较弱。 您怎么
看？

王晋康：是的，这方面确实比
较弱。 科幻小说的写作者大部分是
理工男。但这个问题也要从两个方
向看，一方面，科幻小说的文学性
差一点， 但它影响着这么多的人，
这就证明了这种文学有着它独特
的魅力，而这种魅力并不会因为文
学上稍微粗糙一点就减弱很多。另
一个方面，科幻文学和主流文学不
一样，有时候主流文学注重的比较

琐碎的内心活动，科幻作家往往看
不上。我们会认为描写一些宏大的
场面更重要，如果必要就把那些琐
碎的东西减弱掉。刘慈欣不是有个
说法叫“宏叙事”吗？ 再者，我们确
确实实还是需要向严肃文学作家
学习一些东西。 我在写作的时候，
会看一些国外的科幻作品，但由于
翻译的问题， 语言的感觉不怎么
好。 为了培养自己的语言感觉，我
就经常找一些国内的作家作品看。
比如我比较欣赏的林斤澜、 汪曾
祺、毕飞宇、阿来、莫怀戚，等等。不
过恐怕主流文学家也要向科幻文
学家学习。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科幻的大地”王晋康长篇封笔之作《宇宙晶卵》
问世，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科幻文学里的未来已成为现实

科学和人文要走到一块去

科幻作家依靠写作能养活自己

科幻文学首先是俗文学

汪晓曙：
建构湾区“大美术”格局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12 月 19 日，第十三届全国美展获奖暨提名作品展开幕式 、颁
奖仪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产生 39 件 “中国美术奖 ”创作奖 ，包括
10 件金奖、13 件银奖、16 件铜奖。据统计，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共选出
了 4202 件入选作品，其中广东入选作品总数达 383 件，从上一届的
第四位上升到了首位。 排在第二位的是北京，山东和浙江紧随其后。
除此之外，广东省水彩粉画、综合画种的入选作品数都是全国第一，
中国画、油画、漆画、雕塑、版画、壁画、实验艺术等画种的入选作品数
均位居全国前三 。 来自广东的李小军的漆画 《折山入梦 》、谢郴安
的油画《和煦时光 》获得铜奖 。 日前 ，粤港澳大湾区美术家联盟主
席、广州市美协主席汪晓曙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粤港澳美术家族联动
羊城晚报： 日前全国美展结果揭晓 ，以

此作为标准之一 ，如何评价最近这些年来粤
港澳大湾区的美术创作？

汪晓曙：近年来，广东在建设文化强省
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文艺体系的构建，为全国
美术事业繁荣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今年年
初，随着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的出台，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热潮澎湃而起。
与此同时， 粤港澳大湾区美术家联盟成立，
将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为契机
打造文化湾区。

第十三届全国美展旨在为祖国 70 华诞
献礼， 这也是 2019 年广东美术及粤港澳大
湾区美术创作活动的重头戏。 作为大湾区的
主体，广东在这届展览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
绩，在全国入选的 4202 件作品中，广东入选
了 382 件，入选数为全国第一。 从广东入选
作品的画种来分析， 其风格流派更趋多样，
广东的水彩、水粉和综合画种的入选数都位
居全国第一，体现了广东开放、进取、包容的
精神。

今年广州承办了“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
品展览港澳台邀请展暨海外华人作品展”，
与上一届美展相比， 港澳地区在本次展览
中，无论是参与人数，还是作品件数，都有明
显的增加。 从作品来说，其艺术种类明显增
加，质量水平也有显著提升。其中，香港的作
品总数 240 多件，入选 76 件作品（含进京作
品 9 件 ），其中包含中国画、油画、雕塑等不
同画种，很多香港美术家都在作品中表现香
港回归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进步，在描绘香
港民俗、风光的同时，也流露出他们血脉中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和认同。而澳门特别
行政区入选 52 件作品 （含进京作品 4 件 ），
澳门地区涌现出很多中青年美术家的精品
力作，并且雕塑作品尤为突出，整体作品面
貌既有对澳门市井生活的人文关怀， 也有对
历史变迁和生态环境的深入思考。 港澳地区
引人瞩目的是艺术家们在作品中抒发了对家
乡、对祖国的无比热爱，流露着中华儿女心系
祖国的真诚之情，传递出强烈的爱国热情。

今后，粤港澳大湾区美术家联盟将继续
联动湾区家族，合力将港澳与内地更好地凝
聚在一起，并以此为世界之窗，开展湾区与
世界的美术交流、创作。

羊城晚报：比起几个传统的美术创作大
省，大湾区美术创作还存在哪些不足？

汪晓曙：基于广东地区自身而言，由于
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原因，湾
区九市美术创作自身发展具有相对不平衡
性，港澳两地因历史原因长期受西方文化的
影响，对内地传统文化存在部分断联，缺失
了一些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但也因
此产生了与内地迥然不同、独具魅力的艺术
风格，不能片面地看待。

解构重组的前沿阵地
羊城晚报：粤港澳大湾区美术家联盟成

立已近一年。建构“粤港澳大湾区美术”这样
的一个想象共同体的基础在哪里？

汪晓曙：粤港澳大湾区地处海上丝绸之
路要津，链接下的香港、澳门与珠三角九市
之间历史渊源深厚， 共同承袭着岭南文化、
广府文化，既有不同的特质，又因地缘相近，
同饮珠江水、 同讲粤方言而形成了文化同
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优势互补的特征。
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核和紧密联合的人文价
值链植根于优秀的中华文化与岭南文化基
因中， 加之国家实施大湾区战略的推动，将
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与世界级的文化窗口，形
成了资源共享、需求互补、交通便利的独特
优势。 因此建设湾区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
经济意义， 更推动了文化的交流合作和发
展。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美术家联盟的成立，
拥有着非常良好的人文积淀。 作为联盟的主
管单位，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将会在未来工作
中， 与联盟单位一起思考大湾区美术发展问
题， 深化大湾区九个城市与两个地区之间的
文化交流与合作，努力构建大湾区美术收藏、
研究、展陈的世界格局，提升国际影响力。

近来，粤港澳三地之间文化交流活动频

繁，通过艺术资源共享、艺术协会合作、巡回
展览等方式促进湾区兄弟城市交流互鉴，文
化互动，已然成为新时代下的一种趋势。

粤港澳大湾区美术家联盟将团结湾区
广大美术家及美术工作者不断推出有政治
高度、有人文关怀、有学术立场和艺术品位
的文艺活动，推崇建设“大美术”理念格局，
借助“大美术”把三地共通的中华传统、岭南
特色的文化根脉紧密联结，令三地艺术花朵
竞相绽放，共同促进大湾区的文化融通和艺
术繁荣。

羊城晚报： 与世界上其他湾区相比 ，如
东京湾区 、纽约湾区等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
建构上有什么特点？

汪晓曙：首先是政治制度的不同，与纽
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以及东京湾区不同的
是，粤港澳大湾区并不是在同一个政治经济
体制下运行的。 粤港澳大湾区实际上更趋于
一个独特的“中国模式”。内地实行的是社会
主义制度，而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实行的
是资本主义制度， 这和内地存在较大差异。
其次在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的不同。“一国
两制” 是粤港澳大湾区最为重要的特征，也
是最为重要的优势。 在此制度下多样性和互
补性是粤港澳区域合作的优势，也可成为推
动合作的动力。

在政治经济多重影响之下，湾区文化建
构虽与三大著名湾区东京湾区、 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相比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着
根本的不同，它生长于更加多样性、差异性、
活力性的文化土壤中，其最本质的核心概括
来讲是异质共存的文化特征，其中涵括了广
东、香港、澳门三个毗邻而居但又具有差别
的地区。 港澳两地在历史中受西方的经济、
政治、文化影响颇深，但本质上中华文脉根
深蒂固。另外，大湾区以广州、深圳、香港、澳
门四点为主体，四点生发同时联结周边城市
的共生，这种特殊性造就了一种与众不同的
区域性空间与越发模糊的边界。 相对于内地
文化， 港澳地区在西方交流嫁接更具活力，
是中西文化交融、 解构重组的前沿阵地，所
以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构上要以尊重差
异性与多元城市文化为基础，发展多元文化
共生，消除壁垒，促进港澳文化与穗文化的
关联互动。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羊城晚报：在全球化时代 ，画家创作中

的地域特色是否有所减弱？ 如何看待艺术中
的地域特色？

汪晓曙：“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最好的时
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说其好在于对于
画家而言，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可以见识很
多所谓“新鲜”的艺术表达方式，说其不好是
因为太过于去追求“新鲜”的东西，会忘却艺
术创作中的内在本质的表达和内心的艺术
追求。 全球化时代影响了画家在创作中题材
的选择、表现方式、风格的形成，抹去了画家
群体之间交流互动的障碍，打破了地域的隔
膜，以往的地域性特色，甚至国家民族特色
也必然随之减弱。“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
全球化共生共融的浪潮下， 我们依然要保
持、坚守和发扬国家、民族的地域特色文化，
这是民族文化不能断的血脉。 粤港澳大湾区
的建设加强了三地文化交流、合作、发展，在
此趋势的影响和带动下，具有湾区地域化特
色内容的美学作品将涌现出来，它们引发和
承载的精神活动将会让大众耳目一新。

羊城晚报：港澳两地美术在大湾区文化
建设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汪晓曙：从历史看，港澳两地美术，分别
是在英国与葡萄牙殖民统治下，在其影响下
逐渐发展起来的。 香港以岭南特色中华传统
文化为根基,并不断吸纳西方现代艺术造型
元素，呈现出一种中西结合的面貌；澳门同
样以中华文化为主体，与葡萄牙所带来的文
艺复兴后的欧洲艺术风格相交汇，具体呈现
出一种以西式水彩、油画、版画为主的艺术
形态。 两地同样都是多元共存的文化，是东
西方文明的结晶。 港澳美术是一种自发的、
感性的、广泛性的移民艺术，兼具脱离正统、
偏离规范的独特个性，彰显出港澳两地大湾
区在文化建设中的特殊地位，与湾区内地各
市形成优势互补的局面。

李小军《折山入梦》（漆画） 谢郴安《和煦时光》（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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