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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中国科幻文学

的发展前景无限广阔。随着科

技的不断进步和全球化的深入

发展，科幻文学将迎来更多的

跨界融合。

科幻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

的结合成为趋势。科幻文学与

戏剧、音乐、美术等融合，产出

更多绚丽多彩的文化产品；科

幻文学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等技术的结合也为读者带来更

为沉浸式的体验。

一方面，科幻文学将继续

向影视、游戏、文旅等全链条延

伸，形成多元化的产业生态。

近年来，多部影视作品如《流浪

地球》《三体》等纷纷亮相荧屏，

IP转化为科幻文学的发展带来

了新的机遇。

另一方面，作家们积极参

与国际交流合作，推动中国科

幻作品走向世界舞台。越来越

多中国科幻作品被翻译成多种

语言在海外出版发行，受到国

际读者的广泛好评。

中国科幻文学未来将走向

何方？

“当前，国家的科技实力

为科幻发展注入现实动力。可

以说，科幻写作正当时。”写了

20 多年科幻的作家程婧波表

示，传统与流行、古老与现代、

想象与现实正在发生奇妙的融

合。回想去年看到青创会上众

多科幻作家的身影，她感慨道，

科幻文学既是现代生活梦想的

源泉之一，也是跨文化交流的

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玮认为，科技热点孕育科幻创

作，绿色能源、气候变化等热点

给科幻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这

需要科幻作家深度关注科技发

展并坚持创作，为未来日常生活

与社会发展预测可能的方向。

中国科幻文学历经数十年

发展，正在以独特的东方视角

重塑全球科幻格局。科幻不

仅是对科技的预言，更是对人

类命运的思辨。如今，年轻一

代创作者们扎根本土、放眼世

界，站在科学的基石上持续放

飞想象。（记者：余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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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幻文学正处于快速

发展的黄金时期。科幻作家们

将前沿科技元素融入作品中，

创造出既具科学性又充满想象

力的故事。

作为科幻产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内容源头，科幻阅读

正呈现出多元化、立体化的发

展态势。纸质阅读、数字阅读

和有声阅读三大板块相互补

充，构成丰富多彩的科幻阅读

生态。

科幻纸质阅读方面，2024
年出版科幻新书 758本，码洋贡

献率较 2023 年从 7.1％提升至

14.3％；科幻数字阅读方面，包

括科幻电子图书、科幻网络文

学在内的营收为 18.4 亿元，同

比增长 29.6％；科幻有声阅读涵

盖科幻有声书、科幻广播剧，营

收为 5.8亿元，同比增长 26.1％。

“这背后，是科幻作家们

源源不断的创作热情和读者们

对科幻作品的热切期待。”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陆杨认为，

数字阅读在科幻领域的强劲发

展，彰显了网络文学作为主导

力量在推动产业拓展中的关键

作用。

近年来，科幻文学跨主

题、跨领域的多元化趋势明

显。以往常见的星际探索、外

星文明题材依旧热门，但更多

作品聚焦于探讨人类与科技深

度融合下的社会伦理、虚拟现

实对现实生活的冲击。

2024 年，诸多优秀科幻作

品问世。一些长期活跃在科幻

文学圈内的实力作家持续发

力，推出了情节更跌宕、设定更

宏大的科幻作品，在想象力和

深度上都达到了新高度，例如

张之路等的“百年科幻”系列，

赵华等的“科幻中国”系列，以

及陈楸帆的《未来文明模拟器》

等。此外，年轻科幻作者带着

独特视角和新颖创意的作品崭

露头角，为科幻文学注入了新

鲜血液。

中国科幻文学的繁荣背

后，是国家科技实力的跃升，也

反 映 了 科 技 与 人 文 的 深 度

融合。

从宇宙空间站到量子计算

机，从脑机接口到可控核聚变，

当下的科学研究为科幻创作提

供了“未来已来”的叙事张力，

也让科幻成为探讨技术伦理与

文明走向的思想实验室。

“科幻文学更像是拿着望

远镜在看人类世界。”《人民文

学》副主编徐则臣认为，科幻文

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广阔的想

象力，引领着读者探索未知的

宇宙和深邃的人性。

徐则臣发现，在一众投稿

中，年轻作家似乎一开始就用

科幻的逻辑在写作，“这也是传

统文学与科幻文学一个巨大的

融合，也许未来，科幻文学不会

再单独拿出来谈了，它可能就

是我们文学中的生态之一。”

越来越多科幻作家开始使

用 AI 辅助创作。借助人工智

能完成情节构思、人物设定等

工作，不仅提高了效率，也为作

品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人机协同的创作模式不

是简单的工具应用，而是一种

全新的创作范式。”作家陈楸帆

坦言，早在 2017 年他就开始尝

试与 AI 共同写作，使用大模型

助力情节发散和灵感迸发。

近年来，清华大学沈阳教

授团队采用人工智能创作的小

说《机忆之地》匿名参加科幻比

赛并获奖，华东师大王峰教授

团队利用人工智能创作了百万

字小说《天命使徒》……读者们

不禁要问，人工智能是否将代

替人类来创作文学作品？

谈及 DeepSeek 等应用对

于科幻文学的影响，作家刘慈

欣表示，他已经感受到了技术

的力量，但暂时不会用 AI 辅
助，因为写作习惯很个人化，写

作过程中也不会与人交流。

“与人工智能相比，想象

力可能是人类仅剩的优势了。”

刘慈欣表示，写作最大的乐趣

在于独立的、个人的创造，而非

工匠式的过程。

AI 写作给科幻文学带来

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大量科

幻作品涌入市场，质量参差不

齐，部分作品创意匮乏、情节老

套，影响了读者对科幻文学整

体的观感。

如何规避上述隐忧？北京

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泉根提

出重构创作伦理，建立人工智

能辅助创作的行业规范；同时，

还应加强科技伦理教育，警惕

算法对思维模式的潜在影响。

少儿科幻作家尹超表示，

作家应关注科技发展前沿动

态，主动将最新科技成果融入

作品，使作品更加具有科学性

和时代感；同时，还需要深入挖

掘人性、社会等深层次主题，使

作品更加具有思想深度和人文

关怀。

专家认为，未来的科幻创

作应走向更深层的科技与人文

的融合：既要做“望远镜”发掘

青年创作者，也要做“实验室”

鼓励跨界实验，更要做“时光

机”将科幻文本淬炼成文化

遗产。

挑战与机遇并存：AI变革下科幻文学的探索之路

科技发展大潮推动下，中国科幻

文学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

中国科幻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

《2025 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示，2024

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达 1089.6 亿

元，连续两年超过千亿元大关。其中，

科幻阅读市场总营收达 35.1 亿元，同

比增长10.7％。

从 10年前《三体》荣获雨果奖，到

近年来越来越多写作者投身科幻创作，

中国科幻文学正以其独特的魅力，连接

着现实与未来、科技与人文，成为当代

文化领域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科学与想象力爆发：科幻文学繁荣的壮丽图景

科幻文学的未来：跨界融合与全球视野的广阔天地

2023 年 12 月 1 日，观众在四川成都沉浸式

感受“三体世界”魅力。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4 月 8 日，在日本大阪交响音乐厅，日本世

纪交响乐团和南京民族乐团演奏交响乐曲《诗

意江南》。 新华社记者 杨光 摄

2025 年 3 月 12 日，浙江嘉兴，老师在指导学

生完成“AI 赋能生活”项目化学习。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