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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银河》
将战国七雄融入星空

科幻作家宝树、阿缺联手谱写古风太空史诗

对历史进行了恢宏想象
书中讲述秦王第九子嬴戈兰因为关涉

一桩贵族命案，而被贬至边远星系，却意外
卷入了秦魏大战中。作为一名无权无势的
末位王子，他在银河系里颠沛流离时，因缘
际会，不仅结识了魏国军官公孙千阳、反奴
隶制义军首领星狐和楚国的至高圣女羋
莎，还有了扭转秦魏战局的法宝和一争帝
位的实力，并在漫漫银河里掀起滔天巨浪。

为完成这部古风太空史诗，宝树对真
实的战国历史进行了细致的考察，随即对
历史进行了恢宏想象。他根据战国七雄的
真实历史特征，设计了各国的科技树，并将
其推向了星际文明的高度。这既能增强读
者的代入感，又能给人以别样的新奇体验，
从而充分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在自序中，
宝树说：“本书融入了诸多华夏古老元素，
但具体内涵和形式相当自由，并不一定和
我们的历史相一致。”纵览全书，《七国银
河》不仅吸收了中华文明的诸多元素，而且
摆脱了沉重感，读者可以轻松畅游其间。

《七国银河》的另一大特点还在于作家
讲述了一个惊险刺激的冒险故事。而在冒
险故事的创作上，阿缺可谓功不可没。阿
缺在中国科幻创作群体中，以细腻的情绪
和机器人题材见长，甚至有科幻作家评价
说：“阿缺是最会写情感的作家。”所以本书
的设定虽然沉郁厚重、磅礴大气，但读来却
让人感觉有情有义，没有丝毫枯燥之感。
可以说，阿缺以一己之力，为冰冷的太空注
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获得多位名人作家点赞
事实上，为了更好地满足青少年读者，

两位作者也是下足了工夫。书中的主角身

陷困境，在群星间游荡，通过遇见一个个志
同道合的伙伴，最终找寻到人生的方向，在
不知不觉中走进读者的内心，让科幻文学
在更年轻的读者心中扎下根。

《七国银河》在创作之初就为游戏改编
埋下了伏笔。这部作品有着庞大的本土世
界观，科幻元素也足够丰富，比如批量生产
士兵的人造人工厂，夜风吹拂就会发出光芒
的原始森林，还有环绕恒星修建的巨型城池
等等，当这些充满想象力的奇观纷纷视觉化
时，中国科幻游戏也将迎来一番新的景象。

宝树是一名重度科幻综合征患者、民
间哲学家，沉迷于与时间有关的故事，相信
每个故事在无限时空中都是真实存在的，
写作者只是以心探险。出版有《三体X：观
想之宙》《时间之墟》《古老的地球之歌》《时
间外史》等，多次荣获全球华语科幻星云
奖、中国科幻银河奖，有多部作品译介为英
语、西班牙语、俄语等语言在海外出版。

阿缺则是深度科幻迷，常居川渝，靠火
锅和写作来“拯救”生活。火锅不能顿顿
吃，小说可以天天写。出版有《与机器人同
行》《机器人间》《星海旅人》等作品，有多篇
小说被翻译为英文在海外发表，多次荣获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和中国科幻银河奖。

这本书尚未出版时，就得到了诸多名
家的认可与支持。中国科幻领军人物刘慈
欣认为本书“将太空和历史在更高的维度
中融合，科幻的疆域通向了神秘的无垠”。
著名作家马伯庸则非常感性地说：“你无法
分辨《七国银河》的类型，因为早已沉溺其
中。”而《长安十二时辰》总制片人梁超则从
科幻影视产业的角度，高屋建瓴地评论：

“宝树和阿缺创造了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星
球大战》。”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追记美好的成长之路
——读孙卫卫《少年故事》

□张家鸿

在最新散文集《少年故
事》里，孙卫卫平淡、朴实地叙
述着自己的中学时光。没有
任何花哨的言辞、多余的修
饰，仿佛他就坐在我面前，倾
心诉说着充实、丰富的中学学
习和生活。对一个人的成长
来讲，小学是尚属稚嫩的萌芽
状态，大学是已然成熟的茁壮
模样，而中学则是连接小学与
大学之间的桥梁，是两者之间
的过渡带，是承前启后的维
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真实，是孙卫卫散文特有
的魅力。在书写中学时光时，
孙卫卫的笔端同样自然而然
地显露出这个特点。他把自
己摆放其中，真实地欢笑、真
实地流泪、真实地固执。读
之，仿佛可以听见他的心跳
声，一声又一声地从字里行间
传来。曾经遇到过的人、曾经
读过的书、曾经经历过的事，
都是孙卫卫之所以成为孙卫
卫的缘由。归根到底，孙卫卫
摆放其中的是真实的感情。

回忆即过滤即筛选，筛除
不那么美好的，沉淀美好的。
简而言之，回忆是为过去提
纯，唯有那些令人情动于中且
闪闪发光的人、事、物才会成
为生命的一部分。在书的《后
记》中，孙卫卫写道：“写这些
文字，对我也是提醒，提醒任
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曾经帮助
过我的每一个人，哪怕只是一
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的眼
神。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
们，就没有我的现在。”感恩，
是《少年故事》整本书的情感
主线之一。除却感恩，还有热
爱。

用心审思现在的孙卫卫
和他的作品，可知时光的流逝
并不总是让人惋惜，它还鼓
荡、积聚着动人的力量。若无
当初的热爱，何来今日的充
实？若无曾经的美好，哪来今
日的回眸？更何况，这样的热
爱与美好依然是生命中的一
部分。

遇见这么多好的同学、老
师、前辈，孙卫卫是无比幸运
的。幸运的同时，孙卫卫的经

历是非常普通的，这里有大多
数中学生同样尝过的百感交
集。因和弟弟打架产生的自
责、离家多日后回家的急切、
得到同学夸奖后的羞涩……
都是他中学行囊中的点滴。

与此同时，孙卫卫的经历
又是不普通的，那就是他对文
学对写作的热爱。参加文学社
与广播站的各种事务，一有机
会就逛书店，喜欢写信给朋友，
乐于和文学界前辈交流，剪贴
本上有作家关于创作的论述，
用心学习同班同学作文中的长
处，等等。

这正是《少年故事》值得
很多人读的理由。当成长的
伤痛不可避免地到来时，我们
该如何面对？当找到认定的
前进方向之后，我们该如何处
理未来与当下的矛盾？当眼
界突然开阔之后，我们该如何
把握自我？孙卫卫的经历恰
恰是颇值得当下中学生借鉴
的。

散文集写的虽是孙卫卫
的中学时光，然而其书写的意
义并不止于个人层面。以个
人为源头，实可见出当年社会
的种种情形、人心的种种处
境。《西安车站遭遇》《我被敲
诈》等文章不难看出彼时社会
治安状况堪忧，年轻人好勇斗
狠也所在不少。从今日观之，
社会之进步再明显不过。进
步的原因在于父母亲对少年
成长并不是全盘交给学校，而
是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肩负好
自己的职责。

当然，彼时的社会并非一
无是处，譬如人与人之间朴
素、简单的关系。在从来都不
完美的社会里成长，不能仅靠
学校教育的有限力量。家庭
教育、社会教育当与学校教育
通力协作，方能为少年们的成
长保驾护航。由此可知，《少
年故事》的书写已然超越儿童
文学的范畴，具有教育学上的
借鉴与参照意义。孙卫卫的
成长经历深刻地验证了卢梭
在《爱弥儿》中说过的一句话：

“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所没有的
东西，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所需
要的东西，全都要由教育赐予
我们。”

在多篇文章的末尾，孙卫
卫在回眸往事时常用“如果”
来假设。如果可以重来，要认
真读书少参加活动，要把字练
好一些。因做得不够好而产
生的懊恼是真实的，真心期许
的自我鞭策则既真实又真
挚。使用假设，并不是为了当
年虚度光阴之后的重头再来，
而是为了走向更好自我的用
力鞭策。“如果”的多次出现体
现的是当年的不够圆满，进一
步体现了孙卫卫散文写作中
一如既往的真实风格。

近日，八光分文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推出了原创科幻长篇小说《七国银河》。这
本书由银河奖、星云奖、冷湖奖三奖得主宝树、阿缺联手创作，将战国七雄设定于银河中，
让遥远的过去在浩瀚的宇宙中“重生”。

《七国银河》是宝树、阿缺的合著首秀，这种形式放眼百年中国科幻史也极其罕见。
纵观大多数作品的成书过程，往往是由一位作家担纲完成，作品中亮点与缺点并存。但
宝树和阿缺采用合著的形式，充分发挥各自所长，补位对方的不足，使《七国银河》成为二
人创作才华的集大成之作。

此书一扫科幻文学“艰涩”“难读”的刻板印象，通过构建瑰丽的古风太空文明，书写
波谲云诡的王朝争霸，充分实现了科幻本土化。

宝树

阿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