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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生观》是著名哲
学家冯友兰的代表作，日前，
该书由领读文化策划、台海出
版社出版。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当代
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
家。他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
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留学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
杜威，1924年获博士学位。回
国后，曾任广东大学、燕京大
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哲学
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西南联
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
长。1952年后一直任北京大
学哲学系教授、中科院哲学社
会科学部委员。

冯友兰长期从事哲学教
学和研究，在哲学思想和中国
哲学史研究方面自成体系，为
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
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
儒家”。著有《中国哲学史》
《贞元六书》《中国哲学史新
编》《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
国哲学简史》等，这些书均是
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
影响深远。

百年前，中国思想界曾出
现了一场罕见的论战，即科学
与人生观论战，对于科学能否
解决人生观问题，丁文江、胡
适、张君劢、梁启超、张东荪、
陈独秀等著名思想家纷纷介
入其中各抒己见。《一种人生
观》一书对这场论战中不同人
的观念做了回顾，并一一剖析
其观念之优劣，引导读者树立
更为合理、正确的人生观念。

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
分是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重要
著作《一种人生观》一书，第二部
分“人生与哲学”是冯友兰文章
精选，是对《一种人生观》所阐述
的人生哲学观念的补充。

在书中，冯友兰先生从哲
学角度进入，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神与血脉之中摄取养分，
为我们的人生观提供了一种
全新的答案。

封面新闻记者王卉
出版社供图

2021 年，“元宇宙”大火特
火。这个原本只有资深科幻迷
才知道的词，转眼就火出了科
幻圈，以至于连脸书的创始人
扎克伯格都宣布公司改名为

“Meta”（也就是“元宇宙”一词
中的“元”）。但“元宇宙”究竟
是什么？

勾勒“元宇宙”全方位立体面貌

元宇宙是诞生于科幻文化
的全新概念、全新词汇。“元宇
宙（Metaverse）”一词，在 1992
年美国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
森创作的科幻小说《雪崩》里才
第一次出现。要想了解这个陌
生事物，最好的方法莫过于阅
读形象生动地演绎这一概念的
科幻小说。

日前，由八光分文化和新
星出版社联合出品的《无名链
接——中国元宇宙科幻小说佳
作选》正式出版发售，这本书以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势，用一
个个天马行空的科幻故事，为
我们勾勒出生动可感的“元宇
宙”全方位立体面貌。

本书是光分科幻文库旗下
“八光分佳选原创科幻系列”的
第四部，收录了中国科幻名家
和实力派作家的十四篇元宇宙
题 材 科 幻 力 作 。 其 中 ，
《MUD——黑客事件》《七重外
壳》《湿婆之舞》曾获科幻银河
奖。作家们以超前的想象力探

索元宇宙的未来面目，并洞察
到它可能带来的颠覆，将这一
切全都付诸笔端，写下一个个
引起强烈反响的精彩故事。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吴岩在
读完全书后发出感叹：“我在
2000年创作《鼠标垫》时，并没
有想到这类作品跟后来的元宇
宙之间能够产生联系。在小说
中，人类不用任何附加设备就
能接驳和退出云游的虚拟世
界。有趣的是，这类作品在《中
国元宇宙科幻小说佳作选》中
比比皆是，而且内容更加诡异
和神奇。在今天，研读这些作
品不只是一种消遣，更是去发
现未来创新的智慧之源。这是
一本深入了解中国式元宇宙的

必读教程。”

让读者对元宇宙有更深入认识

这本选集的主编刘维佳，
是目前国内资历最老的科幻编
辑之一，他同时也是三次荣获
银河奖的优秀科幻作家。这本
书也是刘维佳集二十年编辑经
验，认真精选出的中国自1994
年进入网络时代以来的原创优
秀元宇宙科幻小说，充分展现
出了中国科幻作家强劲的想象
力与洞察力。刘维佳认为：“若
不是中国进入网络时代比较
晚，中国科幻作家肯定能更早
创作出堪与元宇宙开山之作
《雪崩》比肩的科幻经典杰作。”

在元宇宙的簇拥者和质疑
者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的时候，
这本《无名链接》的出版恰逢其
时。它是国内第一本以“元宇
宙”为主题选编的科幻小说合
集，刘维佳敏锐地抓住了时代的
热点，并以独到的眼光从国内优
秀科幻作品里优中选优，最终选
出14篇极具代表性的佳作。

不管你是单纯喜欢科幻的
读者，还是对元宇宙好奇的普
通人，或是对元宇宙深有研究
的从业人员，这本《无名链接》
都会让你不虚这趟阅读之旅。
相信看完本书，你对元宇宙会
有更加感性、更加具体、更加深
入的认识。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晨练时与马一起奔跑”

渡澜说过，她曾就读的学校
位于偏僻的乡下，周围是沙漠、
牧场和农田。“早上晨练的时候，
我们跟马一起奔跑。上厕所时，
旁边会有鸡鸭猪羊在喧哗。课
间还可能会被老师带出去掰玉
米，或者去沙漠和村庄里玩耍。
总之，我们的成长和自然几乎没
有距离。”

与自然如此贴近的成长经
历，也让陈稳联想到，渡澜小说
中的角色也多有融入泥土的描
写。她笔下的世界是否与成长
经历有关？渡澜的回答是肯定
的，“我从小就喜欢亲近自然，
母亲与父亲也鼓励我探索。小
时候住的房子有个小院，我总
是在那里玩。院子虽然小但也
足够了，那里有很多昆虫、植物

还有小鸟。爸爸给我造了一个
小水池，里面有青蛙。让孩子
多多接触自然，有助于他们形
成健康的生命观，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避免他们陷入自怜自
恋、自私自卑的困境。自然督
促孩子们思考，自然鼓励孩子
们追求自由。”

角度新颖尽力表达内心所想

让刘艳好奇的是，渡澜的
奇幻写作通常从何处开始？是
否存在主题先行的情况？渡澜
透露，在写作时，她首先会想到
一个词、一句话或是一个场景，
然后写作围绕其展开，作品的
主题内核随之显现。“例如《傻
子乌尼戈消失了》故事的起点
是乌鸦；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会
反思每个人都要经历死亡，而
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是非常

重要的。如何消除对死亡的恐
惧？这是我一直在探求的问题。”

渡澜对事物和场景的描摹
角度非常新颖。比如在《声音》
中，她这么写噪音：“它发出的
气门响声，皮带轮的响声，曲轴
和活塞运转声，如同几十万人
同时磨牙时发出的那种令人毛
骨悚然的声音”。以至于有评
论者认为渡澜是在“用孩童的
思维写作，对孩童的心理把握
很准确”，对此，渡澜说自己并
不会特意用“孩童的思维”来
写，“我只是想尽力表达心里想
的东西。可能是因为我更加偏
向于写小孩子吧，所以才有了
孩童视角一说。我不清楚它是
否会随年龄与经历而削弱或是
完善。这仍是未知数。”

一个写奇幻型小说的人，

会读些什么书呢？渡澜坦言自
己看书比较杂，历史、哲学、医
学的书都读，反而“文学类的书
籍看得相对较少。”她还提到，
对自己写作影响较大的是舒尔
茨，“高考结束的暑假读了他的
书，那时就想，我也想写类似风
格的小说。”

许多人认为渡澜是写作方
面的“天才”，对此称谓，渡澜一
开始并不喜欢这个“偷懒”的
词，“不过后来我发现，问题不
在于评论者，而在我自己，重要
的还是要有自己的思考，对自
己有一个中肯的、真诚的评价，
这样无论别人给你贴上天才、
庸才、木材，或者别的什么标
签，你都能保持本心，并用自己
的本心来创作，来生活。”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出生于1999年的青年作家渡澜，是蒙古族女孩。蒙古语中人与自然浑融不分的境界，也成为其小说
里的一大特色。2022年春天，渡澜的短篇小说集《傻子乌尼戈消失了》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引

发年轻读者的热烈反响。小说中充盈着奇妙比喻，色彩、触感、声音、气味的通感使用，也让人好奇：她的文学世
界从何而来？

4 月，大连理工大学中文学科点“和光读书会”组织了一场渡澜小说研讨，一群 90 后与 00 后读者，试图从
意象、自然、语言、修辞、叙事等视角，打开渡澜作品广袤馥郁的文学空间。读书会中，两位成员刘艳、陈稳（均
是大连理工大学中文系本科生）与渡澜还有一番对话。在对话中，渡澜透露了她的文学创作理念、成长经历，
让人有机会深入地窥见这位文学少女的内心世界。

“天才”文学少女渡澜：
用本心创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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