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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会的现场，
有一个人不容忽视。尽管她不是畅销
科幻小说作家，但她所在之处，总有幻
迷默默跟在身后，找寻合适的时机上前
寻求签名合影。老一批的科幻读者对
她推崇备至，新一代的幻迷们对她的名
字更是如雷贯耳。她就是《科幻世界》
杂志社的首任社长、中国科幻“银河奖”
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杨潇。

在刚刚闭幕的成都世界科幻大会上，
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评价杨潇时说：“如
果没有她，中国科幻至少倒退十年。”

10月22日，科幻沙龙分享会“56年
以后的《科幻世界》是什么样”在科幻大
会地球厅结束后，杨潇在菁蓉湖畔接受
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
4 天的世界科幻大会行程，杨潇最大的
感受是喜悦与感动，“我看到了非常多
的年轻读者，在这么美丽的地方办科幻
大会，大家这么热火朝天，科幻成为一
个如此普及的事。我以前从未想过，中
国的科幻能走到今天，是真的没有想
到，我感觉我这一辈子值了。”

中国科幻的过去：
坐八天八夜的火车换来举办权

熟悉中国科幻发展史的朋友，对杨
潇为成都争取举办世界科幻小说年会
而搭乘火车、历时八天八夜横穿欧亚大
陆的事情并不陌生。分享会上，杨潇给
现场许多正在读大学的年轻幻迷讲述
了当年传奇又热血的经历。

当时成都欲争取世界科幻小说年
会的举办机会，但是一部分欧洲国家
提出反对，想把年会放在波兰举办。
1990年，第四十八届国际科幻大会在
荷兰海牙举行，杨潇临危受命，与另外
两名同事组成代表团前往参会，顺便
要为成都“拉票”。33年前不比如今，
一本杂志才卖1元钱，而到荷兰的机票
又非常昂贵。

“如果当时要坐飞机去，我得卖一
万多本杂志。”杨潇告诉记者，为了节约
经费，他们便决定搭火车去。在火车上
经历了八天八夜，终于到了海牙。下火
车时，她双腿都已经水肿。

令人欣喜的是，代表团进行了非常
优秀的演讲，让中国科幻的发展被世界
看到，最后中国获得了48票的支持，击
败了仅有12票的波兰，并于1991年在
成都成功举办了世界科幻小说年会。

“当时我们的初衷，就是要去给中
国科幻正名。”杨潇说，也正是在那一
年，中国科幻开始起飞，出版社开始大
量出版科幻小说，喜爱科幻的学生和年
轻人越来越多。

到了1997年，中国的科幻面貌已经
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一年，杨潇又组织
了北京国际科幻大会。会上请到了5名
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的宇航员，在中国掀
起了巨大的科技追星风暴。杨潇回忆，
参会人员特别多，前来学习的青少年把
路堵得水泄不通，国外宇航员幽默地评
价：“这里的阻力比太空还大。”

“有不少国外的科幻作家说，在当地
虽然也有很多科幻迷，但是远不如中国
有这么高的热度，当时很多人都断言，世
界科幻的未来在中国。果然，看今天，一
代又一代中国的科幻作家成长起来了，
生生不息，我真的很感动。”杨潇说。

未来的“科幻世界”：
我永远“坚守地球”

1979年，《科幻世界》脱胎于前身
《科学文艺》而诞生了。2079年将是《科
幻世界》创刊100周年。在今年的世界
科幻大会上，许多科幻作家就对56年后
的“科幻世界”进行了想象。

杨潇回忆，她小的时候没有读过科
幻作品，那个年代物质条件不丰富，大
家能读到的文艺作品门类十分狭窄。
马识途发表的一篇名为《科学与幻想的
结合》的作品打开了杨潇科幻世界的大
门，“当时我觉得好新奇，好有新意，我
们以前是没看过这些的，突然知道居然
还有科学和文学的这种结合，于是我就
申请从工厂调去了杂志社，当上了一个
小编辑。”

几十年来，杨潇为《科幻世界》投入
了自己的青春与梦想，她对《科幻世界》
感情十分深厚。在她的想象中，未来的
《科幻世界》可能早已没有了实体本，只
有少量作为收藏还存在。那时的科幻
作家写小说，可以自由穿梭在所写的人
物世界与真实世界中，现实和虚拟已经
可以实现完美交互。

“56年后，也许我们的《科幻世界》也
拥有了两个基地，一个是地球基地，一个
是火星基地。也许你们的后代都去了火
星，但我不会离开这里，我是坚定的地球
主义者，我会永远地坚守在地球。”

正如杨潇为过去的中国科幻所坚
守的那样，她心中一直有一份强大的信
念。“我们的编辑部有一句名言，是爱因
斯坦说的，‘想象力永远比知识更加重
要’。”杨潇认为，以想象力为核心驱动
的科幻类型文学在中国具有非常强大
的生命力，它永远不会消亡。“社会在走
向未来，科幻也是面向未来，只要按照
这个节奏，我们就能越来越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
图据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会组委会

对话《科幻世界》首任社长杨潇：

以想象力为核心驱动的科幻文学永不会消亡

罗伯特·索耶被称为加拿大“科幻
教父”，他和刘慈欣、王晋康等中国科幻
名家是好友，曾多次到访中国，仅成都
就来了5次。10月23日，刚刚参加完
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会的罗伯特·索耶
先后前往成都石室中学（北湖校区）和
四川大学江安校区，与青年学子们进行
了精彩的分享和互动。

罗伯特·索耶进校园分享活动由四
川省作家协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
院、《科幻世界》杂志社、阿来书房主办。

罗伯特·索耶是加拿大最负盛名
的科幻作家，他的科幻小说广受推崇，
代表作有《金羊毛》《终极实验》《计算
中得到上帝》等，作品被翻译成了多种
语言，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地。他的作
品常常会融合科学、哲学和社会问题，
集中探讨科技对人类社会和个体生活
的影响。

40年前，23岁的罗伯特·索耶开始
尝试以全职作家的身份谋生。他自幼
便对科学充满兴趣，痴迷于恐龙和外太
空。他著名的“恐龙文明”三部曲，主角

便是智慧如人类的恐龙们。但在全职
写作的头几年里，罗伯特·索耶并非一
开始就致力于科幻创作，他为加拿大和
美国的杂志撰写各类专题文章，主题从
计算机到个人理财不等。

罗伯特·索耶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
科技与文化，他坚定地认为中国会成为
科幻小说未来的中心。他也曾多次参
加中国举办的科幻活动，2007年更是获
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最受中国读者欢

迎的外国作家”奖，与中国读者有着非
常深厚的情感联系。在23日下午石室
中学（北湖校区）的演讲中，索耶一开始
就对学校的氛围和环境进行了高度赞
扬，他称这里是他从未见过的最美丽的
学校，而且拥有超过2000年的悠久校
史。他说，自己与妻子是在高中相识，
今年他们的高中刚刚迎来66周年校庆，
而这所学校竟然已经2000多岁了，“还
有一点，我们的高中很丑，这里是真的

漂亮。”索耶幽默的话语赢得现场同学
们的笑声与掌声。

接下来，索耶从世界科幻界的大奖
雨果奖开始，详细讲解了科幻小说的诞
生，以及现在科幻小说正在经历哪些课
题、未来的科幻创作又将何去何从，同
时分享了自己进行科幻写作时的灵感
来源。尤其对如今的智能时代，AI是否
能取代科幻写作发表了个人观点和见
解。他提到，AI可以用于医学、建筑、工
程等所有一切，但唯独不适用于艺术创
作。人工智能在很多年前已经成为科
学幻想的主题，许多优秀的科幻作家在
幻想世界里率先提出了机器与人类的
关系。如今，这个课题依然会持续下
去。一个小时的分享过后，石室中学的
同学们用流利的英文与索耶进行了对
话，探讨了索耶的写作源头与动力，以
及对科技、智慧以及科幻的畅想。

在石室中学的演讲结束后，罗伯
特·索耶还前往四川大学江安校区，分
享题为《科幻、科技与未来》的讲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

加拿大“科幻教父”走进成都校园
罗伯特·索耶与青年学子进行精彩的分享和互动

杨潇在世界科幻大会现场。

杨潇为幻迷签名。

罗伯特·索耶
在成都石室
中学（北湖校
区）分享。
图据阿来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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