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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年年烟火味儿，碎碎念念人间
事儿。

四季流转，每个月都有专属的色彩
和故事。

属于10月的色彩是梦幻的。在这个
初秋，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会圆满落
幕。在这场盛大的科幻嘉年华中，一群
来自成都七中的高中生承办并参与了两
场科幻主题沙龙，他们谈了科技、生命、
未来与梦，发布了由他们主编完成的第
37期校园科技杂志《未来梦》，杂志扉页
那句“热爱，是长夜的星光”，如同少年们
的宣言，浓墨热烈。

这本已在校园内存在了23年的学生
刊物，如同一枚棱镜，折射出青春的光
谱。在这所名声在外的顶尖中学里，他们
或许是有着光环的年轻人，但光环之下，
他们的思考、苦恼、热血、选择，折射着这
个时代年轻人的幸福和困惑。

如同某位已毕业多年的学生，在这
本校园科技刊物中所言，“一群少年在这
里，还在这里。”

改版
10月29日，成都七中林荫校区内，

第37期《未来梦》已经被收藏到学校科学
技术协会的办公室内，和前面36期杂志
摆放在一起，继续延展着发生在这个学
生组织里的青春故事。

在这一期的杂志中，关于科幻小说的
思考被最先抛出。在对于什么是赛博朋克
的解答中，作者吴彦岑写道：“科幻文学不
能为幻想所驾驭，而要更加强有力地约束
科学元素本身……促使作品内容向更加深
刻实际的社会生活与现代思潮靠拢。”

顺着这个思路，这期杂志还刊登了
科幻小说《天涯楼》《失之旅》，两篇小说
的作者都是高二年级的学生赵浚哲。他
将这两篇小说概括为“一个被救赎的故
事”，并坦言：“里面可能有我自己的投
射，但我已经在尽量避免，因为不想所有
的故事主角都像是同一个人。”

事实上，对于这本诞生于2000年，
如今稳定在一年两期的校园科技杂志而
言，从黑白版到全彩，从最初纯粹的科技
科普杂志，逐渐进化为现在以科普、科
技、科幻为主，校园生活为辅的校园杂
志。这些变化中有着不同年代的学生，
对于科技与科幻的凝视。

“科协存在的价值，正是无数人踏在
同一条地平线上，欣赏科技前沿初生的
美。”在第35期《未来梦》的卷首，高中生林
靖杰以此概括自己对于校园科协的认知。
他期待每一位翻开《未来梦》的读者，在合
上时，心中能收获一片璀璨的星辰大海。

这样的期待，具化到了他们对于学生
受众需要怎样的科技科普读物的思考中。
其中，由林靖杰作为主编的第34期《未来

梦》，被视为刊物的一次重大转型。“我们的
编辑理想是对标《博物》《国家地理》等专业
杂志。”于是，他和团队一起调整刊物内
容。例如，让竞赛类硬核科普的内容更简
明通俗，生活冷知识更有趣翔实，增加了生
物类科普的比重，因为这个领域更容易从
生活中找到比照，还增加了更注重探讨社
会与人文、过去与未来的故事。

因此，在最近两期的《未来梦》中，林靖
杰分为上、下篇，用上万字篇幅去梳理了新
中国发展的激荡70年，他将其定义为“并非
简单重复中学课本中所涉及的内容”。

“因为我们的学习，最后也是关联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事情。”如今，这个
即将18岁的少年在认真思考后，觉得“我
们应该在成绩之外，对社会发展有一个
比较全面的认知，才能真正明白爱国的
意义，也明白现在努力的意义。”

未来的种子
这份对于杂志的认真，也同样延续

到了其他场合。
在科幻大会上，一位参加了七中沙龙

的媒体人感触颇深的是，在这场汇聚了全
球各国重要科幻杂志的盛会上，这群学生
带着自己的校园科技杂志参会，“但他们并
没有把自己当孩子，大会也没有把他们当
孩子的意思，他们是认真地以科幻业内人
士的身份在参加。”

专注和认真，这也是成都七中高中
生物老师吴航枫对于这群学生最大的感
受，作为科协辅导员，他时常会被这份年
轻的热情所惊艳。

最初，林靖杰带着一份《未来梦》的
改版方案找到他，方案中所呈现出的专
业思考令他震撼。随后，在进行内容编辑
时，当常用的办公软件已经不能满足需求
时，学生们会自学专业的编辑软件。在内
容上，学生们更加聚焦前沿的研究成果，
思考也更加深入。

“第35期杂志里，化学竞赛组的学生

张瑞杰撰文介绍自由基，在他看来，自由
基的英文是‘radical’，这个词还有一个
意思，是‘激进的’，于是，他的文章叫做
《激进的自由基》，他赋予了自由基以人
格化的介绍。”吴航枫觉得，这些“拟人
化”的感受源于少年们对科学发自内心
的热爱，每一份热爱就是一颗种子，谁也
说不准，这些种子什么时候就能拔节而
起，成长为参天大树。

林靖杰就觉得，自己心里的种子已
经破土而出。

他喜欢研究城市的公共交通，公交、
地铁、共享单车，有着从能源产业到城市
发展，再到人们生活习惯的变迁。

“公共交通的线网规划方面，是我未
来比较想要从事研究的方向。”林靖杰今
年已经高三了，一周多前的成都世界科幻
大会，被他视为高考前“最后的疯狂”。

毫无疑问，在为明年6月高考全力付
出的当下，因为心中明确了想要抵达的
方向，少年心中更加坚定和充满期待。

青春的月亮
今年，林靖杰进入高三，卸任七中科

协的职务，高二的赵浚哲成为了第37期
《未来梦》的主编。

事实上，对于这本校园科技杂志而
言，每一学年，人员的去留都是一个“门
槛儿”，因为要在学习之余编辑杂志，学
生们都必须得到父母的支持。

毕竟，少年们心里都清楚，在高手汇
聚的成都七中，学习必然是最重要的
事。因此，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在高
一进入《未来梦》开始熟悉内容，高二成
为刊物主力，高三交棒给下一届，然后全
力备战各种考试。

“也有很多同学，即使很喜欢，也要在
高二就退出，这个我们都很理解。”赵浚哲
和林靖杰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月亮”，以
此形容《未来梦》对于他们的意义。

曾经，网络上流行一段对话截图，是
成都七中的老师在叮嘱家长，入学后的
第一次考试，可能学生们的排名会相比
于初中出现一个大幅下跌，希望家长们
不要太吃惊和焦虑，理智看待。

这段截图的真假已无据可考，但却
是赵浚哲最真实的感受。初中时一直是
年级前几名的他，在刚进入高中时，考了
一个从没想到的名次。此后很长一段时
间，他都陷入了自我焦虑和怀疑中，这
时，是《未来梦》给了他一扇窗口。

“学会取舍、平衡、规划安排，这或许是
《未来梦》带给这群学生最深远的影响之
一。”吴航枫和同事，都认为教育的本质不
仅仅在当下，他们支持学生在学习之余的
探索和思考，但也会强调当下的主要任务。

因此，从很早之前开始，吴航枫便会
引导《未来梦》的学生编辑们，学会倒推

时间，制定任务表，将一本杂志的任务细
化到每个月，再将最繁重的任务集中在
假期，“而这也是一个终生受益的习惯。”

“赶路很累，抬头看看月亮，就感觉
得到了平静和坦然，然后继续埋头努
力。”赵浚哲觉得，比陷在情绪的泥潭里
更重要的是行动，于是，他放稳心态，将
自己的目标细化，找到学习状态，一点一
点进步。

所幸，那枚“月亮”，一直都在身边陪伴。

少年还在这里
从更长远来看，为了抱住心中的月亮，

林靖杰和赵浚哲都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文风洗练灵动的林靖杰，因为自己

所喜爱的公共交通线网规划领域，最终
选择进入理科班。想要走上专业写作道
路的赵浚哲，也为了大学想要选择的专
业，进入了文科班。

这应该是他们在成年之前作出的最
重要的决定。

但如果抱住了月亮，却发现和想象
中不同，失望了怎么办？

少年们当然想过这个问题。
林靖杰觉得，对于自己所向往的行

业，他并没有深入体验过，因为担忧还没
发生的事，就放弃眼前的热爱，这并不明
智。所以，他想先努力抵达，靠近“月亮”
的过程本身就是成长的一部分。

“我觉得无论如何都不能向无趣妥
协，一定不能变成一个无趣的大人，这是
我很大的愿望。”赵浚哲觉得自己真正热
爱的是写作，而写作这件事无论如何都
是一件自由的事。

在《未来梦》内部，还有一个不断扩
大的讨论组，里面是历届《未来梦》的编
辑和主创。长大的学生们，散落在世界
各个角落，在研究所、写字楼、格子间和
实验室，但当《未来梦》需要，他们总是会
第一时间回复消息，如同从未离开一般。

在改版的第34期，毕业的同学应邀
提笔，在洋洋洒洒的回忆中，有人记得同
伴表演“速拧魔方”来推销杂志，有人将这
段经历写进了大学申请中，还有人在这个
过程中找到了未来的方向并奋斗至今。

似乎，这本杂志是同学们参与时内心
的“月亮”，也是毕业后永远的“乌托邦”，
大家在这里触摸到科学和艺术之美，认识
朋友、感受团队的力量，学会取舍和平衡，
而这些都最终汇聚成为成长的力量。

时间向前，只有校园永远青葱。吴
航枫一直记得，在第35期《未来梦》发布
会上，赵浚哲讲述的期待，“《未来梦》仍
在前行，它在等待你，等待你翻开书页的
那一刻，期盼为你带来苍辉的银河，也期
盼着你清澈而深邃的眼眸。”

——“可这群少年，本身就是最美好
的存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周丽梅

受访者供图

一群高中生，和他们自办的科技杂志
从2000年至今，《未来梦》已经发布了37期。成都七中科学技术协会成员合照。

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会上，成都七中
学生和2023雨果奖获得者尼尔·克拉克
（左二）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