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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诉求。刘慈欣科幻小说作

品对“人类发展”这一永恒主题的观照尤为突出，其作品无

不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关切。通过富于真实性的背景环境、

紧扣时代性的主题设置和充满矛盾性的小人物塑造，其作品

展现了人类现实困境、勾画了发展的未来图景并揭示人类命

运的共同性；在肯定发展观重要性的基础上，将人类对发展

的共同诉求聚焦到实现发展的共同道路上；其作品从不同角

度对人类社会进行观照和启发，反思科技至上、霸权主义和

文化隔阂，反对以霸制霸，继而揭示人类共同命运得以实现

的必然性。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研究其作品中

的“人类发展道路”为中国文学发展提供一种参考借鉴和可

能方向。

论文从刘慈欣科幻小说对当今世界的象征隐喻、群体画

像折射时代发展等方面多层次多方位挖掘作品中蕴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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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命运共同体”精神，为一般文学类专业学习者研究中国新

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并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提供了一种实用

方法，对开阔相关专业教师的思路也有一定益处。

科幻小说作为富于现代性的文类，与当今中国文化的传

承和传播、当代世界的发展机遇和冲突挑战也紧密相连。刘

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地球往事三部曲》走出国门夺得“雨

果奖”，中篇小说《流浪地球》改编的科幻电影获得广泛好评，

刘慈欣可谓“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文学拉到了世界级的

高度”[1]。在其作品中，深沉宏大的题材并未超出“未来世

界”“技术和社会伦理”传统范畴，且有一种反映当下发展，

引人反思人类出路的力量。

刘慈欣科幻小说作品中，富于真实性的背景环境、紧扣

时代性的主题设置和充满矛盾性的小人物塑造，强烈体现出

作品对人类命运和文明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深沉关怀。小说通

过细腻的笔触建构出一个真实又宏大的具象世界。作者在文

本中对人类近代以来的文明历程进行了观照。《光荣与梦想》

《天使时代》里通过地区贫困和不公正现象带来的苦难，重

温后殖民主义的思潮；《混沌蝴蝶》更是直接将气象科学家

的科研成果置于美苏争霸下的战争阴云里；即便是在或然历

史主题《西洋》中，其通过假设郑和先于哥伦布踏上新大陆

从而开辟了日不落的华夏帝国，也从镜像的视角中重新审视

中西方文明的进程和走向。它世界作品《山》中地心文明冲

破地壳和海洋的层层束缚到达地表的描述，重现了阿波罗登

月的壮举，重温了人类艰难探索外太空的伟大历程。可以看出，

刘慈欣的小说基于真实世界的故事背景来向现代发言，从具

有共通性的事件现象中折射人类文明的历史、聚拢真实世界

的具象和气息，最终迂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

在将人类历史纳入文学视野的同时，小说也对当下“挑

战和机遇并存”现实进行了重新演绎。这一点在作品《三体》

中有突出的体现。“资源总量有限，但文明的增长无限”是

各文明之间矛盾冲突的现实根源，而“科技瓶颈”和“技术

爆炸”则是不同文明发展竞争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和成果。“猜

疑链”是对其他文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持有的一种先入

为主的高度戒备和自利心理，因之而生的“黑暗森林”宇宙

文明生存法则，则无可避免地成为了文明为求生存谋发展而

不得不主动带上的沉重镣铐。对于技术相对先进的文明而言，

相比探测其他文明所需承担的成本和风险，恶意的主动攻击

可能损人，但绝对利己。因此在宇宙这座黑暗森林中，“每

个文明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

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

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

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黑暗森林”作为

小说的核心设定，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既深刻巧妙地衬托

出孤立、分裂、冲突下个体乃至文明为突破封锁所能做出的

尝试探索和伟大牺牲，又精准直剖现实国际局势，隐射现实世

界里国与国、人与人时刻为生存权和发展权做出的博弈交锋。

小说创作的扎根现实、根源深长的背景环境，使得对其

展开的解读具有了现实主义的自觉性。通过这样的背景设定，

小说在不同剖面和层次上演绎出人类发展的共同处境和进程，

使得我们可以透过科幻小说的背景环境，观照当今世界的发

展脉络，唤起了不同背景的读者对所处时代的历史记忆和共

同情感。

人物塑造是刘慈欣科幻作品颇具特色的一个方面，作者

巧妙地使用各种背景迥异的小人物视角，立体地从不同方面

折射出时代特征。这不仅将人物自身的矛盾性与其所处时代

洪流、社会背景联系起来，也使人物内在的矛盾性具有了普

遍意义。

小说对小人物的塑造突出群体共性，使小人物在时代洪

流中的命运通过群体画像得以展现。刘慈欣科幻作品中大量

小人物的侧写，突出展示了典型群体，书写了一代人的集体

经验，展现了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不同选择和起伏坎坷，

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特征。例如，《中国太阳》里盼

望去更大城市看更亮的灯的淳朴农民水娃，《乡村教师》里

默默无闻却恪尽职守的乡村教师，《地球往事》里世故油滑

的片警儿史强和一生老实懦弱的退休工人张援朝，《烧火工》

中沉默寡言却将手艺薪火相传的老烧火工，《黄金原野》中

“像大部分在近年来进入职场的年轻人一样”的 IT民工麦克，

《2018年 4月 1日》中自嘲“不过是那密密麻麻的纳米线路

中奔跑的一个电子”的“我”，人物或是在社会变化中寻求

人生价值，或是在时代大潮中践行共同理想。小说不仅通过

不同背景主题多角度地表现“处境中的人”，更通过不同个

体多层次审视了“人的处境”——我们所处的共同时代和共

同世界，进而使不同个体的选择际遇汇入整个人类的整体命

运长河之中。

反复出现在不同故事中的典型角色，多层次地展现出人

物内在矛盾冲突，进而直指对当下世界发展变革的美好愿景

和共同渴望。在《球状闪电》《地球往事》里的科学家丁仪，

有着对于自己职业纯粹而执着的热爱，但对科学成果造成的

社会影响深感无能为力；《吞食者》《诗云》中的外星文明

使者大牙，有远超人类文明的智慧和实力，却要用最蛮横的

逻辑对沿途的“低等文明”犯下毁灭行径；《地球大炮》《带

上她的眼睛》里的工程师沈静，有直面牺牲结局的勇气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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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忍受无人陪伴的孤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小说中的人物

并不是单纯服务于情节勾画的“工具人”。一方面，人物的

反复出现有机地串联起各篇小说，读者得以超脱旁观者的视

角，在各篇小说交织的文学世界架构中，用不同人物身份的

视野去反观角色所处的发展境遇，在“个人与世界”的相互

推动的情节中，一叶知秋，得到更为深刻的阅读经验，审视

乃至理解与我们同时代共发展的他人际遇。另一方面，人物

内在的矛盾源自并不美好的现实和亟待实现的理想，这种内

外冲突再次凸显了人们对当下世界发展图景的美好愿景和共

同渴求。

此外，小说的视野常以文明的尺度展开，又将描写聚焦

在具体的个体身上，以个人层面的互动展开文明间的对话和

竞争，整个人类的命运借个体的命运得以展现。《山》叙述

了登山者冯帆和地心文明的攀山故事，两线穿插映照，以小

见大，从冯帆登山的坚持不懈引到地心文明回顾出山历史，

再回归到人类文明本身。山的魅力需要通过站在平原远观、

站在山顶俯瞰来双向感受，这两种视角的高度差本身就是个

体疏离视角和人类宏大视角相互交织的一种隐喻，极具张力。

《三体·黑暗森林》中，收听着关乎下一代人类命运的新闻

的张援朝，突然听闻亲孙子平安出生时，顿时感到“这一刻，

其他的一切都微不足道了”。小说的视野又扩大到与此同时

降生的一万个婴儿身上，“如果他们的哭声汇在一起，那肯

定是一曲宏伟的合唱。在他们后面，黄金时代刚刚结束；在

他们前面，人类的艰难岁月正在徐徐展开”。个体和整体的

交织使得刘慈欣笔下的个人，更多时候具有代表文明发声的

正当性，也不自觉地肩负起危机中责任感和使命感。刘慈欣

小说给了人类一个“超越自恋的机会”[2]，当读者通过文本

扩大视野，获取这种超脱于个人的身份的文学体验时，文本

也在理性上与读者产生共鸣与沟通，读者作为人类文明共同

成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也被悄然唤醒。

小人物和大事件相结合的笔触和多线并举人物互现的手

法，在展现小人物的个人境遇、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的同时，

将具有普遍性的个体感受和全人类的共同命运的紧密交织，

从而呈现人类面临的共同处境和共同愿望，从而使文本接受

者对“人类一员”的身份的自觉带入乃至身份认同成为可能。

读者也能够在对小人物的共鸣中获得超脱于个人的阅读期待，

重新寻找到在当下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关注点——人类的

共同命运。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刘慈欣科幻小说有着深刻的现代

性烙印。其小说巧妙地将幻想世界与现实情景融合在一起，

不仅将当下发展的重要议题置于其间，更通过人物视角书写

个体的共性，关注身处其间的人的命运及渴求。小说通过科

学幻想策略对现实的“陌生化”[3]处理，空灵的科幻表达最

终观照并回归厚重的现实内涵，这种取向和自觉赋予刘慈欣

的科幻小说浓厚的时代气息，小说勾画的人物话题要素和读

者的自身经验赋予文本多样的阅读期待，又进一步诱发读者

对于人类发展愿景的共同诉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科幻仅

仅是作为一种文学题材、一种叙事手段发挥功用，无论是人

类所共同面对的现实困境和未来图景，还是具有普遍性意义

的人类共同命运，最终都归于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终极关注——

人类对发展的共同诉求。

主题是小说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情节服务的核心，是决

定情节发展脉络的所在。刘慈欣科幻小说从符合现实世界的

真实经验和认知出发，故事逻辑严谨，但作品主题却又不拘

泥于科技发展及其可能性本身，更敢于尝试对这一假设所引

起的认知颠覆和社会变迁进行多元书写，丰富了读者对人类

发展的思考视野。

《地火》对传统能源煤炭开采艰辛的回顾，《中国太阳》

对清洁能源太阳能进行科学利用的期待，《微纪元》对人类

进行自我改造从而在微观尺度延续文明的设想，无不是对于

能源危机的一种启示。《吞食者》中行星吞食者对历经漫长

六千万年的蚂蚁王国的重视，《圆圆的肥皂泡》通过液膜技

术对中国西北荒漠的环境改造，《流浪地球》里人类放弃飞

船计划选择带着地球流浪，因为只有地球“这样气势磅礴的

生态循环，才能使生命万代不息”，都展现了作者对生态文

明的超前关注。《2018年 4月 1日》描写对于网络技术对现

实社会权力和伦理的冲击，《黄金原野》中虚拟现实技术的

发展使人类沉迷于虚拟空间而放慢了对外探索的步伐，大胆

构想出科技发展可能会带来的深刻而剧烈的变化。《天使时代》

《魔鬼积木》则对基因技术的潜在危害和科学伦理进行了更

细致的解读。《赡养上帝》中上帝文明给人类带来了科技进

步和文明传承时，却也让全球政府为二十亿老人的赡养问题

而头疼。《赡养人类》则描述了当科技使得物质资料极大丰

富时，极致的垄断又是如何借由先进的科技得以实现。

传统资源日益枯竭，崭新的能源运用方式是否切实可

行？网络技术、基因工程等科技高速发展，会给人类社会造

成什么样的冲击或挑战？文明规模不断扩张，人口和生态问

题日益凸显，我们应何去何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是

会加速带来意料之外的风险和代价，还是能更快地带领我们

超越自身的局限和狭隘？人类该如何避免走向“无限的增长”

的盲目乐观，或是陷入“增长的极限”[4]的消极怠惰？……

这些不仅是刘慈欣科幻小说探讨的重要话题，更是关系到当

下人类发展前景的热点议题。无论这些主题是表现外来的危

机还是内在的矛盾，都在突出人类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的同时，



109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 卷·第 16 期·2021 年 8月

更加肯定人类直面种种危机时的自我拯救和自我改造的信念

和能力；刘慈欣的科幻作品不仅探索科技发展可能给出人类

社会的新答案，更反思新认知可能带来的新问题，可谓是“人

类生存史”，是作者对人类社会深刻洞察的结果，对现实世

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5]。小说在具有当下性的背景设置下，

对时下各国、各领域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热点和痛点进行了别

样演绎，进一步引发社会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6]

的思考。

科幻小说以科技的想象力作为文学表现手法，刘慈欣科

幻小说却提醒我们对科技至上主义应怀抱着格外的警惕。《诗

云》表现为对人文历史的傲慢，自命为李白的外星文明企图

通过压倒性的科技优势消解人类思想文化的人文价值；《黄

金原野》将“人类如今躺在技术的安乐窝里不思进取”[7]体

现得淋漓尽致，以市场导向的科技运用一度让人类陷入 VR

技术的温柔乡里，放弃了探索太空的进取精神；《三体》系

列更直接对“唯技术论”进行了批判：科技至上未必是解决

文明自身矛盾的捷径，相反，将未来世界的美好梦想一味寄

托于科技，可能衍生出种种弊端。在地球上，地球三体组织

ETO领导人伊文斯得出了“人类文明已经无法从内部解决其

自身的问题”的结论，呼唤外来力量的帮助，结果将三体文

明引狼入室；而在一心追求科技的“三体”世界中，没有文

学艺术、没有对美和爱情的追求，代表底层小人物的 1379号

监听员质问“这样的生活有意义吗？”“金属般的三体精神

已经凝固到我们的每一个细胞中，……它还能融化吗？”

不仅如此，作者还取材于现实，对依托科技优势的霸权

主义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深刻的批判。《光荣与梦想》中，

为了在世界上消除战争，国际社会推出了一个“和平视窗”

的计划，期望战争能以另一种较为无害的、尊重生命的方式

进行，而奥运会则被选择为战争的替代物。来自西亚的辛妮

累死在马拉松赛场，她从未停下脚步却未能为自己渴望独立

富强的祖国赢得过一丝胜算。看似公平的体育竞赛形式，从

规则制定到赛事直播均由列强操控，受压迫的国家最终无力

挣脱被宰割的命运。国际社会向全世界“公平公开”地直播

“公正合规”的赛事，却在结果宣布的那一刻，激起了辛妮

祖国同胞的抗争精神。 “现在，如果有一阵狂风吹开西亚所

有的屋顶，您会看到每扇窗前都有一个射手”。作品不仅唤

起读者对霸权的反思和抗争，更为难得的是，小说并未试图

将自己的一家之言奉作圭臬。刘慈欣多次强调自己想要描绘

的是“零道德的宇宙”[8]。零道德不是无道德，而是没有凌

驾于其他民族文化之上的价值判断。在面对巨大的认知差异

时，充分考虑到不同主体彼此生存境遇和发展逻辑的不同，

不急于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傲慢地批判其他个体乃至其他文明，

正如刘慈欣所说“真正大规模太空移民的启动，首先要求人

类社会的另一次思想和文化的飞跃，这比技术进步更难。[9]”

《三体》中，伊文斯在中国西北荒漠拯救一种无人知晓

快要绝种的燕子，技术员认为他提出的所有物种生来平等的

“物种共产主义”是无稽之谈，他反驳道“在遥远的过去，

领主对奴隶也有过这种想法。不要忘了技术，总有一天，人

类能够合成粮食，而早在那之前，我们就该做好思想和理论

上的准备”。《天使时代》中，生物博士伊塔为了解决非洲

饥荒问题将基因技术运用在本国儿童身上，“人类文明的基

石是有饭吃，桑比亚人只是想吃饱饭”，对此进行军事制裁

的西方军官坦言“至于西方世界对在非洲发生的这件事这么

大惊小怪，不过是因为我们不需要以野草和树叶充饥罢了”。

小说并未通过情节干预对这些离经叛道的人物进行“最终审

判”，而是用克制的笔触勾画求仁得仁的开放结局，给读者

充分的思考空间。

小说不仅反霸权，更反对以霸制霸。小说对发展道路的

追寻，注重的不是答案的唯一性和正确性，而是现实问题的

呈现和思辨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批判的武器并没有代

替武器的批判，恰恰相反，这种试图打破壁垒的尝试本身极

具象征意义和参考价值 [10]。因此，小说对特定话语权进行消

解的大胆尝试，并未消解作品本身的价值，而是从否定之否

定的哲学高度跳出了话语霸权的循环，给予接受者强烈的认

知冲击，打破了固有的认知壁垒，为唤醒文本接受者内心对

当下发展命题的共同认知种下了思想萌芽。

这一批判也延伸到了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层面。《西洋》

采用架空历史的手法，描述了郑和坚持“再向前走走”并踏

上欧洲“新大陆”后的不同历史走向。“我”安慰因被殖民

而失去民族自信的欧洲同学时发生了这么一段对话：“没有

你们的科学，或者说没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郑和不会接着

向西航行，我们也不会得到美洲。”“就是说，我们不像自

己想象得那么贫乏。”通过荒诞的历史倒转，让人们清醒地

意识到各个国家的发展强弱在历史上具有阶段性，不存在永

远优越绝对第一的文化。这既破除了人们头脑中对所谓优越

文明直接照搬全盘接受的“思想钢印”，树立了自己本民族

的文化自信，又冷静地告诫了读者应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

存超越文明优越 [11]。《混沌蝴蝶》《天使时代》等小说中流

露出的天下大同的民族情怀和“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精神 [12]，

也能给西方读者带来不一样的文化历史视角。反观当今“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人类社会，冷战思维幽灵隐现、单边主

义甚嚣尘上，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

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差异



110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 卷·第 16 期·2021 年 8 月

性不应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进步的源泉。不

同文明应在交流碰撞中互相借鉴，也应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多

元文化的共同书写与世界书写，团结在人类追求发展的共同

目标周围去突破不合理国际秩序的桎梏，推动人类文明的共

同发展。

刘慈欣科幻小说对各个文明的描写，并非单纯预言“新

大西岛”式的乌托邦 [13]或者揭露“美丽新世界”式的恶托

邦 [14]，而且运用科幻视角展现可能的未来，以审视我们自身

处境，警示人类在社会、文化、技术、伦理等多层面的危机

与挑战 [15]，针对现实中的利益冲突、文化冲突、霸权冲突，

给出了具有强烈当下性和现实性的可能回答——多元发展，

打破技术崇拜；均衡发展，实现成果共享；兼收并蓄，书写

多元文化；反对霸权，更反对以霸制霸。小说通过科幻赋予

的“思想实验”策略，对发展道路和人类命运的多种演绎和

探索，不仅有力地展现了不同民族和人民对开启“共商共建

共享”[16]的人类发展新纪元的真切期盼，更深刻揭示了人类

发展的共同诉求这一终极意义的实现可能和必然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科幻小说受困于其题材和所处时代局限

性，不能准确给出我们关于“人类共同发展”这一严肃命题

的答案。但作为孕育在当下的文学，也正因为它无法脱离所

处的时代背景，无论其设想的未来和异世界与现实有多么巨

大的差异，它反而能够帮助我们回溯本时代的那些被压制的

美好愿望和发展愿景 [10]。

论文对刘慈欣科幻作品进行了立体的挖掘，从其文学作

品中不同方面剖析全世界人民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殷切

希望。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教育界践行“增

强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助力文化强国”的大背景下，读

者和研究者对人类发展命题的自觉关注是时代和社会的应有之

义，在文学相关教学中挖掘并解读刘慈欣科幻小说作品中人类

发展命题“世界书写”的多元价值和教育功用，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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