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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实不能允许之时，文字能承载人类对探索
宇宙奥秘的无穷畅想。诞生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

“银河奖”（原中国科幻银河奖），是中国幻想小说界
最高荣誉奖项，获奖作品代表着中国大陆科幻创作
的最高水平。为大众所熟知的刘慈欣、王晋康等人
是获奖常客。在此，特整理部分近年获得该奖项的
小说，邀读者遨游中国星际科幻的想象边际。

2013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奖

《逃出母宇宙》
王晋康 著

一场宇宙级灾难即将到来，人类文明进入至暗
时刻。面对绝境，楚天乐、鱼乐水、姬人锐带头建立
了“乐之友”基金会，领导人类寻找拯救人类文明的
方法。

危难之下，人类科技不断取得突破，进入了智力
爆发的璀璨年代。以文明存续为目标，“卵生人”“婴
儿宇宙”“二阶真空”以及超光速飞船等一系列远超
想象的技术落地实施，人类向宇宙逃难的壮丽史诗
就此展开。

2015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奖

《天年》
何 夕 著

“年”是汉族神话里在除夕之夜为祸人间的凶
兽。但当某一天人类终于有能力凭借智慧观照自身
的命运时，却赫然发现“天年”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早已
显露峥嵘。在绞索般步步紧逼的“天年”面前，万物之
灵的人类首次发现自己成为了不可语冰的孱弱夏虫。

在这个七亿五千万年前肇始的故事里，与“天年”
的对决从来没有过胜利者。现在，轮到我们了⋯⋯

2016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奖

《银河之心Ⅲ·逐影追光》
江 波 著

这是一部罕见的太空史诗。“暗黑深渊”控制了
人类将领古力特并向银河核心送出了特遣舰队，试
图控制银河之心。主角是唯一一个曾经在“暗黑深
渊”的巢穴内被改造的人类，他的身上隐藏着“暗黑
深渊”的文明要素。地球上的超级智慧“埃博之子”
洞悉了“暗黑深渊”的计划，同时也对银河之心的潜
在能量感到恐惧。在银河的另一旋臂上，星尘舰队
和人类联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踏上归途，但是坚盾
帝国却背叛了联盟，攫取了胜利果实，并将野心向着
夺取全部银河的控制权延伸⋯⋯

2021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奖

《穿越土星环》
谢云宁 著

花花公子路渐离有一个疯狂的星际梦想，他要
追赶一颗彗星。没想到他乘坐的宇宙飞船发生意
外，他被弹射出舱，在土星环里漫无目的地飘荡。

出乎意料的是，在土星探测器主控AI多丽丝的
帮助下，原本必死无疑的路渐离以极低的概率活了下
来。为求一线生机，路渐离登陆土卫二，利用基因编
辑技术改造基因片段，制成新型鱼苗，在拥有广袤海
洋的土卫二上养殖鱼类，勉强生存。与此同时，多丽
丝和航天公司正在制订营救方案。路渐离孤军奋战
良久，几近生存极限，他能否等到救援飞船的到来？

“银河奖”星际科幻
小说荐读

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

间实验室“天宫二号”发射成功。

同年，“神舟十一号”发射

成功，搭载航天员与“天宫二

号”完成自动交会对接，总飞行

时间长达33天。

同 年 ，世 界 首 颗 量 子 科

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成

功。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实

现卫星和地面之间量子通

信 的 国 家 ，先 于 欧 美 拥

有 量 子 通 信 覆盖全球

的能力。

月球，恒星，
宇宙。总会让人有

无限遐想。
仰望星空，是人类一种深沉致

远的追求。对浩瀚星辰的向往和探索
之情，在远古先民的心灵中就已种下，直到
今天仍然激励着我们，不断迸发出强大的创
新精神，并燃起奇幻的想象力和坚定的行动
力，去迎接充满挑战的未知，创造更美好的
未来。

近期，国产科幻喜剧片《独行月球》上
映，在电影院带来欢声笑语的同时，也让我
们对迷人的星际更多了一丝向往。就让我
们从这部电影出发，开启一趟科幻与科技的
旅程。

浩瀚星宇蕴藏瑰丽幻想

我们从未停止仰望星空，从未停止浪漫
地幻想。

科幻文学和影视作品，正是承载这份思
绪的介质。2019 年上映的《流浪地球》讲述
了当人们面临天灾时，带着地球家园逃离太
阳系，寻找一颗新的年轻恒星的故事，在那
年春节掀起了一阵观影热潮。2022 年，改
编自同名漫画作品的《独行月球》上映，电影
中，人类为抵御小行星的撞击，拯救地球，在
月球部署了月盾计划。全员紧急撤离时，维
修工独孤月因为意外一个人落在了月球。
谁曾想月盾计划失败，独孤月成为“宇宙最
后的人类”⋯⋯

《独行月球》是喜剧与科幻的结合。毫
无疑问，这种尝试是成功的。上映 11 天，

《独行月球》的票房已突破20亿元。
观影过后，令人印象最深的片段，并非

出自漫画，而是来自电影的原创剧情。独孤
月为了返回地球，拉着金刚鼠，驾驶月球车
兢兢业业地追赶着太阳。一人一鼠克服了
低温、能量耗尽等种种困难，跨过深不见底
的陨石坑，在鼓舞人心的音乐中奔向希望，
找到了回家的路。

那一刻，地球上观看直播的众人，还有
电影院的观众，都感受到了某种强烈的情感
共鸣。这部科幻背景下的喜剧，传递出人类
为了生存所能爆发的强大意念，以及思念带
来的不可斩断的羁绊，这也是我们最宝贵的
情感之一。

《独行月球》让人想起众多的科幻电
影。比如讲述一个人在火星上自力更生的

《火星救援》、一个人在月球上陷入疯魔的
《月球》、一个人为拯救地球而冲进陨石堆的
《世界末日》等等。

可以说，科技进步会催生科幻文学，而
来自科幻作品的瑰丽想象，也会成为点燃明
天的星星之火。现在就职于四川大学文学
与新闻学院中国科幻研究院的姜振宇，就是
一个被科幻“点亮”的研究者。

“我还记得最初阅读科幻文学时，感受
到的奇特魅力。”姜振宇说。比如法国作家

儒勒·凡尔纳创作的小
说《机器岛》中，一座巨大的城市

可以漂浮航行在太平洋水域；《格兰特船长
的儿女》中，滔滔不绝的洪水能够使平原变
成海洋⋯⋯书中的这些仿若很遥远、但可以
在脑海中想象出的大“奇观”让姜振宇深深
着迷。

陌生而又新奇，科幻小说提供了一架折
光镜，能够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看待日
常的生活。

这种童年遐思影响着理工科的姜振宇，
让他在未来选择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专
业的科幻方向博士，并且成为成都“申幻”的
一员，密切参与 2023 年世界科幻大会的申
请工作。现在，他还在四川大学“数字大文
学与场景沉浸”分实验室里进行着更有趣的
文学研究。

“科技发展不仅让生活更加便利，而且
让变化成为常态。新产品不断地出现，新技
术也在重塑着我们的认知，并带来情感的变
化。有时，这种情感的产生快到连我们自己
都不易察觉。科幻文学的意义就在于抚慰
快速发展时代里强烈的陌生感和焦虑感，让
这份来自未来的情感找到出口。”姜振宇说。

这是全人类的故事

1977 年是神奇的一年。地球之外，木
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四颗行星在轨道上
运行，它们像珍珠一样，无声地串成一条天体
项链，在黑暗中与地球形成一条长弧线。行
星联珠，这种现象每176年才会发生一次。

这意味着，航天器在经过每颗巨行星
时，都能从巨行星的引力中获得提速。如同
牵引探测器的无形绳索在最后一秒断裂，并
将探测器甩向远方。这种重复引力助推，可
以把探测器在地球和海王星之间的飞行时
间，从30年缩短至12年。

于是，名为“旅行者”1 号、“旅行者”2 号
的两个航天器在那年夏日的 15 天内，抓住
这数百年难遇的时机相继发射，飞向宇宙。

这一飞，就是45年。45年间，人类第一次
近距离地看到木星和土星的卫星，上面还有令
人惊讶的活火山和冰原裂缝；地球接收到了木
星第三大卫星木卫一的第一张照片；人们看到
海王星最大的卫星海卫一上，冰火山把氮气和
粉状颗粒喷入8000米高的大气中⋯⋯

在“旅行者”1 号飞掠土星 9 年多后，在
距离故乡 60 亿千米的地方，它转身回望，拍
下了最后一张地球的照片，这张照片被称为
暗淡蓝点。

定格在照片中的地球，就像阳光普照下
的一粒尘埃。生活在这粒“尘埃”中的我们，
却能让心灵和思想，飞出凡尘，飞向寰宇。
正是这种对未知之境孜孜不倦的探寻渴望，
使人类无愧于自称万物的灵长。“旅行者”
号，是制造它的智慧物种的化身——它凝聚
了人类的勇气、热情以及纯粹为了获取新知
而产生的喜悦。

“旅行者”的故事即将落下帷幕，但人类探
索宇宙的故事，永远不会谢幕。过去一年，各
国对宇宙的探索就实现了众多新的突破——

2021年5月，大型国际科学合作项目暗

能量光谱仪（DESI）正式启动，旨在创建迄
今最大、最精细的星系三维图谱；

当年 10 月，载有俄罗斯一名宇航员和
两名电影工作者的飞船与国际空间站成功
对接，停留 12 天拍摄故事片《挑战》，这是电
影史上首次由专业演员在太空拍片；

法国科学家首次测量了一颗非常年轻
的系外行星的内部密度，这颗行星围绕着一
颗新近形成且活跃的恒星运行，其与海王星
非常相似，这也是天文学家首次获得小于 2
亿年的系外行星密度。

⋯⋯

中国揭开探索太空新篇章

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女娲补天⋯⋯中
国自古就有很多有关太空的神话传说。这
表明，我们对星空的向往和好奇，从很早就
开始了。

1972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
帛书中有两件古老的天文学文献。其中之
一便是专门描绘天象和气象的《天文气象杂
占》。

《天文气象杂占》中，关于彗星的这部分
图的内容令人眼花缭乱。《彗星图》根据彗星
的不同形态对它们进行了分类：既有单尾彗
星，又有多尾彗星；彗尾或为集中状，或为发
散状；有的彗尾为直线，有的则为曲线。这
表明，当时的天文学家已经注意到了彗核和
彗尾的数量，以及它们外观的不同，并据此
进行了分类。

莫高窟中，在那些包含了佛教经卷、医
学历法等内容的卷轴里，一幅全天星图成为
藏经洞中最珍贵的文献之一。星图中绘有
1300颗星星，被分成257个星官，包括12幅
以天赤道为中心的连续方图，和一幅绘有环
绕北极区域的恒星的原图。

这幅敦煌星图大约完成于公元 650 年，
这也是已知最古老的全天星图，是天文学史
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

在宋朝，还有关于客星的记载。己丑
日这天，天文学家杨维德发现天关星附近
有一种奇怪的光芒。这种光芒如此强烈，
甚至当太阳跃出地平线时，仍可以看到它
的存在。杨维德断定，此时出现的这颗亮
星应该是“客星”。他记下了这一特殊天
象，并且一直关注着这颗亮星，直至两年后
它消失于天边。

数千年来，我们都对宇宙星辰有着很浓
烈的兴趣。从古代传说到科学观测，再到如
今真正实现载人飞船上天，中国实现了从梦
想到现实的大飞跃。

1956 年 10 月 8 日，中国国防部第五研
究院成立，这是中国国家航天局的前身，标
志着我国现代航天事业正式起步。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跻身世
界航天大国的前列。从第一颗人造卫星到
北斗导航，从第一枚运载火箭到首次载人
航天，中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

现在，天宫空间站在轨建造即将完成，
嫦娥探月工程揭开月背面纱，天问一号正在
环绕火星⋯⋯让我们一起期待中国书写探
索太空的全新篇章！

从一粒从一粒““尘埃尘埃””出发出发，，拥抱星宇拥抱星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娇俨李娇俨

中国航天发展历程

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成

立，中国航天事业就此展开。 1956
年

1970
年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

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

功。中国成为继苏联、美

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

上第五个用自制火

箭发射国产卫星

的国家。
中国第一艘

无 人 试 验 飞 船

“神舟一号”发射

成功。

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

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

航天员杨利伟完成中国首

次载人航天飞行。中国成为

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将人送

上太空的国家。

2007
年

2013
年

2013
年

2015
年

2015
年

“神舟十四号”成功发射，中国

空间站建造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发射告捷。
本报记者 严粒粒 综合整理

浙报制图:陈仰东

2019
年

“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月球

背面，实现人类航天器首次在月球背

面的软着陆和巡视探测。

2020
年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中国正式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

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目前，全球已有120余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北斗系统。

同年，“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发射成功，中国自此迈出行星探测第一步。

2021
年

中国首个空间站核心舱“天和号”发射成功。

2022
年

中国第一颗绕月人造卫星

“嫦娥一号”发射升空。中国成为

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深空探测

能力的国家之一。

“嫦娥三号”探测器成功落

月，实现了中国航天器首次地外

天体软着陆。

“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

卫星成功发射。

文昌龙楼镇海滩文昌龙楼镇海滩，，万人共赏长征五号火箭发射万人共赏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天和号天和号””核心舱核心舱。（。（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 图为“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在月
球表面着陆，背景是太阳。三维演

示图。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