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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科幻的革命与循环之年    郭凯    一本理想的年选也许应该像一个时代的博物馆，将一年里各种类
型的作品做一个综述，无论是点子还是故事，逻辑的还是情感的，个人的还是大众的，面向市场的还
是学术的，有出众之处，皆应汇集于此。
遗憾的是，做到这一点很难，我们没有时间机器，无法从历史长河的下游回溯今天，去判断哪些作品
最终能经历时间的筛选。
面对时间，无人能做裁决者。
我们都是众多筛选者中的一员，无论是此书的编者还是读者，无论是读过还是未读过此书的人。
    2011年是和“革命”这个词绑定在一起的，人们纪念和讨论着90年前或10年前发生的那些激动人心
的故事，他们并不吝啬投入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历史的河流也许是一个圆而不是一条直线，曾
经发生过的也许还在发生，如同在很多中国科幻人眼里，变化从未停止，这一年是不折不扣的“革命
”之年。
    刘慈欣的《三体》系列，销量也许不及30年前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十分之一，但已经足以
改变一切，让科幻重新回到大众和学术界的视野。
写此文时，刚刚在成都借第二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颁奖之机召开的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第一次代
表大会，被擅长将科幻与现实联系起来的韩松简称为“一大”，不能不让人联想起这个词语所蕴涵的
意义。
这一年，中国最重要的一本科幻理论著作应该是吴岩的《科幻文学论纲》。
吴岩在这本书里开始探讨科幻的权力结构问题，他认为，科幻的作者和读者都是处在社会边缘的人，
他们借助科幻这种边缘文化向权力的中心挑战。
如果成功，他们将成为中心，而新的边缘将产生，以新的科幻重新向中心挑战，于是科幻的定义和形
式永远在变化。
    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革命，一切又如一个不断循环的圆。
    “革命”一词，在西方，其实最早就是圆的意思，和科学与科幻，也并非没有联系。
    “革命”一词在英语里是revolution，这个词的拉丁语形式在中世纪时，其实是一个科学术语，最早
用于天文学，指天体的圆周运动。
当时的欧洲人相信一切天体镶嵌在水晶天球中，绕地球旋转，恒星背景固定不动，太阳在诸星座中每
日移动一度，一年中经过黄道十二宫，走过一周，回到原点，完成一个循环的周期，即是一
个revolution。
文艺复兴时代，这个词语借星占学向社会政治经济领域拓展。
欧洲人相信，王朝的更替和社会的变革如同天体的循环一样，随看不见的时光之轮转动，一切终将回
到原点。
逐渐，revolution一词中，循环的意思被遗忘，变化的细节被强调，它被用于代指线性的、积累和进步
的、不再回头的重大变革，现代性的观念得以建立，这个词的意思走向了它原意的反面。
哥白尼为了用更简单的数学方法解释天体的运转，希望恢复古希腊柏拉图思想中对于正圆的推崇，提
出了日心说，认为这种设想更能体现古希腊人的某种观念。
他的那本《天体运行论》的英文名是0h the Revolution，意指循环，在今天的人看来，他却是一场科学
革命的发动者，改变了人们眼中世界的面貌：地球不再是特殊的，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只是一颗普
通的星球，其他的星球也有可能居住着生命。
当时的欧洲小说和诗歌中开始出现外星文明的踪迹，亚当·罗伯茨在其《科幻小说史》中，将那个时
代称为科幻文学真正的开端。
古人曾以为脚下的大地是平坦的，因为他们只能看到一个巨大的圆的一小部分。
如果时间的河流也是一个巨大的圆，我们会被迷惑吗？
科幻会将我们送到一个全新的世界，还是一个曾被遗失和遗忘的世界？
要把握这一切，需要从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作品开始，这就是这本年选的意义。
    限于篇幅，年选向来只能收录中短篇科幻作品，但同时也会对这一年的长篇作品进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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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年底出版的刘慈欣的《三体III·死神永生》是近年来中国科幻的里程碑，它在这一年同时打开
了两道门，学术的与商业的。
学术方面，主流文学将科幻小说纳入其讨论框架，掀起一股热潮。
2011年5月，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研讨会，王德威等学
者从刘慈欣人手，对中国科幻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意义进行讨论，并引发了一系列以《三体》
系列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在商业方面，网络、影视、报刊、动漫等大众传媒纷纷以《三体》系列为契机，向大众传播科幻，《
三体》系列获得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百余年来，科幻文学在中国的命运几经起伏，《三体》系列在这个时代是否能带来一个新的高潮，有
待观察，但对于文学创作本身而言，它最直接的影响是带动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的同人作品。
如已正式出版的宝树续作《三体x·观想之宙》，虽然在技术细节描绘上略逊原作，并且写实了许多
原作“留白”之处，却以更庞大的时空框架和幽默生动的语言风格赢得了大批读者，实际上是一部相
当独立的作品。
    沿着学术这条路，走得更远的是韩松的《地铁》。
韩松的作品风格本来就与主流文学趋近，其对于科幻与现实政治、社会的关系，思考也更加深入。
2011年8月，在上海召开的“今日批评家”论坛上，来自全国的主流文学界批评家们就韩松近年来以《
地铁》为代表的科幻作品展开讨论，从意象风格、叙事结构、词汇使用等各个角度进行细致剖析。
这些分析在科幻文学界内部的讨论中是很少见的，并且是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讨论的框架下进行的，
对于认识中国科幻文学来说，意义深远。
而沿着商业这条路，最典型的事件则是磨铁图书有限公司围绕钱莉芳《天命》所做的一系列宣传。
《天命》和作者几年前的作品《天意》一样，试图在中国开创一条“历史科幻”路径，以严密的历史
考证和大胆的猜想去取代传统科幻中的技术细节和未来设计，转而走向对历史的重新解释。
这种路径似乎趋近于大众文化中流行的“穿越”题材，但科学解释所提供的故事大框架又保证了两类
故事性质的不同。
“历史科幻”的路径显然是要发挥中国本土历史文化的特色，创造一类对中国大众市场有足够吸引力
的新型科幻，但这种创新也是有代价的：科学解释和历史文化间的衔接有着明显的断裂，传统科幻的
读者们对这种科幻的风格也并不完全适应。
    另一些作品却是完全拒绝商业化的。
景芳的《流浪玛厄斯》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商业宣传手段，这部作品中设计了一对相互观察的未来社会
：完全被商业化控制的地球，和完全没有商业化，所有知识产品和艺术免费分享的，精英文化的火星
。
景芳以诗人般优美的语言和建筑师般的精巧手法延续着比科幻本身更加古老的乌托邦传统，让来自不
同世界的人们相互观察，每一个世界都是中国与外界在不同时代的投影。
    这一年的长篇科幻作品，还有王晋康的《与吾同在》，赵海虹的《水晶的天空》，谭剑的《人形软
件》以及墨熊的《红蚀》等。
相比去年来说，国内科幻长篇的出版量稳中有升。
在《三体》系列的影响力笼罩下，作者们依然按照各自的风格创作着作品。
    而对于中短篇科幻作品来说，多样性则表现得更为明显。
    刘慈欣在《三体》系列之后，表达了对于“核心科幻”的信心；以成都科幻世界杂志社为阵地，坚
持科学核心的作品依然是中国科幻的中坚力量。
何夕的《人生不相见》以一个爱情故事为大背景，描述人类在新的星球上设计出的生命历经几十年追
寻独立的努力。
其中既有作者对于生物进化机制自然演化与人工干预之间差异的科学理解，也有对于包容性的多元文
明的人文呼吁，而这一切被何夕熟练地融人了故事讲述人的个体故事中。
景芳的《弦歌》是处于外星人统治下的地球人的反抗故事。
外星人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政治开明，不杀平民，尊重艺术，但地球人依然要反抗，原因在于他们的
孩子学习艺术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出于生存需要和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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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人类反抗的工具，和《三体Ⅱ·黑暗森林》中一样，是欺骗、牺牲和虽不高深却很实用的技术。
显然，这两个故事都是今天中国在当代世界中生存环境的隐喻。
《昔日玫瑰》是一个完全西方背景的故事，长铗想把一种女性主义的、包容的科学观放到两千年前基
督教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相互冲突的古罗马时代。
但是对中国读者来说，这篇作品的背景显然更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古希腊和基督教文明本身对于中国
人来说就是一个乌托邦，我们百年来一直在学习他们的现代成果，而少窥见它们的古代源头。
《热岛》只是夏笳对一个理工生毕业阶段细小的情感碎片的拼凑，然而在这段无比现实的描绘中，那
一丝的技术描写却开辟了主流文学未曾碰触的独特领域，它也许不属于科幻，但既然无人认领，不妨
也视作科幻的一部分。
    事实上，《新科幻》上星河的《喷薄欲出》同样是这一类型的作品。
星河着重刻画的依然是人，然而科研体制与社会、经济、政治间交叠的内幕却在极有个性的人物碰撞
中一览无余。
星河的这篇作品不会让人泪流满面或激情澎湃，却能让人学到足够多的东西。
迟卉则像个文字中散溢着哲学气息的诗人，她的《深海鱼》用清丽而老到的语言描绘了土卫六这个遥
远世界上的风景和文明，而她最终描述的是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和处境：宇宙如同深海，我们都是被
引力束缚的深海鱼，我们的生理结构让我们无法适应更广阔的天地，这是人类的宿命。
    《九州幻想》依然在上海高举“大幻想”的旗帜，试图把一切幻想文学类型打通，在商业化和艺术
化间寻找一条个性解放的道路。
在其作品中判定哪些属于“科幻”，显然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区分这些东西对他们本身来说并不重要
，“科幻”一词的定义都需要重置。
万象峰年的《播种》是2010年“城市毁灭”专题的延续，不同的是，前两年选集中收录的这一主题作
品，被毁灭的都是大型城市如西安、上海等，这次被毁灭的是相对较小的柳州。
这座城市昔日铁路枢纽的地位被强调，来自平行宇宙的火车穿越时空，一次次地撞向这座城市，更深
一层的世界在新一轮的毁灭中被揭示。
苏学军的《星海彼岸》讲述一群失去记忆、历史和技术的人类后裔在新世界的探索，作者一贯重视人
类最本质的奋斗和创造力量，新的世界图景和过去的历史一点点在讲述中展现，浑然天成。
    作为网络刊物，《新幻界》逐渐在中国的科幻文学界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一个有分量的新作品发
表平台，并开始尝试将其中的作品汇集成实体书出版。
梁清散的《烤肉自助星》几乎没有任何想要讲述哲理的宏大欲望，它仅仅是为了有趣而写的。
当一位穿着密封宇航服的饥肠辘辘的探险者来到满是烤肉的星球上，他会遇到什么？
这篇作品的每一个文字似乎都在刺激人最原始的生理欲望，似乎已经很久没有人这样写科幻了。
    《新幻界》不是唯一的网络科幻传播媒体，一家新兴的网站在这一年里吸引到了更多的目光，不仅
仅有关于科幻的，也有涉及科学相关内容的。
一直关心科幻发展的科学传播团体——科学松鼠会在2010年底建立了一个商业化的分身：果壳网。
在其众多颇受欢迎的版块中，支持短篇科幻作品发表的“果壳微科幻”栏目成了原创网络科幻新的聚
集地。
果壳网是一个科学青年聚集的场所，这里最文艺的科幻作品往往也有着很强的技术背景。
半夏大魔王的《去记住他们》是一个机器人讲述的末日童话。
人类从世界上如气泡般一个个消失，机器人踏上旅途，记录人类最后的痕迹，并最终似乎发现了人类
消失的线索：他们如同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一个周期总是减少一半，却不知具体的个体谁会先离去
；又如蜻蜓的幼虫，化作成虫前无暇告知同伴。
几个简单的科学比喻，隐藏着人类的命运。
    纯文学刊物开始大范围引入科幻作品，是中国科幻走出既有圈子的一个明证。
刚创刊不久的文学双月刊《天南》以“星际叙事”作为其中一期的主题，刊载了四篇中国本土科幻作
品，以深彻见骨的笔法在现实与幻想的交叠中挖掘当代中国的本质。
陈楸帆的《开窍》延续其以刚毕业的大学生为叙事者的风格，两位刚刚接触社会现实的主角从社会底
层和科研两个角落看到了一些惊心动魄的东西，并隐约拼凑出了世界的真相，决心以卑微的努力去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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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它。
作品映射出作者所熟悉的那一代年轻人对于生活的反抗。
杨平的《山民纪事》描述了一个充满视觉感的、等级分明的城市模型，群山般环绕市区的高楼平民阶
层和城市中央“盆地’’居住的精英阶层，越是依赖技术的，就越卑微。
山民用芯片改造自己的身体，那些看似时髦的东西也永远成为他们身处底层的标志。
《文艺风赏》则刊载了韩松的《再生砖》，这是一篇关于汶川大地震的小说。
灾区的人们用废墟、麦秸等材料制成颇有现代感的再生砖，将历史和亲人的鬼魂砌进房子，他们的余
生再也无法安宁，即使外星人的降临也无法改变，因为宇宙中也遍布废墟，也是再生砖的结构。
韩松的故事里，渗透着阴沉、死亡和悲伤，会让人思考很多。
    选集中最为特殊的一篇，大约是飞氘的《蝴蝶效应》，从作品的构成到发表的途径，都充满着实验
性。
它由几十个小章节构成，分三部分发表在不同类型的刊物上。
飞氘套用西方科幻电影的主题，重写中国的历史：远航的郑和，成了《星际迷航》的船长；不知道如
何安置手下的梁山好汉宋江，陷入了X战警分阵营的迷茫；被贬远方的苏东坡，来到了月球上。
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到民国时鲁迅感时伤神，西方科幻中关于未来的一切，其实在中国的历史
中都发生过了’，历史是一个循环吗？
三种类型的刊物都接受了这个故事，大约也宣告了对这样的历史描写不同类型的读者都可以接受。
中国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和未来的？
西方人一直很关心这个问题，飞氘自己也在寻找答案。
    所有人都在寻找。
    这一年，中国科幻界的活动很多。
以上海为例，上海高校科幻协会联盟——“科幻苹果核”于2011年6月和8月分别举办了“上海高校幻
想节”和第二届科幻“星叠奖”颁奖礼，江浙地区与科幻相关的作家和科幻迷都参与了这两次活动，
其中既有《九州幻想》的纯幻想迷群体，也有上海市科技协会这样的官方组织，甚至包括了一些在20
世纪80年代之前就已经开始创作的老作者。
华南、华中和西北地区也出现了科幻迷群体并组织了一些活动。
各地开始整合当地的科幻资源，如前面提到的，2010年在北京创办的民间科幻奖项“星空奖”的颁奖
礼2011年转移到上海举办。
而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创办的科幻“星云奖”，其规模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不仅举办了韩松所谓的“
一大”，还启动了扶植科幻作家实体出版和新媒体出版的“星计划”和从学术层面探讨中国科幻的“
云论坛”。
一大批科幻作者签约“星计划”，可想而知，2012年也许会是中国长篇科幻作品出版更为集中的一年
。
而“云论坛”则以“‘三体’时代的科幻文学”为主题，诸多学者、作家和出版者就科幻文学的历史
境遇、当下挑战和未来发展方向等交流研究成果和感想。
这些活动，或许预示中国科幻即将迎来新的发展高潮。
    2011年，中国科幻与世界的接触更是前所未有的频繁，与科学，与文学，与官方，与大众，与学术
，与商业，与地方，与国际，与现实，与网络，如果说前几年中国科幻界与这些领域只是试探性的接
触，探讨合作的意向和可能的话，现在则已经有了相当实质性的合作。
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就在写作此文之时，《三体》系列的中文数字版权刚刚被某文化公司签下，
并将于年底在新的媒体平台与读者见面；而韩松则刚刚抵达挪威，他将与安妮宝贝、汪晖等中国作家
和学者一起；参加当地举办的“中国文学周”，向世界讲述近年来中国科幻所发生的一切。
《三体》系列只是一个契机，它的背后，是中国科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新积累的力量的爆发，也
许，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例如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力量对比。
在《天南》的科幻专辑中，困困发表了一篇报道《仍有人仰望星空》，他引用韩松的话说，很奇怪，
中国的科幻作家大都来自偏远闭塞的城镇，那里充溢着工业幻想和郊县文化，这样的地方分化出两类
人：或出于对工业化的羡慕，激发改变命运的野心，现实而投机；或是内向的，希望用想象去跨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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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到达一个遥远的乌托邦。
因为中国的这片土壤，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漫长过渡中，科幻站在了一个醒目的位置。
毫无疑问，中国科幻的前景，取决于中国社会未来的前景。
未来还未到来，过于乐观或悲观，都言之过早，中国科幻可以做的，是思考自身在中国未来的变化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最后，回到revolution一词的原意，它最早确实是一个科学术语，指天体周年循环的运转。
通过无数代天文学家的观察，他们发现天体并不是简单的匀速圆周运动，而是快慢不定，顺逆无常。
天文学家建立了各种精密的模型，试图说明这种变化，并不断修改这些模型，最终形成了今天科学意
义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宇宙的面貌，这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revolution。
世界真实的运转不会按照我们的意愿去重复循环，它逼迫我们的思想远离过去的圆形轨道，走上一条
远离中心的切线，这是近代科学从以往人类知识中分离出来的道路，而科幻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亚当．罗伯茨在《科幻小说史》中指出，根据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理论，科学的创新需要完全的自
由，而任何现实条件都会制约这种自由，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
    大约在十年前，刘慈欣发表了一篇小说，讲述一个中国农民如何从社会的最底层来到大城市，来到
星空，最后作为整个人类的先驱，离开地球的那条椭圆形轨道，带着理想主义一去不复返地飞向群星
。
十年之后，刘慈欣笔下的宇宙深处已经残酷无比，而那位先驱已经不可能回头，他的前途是光明的，
但在天堂和地狱问，他首先需要杀出一片血海，这是作为科幻作者和读者的边缘人群的宿命，也是中
国科幻和整个未来中国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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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选编2011年在国内各类媒体上发表的优秀科幻小说十余篇；对2011年度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历程
进行全面回顾。
收录作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对当年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采用节选或存目的形式收录。
每篇作品附作者创作感言、主编点评。
《2011年度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科幻研究共同体编选，从《科幻世界》《九
州幻想》《新科幻》《新幻界》《天南》等文学刊物上精选年度科幻小说佳作十余篇，配以作者的创
作感言及编选者的精彩点评，从独特的视角勾勒出2011年中国科幻文学的整体风貌对2011年中国科幻
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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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昔日玫瑰    长铗    喜欢博尔赫斯，喜欢图书馆，喜欢泛黄的羊皮纸卷，喜欢沙之书⋯⋯正是这样的心
理体验，造就了这篇小说。
工作之后，生活境遇较校园生活发生很大改变，也许以后我再不会写这样的小说了。
    我用希腊文与希伯来文仓促记录这些文字，赶在热那亚人潘恩离港前，委托他将这些手稿妥善保管
在他所认为安全的地方。
    ——罗浮宫纸莎草文件，E5591，    托勒密城主教辛奈西斯（SynesiIIs），AD．463    迪奥多西一世第
五次担任罗马执政官的那年，罗马学者杰罗姆来到亚历山大港，没有人知晓他此行的使命，亚历山大
港总督俄瑞斯忒斯也没有派人接待他。
    杰罗姆在罗马享有盛誉，但在这儿，他又算什么？
罗马皇帝雇佣了一艘热那亚商船专程为他送行，那艘吃水很深的商船载有杰罗姆私家藏书数千卷，奴
仆五人，私人医生一名，木匠一名，外加修辞学教师一位，却载不来他在罗马建立起来的学术声誉。
亚历山大人自豪地宣称，这儿不缺伊壁鸠鲁的花园，也不差斯多葛的门廊，更兼诸多怀疑学派、新柏
拉图学派、不敬神学派、炼金术士、雄辩家们麇集于此各领风骚，谁还有兴趣听一个罗马人的指手画
脚。
    一位学识渊博的阿拉伯人告诉我，杰罗姆对亚历山大知识界抱有野心。
此话不假，杰罗姆那双地中海般深邃的鹰眼中所透出的火焰，就像马其顿皇帝对东方疆土无休止的渴
求那般炽烈。
在俄瑞斯忒斯的家庭晚宴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杰罗姆，了解到他与提阿非罗主教的私人关系，我礼貌
性地请他代我向提阿非罗主教问好。
杰罗姆并没有显露出传说中的傲慢——像每一位深藏不露的博学家一样，他友好地回应了我，声音如
蜂蜜般温润。
这不免令人失望，因为那时我还年轻，心底充满好奇，并不怀好意地期待罗马学者与本地那些自命不
凡的大人物来一次激烈的正面交锋。
    大概是出于与我类似的心理，我的朋友热那亚人潘恩凑上前来，向杰罗姆敬了一杯无花果酿造的美
酒：“尊贵的客人，可否向您请教一道难题？
”    潘恩是一名海员，也是一位见多识广的博学家，如果是连他也解决不了的难题，那么可以相信这
个问题的难度不会亚于史芬克斯之谜。
因而许多人都簇拥过来，饶有兴致地看热闹。
    杰罗姆微笑着，脸上写着“请便”二字。
    潘恩在桌面上摆上九枚银币，排成三行三列：“这个该死的问题让我在船上输掉了九个金币，我不
知道那些目不识丁的海盗也懂数学！
”人群里爆发出一阵短促的笑声。
潘恩环顾众人一圈，目光停在杰罗姆的脸上：“同样，今天谁能移动这些银币，把它们从原来的八行
，每行三枚，变为十行，每行三枚，这九枚银币便属于它。
”    说完，他便扭头走出喧闹的人群，用一枚小银勺从蜜罐里舀起金灿灿的蜂蜜，放进酒杯里，缓缓
地搅动起来。
蜂蜜是不容易与酒调在一起的，显然，这也是个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由我的木匠来解决，因为这需要用到弹墨线。
”杰罗姆慢条斯理地说，说话的时候他没有朝向潘恩的方向，而是侧着脸庞，他漂亮的短髭修得笔直
，比女人后颈上的茸毛还要精致细密。
    酒杯里的旋涡陡然乱了，稍稍地溅出杯沿。
潘恩像喝醉了似的，红着脸走过来。
    当然，这儿没有什么木匠。
杰罗姆闭着一只眼，脸贴近桌面，瞄准前方，手指推动着银币缓缓前进，那专注的神情看起来就像是
海伦④在丈量尼罗河三角洲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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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杰罗姆排好一行三枚银币，人群中就会响起怀疑的声音：“这样可不行。
就好比一个拙劣的裁缝，左边袖子短了，往左边扯扯，但右边又短了。
”    每一个埃及人都是测量术的专家，他们对平面几何的直觉极为精确，就像对尼罗河泛滥期的到来
那样敏感。
    但是这一次，围观者们错了。
当杰罗姆排好他最后一枚银币，人们甚至还没有在第一时间内意识到问题已经解决了。
因为银币的排列实在是太违背直觉了，几乎每一个具有数学常识的人都会认为最可能的排法应该是几
何图形的，像平方数、三角数或是正多面体那样简谐优美。
而杰罗姆的排列却是混乱的，甚至是非对称的，就好比夜空里的繁星，被寥寥几根线条连接起来，突
然构成了直观化的星座。
    人群中爆发的第一声掌声来自潘恩，他输掉了九个金币——第一次，他从海盗那儿获得了这个有趣
的问题；第二次，他得到了答案。
后来这九枚金币被永久地镶在樱桃木桌面上，并被悬挂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地下藏库，与希波克拉底
医学著作、古代悲剧作家的手稿真迹、阿基米得螺旋抽水机陈列在一起，像是一个示威，又像是罗马
皇帝的诏书，似在向亚历山大人宣布：我们来了！
    杰罗姆的表演还没有结束，他俨然把这庄重的场所当成了闹哄哄的罗马集市，甚至没有征得总督大
人的允许便向在场五十五位饱学之士发表了一段即兴演说，如果这儿有一只酒桶的话他说不定还会站
在上面。
    他的发言里有一些有意思的观点，比如他说：阿基米得是个虚张声势的骗子，他绝无可能设计出铁
爪起重机把敌人的军舰吊起来；阿波罗尼奥斯也不过为沽名钓誉之徒，他的传世名作《圆锥曲线》无
非是在重复前人的工作；还有亚历山大人所敬重的埃拉托色尼，其实就是个什么都只懂一点儿的半桶
水。
    不消说这些耸人听闻的论点在与会诸公听来会有多刺耳，这不啻是在向整个亚历山大学派宣战。
不过杰罗姆富有个人魅力的地方在于，他每叙述一个论点都采纳了充分的证据。
比如在怀疑阿基米得时，他亲手用微缩模型作了示范——这大概是为什么他的随从中会有木匠的缘故
吧。
在批评阿波罗尼奥斯时，他列举了《圆锥曲线》中欧几里德、梅内克缪斯的一些研究成果。
在揶揄埃拉托色尼时，他开玩笑说埃拉托色尼计算的地球子午线长度的误差大到可以装下整个地中海
。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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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吴岩主编的《2011年度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精选年度科幻小说佳作十余篇，从独特的视角勾勒
出2011年中国科幻文学的整体风貌，就让本书带您遨游2010年中国的科幻小说世界吧！
编者从《科幻世界》、《九州幻想》、《科幻大王》等幻想文学刊物上精选年度科幻小说佳作十余篇
，配以作者的创作感言及编选者的精彩点评，从独特的视角勾勒出中国科幻文学的整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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