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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个论

一部科幻小说能走出读者的小圈子，成为

舆论关注的公共话题，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刘慈欣《三体》系列小说却轻松做到了这点。多

家媒体援引了雨果奖官方网站公布的消息，在

其2017年最佳小说提名名单，刘慈欣的《三体

Ⅲ：死神永生》位列6部候选小说之一。

2015 年，刘慈欣所创作的科幻小说《三

体》获得第 73 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这

是亚洲人首次获得雨果奖。2016 年，郝景芳

凭借《北京折叠》摘得中短篇小说奖。如果刘

慈欣在 2017 年再度折桂，将是中国作家连续

三年获得这一奖项。

知名科幻作家韩松曾言：“理解中国科

幻，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一把钥匙。”只有在现

代性投射的角度上理解《三体》，才能超出一

般文本内部的视野去思考它的价值，也更能

理解它和时代与文学周边的奇特关联。

《三体》孕诞于一个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相

互搏击的时代，西方与中国在文化、政治、经济

上的纷争与融合空前激烈。刘慈欣并没有绕

开当下社会对作家的“时代之邀”，“正面强攻”

的叙事姿态令大量的象征与寓言笔法充溢于

《三体》中。比如，在《三体》的叙事中，“自我”

与“他者”的矛盾与带有对抗性的二元结构贯

穿了全书。他笔下呈现出了中国的民族性与

现代性冲突的语境，这种冲突的张力时常表现

为时间与空间的冲突。在《三体》的叙事中，每

当叙事主体面对更加强大的敌人的威胁时，首

当其冲的便是对时间的焦虑感。这种走向发

达科技与文明世界的急迫感并非叙事主体自

然生发的，而是被“他者”硬生生植入的，但却

在本体内生成了对未来的想象。

值得庆幸的是，刘慈欣始终给叙事主体

以“中华形象”，无论是早期的叶文洁、罗辑，

还是后期的关一帆、程心，这些主要人物都是

中国人，其“中华形象”不只在于他们的中文

名字，更重要的在于其性格特质皆带有中华

文化的影子。

在这颇为有趣的构思中，我们似乎可以

嗅到刘慈欣创作时的一种情结：对中国历史

与民族主体性的强烈认同感。在这样一种对

本土立场的强调上，我们才看到了与西方国

家科幻小说不同的风貌。也正因此，《三体》

系列小说吸引着来自国内外读者的目光，也

征服了欧美科幻圈的评委，让它能成为当代

中国科幻文学的经典作品。

《三体》打破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界

限，《三体》中呈现的“中华形象”和宏大视野，

让它走出了纯文学的局限空间，其中蕴藏的

哲理和思想被不少学者、媒体人乃至创业者、

企业家热捧。

《三体》的魅力，来源于中华文明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临界点

最终会到来，而且变革来得

可能比想象中的还快。

随着快递业的发展，一些与快递有关的

“黑科技”也初露端倪，最近一段申通快递的全

自动快递分拣机器人视频让网友大开眼界。

视频中，这些装备着橙色托盘的机器人

在地面上有序“穿梭”，将一件件包裹运送到

指定位置，24小时不间断分拣；可减少70%人

工；提升工作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看着视频里奔跑不息的机器人，仿佛置身

于一部科技大片中，大家都惊叹于科技的进

步。其实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机器人早已成

为主角，流水线被机器人取代。在看得见的地

方，机器狗可以健步如飞，机器人服务员进了餐

厅，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在马路上试跑了

好多年了。比人更精确，质量更稳定，几乎不犯

错误，24小时无休；它还有可能比人更聪明，比

如谷歌的阿尔法狗已经完全超越了人的棋艺。

从现在看，积极意义更大，它取代了繁重

的人类劳动，提升了工作效率，降低了企业运

行成本。它拓展了人类的能力，机器人代替

人类下到万米深的海底让我们见识了那个未

知的世界；机器人深入太空，向着深邃的宇宙

进发。它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关于未来的图

景：你早上起床，机器人给你准备好了早餐，

去上班无人驾驶汽车或者飞机随时待命⋯⋯

而它的一些负面作用，暂时体现得不明

显，比如就业问题，它给快递业省下了70%的

人工，却给别的行业增加了就业机会，如机器

人制造业、维修服务行业等。而且随着科技

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生行业涌现出来，

这一点，快递业本身就是个典型。十年前谁

知道，快递业竟然能形成如今这么庞大的就

业规模呢？可是此涨彼消到底是个什么规

律，就不太有人搞得清楚了。到了什么时候，

人工智能会有突飞猛进的进步，现在处于一

个什么样的阶段，也没有多少人说得明白。

一个已经非常公众化的话题、一项已经

开始深刻改变社会、可能影响每个人生活的

科学进步，对它的讨论却依然是不充分不专

业的。一些预测主观色彩很浓，甚至不乏科

幻的色彩。人们大多是从电影、从小说中，而

不是从科学中了解那个未来的世界。这些讨

论上的不科学、随意性也导致了过于担忧和

过于麻木两个极端。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临界点最终会到来，

而且变革来得可能比想象中的还快。所以，在

带来惊艳、带给未来希望的同时，也给人本身蒙

上了一层阴影。软银CEO孙正义的预测则更

耸人听闻，他认为，在未来的30年内，机器人的

数量将会超过人类，机器人的智力在30年之内

也会超过人类。

这就需要人们从科学角度作出分析，不

仅从自然科学，也需要从文明演进、社会学甚

至哲学等多方面做出研究，比如，机器人取代

人工可能对就业造成的影响，对人类生活造

成的影响。也许结论很难下，但数据是可以

监测的，影响是可以评估的，这有助于我们看

清未来，及早准备。

机器人时代，我们准备好了么

我们似乎可以嗅到刘慈欣创

作时的一种情结：对中国历

史与民族主体性的强烈认同

感。

“中纪委，周末见”的说法再度应验。周

日下午，中纪委传来“大老虎”落网的消息。

只有一句简单的通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党委书记、主席项俊波涉嫌严重违纪，目

前正接受组织审查。”一时间激起舆情哗然。

一般来说，中纪委通报里的字数越少，内

在的问题就可能越严重。“打虎拍蝇”以来，虽

然在职官员落马不少，正部级的更不鲜见，但

项俊波却是金融领域内第一个被拿下的正部

级高官。众所周知，中国金融系统的核心管

理层就是“一行三会”，分别是央行、证监会、

银监会和保监会。作为保监会主席的项俊

波，就是金融系统的核心领导之一，位高权

重，对金融行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的落

马，让人们对金融领域里的反腐充满了信心，

同时也再次表明，一个人不管职务有多高，权

力有多大，只要涉及到贪腐问题，纪检部门都

会一视同仁，决不手软。

令人唏嘘的是，项俊波出生于一个川东

知识分子家庭，也曾经充满理想信念，曾经为

国为民立下大功，却在随后的人生道路中迷

失了自己。他最早在成都军区担任司令部秘

书，本可以远离战场。战斗打响后，他却报名

到老山前线担任连队指导员，并曾带着连队

深入到敌后，在战斗中腿部负伤。战争结束

后，他考取了大学，进入审计系统工作，长期

工作在审计一线，揭露过不少违法乱纪的事

件。

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曾经为反腐出过大

力。在担任当时的国家审计署京津冀特派员

的时候，曾经处理过天津蓟县国税局税收征

管问题，黑社会分子拿他女儿做威胁，但他却

坚定勇敢震慑住了对方。那时，恰好是李金

华审计长发起的“审计风暴”第一年，项俊波

在其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项俊波还是一位文艺爱好者，而且是国

内较早涉足反腐题材的人，他最擅长的是与

审计有关的反腐影视剧。早在 1986 年到

1987 年，项俊波就创作过国内第一部反映

审计工作的多集电视剧《人民不会忘记》。

该剧由田壮壮执导，李雪健出演，项俊波本

人担任制片和编剧。应该说，彼时的项俊

波，很早就意识到了腐败对国家和人民的危

害，他对腐败的认识也是清晰到位的。

然而，随着职位一步步提升，他逐渐迷失

了自己。就像习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说的那样，

“一个人什么时候容易犯错误？就是以为自

己万物皆备、一切顺利的时候，得心应手了就

容易随心所欲，随心所欲而又不能做到不逾

矩，就要出问题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一

个人不管当到多大干部都要有组织纪律性，

职位越高组织纪律性应该越强，防微杜渐才

能不出问题。”

反腐倡廉，加强制度建设是根本，通过

顶层设计，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形成不能

腐，不敢腐，不想腐的氛围至关重要。然

而，光靠制度建设也是不够的，一个党员干

部，还需要加强自身学习，从思想意识的高

度审视自己的行为。不要以为自己曾经立

过功负过伤，就放松了对自己思想意识的要

求，久而久之，思想上必然麻痹大意，从思

想放松到行为放纵，最终视国家法度于无

物，必然遭到法纪的制裁。位高权重者，请

以此为戒，不要打着人民的旗号，干着损害

人民利益的事。

位高权重者，当以此为戒
本报评论员
李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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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加强制度建设是根

本，通过顶层设计，把权力关

在笼子里，形成不能腐，不敢

腐，不想腐的氛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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