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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 ２０ 年来，国内有关 ２０ 世纪美国科幻小说研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涌现出数量可观的期刊、学位论文，并获得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基金项目，不少

院校还开设了科幻小说课程，甚至还招录了专门的科幻小说研究生。 但综观国内美国科幻小

说的研究可以发现，当前的研究还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研究作家过于集中、研究视野不开阔、
研究深度不足等，亟需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予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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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现状
尽管学界普遍认为，科幻小说这一体裁起源

于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

（Ｍａｒｙ Ｗｏｌｌｓｔｏｎｅｃｒａｆｔ Ｓｈｅｌｌｅｙ）之手，但 ２０ 世纪美

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和高科技的进步却使得美国科

幻小说越来越为世人所瞩目。 在经历了科幻的萌

芽与草创时期之后，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美国科幻小

说进入了星际历险科幻小说时代，继而陆续迎来

了它的黄金时代———硬科幻小说、新浪潮科幻小

说和赛博朋克科幻小说，并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科

幻作家和作品，如伊萨克·阿西莫夫（ Ｉｓｓａｃ Ａｓｉ⁃
ｍｏｖｅ）“机器人三部曲” 和“基地三部曲”、罗伯

特·安森·海因莱因（Ｒｏｂｅｒｔ Ａｎｓｏｎ Ｈｅｉｎｌｅｉｎ）的

《异乡异客》 （也译为 《 陌生地上的陌生人》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 ｉｎ ａ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Ｌａｎｄ， １９６１ ） 和 《 双 星 》
（Ｄｏｕｂｌｅ Ｓｔａｒ，１９５６）、威廉·吉布森（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ｉｂ⁃

ｓｏｎ）的《神经浪游者》（Ｎｅｕｒｏｍａｎｃｅｒ， １９８４）和《计
零》（Ｃｏｕｎｔ Ｚｅｒｏ，１９８６）、厄休拉·勒基恩（Ｕｒｓｕｌａ
Ｋ． Ｇｕｉｎ）的《黑暗的左手》（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Ｈａｎｄ ｏｆ Ｄａｒｋ⁃
ｎｅｓｓ，１９６９）和《倾诉》 （Ｔｈｅ Ｔｅｌｌｉｎｇ， ２０００）等。 这

些作品已经成为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经典作

品，并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文学评论界专家、学
者的极大兴趣。 近二十年来，我国美国科幻小说

研究开始逐步兴起，从小众走向大众，从单一走向

多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笔者在中国知网上

输入关键词“科幻小说”，检索到 ３ ５６６ 篇相关记

录。 结合对《黑暗的左手》《基地三部曲》《神经浪

游者》《雌性男人》等作品的再次检索，并且剔除

非美国科幻小说、科幻小说翻译研究及重复统计

的论文记录后，笔者发现，１９９３—２０１２ 的 ２０ 年间

共有 １６９ 篇真正探讨 ２０ 世纪美国科幻小说的论

文，年均约 ８．５ 篇，其中以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五年间

９２１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１⁃１７
［基金项目］２０１２ 年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ＳＫ２０１２Ｂ４２６）
［作者简介］刘苏周（１９７６—），男，安徽泗县人；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化研究。
黄禄善（１９４９—），男，江西鄱阳人；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通俗文学研究。



论文数量最多，分别为 １１、１２、２０、１１、１１、４２ 篇，如 表 １ 所示。
表 １　 １９９３—２０１２ 年间关于美国科幻小说的论文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通过对这 ２０ 年国内研究的 １６９ 篇论文的分

析可以看出，其中对新浪潮科幻小说、硬科幻小说

及科幻小说的比较综合研究数量最多，分别为

２５、５６ 和 ６６ 篇，而对星际冒险科幻小说和赛博朋

克科幻小说的研究相对较少，仅为 ８ 和 １６ 篇。
具体见表 ２。

表 ２　 １９９３—２０１２ 年间关于美国

科幻小说的论文统计

类别 数量（篇） 比例

星际历险科幻小说 ８ ４．７％

硬科幻小说 ５６ ３３．１％

新浪潮科幻小说 ２５ １４．８％

赛博朋克科幻小说 １６ ９．５％

其他、比较、综合 ６６ ３９．１％

总计 １６９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这些论文多数集中在海因莱因、阿西莫夫、勒
吉恩和吉布森等少数作家与作品上。 其中被研究

概率最高的单部作品是《异乡异客》 《基地三部

曲》《黑暗的左手》 《神经浪游者》 （见表 ３）。 此

外，在被研究的科幻小说作家中，男性科幻作家及

其作品的数量（１４８ 人次）要明显多于女性科幻作

家（２１ 人次）。
表 ３　 单部作品概率

类别（作品名） 数量（篇） 比例

《异乡异客》 ４ ２．４％

《基地三部曲》 １３ ７．７％

《黑暗的左手》 １５ ８．９％

《神经浪游者》 ８ ４．８％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除了公开

发表的期刊论文外，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

生对美国科幻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将其作为

学位论文的选题方向。 据不完全统计，从 ２００１ 年

起，以美国科幻小说为研究对象的全国优秀硕士、
博士论文共有 ２０ 篇。 这些论文研究范围涉及硬科

幻小说、新浪潮科幻小说和赛博朋克科幻小说，且
女性科幻作品也逐渐获得重视（见表 ４、表 ５）。

表 ４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间关于美国科幻小说的优秀硕士论文（１８ 篇）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篇数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３ ２ ５ ３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表 ５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间涉及美国科幻小说的博士论文（２ 篇）

类别 数量 比例 作者 标题 院校 导师 时间

女性科

幻作家
１ ５０％ 欧翔英

西方当代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

研究
四川大学 杨武能 ２００７

男性科

幻作家
１ ５０％ 韦华 美国黑色幽默作家的元小说创作 吉林大学 付景川 ２０１２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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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关于美国科幻小说的期刊论文情况相似，
这些硕、博士论文关注最多的仍然是硬科幻小

说、新浪潮科幻小说和赛博朋克科幻小说，见
表 ６。

表 ６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间关于美国

科幻小说的优秀硕士论文

类别 数量 比例

硬科幻小说 ４ ２２．２％

新浪潮科幻小说 ５ ２７．８％

赛博朋克科幻小说 ４ ２２．２％

综合、其他 ５ ２７．８％

总计 １８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在历年的研究成果中，有
关星际冒险科幻小说的硕士论文相对较少，同时，
对男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明显多于对女性作家

及其作品的研究，这与发表的学术论文情况大致

相同。 在这些硕士论文当中，关注度最高的仍然

是《基地三部曲》《黑暗的左手》和《神经浪游者》
等几部作品，见表 ７。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 １９９３—２０１２ 年发表的

科幻小说学术论文统计中，自 １９９８ 年起期刊论文

数量开始逐年攀升，而相关硕士学位论文在 ２００１
年首次出现后，也呈现出逐年攀升的态势，体现了

二者间的同步和一致性。 这与当代美国科幻小说

领域的蓬勃发展和国内外学术界“俗” “雅”文学

界限的进一步模糊化，以及对科幻小说的认识程

度进一步加深和逐步接受密切相关，让广大研究

生们不再在“通俗文学”面前踌躇再三，而是勇敢

地迈开了他们探索的脚步。
表 ７　 硕士论文单部作品概率

类别 数量（篇） 比例

《基地三部曲》 ４ ２２．２％

《黑暗的左手》 ４ ２２．２％

《神经浪游者》 ３ １６．７％

其他 ７ ３８．９％

总计 １８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近年来，我国的美国科幻小说研究还获得了

国内的一些社科基金项目。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至少有 ７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 １ 项、省
部级社科基金 ６ 项，见表 ８。

表 ８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关于美国科幻小说的国家与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

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等级 批准号 完成人 结项情况

２００４
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

建设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０４ＢＺＷ０１２ 吴岩 已结项

２００７
英美女性主义科幻小说

研究

湖南省教育

厅科研项目
０７Ｃ６０６ 叶冬 已结项

２００９ 美国后现代科幻小说
教育部人文社科

青年基金项目
０９ＹＪＣ７５２０２４ 方凡 已结项

２０１０
美国作家 Ｌｅ Ｇｕｉｎ 对道家

思想的诠释

天津市

哲社项目
ＴＪＹＷ１０⁃１⁃５６４ 夏桐枝 在研

２０１１
从奇幻系列作品《地海传

说》看厄休拉·勒奎恩的

东方哲学观之道家思想

河南省人文

社科项目
２０１１⁃ＺＸ⁃２９９ 刘素青 在研

２０１２
生态批评视角下的 ２０ 世

纪美国科幻小说研究

安徽省人文

社科项目
ＳＫ２０１２Ｂ４２６ 刘苏周 在研

２０１２
英美女性科幻小说中的双

性合体思想研究

安徽省优秀

青年项目
２０１２ＳＱＲＷ０８５ 李倩 在研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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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国内一些高校还陆续开设了美国科幻

小说相关课程，如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上海大

学外国语学院分别在本科、硕士两个层次开设了

美国科幻小说课程。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通

俗文学研究中心的黄禄善教授编著的《美国通俗

小说史》（２００３）是一部将美国科幻小说发展史与

作品选读融为一体的不可多得的教材，填补了国

内在该领域的空白。 而北京师范大学从 ２００３ 年

起首次在国内招收科幻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

生，并组织精干学术团队编辑出版了多部学术专

著，如《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 （２００８）、
《外国科幻论文精选》 （２００８）、《科幻文学论纲》
（２０１１）等。 美中不足的是，目前全国开设美国科

幻小说课程的院校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而且学术

界对于美国科幻文学的研究依旧存在一定的偏

见，将其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旁门左道，并在不同

层面设置层层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内美

国科幻小说研究的步伐。

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我国关于美国科幻小说的各类期刊论文和学

位论文涉及 ２０ 世纪美国科幻小说的各个阶段，涵
盖了 ２０ 世纪前半期的星际历险科幻小说、硬科幻

小说，以及 ２０ 世纪后半期的新浪潮科幻小说和赛

博朋克科幻小说。 遗憾的是，国内有关星际历险

科幻小说的研究仅局限于代表作家埃德加·巴勒

斯（Ｅｄｇａｒ Ｂｕｒｏｕｇｈｓ）的《人猿泰山》 （Ｔａｒｚ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ｅｓ），而对其以约翰·卡特为主角的火星冒险系

列、佩鲁塞塔历险记和金星系列等三大系列科幻

小说鲜有涉及。 同时期的其他代表作家如阿伯拉

罕·梅里特，也只是在黄禄善的《美国通俗小说

史》中得以简要介绍。
相比之下，对于美国硬科幻小说的研究可以

说是我国美国科幻小说研究的一个热点。 相关的

研究虽说很少论及该流派的先锋人物雨果·根斯

巴克，但对黄金时代的几位作家倒是不惜笔墨，尤
其集中在海因莱茵的《异乡异客》和阿西莫夫的

“基地三部曲”上，也有少数几篇研究克利福德·
唐纳德·西马克（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Ｄｏｎａｌｄ Ｓｉｍａｋ）的文章。

对于《异乡异客》的研究仍停留在作品的介

绍和译介上，虽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普遍缺乏

一定的深度。 个别文章则借助一定的语言学理

论，试图打开新的解读局面。 如王佳唯的《论萨

丕尔—沃尔夫假说在小说 〈异乡异客〉 中的映

射》 ［１］一文根据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和

他的学生本杰明·沃尔夫提出的萨丕尔———沃尔

夫假说理论，结合《异乡异客》的文本解读，试图

寻找小说对该理论的映射。
研究“基地三部曲”的论文无论是在数量还

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升。 论文的视角、方法

体现了极大的丰富性，既有对作家、作品的一般性

介绍，也有对作品的主题思想、人文内涵和叙事风

格的进一步挖掘；既有在一般刊物上发表的学术

论文，也有全国优秀硕士论文，这在很大程度上拓

宽了我们的视野，加深了我们对作品的理解。 尤

其值得一提的是三篇从不同视角对作品进行诠释

的硕士学位论文：马秀东的《阿西莫夫科幻小说

叙事研究》 ［２］、田艳艳的《至上的生命意识》 ［３］ 和

张丽的《科学理性与文学诗性的融合》 ［４］。 马秀

东的文章认为，科幻小说尽管描绘的是一个幻想

的世界，但绝非是部分评论家所说的是一种“遁
世主义”，而是一种“思想文学”。 论文从小说主

题和叙事技巧两个方面对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和

机器人系列小说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突出强调了

作品中的悬念设置、人物塑造、语言风格及其背后

的哲学意蕴。 田艳艳的文章则首次实现了对阿西

莫夫科幻小说的哲学解读。 文章从叔本华的生命

意志论的角度展开论述，认为阿西莫夫的作品中

的各种有意志生命形式都遵循叔本华对人类意志

的观点，即生命意志至上的观点。 与前两者不同

的是，张丽的文章则另辟蹊径地论述了“基地三

部曲”中的“思想实验”特质。 文章运用了美国学

者斯科提亚的“思想实验”观点对作品的艺术特

色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它的思想根源。 她认为，
阿西莫夫在作品中试图寻求一种科学理性与文学

诗意的平衡，其作品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质，与作

家所处的社会环境、自身个性以及美国当时的社

会文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我国对于另一位硬科幻小说名家西马

克的研究仅有一篇由阿西莫夫撰写的《一个完美

的好人———克利福德·唐纳德·西马克》 ［５］ 的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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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让中国读者对这位科幻作家有了一个大致的

了解，而对其作品的进一步研究目前在国内尚属

空白。
我国对美国新浪潮科幻小说的研究情况与对

硬科幻小说的研究情况相似，相关的论文数量较

多，研究的作家、作品也较为集中，且期刊学术论

文与硕士学位论文并存。 有趣的是，在一大批的

新浪潮科幻小说作家中，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主要包括勒吉恩的《黑暗的

左手》《地海彼岸》 《一无所有》和乔安娜·拉斯

（Ｊｏａｎｎａ Ｒｕｓｓ）的《雌性男人》。 此外，少数研究则

论述了号称“美国金庸”的菲利普·迪克（Ｐｈｉｌｌｉｐ
Ｄｉｃｋ）的《生化人会梦到电动羊吗？》 （Ｄｏ Ａｎｄｒｏｉｄｓ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Ｓｈｅｅｐ？ １９６８）及改编的电影《银
翼杀手》（“Ｂｌａｄｅ Ｒｕｎｎｅｒ”），以及罗杰·齐拉兹尼

的《梦的主人》（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Ｍａｓｔｅｒ， １９６６）。
在论述《黑暗的左手》的论文中，除了一般性

的介绍外，不少论文将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融入批

评研究当中。 王宇洪运用荣格的自性化理论对作

品进行分析（《论〈黑暗的左手〉中金利·艾的自

性化》） ［６］；谷丽红、叶冬等研究者则从比较文学

的视角，将作品中的中国道教思想与西方的女权

主义结合起来探讨，得出了很有新意的观点和解

读。 谷红丽《深受道教思想影响的美国后现代女

性作家厄休拉·勒·魁恩———兼评其两个短篇小

说》 ［７］一文认为，迷恋中国道教思想的勒吉恩在

许多小说中不仅构建了道教哲学所崇尚的和谐统

一的乌托邦世界，还把女性主义的解构思想与科

幻小说的写作特征融合起来，并且吸纳了戏仿、拼
贴等后现代主义写作手法，在小说中对人类普遍

的生存状态寄予深切的关注和认真的探索 。 叶

冬的《论〈黑暗的左手〉中的雌雄同体》 ［８］、李倩的

《道家思想与女性主义的融合：“双性合体”的新

境界———〈黑暗的左手〉评析》 ［９］从性别对立这一

人类矛盾根源入手，探讨了作品中的“雌雄同体”
的独特世界，揭示了作家明显的女性主义立场和

“对立转化” “阴阳融合”等道家思想。 类似的研

究不仅包括三篇全国优秀硕士论文，如张卜娅的

《阴阳的和谐》 ［１０］、于晓芹的《一个富有道家色彩

的乌托邦》 ［１１］、阮菲的《论厄休拉·勒奎恩科幻小

说中的二元性思想》 ［１２］，而且研究的范围还被扩

展到《一无所有》和地海系列小说，如申彩红的

《幻中求真的女作家娥苏拉·勒吉恩———兼评其

科幻名作〈黑暗的左手〉与〈一无所有〉》 ［１３］、夏桐

枝的《〈一无所有〉折射的道家思想之光》 ［１４］ 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关于《黑暗左手》的学术论

文中，有多篇发表在国内重要的语言文学期刊上，
如发表在 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外国文学》上的谷红丽

的《深受道教影响的美国后现代主义女作家厄秀

拉·勒·魁恩———兼评其两个短篇小说》和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外国文学研究》上叶冬的《论〈黑暗的

左手〉中的雌雄同体》，体现了通俗文学研究从边

缘向中心渐进的趋势。
关于拉斯及《雌性男人》的论文全部论述了

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思想。 如利春蓉的《〈雌性男

人〉中的女性形象》和《颠覆男权文化，重塑女性

自我———美国作家乔安娜·拉斯〈雌性男人〉的

女性主义透视》 ［１５］、叶冬的《女性主义科幻作家乔

安娜·拉斯述评》 ［１６］ 和《女性主义的乌托邦———
论乔安娜·拉斯的〈改变之时〉》 ［１７］。 这一现象

不难解释。 如同《黑暗的左手》一样，《雌性男人》
也发表于美国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可以看作是当时的社会矛盾冲突的

产物。 女作家们希望创造一个没有“恶毒的二元

性别制度”的纯女性乌托邦社会，以此来反对男

权制社会，并不断地提醒男性读者，社会不断进步

着，女性的地位和男性越来越等同。
除此之外，“美国金庸”菲利普·迪克的作品

也成了一些评论关注的对象。 不过有趣的是，我
国评论界对其小说只是做了一般性的介绍，却对

其作品改编的科幻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撰

写了为数不少的影评，其中就包括以《生化人会

梦到电动羊吗？》为蓝本、著名导演里德利·斯科

特执导、哈里森·福特主演的《银翼杀手》。 而阿

诺德·施瓦辛格、汤姆·克鲁斯、史蒂文·斯皮尔

伯格等众多影视名人的加盟，更让以他的小说为

蓝本的多部影视作品大为火爆，吸引了我国评论

界越来越多的目光。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兴起的美国赛博朋克科幻小

说是我国文学研究的新热点。 截至目前，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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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类期刊论文和优秀硕士论文共计 １８ 篇。 较

早研究美国赛博朋克科幻小说的论文是陈永国

２００４ 年译介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全球化与

赛博朋克》 ［１８］和方兴东同年发表的《〈雪崩〉：赛
伯朋克小说新典范》 ［１９］，成为我国美国赛博朋克

科幻小说研究的起点。 此后，评论界对赛博朋克

科幻小说进行了全方位的译介和多角度的诠释。
黄禄善在《美国通俗小说史》 ［２０］ 中对赛博朋克科

幻小说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和分类，并简要介

绍了主要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厦门大学的胡戈

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文论述了代表作家吉布森及其

代表作品《神经浪游者》，并试图通过鲍德里亚的

仿真理论对吉布森的作品进行深入分析［２１］；李松

的《海外赛博朋克研究前沿问题追踪》 ［２２］ 一文则

为我国美国赛博朋克科幻小说的研究指明了方

向。 遗憾的是，现有的研究论文过于集中在吉布

森的身上，对其他赛博朋克科幻小说作家如布鲁

斯·斯特林、鲁迪·拉克、约翰·雪莉等作家几乎

没有涉及，且所有的期刊学术论文均发表在八个

重要的语言文学期刊之外的学术刊物上，表明现

行的研究仍然是低水平的重复，缺乏高质量的学

术论文。 值得庆幸的是，对美国赛博朋克科幻小

说的研究开始引起了在校研究生的兴趣。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年的五年间共有四篇全国优秀硕士论文在

此领域展开探讨，他们成为目前研究过程中主要

的生力军，也预示着将有越来越多的高水平文章

面世。
除了对具体作品的研究外，还有相当一部分

论文从宏观层面评述了美国科幻小说所表现出来

的一些特征，分析的视角也日渐多元化，既有传统

的主题分析、伦理解读，又有现代的女性主义、生
态批评，如陈许的《试论美国科幻小说的产生和

发展》 ［２３］、《动荡与融合———略谈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外国科幻小说》 ［２４］、胡金生的《现实沃土的理想之

花：女权主义科幻小说》 ［２５］、黄禄善的《从“科学

崇拜”到“科学恐怖”———论西方科学小说的主题

衍变》 ［２６］、计海庆，孙路的 《科幻小说的伦理解

读》 ［２７］、李倩的《她们的世界———英美女性科幻作

家的独特写作》 ［２８］、宁大治的《英美科幻小说的伦

理分析》 ［２９］、曲杨的《当代弗兰肯斯坦———解析美

国冷战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家形象》 ［３０］、叶冬的《美
国当代女性主义科幻小说研究》 ［３１］、张怿的《生态

批评视野下的科幻文学》 ［３２］等。 这些研究充分运

用西方现代的文学理论，既为我们提供了美国科

幻小说的概貌和特征，又为我们研究美国科幻小

说提供了一个框架性的参照。 金莉的《２０ 世纪末

期（１９８０—２０００）的美国小说：回顾与展望》 ［３３］ 一

文中指出，美国女性科幻作品已发展为这一题材

中的有生力量，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科幻小说研究

的热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余泽梅 ２０１２ 年发表

在《江西社科》上的《陌生化与认知：作为一种社

会批判的科幻小说》 ［３４］。 文章认为，科幻小说由

于其“陌生化”和“认知”有机互动的文类特点，已
经超越了“通俗文学”的定位。 它以文学幻想的

形式展开对现实的审视和批判，深刻反映了作家

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具有极强的社会批判功能，已
经成为重要的批判话语之一，自然成为当代美国

文学的一个亮点。
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间出现的 ２ 篇研究美国科

幻小说的博士论文中，欧翔英和韦华分别选取了

女性和男性科幻小说作为研究对象。 欧翔英的

《西方当代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研究》 ［３５］ 是最早

研究美国科幻小说的博士论文，也是最早研究西

方女性科幻小说的博士论文。 论文将传统文本解

读与文化批评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将科幻文学创

作作为社会文化实践，讨论其政治文化功能和社

会批判价值；另一方面引入女权主义理论建构，探
讨女性科幻书写的类别、主题及独特叙事模式等，
既揭示了西方科幻文学的总体特征，又展示了女

性科幻文学的独特魅力。 相比之下，韦华的《美
国黑色幽默作家的元小说创作》 ［３６］将研究的目光

聚焦在库尔特·冯内古特这位非典型科幻小说作

家身上。 作者认为，这位“讨厌自己被贴上科幻

小说作家标签”的作家事实上却将科幻元素当成

了自己战无不胜的武器。 正由于有了这一利器，
他才能自由地在现实与梦想中进行时间旅行，更
好地表现对于地球和人类生存的关注，更自由地、
多层次地展现对于文学创作本质的揭示。

此外，浙江大学的方凡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出版的

专著《美国后现代科幻小说》 ［３７］ 则在大致梳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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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科幻小说史的基础上，以美国当代文化批评理

论家弗列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视野中的乌托邦理

论及其对当代科幻小说评书为理论依据，剖析了

美国后现代小说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文学地位，为
中国的美国科幻小说研究添加了新的成果。

上述的两篇博士论文和专著是作者经过大量

的文献阅读、长期的思考和精心的修改后产生的

成果，其视角新颖，涉及面广泛，对各自的主题和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结论均具有相当

的说服力。 有了更多博士研究生和教授的参与，
我国美国科幻小说的研究必将提升到一个新的

水平。
不过，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尽管近年来

国内对科幻小说的研究逐步升温，研究也取得了

一些成绩，但仍存在如下不少的问题：
１． 近年来，有关美国科幻小说研究的论文数

量虽然逐年增加，但多数研究仍集中在《基地三

部曲》《黑暗的左手》《神经浪游者》等少数几部作

品上，而许多重要的科幻小说作家和作品仍未获

得足够的重视，亟需扩大研究范围。 相比之下，国
外对于美国科幻小说的研究论文不仅数量巨大，
而且所涉及的作家人数众多，不少作家在我国连

基本的简介都很难找到。 因此，我国研究美国科

幻小说的学者应该进一步开阔研究视野，在加深

对阿西莫夫、勒吉恩、吉布森等人的科幻小说研究

的基础上，把更多的目光投向那些国外学者早就

关注并取得较好研究成果的作家和作品上，如硬

科幻小说家约翰·坎贝尔（Ｊｏｈｎ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西马

克，新浪潮科幻小说家乔安娜·拉斯、菲利普·迪

克和赛博朋克科幻小说家布鲁斯·斯特林、鲁
迪·拉克、约翰·雪莉等。

２． 我国科幻小说研究学者对美国女性科幻

小说作家作品的研究明显薄弱。 大量的相关研究

成果集中在男性科幻小说作家作品上，甚至一度

出现“科幻让女性走开”的论调。 尽管近年来随

着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女性主义理论在文学领

域的广泛运用，女性科幻小说作家作品以及科幻

小说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越来越引起评论界的兴

趣，但相关的研究仍显得薄弱，需要我们在今后的

研究中予以进一步关注。
３． 我国关于美国科幻小说研究的质量有待

于进一步提高。 在全部公开出版的 １６９ 篇有关美

国科幻小说研究的论文中，仅有 １５ 篇（８．９％）文

章发表在国内 ７ 家重要的外国文学研究刊物上

（见表 ９）。

表 ９　 重要文学研究刊物刊载的美国科幻小说论文

刊物

名称

外国文

学研究

外国文

学动态

国外

文学

外国

文学

英美文学

研究论丛

当代外

国文学
外国语 总计

篇数 ３ ４ ３ ２ １ １ １ １５

　 　 在这些刊物中，《外国文学动态》发表的篇数

最多，主要以作家作品的译介为主，研究的深度不

够，表明我国的美国科幻小说研究仍处于起步阶

段；在《外国文学研究》 《国外文学》 和《外国文

学》三个期刊上发表的 ８ 篇文章中，部分文章的论

述也不够充分，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比较牵强，缺乏

足够的说服力。

三、今后研究的建议
第一，针对目前国内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

国内的美国科幻小说研究者们应该开阔视野，注
意挖掘更多的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尤其是目前有

实力和发展潜力的科幻小说作家，比如刘易斯·
夏纳的《惊鸿》（Ｇｌｉｍｐｓｅｓ，１９９３）。

第二，要加强对女性科幻小说的研究。 自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起，科幻文学与女性主义运动相

结合，产生了女权主义科幻小说的创作高潮，诞生

了一大批卓越的美国当代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作

家，如厄休拉·勒吉恩、玛吉·皮尔西 （Ｍａｒｇｅ
Ｐｉｅｒｃｙ）、汤姆·惠伦（Ｔｏｍ Ｗｈａｌｅｎ）等；此外，１９８１
年以来的女同性恋科幻作家乔安娜·拉斯和莫妮

克·威蒂格（Ｍｏｎｉｑｕｅ Ｗｉｔｔｉｇ）也成为其中的重要

力量。 她们以女性书写为武器，以科幻小说为战

场，力争展现现实社会中的两性对立，表达了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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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刻思考。 作为后现代主义

历史语境下的时代产物，女性科幻小说研究在我

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比较容易得出较为新颖的

观点。
第三，对美国科幻小说的综述类文章应该建

立在对原作深入研读的基础之上，对所阐释的观

点及所得出的结论要慎之又慎，避免信口开河和

生拉硬扯，以免误导国内读者。
第四，加强对美国科幻小说的系统性研究，提

升研究的规模和层次。 作为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同时期的美国科幻小说必定反映了美国

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政治态度、文化取向、文艺

思潮和文学理论，这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

美国特定时期的真实社会面貌，也为我们研究美

国科幻小说提供了许多新颖的视角，极大丰富了

美国科幻小说研究的多样性和可能性。
严格地说，目前国内尚无专门研究美国科幻

小说的专著（已知的只有吴岩和黄禄善关于美国

科幻小说简介类的编著）。 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

来肯定会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因为美国科幻小

说的快速发展不仅聚集了大量的科幻小说爱好

者，也吸引越来越多的院校开设美国科幻文学的

课程，更呼唤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断获取更高级

别的基金项目，尽快推出高质量的美国科幻小说

研究论文和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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