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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地球表面》

内容概要

本作品并不是一部长篇小说，而是由14篇文章组成的小说集。所以我并不打算对本书中的每一个故事
进行讲述。只想总结一下这部作品的风格与特色。
本作不同于刘慈欣的科幻大作《三体》。如果说《三体》的风格是冰冷无比的硬科幻加悬疑的话，那
么这部《离开地球表面》中的14篇短篇小说更像是一部部科幻小暖文，一部部披着科幻外衣的情感剧
。这些小故事中没有科幻史诗般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却暖人肺腑、沁人心脾。作者从不过分渲染
未来世界的科幻设定，而是通过描写一个个未来世界的故事，将伟大的大宇航时代以小见大，在一个
个小人物身上体现。每个故事都充满着人文关怀，揭示人性的美好，有启迪性，正能量满满，往往在
故事的结尾给人以希望感。
本作品科幻元素满满，描写了未来世界的14个相互独立的故事。每个故事所处的时代各不相同。有的
故事描绘的是150年内的近未来（如《燃烧的星星：火星实习报告》描写火星大开发时代，这一时代大
型近地轨道太空城已经建立，人类即将开始大宇航时代），有的故事描绘的是150-200年后的中远未来
（如《天隼》描写的是大宇航时代初期，人类已经掌握了对太阳系边缘进行探测的技术），有的描绘
的是300年后的远未来（如《干杯吧，朋友》描写的是大宇航时代中后期，这时人类已经掌握了星际旅
行技术，已经可以实现数十光年内的空间跳跃）。14个故事所属的时代背景不同，但都没有生硬的时
代背景介绍。都是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慢慢展开对时代的介绍。将每个时代的时代特色在各个时代的
小人物的背景、经历、价值观中体现、展开，以小见大。
凌晨的作品表面上波澜不惊，却常常暗流汹涌，善于将宏大的时代设置与普通人的情感生活融合在一
起。在她笔下，人物是真实生活在科幻的背景中，我们甚至能够感受到他的呼吸。
——刘慈欣，科幻作家
凌晨是新生代女性科幻作家中的佼佼者。她的小说充满前沿思考，又不乏来自女性的温柔。
——吴岩，科幻作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凌晨的科幻，让宇宙充满豪气，同时细腻而广阔，柔曼而坚韧。她把人性的隐秘与科技的内核做了深
刻的糅合与解析。
——韩松，科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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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地球表面》

作者简介

凌晨，女，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著名科普与科幻小说作家，编剧。代表作有
长篇小说《月球背面》、《鬼的影子猫捉到》，短篇小说《信使》、《猫》、《潜入贵阳》、《天隼
》等。多次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多篇短篇小说多次被收入中国科幻小说年选或精品集中。作品
被读者评价为“具有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女性色彩”、“善于将虚幻的未来与现实生活融合，营造独
特氛围将读者带入她的故事”、“在平直的叙述下充满了澎湃激情、刚柔相济，具有浪漫的英雄主义
情怀”。
凌晨长期为科普杂志撰写文章，并积极进行科普创作，主编并且主笔大型科普图书《宇宙的光荣》（
“全国青少年喜爱的100种优秀图书”之一）、《太空时代》丛书、《繁星若尘——从月球到银河深处
的人类旅程》（入选“农家书屋”）、《海洋科普馆》丛书（荣获第三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
普作品奖”银奖，第二十七届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奖，入选2014年全国中小学图书馆推荐书目）
。
1999年，凌晨编写、策划与出演戏剧《仲夏夜之梦》，并在海淀剧院演出。此后陆续参与多部影视作
品，包括专题片的策划与脚本写作，主要作品有40集电视剧《无极》文学脚本，35集电视剧《女人的
武器》剧本策划修改，百年科幻专题片、系列科普专题片《健康中国》策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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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地球表面》

书籍目录

天 隼
水星的黎明
飞鸟的天空
燃烧的星星——火星实习报告
干杯吧，朋友
火 舞
刀 兰
铂 戒
泰坦故事
月 瘤
再见，地球
青 鸟
太阳火
月球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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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地球表面》

精彩短评

1、同样是软科幻，女性作者，短篇，这本比郝景芳写的好多了，昨晚看到半夜。貌似朋友圈里几个
喜欢科幻的都觉得北京折叠不好看，所以得奖也就那么回事
2、文风不太像是科幻小说
3、书名起的好，内容更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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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地球表面》

精彩书评

1、　　还记得童年时分，“小喇叭”节目里连播叶永烈先生的长篇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
那时候一直憧憬着有一天自己家可以装上电话，足不出户可以订餐、购物。而今，我们不止有了电话
，还有了电脑、手机，互联网时代让人彼此之间的距离变得如此之近，真正实现了“天涯若比邻”。
而书中所描述的隐形眼镜、“飘行车”、人造器官、家用机器人、环幕立体电影屡见不鲜，我们的城
市更是变成了“不夜城”⋯⋯古人的飞天梦也早已成为现实，对外太空的探索却一直未曾停止，相信
在不远的将来，火星、金星乃至更遥远的星球上，都会有我们生活的美丽家园。　　科幻小说不是科
幻作家胡思乱想，而是作家为自己的思想插上了翅膀，让心自由地飞翔。他们只是提前替我们设计好
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以后的生活而已。凌晨女士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设计师，她的新作《离开地球
表面》（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7月）一如她之前的作品，充满着澎湃的激情，刚柔相济，具有浪漫
的英雄主义情怀。　　舒鸿，一个曾经令人骄傲的名字，是无数宇航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在他的身体
发生病变时，宁愿忍受他人的误解，默默地退出华丽的舞台。他以牺牲自己的名誉为代价，甘做反面
教材，来换取宇航员征服木星的勇气。就算到了最后他只剩下一个大脑，他仍然再坚持研究，为宇航
局服务。为了占用脑中的异化组织，避免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舒鸿毅然切断了大脑的营养供给⋯⋯
当真相大白于天下，“天隼号”失事的幸存者，继舒鸿之后的第二任船长任飞扬，终于走出颓废重新
站起来接受新的飞行任务。（《天隼》）　　（全文稍后上传）
2、科幻作品这些年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眼球”。特别是随着去年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
《三体》首次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今年8月21日中国作家郝景芳凭借《北京折叠》摘得
雨果奖中短篇小说奖，中国读者对科幻作品的热度已经有增无减。从百年前威尔斯、凡尔纳的科幻作
品起，科幻作品就一直在这两个方面有所探索：一方面非常注重科技的含量，使用基于合理又大胆的
想象力畅游未来，同时另一方面也在积极探索在科技得到日新月异发展的情境中，人与人、人与其他
生物之间、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来体现？单纯的科技演变，脱离开人类普遍的情感，就是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几近于失去意义。《离开地球表面》正是这样的一部中短篇科幻小说合集。由于
作者凌晨的女性身份，她格外关注科幻与情感之间的爱恨交织也就顺理成章。假如这些作品——《天
隼》《水星的黎明》《飞鸟的天空》《燃烧的星星——火星实习报告》《干杯吧，朋友》《太阳火》
等——中描述的情景均为未来社会中的现实情况的话，透过现象看本质，在科幻的背景中依然能够闪
耀着熠熠光辉的，恰恰就是人类几千年来最基础的情感——爱！科技或者科幻，仅仅只是一种起承载
作用的平台。人类的科技水平不管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不管是冲出地球，在太阳系中任意驰骋、来
去自如，还是到达更远的宇宙空间，内心中最柔最软、最能触动人心的，依然是亘古不变的各种各样
的情感——喜欢、嫉妒、忧伤或者怨恨！由此，若是在凌晨的这些小说中有意无意地体会到了隐藏或
是显露的情感印痕，也就很好理解了。这实在是不很奇怪，从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
地球》到如今，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同时，纵观《离开地球表面》中的14篇作品，凌晨显然是非常
注重以“小”见“大”的。由于性别上的差异化因素，她运用起女性柔的一方面来说更为得心应手。
作品《天隼》中，天隼号飞船失事爆炸，接替前任船长、曾经的宇航英雄人物舒鸿的任飞扬侥幸生存
，他无法原谅自己，也无法从飞船失事的阴影中解脱出来，以致于他只恨自己没有和“天隼号”共赴
劫难。他不是个不肯不愿担责的人，虽然他做了他该做的一切，虽然超出了他能力之外的不可控的因
素显然更多，但“大错”既然已经铸成，再多的辩解又能解决什么实质性问题呢？任飞扬无法原谅自
己，宁可在劳动改造中试图忘记一切——虽然他其实根本没办法做到这一点。而流云的永远逝去就成
为了任飞扬心底永远的痛！最后，还是流云与舒鸿从根本上挽救了任飞扬，他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也
最终得以重新振作起来。在此，科技与人性实现了终极统一。可以想见，假如没有人类英雄们的前赴
后继和忘我牺牲，又怎么会有科技水平的不断向前发展呢？！《离开地球表面》的14篇作品中，最喜
欢的莫过于《天隼》这一篇，结构上最为精巧，讲故事的过程中又极细致入微，写得非常成功。人类
起于地球，走出地球会遇到多少磨难，人类怎么样从更高的高度来看待自己和别的生物，这实是在一
件很有探讨意义的事情。作者在《写在最后的话中》认为，她的这些作品“比较个人，比较生活化”
——其实，这不是不足，反而更多地应该被视为难能可贵。因为在这些作品的背后，反映出来的就是
一种人类对自己能力的一种审视，任何情势下、情境中都不能忽略了这一点——更何况，这是每一个
生命个体本来就都应该格外关注的环节呢！比较有趣的是，在读完了全书的14个看似无关联的独立性
很强的科幻故事之后，读者才会注意到居然会有一个《离开地球表面》纪年表的存在！就像编年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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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地球表面》

书一样，作者把14篇作品按时间顺序进行了简要排列与介绍，似乎在暗示着这些故事中可能存在着的
若明若暗的一种脉络。反过来再去考量这14篇作品的时候，也许会有一种不同于之前的收获吧！“行
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再三品味这两句诗，它们与《离开地球表面》中人类的种种活动轨迹和心
理状态之间，又何尝没有某种哲学上的联系呢？！
3、　　我对于科幻的兴趣，完全来自于孩子。家有男孩，从他的世界里，我接触了许多以前完全不
感兴趣的领域，像是地理、数学、历史、科学，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枯燥的代名词。可是由于这个男孩
，我不得不去了解得更多更广泛，比如他喜欢天文，我从来没想到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能够把那么多莫
名其妙的天文名词记得那么清楚，把那些数字从来不会弄混淆，这个陌生的领域打开了我内心的一扇
窗子，他和他的世界把我带向更宽阔的空间，就像是天文本身的含意是一样的，浩渺而神秘。　　在
他的成长过程中，他对霍金的科学非常感兴趣，也是七八岁时，已经读过刘慈欣，不要怀疑孩子的理
解能力，他远比我们想像得更神奇。所以科幻小说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是天文知识的应用，也是想像
空间的拓展。　　刚刚读过的这本来自中国女科幻作家凌晨的作品《离开地球表面》，也是一本被归
之于科幻作品的著作，里面是由十多个独立作品集合而成的。可以说，对于科幻作家们这个群体，我
不是很了解，我所知的最著名的也只有刘慈欣。当初读到他的书也是偶然，但读了一本后就一发不可
收拾，对于我这科幻盲来说，简直是一场真正的星球之旅，当我拿给儿子看后，他也是非常喜欢，那
时他才上一年级，我带他去广场上玩，带着怀疑的心态让他给我讲讲他的感想，没想到他不仅说出了
故事梗概，也一一把里面的天文名词都给我读了一遍，真正做了一回小老师。同时，他还发表了自己
的感想，认为写得非常棒。那之后，把刘的〈三体〉也买回来，他看得是相当过瘾。　　所以，但凡
是科幻作品，我总愿意让孩子多多接触，毕竟这是孩子的一个兴趣所在。　　这本《离开地球表面》
，首先是名字吸引了我。其次它被冠之以“科幻”的名头，同时作者也曾多次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
”，我想这女孩也是够不简单的。从我的印象中，女孩子很少喜欢这些枯燥的东西，但人家凌晨不仅
喜欢，还以此为目标，从事了这样的事业，这本身就值得褒奖。　　再来谈谈我读些书的印象。　　
先请作者及读者们都恕个罪说，我对这本书的评价不能算是太高。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得说说自己的
理由。其实大抵就是前面拉拉杂杂说了一堆的缘故，因为我之前先读过了刘慈欣，实在是太喜欢他的
作品的原因。这样说吧，很多书我们在阅读之前完全不了解，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刘的作品中虽
然有许多我完全不了解的天文术语，但我居然看得很入迷，而且看完之后，完全被惊呆了，只用一句
话告诉了儿子：没想到还有人能把科幻写得这么好。所以如今我再读凌晨的作品，稍稍有那么一小点
儿的失望，作品并没有达到令我非常震撼的效果。这么说虽有些显得不知天高地厚，但只能实话实说
。　　就拿第一个作品《天隼》来说吧，作品内容显得有些过于抒情，景物、心灵描写这些部分过于
庞大，看得出来，作者的文笔是挺优美的，如果这样的文笔放在其他一些类型的作品中，或许会是加
分项，但是放在稍显冷峻的科幻中，就显得十分多余而累赘了。可以这样说，我几乎是跳跃式地在阅
读大部分章节，而这居然也并不影响故事的情节性。当然我这只是一家之言，作品的形式可以多样，
怎么写是作者的风格，或者会有人喜欢，但我读来觉得有些费劲。　　其次，作品虽然有许多科幻天
文所常用的名词，但我感觉，有的作品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最多算是借着天文所创作
的一篇情感小说而已。尤其是第一篇。　　这是第一篇文章带给我的非常不好的印象。　　但我还是
耐心看过了后面的几篇，看过后我就内心有个存疑，本书十来篇文章的排布顺序，是否是以作者写作
发表的时间来排序的呢？因为看到后半部分时，感觉风格明显简洁起来，而不是像第一篇一样充满过
分的女性气息，我在想，作者是不是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得到了提高和一些改变？但此书却并没有
把最好的放在最前面，至少我个人认为第一篇真的很不科幻。　　不管怎么说，能够仰望星空的女孩
子，真是不得了。我希望她以及她所有的科幻作者们好好努力，为我们中国的科幻界发表更多的好作
品，这样，我们这些家中有喜欢天文的孩子的家庭才更有动力与希望，或许将来也能够成为同行之人
。
4、也许在不太久远的未来，我们会真的进入大宇宙时代，登陆火星，建立月球城，开发土星，利用
太阳，甚至于征服遥远的星球，建立地球联盟。这一切也许是科幻小说家的想象，但是也有可能是未
来的真实。离开地球表面就是这样一本讲述在大宇宙时代发生于各个星球的故事。不同于硬科幻小说
中的强调数据与科学知识，在这本书里，科幻的存在是一个宏大背景，也就是未来的大宇宙时代。也
许有人会诟病本书没有数据的支持科学的体现，但是这是小说，科幻只是背景，故事才是核心，如果
想看科学数据，论文期刊和科学著作才是应去之地。离开地球，步入星空，这是千百前就曾做过的梦
，如今正一点点变成现实。星空广袤又神秘，不知隐藏了多少故事，激发了多少人的幻想。我想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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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个很爱星空的人吧。在她的世界中，星球不再冷硬，它们承载了我们关于飞天、关于未来的希
冀。离开地球表面就是这样一本讲述着星星的故事。在凌晨笔下的大宇宙时代，在我们熟悉或是不熟
悉的星球上，发生着不同的故事，或是关于牺牲（天隼），或是关于爱情（铂戒），或是关于理想（
水星的黎明），或是关于奋斗（月瘤）⋯...不知为何，在披上了宇宙星球的外衣后，这些故事总是让
我有一种苍凉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和宇宙比起来，我们实在太渺小了，而且我们和自然的力量相抗衡
做出的努力也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但是，总有一些人永不放弃。广阔的宇宙，宏大的背景，细腻的情
感，坚韧的人们。作家凌晨如此完美的将科幻和生活结合在了一起。凌晨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北京作家协会会员，著名科普与科幻小说作家，编剧。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月球背面》、《鬼的影子
猫捉到》，短篇小说《信使》、《猫》、《潜入贵阳》、《天隼》等。多次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
。多篇短篇小说多次被收入中国科幻小说年选或精品集中。作品被读者评价为“具有独特的视角和细
腻的女性色彩”、“善于将虚幻的未来与现实生活融合，营造独特氛围将读者带入她的故事”、“在
平直的叙述下充满了澎湃激情、刚柔相济，具有浪漫的英雄主义情怀”。仰望星空，和以前比今天多
了一些东西。也许在遥远的星球，也有人在梦想走出星球探索宇宙，也有人在将对星空的想象和憧憬
写成故事，也有人枕着星光安然入眠。
5、五十年后，一百年后，五百年后⋯⋯N年后未来不再有我。那时的世界会变成怎样，那时的地球还
是不是现在的地球？那时的我不在了，那时的你又是怎样？第一次接触凌晨的文字，第一次意犹未尽
，或许这就是真的未来。科幻科幻，科学越来越发达，说不定的科学幻想在未来的某一天就会实现。
一直遥望过的星空真的会变未来的人们真正的生活场所！离开地球表面，走向神秘的太空。人类生命
是有限的，但是人类生命的延续是长期的。（很想说生命的延续是无限的，但是未来的事谁知道呢，
会不会还要迎接下一个世界末日呢？）有点带偏了，对于天隼不甚了解，看的时候甚至连隼字也不会
读。所以有点不耐烦，读了大半篇章也没弄清楚自己在看什么。后来特意上网查询了读音，百科了天
隼的意思。原来天隼是一种鹰，性情凶猛食肉目犬科犬通过属的一种。栖息范围广，适应性强，凡山
地、林区、草原、荒漠、半沙漠以至冻原均有狼群生存。了解后，静心重读，越读越发现其中的味道
，离开地球表面，踏上的却是充满挑战的旅程。天隼号，代表的不仅是一种荣耀，更是舒鸿一生的奉
献，流云的爱，任飞扬的坚持。起起落落，没有完美的谢幕，还有点悲情，但是不枉此生！整本书的
故事大多数都是发生在金星、水星，月球⋯⋯彗星上面，太空的恢宏，神秘，在人类的参与中恍惚令
人产生错觉，这并不是幻想，而是以后我们参与到其中最真实生活方式。那么多篇章，最接地气的就
是《铂戒》，因为这故事就发生在地球上，更是因为里面写的是人类N年后依然男女比例失调所引伸
出的故事。通过星际婚姻介绍所介绍和外星女人结婚。很简单的情节，却令人印象深刻，引人深思。
在青鸟篇章中，我产生出了一种错觉。从没看过这样的科幻情节，真的分不清真假？到底外部是真的
，还是内部是真的？还是都是存在的？⋯⋯结局有点残忍。很难表达出读后心中的情绪，就像初中那
时突然无来由恐惧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我会怎么办，既期待未来的样子又害怕探索后的结果。科幻里的
事情离生活很远，但是生活就在身边，所以所讲述的科幻才如此令人深刻吧。
6、当我翻开第一页，开始阅读本书时，我觉得自己好比一位走错片场的演员——这位女作家的文笔
过于优美，较为女性化的个人风格给我的阅读增加了难度。第一个故事《天隼》的阅读，对我来说，
无疑是困难的，因为开篇便是一位女宇航员所写的信件内容。然而，当我读完这个故事，深受感染。
对于不太适应柔美风格的读者来讲，当你完全沉浸于这位女性作家构筑的科幻世界时，文字风格都将
不是问题。这位女作家的科幻作品与以往我读过的科幻小说风格完全不同，然而细细阅读下来会觉得
十分有个人魅力，并为她惊人的想象力、特别的写作视角而惊叹。本书的结尾列下了纪年表，可以看
出，这些小故事都是由一根设定好的时间线串联起来。这让我想起了一些以类似的手法来设定的作品
，比如近期观看的《老九门》以及《明朝那些事儿》。《老九门》为南派三叔所著作品《盗墓笔记》
的前传，《盗墓笔记》我未曾看过，但通过相关的人物介绍便可推断出新作《老九门》中一些相关的
信息。在这一方面，《明朝那些事儿》算是比较省心，这本书所采用的纪年表不用作者去费心设定，
基本的时间脉络古人已在古书里写清楚了。以其中一种角度来看，这本科幻作品可以看过一个整体，
而其中每一个分支，即每一个小故事，由作者所设定的纪年表串联起来，便是一篇完整的系列文。当
然，作者还可以沿着时间线或向前或推后或插播着写下去。设定纪年表，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写作方式
，也是一个能够挖掘到乐趣的过程。言归正传，继续来讨论《离开地球表面》这个作品。近年来名声
鹊起走入大众视线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做出了这样评价：“凌晨的作品表面上波澜不惊，却常常暗流汹
涌，善于将宏大的时代设置与普通人的情感生活融合在一起。在她笔下，人物是真实生活在科幻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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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中，我们甚至能够感受到他的呼吸。”对此我深以为然，这位女作家的作品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生活化”，非常富有生活气息，这便是她的作品别具一格之处。她对未来宇宙的畅想，构架是十分宏
大的，然而所写的内容却十分“生活”，笔下的人物无一不是在既定的背景下过着自己的生活，让人
觉得十分真实。似乎太空飞艇比赛、太空城、空中花园等等真的存在着。除此之外，一些设定也让人
觉得非常有趣，比如“外星崇拜派”。写到这里，我不禁回忆起其中一篇火星实习报告，便引用其中
一段让我感受到钢铁意志的话作为结束语吧。“在火星的荒原上散步的时候，仰望天上莹白的地球，
便感到个人的渺小。只有投身到一项伟大的事业中去，与整个人类的命运共呼吸，才能重新评价自己
，才能明白生命的意义。”
7、女性作家不仅可以写出很好的科幻，这不应该是 一种质疑，而是一种肯定的特质，女性因为其与
男性截然不同的大脑回路，所以其笔下的作品必然也与男性作家笔下的科幻有不同之处，在于其更稳
固地把握住故事情节的内心动态和情感依附，有独属于女性的婉约细腻和细节精致。这本并不是一个
主题为显示未来先进科技影响人类的大篇幅文本，而是由很多个情感细腻的科幻故事组合而成的。通
篇看完这整本小故事，发现其中一大特质，与其说这是一本科幻故事，不如说这是一本以乐观为外在
表现的情感故事，通篇都是从情感角度去诠释宇航探索之旅的细节设定，科幻只是其情感的载体而已
。作者在每一个小故事里面都没有类似于科幻大片的描写，看不出未来宇航时代高科技的智慧结晶，
或是高科技所带来的世界大转变事件描绘，这些都甚少。更多专注于表达人性的细腻动人，情感转变
的曲折入微，个人价值的展现，这一点从每一篇故事中都可得见。她的科幻世界也与我们的现实生活
紧密相连在一起，不再是我们只能在想象中完成的一趟科幻体验，而是从现实生活的视角去带入科技
感。这本故事还有一个特点值得提出，在阅读故事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过多地关注目录，直到我阅读完
整个故事，翻到最后几页才赫然领悟原来这些故事自有其发展的顺序和记录，那便是最后的那篇纪念
表，完整呈现了本书的未来大事件总结。从2065年到3800年以后各纪年都有不同的大事大事，从《太
阳火》到《再见地球》讲述了有关太阳改造梨花经历的波折和挫败，最后宣告失败的整个历程。如《
燃烧的星星：火星实习报告》中开启的火星时代，火星太空城已经建立，人类开始了对太阳系的全面
开发时代，这其中火星，土星和月球等相继面世，而且星际来往已经不仅限于科研，全民都参与到了
其中，火星上有了移民居住，甚至还在土星烧毁全球直播生娃过程，这算不算是受了近年直播热潮所
引发的灵感呢？甚至有了星际婚姻介绍所，引荐外星姑娘嫁得地球郎君。到了遥远3000年代，我们都
触角已经伸到了太阳系之外，探索从未停止。到最后，一切又归于师兄，应证了太阳系的使用年限说
明，毁灭即新生，一切又面临着重新开始。每个故事的情节设定虽不一致，但其情感核心取向确实一
致的美好和希望，都在每个主角的经历和选择当中鲜明体现。我想，作者想要表达的其中之一的观点
是毋庸置疑的，那便是不论时代如何变化，科技如何发达，宇宙开拓进入多宽广的界限，人始终都存
在着对于情感的原始诉求和表达，我们始终需要记住我们为人最重要的便是感情，这是我们在冰冷先
进的科技世界生存下来的依托和归属。 
8、记忆最深的科幻片是《大西洋底来的人》，也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我对科幻充满好奇。除了科幻片
，让我对未知领域充满遐想的是我居住的地方，曾经连续几天夜空出现神奇幻象，大概是1996年的夏
天，当时大人们都不准孩子出门，很可惜，那时没有手机也没有照相机，甚至我后来查了当时的《探
索》杂志，也没有关于那种神秘幻象的报道，只是怀疑可能是飞碟，因为那种螺旋飞行，突然消失，
一般的飞机肯定是达不到的，也有人怀疑是北极光，但最终都没有定论，所以很多人都觉得那是一次
极其特殊的体验，而且从此认定地球之外一定有生命体。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望着璀璨的
星空，以为还能出现奇迹，很可惜，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种神秘的幻想。凌晨著的《离开地球表面
》是科幻短篇作品集。凌晨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著名的科幻与科普作家，代表作也不少，如长
篇《月球背面》《鬼的影子猫捉到》，短篇《信使》《猫》《潜入贵阳》等，本部书就是短篇小说合
集，我之前没有读过她的作品，所以看到读者对她的作品评价是“善于将虚幻的未来与现实生活融合
，营造独特氛围，将读者带入她的故事”后，我就迫不及待了。其实，我心底里很钦佩从事科普工作
的人员，还记得写《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叶永烈吧，这本书可是伴随我成长的一部作品，当时很多设
想现在都成为了现实，以至于后来他编著的《十万个为什么？》也成了我的最爱。没有办法，小的时
候我们都有科幻梦，只是长大以后，我们逐渐现实起来，反而没有了幻想，满脑子都是需要证明，需
要给出标准答案才可以说服自己去接受的现实，说白了，长大后的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童趣，还有对
科学的向往。《离开地球表面》短篇集中有写地球人在外太空的生活，遭遇，写了飞天人的梦想。还
记得前一段很火的刘慈欣吧，就是写《三体》的作者，他是这样评价凌晨的“凌晨的作品表面上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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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惊，却常常暗流汹涌，善于将宏大的时代设置与普通的人的情感生活融合在一起。”评价很客观。
这又让我想起科幻大师凡尔纳，凡尔纳的作品大家耳熟能详的很多如《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从
地球到月球》《环绕月球》等等，那时凡尔纳还仅仅将目光停留在明亮的月球上，而凌晨已经神往太
阳系了。当然，我只能从创作的角度来评说凌晨的作品，凡尔纳是大师，他的作品对科幻文学流派有
着重要的影响，他也被一些人称为“科幻之父”，不知道凌晨是否也受到了凡尔纳的影响，但正如刘
慈欣说的，女生用细腻的笔触来幻想人们真实地生活在科幻的背景中，那一定是与众不同的。其实，
别看我颠三倒四地说了这么多关于我对科幻的认识，就是因为我还一直有着关于科幻的梦，这个梦或
许就是因为少年时的那次经历，也或许是对外太空的神奇向往，总之，我相信神秘事件的存在，毕竟
在我们向往外太空的同时，肯定也会有外太空生物向往着地球，生命的存在，让这个神奇的宇宙充满
了神秘感，或许我们这辈子无法解读了，但是我们的子子孙孙总会有一天将这个秘密解开，但愿那时
不是什么星球大战，生命之间还能和谐相处才好，我不希望我们这代人对外太空的神秘向往，最后换
来的是一场浩劫。离开地球表面，就会有无限的畅游空间。每一次乘坐飞机时，大家都会感受到飞翔
的快乐，也会对人类能够创造飞翔的奇迹感到骄傲，现在人类依然在探索，登上月球，飞往火星都已
经实现了，还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飞翔梦呢？其实，我们不断地造访这个神奇的宇宙，甚至对外太空
充满想象，最初都是源于这种科幻梦的，我们在还没有获得之前，总会有人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美丽的
风景，而对这种美丽风景的向往，一代一代科学人开始艰辛跋涉，那些对外太空有奇特幻想之人我们
应该敬佩，对于那些将一个一个美丽的梦变成现实的人，我们更应该敬佩。这就是我读了这部小说之
后，发自肺腑的心声。我们都应该保存一个科幻之心，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神奇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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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离开地球表面》的笔记-第1页

        看这个书刷新了我对科幻小说的认知，原来也可以这么写。看完第一个故事，我还在怀疑我看的
是不是青春爱情小说，作者的用词，文风个人觉得修饰的有点太华丽了。本来以为是一本科普类型的
书，可是并没有讲太多科普性质的内容。再继续读吧，还是想了解一下后面有什么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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