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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Ⅴ：格兰格尔5号》

内容概要

在遥远的过去，无数的文明遍及银河系，然而所有文明都被一个问题所困扰：为何银河系所有世界中
的智慧生物只有一种——人类？
难道人类是银河系甚至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物种，人类是生物进化链上无数偶然之后必然的一环？人类
的起源之谜困扰了整个文明世界千万年，直到一个自称来自“格兰格尔”的神秘失忆者被四处探索的
索伦星徒发现。
许多隐晦的线索都暗示着：这个人和他的化石飞船与人类苦苦追索的谜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震旦
的历史学家庄在索伦商人领袖本·森的资助下，决心解开隐藏在这个失忆者和“格兰格尔”背后的秘
密。随着他们一步步走向秘密的核心，庄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真相似乎并非世人想象的那般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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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Ⅴ：格兰格尔5号》

作者简介

吴弼川，1982年生，200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现居厦门。资历尚浅，阅历不丰，但求好问。
对科幻的兴趣源自小学时一本前后都看不懂的小说，自此就常常胡思乱想。自初中起兴趣种类激增，
历史、政治、天文、军事、设计、影视，甚至本专业都可归入爱好一栏。诸多兴趣延续纠结，终于有
了构筑幻想世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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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Ⅴ：格兰格尔5号》

书籍目录

序幕上篇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中篇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下篇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第四章终篇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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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Ⅴ：格兰格尔5号》

章节摘录

　　当离家越来越远的时候，你就有可能找不到回去的路，但最危险的事情是：你可能因此把自己的
家和离家远行的目的忘得一干二净。　　——本·森《第三纪》　　序幕　　右膝盖痛得更厉害了，
好像它已经支持不住身体了。　　艾德纳皱了皱眉头。如果是平时，忍一忍就过去了，这一次毛病超
时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这个想法刚在他脑袋里轻轻掠过，大门就向上退去，一阵暖风夹杂着
人的话语涌了出来。　　“⋯⋯有二十个，也许更多，是的，全部都是最佳的折点⋯⋯”他听出了领
航员桑德的声音。　　“⋯⋯加速?不，长官，你不可能把自杀视作常规行为吧?”这个声音⋯⋯好像
是柯克，他想着，自己老朋友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我好像没睡醒，他想。　　还有许多声音。　
　“⋯⋯第五个。谁去查看一下?大概是输氧管道⋯⋯”　　“⋯⋯皮球在书包下面⋯⋯”　　“⋯⋯
你说呢?内层的大气不像他们当初保证的那么稳定，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假设⋯⋯”　　“⋯⋯把藏在
背后的手拿出来!”　　艾德纳愣了一下。“把藏在背后的手拿出来”这句话他听过，但不是在这里，
不该在这里⋯⋯　　我不能老是站在这里，他对自己说。于是，他迈开左脚，向门的那一边直跨　　
过去。又是左脚⋯⋯　　灯火通明的大厅一下把他吞了进去。他慢条斯理地踱过舰桥，现在，说话的
声音和面孔都对上号了——桑德在测量台那里懒洋洋地打着哈欠，而他的老朋友柯克此刻正站在舰长
面前，满脸涨得通红；舰长紧绷着脸，一言不发。　　“他们又吵起来了。”他背后有个人说，“他
们总是这样。”他转过身，看见林航忧虑的脸。　　“舰长希望加快一级速度，他觉得雾状星云比想
象的大一些。”林航说。“三号来消息说，其中一颗恒星不在我们的星图上。不过，柯克怎么都不同
意，他说星图上错误多的是。”　　“柯克可能是对的，”艾德纳听见自己说，“休眠的时间太长了
，我们还是小心些。”　　林航摇了摇头。“另外，”他好像不止是对着他说话，“有谁注意到今天
下雨了吗?”　　艾德纳低头看自己的脚，惊奇地发现它们已经完全浸没在十几厘米高的水里了——这
些水似乎是从舱门那里源源不断地流进来的，在这一头，它们已经漫过舰桥，直往大厅灌下去了。　
　他抬起头，说出了自已都有点惊讶的话：“我只是在找人。”　　林航耸耸肩，那意思是：我不想
帮忙。　　于是，艾德纳移动目光，在人群中搜寻，他不会弄错，刚才一定有人说过那句话。　　有
什么东西使指令台看上去不那么和谐。　　他盯着那里，觉得视线有些模糊，但他还是看见了，那上
面放着一只冬眠舱用的氧气罩。它斜躺在那里，像是一条猩红色的死鱼。　　水刚刚漫过膝盖。　　
他左右环顾。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些不正常的事吗?一个氧气罩!有人从冬眠舱出来了，这个人，也就是
那个说了这句话的人此时就在这里，混迹于人群之中!　　他在齐腰深的水里艰难地迈开步子，越过了
几个正不慌不忙喝着咖啡的人，径直来到指令台前，伸手去取那个氧气罩。　　这时，一只有力的手
抓住了他。　　“把书包下面的皮球拿出来!艾德纳!你这个没用的小坏种!”波金太太突然出现在他旁
边，双眼圆瞪，凶狠地喘着气。　　’　　艾德纳顿时感到一口气哽在了喉边，水已经淹没到前胸，
水面上只剩下一颗颗头颅，林航朝他挥了挥手，游到远处去了。　　“又是你!我就知道是你这个该死
的小坏种!球在书包下面，对吧?!”炸雷般的声音惊得他动弹不得，那只手一把抓住他的领子，猛地把
他按进水里。　　很多人看过来，可是没有人说什么。　　他惊恐地扭动身躯，想从那只有力的手中
挣脱出来，但完全是徒劳。空气被一点一点地从肺里挤了出来，很快就没有了。　　我快死了!就要死
了!他惊惧万分地想。　　水灼痛了他的眼睛，一切都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肺猛烈地舒张，结果沉重
的水流涌进了胸腔，冲击着萎缩的肺泡，在胸腔里涌动，直至他无法呼吸⋯⋯　　艾德纳猛地睁开双
眼，脑中一片混乱，他的手脚在小小的冬眠舱里胡乱地挥舞，他惊恐地注视着营养液里被自己拨弄出
来的一股股气泡，他的脑海里只剩一个念头：离开这里!　　在离艾德纳几十公里的地方，一个依靠微
弱电流维持运行的程序发现了这个不寻常的现象：一个冬眠舱里还有活体!　　几千种可能同时开始计
算，程序很快找到了一条通道，它抓住这个冬眠舱，然后，一个开门的指令被送过去了。　　艾德纳
一遍又一遍地敲打面前的舱盖，突然，没有任何预兆地，舱盖应声而落，冬眠舱里的液体挟着艾德纳
一下子泻了出去，液体飞溅，就像是有人打破了一个鱼缸。　　短暂的混乱之后，又是死一般的平静
。　　艾德纳哆哆嗦嗦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只能听见自己断断续续的喘息声。他一把扯下嘴上的氧气
罩，整个人沉浸在噩梦的惊恐之中，止不住地打着颤。　　有什么事发生了，他本能地想，但到底是
什么事?　　他向周围扫视着，打起了冷战，这里——不管哪里，都冷得像冰柜一样，而他什么也没穿
，除了⋯⋯　　除了那些黏稠的营养液，他返身看了看大开着的冬眠舱，刚才他还躺在里边——他躺
了多久?十年，二十年?现在是什么时候，目的地到了吗?　　目的地?艾德纳觉得脑海一阵茫然。什么目
的地?他记不清了，脑子里的某个区域似乎封闭了⋯⋯　　到处只有死寂，昏暗的回廊隐没在墙壁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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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Ⅴ：格兰格尔5号》

的荧光中，微风卷过走道发出阵阵轻鸣，地上的营养液在流动、凝结，每一点声响都令他毛骨悚然。
　　无论如何，艾德纳想着，我不能老站在这里。于是，他迈开左脚，又是左脚　　因为右膝盖痛得
厉害⋯⋯　　他突然觉得自己在哪里见过这一幕。　　这是格兰格尔计划的第八万年——时间很早以
前就没有意义了。对于飞船深处的那个程序来说，艾德纳·伍迪的苏醒意味着任务的继续，它又开始
有条不紊地运行自己的系统，尽管它很早以前就什么也不能控制了。它准备了一个信息筒，打算把这
个消息告诉家乡。　　可是家乡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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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Ⅴ：格兰格尔5号》

精彩短评

1、没看下去。。
2、世界很结实，但是故事没有想象中的好。
3、不得不说 星云全系列的主打小说都非常的赞，这篇也不例外！
4、给四星是因为前80%都在不知所云。
5、太空歌剧～
6、还可以了，有点《繁星若尘》和《空中石子》的结合体
7、yesterday once more
8、好！
9、我正在膜拜你
    看了很多的科幻
    阿西莫夫当然不能缺少
    不过还缺本没有看
    都想了很久但是是在写不出这么够味的东西
10、幻想商城
11、　　  暑假看大头书太多了，认定自己要看一本书解解闷，于是抄起了几年前买的《格兰格尔五号
》，作者是吴弼川。
　　  先摘一摘有趣的篇头吧：
　　1.�当离家越来越远的时候，你就有可能找不到回去的路，但最危险的事情是，你可能因此把自己
的家和离家远行的目的忘的一干二净。
　　2.�没人知道繁星从哪里来，它们本来就在那里。
　　
　　我相信，这部小说一定是作者呕心沥血之作，在某些问题上提得和我最近思考的东西相符的很多
。其实，小说看到一半时我就大概猜到了结局，其实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问题将我引领下去继续读的
，因为这是人类自产生文明社会以来，一直挥之不去的，归宿和根基，游子和方向。
　　
　　我们可以这样看，作者只是把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千百次的故事用更大的视角（时间和空间，其中
空间之间用跃迁联系）演绎一遍，我们人类需要知道，我们来自哪里，我们为什么存在云云。看得出
来作者对此具有相当深刻的思考，作者借由两个学者之间的对话试图解释为什么人类对此如此执着，
是“对人类平等的渴望”，可是现在人类平等在观念上已经不是任何问题，几乎所有国家都承认，但
是承认是一回事，落实又是另一回事。
　　
　　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一切，尔虞我诈，野心勃勃，苟且偷生，欺凌弱小，在这部由“人类”写的小
说中，展现无疑。所以说，尽管人类自认为有卓杰的想象力，可是，实际上所有的想象都是建立在人
类认识基础之上的，建立在我们吃穿住行上面，建立在我们的生活基础，生存经验之上。
　　
　　“我想有个家”，这是人类的梦想，可以说将是延续到未来。回家，是每个人的梦想，而回家的
路，则是每一个迷茫的人类的梦想。
　　
　　而本书结尾则是最让我心醉的镜头：
　　“1969年7月，这是地球人在月球首次着陆的地方。我们代表全人类为了和平而到达这里。。。”
12、一部内容大于语言的小说。但是还是很有看点。
13、都不怎么有映像了
14、没读完...
15、抓人的开头 感人的结尾 震撼的高潮 冗长的过程 
16、烂就一个字
17、这家伙是不是在模仿银河帝国那种玩意儿？不过这部作品写得富有诗意，很不错。
18、我都快记不起来内容了...虽然才读完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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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Ⅴ：格兰格尔5号》

19、一个关于世界起源的追寻问题，引人入胜，只是刚开始读的时候有点不知所云。
20、史诗风格~结局出人意料~
21、呵呵，翻出好老的一本星云：格兰格尔5号看完了。准备写成三部曲的太空歌剧，第一部开头有些
让人读不下去，不过后半段还是有阅读的吸引力的。一直喜欢看科幻，喜欢那些也许是现在人的幻想
，但是会在未来成真的故事。支持好的科幻原创。
22、壮丽的太空史诗
23、很震撼
24、国内的果然都很烂么
25、看了前半段和结局。
26、向老阿致敬
27、可以跳过人物和故事，没情节。
28、六年之后我还记得大部分的情节
29、　　大师的银河帝国与新手的银河帝国
　　
　　
　　最近在看阿西莫夫的绝世名作《基地》，对，名字就是基地，本啦登是本书的狂热粉丝，所以他
那个叫基地组织。看到哈丁从容不迫的粉碎威尼斯摄政王阴谋那段，这段我说百看不厌的，那种气度
，也只有阿西莫夫写的来。
　　
　　而被科幻世界杂志社誉为融合了“基地”与“星战”世界的《格兰格尔5号》也在不久前看完了
。
　　
　　不得不一吐为快，把这两部同样描写银河帝国的书对比一下，为了公平起见，我只拿“基地三部
曲”的第一部《基地》和《格兰格尔5号》比较，看看这两本书到底差距在哪里，为什么一个让我百
看不厌一因为语言上（刻意的？）枯燥，根本就不想看第二遍。
　　
　　首先，《基地》的金子撒的满地都是，似乎漫不经心的叙述让基地的背景的广阔程度让人不敢想
像。自动发光的车标，关于少年是否应该登高的讨论，宏伟的帝国首都外境描写，神秘的银河神灵宗
教仪式，星际边缘贵族们的狩猎活动，高层人士对于香料和烟草的嗜好（难道这无关紧要的描写不是
催生出了伟大的《沙丘》系列么？），对于人类起源的讨论（《格兰格尔5号》作者想法的源泉），
更别说银河帝国的构思了，这个构思养活了多少人？也别说心理史学的提出，这个又养活了多少人？
《基地》本来就是一本不断喷洒黄金一般的点子的喷泉，几乎后人从中拿出一小块，就够他们延伸出
又一段伟大的作品来。
　　
　　反观《格兰格尔5号》，很遗憾，一切的构思全部似曾相识，作者积累的贫乏更让他的叙述枯燥
无味，其实我知道他想模仿阿西莫夫的简洁。
　　
　　再次，就是结构方面的问题了。《基地》的故事虽然庞杂，但是主线却非常明显，因为不管是阿
西莫夫还是吴弼川，都有一个毛病就是人物的平板话，更要命的是他们还喜欢用大段大段的对话，想
想看，两个除了名字几乎一样的人在长篇大论，简直就是杀人，很容易把人弄混的。阿西莫夫每一次
都只有一条主线，所以你看他的对话起码知道谁在谈话。换作《格兰格尔5号》，本来人物就不突出
，你还整好几条线，不把人物弄混，简直对不住你这一片苦心啊，那就混吧。吴弼川是想来一个几线
并进丝丝入扣的故事，但是过度模仿阿西莫夫使他弄巧成拙，我倒是希望他下功夫描写一些人物的细
节，小动作，某些人物的口头禅，让我把他们分开先。
　　
　　当然，语言方面的差距更大了，这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吴弼川就是写死了也学不来，只有长时间
的锻炼，在同样的字数中，叙述的深度广度韵味的不同，可以看出大师与普通人的区别。
　　
　　顺便说一嘴，我感到《基地》有一个非常好的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小说中，基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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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Ⅴ：格兰格尔5号》

不血刃摆平了一个个强敌，基地第一代伟人的名言：“暴力是无能之辈最后的凭藉。”（忘了说，因
为阿西莫夫的广阔学识，这样的伪造名言满地都是，这点老吴也没法比啊。）
　　
　　但是中国能出现《格兰格尔5号》这样的作品，我非常高兴，毕竟是作者长时间准备和努力的结
果，虽然和大师的差距如此之大，但是，非常值得一读，最后的结局，我想，每一个热爱着我们地球
的人，都会感慨万分。
　　
　　然后是原文地址：http://hi.baidu.com/meizhi/blog/item/2046cbef9367c337adafd53f.html
　　
　　或者是：http://kdwr.blogspot.com/2007/05/blog-post.html
30、还凑合的太空歌剧⋯⋯
31、流水账似的文字，读起来索然无味，两个半小时不到就翻完了，而且是强制自己读下去，以此消
磨时间。
32、　　    故事是不错的,但是要驾驭这么宏大的场面还是要一定功底的,所以还是有点不足之处.........
　　    很多地方我都没连起来看，这大概也是我觉得他难读进去的一个原因。不过他确实给人一种平
淡铺流水账的味道。作者其实是想铺很多线，最后汇总起来，有一个精彩的亮点，可以说，汇总的时
候，确实是精彩的，铺的时候就太乏味了。打个比方，一般一个小说，一到两条主线，我们读的时候
感觉像在主线上走，偶尔有条支线，我们停留在支线和总线汇总的地方，遥望一下支线的起点，让作
者带着我们从支线的起点一步步回来，从新回到主线，一路小说读完，我们都是没有离开过主线，很
流畅，即使有支线，只是在主线上停留下往支线上看下；但是这部小说，在有支线时，是让读者离开
主线，重新找个起点，也就是那条支线的起点，再走回到主线，一路上被打断很多次，虽然每次可以
回到主线被打断的地方，但是一条主线走完，太支离破碎了，尽管我看到了很多支线的内容。
　　   作者明明是用第三人称写的，但是他经常描述一个配角，是怎么样一个人，背景如何，碰到某
种情况的时候心情如何，想到了什么。让人以为他要笔锋一转去主要写这个人物了，可没过几页发现
他根本就是个配角。虽然是第三人称，但我认为读者一般读完一本书，视野从头到尾总是从主角的角
度去看书中的世界的。但这本书不是，一会是庄的视野，一会是艾得纳的视野，一会是本森的视野，
一会是加纳的视野，这还算好的，至少他们几个还算是主要的重要的人物（虽然我实在说不上来他们
哪个是主角，4个是不是太多了？），想那个平庸的大臣，还有他的副官，还有救了艾得纳他们一帮
人的那个矿工，还有起源会的长老，我觉得即使作者想要交待他们会做出一些推动情节发展的举动的
原因，身家背景，也不要用这样的表达方式，一会我以为我要跟着那个大臣去周转于官僚们之间的勾
心斗角了，一会我以为我要跟着那个副官去看他怎么实现自己的野心了，一会我以为我要看那个矿工
怎么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摆脱麻烦了⋯⋯
33、硬伤真的很硬。那个什么人类祖先，太弱了，感觉完全是在逻辑体系外，毫无存在感，完全是作
者强行插入的表征。出场不久我就觉得主线要毁了。教授女儿也很傻很天真（作者趣味吧...）但是，
即便这样，我还是看了3遍....对这种设定，没有顶抗力....
34、写的很好。。。
35、很不错的一本小说，年轻的作者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探寻银河帝国起源的故事
36、　　基本合格，但是总觉得缺点什么，当然不由自主拿经典太空歌剧来比较了。
　　
　　恩，或者说缺一点深刻的冲击和对比吧。里面的看似各异的社会形态，还是太接近现实世界各种
情况的变种了。
　　看看国外的高标准，《你一生的故事》，明显的语言学的背景知识，海因莱茵作品里面甚至还出
场过人类学家。G5里面总让人觉得这些想象来自报纸或者读者一级的简单介绍。
37、强推~本来对太空歌剧已经失望了。这一篇，重新唤起了我的期望~
38、张帆那借的。星云系列里唯一看过的，大概也是前几部里名声最小的。
39、不错。。。很大气的说~~~
40、我觉得这种写法挺好的
    也许是各人阅读习惯不同吧⋯⋯多线并进，转换叙事视角也是必要的：）
41、补上了这本。反响和结尾如果能再展开点就好了，略仓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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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个人感觉一般
43、庞大的架构，比较混乱的叙述，使整个故事流于荒诞。支线太散、收拢得太慢，没有有效地吸引
住读者。尤其是严重影响故事走向的艾德纳的反响到底怎么回事，完全没有解释就结束了。显示作者
还不能很好地操控故事进程。作为内地原创科幻进步是明显的，想象力也够了（细节还需完善），希
望续集再好好写写文字！
44、太空歌曲外壳下的人类寻根
45、开头有些乱，理顺了还是蛮赞的佳作。
46、看到第一页的第一句话就迫不及待地看完了整本书，难得能让人如此沉醉
47、糟糕
48、中国人玩太空歌剧~~~~~~
49、记得追到这儿就有点失望了 
50、写得很赞
51、绵中买的⋯⋯就一本HOHO~
52、吴老师保佑我早点读完吧
53、这就是宣传的“向基地致敬”的太空歌剧？别侮辱这个词了.....看看基地看看迈尔斯系列，这书何
德何能与之相提并论。
54、一个世界，还是多个世界。超级世界，次级世界，原来一切都是人类创建，在地球还是荒芜之时
。回到过去，从此银河系布满了人类，而地球还未出现人类。震旦保护着地球不受打扰，因为惧怕悖
论。
55、有时间再看一遍吧
56、星徒...群星永远纠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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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耐下心来在写一个书评，刚才发现自己科幻确实看了不少，感谢高中的图书馆。可惜的是很多都
没有印象了，只能怪当时看得过于仓促。这本书我看过不止一遍，倒不是有多么的经典，每次读都能
有不同的感觉。只是这本书所展现的宇宙的图景是我所向往的，至少是和我想象比较符合的。似乎序
言或者其他的书评中提到过本书精彩程度不是均匀分布的，前面的一部分确实缺少吸引人的部分，一
开始压下了太多的悬念，多线的写作也极大地考验着作者的驾驭能力，；没有写成败笔已经很不错了
。我对于这部作品是比较推荐的，虽然有了前面那些负面的评价。不得不说，我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些
的多愁善感，看《三体2》中，看到那句提到几百年前的人，现在还能教物理的悲哀啊，也很是感伤
。在这本书中，当主人公恢复了记忆，念出那铭牌上的内容时，一种为人类整体的探索和求生求胜意
志的感动让我觉得，这部作品，值得一读。也就随便写几句吧，估计看过这本的人也不多，再多写就
剧透了，哎。
2、故事是不错的,但是要驾驭这么宏大的场面还是要一定功底的,所以还是有点不足之处.........很多地方
我都没连起来看，这大概也是我觉得他难读进去的一个原因。不过他确实给人一种平淡铺流水账的味
道。作者其实是想铺很多线，最后汇总起来，有一个精彩的亮点，可以说，汇总的时候，确实是精彩
的，铺的时候就太乏味了。打个比方，一般一个小说，一到两条主线，我们读的时候感觉像在主线上
走，偶尔有条支线，我们停留在支线和总线汇总的地方，遥望一下支线的起点，让作者带着我们从支
线的起点一步步回来，从新回到主线，一路小说读完，我们都是没有离开过主线，很流畅，即使有支
线，只是在主线上停留下往支线上看下；但是这部小说，在有支线时，是让读者离开主线，重新找个
起点，也就是那条支线的起点，再走回到主线，一路上被打断很多次，虽然每次可以回到主线被打断
的地方，但是一条主线走完，太支离破碎了，尽管我看到了很多支线的内容。作者明明是用第三人称
写的，但是他经常描述一个配角，是怎么样一个人，背景如何，碰到某种情况的时候心情如何，想到
了什么。让人以为他要笔锋一转去主要写这个人物了，可没过几页发现他根本就是个配角。虽然是第
三人称，但我认为读者一般读完一本书，视野从头到尾总是从主角的角度去看书中的世界的。但这本
书不是，一会是庄的视野，一会是艾得纳的视野，一会是本森的视野，一会是加纳的视野，这还算好
的，至少他们几个还算是主要的重要的人物（虽然我实在说不上来他们哪个是主角，4个是不是太多
了？），想那个平庸的大臣，还有他的副官，还有救了艾得纳他们一帮人的那个矿工，还有起源会的
长老，我觉得即使作者想要交待他们会做出一些推动情节发展的举动的原因，身家背景，也不要用这
样的表达方式，一会我以为我要跟着那个大臣去周转于官僚们之间的勾心斗角了，一会我以为我要跟
着那个副官去看他怎么实现自己的野心了，一会我以为我要看那个矿工怎么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摆脱
麻烦了⋯⋯
3、事实上我原本打算将这个小评的名字叫做纯科幻审美批评，再想之后，出于谨慎的考虑，还是冠
以个人之名吧，毕竟我个人所希望读到的科幻小说，以及我个人由此衍生的对本书的审美期待，与他
人无关。近年来对科幻的阅读有些疲惫，许多作品没有读下去的欲望。有一天开始思考，我为什么停
留在这个类型里，它最开始带给我，之后亦一直沉淀与强化的触动究竟为何。思考之下，我所欣赏的
优秀科幻作品，大体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是超凡脱俗的想象力，我愿意把这再次细分为两个方
面来看待，大到建造一个世界的基础，小到组成世界的每一个细节。前者代表一个具有无限延展可能
性的基础，例如《深渊上的火》中的各界，《冰淇淋王国》中的通感，《神们自己》中的三种性别；
后者代表随时闪现的思维火花，这一点细究起来比较困难，所有长篇里有趣的小道具应该都可归入此
类，甚至有时候这样的小创造支撑起全篇的构架，譬如耳熟能详的思动与透思直至原力，由此敷衍而
成的短篇则更为常见一些，如《波莱斯是个疯狂之地》，《蛛丝人》，我犹豫了一下，将《巴比伦塔
》和《你一生的故事》也归入此类。总的来说，这个方面，大家好像一般叫它科幻核心，它的魅力在
于前所未见，全新的思考方式及可能性。令人惊叹的科幻核心，来自令人惊叹的想象力，在我看来这
通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其二是故事本身，因科幻的特有属性散发的魅力。从这个方面来看，核心不
是那么重要。但是科幻的一些特有属性，比如时间与空间尺度的大范围拓展，今日所未能想见的技术
造就特定的背景，赋予故事不同于其他文类的快感。《银河英雄传说》，《星球大战》，《基地》，
《银河系公民》，《1984》，乃至我最近读到的《王肉》，均可归于此类。事实上，优秀的科幻作品
基本都兼具以上两方面的特征，不过我个人觉得，相较于想象力方面而言，故事属性是比较容易提高
的一环，故而侧重于这方面的优秀作品似乎更多一些。当然，构建精巧的故事也需要天赋，但它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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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可以提高的范围比想象力要更大一些。摸头，于是终于要说到《格兰格尔五号》了⋯⋯之所以罗
嗦这么多，主要是说明我在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抱有的两种审美期待，而在G5的阅读过程中，这两方面
的期待都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这是一篇可以读下去的科幻小说，但是它还有很大的提高余地，希望
接下来详解的部分，能够有所帮助。G5的背景放在整个银河系，银河系里有两个庞大的政治体，其中
震旦采用帝制，以武力与威慑统治，向每个世界派出总督，拥有可怕的间谍力量，他们的密探似乎无
所不能；而索伦类似于松散的联邦，统治结构不明，似乎主要依靠商业维持，它拥有星徒和商人两种
力量，前者热衷开疆拓土探索未知世界，后者擅长贸易经营与物质享受。奇特的是，银河系遍布人类
，并非由这两个庞然大物分别殖民扩张，而是早已存在许多生存着人类的世界，供其征服掳掠（真是
个美好的设定）。两个巨大的政体由于武力方式的差异，难以形成有效冲突，所以已经和平共处了几
千年，然而它们看似坚固的统治之下埋藏着一个定时炸弹，这个定时炸弹叫做起源世界，一个叫做起
源会的宗教组织，时不时持着这颗炸弹在两大政体面前晃悠。起源世界之所以能够动摇震旦与索伦统
治的根基，因为它隐含着人生而平等的命题，如果所有人类都来自同一个世界，那么为什么索伦与震
旦两个核心世界拥有统治其治下世界的权力呢？有许多人想要找到起源世界，醉心真相的学者，怀有
异心的叛乱分子，当然还有狂热宗教的信徒。从人类的相似性上来讲，起源世界似乎一定存在，然而
从已知的银河系版图，以及跃迁留下的痕迹辐射判断，这个世界不可能存在。一艘受聘于索伦商人的
星徒飞船在震旦治下靠近银河系核心的地方发现了一艘古老的化石飞船——格兰格尔五号，飞船里居
然还有一个活人，他们似乎来自起源世界，各方面的力量开始对这点起源世界的残余信息发起争夺和
掩盖，故事从这里展开。这就是G5的大背景设定，非常波澜壮阔。然而这个壮阔的背景之下，有一两
点稍显幼稚，影响了整个构架的力度。其一在于起源世界的意义，起源世界与找到起源世界之所以显
得那样重要，是因为它是人生而平等的重要证据，甚至可以说是，不容置疑的有力证据，这是G5中的
世界观。作为一个G5以外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一个文明对其他文明的统治，缩到我们能看
见的范围，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统治，一个阶层对其他阶层的统治，从来是建立在力量与妥协基础
上的游戏，平等与否，抗争与否，一直是一个天然属性，无须证明。起源世界能够提供的，也不过是
一个幌子与题目，如陈胜吴广的大楚兴，如石人三只眼，如是而已。它的存在只是一个符号，既然世
界上已有了关于起源世界的传说，那么真真切切地找到它，其实只对一种人具有意义，那就是学者，
有时候，或许还包括星徒。再进一步设想一下，统治者要掩盖起源世界的存在或许还顺理成章，反叛
者与教会在需要的时候，也完全可以凭空捏造出一个起源世界——反正无论真假，这个世界出现以后
，都一定会陷入真假之争，而争论的结果，其实只取决于双方的造假以及宣传能力而已。在故事的走
向中，实际上也纷纷发现各路人等对起源世界并没有真切的兴趣，无论是起源会，还是叛逆者，或者
索伦。将这一点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似乎还有些分量不足，比起书中的人物，读者看穿这一点
太早，会让阅读过程的乐趣降低很多。其二在于对索伦与震旦双方描述的不平衡。纵观全书，对震旦
进行的描写比较深入，有两个世界来反应其真实面目——角星与德塔，前者侧重制度，后者侧重被统
治者的反应，人物类型有大臣有密探有叛乱者，最后也出现了大boss皇帝，这个世界大致上搭建起来
了。反观索伦这边，有索伦核心的惊鸿一瞥，一个星徒一个商人，其行事方式似乎都令人印象不深，
只从作者大段的叙述中知道有这样一个政体存在，除此以外一无所知。更令人腹诽的是对索伦的政治
与星徒及商人的联系的描述，从中我们知道这两股强大的力量都与索伦的政治核心毫无关系甚至受到
歧视——这个时候我就想大叫一声怎么可能，到最后果然发现商人根本是政治家的培植势力，这样的
感觉就像自己被自己剧透一样。这两点暴露的实际上是构架的不成熟——可作为具体事例的一个细节
是在德塔星球上对失踪的上古人类艾德纳的追踪：艾德纳密室失踪，房间爆炸，房内有食物去向不明
。所有人都说，他一定死了，本森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劲，哪里不对劲呢哪里不对劲呢——我真想抓
住所有人摇晃，那些吃的去哪里了，他要做个饱死鬼么！——果然本森的想法和我一样。这样敷衍的
推理没有任何阅读趣味。接下来深入到具体的故事中。整个故事角逐的力量大致分为几边：震旦，其
代表人物有大臣和密探，核心目的在于掩盖和保护起源世界，动机充分行为合理。起源会，这是个小
配角，基本上没有起到什么重要作用，至少我知道了他们不想找到起源世界，撇开不谈。加纳所代表
的星徒，这个人及其代表的群体似乎没有什么有作为的表现，他们曾经为了未知世界而奋斗现在沦落
到为了钱干活，好吧，这是个过程推进人物，基本不算独立力量。庄和蒂妮所代表的学者，追询世界
的真相，不管起源世界的存在是否带来世界的动荡，他们最关心的是它到底是不是存在如果存在的话
到底在哪里，动机相当充分行为相当合理。比较犯难的是本森所代表的索伦，他双重代表着索伦的商
人和政治势力，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开始我以为他要找到起源世界，这是家族的任务，顺便也可

Page 12



《星云Ⅴ：格兰格尔5号》

以给震旦找点儿麻烦，一切是顺理成章的。到最后原来起源世界的真相对于震旦和索伦的效果是一样
的，给震旦的麻烦也就是给索伦的麻烦——当然或许有些轻重之别——并且在皇帝指认他找到化石飞
船是为了毁灭它的时候，他并没有否认。这个问题有些费解：如果他想要找到起源世界，那么他是如
何考虑起源世界会给索伦带来的麻烦；如果他不想找到起源世界只想毁掉最后一点痕迹（目前找到的
最后一点痕迹），他带着两个会造成大麻烦的学者干什么呢？从全书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这些学者简直
就是只要真理不要命的亡命之徒，让他们证明了起源世界的存在之后难道还能指望他们保守秘密？我
只能设想本森的打算是让他们证实了这条船的真实性或者进一步在他们的帮助下找到了起源世界再毁
掉以后再杀他们灭口。虽然这远不如直接毁掉化石船方便，也许他还存着宁可放过不可错杀的慈悲念
头？总之这是一个费解的问题，或许本森本人也很矛盾，他到底是想找到起源世界呢，还是不想找到
起源世界呢⋯⋯最后的一股势力是平及其副官所代表的角星叛乱势力，当然最后他们还是闹内讧了，
不过基本上可以把他们看作一股势力。这股势力存在的目的似乎是给全书增添一些轻松的气氛：他们
雄心勃勃地构造了一个颠覆银河系的计划，打算引起震旦与索伦的全面战争，从中渔利。他们打造了
强大的舰队，培植了几乎可媲美震旦密探的私家密探，构建了完美的阴谋，兴风作浪。结果一转身，
他们的阴谋本来就建立在不可靠的情报来源及判断之上，他们的密探自作聪明送了命，他们的舰队在
震旦大军面前不堪一击，雄心勃勃的副官最后窝囊地死在自己手下手里，平出卖了副官继续平安地做
官下去。整个看下来，这股势力为自作聪明不自量力几乎作出了完美的注脚。更可悲的是，除了最后
的关头，他们不知道的情报和判断读者几乎都知道，于是面带微笑看着他们的计划全盘失败。作为一
个搞笑势力的存在，他们占全书的篇幅似乎有些过大了，而如果作为一个严肃的存在⋯⋯真的很难严
肃啊！如果运气足够好，那个漏洞百出的阴谋误打误撞成功了，可能还更有看头一点。再具体到世界
细节的构建。整个G5，涉及到的具体星球大致是几个：属于索伦的拉尔夫，索伦本土，波普，德塔，
角星。这几个世界里面，构建最细致的是德塔，其他的都是匆匆一瞥。拉尔夫有狂风，索伦本土有郁
郁葱葱的森林与四通八达的轨道，波普一天中有两次白昼，德塔有沙漠和暴风，角星有两颗太阳。为
了世界的真实性，作者引入了许多小道具，其中着力最多的是耳片，其他的有重力车，电浆枪，索伦
特有的饮料，可能不知道怎样使用的饮水机，等等。把一大一小两个方面相提并论，因为它们具有惊
人的相似性：着力最多的德塔和耳片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真实可信（耳片比德塔的世界更真实一
点），但是体现的想象力不足。而其它的一些小创造，基本完全沦为了符号的存在，它们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这是一篇科幻小说，所以不要开汽车喝啤酒用机枪。当然，我对这一点并无太多苛求，毕
竟G5所侧重的，的确不是这个方面，不过有的地方的确可以更有趣一点。拿到这本书以后，我读了第
一段便知难而退，又过了很长时间，我终于又读了下去，这一次终于把它读完了。G5的开头部分有阅
读障碍似乎是个大家纷纷反应的情况，吴老师曾经对我说那个梦境是为了把读者一下子抓进来，故意
给的巨大信息量。这一段短短的文字撇开不谈，在读第二遍的时候我仔细研究了开头部分感觉混乱的
原因，我发现这个原因惊人地只是一句话：与此同时，在一万光年外的拉尔夫，黄昏快结束了。这句
话出现在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二小节开头，这句话造成了整个第一部的时间线混乱。按照这句话提供的
时间，在星徒加纳发现化石飞船的同时，商人本森已经到达了索伦边缘的拉尔夫并准备邀请学者庄一
同前往探索起源世界的秘密，这无论如何是难以解释的，就算我们不考虑通讯的时间效率，也得考虑
旅行的时间效率，G5中明确设定，跃迁只能到达特定的点，从特定的点到达每个星球还需要花时间，
更不要说从空港到实际目的地——我们都知道有时候从市内到机场比从广州到北京的时间还要花得多
。第一部接下来的叙述都多多少少与此时的时间错位有关：从加纳发现艾德纳，到把他送到德塔暂时
隐藏，这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大概一到两天。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不但本森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
，震旦也以不可思议的嗅觉提前派出了一个密探提前追踪到了会拿到坐标板的那个人，跟丢了以后又
迅速地在另一个星球布下了新的罗网——这是相当惊人的效率，超越了我的一般认识，所以在没有特
别提示的条件下，出于头脑的惯性，我认为那些在各个星球上跑来跑去的人们比一直停留在飞船内的
人所花的时间要更多一些，所以各个分岔的小径之间出现了不同步现象。在读第二遍的时候，我发现
有许多地方，第一遍读的时候认为完全不可能联系起来的混乱地方实际上都能联系起来，一切都是因
为时间错开的问题。这一点，是完全可以通过叙述的改善避免的。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第一部尤其是
加纳，本森，密探这三条线交叉的地方，读过这四分之一以后，后面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流畅许多。
已经好长好长了⋯⋯最后，说一说没有收拢的线条，当然，我知道，这部书是有续集的。最突出的就
是艾德纳的反响没有得到解释，另外在他身上还有旧伤的膝盖，超强的恢复能力，不知从何而来，没
有人知道化石飞船漂浮的漫长岁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其他人或者其他人的尸体去了哪里⋯⋯学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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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倒是罢了，可以解释成沉睡记忆有其效果。还有一个小bug，在最后的揭秘时刻，时间悖论最终揭
开，所有穿越回去的飞船都失去了跃迁引擎——这的确解释了为何没有跃迁背景辐射，但是这带来了
另一个问题——庞大的格兰格尔船队，是怎样通过常规飞行扩散到整个银河系的呢？书中之前已经描
述过许多次这种可能性的概率近乎0了⋯⋯好了我要说的都说完了，说下来我一句好话都没说是吧⋯
⋯格兰格尔五号是一场庞大的序幕，我在期待，这个架构内更加精彩的故事。三颗星给书，一颗星给
原创。
4、基本合格，但是总觉得缺点什么，当然不由自主拿经典太空歌剧来比较了。恩，或者说缺一点深
刻的冲击和对比吧。里面的看似各异的社会形态，还是太接近现实世界各种情况的变种了。看看国外
的高标准，《你一生的故事》，明显的语言学的背景知识，海因莱茵作品里面甚至还出场过人类学家
。G5里面总让人觉得这些想象来自报纸或者读者一级的简单介绍。
5、我承认被豆瓣的书评给忽悠了买了这本书真是太让人失望了，这根本是一本儿童科幻童话书所描
写的找到人类起源，给两个超级大国带来的影响，真是让我想吐。难道证明了人类的起源就世界和平
了吗。政治制度随之崩溃，人类全部平等我的天啊，这种小学生的理想也拿来忽悠人，这就好比现在
地球上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只要我们的人类学家站出来说我们都是地球人，大家都是人类打什
么打啊战争就消失了，人类就平等，世界就和平了呢？真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种幼稚的让人愤
怒，别提国家就是一家人也会有矛盾与冲突。何况是两个统治无数世界的超级帝国。难道你看见路边
两个流氓打架。你会上前去劝阻“打什么打，大家都是一个国家的有什么好打。”随后唱起流行歌曲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最让我郁闷的是这么大的两个世界居然只有区区几
个密探，你也太高估这些人的能力了吧很失望的一本书，太幼稚了
6、得承认看完之后我是兴奋的，这篇科幻是近来少有的能把高峰一直保持到最后的阅读体验之一。
不过有人说“语言平白枯燥”，当然，作为读者嘛，总想看到更闪光的场景描写更多层叠而至的高潮
，无可厚非。但就是这种不急不徐的调调了，能看出把握局面掌控叙述的节制。这种节奏感应该是和
作者的气质相关的吧震旦和索伦和起源之地，帝国与第二基地......几乎让人热泪盈眶的yesterday once
more呀ps，我对钢穴那篇一直很有爱至今还没有发现有关时间的逻辑上的漏洞（很不容易啊能够接驳
上这个循环），但仍然不得不挑几根刺最明显的莫过于“回响”的出现：为什么类人先生能看见回响
？小说完结之后我突然发现这一点并没有交代。难免会让人认为这是作者不得不为引导艾的行为而使
用的工具；如果他不借助回响，恐怕老早就“扑街”了orz——不知是命途多呢还是随波逐流其次，令
人遗憾的是格兰格尔5号作为小说的标题，只是面目不清地出现，交代了一下来历和目的之后，就要
连同巨大的体格以及众多人员以及它所经历的漫漫岁月一起湮灭——虽然这年头没人规定写文章要点
题——但总觉得它似乎没有充分展现的机会最后，为什么为什么艾是从八万年前的格兰格尔5号上留
存下来的唯一一人？难道你是范纽文...我是来踢场的么......面面俱到并不是我们去读它的初衷根据很私
人的口味，我认为这是一篇即使你已经知道了它的情节（虽然兵分&gt;两路穿插叙述的手法已然不罕
见，但在层层推进环环相扣这方面的确做得很好）也可以再次阅读的作品，期待续篇书中有多处关于
手的细节描写（我是稍带强迫性地注意到了）。其实说到细节，尤其是带来真实感的细节描写，我觉
得是使一本小说丰满生动起来的重要因素。不仅仅是推销一个观点构架一个位面那么简单 从《星系安
置官》来看，吴同学还是很有幽默感的。可以看出从《救智基金会》到现在的成长。对于权谋政治所
表现出来的兴趣，在国内幻想界作者里，我还从拉拉的小说里感觉到过。碰巧的是，这俩人都挖坑了
7、暑假看大头书太多了，认定自己要看一本书解解闷，于是抄起了几年前买的《格兰格尔五号》，
作者是吴弼川。先摘一摘有趣的篇头吧：1.�当离家越来越远的时候，你就有可能找不到回去的路，但
最危险的事情是，你可能因此把自己的家和离家远行的目的忘的一干二净。2.�没人知道繁星从哪里来
，它们本来就在那里。我相信，这部小说一定是作者呕心沥血之作，在某些问题上提得和我最近思考
的东西相符的很多。其实，小说看到一半时我就大概猜到了结局，其实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问题将我
引领下去继续读的，因为这是人类自产生文明社会以来，一直挥之不去的，归宿和根基，游子和方向
。我们可以这样看，作者只是把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千百次的故事用更大的视角（时间和空间，其中空
间之间用跃迁联系）演绎一遍，我们人类需要知道，我们来自哪里，我们为什么存在云云。看得出来
作者对此具有相当深刻的思考，作者借由两个学者之间的对话试图解释为什么人类对此如此执着，是
“对人类平等的渴望”，可是现在人类平等在观念上已经不是任何问题，几乎所有国家都承认，但是
承认是一回事，落实又是另一回事。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一切，尔虞我诈，野心勃勃，苟且偷生，欺凌
弱小，在这部由“人类”写的小说中，展现无疑。所以说，尽管人类自认为有卓杰的想象力，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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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所有的想象都是建立在人类认识基础之上的，建立在我们吃穿住行上面，建立在我们的生活基
础，生存经验之上。“我想有个家”，这是人类的梦想，可以说将是延续到未来。回家，是每个人的
梦想，而回家的路，则是每一个迷茫的人类的梦想。而本书结尾则是最让我心醉的镜头：“1969年7月
，这是地球人在月球首次着陆的地方。我们代表全人类为了和平而到达这里。。。”
8、的确，这是我最近看到的少有的能一口气读完然后感到十分爽快的SF（貌似定语长了点~~汗）。
在SF纷纷形而上时，G5保持了情节的起伏，又蕴涵了深刻的内核。难能可贵。喜欢刺激的人应该会喜
欢看吧。同时，G5也蕴涵了深刻的内核。人从何而来？宇宙又从何而来？这是个难倒人类的问题。不
过，个人认为G5里有很多未展开的线索，时间悖论的说法貌似没有很多支撑，突兀了些。最后的结局
在大片的铺垫之后也显得有些突兀和简单。希望在后续里能看到更加宏大的世界。最后，很赞作者使
用的不同字体。
9、大师的银河帝国与新手的银河帝国最近在看阿西莫夫的绝世名作《基地》，对，名字就是基地，
本啦登是本书的狂热粉丝，所以他那个叫基地组织。看到哈丁从容不迫的粉碎威尼斯摄政王阴谋那段
，这段我说百看不厌的，那种气度，也只有阿西莫夫写的来。而被科幻世界杂志社誉为融合了“基地
”与“星战”世界的《格兰格尔5号》也在不久前看完了。不得不一吐为快，把这两部同样描写银河
帝国的书对比一下，为了公平起见，我只拿“基地三部曲”的第一部《基地》和《格兰格尔5号》比
较，看看这两本书到底差距在哪里，为什么一个让我百看不厌一因为语言上（刻意的？）枯燥，根本
就不想看第二遍。首先，《基地》的金子撒的满地都是，似乎漫不经心的叙述让基地的背景的广阔程
度让人不敢想像。自动发光的车标，关于少年是否应该登高的讨论，宏伟的帝国首都外境描写，神秘
的银河神灵宗教仪式，星际边缘贵族们的狩猎活动，高层人士对于香料和烟草的嗜好（难道这无关紧
要的描写不是催生出了伟大的《沙丘》系列么？），对于人类起源的讨论（《格兰格尔5号》作者想
法的源泉），更别说银河帝国的构思了，这个构思养活了多少人？也别说心理史学的提出，这个又养
活了多少人？《基地》本来就是一本不断喷洒黄金一般的点子的喷泉，几乎后人从中拿出一小块，就
够他们延伸出又一段伟大的作品来。反观《格兰格尔5号》，很遗憾，一切的构思全部似曾相识，作
者积累的贫乏更让他的叙述枯燥无味，其实我知道他想模仿阿西莫夫的简洁。再次，就是结构方面的
问题了。《基地》的故事虽然庞杂，但是主线却非常明显，因为不管是阿西莫夫还是吴弼川，都有一
个毛病就是人物的平板话，更要命的是他们还喜欢用大段大段的对话，想想看，两个除了名字几乎一
样的人在长篇大论，简直就是杀人，很容易把人弄混的。阿西莫夫每一次都只有一条主线，所以你看
他的对话起码知道谁在谈话。换作《格兰格尔5号》，本来人物就不突出，你还整好几条线，不把人
物弄混，简直对不住你这一片苦心啊，那就混吧。吴弼川是想来一个几线并进丝丝入扣的故事，但是
过度模仿阿西莫夫使他弄巧成拙，我倒是希望他下功夫描写一些人物的细节，小动作，某些人物的口
头禅，让我把他们分开先。当然，语言方面的差距更大了，这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吴弼川就是写死了
也学不来，只有长时间的锻炼，在同样的字数中，叙述的深度广度韵味的不同，可以看出大师与普通
人的区别。顺便说一嘴，我感到《基地》有一个非常好的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小说中，
基地兵不血刃摆平了一个个强敌，基地第一代伟人的名言：“暴力是无能之辈最后的凭藉。”（忘了
说，因为阿西莫夫的广阔学识，这样的伪造名言满地都是，这点老吴也没法比啊。）但是中国能出现
《格兰格尔5号》这样的作品，我非常高兴，毕竟是作者长时间准备和努力的结果，虽然和大师的差
距如此之大，但是，非常值得一读，最后的结局，我想，每一个热爱着我们地球的人，都会感慨万分
。然后是原文地址：http://hi.baidu.com/meizhi/blog/item/2046cbef9367c337adafd53f.html或者是
：http://kdwr.blogspot.com/2007/05/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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