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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7月公布的第81届雨果奖入围名单里，天爵、河流等幻迷入围“最佳
粉丝作者”，《中文科幻学术速递》《旅行星球》《零重力报》等粉丝刊物入围“最佳
粉丝杂志”。

在科幻领域内，科幻粉丝早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群体，他们仅凭借着“为爱发
电”，对科幻事业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以入围的科幻粉丝天爵参与创建的中文科幻数据库为例，如今，该数据库
已收入科幻人物20191人，作品43816篇/部，图书16079册，实体/虚拟报刊及网
络发表平台677个，各类科幻组织1200家，国内外重要科幻奖项57项，建立了华
语世界规模最大、考据最深入的科幻知识图谱。

很难想象如此庞杂的工作几乎全由粉丝群体完成，他们因为热爱走到一
起，花费大量的精力，只为编织一场关于科幻的梦。

天爵
和中文科幻数据库

在中文科幻数据库的介
绍页上，透露出天爵等一众
幻迷们的“科幻野心”：“我
们将向公众提供多角度的信
息检索服务、数据可视化服
务与分析业务。在不远的未
来，你想知道的有关科幻的
一切，都将从这里开始。”

2019年，天爵等人开始
搭建中文科幻数据库，一年
多的时间里，他们一群人常
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才睡。
在他们的努力下，这座中文
科幻数据库宛如科幻界的百
科全书，不仅可以查阅到最
新出版物的信息，还有一些
例如晚清民国时期的科幻专
题，甚至为科幻信息的主题
词条，例如赛博朋克、蒸汽朋
克等提供了中英文对照，以
及作为主题标签和作品关联
起来的专题目录。

用天爵的话来说，在国
内，但凡有人想深入了解科
幻，都绕不开他们的网站。
比如，作为舶来品的科幻文
学，“翻译作品”在国内占据
着较大比重。但由于翻译原
因，许多译文科幻作品的译
名五花八门，甚至夹杂着一
些翻译错误，这导致国内读
者在了解世界科幻作品时出
现了很多障碍。对此，中文
科幻数据库的团队成员，以
及许多其他爱好者（如科幻
粉丝团队“久隆计划”和克兰
西贝尔等豆瓣网友）进行了
大量科幻译文原文的考据工
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幻
迷们在信息检索和研究方面
的障碍。

他们依托数据库的知识
图谱，把众多译名归结到同
一个作品中，以便在数据库
中清晰地查阅同一位科幻作
家的作品在国际上的流动情
况。比如，根据近年的考据
工作，研究者发现，在民国时
期，中国就翻译过坎贝尔、根
斯巴克这些美国著名科幻编
辑手上的小说，这代表着当
时就很有可能存在着与科幻
有关的间接的国际交流活
动。当他们更进一步考察小
说的引进路径时，发现法国
作家凡尔纳的小说《月界旅
行》（也译作《从地球到月
球》），实际上是先从法文翻
译成日文，再从日文翻译成
中文引入国内的（这个转译
就是由鲁迅做的），“那就代
表着当时科幻的国际交流活
动会更复杂一些，让我们对
当时的国际关系也会有不一
样的了解。”

有趣的是，这个在科幻
文学领域具有极高研究价值
的粉丝网站，其运维遵循的
却是维基百科的“众包”模
式——— 除网站的运营和迭代
开发由天爵自己负责外，站
内信息均由愿意帮忙的幻迷
来填充，有的提供资料，有的
帮着勘误，有的帮忙翻译，有
的从事录入，还有的帮忙写
点东西……

在他们的网站上，有一
份“贡献者名单”。天爵说，
十分感谢各路帮过忙的朋
友，这份名单目前还在补充。

高校科幻社团，是科幻
读者的主力军。在中文科幻
数据库之前，天爵等人还制
作过一个以“国内科幻资料
站”为目标的科幻维基百科。
虽然因种种原因以失败告
终，但还是遗留下了一些“科
幻财富”，比如其中的科幻社
团资料不仅帮助一些高校社
团梳理了自己的历史，在一
定程度上也为其他科幻粉丝
的工作提供了帮助。

同样入围本次雨果奖最
佳粉丝作者的河流，也在科
幻社团的信息梳理上做出了
重要贡献。

关于河流，网上有幻迷
这样评价，“以耐心、细致整
理高校科幻社团史料而扬
名，虽年少却已历经磨难”。

河流曾说，谈到与科幻
的情结，自己一般会回答是
因为疾病的缘故才开始整理
科幻资料。

河流身体确实不好。过
敏性哮喘、过敏性结膜炎、过
敏性鼻炎、银屑病……林林
总总一堆病，都聚集在了他
身上。

但同时，他又是此次入

围本届雨果奖最佳粉丝杂志
的《零重力报》的主编，发起
科幻公益项目“科幻维基留
存”和“中国高校科幻协会历
史考古与建档计划”，并协助

“久隆计划”网站进行“中国
科幻粉丝杂志统计”。

据河流《我的个人国际
科幻交流史》所述，三年前，
他在中国科幻学者三丰的帮
助下开始接触科幻圈，参与
到中文科幻数据库的早期筹
备工作，也参加了一些公益
科幻活动，逐步进行了中国
粉丝科幻杂志的历史考证。
次年，河流开始做中国高校
科幻社团的历史考证，那年
年末，他与全国80余所高校
的科幻社团建立了联系，他
找到当时所有的时任社长，
收集了100多张签名，制作了
一张《中国高校科幻协会全
家福》图片。

正是因为这张图片，河
流也踏出了对外交流的第一
步——— 2022年1月2日，他在
网络上搜索到了20多个英美
高校的科幻协会邮箱，以“中
国高校科幻联盟”的名义，发
出一封封英文问讯邮件。

虽然只是对接外国高校
社团，但这一段经历，为河流
日后面向世界的交流活动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并自此打
开了通往国际科幻界交流的
大门。

从2022年4月起，河流开
始与外国科幻作家通过邮件
进行联络、采访，好几篇稿件
刊登在科幻行业期刊《世界
科幻动态》上；今年4月~7
月，河流发起了“高校科幻社
团参观调研计划”，去往16个
省份的省会城市、共计63所
高校里，了解科幻社团的情
况，见到了近300个科幻迷，
积累了2万字的初始文字和
2000张照片。

在河流主编的《零重力
报》里，“国外科幻文化翻译
特辑”也在推进。该专题翻
译收录了50多个国家、总计
84篇科幻历史及文化介绍文
章，收到了30个国家的科幻
组织及个人发来的问候和祝
福。该特辑预计9月发布，并
于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会上
亮相。

河流撰写和主编的高校
科幻社团相关报告，很快吸
引了科幻作家鲁般的注意
（鲁般凭借作品《白色悬崖》
入围了本次雨果奖最佳短篇
小说奖）。

在这些报告里，河流提
到很多高校社团因为资金短
缺，导致许多科幻活动无法
举办。于是鲁般找到河流，
请河流出面联系各社团，由
各个社团提交有关科幻活动
的资料，在对这些申报资料
进行审核后，最终由鲁般个
人出资，为十二个科幻社团
报销了约5000元资金。

更多的时候，科幻粉丝
群体组织活动，会依靠相互
之间的赞助。比如“零重力
科幻”每个月举办征文活动，
从一等奖到三等奖分别是
200元、100元、50元，由一位
科幻迷自发捐助，从2017年2

月延续至今。
就像学者郑文光把科幻

的Fandom翻译成“科幻迷
之家”而非常见的“迷群”“粉
都”，“科幻迷”的身份，为更
多仰望星空的读者们，建立
了远超地缘关系却又无比亲
切的身份认同。

从1980年中国第一个科
幻粉丝组织——— 上海外国语
学院英语系科幻俱乐部成立
以来，科幻粉丝一直在为中
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发挥着重
要作用。

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科幻俱乐部曾致力于为中国
读者介绍、整理、注释英美科
幻小说，翻译了二十余篇国
外科幻作家的作品；

三丰等人的“久隆计划”
（名字来源于科幻收藏家徐
久隆），对科幻历史出版物进
行收藏、整理和电子化存档；

科幻迷钟天心，从2016
年6月9日开始收集各种科幻
比赛的活动信息，不仅为中
国科幻创作者整理投稿信
息，也做了很多资料存档
工作；

还有在科幻作品评论
上，科幻迷们专业又严苛，会
针对每年最差的中文科幻作
品进行评选，但对优秀的科
幻作品，他们的夸赞与鼓励
又毫不吝啬。据河流统计，
每年举办科幻小说比赛的科
幻粉丝团体有50多个……

在即将举办的2023成都
世界科幻大会上，许多科幻
粉丝将带着他们的科幻作品
参展，并举办科幻对谈活动。
这一场以幻迷为主的盛会，
也将因为他们而产生更多的
期待与可能。

据《成都商报》

河流与《中国高校科幻协会全家福》

他们，都在为科幻默默付出

2019年都柏林世界科幻
大会上，天爵（左）跟爱尔兰
科幻学者杰克·芬内尔的
合影。

《零重力报》

西南交通大学科幻协会会刊
《深空》

《科幻世界》是很多科幻迷的启
蒙读物。

雨果奖里的中国幻迷
他们用爱，编织一场关于科幻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