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异星文本的转码器：中国当代科幻海外传播的叙事密码与文化拓扑 

——评《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海外译介与传播》 

 

徐晓雪（Xu Xiaoxue）1 

 

摘要：近几年来，中国当代科幻小说译介作品越来越受到海外读者的关注和喜爱，为研究中

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强有力的参考价值。张海燕博士的《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海外译介与传

播》一书，探讨了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在海外的译介、传播及其影响。该研究采用“意见领袖”

的方法、通过近乎同步的跟踪研究，详细记录了中国科幻文学在海外的成就与挑战。不仅为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研究提供了参考案例，还为推动文化国际化的决策者、从业者及学者

们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和实用建议，从而助力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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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translated work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science fiction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and loved by overseas readers, providing a strong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abroad. Dr. Zhang Haiyan’s book The Overseas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explores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overseas and its impact. Adopting an 

“opinion leader” approach, the study documents in detail the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overseas through a near-simultaneous tracking study. The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reference case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but also provides 

insights and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policy makers, practitioners and scholars who promote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ation, thus helping Chinese culture to better reach out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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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瀚的宇宙中，地球不过是一粒微尘，而人类文明则是这粒微尘上最璀璨的光芒。中国科幻小说

正以独特的东方智慧，在这片星海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篇章。而《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海外译介与传播》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年）一书，恰如一面棱镜，将这道光芒折射出绚丽色彩。这是一部深入探

讨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在海外传播与接受情况的学术著作，作者以敏锐的学术眼光，重点关注刘慈欣的科

幻小说在海外的译介与传播，详细分析海外对《三体》《黑暗森林》《死神永生》以及《流浪地球》等作

品的评价与传播效果。这部著作不仅仅是一部关于文学传播的学术研究，更是一部文明对话的启示录。 

《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海外译介与传播》一书基于新视角、采用新方法对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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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海外译介方面进行了极大的补充完善。该研究主要采用传播学“意见领袖”理论，特别关注到数

字化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这一重要群体的重要作用（张海燕，2024，p.52）。使用这样跨学科研究的

方法是在世界文学与数字人文语境下对文学研究方法的丰富和创新。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是讲好中国故事

的实践表征，而对中国当代科幻海外译介与传播进行研究，是我们进一步扩大自身文化影响力的一个重

要手段。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科幻小说以其独特的文化基因，为世界科幻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

活力不仅体现在对科技发展的想象上，更体现在对人性、伦理、文明的深刻思考中。 

该书第一章首先对中国当代类型文学海外译介与传播进行了简要回顾，为后续对科幻小说海外译介

与传播的分析奠定了历史背景。接着，作者详细介绍了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史及代表作简介，为读者进

一步了解中国科幻海外传播进行历史梳理。作者继而介绍了中国科幻小说在英语国家及非英语国家的译

介情况，包括译介的途径、译者的选择、译本的传播等。书中还通过大量案例，分析了中国科幻小说在

海外传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影响其传播效果的各种因素。此外，作者还关注了中国科幻文学与海外文

化的互动，揭示了科幻文学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 

作者在确立了以刘慈欣作品为研究核心的方向后，并未采取泛泛而谈的研究方式，而是精准聚焦于

刘慈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系列，包括《三体》三部曲（《三体》《黑暗森林》《死神永生》）以及现象级

作品《流浪地球》。这种聚焦式的研究策略不仅体现了作者对研究对象的深刻把握，也确保了研究的深

度与系统性。具体而言，研究从三个维度展开深入探讨：首先是海外读者对刘慈欣科幻小说英语译本的

研究，重点关注译本的接受度、传播效果及其文化适应性；其次是对刘慈欣作品英语译者的考察，分析

译者的翻译策略、文化转换能力及其对作品传播的影响；最后是对刘慈欣本人的认知与评价，包括对其

创作理念、思想深度和个人风格的解读。这种多维度的研究框架，全面而立体地呈现了刘慈欣作品在海

外传播的复杂图景。 

在完成海外读者对刘慈欣科幻小说译文、译者及作者的评价研究之后，作者重点对刘慈欣科幻小说

海外传播效果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对海外读者书评进行情感分析，该书研究了海外读者对中国的文化、

社会、政治、生活等维度的认知。海外读者对中国整体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持有开放包容的态度学习

和理解中国各个层面，并给予理性和公正的评价。总之，对刘慈欣科幻小说海外传播的研究，让我们看

到海外读者对中国的了解和认同，彰显了跨文化交流的效果，对促进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具有重要意

义。通过这种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方法，作者不仅客观地呈现了海外读者对刘慈欣作品的真实反馈，包括

他们的阅读体验、文化感受和思想碰撞，更重要的是揭示了这些反馈背后所反映的文化传播规律和跨文

化接受机制。这种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为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指导。 

 

一、本书的研究特点 

（一）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该书以全球最大的图书阅读社交网站 GoodReads 为数据来源，构建了一个全面而系统的读者评价话

语语料库。该语料库主要收录了海外读者对刘慈欣代表作《三体》三部曲（《三体》《黑暗森林》《死神

永生》）以及《流浪地球》等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经典作品的评价内容。这些作品不仅代表了中国科幻文

学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因此对其海外接受状况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

值和现实意义。作者在书中运用多种理论方法，如翻译学、传播学、文化研究等，对中国当代科幻海外

译介进行多维度、跨学科分析。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不仅拓宽了研究视野，也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展现出了多维度、多层次、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与严谨的学术态度。首先，运用

AntConc、Python 等先进的语料库分析工具，对海量读者评论进行文本挖掘和情感分析。这些技术手段不

仅能够处理大规模的文本数据，还可以通过情感词典和机器学习算法，准确识别读者评论中的情感倾向

和态度变化。其次，研究还充分考虑了读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年龄、职业、性别、国别等变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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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GoodReads 网站特有的星评级别系统，将这些因素都纳入分析框架，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代表

性。通过科学的语料库研究和数据统计，将复杂的读者反馈数据转化为直观的研究发现。 

（二）丰富的案例与数据 

作者为了弥补量化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了内容分析、文献分析和案例

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这种混合研究方法的设计，使得研究既能够把握宏观的数据趋势，又能够深入理

解微观的读者心理和文化认知。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读者评论案例进行深入解读，以及对相关文献资

料的细致梳理，研究不仅获得了宏观的数据支持，也保留了微观层面的深度洞察。这种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的研究方法，使得研究结论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又保持了足够的解释力。 

书中提供的大量详实的案例和数据，这些材料不仅有助于读者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在海

外的传播情况，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通过这种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该书不仅揭示了海外

读者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接受状况，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理解跨文化传播的机制和规律提供了新的

视角。研究发现，中国科幻小说在海外传播过程中，既面临着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也因其独特的东方

视角和人文关怀而受到广泛关注。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译者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提醒我们在促

进中国科幻“出海”的过程中，要重点关注译者这一角色所带来的复杂的传播效果。这一传播过程反映

了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的新特点，也为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三）填补研究空白 

《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海外译介与传播》一书在科幻文学海外译介与对外传播研究领域具有总结性

的里程碑意义。以往关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海外传播的研究多集中在文本译介与海外传播角度，而对基

于海外受众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读后评价或反馈来分析该文学类型的海外译介传播效果的研究明显缺

失。该书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为中国当代科幻小说海外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基于

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译介与传播的宏观、中观及微观三个视角的梳理，作者弥补了中国当代科幻小说海

外译介与传播研究中存在的忽略读者评价反馈及读者反馈文本的质性与量化分析等问题。它提醒我们，

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既要注重作品本身的质量以及译者译文的重要作用，也要关注目标

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心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有效的跨文化对话与理解。 

通过结合传播学与文学研究的方法，将读者纳入文学批评是一个创新之举，是对文学批评范式转换

的创新与实践。它不仅关注文本本身，还重视读者的反馈和互动，从而提供更为全面和立体的研究视角。

这也是对学者所提出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评估研究的呼应与实践。它不仅包括对中国当代作家及其作

品的分析，还涉及这些作品的传播过程以及它们在国内外的接受情况。这种综合性的研究将作者、出版

者和读者三个关键层面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全面的评估体系，以全面衡量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

力，并为进一步提升其全球影响力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这种方法不仅丰富了现有的文学研究范式，

也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本书的现实意义 

（一）促进文化交流 

中国科幻文学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从刘慈欣《三体》获得雨果奖，到中国科幻电影

《流浪地球》创造票房奇迹，中国科幻已经突破了亚文化的藩篱，成为主流文化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这

种崛起不仅体现在市场表现上，更反映在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创新上。中国科幻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

到晚清时期，但真正形成规模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当代科幻文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新世纪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和文化自信的提升，中国科幻进入快速发展期。特别是 2010 年后，一批

优秀作家和作品的涌现，使中国科幻获得了国际认可。从刘慈欣《三体》的全球轰动，到韩松、陈楸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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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作品的跨文化共鸣，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不仅仅是一次“出海”历程，更是东方智慧与西方思维的深

度对话。该书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了解和认识，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与

合作。通过科幻文学这一独特的载体，可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 

（二）提升文化软实力 

中国科幻文学的海外传播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的研究对于提升中国文

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书中敏锐指出中国科幻在海外传播

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如文化差异、翻译障碍、接受语境等问题，都在提醒我们：文明的对话从来不是一

帆风顺的；但正是这些挑战，推动中国科幻作家不断突破自我，在创作中寻找更具普世价值的表达方式。 

在此背景下，对中国科幻小说的译介与传播进行同步的跟踪研究，不仅有助于梳理中国科幻文学在

海外传播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同时也为国内文化“走出去”的相关部门、从业者及研究者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这部著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记录了中国科幻的“出海”历程，更在于它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文明对话的新视角。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跨文化

的理解与沟通。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海外传播，正是这种理解与沟通的生动实践。 

张海燕博士及其团队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海外译介与传播的研究是对中国科幻研究领域的极大丰富。

作者综合了关于刘慈欣科幻小说海外读者评价的量化与质化分析，基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优势与面临

的挑战，对包括中国科幻小说在内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提出了诸多策略。这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自

信与反思。我们应当加强海外出版行业相关联系、构建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科幻文学话语范式与话语权。 

总体而言，《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海外译介与传播》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著作。

它不仅为中国科幻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也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提升中国文化

软实力做出了积极贡献。对于从事科幻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文化传播研究的学者和爱好者来说，该书

无疑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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