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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晓达《波 》 的科幻构架与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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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

波
”

是 年王晓达发表科幻小说处女作 《波 》 的绝对主角 ， 给读者带来 了关于未知世界 的新奇 的想象

和生命体验 ，迥异于 当时文坛主流文学作品 中 的人物形象 ， 具有重要 的探索意义 与 审美价值 。 王 晓达在进行科技

推想时 巧妙地融入了 中 国传统文化和通俗文学 中某些元素与 意象 。 同 时 ， 还在作 品 中 寄予 了 深切 的人文关怀 以

及对美好事物 、纯 良人性的欣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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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晓达生平和创作综述

在中 国 世纪 年代的科幻作家群 中 ，
王 晓

达是一位有着突 出 贡献的作家 。 王 晓达 （

—

） ，

本名 王孝达 江苏苏州人 。 出生于科技世家 其父王

尚 忠是一位化工工程师 祖父王怀琛是我 国 钢铁冶

金行业的元老 ， 曾祖父王 同愈是清代翰林院编修 ， 曾

参与清朝修铁路 、建炮 台等
“

洋务运动
”

事务 ， 当过

两湖大学堂监督 、江西提学使和江苏总学会副会长 。

王晓达 自 小就树立 了
“

科学报 国
”

的理想 ，积累 了丰

富的专业技能和科学知识 。 年于天津大学机

械系毕业后 相继在 四川成都汽车配件厂 、工程机械

厂从事技术工作 ， 年调入成都大学任教 ， 为 《成

都大学 自 然科学学报 》 常务副 主编 ， 编审 。 自

年发表处女作科幻小说 《波 》 以来 ，
王 晓达陆续发表

科学文艺 、科普作品 多万字 ，先后获全国 、省 、市

科普 、科学文艺奖 多次 ，其部分作 品被译为多 国

文字 被海 内外科幻界视为 中 国硬派科幻代表作家 。

年 王晓达荣获 国家科委 、 中 国科协
“

全国先进

科普工作者
”

称号
】

。

王晓达 的处 女作 《波 》 发表 于 年 月 的

《 四川文学 》 ， 并 因此文 的发表而一 鸣惊人 ， 成为 四

川继童恩正 的 《 珊瑚 岛上 的死光 》 （ 《 人 民 文学 》 ，

年 月 ） 之后 ， 又
一位具有全 国影响力 的科幻

作家 该作品也成了他的代表作 。 当时王 晓达 已

文章编号 ：

岁 ， 当属大器 晚成 。 是年年底 ， 《波 》 被北京 、 四川 、

哈尔滨等地的多家报刊连载 在上海 、广东 、贵州 、浙

江等地被改编成连环画 ； 四川 、上海两地还 以评书 、

故事形式演 出 ；
八一 电影制 片厂编辑也 曾 到成都与

他商谈电影改编事宜 。

初战告捷的王晓达得到 了 当时 中 国科幻界的前

辈郑文光 、 肖 建亨 、 叶永烈 、童恩正等人的热情鼓舞

和大力支持 创作勇气与信心大大增强 ，从此便一发

不可收拾 ， 陆续创作了 《冰下的梦 》 （ 、 《太空幽

灵 岛 》 （ 、 《 电 人历 险记 》 （ 、 《 复 活 节 》

、 《艺术 电脑 》 （ 、 《莫名 其妙 》 （ 、

《黑色猛犸车 》 （ 、 《方寸乾坤 》 （ 、 《万灵

智慧药 》 （ 年 ） 、 《诱惑 广告世界 》 （ 、 《太

空碧血 》 （ 、 《奇怪 的别 墅 》 （ 、 《 网 游奇

遇 》 （ 、 《超级电脑
“

助学宝
”

》 （ 、 《猩猩岛

奇遇 》 （ 、 《 月 球病毒 》 （ 、 《雨 夜怪事 》

等多篇科幻小说 。

王晓达 的科幻小说作品题材丰富 ， 内 容涉及海

陆空的科学实验 、 电脑程序控制 、新能源开发利用 、

医药工程 、基 因 变异 、人类 复活 、广告宣传 、服装设

计 、美术创作 、网络游戏 、生物科技 、青少年教育等多

个方面 。 综观这些作品 ，无论在科学构思上 还是情

节安排上 王晓达基本不重复 自 己 ， 每篇作品都能带

给读者新的科幻构思 和审美体验 体现 出科幻作家

可贵的超越 自 我 、不断创造 的探索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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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晓达的科幻小说大体可分为两大类 ：

一类为

科幻探险系列 ， 如 《波 》 《 冰下 的梦 》 《太空 幽灵 岛 》

《莫名其妙 》等均 以军事科技通讯社张长 弓 、王教授

和玲妹为线索人物 ， 这种形式给读者提供 了较为稳

定的人物谱系 ， 为系列故事 的情节叙述与情感推进

营造 了 良好的艺术空间 ； 另
一类科幻小说是关注初 、

高 中生的教育 与成长 问题的科幻小说系 列 ， 如 《万

能智慧药 》 《 网游奇遇 》 《超级电脑
“

助学宝
”

》 《雨夜

怪事 》等 这类作 品关注青少年 的教育 问题 ，篇幅短

小 ， 寓教于乐 ，轻松诙谐 。

王晓达的作品层次疏密有致 情节引人人胜 其

短篇小说小巧精致 ， 自 成格局 ； 中篇小说纵横捭 阖 ，

张弛有度 。 如果说 《波 》 是一篇充满 紧张气氛却 又

不失轻松幽默 的科幻小说 ， 那 么 自 《 冰下 的 梦 》 始 ，

王晓达小说的科学构思 、人物性格塑造 、场景铺垫等

则更为复杂细微 。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 这些作 品逐

渐形成了一种悲剧 的美学风格——为 了人类长期发

展 、为 了正义的科学事业 、 为 了拯救善 良 的人们 ， 在

敌我较量 中 ，善 的一方会有不同规模与程度的牺牲 。

如 《冰下 的梦 》 ，在南极 米深海之下 ，维纳斯将

同胞张长 弓推进逸 出器 ， 与敌方集 团 同归于尽 ； 又如

《太空幽灵岛 》 ，黑人萨里姆帮助张长 弓 等人离开太

空幽灵岛 ，牵制住敌人并与其一起毁灭 ；再如 《太空

碧血 》 ，勘察工程师李嘉和 飞船驾驶员 王啸先转化

为宇宙飞船的燃料 ， 为新能源顺利返 回 太空基地义

无反顾地献身… … 这些英雄人物 的逝去 ， 为科幻小

说蒙上 了悲伤的色彩 ，也突 出 了小说的人文主题 使

小说对个体生命 、群体利益和人性 、正义 、科学 的终

极探索达到 了一个较高的层次 ， 因此 ，小说具备 了一

定的情感张力 ， 引人思索 令人 回味 。

王晓达的作 品在宣扬科技改变生活 的 同 时 ， 重

点关注
“

科技为谁所用
”

的 问题 ， 在他的系列小说 中

往往存在着势不两立 的敌我双方 ， 他们 以新的科学

技术为工具 ，展开激烈的斗争 在经历多次冲突和坎

坷曲折之后 ， 正义 的一方终于胜 出 。 这一类科幻小

说洋溢着人文主义的光辉 ：邪不压正 ； 多行不义必 自

毙 ；得道多助 ， 失道寡助 ；
天道酬勤 … … 这些是他小

说的主基调 ， 除 了 以上罗列 的系列小说外 还有如在

《万灵智慧药 》 中 ，康康投机取巧 ， 误服记忆药片 ，终

致高考一塌糊涂 ；在 《超级 电脑
“

助学宝
”

》 中 ， 星宇

和沈翔利用
“

助学宝
”

不劳而获 ， 遭到学校警告 ； 在

《艺术电脑 》 中 ， 凌 阳 通过艺术 电 脑 瞒天过海 ，

“

成

就
”

了 自 己 的美术家梦想 最终却丢掉了性命… …

王晓达从工程师到科幻作家转变 的过程 ， 确有

“

有心栽花花不发 ， 无心 插柳柳成荫
”

之意 。 从 中

学 、大学到
“

文革
”

后 多年 的 文化 、科学积淀 ， 姑

苏文化 、科技世家 、

“

科学报 国
”

造船梦 、

“

文革
”

动乱

的
“

见识
”

， 这一切 的一切 ， 使他 出 人意料地在科幻

小说上
“

厚积薄发
”

，脱颖 而 出 。 看 了他 的科幻小说

后 写信 、打 电话 向 他咨 询
“

科技发展
”

和索求参考

资料的读者连年不断 ，甚至还有大学生要求改专业 ，

专攻他写的
“

信息波防御 系统
”

， 足见其作 品 深广 的

影响力 。 年 ， 中 央 电视 台 《对话 》栏 目
“

揭秘物

联网
”

节 目 ，从网上査询到 年前的科幻小说 《波 》

等 认为是王 晓达
“

预言
”

了 物联 网 ， 特邀王 晓达作

为嘉宾 ， 录制专题节 目 ， 这应 当被视为 《 波 》 的影 响

力 的重要印证 。

二 、 《波 》 ： 变化万端的科幻想象

科幻小说 《 波 》 是一 篇科幻 构思 惊人 的 作 品 。

“

波
”

本身的科幻魅力是引 起广泛关注和兴趣之所

在 。 小说中 的
“

我
”

是一位军事科学记者 ， 在军事基

地 目 睹人侵敌机
“

壁虎 的失控行为 ， 了解到这正是
“

我
”

所要采访的科研项 目
——波 系统 ， 由 信息

波造成的虚幻 目标 ，使驾驶员受尽愚弄而 自 投罗 网 。

在
“

我
”

访问波防御系统的设计者王教授时 ， 领略了

各种波的神奇魅力 和效果 。 后有一间谍假借王教授

学生 的同事之名 逐步获得了教授的信任 ，企图寻机

夺走波系统的理论资料 。 就在 间谍原形毕露之时 ，

王教授又通过几次巧妙利用波 的原理 ， 最终将间谍

擒获 。 作者通过一个个精彩 的情节 ， 极力渲染 了波

的奇妙效应 。

这篇写 自 多年前的科幻小说中 的诸多场景 ，

在当时看来可能是另类夸张的艺术想象和天马行空

的大胆推测 ，但 年后再来看 《波 》 ， 其中很多场景

已变为现实 ， 如感应 门 、笔记本 电脑 、有预约功能 的

锅 、磁悬浮列车 、 电子监控系统等 ；还有一部分科幻

意象仍超 出 目前的科技水平 ， 使得人们对未来世界

充满期待 。 而即便是超 出 的部分 ， 也可从 目 前一些

好莱坞大片 中感受到相似的创意 。

整体而言 ， 《波 》这篇小说的 主角 并非人物 ， 而

是 以假乱真 、千变万化 的各种
“

波
”

。 有评论认为
“

这篇作 品 的 主要特色 ， 还在于科学幻想构思不落

常套而出奇制胜 这是其高人一等 的地方 。 这也是

该优秀作 品 的可贵之处 。

”

叶永烈认为 ：

“

王晓达

笔下 的
‘

波
’

及其
‘

综合仿形仪
’

，是别 的科幻小说中

没有 的 ，这样新奇 的科学幻想构思 ， 使 《波 》 这篇科

幻小说别具一格 。

” ⑴
王 晓达本人也特别重视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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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科学构思 ， 他说 ：

“

科学幻想构思是贯 串作 品

的主线 ，是作品 中起主导作用且不可变更 、代替的成

分
”

按小说的定义 ， 新 的
“

波
”

理论认为 ：

一切物质

都可用不同 的
“

波
”

来表达 ， 而我们能感觉到 的一切

信息也都是
“

波
”

。 因 为
“

波
”

， 捕获 了敌军飞机

因为
“

波
”

，

“

我
”

去 拜 访 其 设 计 者 王 教 授 ； 因 为

序号
“

波
”

的地点

中 国 国境线附近

王教授家楼前

王教授的书房

王教授的 书房

实验站

实验站 组

实验室

实验站 组

实验站 组

实验站 楼王教

授办公室

实验 站 实
‘

验室

实验 站 实
玲妹用 个

“

脉 冲波
”

袭击间谍
验室

如上表所示 ，

“

波
”

贯穿于小说的始终 ， 是故事

情节发生 、发展到 高潮 的主要推手和真正主角 。 这

是何等超前和瑰丽 的科幻想象 ： 枫市王教授设计出

来的用于军事防御的波 系统 ， 以
“

波
”

的原理营

造 出变化万端的虚拟场景 ，使北方大 国 的壁虎式飞

机 自 投罗 网 ；

“

我
”

去王教授家 ， 被其住宅外的
“

花墙

波
”

、住宅 内 的 中外名作
“

画像波
”

、窗 台上不断变换

着的
“

鲜花波
”

深深吸 引 ， 叹为观止 ； 面对敌人 的控

制 ，王教授利用
“

波
”

形成迷幻 陷 阱 ， 巧擒企 图窃取
“

波
”

理论专利 的亡命之徒 … … 在小说 中 出 现的几

场
“

猫捉老 鼠
”

的游戏 中 ， 起先貌似是人侵者 （ 不管

是驾驶壁虎式飞机的柯鲁 日 也夫 ，还是假 冒
“

洪青
”

窃取
“

波
”

理论 的亡命之徒 ） 掌握主动权 ， 但随着故

事 的逐渐推移 ，他们纷纷败在 了
“

波
”

的面前 。 这是

人类科技智慧 的较量与 比拼 ，

“

波
”

的千变万化 ， 与

各种所需场景进行视觉 、听觉 、味觉 、嗅觉等方面 的

“

波
”

，
王教授和

“

我
”

遭遇 了 亡命之徒 的 暗算 和攻

击 又因为
“

波
”

，
王教授才能将亡命之徒一举拿下

… …可 以说 ，

“

波
”

是小说的绝对主角 。 它给读者带

来关于未知世界的新奇想象和生命体验 ， 与 当 时文

坛主流文学作品 中 的人物形象迥然不 同 ，具有重要

的探索意义和审美价值 。

效果

以假乱 真 ， 搅 乱 柯 鲁 日 也 夫 的 判

断 ，他和
“

壁 虎
”

飞机 自 投 罗 网 ， 被

我方擒获

束手无策 ， 不知所措

惟妙惟 肖

能变幻成不 同 的花朵 ， 有 沁人心脾

的香味

可尽情翻阅 ，可调整大小

有水 的温度和触感

尽可开 胃 ，但肚皮依然故我

赞叹和钦佩

声音的有无可进行调控

间谍分不 出谁是真正 的 王教授 ， 无

法开枪

间谍以 为此
“

波
”

乃真正王教授 ，放

松警惕 后终被控制

间谍 间谍被制服

无缝融合与对接 。

“

波
”

等科学幻想在小说 中 的精彩运用 ，得益于

作者王晓达 良好的科技功底 ， 他在不惑之年捧 出 的

处女作 《波 》 ， 承载 了 自 己 多年 的
“

科学报 国
”

之理

想 也集中展示 了他的专业技能与科学想象力 。

另一方面 ，
王晓达在进行科技推想时 ，巧妙地融

合 了 中 国传统文化和通俗文学 中某些 因子和意象

如小说中 出现的那堵花墙 作者给这一节 的小标题

命名为
“

我的错误和
‘

崂山道士
’

的围墙
”

， 即有 中 国

古代神话的 印痕 ； 小说中 多个王教授
“

波
”

的 出 现

混淆了 间谍的视听 ，作者的这些描写 ， 似乎也受到 了

自 世纪初期我 国兴起 的新武侠通俗小说 中江湖

武功的影响 。

王晓达在这篇小说创作 中 ， 显然超 出 一般科普

读物的科技展示和原理揭示 ， 也不仅仅局 限于讲一

个关于利用高科技进行反侦察的通俗故事 ， 他的高

表 波
”

在小说中 的展示类型与效果

“

波
”

的形态 感受者

泛着银光的大湖 ， 光秃秃 的 山 峦 ， 十几架
“

壁

虎
”

飞机 ， 与柯鲁 日 也夫 长得一模 一样 的 大 柯鲁 日 也夫

胡子飞行员 ，北方大 国 的 基地场景

一堵不高 的花墙 爬满了 常青藤 我 （ 张长 弓 ）

众多美术大师的传世名作 我

窗 台上 的鲜花

各种画报

大玻璃缸 、热带鱼

各种气味

波斯猫 、星湖

电子音屏 、 回声仪

王教授摇身一变 ，成 了 十几个一模一样 的 王

教授

在 间谍的胁迫下 ，
王教授 （

“

波
”

）用导线将我

缠绕 ， 自 身本体却 巳离开现场

我

我 和间谍

我

我和间谍

我和间谍

我和间谍

我和间谍

我和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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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之处在于 尽可能地将科学技术广泛地应用于人

们 的 日 常生活 、艺术人文等方面 至少是在科幻小说

中 ，实现了科技改变生活 的理想 。 如在小说中 ，教授

楼前那一堵不高 的爬满常青藤的花墙 ， 实 际是
一

种

起到迷幻 、保护和装饰作用 的
“

视觉波
”

。 又 如 ， 教

授家中挂着的徐悲鸿 、齐 白石 、达 芬奇 、米勒等人的

绘画珍品 以及窗 台前散发香味 的各种花朵 ， 也是
一

种视觉 （ 或融合 嗅觉 ） 的
“

波
”

。 再如 ， 在 实验室

组 教授展示的大玻璃缸 内游动 的色彩缤纷的热带

鱼 、穿缸而 出 的彩燕 ， 是一种视觉与触觉
“

波
”

。 又

如 ，教授在几个实验室里展示 的各种 味道 以及各种

小吃 如
“

糖醋排骨
”

、

“

咖喱牛 肉
”

、

“

泸州 特 曲
”

等

也是嗅觉与味觉
“

波
”
… … 作者 的描写不仅创造 了

一个科幻 的未来世界 ， 由 于 以上这些 日 常审美形态

的 出现 作者又创造 了一个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 的

当下世界 。 有 了这种与 日 常生活紧密勾连的细节安

排 高端科技就变得不那么冷冰冰 ，不那么遥远与神

圣 它贴近了平 民百姓 ， 有 了世俗 的质感 ， 也更容易

被读者接受与感悟 。

三 、给人间送小温 ： 《波》的人文情怀

王晓达创作这篇小说的动 因很奇特 ， 其科学设

计才能无法施展 ，在无奈被调 岗 ，面对一群不太上进

的技校学生时 ，作为老师的他 试图将科学技术包上

好看的外衣 ， 唤起读者 （ 他的学生 ） 对科学知识的尊

重与探索 。 因此 他的科幻小说的创作态度严肃 、认

真 所持立场也十分 明确——希望通过生动 的科幻

故事 ， 引起青年人对科学的兴趣 其出发点是典型的

有用之用之 目 的 。

诚然 《波 》 中 奇特的科幻想象令人憧憬 ， 悬念

迭起的情节让人 回味 。 但 《波 》所展示 的 ， 并不仅仅

是幻想的高科技和
“

猫捉老 鼠
”

的游戏 ，
王 晓达在作

品 中还寄予了深切的人文关怀 ’
以及对美好事物 、纯

良人性的欣赏 。 如果说 《波 》 中 的科学幻想是千变

万化 、神秘莫测 的 那么 ， 给人间送小温 ， 对真善美的

努力追寻却是始终如一 、认真严肃的 。

《波 》写于 年 ， 发表于 年 ， 这一创作年

代是有特殊意义 的 。 经历 年
“

文革
”

，
王 晓达 的

工作 、生活也在坎坷 中 受尽颠簸 。 年 ， 他大学

毕业时 满怀到
“

祖 国最需要 的 、最艰苦的地方
”

去

的理想 被分配到 了 四川成都一家鼓风机厂 一直在

车间 当个没有
“

任务
”

的
“

实习 生
”

； 年 ，

一纸调

令把他调到了生产推土机 、铲运装载机 的成都红旗

机器厂当铆焊车 间 的技术 员 。 不料
“

需要
”

他 的工

厂对待他 ，也和上一个单位差不多 ， 就这样 ， 他又 当

了近 年没人想得起来 的焊工 ；

“

文革
”

中 ， 混混沌

沌的王晓达经历 了被造反派
“

全 国通缉
”

、衣不蔽体

被赶 出 城 、上京告状 、 中 央接见 、办
“

个人学 习班
”

等

种种人生体验 。 在 十年浩劫之后 ， 中 国迎来 了
“

科

学的春天
”

，
王晓达从

“

五七干校
”

回厂后 ，

一心想继

续 自 己 的工程师之路 ，参加 了新型装载机的设计 、试

制工作 ， 因此获得 了全国科学大会三等奖 。 然而 一

纸调令又将他从设计科调往工厂技校任班主任 ，他

的工程师之路又遭 中断 。

面对沉重 的历史 以及其间发生 的种种颠倒黑

白 、混淆是非的现实 新时期文坛开始对晦暗年代进

行了有力 的控诉 ， 诸如伤痕文学 、知青小说 、反思文

学等 都承载 了作家群体痛定思 痛 的集体诉求 ， 因

此 大凡这一 时期 的 文学作 品 多 是
“

金 刚怒 目 式
”

的 。 王晓达写 《波 》 ，在 当时看来 ，
纯属业余创作 ，

虽

然命运之前待他如此不公 ， 但在 《 波 》 中 ， 读者并未

感受到他的控诉和抱怨 ， 相反 ， 因 为科学幻想 的介

人 《波 》呈现 的是
一个虚拟的科幻 的未来世界 ， 与

主流文学 比照起来 ， 显得澄澈而 明 净 。 难能可贵的

是 ， 《波 》还有
一个 自 身独特 的 内 在视角——人 的纯

真美好的情感 。 这也是 《波 》 的文学性构思 的
一个

特别之处 。 王晓达说 ：

“

科学幻想小说是小说 应该

遵循文学艺术的规律 ，要进行文学构思 ’ 即要着力塑

造人物 ，讲究结构情节 ， 注重景物描绘 、气氛渲染和

文字语言 ，从而表达一定的主题 。

”
〕

《波 》 中勾勒 了 人类诸多美好 的情感 。 第一种

是
“

兄弟之谊
”

：

“

我
”

和 基地 的 马攻坚是大学同

学 ，这种关系 ， 为
“

我
”

的采访工作带来很大便 利 。

文 中有不多的关于两人的细节描写 ， 如 ：

“

我是傍晚

到达基地专用机场的 。 迎接我的竟是军事科技学院

的老 同学马攻坚 。 他给我一拳作为见面礼 ， 我也 回

敬了他一掌 。

”

这种 细节刻 画 ， 虽着 墨不 多 ， 却将两

人之间的深厚友谊生动地勾勒 出来 。 这种同事之间

的兄弟之情 在王晓达 的其他科幻小说作品 中也有

体现 ， 如张长 弓 与小于 （ 《冰下 的梦 》 ） ， 张长 弓 与冉

贝 克 、萨里姆 （ 《太空幽灵 岛 》 ） ，
王 晡与李嘉 （ 《太空

碧血 》 ）等 。

“

师生情谊
”

在 《波》 中也有精彩展示 ： 间谍之所

以有机可乘 混入王教授的家 中和办公室 最主要的

原 因是他打着 自 己 （ 洪青 ） 和王教授的学生杨平是

同事的幌子 ， 而王教授恰恰又是个很看重师生情谊

的人 。 《波 》 中有这样
一个细节 ， 当

“

洪青
”

与教授在

初见之后因观点不合而产生不快 ，

“

洪青
”

不失 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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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拿 出 一座小巧玲珑 、闪着银光的埃菲尔铁塔模型 ，

又拨响 了塔身附带的音乐——施特劳斯 的 《蓝色多

瑙河 》 。

教授点着拍子微笑着说 ：

“

杨平他还记得我

喜欢施特劳斯 喜欢塔 ？

”

洪青说 ：

“

怎么不记得 ！ 他还经常对我们讲 ，

您带他们 到各地参观实 习 时 ， 如何专程去看六和

塔 、大雁塔 、北寺塔 、 白塔 、双塔 … … 如 何 向 他们

讲金宇塔 、方塔 、 雷峰塔 、斜塔 的故 事 … …
”

教授

显然给感动 了 ， 刚 才 的 怒火 在华 尔兹乐 曲 声 中 ，

在洪青 的 轻言 细 语 中 冰 消 瓦解 了 ， 而 且 还 格 外

兴奋 。

这个细节很传神 ， 对故事情节的铺垫和推动起

到 了很好的作用 ，此刻 的王教授 ， 在读者眼 中 ，是位

重感情的恩师 ，是位有生活情调的知识分子 。

《波 》 中还有
一条潜伏的情感线索 ， 即

“

我
”

和王

教授的女儿玲妹之间渐渐萌生的爱意 。 作者对玲妹

用笔不多 ，但她银铃般的笑声 、美丽的大眼睛 以及办

事干 练机警 的 作风 ， 已 给读 者 留 下 了 深刻 印 象 。

《波 》不是言情小说 但加人一点爱情作为调料 ， 故

事就显得更为灵动 了 。

“

我
”

数次面对玲妹 的揶揄

或关心 ， 总是红着脸 ， 心 中 有着朦胧 的甜蜜 ， 很符合

青年读者的生命体验 ， 表达 了 年轻人对美好爱情 的

憧憬 。 在王晓达的 《冰下的梦 》 《太空幽灵岛 》 《莫名

其妙》等作 品 中 ， 张长 弓 和玲妹 的情感也有 了更进

一步 的发展 。

诚然 ， 不管是同学之情 、师生之情 还是爱情 ，或

是王教授家的天伦之乐 ，在王晓达笔下 ，均呈现出一

种干净 、简单 、清澈的风貌 。 毕竟 科学幻想才是故

事的主体 ，

“

波
”

才是故事 的 主角 ，但这些人类和谐

情感的融人 使得
“

波
”

具有了更加立体和生动的表

达效果 。

还有一点应特别指 出 的是 ， 王 晓达塑造 以上种

种情感 大多是统一在热爱祖国 、保卫 国家这种情感

主基调之下的 无论是作者的创作立场 还是作品 中

人物的情感立场 ， 他们对于祖 国 的情感均朴素而专

一

。 在 《波 》 中的 次敌我较量中 均是利用
“

波
”

的

原理 将潜伏在我上空 的壁虎飞机和打人我方 内部

的间谍一举拿下 ， 我方取得 了绝对胜利 。 小说充满

了乐观 、 明 朗 的基调 洋溢着作家朴素的爱 国主义情

感 。 北师大教授吴岩认为 ：

“

中 国科幻作家也对社

会投注了无限的关爱 。 从早期希望改 良 的 晚清科

幻 ， 到新 中 国建立后各个时期 的创作 社会和个人永

远是作家关心的主体 倾向一种美好的政体 、美好的

社会氛围 、美好的人文和 自 然环境 在 中 国科幻作 品

中通过朴素 的情感表达 出来 。

”

学者王卫英等也

指 出 ： 《波 》

“

不仅描写 了形形色色的
‘

波
’

无处不在

的作用 更令人惊叹和折服的是科学家那种博大 的

爱 国情操和 出奇制胜的处事风度
”

。

四 、结论

《波 》给人以光明 和温暖 在让读者领略科技 的

伟大和深邃的同时 ， 又给读者揭示 了 生活 的美好和

人性的纯 良 。 所 以 ， 在 《波 》 悬念迭起 的情节之 中 ，

在爱憎分明 的人物形象之间 ，作者 的 良善用意和人

文情怀分外凸显 。

科幻文学作品 不仅要启发读者的科技思维 ， 引

领读者探索人类未知世界 ， 同时 也应传达社会正能

量 ， 塑造健康 向 上 的价值观与人生观 。 在 世纪

年代的科幻小说创作热潮 中 ，诸多科幻作家秉承

探索真理 ，发掘人性之美的创作原则 ， 以优秀的科幻

作 品激励 了一代代读者 。 今天 的科幻小说 在表现

技巧和科学想象方面 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但

仍存在部分作品 陷人玄奇的泥淖 缺少人文关怀 在

这一点上 王晓达的 《波 》等作品是有启示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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