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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与《自然》杂志科幻历史渊源
———Ｎａｔｕｒｅ实证研究之二

穆蕴秋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摘　要：本文以英国《自然》（Ｎａｔｕｒｅ）杂志与著名科幻作家 Ｈ．Ｇ．威尔斯相关的丰富

文本为主要考察对象，在此基础上对威尔斯及其作品进行科学史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

面：从科幻作品参与科学活动的角度出发，对威尔斯科幻小说的书评进行了重点考察；进

一步厘清《自然》杂志与科幻的早期历史渊源关系；通过威尔斯的个案，探讨了《自然》杂

志在２０世纪早期英国学界的定位问题。
关键词：《自然》（Ｎａｔｕｒｅ）；Ｈ．Ｇ．威尔斯；科幻小说；科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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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杂志上与Ｈ．Ｇ．威尔斯相关的文本

作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最知名、作品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科幻作家，Ｈ．Ｇ．威

尔斯（Ｈ．Ｇ．Ｗｅｌｌｓ　１８６６～１９４６）在科幻历史上有着无可争议的地位。
威尔斯一生著述甚丰，除了科幻，在其他领域涉猎也相当广泛，生前身后有多种精选集流传世

面，与其相关的研究成果更是多不胜数。而相当出乎现今学术界及公众想象的是，威尔斯和英国

老牌科学杂志《自然》之间，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非常深厚的渊源关系。这种渊源关系不仅在前

人的研究中极少被关注到，而且很可能对《自然》杂志现今所呈现出来的风格的形成，产生过关键

性的影响。
专攻威尔斯的资 深 学 者 约 翰·帕 丁 顿（Ｊｏｈｎ　Ｓ．Ｐａｒｔｉｎｇｔｏｎ）除 出 版 过 一 部 研 究 专 著 之 外，①

还编纂了四部和威 尔 斯 研 究 成 果 有 关 的 集 选。②③④⑤ 这 些 集 选 中，２００８年 出 版 的《〈自 然〉杂 志 上

的威尔斯（１８９３～１９４６）：一位受优待的读者》（Ｈ．Ｇ．Ｗｅｌｌｓ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１８９３～１９４６：Ａ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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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ｄｅｒ）显得尤为“另类”，全书跨越“科学史”和“科幻”两个领域，收录了《自然》杂志上与威尔斯相

关的文章６６篇———这样的数量在《自然》杂志出版历史上的作者中是相当罕见的。该书出版后，
除《爱西斯》（Ｉｓｉｓ）和《科幻研究》（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发表书评做简要介绍 外，⑥⑦还未

见专门研究成果出现。本文将结合这些文本，对威尔斯相关作品及其与《自然》杂志的关系进行科

学史研究。
《〈自然〉杂志上的威尔斯》一书收入的文章大致被分成三类：

第一类，威尔斯署名发表的文章共计２６篇（该书收录了其中１３篇）：

类别

篇　　　

科学教育

与普及
科学与社会 生理学 心理学 社会观点 植物学 人类学 通灵术

数量 ９　 ５　 ２　 １　 ３　 １　 ３　 ２

　　第二类，威尔斯４０部著作的３６篇评论（其中几篇属多部作品合评）：

类别

篇　　　
科幻作品 历史 政治 传记 经济

小说和

短篇文集

数量 １１　 ３　 １４　 ２　 ２　 ４

　　第三类，涉及威尔斯的１７篇文章：

类别

篇　　　
社会活动

科学教育

与普及
社会观点 科学与社会 科学与文学 讣告

数量 ６　 ５　 ２　 ２　 １　 １

　　上述三类文本的选取时间截点从１８９３年至１９４６年威尔斯去世，时间跨度大约半个世纪。而

在威尔斯去世后，《自 然》杂 志 对 他 的 关 注 也 没 有 终 结，后 来 还 至 少 发 表 过 两 部 他 个 人 传 记 的 评

论。⑧⑨ 从以上三类文本，大致可看出威尔斯的知识构成和社会活动背景。相关内容在《自然》杂

志第二任主编理查德·格里高利（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ｒｅｇｏｒｙ　１８６４～１９５２）对威尔斯的纪念文章中，也有较为

详细的记述。瑏瑠

威尔斯早年生活并不十分顺利，他１８８４年进入英国南肯辛顿科学师范学院（如今的伦敦帝国

理工学院分部）学习，这期间正好托马斯·赫胥黎（Ｔｈｏｍａｓ　Ｈｕｘｌｅｙ　１８２５～１８９５）在该校教授生物

学课程，他的生物学观点对威尔斯产生了 很 深 的 影 响。瑏瑡 值 得 一 提 的 是，作 为 伦 敦 知 识 界 著 名 的

“Ｘ俱乐部（Ｘ　Ｃｌｕｂ）”核心成员，瑏瑢赫胥黎还是《自然》杂志的主要创刊人———杂志创刊语正是出自

他的笔下。瑏瑣

５７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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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俱乐部（Ｘ　Ｃｌｕｂ），是１９世纪英国一 个 著 名 科 学 团 体，由 赫 胥 黎 等 九 人 组 成，除 哲 学 家 赫 伯 特·斯 宾 塞（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８２０～１９０３）外，其余八人皆是英国皇家学会成员，他们在１８６９年共同创办了《自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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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理科目考试失败，威尔斯毕业时未能获得学位，之后他辗转一些私立学校靠教书维生。
直至１８９０年，威尔斯才获得理学学士学位———或许是吸取上次的教训，这次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

了地理考试。１８９３年，威尔斯结束教书生涯，开始靠专职写作谋生。他除了定期在一些 刊物上发

表文章之外，还尝试创作科幻小说，而他这方面的天分也很快显现出来，１８９５年，威尔斯发表《时间

机器》（Ｔｉｍ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这部小说随后为他带来了举世瞩目的声誉。
成名后的威尔斯一面继续科幻小说创作，一面开始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对各领域中

的问题表达观点———这一期间，《自然》杂志无疑成了他发表看法的主要刊物。
值得一提的是，在威尔斯涉及的各类话题中，甚至有对通灵术的讨论。在１８９４年发表的一篇

书评中，威尔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认为科学发现与通灵术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发现过

程可以被检验，后者不能完全满足这个条件。瑏瑤

毫无疑问，尽管威尔斯多年来持续向世人展 示 他在 各个 领 域的 丰富 知 识背景，但他举世公认

的成就还是科幻小说创作。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４日，《自 然》杂 志 新 辟“未 来”专 栏 发 表 科 幻 短 篇 作 品，
社论把这一新举措的 历 史 追 溯 至 威 尔 斯１９０２年 发 表 的 文 章《发 现 未 来》（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瑏瑥瑏瑦。事实上，《自然》杂志的科幻历史渊源当然另有源头（后文将对此做详细论述），而更加

直接体现威尔斯科幻创作与《自然》杂志存在关系的，则是他十几部科幻小说的书评。

二、对《自然》杂志关于威尔斯科幻小说的推介及评论的分析

《自然》杂志总共发表过１１篇威尔斯科幻小说的书评，被评论的威尔斯科幻小说中，除去《威

尔斯短篇小说集》（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Ｈ．Ｇ．Ｗｅｌｌｓ，１９２７，其中收入威尔斯短篇作品６２篇）不易

归类之外，瑏瑧其他被评论的威尔斯科幻小说大致可分为四类（我们顺便还讨论了若干在《自然》杂志

上发表的其他作者同类主题科幻小说的评论）：
１．时空旅行

《时间机器》是《自然》杂志发表的第一篇威尔斯 的 科 幻 小 说 书 评，书 评 作 者 认 为 小 说 的 科 学

性在于“帮助人们对生物进化持续过程所产生的可能结果，有了连贯的认识”。瑏瑨 事实 上，威 尔 斯

的这部小说更重要的 地 方 在 于，书 中 想 象 的“时 间 机 器”对 后 来 的 科 幻 作 品 产 生 了 深 远 影 响。瑏瑩

如１９２９年出版的《巴顿博士的时间旅行》（Ｔｈｅ　Ｔｉｍｅ－Ｊｏｕｒｎｅｙ　ｏｆ　Ｄｒ．Ｂａｒｔｏｎ，１９３０），讲述的就是一位

科学家乘坐“时间机器”旅行到２０００年后未来世界的故事。《自然》杂志对该书也发表了书评。瑐瑠

威尔斯对时间机器的想象其实和当时一个时髦的科学论题———第四维（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有关。这时期的一些流行科学杂志———其中包括《自然》，为了满足公众对第四维的好奇心，不时

会刊登一些和“第四维”相关的文章。瑐瑡 １９０８年底，《科学美国人》甚至公开悬赏５００美元，寻求对

６７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瑐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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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Ｇ．Ｗｅｌｌｓ．“Ｐｅｃｕｌｉａ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ａｔｕｒｅ．１８９５－１－１７．５１：２７４．
Ｈ．Ｇ．Ｗｅｌｌｓ．“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０２－０２－０６．６５：３２６－３３１．
“Ｄａｙｓ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ｐａｓｔ”．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６－１２－２１．４４４：９７２．
Ｈ．Ｌｅｖｙ．“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Ｈ　Ｇ　Ｗｅｌｌｓ”．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２７－１０－０８．１２０：５０３－５０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Ｎａｔｕｒｅ．１８９５－０７－１８．５２：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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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穆蕴秋，等　威尔斯与《自然》杂志科幻历史渊源

“第四维”的最佳解释，这一征文比赛吸引了大量的读者来稿。瑐瑢

小说中，威尔斯把“第四维”表述为“时间”尽管别具匠心，但并非是开创性的。终生致力于“第四

维”通俗化和形象化的英国数学家查理斯·欣顿（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ｉｎｔｏｎ）在他１８８４年发表的《科学冒险故事》
的第一个故事《什么是第四维？》（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中，就已经把第四维表述为时间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时间机器》之前，《自然》杂志还发表过另一部和“维度”有关的幻想小说书评：
《平面国：多维冒险故事》（Ｆｌａｔｌａｎｄ：Ａ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ｎｙ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１８８４）。瑐瑣 ２００１年，数学家伊恩·
斯图尔特（Ｉａｎ　Ｓｔｅｗａｒｔ　１９４５～）仿 照 这 部 小 说 写 了 数 学 普 及 著 作《平 面 国 续 篇》（Ｆｌａｔｔｅｒｌａｎｄ：Ｌｉｋｅ
Ｆｌａｔｌ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Ｍｏｒｅ　Ｓｏ，２００１），讨论数学上的一些高维问题，《自然》随后也发表了评论。瑐瑤

２．星际旅行幻想

《自然》杂 志 发 表 了 以 下 几 部 威 尔 斯 星 际 幻 想 小 说 的 书 评：《世 界 之 战》（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１８９８）、瑐瑥《先到达月球的人》（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ｏｎ，１９０２）、瑐瑦《新人来自火星》（Ｓｔａｒ－
Ｂｅｇｏｔｔｅｎ，１９３７）。

１９世纪后期，火星探索研究在欧洲天文学界炙手可热，相对应的，这一时期文学领域出现了大

量以火星为主题的科幻作品，其中最知名的当属威尔斯１８９８年发表的《世界之战》。小说引入了

１８９４年刊登在《自然》杂志上一次备受关注的火星观测结果，作为故事背景。笔者在此前的一篇文

章中，对这一过程已进行了详细考察。瑐瑧

１９３７年，威尔斯发表了另一部火星题材科幻小说《新人来自火星》（Ｓｔａｒ　Ｂｅｇｏｔｔｅｎ）。书中火星人

不再像《世界之战》一样，通过飞行器加死光武器的豪夺强取来入侵地球，而是采用一种渐进式的、更
为隐秘也更为有效的手段，他们以“不断增加的精确度和有效性，向人类发射某种宇宙射线”，改变人

类内部身体结构，最终把地球人改造成火星人。当谜底揭开时，那些最先意识到地球已经被火星人入

侵的人们，却很可能就是新一代的火星人。《新人来自火星》隐含的社会寓意也许远远超越《世界之

战》，但名头却远不如前者来得响亮，不过，《自然》杂志同样对它发表了评论。瑐瑨

相较火星幻想题材的小说在１９世纪后期才大量涌现，以月球旅行为主题的幻想作品１７世纪

就已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威尔斯的《先到达月球的人》只是其中较为人知的一部。小说十三章

中提到《开普勒的月亮之梦》（Ｋｅｐｌｅｒｓ　Ｄｒｅａｍ，１６３４）一书中对月亮背面世界的想象，证明威尔斯是

仔细阅读过开普勒这部掺杂大量想象的天 文学 论 著的。《开普勒的月亮之梦》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７年先

后两次被译成英文出版，《自然》杂志都发表了评论。瑐瑩瑑瑠

除了以上威尔斯的三部星际幻想小说，《自然》杂志还发表了大量星际幻想主题的科幻小说书

评，这里附带整理如下：
《奇 人 先 生 的 密 封 袋》（Ｍｒ．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Ｓｅａｌｅｄ　Ｐａｃｋｅｔ，１８８９），瑑瑡《旅 行 到 其 它 世 界：未 来 历

险 记》（Ａ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ｌｄｓ：Ａ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１８９４），瑑瑢《月 亮 上 的 人》（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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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

ｐｅｏｐｌｅ　ｏ　ｆ　ｔｈｅ　ｍｏｏｎ，１８９５），瑑瑣《火 星 确 有 来 世》（Ｔｈ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ａ　Ｆｕｔｕｒｅ　Ｌｉｆｅ　ｉｎ　Ｍａｒｓ，
１９０３）②瑑瑤，《金 星 旅 行 记》（Ａ　Ｔｒｉｐ　ｔｏ　Ｖｅｎｕｓ，１８９７），瑑瑥《插 翅 之 旅，关 于 两 颗 星 球 的 故 事》（Ｔｈｅｉｒ
Ｗｉｎｇｅｄ　Ｄｅｓｔｉｎｙ，ｂｅｉｎｇ　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Ｔｗｏ　Ｐｌａｎｅｔｓ，１９１２），瑑瑦《黑 云》（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Ｃｌｏｕｄ，１９５７），瑑瑧《行

星 地 球 之 外》（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ｔ　ｅａｒｔｈ，１９６１），瑑瑨《乔 治 开 启 宇 宙 的 秘 密 钥 匙》（Ｇｅｏｒｇｅｓ　Ｓｅｃｒｅｔ
Ｋ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２００７）。瑑瑩

３．反思科学技术的作品

《自然》杂志评论的威尔斯的《食神》（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ｄｓ，１９０４）瑒瑠和《制造奇迹的人》（Ｍａｎ
ｗｈｏ　ｃｏｕｌｄ　ｗｏｒｋ　Ｍｉｒａｃｌｅｓ，１９３６），瑒瑡都含有很明显的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的意味。

《神食》讲述一种 叫“神 食”的 药 物 能 让 所 有 生 物 疯 狂 生 长，吃 了 这 种 食 物 的 人 也 变 成 了“巨

人”，如此一来，普通 人 和“巨 人”的 矛 盾 就 不 可 避 免 地 产 生 了。《制 造 奇 迹 的 人》充 满 童 话 寓 言 色

彩，小说主人公发现自己突然具备了可以随 心 所欲改 造 世 界的 超凡 能 力，他原本希望用这种能力

把世界变得更美好，但事情却弄得一团糟，他最后许愿放弃这种能力，事情才重回正轨。
除了这两部作品，《自然》杂志发表的类似作品书评还包括：《美丽新世界》（Ｂｒａｖ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１９３２，反乌托邦），瑒瑢《温室》（Ｈｏｔ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２，全球变暖），瑒瑣《秘密》（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２００２，克隆技术），瑒瑤

《窑人》（Ｋｉｌｎ　Ｐｅｏｐｌｅ，２００２，人 工 智 能），瑒瑥《阿 纳 塞 姆》（Ａｎａｔｈｅｍ，２００８，科 学 与 社 会），瑒瑦《螺 旋 线》
（Ｓｐｉｒａｌ，２０１１）等等。瑒瑧

这些著作中，名头最大的当属“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的《美丽新世界》，它刚一出版，《自然》杂

志即推断它会是“一部伟大的著作”———这倒确实是一个正确的预言。
此外，美国科幻作家尼尔·史蒂文森（Ｎｅａｌ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１９５９～）在２００８年发表的《阿纳塞姆》

（Ａｎａｔｈｅｍ），也很值得一提。小说故事背景设置在虚构行星 阿 伯 雷（Ａｒｂｒｅ）上 一 个 名 叫 阿 纳 塞 姆

（Ａｎａｔｈｅｍ）的国度，多年前一系列严重的技术灾难使得这颗星球差点毁灭，科学家此 后 沦 为 下 等

人，被流放到和普通阿纳塞姆民众居住的“塞库拉世界（Ｓｃｕｌａｒ　ｗｏｒｌｄ）”完全隔离的地方。为了避

免重复过去的灾难，阿 纳 塞 姆 严 禁 讨 论 科 学 问 题，也 不 允 许 使 用 先 进 技 术，科 学 家 甚 至 没 有 生 育

权，他们只能从塞库拉世界寻找一些有天赋的孤儿来补充群体的数量。小说主要情节围绕突然出

现在行星上空的一艘外星飞船所引发的各种矛 盾 展开。《自然》杂志的书评认为，小说是一次“别

具匠心的尝试”。而作品真正有思想深度的 地 方还在 于，作者对科学与社会关系进行探索的思想

实验是在“反科学主义”纲领下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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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Ｈａｌｄａｎｅ．Ｄｒ．Ｈｕｘｌｅｙ　ａｎｄ　Ｍｒ．Ａｒｎｏｌｄ”．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３２－０４－２３．１２９：５９７－５９８．
“Ｃａｓｐａｒ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Ｑ＆Ａ：Ｔｕｒｎ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ｈｅａｔ　ｏｎ　ｓｃｉ－ｆｉ”．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８－０８－０７．４５４：６９８．
“Ｊｕｓｔｉｎｅ　Ｂｕｒｌｅｙ．Ｅｘａｃｔ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２－０５－１６．４１７：２２４－２２５．
“Ｈｅｎｒｙ　Ｇｅｅ．Ｇｏｌｅｍ　Ｓｃｈｍｏｌｅｍ”．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１－１２－２０．４１４：８４８－８４９．
“Ｉｍｐｒｉｓｏｎｅｄ　ｂ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８－１１－２７．４５６：４４６－４４７．
“Ｂａｌｌ　Ｐ．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ｔｔａ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ｌｌｅｒ　ｆｕｎｇｉ”．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１－０３－１０．４７１：１６３．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穆蕴秋，等　威尔斯与《自然》杂志科幻历史渊源

４．乌托邦作品

作为一位热衷于社会变革的知识分子，威尔斯还创作了多部乌托邦小说来表达自己对未来社

会的愿景。《自然》杂志发表评论的乌托邦小说包括：《制造人类》（Ｍａｎｋｉ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现代

乌 托邦》（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Ｕｔｏｐｉａ，１９０５），瑒瑨《彗星来临》（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ｅｔ，１９０６），瑒瑩，《上帝化身》
（Ｍｅｎ　Ｌｉｋｅ　Ｇｏｄｓ，１９２３），瑓瑠《未 来 事 件：终 结 革 命》（Ｔｈｅ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ｏ　Ｃｏｍｅ：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９３３）。瑓瑡

《现代乌托邦》描写了一个“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在虚构基础上掺杂了大量哲学讨论。《彗

星来临》讲述一颗从天空中划过的彗星，对人类本性产生了奇特影响，人们从短暂的沉睡中醒来后

都变得理性、诚实、善良，世界秩序从此大大改观，原本已经腐化、堕落、濒临崩溃的世界随后转变

成了一个美好的乌 托 邦 世 界。《上 帝 化 身》讲 述 主 人 公 在 一 次 驾 车 过 程 中，意 外 行 驶 到 了 另 一 个

“乌托邦”平行世界的故事。
小说《未来事件：终结革命》是“未来历史（ｆｕｔｕ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故事类型中最知名的作品。假托出

自一位外交官之手，他在睡梦中阅读了一本２１０６年出版的历史课本，醒来后记录了书中的一些片

段。小说别具创意的地方还在于，威尔斯在书中采用“伪学术”的方式添加了大量注释和索引，用

来解释那些发生在未来的著名虚拟事件。通过这种对未来世界局势的想象和描绘，威尔斯表达了

他把世界政府作为解决人类问题方案的政治理想。
《自然》对《未来事件》这部作品颇为关注，小说在１９３６年被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时，杂志先后发表了两

篇影评，除了称其为“非同凡响的影片（ｍａｒｖｅｌｌｏｕｓ　ｆｉｌｍ）”，还提及威尔斯也积极参与了影片的制作。瑓瑢瑓瑣

值得一提的是，在刚刚过去的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自然》杂志于显著位置发表了正在热映的

影片《地心引力》（Ｇｒａｖｉｔｙ）的影评，称“《地心引力》确实是一部伟大的影片”。瑓瑤 这篇影评的发表让

许多迷信《自然》杂志神坛地位的人士感到“震撼”，他们惊呼：《自然》杂志竟然会发表影评？！是科

幻变了，还是《自然》变了。
其实，《自然》一直持续发表科幻影评，到目前为止评论的科幻电影已达近２０部，其中著名的

影片包括１９６８年 的《２００１：太 空 奥 德 赛》（２００１：Ａ　Ｓｐａｃｅ　Ｏｄｙｓｓｅｙ），２００４年 的《后 天》（Ｔｈｅ　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和２０１０年的《盗梦空间》（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后天》的影评甚至达三篇之多（参见表１
及相关注释）。

除了威尔斯乌托邦作品的评论，２００１年，《自然》还发表了爱德华·贝拉米（Ｅｄｗａｒｄ　Ｂｅｌｌａｍｙ，

１８５０～１８９８）１８８８年发表的“未来历史”乌托邦经典《回顾：２０００～１８８７》（Ｌｏｏｋｉｎｇ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２０００－
１８８８）新版书评。评论认为，《回顾》是乌托邦作品中的一个异类，相较于反乌托邦作品正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乌托邦题材的作品已经逐渐走向衰落，但《回顾》目前仍然畅销不衰。瑓瑥

９７

瑒瑨

瑒瑩

瑓瑠

瑓瑡

瑓瑢

瑓瑣

瑓瑤

瑓瑥

Ｆ．Ｃ．Ｓ．Ｓ．“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Ｕｔｏｐｉａ”．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０５，７２：３３７－３３８．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ｅｔ”．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０６．７５：１２４－１２５．
Ｊ．Ｓ．Ｈ．“Ｍｅｎ　Ｌｉｋｅ　Ｇｏｄｓ”．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２３．１１１：５９１－５９４．
Ｌ．Ｈ．“Ｗｅｌｌｓ　Ｃｏｍｅｓ　Ｂａｃｋ”．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３３．１３２：６２０－６２２．
Ｔ．Ｇ．Ｔｈｉｎｇｓ　ｔｏ　Ｃｏｍｅ．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３６－０１－１１．１３７：５０．
Ｍｒ．Ｈ．Ｇ．“Ｗｅｌｌｓｓ　Ｆｉｌｍ‘Ｔｈｉｎｇｓ　ｔｏ　Ｃｏｍｅ’”．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３６－０２－２９．１３７：３５２．
“Ｓｐａｃｅ　Ｓｐｅｃｔａｃｕｌａｒ”．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５０３：２１３．
Ｈｏｗａｒｄ　Ｐ．Ｓｅｇａｌ．“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１８８８”．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１－０２－０１．４０９：５６３．
《回顾》是中国晚清引入的第一部西洋小说，它目前 已 出 了 五 个 中 译 本。最 早 的 节 译 本 由《万 国 公 报》于１８９１年１２
月至１８９２年４月进行了连载，名为《回头看纪略》（译 者 析 津）。１９６３年，该 小 说 的 中 文 全 译 本 由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书名改为《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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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自然》杂志发表影评的科幻电影

导　　演 电　　影 年份 主题

Ｆｒｉｔｚ　Ｌａｎｇ 《月亮上的女人》瑓瑦（Ｆｒａｕ　ｉｍ　Ｍｏｎｄ） １９２９ 月球旅行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Ｋｏｒｄａ 《未来事件》瑓瑧Ｗｅｌｌｓｓ　Ｆｉｌｍ“Ｔｈｉｎｇｓ　ｔｏ　Ｃｏｍｅ” １９３６ 乌托邦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Ｋｕｂｒｉｃｋ 《２００１：太空奥德赛》瑓瑨（２００：Ａ　Ｓｐａｃｅ　Ｏｄｙｓｓｅｙ） １９６８ 太空探索

Ｇｅｏｒｇｅ　Ｍｉｌｌｅｒ 《罗伦佐油》瑓瑩（Ｌｏｒｅｎｚｏｓ　Ｏｉｌ） １９９３ 新技术

Ｓｔｅｖｅｎ　Ｓｐｉｅｌｂｅｒｇ 《侏罗纪公园》瑔瑠（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Ｐａｒｋ） １９９３ 克隆技术

Ａｎｄｒｅｗ　Ｎｉｃｃｏｌ 《千钧一发》瑔瑡（ＧＡＴＴＡＣＡ） １９９７ 基因技术

Ｒｏｇｅｒ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丹特峰》瑔瑢（Ｄａｎｔｅｓ　Ｐｅａｋｓ） １９９７ 火山灾难

Ｃａｒｌ　Ｓａｇａｎ（作者） 《接触》瑔瑣（Ｃｏｎｔａｃｔ） １９９７ 地外文明

Ｍｉｒｉａｍ　Ｌｅｄｅｒ 《大冲撞》（Ｄｅｅｐ　Ｉｍｐａｃｔ） １９９８ 末日灾难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Ｈｅｎｓｌｅｉｇｈ 《绝世天劫》瑔瑤（Ａｒｍａｇｅｄｄｏｎ） １９９８ 末日灾难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ｎｄｅｌ　ｅｔ　ａｌ． 《Ｘ档案》瑔瑥（Ｘ－Ｆｉｌｅｓ） １９９８ 遭遇外星人

Ａ．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Ｓｔａｎｔｏｎ　Ｊｒ． 《海底总动员》瑔瑦（Ｆｉｎｄｉｎｇ　Ｎｅｍｏ） ２００３ 冒险故事

Ｒｏｌａｎｄ　Ｅｍｍｅｒｉｃｈ 《后天》瑔瑧（Ｔｈｅ　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２００４ 气候与环境

Ｎｉｃｋ　Ｈａｍｍ 《天赐》瑔瑨（Ｇｏｄｓｅｎｄ） ２００４ 克隆技术

Ｄａｒｒｅｎ　Ａｒｏｎｏｆｓｋｙ 《珍爱泉源》瑔瑩（Ｔｈｅ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 ２００６ 寻求永生

Ｄａｎｎｙ　Ｂｏｙｌｅ 《太阳浩劫》瑖瑠（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２００７ 末日灾难

Ｒａｎｄｙ　Ｏｌｓｏｎ 《极热》瑖瑡（Ｓｉｚｚｌｅ） ２００８ 气候变暖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ｔａｎｔｏｎ 《机器人瓦力》瑖瑢（ＷＡＬＬ．Ｅ） ２００８ 人工智能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Ｎｏｌａｎ 《盗梦空间》瑖瑣（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现实与梦境

Ａｌｆｏｎｓｏ　Ｃｕａｒóｎ 《地心引力》（Ｇｒａｖｉｔｙ） ２０１３ 太空探索

０８

瑓瑦

瑓瑧

瑓瑨

瑓瑩

瑔瑠

瑔瑡

瑔瑢

瑔瑣

瑔瑤

瑔瑥

瑔瑦

瑔瑧

瑔瑨

瑔瑩

瑖瑠

瑖瑡

瑖瑢

瑖瑣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１－１１－０８．４１４：１５２．
Ｌ．Ｖ．Ｍｒ．Ｈ．Ｇ．“Ｗｅｌｌｓｓ　Ｆｉｌｍ“Ｔｈｉｎｇｓ　ｔｏ　Ｃｏｍｅ””．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３６－０２－２９．１３７：３５２．
Ａｕｂｒｅｙ　Ｅ．Ｓｉｎｇｅｒ．“Ｈｏｍｏ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ｕｓ”．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６８－０６－０１．２１８：９０１．
Ｆｒｅｄ　Ｓ．Ｒｏｓｅｎ．“Ｐｅｒｎｉｃｉｏｕ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３－０２－２５．３６１：６９５．
Ｉａｎ　Ｄ．Ｄｕｎｃａｎ．“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Ｌｏｒｅｎｚｏｓ　ｏｉｌ”．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３－０８－０５．３６４：４７６．
Ｈｅｎｒｙ　Ｇｅｅ．“Ｊａｗｓ　Ｗｉｔｈ　Ｃｌａｗｓ”．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３－０６－２４．３６３：６８１．
Ｋｅｖｉｎ　Ｄａｖｉｅｓ．“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ｏｗｎ　ｔｏ　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７－１１－６．３９０：３３．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Ｆｉｎｋ．“Ｃｉｎｅｍａｇｍａｔｉｃ　Ｍａｙｈｅｍ”．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７－０３－０６．３８６：３３．
Ｌｅｓｌｉｅ　Ｓａｇｅ．“Ａｌｉｅｎｓ，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Ｖｉｄｅｏｔａｐｅ”．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７－０８－１４．３８８：６３７．
Ｋｅｖｉｎ　Ｚａｈｎｌｅ．“Ｒｏｃｋｙ　Ｈｏｒｒｏｒ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Ｓｈｏｗｓ”．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８－０７－３０．３９４：４３５．
“Ｈｏｗ　ｎｏｔ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Ｘ－Ｆｉｌｅｓ”．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８－０８－２７．３９４：８１５．
Ａｌｉｓｏｎ　Ａｂｂｏｔ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ｖｉｅｓ：Ｔｈｅ　ｆａｂｕｌｏｕｓ　ｆｉｓｈ　ｇｕｙ”．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４－０２－１９．４２７：６７２－６７３．
Ｍａｒｋ　Ｐｅｐｌｏｗ．“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Ｍｏｖｉｅ　Ｍａｋｅｓ　Ｗａｖｅｓ”．（２００４－０５－１７）［２０１３－５－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ｎｅｗｓ／２００４／０４０５１２／ｆｕｌｌ／ｎｅｗｓ０４０５１０－６．ｈｔｍｌ
“Ｍｙｌｅｓ　Ａｌｌｅｎ．Ｆｉｌｍ：Ｍａｋｉｎｇ　ｈｅａｖｙ　ｗｅａｔｈｅｒ”．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４－０５－２７．４２９，３４７－３４８．
Ｑｕｉｒｉｎ　Ｓｃｈｉｅｒｍｅｉｅ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Ｍｏｖｉｅ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４－０９－０２．４３１：４．
Ｈｅｌｅｎ　Ｐｅａｒｓｏｎ．“Ｈｏｌｌｙｗｏｏｄ　ｇｒａｐｐ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ｕｍａｎ　ｃｌｏｎ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　２００４－０４－２９．
Ｅｍｍａ　Ｍａｒｒｉｓ．“Ｆｉｌｍ：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Ｉｍ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６－１２－０７．４４４：６８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ｅｂｂ．Ｆｉｌｍ：“Ｄａｒｋ　ｄａｙｓ　ａｈｅａｄ”．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７－０４－０５．４４６：６１５．
Ｅｍｍａ　Ｍａｒｒｉｓ．“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ｍｅｄｙ　ｆａｌｌｓ　ｆｌａｔ”．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８－０７－１７．４５４：２７９．
Ａｎｄｒｅｗ　Ｈ．“Ｋｎｏｌｌ．Ｒｏｍａ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Ｒｏｂｏｔｓ”．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８－０７－２４．４５４：４０７．
Ｃｈｒｉｓｔｏｆ　Ｋｏｃｈ．“Ａ　ｓｍａｒｔ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ａｉｎ　ｈａｃｋ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０－０９－０２．４６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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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杂志与科幻的历史渊源

本文上一小节对《自然》杂志上与威尔斯相关的科幻小说书评进行了分类考察，上述考察不能

不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从威尔斯的年代直至现今，《自然》杂志上为何会发表数量如此众多的

科幻书评和影评？

当然，从前面的论述结果来看，如果认为被评论的这些科幻作品通过各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

参与了科学探索活动，可以构成这个问题的一个解释。瑖瑤 但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

答这个问题。
首先，《自然》杂志关注科幻，是最初两任主编遗留下来的传统。

１８６９年，著名天文学家诺曼·洛克耶（Ｎｏｒｍａｎ　Ｌｏｃｋｙｅｒ，１８３５～１９２０）成为《自然》杂志第一任

主编，他在这一职位上任职达５０年之久。洛克耶在欧洲天文学界的名头主要和他的一项成就有

关，１８６８年，他通过分析日珥光谱推断出存在一种新元素“氦”———几乎同时，法国物理学家朱利叶

斯·詹森（Ｊｕｌｅｓ　Ｊａｎｓｓｅｎ，１８２４～１９０７）也获得了相同的结论，他们随后共同分享了这一荣誉。
洛克耶除了专职进行太阳物理学前沿 研究，晚年时还对科学史萌生浓厚兴趣，在《自然》上发

表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瑖瑥而《自然》杂志最早的科幻源头，就可以追溯到他１８７８年为儒勒·凡尔

纳（Ｊｕｌｅｓ　Ｖｅｒｎｅ，１８２８～１９０５）英文版科幻小说集写的书评。瑖瑦

在这篇评论中，洛克耶认为凡尔纳小说最具价值的地方在于能够准确向青少年传授科学知识。
他例举《从地球到月亮》中非常“符合天文学原理”的情节———向月亮发射炮弹为例，认为这段故事有

助孩子们对重力原理的认识和了解，“很可能是他们阅读半打教科书都无法取得的”。洛克耶还用去

文章三分之一的篇幅摘引凡尔纳《太阳系历险记》第二部分第八章中一位科学人士测量彗星体积、质
量和密度的过程，借以说明“法国通俗文学令人愉快的写作风格”是如何寓教于乐的。瑖瑧

事实上，与洛克耶的看法相反的是，单纯追求科学知识的准确性，但缺乏思想性，恰恰是凡尔

纳的科幻作品在一些文学人士眼中“品次”不高的缘故。譬如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Ｊ．Ｂｏｒｇｅｓ，

１８

瑖瑤

瑖瑥

瑖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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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Ｌｏｃｋｙｅｒ．“Ｔｈｅ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ｂｅｓ”．Ｎａｔｕｒｅ．１８９３－０８－０３．．４８：３１８－３２０．
Ｎ．Ｌｏｃｋｙｅｒ．“Ｏｎ　Ｓｏｍ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ＩＩ”．Ｎａｔｕｒｅ．１８９２－０２－１８．４５，３７３－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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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纳的这部小说集收入了的七部科幻小说：《太阳系历险记》（Ｈｅｃｔｏｒ　Ｓｅｒｖａｄａｃ，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ｒｅｅｒ　Ｏｆ　Ａ　Ｃｏｍｅｔ），《从

地球到月亮》（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ｏｎ），《环绕月球》（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ｏｎ），《海底两万里》（Ｔｗｅｎｔｙ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Ｌｅａｇｕ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ａ），《八十天环绕地球》（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Ｅｉｇｈｔｙ　Ｄａｙｓ），《盛产皮毛之邦或北纬七十度》
（Ｔｈｅ　Ｆ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一个在冰雪中度过的冬天》（Ａ　Ｗｉｎｔｅｒ　Ａｍｉｄ　Ｔｈｅ　Ｉｃｅ）。
洛克耶的书评参见：“Ｈｅｃｔｏｒ　Ｓｅｒｖａｄａｃ，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ｒｅｅｒ　ｏｆ　ａ　Ｃｏｍｅｔ”．Ｎａｔｕｒｅ．１８７８－０１－１０．１７：１９７－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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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５２．
这种风格的寓教于乐和洛克耶的文学情怀，还体现在他和英国著名作家哈格德（Ｈ．Ｈａｇｇａｒｄ　１８５６～１９２５）交往的一段

趣事中。

参见：“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ｉｒ　Ｎｏｒｍａｎ　ｌｏｃｋｙｅｒ”．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６９－１１－１．２２４：４７３－４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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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９～１９８６）评价王尔德（Ｏ．Ｗｉｌｄｅ，１８５４～１９００）的观点———威尔斯是“一个科学的凡尔纳”，认为这

完全是对威尔斯的“糟蹋”。理由是两者完全不具可比性，“威尔斯是一位可敬的小说家，是斯威夫

特、爱伦·坡简洁风格的继承人；而凡尔纳，只是一位勤奋而笑容可掬的短工。凡尔纳是写给青少

年看的，而威尔斯老少皆宜”。瑖瑨

在洛克耶之后，《自然》杂志的第二任主编格里高利同样对科幻保持浓厚兴趣。格里高利与威

尔斯早年同在伦敦科学师范学院 上 学，成 名 后 一 直 保 持 着 友 谊，瑖瑩他 曾 先 后 为 四 部 科 幻 小 说———
《奇人先生的密封袋》、瑘瑠《旅行到其它世界：未来历险记》、瑘瑡《世界之战》、瑘瑢《插翅的命定之旅，关于

两颗星球的故事》，瑘瑣撰写过书评。
值得一提的是，格里高利在《自然》杂 志上还发表过大量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的文章，其中一

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很具启发意义，比如下面文章中的这段话：
认为科学唯一作用是发现和研究自然现象和法则，并不关乎所获得的社会观感知识的观

点，应该予以舍弃了。科学不能和道德相剥离，也不能把它作为在和平时期发动战争和搞经

济破坏的借口来开脱罪责。科学人（ｍａ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不应该把和科学发现相关的社 会及政治

问题撇往一旁，因为这类东西很有可能被用于致毁目的。瑘瑤

其次，发表科幻作品评论是２０世纪早期一些科学杂志的普遍做法。除了《自然》杂志，同期的

《大众天文学》（Ｐｏｐｕｌａｒ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现代电学》（Ｍｏｄｅｒ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等科学普及期刊，也发表科幻

小说的 书 评。瑘瑥瑘瑦 以《大 众 天 文 学》为 例，它 讨 论 过 的 科 幻 作 品 包 括 儒 勒·凡 尔 纳 的《地 心 游

记》，瑘瑧《从地球到月亮》，瑘瑨Ｈ．Ｇ威尔斯的《时间机器》，瑘瑩《世界之战》，瑝瑠《到 达 月 球 的 第 一 个 人》，瑝瑡

埃德加·巴勒斯（Ｅ．Ｂｕｒｒｏｕｇｈｓ，１８７５～１９５０）的《地心历险》（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和《火星人

系列》（Ｔｈｅ　Ｍａｒｔｉａｎ　Ｓｅｒｉｅｓ），瑝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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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穆蕴秋，等　威尔斯与《自然》杂志科幻历史渊源

从形式上看，《大众天文学》上这类文章通常有着固定套路，前半部分是科幻作品的故事梗概，
后半部分逐条列举作品中的科学谬误（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ｉｅｓ）———这些谬误通常都达数十条之多。
在这种讨论框架下，那些有名的科幻经典 几乎完全沦为科学发现和科学事实的附庸。相较而言，
尽管《自然》杂志不乏对科幻作品进行“纠错”的那类文章，但总体来看评论内容要丰富许多。

四、从威尔斯的遭遇看英国学界眼中的《自然》杂志

《自然》如今被看作“顶级科学杂志”，在中国学界更有着神话般的声誉和地位，这很容易给人

造成一种错觉，即《自然》在科学界所具有的这种“高贵”形象，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但真实的情形

究竟如何呢？通过威尔斯的遭遇，或许有助于我们澄清这样的误解。

１９６６年，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举办威尔斯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因提出“两种文化”观点而知

名的斯诺（Ｃ．Ｐ．Ｓｎｏｗ，１９０５～１９８５）撰写了纪念文章。瑝瑣瑝瑤 斯诺谈到与威尔斯生前的一些交往细

节，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尽管威尔斯在文学领域有着无可争议的杰出声望，但他更在意的

却是另一件事———渴望成为英国皇家学会成员，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接纳。按照斯诺的说法：
这样的想法并没有随着威尔斯逐渐 年 老而 消退，而是变得愈发强烈。尽管越来越失望，

但他坚持认为，只有进入皇家学会才能证明自己的成就。

１９３０年代，年过七十的威尔斯向伦敦大学提交博士论文获取学位———《自然》杂志后来刊登了

这篇论文的节选！瑝瑥 斯诺把这一 行 为 解 读 为“这 只 是 他 为 了 证 明 自 己 也 能 从 事 令 人 尊 敬 的 科 学

工作”。
一些和威尔斯交好的科学人士，如著名生物学家、皇家学会成员朱利安·赫胥黎（Ｓｉｒ　Ｊ．Ｈｕｘｌｅｙ，

１８８７～１９７５），曾努力斡旋推举他进入皇家学会，但结果未能如愿。在威尔斯晚年，这件事成了困

扰他的一大心结，１９３６年，威尔斯被推举 为英国 科 学 促 进 会 教 育 科 学 分 会 主 席，但 他 仍 然 满 怀 失

望，认为自己从未被科学团体真正接纳。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斯诺提到的皇家学会拒绝威尔斯的理由：

皇家学会当前只接受从事科学研究或对知识做出原创性贡献的人士为会员。威尔斯是

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并不符合可以为他破例的条件。
从前文的考察结果来看，威尔斯本人在《自然》杂志上共发表过２６篇文章，但这些文章显然并

没有被英国皇家学会看作“科学研究或对知识做出原创性贡献”的成果。换言之，威尔斯并没有因

为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这些文章获得“科学人士”的资格。
从实际情形来看，这个结论倒并非是对威尔斯的个人偏见所致，因为，即便是为威尔斯抱不平

的斯诺那里，也是持同样的观点。斯诺为威尔斯辩护，说尽管皇家学会的说法貌似合理体面，但并

不是事实，皇家学会一直以来实行的是推选制，被推选的人中不乏内阁大臣和高官———甚至就在

威尔斯落选前两三年，还有多名政客高官入选。斯诺因此替威尔斯叫屈：
这些非科学人士为国家作出过杰 出贡 献，当然没错；他们当选是荣誉的象征，实至名归；

但问题是，他们都行，为什么威尔斯不行？

斯诺的这段话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非科学人士也可入选英国皇家学会；其次，斯诺

想要争取的只是威尔斯能享有和其他杰出非科学人士一样的待遇。
按照学界规则，被同行接纳最直接有效 的 方式，就是到相关的正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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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观点。但是，被《自然》杂志“宠爱”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威尔斯，却始终未能获得英国主流科

学共同体的接纳，这只能证明，至少在威尔斯生活的年代，《自然》在英国学界眼中还只是一份普通

的大众科学读物。
说到底，威尔斯的遭遇只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种偏见的普遍性：在科普杂志上发表文章，

无论数量、质量和社会影响达到怎样的程度，都完全不会有助于提升作者在科学界的学术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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