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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刊发这
篇文章前近两个月
的时间，本报记者
一直通过《张家口
日报》原记者、原
张家口邮电局离退
休人员等多种渠
道，试图与张然的
家人取得联系，但
都未果。

前不久，我们
在“知乎”上一篇与
张然有关的帖子
下，看到一位名为

“稳稳的幸福”的网
友 在 2020 年 8 月
20日的留言，应为
张然的外孙（女）。

留言中说：您
好，这本书的作者
是张然，我已故的
姥爷，书中文字撰
写是姥爷，插图为
我姥姥 （孔庆玲）
所绘，今年已经
90 岁了。今天看
到有人还在讨论
它，很亲切。

我们也通过留
言希望能与张然的
外孙（女）取得联
系，但尚未得到
回复。

为何有关新中
国第一部科幻小说
作者的信息如此
之少？

一方面，这与
张然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后专注
本职工作、不再进
行文学创作有关，另一方面，也与
新中国成立初期，科幻小说刚刚拉
开序幕，还未受到学术界关注和重
视有关。

所谓科幻，是以既有的科学知
识为基础，对科学领域的事物作大
胆超然幻想，因此科幻小说所描写
的应该是超越现实、具有不同于现
实世界秩序与规范、充满虚拟与想
象的未知世界。

当时的科幻小说，大多描写与
现实生活相关的科技革命现象，突
出特征是立足现实、重视科技知识
的普及和科学意识的传播，虽然在
不发达的中国科幻小说史上，它们
占有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但较强
的科普性使其在思想层面缺乏足够
的人文关怀，同时有着幻想性不
足、故事情节单一、人物形象扁平
化等艺术上的不足。

1978 年初，全国科学大会召
开，科技解放生产力、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成为时代主题，在一定程度
上唤醒了民众的科学意识，催生了
科幻小说创作热潮。

许多作品，反映了人们当时
对诸多现实科技问题的关注和
探索。

民以食为天，所以杂交种植技
术成为上世纪70年代中国特别重
视的科技问题，动植物杂交知识受
到普遍关注，因此，新时期伊始许
多科幻小说作者将目光投向该领
域。《翡翠岛》《魔园》就是描写科
学家如何进行动植物细胞移植，并
培育出新型农作物或养殖出依靠太
阳能生活的动物的科技实验。

新能源作为彼时科技革命的另
一个重要话题，同样引起了科幻小
说作者的关注，出现了一批与新能
源开发相关的作品。例如，《未来
建筑参观记》《保险柜里的梦》描
绘了利用太阳能电池供电取暖的现
象，《未来的燃料》《到珠穆朗玛峰
去》分别涉及了对氢能和地热能的
使用，《蓝色的包围圈》则介绍了
植物由于光合作用而产生电能的
原理。

近几年，随着刘慈欣的《三体
1》和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接连
斩获“雨果奖”，中国科幻小说获
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不仅主流文学
界、批评界将目光投向中国科幻小
说，影视圈、互联网、产业界也对
科幻给予热切关注。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
立至今，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
来，中国科幻小说有了长足的
发展。

文/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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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游太阳系》，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科普型科幻小说。
遗憾的是，与小说的作者张然相关的生平和创作研究，长期以来几乎是空白，这也

是研究新中国早期科幻作家和作品时绕不开的难题。
近来，通过1950年出版的一期《新儿童》杂志，我们找到了一篇张然为期刊小读者

撰写的特稿——《我看到了新中国的新儿童》。
在特稿后面的“编者按”中，这样写道：“本文作者张然同志，是这一次出席全国

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之一，他是张家口电信局的技术工人，今年才二十
二岁。”

这位出自河北的科幻小说作家究竟是何许人？《梦游太阳系》讲述了什么内容？当
年张然从事创作时的具体情况又是什么？随着进一步的追寻，我们找到了更多张然70
多年前创作新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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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然张然。。

天津知识书店1950年12月出
版的《梦游太阳系》书影。

《梦游太阳系》部分目录。

寻找作者张然

1950年12月，天津知识书店出
版了“新少年读物”系列丛书中的

《梦游太阳系》 一册，作者张然。
全书共 12 章，约 35000 字 （加上后
记和附表），采用少儿喜爱的 36 开
本，一版印刷8000册。

因为小说题材新颖，适合科普
科幻爱好者和少年儿童阅读，在
1951年 1月加印了 3000册，总印数
达到11000册。

武田雅哉和林久之合著的 《中
国科学幻想文学史》 中提到，新中
国科幻第一部重要出版物是张然创
作的《梦游太阳系》；

著名小说家叶永烈撰写的 《中
国科幻百年回眸》 一文中，将 《梦
游太阳系》 视为新中国出版的第一
部科幻小说 （同时也是首部少儿科
普小说）；

科幻作家吴岩在 《科幻六讲》
里，也将这部作品确认为新中国首
部科幻小说。

遗憾的是，与小说作者张然相
关的生平和创作研究，长期以来几
乎是空白，这成为研究新中国早期
科幻作家和作品时绕不开的难题。

寻找张然的过程，还要从一份
老期刊说起。这份刊物，是由天津
知识书店新儿童社编辑出版的 《新
儿童》。

在 1949 年 11 月 20 日的第 16 期
和12月5日的第17期上，有一篇名
为 《白色的孙猴子》 的科普童话连
载，作者竟是张然。

这篇童话主要是介绍地球的天
体现象小常识，比如在第17期上连
载时的小标题分别是“云和雾”

“雨和雪”等。
随后，在 1950 年 2 月 1 日和 2

月 16 日的第 20 期、第 21 期上，再
次发现了一篇张然的连载科普小说

《到冷国去》，小标题分别是“绝对
温度”“氢的河流”“最顽固的气
体”“顽固气体向人类投降”等，
写得深入浅出，读来妙趣横生。

既然 《新儿童》 刊物与新中国
第一部科幻小说 《梦游太阳系》 同
为天津知识书店所出版，两位名为
张然的作者会是同一个人吗？

没想到，在 1950 年 10 月 16 日
第37期的《新儿童》上，又有了更
大的惊喜。

在这一期的卷首篇，刊登了
《新儿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一周年首都盛大游行活动”特约
作者、科普作家张然为期刊小读者
撰写的特稿——《我看到了新中国
的新儿童》。

在这篇特稿的后面，刊发了
“编者按”，全文如下：

“本文作者张然同志，是这一
次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
议的代表之一，他是张家口电信局
的技术工人，今年才二十二岁。他
曾经创造了新寻线器回路，改装了
选择器，对人民事业有了新的贡
献。过去，他曾在 《新儿童》 上为
小朋友们写过许多关于自然科学的
文章，希望小朋友们热爱科学，长
大了好为祖国服务。这一篇文章，
是他在北京开会时特地为小朋友们
写的。”

这仅仅164字的“编者按”，让
我们在时隔70多年后，终于对这位
新中国科普科幻史上著名作家张然
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

“编者按”为我们带来了以下
几个信息：张然不仅是22岁的全国
劳模、张家口电信局技工、青年发
明家，同时又是一位擅长写作科
普、科幻和少儿题材作品的作者，
是长期为天津 《新儿童》 撰写科普
文章的重要作者之一。

他曾是位工人劳模

以往，科幻研究者对于这位前
辈的追寻似乎走进了一个误区：这
样一位在新中国科普科幻史上占有
重要位置的作家，一定是个不同凡
响的人物，且十有八九应该来自京
津沪这样相对发达的大城市。

然而实际上，张然并非专业作
家，而是张家口市电信局的一名普
通工人，全国劳动模范。

初步了解作家的情况后，我们
就以张家口劳动模范这条线索，尝
试着走近这位科普科幻创作者，去
了解更多更详细的情况。

在网上，我们查询到一条重要
的信息：《河北首家！张家口市工
运史馆开馆》。

这条消息详细地介绍了这家新
开放的纪念馆。其中，工运史馆大
厅正前方是马万水、李枝谦、马应
诚、于成文、张然、李永年、李淑
梅等 7 位张家口早期劳模的雕塑
群像。

而张家口工运史馆的网络报道
让我们看到了邮电系统劳模张然的
照片，看到了劳模群像里肩扛电话
线的张然。

原来，张然身为新中国电信工
人的优秀代表、改革能手、劳动模
范，早已被写入新中国的劳模历
史中。

翻开 《中国职工劳模大辞典》
（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版），在历
年河北省全国劳模中，张然也位列
其中。

身为工人劳模，张然不仅涉足
少儿科普写作，还完成了新中国第
一部科幻小说的出版，这是足够传
奇的事情。

但是，或许因为张然从事科普
科幻写作时间短暂，或许因为这位
张家口劳模自身十分低调，新中国
科普科幻研究领域中有关张然的情
况，始终是一个空白。

数年前，天津知识书店创办人
杨大辛曾讲述过张然及 《梦游太阳
系》出版的往事。

据杨大辛回忆，天津解放伊
始，知识书店成为天津重要的出版
阵地，创办了 《新儿童》《生活文
艺》《新津画报》等期刊。

张然此前投稿的多部科普童话
和科普小说，发表在《新儿童》上，使
得他迅速成为少年儿童熟悉和喜爱
的科普童话作者。1950 年夏，他将
完成的新作《梦游太阳系》寄给知识
书店。当时，张然即将作为劳模代
表出席全国劳模大会和国庆观礼，
所以编辑叮嘱他以《新儿童》特约作
者身份，完成《我看到了新中国的新
儿童》的北京特稿，让《新儿童》的小

读者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大会和观
礼的盛况。

通过努力寻找，张然的情况越
来越清晰。

此后，我们又找到了一部名叫
《劳模寻踪》 的图书，其中署名
“冯心”的作者以长达 6 页的篇幅，
以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为标
题，详实地介绍了劳模张然。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真正得以
了解工人劳模、业余科普作家张然
的 人 生 轨 迹 。 文 章 在 人 物 简 介
中说：

张然同志生于1928年。祖籍河
北省沧县，1945年沧县师范附中毕
业，考入北京平民中学，后又考入
国立高工电机科，同年又考入伪交
通部电信人员训练所。1947年毕业
后派往唐山电信局工作。1948年调
到张家口电信局自动室工作，历任
张家口市邮电局机务员、副股长、
市机主任、科研所长、技术业务科
长。1950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同年 7 月又光荣地加入中
国共产党。10月光荣出席了全国工
农兵劳模代表大会。从 1950 年到
1955 年连续 6 年被评为省、市劳动
模范，多次出席察哈尔省、河北省
劳模代表大会。1957年任张家口邮
电局副局长。1984年调入秦皇岛市
邮电局任副局长、基建处副主任、
总工程师，并任多年党委委员。
1988年离休，2005年因病逝世，享
年77岁。

文章在第四部分，介绍了张然
在科幻小说创作中的成就。

“张然同志不仅是工作中的劳
动模范和革新能手，而且在文学创
作上也颇有建树。他在1950年出版
了科普小说 《梦游太阳系》，这是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科幻小
说著作……除了出版了《梦游太阳
系》之外，张然还写了《开天辟地的
故事》《石墨的故事》《会变化的孙猴
子》等发表在《中国青年》《儿童时
代》等刊物。他立志将来做一名科
普工作者，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
毅然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全身心投
入到邮电通讯工作中。”

《梦游太阳系》讲了什么

全国劳模张然在年仅22岁时创
作的这部科幻小说究竟讲了什么？

《梦 游 太 阳 系》 分 为 两 大 部
分，前 9 章写了主人公静儿与同伴
柏英梦游太阳系各大行星的故事；
后 3 章写学校的陈老师为课堂上的
同学们解析两个小同学梦游的天文
知识。以文体的性质来说，前 9 章
是属于科幻范畴，而后边的又可以
归为科普范畴了，这也是将 《梦游
太阳系》 定义为“科普型科幻小
说”的重要依据。

科幻作家吴岩在 《科幻六讲》
中这样写道：

《梦游太阳系》 以梦为开端。
以翻跟斗为航天推进的技术方式，
是否可以归为科幻小说，还可以讨
论。而且小说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
差异显著。从梦想到知识普及，应
该算是一部故事体的科学传播作
品。但即便如此，出版界已经看到
故事体在描述科学中的作用。对后
来的科幻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
作用。

所以，让我们重点看看小说前
半部分，作者张然是怎样带领小读
者“梦游”太阳系的。

小说的第一章名为“月亮的故
事”。

开篇写道：“中秋节晚上，静
儿一家都在院子里赏月。老祖母一
边摸着静儿的头，一边给几个孙
儿、孙女讲嫦娥奔月和吴刚伐桂树
的故事……静儿上床后，忽然看见
月亮在对他发笑，还慢吞吞地说：

‘静儿，到这里来玩呀！’真奇怪，

他的衣裳突然不见了，身上长满了
毛，变成了一只猴子。他朝着月亮
的方向翻了几个跟斗，一阵风似的
离开了地球，才七八秒钟就已经登
上了月球。”

月球是主人公静儿梦游太阳系
的第一站。接着，张然通过“到月
球里去”“月球风光”“在月球上打
篮球”“月球上的一课”“看看太阳
去”“太阳里面的古怪事情”“火星
人”等章节，讲述了静儿在太阳系
的所见所闻。

其中，张然对于很多天文知识
的讲述，形象具体。

例如，在静儿到达月球之后，
他观看到一场月球上的“特别”篮
球赛。

“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运动
场，他从人缝中挤了进去，看见一
群人正在比赛篮球。篮球队的队员
个个跳得比房子还高，有两个运动
员在十几米的高空中，撞了个满
怀。”

张然用这样的“月球奇遇”，
向小读者们讲述了月球上的引力
只 有 地 球 的 六 分 之 一 这 一 科 学
知识。

而对于声音无法在真空传播这
样 的 科 学 知 识 ， 张 然 讲 得 更 为
有趣。

“球赛结束以后，许多学生往
教室里跑……讲台上站着的正是
教静儿的陈老师，他朝静儿笑了
笑，一边做着手势，一边在黑板上
写着：‘月球上没有空气，说话听不
见，只能像聋哑人这样讲哑语。’”

今天来看，这部“新少儿读
物”的作品，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科
幻小说是很难满足现代读者口味
的。然而，应该看到，科幻小说的
概念本身也是逐渐演变的，甚至

“科幻”这个词被广泛认可和使用
都是之后的事情了。

在人们广泛使用这个词汇之
前，还有几个概念与之相互交叉影
响，如科学小说、科学小品、科学
文艺，它们都可能是“科幻”的前
身的一部分，不同时期，人们用不
同的概念称呼科幻作品。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中国的
科幻文学能够走到今天，其基因来
源就是这些在现在看来很可能不像
科幻的科幻作品，它们的想象或许
不够绚烂，甚至它们的科学根基也
可能根本就是错的。

《梦游太阳系》 可以说就是这
样一本不太像“科幻”的科幻作
品。但在当时，的确推动了我国科
幻小说写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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