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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项目团队在旌德江氏宗祠查阅
宗谱。

②《人痘术史话———新安医学对人
类免疫学的巨大贡献》图书。

③明代著名学者方以智《物理小
识》对种痘术的记载。 受访者供图

“人民文学奖”为何给科幻戏剧《云身》新设奖项？
姻尹迪

4 月，科幻剧本《云身》获得 2024 年度“人
民文学奖”特殊文体奖。评委会对剧本给予了高
度评价，特为《云身》单设了此前没有的这一奖
项。事实上，自 2023年 3月正式亮相起，《云身》
就受到了较高的关注。对我们创作者来说，此次
获奖代表着文学界对科幻戏剧创作的认可。
《云身》的创意始于 2019年，我和南方科技

大学讲席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陈跃红
及科幻作家、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教授
吴岩在一次座谈中，提到了刚上映的电影《流浪
地球》，彼时中国科幻热潮还在预热，一种新的
可能正在慢慢出现。

座谈中，我们都认为科幻戏剧在国内是一
块亟待开垦的新地。于是，我们商定创作一部以
科幻为主题的戏剧，由深圳大学表演系将它制
作和公演出来。创作小组很快成立了，并拟定了
写作进度安排。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剧本前后共
修改 6稿，最终在 2021年完成。

剧本：不是披着科幻外皮的社会问题剧

我们三人来自不同领域，对科幻戏剧的理
解略有不同，因此花了一些时间讨论剧本的定
位并确定了以下三个原则。
《云身》是一部科幻戏剧，它关注的是未来

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一部披着科幻外皮的
社会问题剧，或者用科幻元素点缀的传统故事。
剧本以科幻为核心和主线，围绕科幻元素建构
核心冲突；《云身》是戏剧，不做刻板的科学原理
解释，将原理哲思化入人物和关系，隐藏在精心
设置的戏剧情境之后；《云身》必须是思辨的，不
能只是展示奇观异景，还应当表现未来科技可
能带来的人性异化与精神困境。

方向确定后，我们最终选择了以人工智能
技术对人类社会和人性的冲击作为主题。
《云身》讲述了一个关于矫正的故事：4个

彼此不认识的陌生人被困在一个巨大的矫正室
里，等待着接受矫正。为了脱困，他们只好相互
交换信息，试图找到受困的原因。而事实上，4
人中的 3人为人类的虚拟替身———云身，只有
1人为真实的人类，即研究院的观察员赵枚。

在不断的观察中，赵枚发现云身不仅具有梦
想、意识和情感，还有人类原型所缺失的信仰和灵
性。为了阻止院长的销毁计划，赵枚引导云身伪装
以通过矫正测试。然而，他们的伪装被院长看破。
最终，院长、赵枚和在场的 3位人类原型进行审判

和投票表决，决定了 3位云身的命运。
有了故事大纲，剧本创作中如何将科幻故

事以戏剧形式讲述出来？
首先，我们选择了经典的两幕结构，用“赵

枚”这个视点人物贯穿前后。这样处理的优势是
能够最大限度收紧冲突。第一幕以悬疑和张力
作结，第二幕以对抗和审判为解。

其次，我们选择了观众的有限视角。第一幕中
观众不知道场上的角色是虚拟云身。因此，他们会
因为角色的痛苦和脆弱而与他们共情。当观众建
立起与角色的情感关联之后，再向他们揭开云身
的真实身份。这就令观众无法置身事外，在人类与
云身阵营的对抗中陷入纠结和两难。
再次，我们在叙事上选择了先慢后快的节

奏。第一幕不做大的情节推进，而是缓慢塑造人
物，引导观众共情。这个选择有一定的风险，因
为现代观众习惯了短平快的叙事，很容易抵触
这种略显陈旧的娓娓道来。从第二幕开始，全剧
节奏陡然加快，冲突迅速收紧，所有线索逐渐收
紧到阵营对抗和最终审判上。

最后，剧本选择了开放式结局。剧本结尾没
有给出最终审判结果，而是定格在所有人类按
下投票按钮的那一刻。这是因为编剧团队不希
望对人工智能这一议题进行简单的图解，而是
把思考的权利留给观众，相信每一位观众都会
作出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

排演：进入科幻戏剧特殊的情境内

该剧先后在深圳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进行
了演出。首演的排练时间大约为 3个月，其间经
历了新冠疫情末期艰苦的线上排练和疫情结束
后密集的线下排练。第二次演出的排练时间约为
两个月，其间经历了演员的更换和剧本的调整。

在 5个月的排练中，演员们克服了很多在
当时看来难以克服的困难。令人欣喜的是，年轻
演员们表现出了对科幻题材戏剧的热情，他们
积极研读剧本、撰写人物小传，并且和我交流他
们对人物独特的思考与判断。比如，有的同学认
为整个剧本的色调是冰冷的，因为它指向未来
极可能出现的灾难；有的同学则认为剧本的色
调是明亮的，因为其能够与剧中的云身共情，并
且认为宽容与理解是化解族群矛盾的关键。

接下来是如何让演员进入科幻戏剧特殊
的情境内。作为导演，首先我向学生强调了全
剧科幻“日常化”的风格。演员应当将剧中所

有的科幻元素和科幻设施，视为日常生
活中平凡甚至令人厌倦的一部分。他们
松弛和自然地生活在规定情境下，而不
是将科幻元素处理为异景和奇观。渐渐
地，演员们适应了脑机互动、空间转换、
精神外化等设定，将科幻设定纳入生活
假定性之中。

其次，让演员找到舞台行动的方向。
我向演员强调全剧没有被动怠惰的角
色，所有角色都有其渴求、偏执或信仰，
都在积极的行动中。演员必须明白，自己
所饰演的角色有着高扬的自由意志和强
烈的心理欲求。这些欲求或源自信仰、匮
乏、童年创伤，它们驱动着角色在规定情
境下行动起来，从而产生丰富的戏剧冲突。于
是，通过心理姿势、情绪记忆等技巧，演员们将
这些欲求转化为具体的心理姿势与感官记忆融
入表演中。

最后，引导演员理解剧本的主题。《云身》并
不是一个关于善恶对抗的故事，双方的立场都
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因此，我要求演员为角色
所有的行动找到坚实的心理支撑。所有角色都
必须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道德的，并且全
身心去维持和捍卫它。只有如此，人类和云身两
个阵营的对抗才能够真正纠结和咬合起来，从
而走向最终的开放式结局。

疫情结束之后的公演，让主创团队很快感
受到了观众的热情。组织方每次在网上放出门
票，几乎都会在短时间内被订光。从门票发送统
计和上座儿情况统计看，共有超过 1600名观众
观看了演出，并且年轻观众是主体。

从演出反馈来看，观众不仅看懂了剧情，而
且能够初步理解主题。这说明年轻一代有着更
好的科学素养和知识结构，他们能够很快接受
科幻文学的想象与设定。

科幻：在夸张和变形中接近世界的本质

中国科幻戏剧的创作自有其文脉和传承，
从首部本土科幻戏剧、清末民初作家洪炳文的
《电球游》，到民国时期学者郑贞文的《爱之光》，
再到新世纪如作家庞贝的《独角兽》和国内第一
部机器人戏剧《巨物之城》等，中国科幻戏剧有
着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相信《云身》的获奖
会激励更多科幻文学创作者加入，创作出更加
优秀的作品。

《云身》实际上是用古典形式讲述了一个现
代故事。古典，体现在它是对“造物主与造物”这
一经典母题的重写。它投射出人类对自身存在
永恒的困惑与焦虑。现代，则体现在它对人工智
能带来科技与人性冲击的预演。它通过对灾难
的想象，召唤对现实的观照和对资本无序扩张
的警惕。

有学者认为科幻正是对灾难的想象，是神
话中灾难叙事的变种。它可以通过在安全的审
美距离想象未来的苦难，借此引起观众的怜悯
与恐惧，使他们现实的焦虑得到转移和安抚。同
时它也能够通过引入对未知的恐惧，破坏观众
的审美安全距离，将观众卷入冲突。它迫使观众
直面人性和科学理性逻辑下的残酷，要求每位
观众都作出自己的选择。

人工智能不断开发引起的热议，科学家、哲
学家、伦理学家以及公众的担忧，都说明人类将
不得不面对科技高速发展的后果。那么，如何选
择才符合人类的利益？符合人类利益的选择是
否一定是道德的？
《云身》正是借用一场矫正和矫正引发的伪

装、试探、纠缠和对抗，将这种两难处境以戏剧情
境和戏剧冲突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上。因此，我们试
图和观众一起重新审视科技与人性的关系，并且
以开放式结局将思考和选择的权利留给观众。

当下，科技已经深入渗透到生活中。正如 20
年前我们想象不到今天的交流和传播方式，存
在、感知和现场性都因为科技有了新的定义。在
此前提下，也许科幻能够合理地成为我们认识这
个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就像透过陌生化的滤镜，
在夸张和变形里反而更能接近这个世界的本质。

（作者系深圳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

速读

论文题目：
霍尔丹与李约瑟的通信
作者：刘钝
出处：《中国科技史杂志》第 46 卷
（2025年）第 1期: 1—51

霍尔丹（1892—1964）是著名的生命
科学家与种群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年
逾花甲时移居印度。李约瑟（1900—1995）
早年研究化学胚胎学，后来成为西方从事
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开拓者。

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与李约瑟研究
所保存了霍尔丹与李约瑟的若干通信。
作者借着访问交流的机会，查阅了这些
信件。

本文是相关信件的首次披露，展示了
两位科学家、学术同道与政治盟友在 20
世纪 30—60年代间的密切互动，从中可
以窥见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如李约
瑟对其刚出版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获
得学界承认的关注、他对印度文明的兴
趣、霍尔丹移居印度的原因以及他在那里
生活与工作的情况、他们各自的风格、他
们之间的友情与争论，特别是他们二人共
同持有的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立场，以及
为理解和书写非西方文明科学史付出的
令人尊敬的努力等。

如 1955 年 2 月 22 日霍尔丹在致李
约瑟的信中写道：你是否介意，在你 3月
［某］日演讲之后与我共进一个可能很糟
糕的晚餐……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个床位，
但是我的公寓里有很多散发着臭味的
猫。”作者指出，“很糟糕的晚餐”与“散发
着臭味的猫”透露出霍尔丹的幽默、故作
粗鲁与不拘小节，也显示了他与李约瑟之
间的亲密关系。

再如 1956 年某日，霍尔丹在致李约
瑟的信中写道：“有件事你可能会觉得
好笑，你要对我妻子最近的牢狱之灾负
责。她在晚餐后到一个酒吧读你的书，
一边等着我们系的一位美国访问学者
来接她，后者不知道（你的书）出来了。
他们开始谈论地理学的教学。对世界的
沉思令她感动，以至冒犯了遇到的第一
个警察。如果她读的是阿加莎·克里斯
蒂的书，就会提前一个小时回家而不会
碰到这名警察。”

作者指出，这是一封十分有趣的信，
充分展现了霍尔丹的率性与幽默。他的
第二任妻子曾是他的学生，也是一位政
治上同他一样激进的生物学家，此时正
阅读李约瑟新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
史》第 2 卷。霍尔丹借一个桥段夸赞李
约瑟的书比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畅销侦
探小说还吸引人。

论文题目：
普赖斯：古科学仪器研究的
巨擘
作者：谢彩霞、王佳琛、郑倩、邓哲
出处：《自然辩证法通讯》第 47卷
第 4期

德里克·约翰·德索拉·普赖斯
（1922—1983），英国物理学家、科学史家、
资讯学家，一生著作颇丰，研究领域跨越
物理学和数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
学、科技政策、科学计量学等多个学科。

普赖斯为国内学者所熟知的是他在
科学学和科学计量学领域的贡献。他是
继科学学奠基人贝尔纳之后的“科学学
主将”。正是由于在科学学领域的重要贡
献，他获得了该领域的最高荣誉———贝
尔纳奖。在对科学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
普赖斯运用了不同于以往的量化研究方
法，由此催生了从宏观和微观对科学进
行定量研究的新兴学科———科学计量
学，普赖斯被誉为“科学计量学之父”。
在他去世以后，科学计量学界以他的名
义设立了该领域国际最高奖———普赖斯
奖，以奖励对科学计量学作出杰出贡献
的学者。

同时，普赖斯在科学史领域也作出了
重大贡献，产生了重大学术影响。他一生
的科学文献中，有一半之多都是关于科学
仪器史和科学史定量研究的成果。

作者指出，从国内外学者对普赖斯及
其成果的相关研究来看，国外学者主要集
中在对他的纪念、回顾他的学术生涯、对
他学术思想的研究探讨、对他学术成就的
贡献和影响进行评价。国内学者集中在对
他学术思想的引入介绍、学习消化、发展
改进以及应用研究等方面。虽然对科学史
的研究几乎贯穿普赖斯的整个学术生涯，
且普赖斯也因李约瑟和中国科技史界很
早结缘，但国内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他在
科学学和科学计量学等领域的贡献。

本文追溯了普赖斯在科学史领域的
学术成就，着重梳理了他在古科学仪器研
究方面的贡献，探讨了普赖斯对行星赤道
仪、中国宋代大天文钟、中世纪水钟机械、
古希腊风塔和安第凯色诺日历计算器等
的研究成果，以期从这一侧面展现普赖斯
在科学史领域的学术价值。 （刘如楠）

一道“中国人痘术”发明时间地点的考证题
姻本报记者王敏

天花，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烈性传染病，曾
在人类历史上肆虐了数千年，造成了巨大灾难。
曾有史学家称“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事
件，不是靠枪炮实现的，而是靠天花。

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告“全世界
和全世界人民永久摆脱了天花”。值得一提的
是，在抗击天花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发明的人痘
术作出了重要贡献。

日前，安徽中医药大学“人痘术溯源”项目
团队，在两年多时间里，通过对 100多部文献的
考证与实地走访调查，发现人痘术最晚发明于
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黄山脚下徽文化圈
地域，比西方的牛痘术发明早 200余年。相关成
果结集出版成《人痘术史话———新安医学对人
类免疫学的巨大贡献》一书。

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中医药大学荣誉校
长王琦在该书的序言部分写道：“此举证明了安
徽的新安医学在人痘术发明上的巨大功绩。”

启动“人痘术溯源”项目

天花的感染者主要是儿童，尤其是 5岁以下
的儿童。我国古代先贤经过一次次的实验发现，让
健康人通过鼻腔或皮肤主动感染一次从发病患儿
身上获取的天花病毒，即可实现终身免疫，从而起
到预防天花作用。这种天花预防技术被称为“人痘
接种术”，简称人痘术。

资料记载，人痘术从民间秘传到专业种痘
再到官方推广，挽救了无数天花患者的生命，展
示了中医在人工免疫方面的辉煌成就。但人痘
术的发明时间和地点，仍有待考证。

2022年 7月 15日，国医大师王琦受聘安徽
中医药大学荣誉校长。受聘仪式上，王琦提出了
几项工作任务，其中一项就是对人痘术的发明
进行考证，“因为虽然史书有记载，但确凿的依
据尚不充分。我希望在梳理古代文献记载的基
础上，通过翔实考证拿出确切依据以证明人痘
术发明于历史上的安徽”。

安徽中医药大学立即成立“人痘术溯源”项
目组，并于 2022年 8月 11日启动该项目。
“关于人痘术的发明，近现代学者提出了唐

代说、宋代说和明代说。”安徽中医药大学徽学
中心主任储全根介绍，他们查阅唐宋至明初期
各种古籍时，并未发现有关种痘术的只言片语，
因此唐代说和宋代说的文献依据不充分。

实际上，清代中期俞茂鲲在其专著《痘科金
镜赋集解》中明确记载了人痘术发明的时间和
地点，“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天平
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家之传，由此蔓延天
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

储全根说：“这本古籍被公认为是人痘术最

权威的历史文献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学术界的
主流观点。但这需进一步研究考证。”

找到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我们全面搜索了目前关于人痘术乃至天花
诊治的研究论文、著作等学术成果，梳理了一份有
关人痘术的古籍目录。在此基础上，发动学生找到
相对应的原著。”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黄辉介绍。
黄辉长期从事医史文献研究。他认为，好比

法院采信证据要求提供原件、复印件不具备法
律效应一样，文献考证中，同样要找到最原始的
古籍版本，才能作为有力证据。

为此，他们以人痘术、痘疹等为搜索关键词，
查阅了中华古籍资源库、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
博览医书数据库、中国方志数据库以及《中医文献
辞典》等文献资料，还查阅了新安医学文献、学校
图书馆古籍部古籍文献、地方志等。
在查阅新安医学文献时，他们有了重要发现。

黄辉介绍：“当时，我们注意到明代新安医著《论医
汇粹》中有一段文字描述，不仅说明 1543年以前，
徽州已有种痘之法，而且这与 1572年以前人痘术
发明于太平县的主流观点在逻辑上相吻合。”

调研发现，这本古籍在一位歙县居民手中，
但他不愿对外公开。“我们就与他拉家常。去一
次，没效果，接着去第二次、第三次……最终他
允许我们阅读书中记载的人痘术内容，但只能

拍摄古籍的首页。”黄辉说。
幸运的是，后来项目团队了解到该古籍的

另一版本《授医秘录》的手抄本在新安歙县郑氏
喉科传人郑日新手中，而郑日新正是安徽中医
药大学的教授。一番周折后，他们才获得该古籍
记载的种痘完整内容。

两年多时间里，项目团队系统收集、梳理、
研读了 100多种古籍，不仅发现了新的证据，而
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证据一，《论医汇粹》表明 1543年以前徽州
已出现人痘术。

证据二，明代南京国子监祭酒汤宾尹在《睡
庵稿》中记载“七八月种痘，走各神宇下修蘸事
者空”，这说明 1620年以前，以南京为代表的江
南乃至全国已形成集体按时接种的习俗。需要
注意的是，明代徽州府、宁国府与作为六都的南
京同属南直隶省（清初改为江南省）。
证据三，明末桐城派著名学者方以智《物理

小识》记载了万历年间江西聂久吾的鼻苗种痘
法。这表明 1543年以前人痘术已经相当成熟。

证据四，清初期《三冈识略》《天花仁术
序》等 6 部文献所记载的人痘术均可追溯到
明末，且多数追溯到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即
1600年左右。
“上述四个时间节点的四项证据与《痘科金

镜赋集解》中记载的时间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证据链，逻辑上环环相扣。”储全根说，这充分论

证了人痘术发明时间肯定不晚于明隆庆年间
（1567—1572年）。

中国人痘术“漂洋过海”

关于人痘术发明地，在查阅文献时，项目团
队发现大量明清时期的文献都指向明代宁国
府、徽州府一带。

例如，《论医汇粹》中记载有新安医家在徽州
种人痘，清初的《宁国府志》记载明末清初旌德人
江希舜“精幼科，著有《痘疹元珠》等书，首创种痘
良方，厥功尤巨”，《旌德县志》也有相似记载，这是
明确记载人痘术具体发明人的最早文献。

项目团队进行了实地调研，走访了古徽州
地区的歙县、祁门、黟县、休宁、旌德、江西婺源
等地。

古徽州地区方言诸多，有“十里不同音”之说。
好在黄辉是徽州人，大大减少了与当地居民的沟
通障碍。“在旌德文化馆，我们查到了现代版本的
《旌德县志》，随后找到江希舜故里，拜访了江氏后
人，发现族谱与地方志记载一致。”黄辉说。
“我们结合明末和清早期文献记载的人痘

术传播路线，认为虽然江希舜未必是人痘术发
明第一人，但以上记载相互印证，由此可以推
论，人痘术最早起源于明代宁国府、徽州府一
带，即新安医学发源地的徽文化圈内，证明人痘
术由新安医家发明。”储全根总结。

在《人痘术史话———新安医学对人类免疫
学的巨大贡献》一书中，团队详细介绍了人痘术
的海外传播路线。康熙年间，人痘术开始走出国
门。随后，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和亚洲其他国
家，包括俄罗斯、土耳其、英国等，成为当地预防天
花的主要手段之一。

1798年，英国人爱德华·詹纳发表了《关于牛
痘接种的原因与效果的研究》论文，标志着牛痘术
正式问世。

詹纳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虽然我没有能
力超出天花接种的最初限制来探求其原因和后
果，但是我认为，它激发了我进行调查的决心”。
同时，詹纳还提到一位外科医生曾经写信将人
痘接种时遇到的现象告诉自己。“这为论证詹纳
的牛痘术与人痘术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提供了关
键证据。”储全根说。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医学对世界医学

的巨大贡献，同时也是安徽的新安医学对世界医
学乃至世界科技的巨大贡献。”储全根表示。

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伏尔泰曾在《哲学
通信》中对中国人痘术给予高度评价：“我听说
100多年来，中国人就有这种习惯，这被认为是
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
例和榜样。”

科幻戏剧《云身》剧照。 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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