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日本环境省一项
调查显示， 福岛第一核电站周
边１０个水库底部的泥沙蓄积了
高浓度放射性铯， 但环境省同
时强调这些水库的饮用水和农
业用水符合标准。

据日本 《每日新闻 》 ２５日
报道， 在２０１１年３月福岛核事故
后， 日本环境省从当年９月起对
７３个水库进行了长期监测， 结
果发现有１０个水库底部泥沙表
层的放射性物质浓度超过日本
指定废弃物标准 （每千克超过
８０００贝克勒尔）。

这１０个水库全部在福岛县
境内， 而且全部位于福岛第一核
电站周边５０公里范围内。 其中放
射性浓度最高的是位于饭馆村的
岩部水库， 底部泥沙的放射性
浓度为每千克６.４４万贝克勒尔。

日本福岛县10水库底部
泥沙蓄积高浓度铯

走向“国际范”的中国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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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民初受西学影响开始
萌芽， 曾经作为舶来品的科幻小
说逐渐在中国深厚的创作土壤扎
根并不断发展 ， 至今已经 “出
口” 海外， 在世界科幻舞台留下
自己的印记。

１９０４年的 《绣像小说 》 杂
志， 曾连载过一篇共三十五回的
《月球殖民地小说》， 这被认为是
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科幻小
说。 民国时期的作家顾均正则在
１９３９年出版了中国科幻史上第一
部科幻小说集 《在北极底下》。

刘慈欣的 《三体》 等中国科
幻小说近两年斩获雨果奖， 则被
视为中国科幻界问鼎国际舞台的
标 志 性 事 件 。 从 “晚 清 范 ” 、
“民国范” 到 “国际范”， 就像东
方渐露的鱼肚白， 有人认为， 中
国科幻的新纪元已经开始。

“国际范” 的中国科幻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中

国现代文学助理教授纳撒尼尔·
艾萨克森曾将中国科幻小说 《乘
客与创造者》 翻译成英文。 艾萨
克森认为 ， 在最近三到五年时
间， 中国科幻小说真正开始成为
一种 “国际流派”。

“几年前 ， 排在前列的科幻
小说大国有英国、 美国、 日本、
俄罗斯、 法国等， 而现在很难做
到不把中国列入其中。 中国科幻
小说开始在国际上留下自己的印
记，” 艾萨克森接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时说。
在日本北星学园大学文学部

副教授、 奇幻作家、 科幻研究者
立原透耶看来， 前人的努力、 来
自外国作品的刺激以及作家和读
者具有的国际视野等因素， 造就
了中国科幻的繁荣。

“通过读中国科幻作品 ， 让
我开始重新思考关于自身、 周遭
社会和世界， 以及地球整体的问
题。 虽然是作为小说在描写， 但
这让我相信科幻是更棒的表现手
法，” 立原透耶说。

她认为， 中国科幻应一方面
向更加内省、 哲学的方向发展， 另
一方面也向外开放。 “没有必要特
别为了向海外宣传而强调 ‘中国特
色’ （如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等），
中国科幻中渗透出来的东西本身
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不过， 艾萨克森说， 中国科
幻出版业仍主要集中在面向青少
年观众群体。 为了持续产出高质
量作品， 并满足不断变化的读者
需求， 应当让科幻出版业 “百花
齐放”。

科幻产业化的萌芽
中国的 《变形金刚》 和 《太

空堡垒》 系列在哪儿？
这是艾萨克森关于中国科幻

产业的疑问。 尽管中国科幻近年
来发展速度惊人， 但在产业化方
面与美国科幻仍有一定差距。

“中美科幻产业的主要差别在

于出版权、 著作权保护和商标法。
美国的科幻企业不仅仅是卖书，而
是整个整合生态系统———电影、漫
画书、玩具、电视剧，”他说。中国的版
权保护不尽人意， 所以中国公司
不愿冒险根据特定角色或故事打
造系列科幻衍生品。

而在日本，动画和漫画、游戏
的合作正在推进， 但与中国情况
类似， 科幻小说和电影电视产业
的结合步履维艰。

“可能是难以将小说中的想
象力转化为电影或电视剧， 当然
也有资金的问题，” 立原透耶说。
她认为最近《三体》等科幻小说被
改编成电影的热潮 “非常值得艳
羡和学习”， 通过将小说电影化，
可将科幻的魅力传递给原本没兴
趣的人。

艾萨克森同样期待电影版
《三体》，“但如果在美国，《三体》
还将会衍生出电影、电视剧、连环
画、 玩具以及快餐店的市场营销
策略等。”

打破“巴别塔”之困
由于语言不通造成的 “巴别

塔”之困，曾是中国科幻扬帆海外
过程中最大的阻碍之一。

每当艾萨克森走进中国书店
都能看到外国小说译本专区，而
美国书店却没有中文小说的译本
专区。

“语言确实是中国科幻走向
世界的一个障碍。但很不幸，这是

美国读者的问题， 而不是汉语的
问题。 很多美国读者无法阅读中
文小说，”艾萨克森说。

他认为， 中国读者读美国科
幻小说， 比美国读者读中国科幻
小说更容易，“在过去１００年中，中
国人从外部世界学的比世界从中
国这里学的多得多。”

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也面临
着同样问题。在立原透耶看来，汉语
和日语作品想要进入英语圈，需要优
秀的英译， 这不仅是单纯的置换
单词， 而是需在翻译中灵活运用
小说的文化背景和技巧。

“幸运的是中国有刘宇昆，将
作品翻译成英语介绍到世界，这
也是中国科幻近年来大发展的主
要原因之一。 我非常希望能早日
出现日本的刘宇昆， 培养优秀的
翻译家应是克服语言障碍的关
键，”立原透耶说。

《三体》 等小说折桂雨果奖，
美国华人科幻作家、 译者刘宇昆
功不可没。美国翻译家威廉·韦弗
曾将翻译比作艺术表演，“原作是
乐谱，而翻译是乐手”。刘宇昆说，
自己就是在忠于作家原意的基础
上，将原作的“乐谱”谱写出了不
同的乐章。

美国科幻与奇幻作家协会主
席卡特·兰博说，如果想让更多中
国作品问鼎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
会设立的另一项“学院派”科幻大
奖———星云奖， 还需要更好的译
本出现。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美国马里兰州巴
尔的摩市警方２４日说， 该市当
天发生的一起枪击事件已造成
８人受伤， ３名枪手在逃。

巴尔的摩警察局发言人史
密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当地
时间２４日晚２１时左右，３名枪手
在巴尔的摩市东部开枪打伤８
人， 伤者包括一名３岁女童。所
有伤者都没有生命危险。目前，
３名枪手在逃 。 据当地警方透
露 ，３名枪手中一人持有猎枪 ，
另俩人持有手枪。

２０１５年４月， 巴尔的摩市因
非洲裔青年遭警察暴力执法丧
生而引发大规模骚乱， 市长斯蒂
芬妮呼吁调查警方执法情况。同
年５月起，巴尔的摩警方放松执法
力度，刑事案件数量大幅上升。

新华社电 迫于公众压力，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警
方２４日公布了警方枪杀黑人斯
科特一案的现场执法录像， 以
期平息黑人民众的愤怒。

现年４３岁的斯科特２０日在
夏洛特市东北部一个社区被警
察开枪射杀。 夏洛特市警察局
２４日公布了两份分别由警车车
载记录仪和警用佩戴式摄像头
拍摄的现场执法录像， 以及三
张据称是警方从斯科特身上起
获的手枪、 枪套和半截大麻烟
卷的图片。

夏洛特市警察局还发表一
份新闻公报， 详细描述当天枪
击案过程。 公报称， 斯科特当
时持有枪支和毒品， 并无视警
方要求放下枪支的明确口令，
相关警察因受到人身安全威胁
而开了枪。 斯科特的家人此前
表示， 斯科特当时手里拿的是
一本书而不是枪。

夏洛特警方是迫于公众强
大压力而公布以上录像的。 这
起枪击案从２０日起引发当地黑
人民众连续４天的示威活动 ，
以抗议警察种族歧视和滥用武
力， 要求警方公布现场录像 。
２０日和２１日晚的抗议演变为暴
力骚乱。 北卡罗来纳州政府２１
日宣布夏洛特市进入紧急状
态， 并派遣国民警卫队前往维
持秩序。 ２２日， 市长珍妮弗·
罗伯茨宣布在该市实行宵禁。

美国夏洛特市警方公布
枪杀黑人案现场录像

美国巴尔的摩市
枪击案致8人受伤

中国５００米口径球面射电望
远镜２５日在贵州平塘落成启用。
这台被称作“天眼”的超大望远镜
以它强大的观测能力引起世界瞩
目， 国际舆论纷纷称赞中国又一
次走在了科技前沿。

超级“天眼” 领先世界

国际媒体纷纷介绍中国 “天
眼” 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
望远镜。英国《每日电讯报》说，“中
国开启了世界最大的望远镜”，它
的５００米口径，让此前最大纪录保
持者，位于波多黎各的３００米口径
阿雷西博望远镜相形见绌。

“宛如宇宙基地，中国建成世
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日本专业
太空网站ｓｏｒａｅ在报道中发出了这
样的感叹。该网站说，对望远镜而
言，“规模就是能力”，因此中国“天
眼”具有强大的观测能力，比如搜
寻那些只有微弱信号的脉冲星。

“国际主动搜寻地外文明”组
织主席道格拉斯·瓦科克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在过去１５
年间，中国在太空探索方面取得
巨大突破 ；而随着 “天眼 ”的启
用 ，中国继续证明它是太空探
索的世界领先者 ，以前是从太
空探索任务方面 ，而现在是从
地基观测方面。

英国《金融时报》则报道说，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
长，拥有了投资天文学等“尖端”学
科的财力，过去此类学科通常是世
界上那些最富国家的垄断领域。

中国“天眼” 国际方案

按照国际惯例， 各国科学家
都可以申请大型望远镜的观测时

间。 德国广播电台网站在报道中
说， 通过这台超大望远镜， 中国
继续增强了在太空探索领域的国
际影响。

瓦科克表示 ， 在中国 “天
眼” 的运行中， 中国科学家当然
可以优先选择观测时段 ， 但 全
世 界 的 天 文 学 家 也 可 以 拿 出
自 己 的 观 测 方 案 ， 参 与 竞 争
使用 “天眼”。

瓦科克强调， 通过向更广泛
的国际社会开放 “天眼”， 中国
展现出推动天文学发展成为一项
全球科学事业的态度 。 他说 ：

“全世界的天文学家应该感谢中
国建了这样一台望远镜， 它可能
会带来让我们难以想象的发现。”

探求地外文明之音

探求地外文明的存在是一个
长盛不衰的话题。 瓦科克表示，
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 天文学家
一直在利用射电望远镜试图回答
一个困扰着我们的问题： “我们
是独一无二的吗？”

“中国 ‘天眼’ 具有创新性
的设计和巨大的观测区域， 有无

与伦比的观测速度和灵敏度， 使
它在未来几十年搜寻地外文明的
过程中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瓦科克说， “我们可以预计中国
将成为搜寻地外文明的世界领导
者之一”。

德国 《法兰克福汇报》 网站
则刊文说， “这是一项举世无双
的工程”， 这台中国射电望远镜
能搜寻到发出微弱信号的脉冲
星， 同类设备此前很难做到这一
点； 它还能为国际上寻找地球以
外生命的计划提供支持。

据新华社

中国“天眼”引起世界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