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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母宇宙》

内容概要

这是一场全新的宇宙级别的灾难，不过它并非清晰明朗地矗立在人类面前。人类智者透过重重迷雾，
依据蛛丝马迹确认了它的存在，便带领人类开始了义无反顾的抗争和逃亡。在此过程中，人类逐渐了
解了灾难的本质 。
从绝望到峰回路转，再到新的绝望，灾难促使人类智慧之花绚烂开放，在短短百年间取得了令人目眩
的成就。但在上帝眼中，人类最为卓绝的努力不过是盲人摸象。只有一条脉络是清晰可辨的，那就是
：活着。
最后，代表人类努力成果的一艘化学动力飞船、一艘“智慧保鲜”飞船和九艘亿马赫飞船驶向茫茫宇
宙，它们的结局如何？读完本书之前，没人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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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母宇宙》

作者简介

王晋康
著名科幻作家，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暨中国科普作协会员，河南省作协会员，高级
工程师。
1966年高中毕业后度过了三年知青生涯，1978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动力二系，1982年毕业后进入石油
二机集团，曾任该集团研究所副所长。
自1993年以来，发表和出版科幻小说近百篇（部），共计四百余万字，包括《蚁生》《十字》《与吾
同在》《王晋康科幻小说精选》（四卷）等。曾获中国科幻银河奖十二次。作品沉郁苍凉，既融汇了
丰富的科学知识，也有对宇宙及生命的哲思睿见，深受读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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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母宇宙》

精彩短评

1、其实写的不好
2、想象力的体现，世界观的洗礼
3、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构架科幻小说的方式的典型。这种传统依然被保留了下来，并且甚至有时
候会被八零九零后科幻作家当做宏大意象叙事的样本（我们是多没有想象力）。照着这个路子写实在
没有出路了，不仅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实验，况且刘慈欣已经做到极致了。
4、感谢鸿雁赠书。书的优缺点都很明显。整体三星半。优点：一波N折的剧情，天马行空的想象。不
仅有对人类面对灾难时的种种努力和表现，也对几种可能的技术做了大胆猜测和充分的展示。值得一
读。缺点：首先剧情太套路了。反复折腾地球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太高估你国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及政
府的自觉性了。其次，所有角色的所想所言都很“老王”，角色语言简直糟糕。书里还写了“人类中
心论”，而书本身简直是“中国中心论”。比《三体》系列还夸张。楚天乐就是全知全能的神，他为
人类谋幸福，他是人类大救星！中国人牛逼死了！咋不上天堂呢！最后：啥？！还有第二部？！？！
5、扑面而来的土腥味儿
6、说不上特别精彩，但也确实有吸引力让我去读第二部。
7、有很多设定实在牵强，拯救世界居然靠中国一个民间组织，一堆科学家智商抵不过一个残疾人，
别跟我说霍金后人，就现在很多看科幻小说的人都能看出里面科学家几十年都没发现的事，看起来实
在玄幻，最后对费米谬论的解释完全没法理解，既然在人类有智之年都能轻松满宇宙跑了，为何看不
到外星人，都不能自圆其说，其他对科学概念的解释还是挺硬的。
8、设定很好，只是文笔真心⋯⋯
9、十分精彩，但后半部缺了一股劲道。和《三体》的相似也是遗憾。
10、文笔略呵呵，科幻点子足够惊人
11、核心科幻部分很棒。但是其他部分，就十足的故事会感觉，难不成老王的实验类农业重金属风格
的本土科幻吗
12、科幻点子大赞啊，以前在科幻世界上读过一些片段，本书很硬，也是靠点子推动剧情，即使如此
也让人欲罢不能啊
13、想法是好的，文笔太差了⋯⋯
14、老王的科幻点子还是一如既往的硬核，但是人物塑造方面的硬伤太大了，几个人物都是脸谱化严
重的纸片人，相比之下三体的章北海都算的上有血有肉的多了。强烈的不推荐。
15、有一种单调的感觉，缺少一种灵气，像是写给青少年的童话故事
16、读过《国际象棋的故事》，所以我很难看好楚天乐能长期保持其理智。
17、前半情节有点拖沓
18、表弟推荐下读的，灾难的层面高了一点，但是可惜文笔与科幻背后的哲学思考不够，很多情节铺
垫不足感觉怪怪的，与三体差距尚远
19、中国科幻小说一直就有一个问题，大刘这样，老王也这样。这语言风格真是完全不会修辞，各种
平铺直叙失去了中文的优美性，直男癌思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科幻真是有浩瀚星宇的壮阔感，
不禁感慨。
20、可能写成3-5本更合适，中国人科幻第二本
21、王晋康的掌控情节的能力与刻画不同人物的能力的确很弱，但也绝对不能阻止它作为一部优秀的
科幻小说。王晋康的科幻真的很硬，硬到没有耐性读的人根本读不下去，但也硬到当你大概理解这些
概念，你也会被这本书所征服。这本书的逻辑至少在我目前只扫了一遍之类显得很硬！所以时常会有
惊喜感，
22、不去验证科学性的情况下，很爽啊，比天年精彩多了
23、三星半。老王很努力，技术描写事无巨细，然而有些苍白的人设和大段多余的煽情似乎毁了它⋯
⋯第二部未买。
24、作为小说而言，无关细节描写过多，人物呆板，情节简单梗概简单。
作为科幻而言，科幻内容很多经不起推敲，想象力不够
作为儿童文体学，包含了太多的意识形态的说教，缺乏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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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母宇宙》

25、一本大作，但和大刘的书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文笔尚可，对具体人物的刻画也较为深刻，当然
这也有时间跨度不长的缘故。书中也有很多硬伤，如科技爆炸的可能性，宇宙缩涨和智力的关系，各
国各方社会各界甚至个人的冲突在如此乱世中也不可能不存在更不可能对本书发展没有影响，当然还
有亿马赫飞船的思维跳跃性，太空人和地球人在一代人之间形同陌路等等，当然，以上缺点若完全克
服，这本书在我心中就可称神作乃至史诗了。
26、不觉得像别人吹的那样好
27、虽然时不时有一些无语的地方，但总体而言，还是蛮愉快的阅读享受。科幻推演挺硬的，人物刻
画和剧情描写就[拜拜][拜拜]，比大刘还糟糕。
28、老王用他民科式的思维方式解决了人类面临的所有难题，用他乡土式的想象力臆测国际政坛和科
学界，用他传统的，甚至落后的价值观来衡量宇宙，并且全书时时刻刻流露着让人觉得愚蠢的乐观态
度，老王的气魄很大，但是作为一篇小说，无疑是相当失败的。
29、接受不能。
30、原本还是个好题材，但是阅读起来不流畅
31、硬科幻，整个小说的情节就是技术闯关，从宇宙暴缩，超光速飞船，到宇宙波，很有料。但人物
、思想都很陈旧，对话也太傻，总之除了科学，这根本就不能算一本小说。
32、尴尬的男女关系，尴尬的主角一步步乌龙推进剧情向前
33、如果把开头略过去还是很容易进入情节的，大尺度快节奏，一口气就看下来了。尤其第二本还能
有个上升，还是推荐的。
34、王晋康最好的一部长篇，顺手还把自己写进去了。设定非常赞，三态真空理论设想得很靠谱。不
过，似乎作者对于人性的强悍还是有点乐观了。人物单薄了，不过对于这种宏大叙事的科幻，也不必
求全责备了。
35、文笔太差了。作者努力想表达出一种宏大感，但无奈功力不足，导致节奏过快，人物描绘粗糙，
点子多却没讲清楚，导致整体成了一盘散沙。另外老王的色情描写也是够了。。。
36、架构比天年好看，但喜欢何夕的文笔。
37、感觉在模仿刘慈欣的写作风格
38、科幻版《平凡的世界》，完美解释费米佯谬，在相对论体系外进行超光速飞行——只源于对真空
的理论解释。王老师把老哏玩出了新意。
39、其实还是很好的，构思非常强大，把老王对于宇宙和自然的想法都写了 王晋康 科幻小说 中国科
幻 硬科幻 
40、话说难道你国的科幻作家就都是这种烂文笔？？比大刘文笔差，情节还牵强～ 科幻都写得这么主
旋律也是没救
41、虽然“接地气”会让人犯尴尬，但顺着设定芝麻开花节节高式的展开不禁让人想到黄金时代阿西
莫夫的作风。电影好像也立项了⋯要是我的话大概会把绝食那段提到开场来。
42、和《三体》系列一样，先看了系列的第二部《天父地母》后再回来看第一部，多少有点期待。但
期望换来的却是失望。首先，这是一本非常‘硬’的科幻小说，里面许多的描述，恐怕非前沿物理学
的从业者都无法明白（突然想起了‘生活大爆炸’）。比如说，作者在书里提出了“疏真空和密真空
”的概念，自成体系，显示出很好的科学基础知识和想象力—这恰恰是科幻的吸引力。问题是，书里
的描写实在太过生硬，无论是人物、环境、情节，无法让人提起半点兴趣，尤其对于末世劫难的描写
，没法让人产生任何的代入感，更别说感动心灵（似乎作者也了解到这点，所以在第二部《天父地母
》里大破大立，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这是另话）。总体而言，这和王晋康先生之前的作品一样，有着
值得称道之处，但在表达上似乎超之过急，就带动大众对于科幻热情的‘基石’而言，则有所不及。
43、一直对中间6艘飞船掏出一个小宇宙那段有期待，还以为结尾会回来填坑，没想到就再没提就结束
了。这地方其实可以和大刘《死神永生》里的647号小宇宙接上了，多好的构思。另外标题“逃出母宇
宙”，难道不是应该用小宇宙技术逃出去么，也没出去啊。
44、补·标记
45、挺好看的，但不如三体
46、想象力保持了作者一贯的水平，对多学科理论的使用作了尝试，但只有天文学和物理学比较系统
，而生物学、心理学就近乎玄学了，社会学和政治学不及刘慈欣，人类智力变化是全书关键，却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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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母宇宙》

得太软。整体结构上的问题是，作者用理论的逐渐完善来推进情节，但这些理论按常理明明一开始就
可以解开大部分。
47、一次又一次的转折，有点强行为之，总体还是不错的。
48、点子不错，但是文笔....话说老王小说里面的爱情无论发展多么正常都给我一种不伦恋的感觉...
49、只能说一般。跟三体不可同日而语。
50、作为「科幻」，相当厉害，相当硬，不少地方不得不跳过；作为「小说」，情节发展、人物设定
略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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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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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母宇宙》

章节试读

1、《逃出母宇宙》的笔记-第105页

        我想知道为什么书中描写的所有当时看来微不足道，但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谈话发现和改变，全
都发生在中国，或者是由中国人首先提出的，那要置自诩为强者的美帝和苏修于何地？

2、《逃出母宇宙》的笔记-第204页

        飞船的设计宗旨是把“乘客”（封装生物细胞的鳞甲，和封装人蛋的巨蛋舱）当成两层“人肉盾
牌”来保护燃料舱，这与一般飞船的设计理念截然相反，但它在这个特例中又是完全合理的。

3、《逃出母宇宙》的笔记-第459页

        催化剂和鬼变量。

4、《逃出母宇宙》的笔记-第233页

        越是威力强大的灾难，其被激发的门槛也就越高，所以宇宙是“天然安全”的。

5、《逃出母宇宙》的笔记-第298页

        太空冲浪！

6、《逃出母宇宙》的笔记-第173页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猩猩爱猩猩？”
“你是说惺惺相惜吧。”

7、《逃出母宇宙》的笔记-第99页

        读科幻其实和读心理学的书是一样的，有时都有相同的道理。人类作为一个集群，在面对末日到
来的时候，可以演化出各种各样甚至匪夷所思的反应和选择。

8、《逃出母宇宙》的笔记-第330页

        读书进度过半，我觉得此书在描写人类面对灾难时共同进退的内容居多，甚至有些悲壮。现在让
我反而忘记了最初的灾难是什么了，至少现在让我觉得内容过于乐观，绝望色彩不足。

9、《逃出母宇宙》的笔记-第65页

        怀着敬畏的心下手读这本国产科幻，王晋康先生的书虽没读过，但在我印象里应该是和大刘同等
数量级的人物(勿喷，本人认识的国内科幻作家很少)。读到现在，感觉文笔还不错，很耐读。但是感
觉描写的末日场景还不够末日！还不够让人绝望！甚至有些太“欢乐”了，不应该在刚揭示末日现象
时就马上描写人们心理的自我调节。我感觉应该在人类绝望透顶，毫无希望的时候，再给出一丝希望
之光，剧情再逆转才更“刺激”，这一点上本书不如三体。

10、《逃出母宇宙》的笔记-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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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母宇宙》

        关于发稿的这一段好霸气！

11、《逃出母宇宙》的笔记-第12页

        我们只有先了解宇宙是多么简单，然后才能了解它是多么奇妙——约翰·惠勒

12、《逃出母宇宙》的笔记-第147页

        卵生人类，这段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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