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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歌》

内容概要

《生命之歌》内容简介：
生命科学家孔昭仁教授，将他研制出的智能机器人元元带回家，以儿子的身份养大。然而，元元长到
五岁时，生理发育却停滞了。孔教授的余生从此一蹶不振，对元元也态度冷淡。
孔教授的女婿，同样是天才生命科学家的朴重哲，以极大的热情延续了他的研究，并成功破译了生命
的密码！孔教授对朴重哲的研究横加阻挠，紧接着一起离奇的爆炸案竟致朴重哲伤重身亡。各种怀疑
的苗头都指向孔昭仁⋯⋯然而又有谁知道，他独自背负着那个骇人的秘密，已经四十年⋯⋯
《生死之约》内容简介：
萧水寒和邱风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结婚时曾约定，婚后绝不要孩子。然而，邱风对孩子的爱终于使
萧水寒改变了主意，只是，他希望有了孩子后放弃所有的一切，去一个与世隔绝的岛上定居。邱风怀
孕后，两人踏上了寻找萧水寒前生的旅程，一个震惊人类遗传学界的秘密，也由此揭开真相。与此同
时，黑道与警方也开始介入，他们被卷入了一段惊心动魄的角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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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歌》

作者简介

王晋康：河南南阳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河南作协会员。曾任河南油田石油机
械厂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曾主持开发国务院重大项目，多次获部级科技奖。
1993年，处女作《亚当回归》获当年全国科幻银河奖的头奖。随后又以《天火》、《生命之歌》、《
西奈噩梦》、《七重外壳》、《豹》、《替天行道》、《终极爆炸》等短篇小说连获12次全国科幻银
河奖。曾获1997国际科幻大会颁发的“银河奖”，2010年世界华人科幻星云奖中的长篇小说奖。2001
年他的名字被用于中国公众科技素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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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歌》

书籍目录

生命之歌
生命定义
楔 子
01. 长不大的元元
02. 基因音乐
03. 怪老人
04. 上帝的秘密
05. 意外的成功
06. 象群的挽歌
07. 翁婿反目
08. 灵智苏醒
09. 生命的大剧
10. 灾难
11. 谋杀儿子
12. 爱与责任
生死之约
01. 梦中的孩子
02. 少女与彩虹
03. 狮身人面像
04. 垂钓27年
05. 树祖
06. 第二只狮子
07. 时间之链
08. 凶险之途
09. 死亡与永生
尾声
关于长生的讨论 —— 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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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歌》

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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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歌》

后记

关于长生的讨论    我在《生死之约》这部科幻小说中谈到了长生(是指人类个体的长生，而不是种族的
长生)。但长生真的能实现吗？一位西方科学家说，科学的探索实际上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业已被证实
的真理(但要注意，这种真理常常只适用于某个范畴，比如牛顿力学只适用于低速世界)；合理的假设(
比如黑洞的存在。它已经接近于被证实)：还有一些证据不足的，甚至是轻狂的猜想(比如虫洞旅行)。
科幻小说基本属于文学的范畴，允许大胆想象，所以它的自由度比“轻狂的猜想”还要更大一些。这
部小说看完了，感情丰富的读者可能在为断然抛弃长生的李元龙扼腕痛惜，但是，现在我们要抛开科
幻，回到科学的轨道上来讨论一下人的长生究竟能否实现。不过我要事先说明，即使下边这些“科学
”的讨论也只属于“轻狂的猜想”，读者不可过分认真。    恐怕首先要对“长生”下一个定义。小说
中已经提到，单细胞生物的细胞分裂是无限进行的，所以，它们中除了那些意外死亡(如被吃掉)的个
体，所有活到今天的单细胞生物可以说是长生不死的。不过这只是非科学意义上的表述，如果严格定
义，这种分裂后的细胞是不是能作为本体的延续尚不能下定论。    也许不少人在谈论长生时，首先会
把着眼点放在这个个体的“身体”上，即物质组成上，也即肉体的长生。实际上这并不是生物最主要
的属性。生物在一生中一直在进行着新陈代谢，组成个体的砖石(各种元素的原子)无时无刻不在更换
。所以，单从物质的角度看，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不变的(其实也有缓变)是这些原子的缔合模式
，也就是说，生命的本质是一种信息的传递，是一种负熵过程。    而所谓“长生”，应是某个个体所
包含信息的永久地、基本不失真地传递。假如秦始皇真的得到不死药，当我们看到一个峨冠博带的    
“秦始皇”出现在21世纪时，我们如何来确认他的身份？外貌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检验他的意识，
而意识又是完全基于他的记忆，基于他的经历。如果他知道所有秦朝开国时文臣武将的名字，知道秦
朝所有的历史事件，尤其是，知道一些后代历史学家所不知道而且又能用某种方法确证的信息，又没
有任何反证来对他的叙述证伪，那我们就不得不相信他是真正的赢政。但如果这位老兄说：我确实是
秦始皇，我的外貌与DNA都经得起验证，只是患了失忆症，有关我做皇帝的事一件也记不清了。那么
，我们只能把他当成一个拙劣的骗子。当然，一个人不可能记住一生的所有经历，人脑的信息库从来
都是动态的，一直在吐故纳新，但不管怎样，记忆的主干必须保留而且有延续性。    所以，关于生物
长生的定义是：如果某个个体能把它所包含的信息的主干永远保持下去，那么它就达到了长生。这里
所说的信息包括：它的身体特点、面貌、行为方式等，尤其重要的是，应该包括关于它一生经历的记
忆。神话中哪吒割肉剔骨还给他薄情的父亲，然后借莲叶藕节重塑自身，复活过来后就去找父亲寻仇(
即他保持着记忆的主干)，这就是一个“生命即信息”的古代版本。    而单细胞生物是过于低等的生物
，我们无法验证它能否保存关于一生经历的记忆。所以，虽然它的“本体”用无限分裂的方法一直延
续到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算作真正的长生。    最容易对意识作出验证的是万物之灵——人。那么，人
能长生吗？    绝对的长生当然是不可能的。连宇宙还有生有死呢。宇宙诞生于大爆炸，这一点已经基
本得到确证了。至于它的结局，或是亡于无限膨胀，或是亡于向内塌缩，反正灭亡是免不了的。还有
质子的湮灭，如果说原子是人类身体的砖石，那质子则是砖石的砖石，据现在的理论，质子会在1032
年中全部湮灭(这个理论尚未经过验证，介于合理的假设与轻狂的猜想之间)。当宇宙和质子都不存在
时，何谈人类种族的长存？更何谈人类个体的长生？    那些渴求长生的读者要失望了，不过且慢，我
的潘多拉魔盒里还藏着一个“希望”呢。长生虽然不可能，那么，“准长生”呢？    首先需要明晰的
是，“准长生”和“长寿”不能混为一谈。小说中已经说过，两者不属于一个数量级。简而言之，如
果用修修补补的医学手段让人的寿命慢慢增加，加到100岁、150岁、200岁，甚至500岁，这都属于长
寿的范畴。不过我在这儿先泼点冷水：如果单用修补的手段，很难把寿命大幅度增加，比如说，很可
能它的极限是200岁。至于什么是“准长生”，放到后边再说。    长生是人类自古就有的愿望，很多人
孜孜不倦地追求它：海上访仙、炼丹、辟谷、气功瑜伽等等。人类科学的发展中，至少化学是直接受
惠于炼丹术，是追求长生的副产品。无数次的失败之后，人类终于认识到：生死交替是万物要遵循的
规律，长生是不可能的。这当然是一个科学的观点，可惜人们把它绝对化了。绝对的长生固然不可能j
但“准长生”是否也是应该泼出去的脏水？    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中包含着许多严格的禁令，比如，根
据能量守恒定律，绝不可能实现永动机；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定律)，绝不可能让已经热平衡的
系统在没有外界能量输入的情况下造成热量的富集：根据势能场理论，绝不可能找到A、B两地，使水
流从A到B、从B到A来循环流动。这些禁令是如此严格，以至于在千姿百态的世界中找不到哪怕仅仅
一个经得起验证的反证。    现在，自然界里没有一个能够“准长生”的生物，那么，是不是也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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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歌》

客观规律严格地限制“准长生”的实现？不，迄今科学家并没发现这一条规律。植物中寿命最长的可
活4万年，那么从理论上说，动物也能活到这样的甚至更大的岁数。科学家已经知道，生物(尤其是短
寿的动物)之所以会在几十年就衰老死亡，主要是因为，它们体内的细胞只能分裂若干代就因某种机制
而停止分裂，对于人来说这个数字一般为50代。但这只是生物进化中“自愿”选择的方式，并不是因
为上帝的禁令。前面说过，单细胞生物中并没有这样的限制。在多细胞生物比如人类中，有两种细胞
也能避开这种限制——生殖细胞能自动把生物钟拨回零点，癌细胞会因端粒酶的作用而无限分裂。癌
细胞也会死的，但那只是因为它导致了寄主的死亡从而造成了自身的死亡。有一个典型的例子，现在
各国实验室里都有一种叫“海拉”的不死的细胞，是50年前美国一个黑人妇女子宫里的癌细胞，在营
养皿中一直分裂至今。科学家们甚至能让正常的人体细胞也“忘掉”只能分裂50代的指令，在体外无
限分裂。    所以说，生物对体细胞分裂代数的限制只是一种“约定”，并不是缘于上帝的禁令，并没
有客观规律的限制。也可以说，生物之所以死亡，只是因为进化中“自愿”的选择。章鱼有一个死亡
腺体，母章鱼生殖后该腺体就发出死亡指令，于是它就不吃不喝静待死亡的到来，如果割除这个腺体
，它就会重新萌发生机；这种腺体在其他动物中也有发现。科学家也找到了某些低等动物(如线虫)主
管寿命的基因，修正这个基因就能把它的寿命延长若干倍。乐观地说，何时科学家完全掌握了生物体
内主管寿命的基因，就能取消死亡指令，随心所欲地延长它的寿命，延长到1千年、1万年、10万年，
甚至与天地同寿——这正是中国古代方士们的目标啊，看来他们倒是很知足的，并没有提“寿逾天地
”，毕竟，如果一个人能孤孤零零地活到宇宙灭亡之后，那倒真是生不如死了。    好，死亡指令取消
了，细胞分裂代数对人类寿命的限制可以推到一边了，但是，还有没有其他对人类寿命的限制因素？
有的，至少还有两条：    第一，横死。今天文明社会的人们大部分可以善终，所以，意外死亡不是影
响人类寿命的主要因素。但是，任意指定一个10万人的群落，可以肯定其中必有一定比例的人死于疾
病、车祸、凶杀，甚至被一颗掉到气管里的蚕豆呛死。把相同的概率移植到一个能活10万年的人身上
，也可相当肯定地说，他在这10万年中肯定会遭到横死。在这种情形下，横死不再是意外，而成了必
然。    第二，信息漂移。刚才说过，生命其实是一种原子的缔合模式，它是动态的，其组成砖石(原
子)一直在不停地更换，而这种更换并不影响模式本身。不过，信息的传递总归是会出错的，这一点绝
对地无可避免。在人类的正常寿命中，错误的累积还不太严重，但1万岁呢，10万岁呢？总有一天，累
积的错误会使这个个体面目全非。这时，一般来说就是个体的死亡(变异绝大部分不利于生存)，即使
侥幸未死，他也失去了记忆的主干，按前面说的定义，不能算是本体的永生了。    别的不说，单只这
两条就限制了生物体不能“与天地同寿”。好在虽然此两条限制不可避免，但它们并没有对寿命的长
短作出规定。也许，只要我们尽量减少横死和信息漂移的概率，就可以把寿命延长到10万年、100万年
。从理论上说这并非不可能。    所以，我们不要太贪得无厌了，虽然不能与天地同寿，只要在科学的
帮助下活到10万年、100万年，那我们也心满意足啦！这就是我所说的“准长生”的概念，也就是说，
如果能彻底取消人体基因中关于“定期死亡”的指令，让个体寿命延长到一个远高于100年的数量级上
，那就是“准长生”了。理论上说，它甚至可以是一个非无限的任意大的数，当然实际上是达不到的
。    这些前景太美好了，我想，如果秦始皇读到这篇妙笔生花的文章，一定会高兴得血脉贲张，立即
赏作者正一品的官衔，再拨付黄金万两，赶快把这项技术给朕鼓捣出来。但聪明的读者可能已经有了
疑问：既然“准长生”能在自然界实现，为什么所有生物“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生死交替？它们对
死亡有偏爱？还是都像李元龙那样高风亮节，非要以自己的死亡为后代人腾位置？当然不是。说穿了
其实很简单，短寿世界的存在只是因为一个完全反面的因素：遗传错误。生物在遗传中必然会发生信
息传递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能太多，否则生物尽繁殖一些“不肖子孙”，这个物种早就灭绝了；但也
不能没有，因为有错误(变异)生物才能进化。看来，用分裂法繁殖的单细胞生物，其“出错率”就太
低，几亿年了，它们还基本保持着老祖先的模样，因而也不能在今天的生物世界里唱主角。而那些寿
命较短的，尤其是有性生殖的生物，其“出错率”比较合适，所以得到飞速的发展。我们也可以大胆
假定，自然界中曾出现过一种体细胞能无限分裂的“准长生”的复杂生物，但这种生命方式不适应环
境的变异(包括生物世界内部的竞争)，很快就灭亡了，而今天的世界就成了短寿生物的天下(而且多是
有性生殖)。    所以，“准长生”并不是不能实现，但它不利于生物的生存，这么说，即使科学家们做
到了这一点，比如培育出能活1000年的线虫，它们也不能在自然界生存，因为它们竞争不过迅速进行
世代更替的短寿命同类。也许有人说，人类是否是个例外？由于人类已经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环境，
所以，人类并不依靠身体的变异来适应它。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但人类更
需要“意识的变异”。如果牛顿能活10万年，他能抛弃牛顿力学而发现相对论吗？他能发现“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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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歌》

深刻的佯谬之上”的量子力学吗？要知道，量子力学甚至打破了物理学家奉为金科玉律的因果律，把
量子世界变成了一个疯人院；他能抛弃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而去发现今后的某某力学吗？无疑是不可能
的。所以，我在小说中只能让那位不死的李元龙选择自杀，他没有别的路好走。    读者说，这篇短文
说了半天尽是在说车轱辘话，你给我们吹了一个希望的肥皂泡又把它戳破。这不，又归结到“准长生
不能实现”上了。不过这不是对本文的准确总结，准确地说，本文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第一，长生
不可能，但“准长生”从理论上说是能够实现的，并没有哪一条自然规律限制它。“准长生”并没有
理论上的上限。    第二，“准长生”不利于生物的“适者生存”，所以它不大可能成为有效的生存方
式。    这是个既不悲观又不乐观的结论。它让读者知道了一种可能又不至于想入非非，所以，不会有
师长们来起诉我蛊惑青少年。目前科学界对“寿命基因”的研究方兴未艾，当然基本是局限在“长寿
”的范围，但其实质性的意义已经开始触到“准长生”的边缘。我在附文中列举了一些，有兴趣的读
者不妨看一看。    本文中没有涉及另外一种可能：既然生命的本质就是信息，为什么不把一个人的全
部信息输入到电脑中，让他虚拟化永生呢？确实，这是一条容易得多的途径。今天已经有了诊病的专
家系统，它已经是一个虚拟的医生了(当然仅保留它的医学知识)。相信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会造出
一个完整的虚拟人，包括他的所有记忆、感情、信仰和痼习。不过，渴求长生者一般对“电子人”的
前景不会感冒的，仅在这儿一笔带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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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歌》

媒体关注与评论

　  王晋康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俯瞰科学和人类社会，他的作品既有太空的广阔，又有大地的厚重，他
用独有的冷峻深沉的笔触，创造出中国的核心科幻。　  &mdash;&mdash;刘慈欣 王晋康是过去20年中
国科幻小说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纵横宇宙，驰骋今古，有对科学的讴歌，更有对人类发展与道德更
新的反思。跟刘慈欣作品强调写实风格不同，王晋康擅长科学写意，颇有中国文化的本土风貌。值得
阅读！　  &mdash;&mdash;吴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科幻文学导师）　  王晋康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
代。他用自己的一系列佳作巩固了中国科幻的核心价值。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有我们不得不思索的
关于未来的答案。　  &mdash;&mdash;姚海军（《科幻世界》主编）　  科幻作家王晋康在他一系列作
品中，对人类的命运进行了深度思考，其笔墨总带有一种痛苦的锋利感。他的作品值得一读。
&mdash;&mdash;雷达(著名评论家)　  超硬的科学内核，深厚的人文关怀，机智婉转的故事，明晓流畅
的语言，沉郁苍凉的风格，是老王作品中飘扬的五环旗。读他的作品给力。　  &mdash;&mdash;王卫
英（资深科幻评论家）　  谈起中国科幻，人道是，不读刘慈欣与王晋康，便称幻迷也枉然。刘慈欣
与王晋康，可谓科幻界之少林武当。记得今年看完《盗梦空间》，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就是几年前王
老师的《七重外壳》嘛！王老师的文章，多有时代前沿的技术想象，但王老师又绝非技术至上主义者
，其文多悲天悯人，敬畏自然，拷问人性，发人深省，有传统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可谓科学与情怀
并重、想象与文采齐飞。　  &mdash;&mdash;钱莉芳（银河奖特别奖获得者，《天意》《天命》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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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歌》

编辑推荐

《生命之歌:王晋康长篇科幻小说集1》王晋康“生死系列”经典长篇科幻首次完整合集。本书收录《
生命之歌》《生死之约》两部经典长篇。与《三体》系列并称当代科幻两大经典系列。敬请期待王晋
康长篇科幻小说系列之《拉格朗日墓场》、《生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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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王晋康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俯瞰科学和人类社会，他的作品既有太空的广阔，又有大地的厚重，他用独
有的冷峻深沉的笔触，创造出中国的核心科幻。——刘慈欣王晋康是过去20年中国科幻小说的领军人
物。他的作品纵横宇宙，驰骋今古，有对科学的讴歌，更有对人类发展与道德更新的反思。跟刘慈欣
作品强调写实风格不同，王晋康擅长科学写意，颇有中国文化的本土风貌。值得阅读！——吴岩（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科幻文学导师）王晋康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他用自己的一系列佳作巩固了中国
科幻的核心价值。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有我们不得不思索的关于未来的答案。——姚海军（《科幻
世界》主编）科幻作家王晋康在他一系列作品中，对人类的命运进行了深度思考，其笔墨总带有一种
痛苦的锋利感。他的作品值得一读。——雷达(著名评论家)超硬的科学内核，深厚的人文关怀，机智
婉转的故事，明晓流畅的语言，沉郁苍凉的风格，是老王作品中飘扬的五环旗。读他的作品给力。—
—王卫英（资深科幻评论家）谈起中国科幻，人道是，不读刘慈欣与王晋康，便称幻迷也枉然。刘慈
欣与王晋康，可谓科幻界之少林武当。记得今年看完《盗梦空间》，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就是几年前
王老师的《七重外壳》嘛！王老师的文章，多有时代前沿的技术想象，但王老师又绝非技术至上主义
者，其文多悲天悯人，敬畏自然，拷问人性，发人深省，有传统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可谓科学与情
怀并重、想象与文采齐飞。——钱莉芳（银河奖特别奖获得者，《天意》《天命》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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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老王的科幻作品
2、封面印着，和刘慈欣齐名，唯一能和三体系列相比的国内科幻系列。 我觉得是同时在抽大刘和王
晋康的脸。 两者完全走不同的路线啊。 这种诡异的宣传手法，让我想到温瑞安说英雄系列重版时沧
月作序。。。  王晋康的构思其实总是能很有奇趣，但是，讲故事的能力真的，不行啊。 看短篇还不
是很能感觉到。 看长篇就能明显看出在把握故事节奏方面太差，尤其悬念性设置真的太一般了。 同
样的故事内核，拿给其他人讲，就绝对不一样。 拿给大刘，格局会更大。 拿给倪匡，故事会更扣人
心弦。 
3、2015.8.30 
4、三星半吧，以为王晋康的科幻作品应该很好看，下了个全集看了十几部短篇还是弃了，语言老套
，剧情没新意，大刘还是厉害的多。
5、机器人与永生
6、科学与艺术历来是相通的，古今大家都多才多艺。生命是需要尊敬的，循环罔替，生生不息，一
成不变就是死水一潭。
7、比较喜欢第二个故事。但是老王的故事结尾都是这样的让我不明白。。。
8、落后的概念，陈腐的元素，本来看在文笔顺畅的情况可以给个三星，无奈宣传上绑定三体，有鄙
视有失望，2星吧。
9、已买
10、还可以吧，读的时候挺舒服的，文笔还好，好多东西我在读刘慈欣的时候都想过，至少不能算惊
喜。
11、不惊艳
12、看完刘慈欣的地球往事三部曲后听说中国有两个科幻大师，与刘慈欣齐名的就是王晋康，买来看
一下，既然大家都说好，那我也相信群众，中国人写的小说至少语言贴近，比较有亲切感，人名也好
记。
13、文风文笔略步美化，人物略单薄（尤其生死之约一篇），但硬核够赞，（DNA音乐！），也有作
者对生命的思考。PS 「生死之约」暗示给得太明显，以至开头就猜出，略无趣。
14、一个中篇就能讲完的故事，絮絮叨叨的说了个长篇。格局太小，读完有种无语感。
15、冲着“与刘慈欣齐名的当代科幻名家”这句话买的，其实大不如，与刘慈欣不是一个档次的，喜
欢科幻的筒子还是买刘慈欣吧
16、机器人与长生不老。王晋康的作品偏向伦理。
17、96年开始看科幻世界，王晋康老师的小说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有两部我个人觉得最棒的，一部
是短篇的七重外壳，另一部就是生死之约了。。科学性，故事性合二为一，极力推荐！！
18、王晋康有点像梁羽生，刘慈欣可以算作金庸。还是那句话，科幻是无神论者最好的信仰。人类现
在的不生育，特别是有知识有教育能力的人的不生育，对人类种群的进化是大麻烦，人类这种生物是
否可以长期存在数百万年，也是一个问号，可能还不如很多种动物作为种群可以在地球上生存几亿年
。另外赞一下出版社，书做的很用心，纸张摸起来很舒服。
19、这个系列的故事比较老，以被三体之类故事洗脑之后的眼光看来，有些觉得过时。
20、王晋康特别喜欢在科幻小说中讨论伦理问题，两个故事，个人觉得生命之歌强于生死之约，后者
内容很新颖，但故事情节比较单薄结局仓促。生命之歌中的观点在在其另外一部短片中也有体现。
21、（胰岛素原的基因序列与肖邦《葬礼进行曲》／雌章鱼眼窝下腺体死亡激素）
22、我们都想长生不老，可是长生不老真的很好吗？作为人，总是很有私心的，但是得有度，生命的
意义，不在于你活了多少岁，而是在你的有生之年创造无穷的价值！
23、王老师的作品的确值得一读再读
24、就一般吧。总觉得像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
25、王晋康的生死系列首部，蕴含丰富的科幻元素和深邃的人文思考，堪称经典之作。
26、王晋康的作品涉及的知识面儿很广，读后发人深省，给人启迪，非常喜欢。
27、两个小长篇都是早期10多年前的老作品了，核心主题是生命以及长生。老王的优点就是内容紧扣
主题，不东扯西扯不相干的；缺点也很明确⋯⋯一个是人物对白的不协调感（尤其女角色的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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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是故事节奏感不太好，读起来有伤阅读快感。另外磨铁长篇这几本封面工艺有提高但内页用纸质
量大幅度降低。
28、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带给人极大的震惊。
29、一个晚上读完，就淡淡的感觉，还行。
30、生命是地球上最复杂的形式，因此人类对生命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然而如果人类获知了造物主
的秘密，致使他们妄图创造生命或长生不死，那么充当上帝的愿望只能是作茧自缚。王晋康的这两篇
小说让我领略到科幻的一点之美，比起何夕，他更善于借人物之口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的作品不
仅引人深思，还有强大的情感冲击，读完令人怅然若失。
31、对于中国目前的科幻小说来说，刘慈欣小说所展现的大气磅礴、丰富的想象力、故事的曲折等，
是不作第二人想的。王老师与大刘不同，他更加注重的是细处方面的东西，可以说各有千秋。我个人
认为还是大刘更加出色一些。
32、不错吧不错吧不错吧不错吧不错吧不错吧，还有书签哦~！~！~
33、前一篇已看过，主要是看后一篇，写得很好。
34、这本书带给人的思考也是挺深刻的，当然你愿意去思考。
35、国产科幻大作，收藏一本
36、第一个故事小学生水平，哄小孩还差不多。第二个故事好些，最后李元龙怎么圆寂的没有交代啊
？和三体比想像力差太远了。看在作者岁数挺大了，给个及格吧
37、科幻的故事背后，更多的是对生命对自然的反思。
38、老实说，我是冲着1.与刘慈欣齐名的当代科幻名家，2.与《三体》系列并称当代科幻两大经典系列
这两个卖点而来的，但就目前看完第一部《生命之歌》和一半的《拉格朗日墓场》的感受来说，真是
言过其实了，首先《生命之歌》剧情太过平铺直叙完全没有什么悬念可言，思想纵深不够、人物塑造
单薄，看完之后也就这样了，没有勾起任何思考或反思；而第二部被称为“王晋康最负盛名的经典杰
作”的《拉格朗日墓场》更是糟糕，除了继承第一部的所有缺点外，就一部科幻小说而言，看了一半
还没出现什么硬派科学的桥段，倒是一些无关痛痒的细节重重复复、拖拖踏踏的一再描写，这让我想
起读小学的时候作文凑字数应付功课的经历，这真是十分失败的事情，反正这一部我是跳着页码看的
，而且发现即使是这样跳着看也真没影响对下文的阅读和理解。有一点不得不提，作者对于情爱桥段
的描写似乎特别感兴趣，不知道其他看官对于这方面有什么感受，对于我来说，这种桥段频繁出现在
科幻小说里还过于露骨，真是有失科学的严谨风度的。《拉格朗日墓场》我是打算凑合去看完吧，而
第三部《生死平衡》我是没动力看了。
39、生死之约值得一看。
40、封面吹的过了，以现在的水平来看，王老在架构程度、知识运用等已赶不上后来的大刘，即使文
笔也是，第一篇仿佛少儿童话的风格，第二篇虎头蛇尾的悬疑风⋯⋯
当然，以十多年前的眼光，直白地提出长生的忧患问题并且做了预长期的设想，细思极恐，还是无愧
作为中国科幻的那一颗奠基石。
另外，王老写的女性角色真的一个个令人反感。
41、对机器人和长生不老的危害的思考，反思科技型小说，《生命之约》是《斯芬克斯之谜》的扩写
版，情节复杂了一些，其实还不如不改
42、总觉得，王晋康老师的科幻小说具有不像科幻的气质，更多的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两难情况（基
于一两个基点假设的逐渐发展后果）的思考。确实是，淡淡的感觉。
43、值得一读  本想买给儿子  结果我却看的津津有味  太有想像力了  人能活到170岁  你信吗 这样的人
太高尚了  也不知道到了2050年会不会有这样的人  反正我是活不到那时候了  希望有
44、这本书给我带来了许多乐趣 我一定广大推广
45、西奈噩梦纯属普通中学习作水平.七重外壳等其他几篇稍好.想打3.5分可惜没这个选项
46、两个探索生命以及进化的故事，不过感觉有一点俗套了。
47、三星半，相比来说第二篇更好一点儿，不过答案太早就暴露了缺乏了一些惊喜，另外我真的好想
知道坐化是个什么机制
48、景仰
49、王晋康的小说，无论长短篇，立意都是够硬的；生命之歌跟美剧传世有同样的设定，生死之约跟
电影这个男人来自地球有重合，它的出版时间晚于男人来自地球的电影，却早于美剧传世...三星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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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一般般
50、为想看科幻小说的朋友买的，冲着王晋康的大名去的，应该还不错吧。
51、王晋康的名篇啊，记得当时是发表在杂志上的，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呢。现在出单行本了，当然要
买来看啊。
52、三点五分，其中鼓励分零点五。小说有人物驱动、有故事驱动，感觉本书更像理念驱动，所有的
人物和情节设置，都是为了图解作者对于科技的想象——DNA技术的突破及其对现有文明的冲击。人
物略单薄，故事讲述平淡，《生死之约》融合了推理元素，略好一些。
53、很有趣的一本书，值得你阅读
54、值得收藏的一套书之一，
55、故事很精彩，有很多关与生命的思考
56、王老的书还是不错的
57、我更愿意看到的结局是机器人展开反攻倒算⋯⋯
58、科幻回顾
59、属于所有生命最原始的欲望，复制自己，如果这种能力通过音乐传播.⋯⋯
60、智能机器人和西部世界的人工智能有点相似。
关于长生的部分很新颖。
从文学角度来看还是很不错滴。
61、两部长篇，一部谈论求生欲望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要，一部谈论永生对社会的影响，我们追求的绝
不是少部分人的永生，但做好全世界人的长生前，我们也要准备好如何去解决寿命过长所带来的一系
列社会问题。
62、王晋康必读作品
63、果然先看了三体，对其他科幻小说就没什么兴趣了，赶明儿看看基地系列。
64、情节单薄，人物刻画不够深刻。
65、包装很好，估计内容也不错
66、王晋康的作品应该会不错
67、王晋康的书充满对人性的关怀。不错，非常好
68、机器人和永生带来危害，想法很好，却没预期精彩
69、科学发展的极致是宗教~··
70、王晋康⋯⋯也曾是一代天骄。
71、王晋康的主题永远离不开生命伦理的范畴，有种对科技高速发展的恐惧感，崇尚优胜劣汰、物竞
天择，人类永远当不了上帝
72、对于我来说，王晋康的小说总是差那么一点。而且非常不喜欢他对女性的刻画。
73、科技违背了人类世界正常的运作，将会带来危害。
74、老梗，第一篇探讨机器人与人的关系，第二篇探讨永生，故事刘畅，但写成长篇有点拖沓。
75、王晋康的经典之作！
76、生or死，一个困顿的抉择
77、读过的第一篇科幻就是老王的斯芬克斯之谜，因为这篇小说，我进入了科幻的殿堂。这篇小说在
这本书里叫生死之约。看完之后还是觉得老王的巅峰就在这里了。谨以五星表达我对老王的敬仰和对
科幻的情怀。十五
78、收藏的必备书
79、封面上的推荐语无力吐槽。
80、人物刻画不够深刻，情节也较为简单。
81、这两个中篇，都表达出一种高科技恐慌。在没有解决办法以前，现在更好？可惜，现在明显还不
够好，而未来是可以更好，为了规避吾所恐慌，应该探讨合理的解决办法，而不是因噎废食。既然作
者自己都意识到如果真的探索到了那两种技术，历史的车轮将不可避免的向前转动，那么与其抱残守
缺，不妨权衡利弊，有计划地付诸实现。尤其第二个故事，看了开头猜到结尾，至于长生会剥夺创造
力，更觉得不够信服。
总结来说就是故事一般，题材庸常，叙事拖拉，价值观无法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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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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