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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科學中的幻想、幻想中的科學 
吳文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壹、科幻和科學關係背景  
幻想是科幻必備元素，科幻則需透過

科學方法實現這些幻想。因此凡是優秀的

科幻作品，皆為想像力（構思幻想）與創

造力（落實幻想）的最佳範例(葉李華，

2004)。科學和幻想正是科幻的雙重本質，

兩者有其相矛盾亦有其互補的關係，因此

常可見藉由科幻作為來推展科學的知識與

興趣，培養科學素養的內涵，讓科幻成為

科學教育的一環，但值得一問的是到底科

幻的興起是曇花一現，或是值得深入推

廣，在此尚有許多討論的空間可供探討和

研究。 

在科幻的定義方面其實並沒有固定

的範圍和界定。以葉李華(1998)認為較廣

義的定義為只要故事中含有超現實因素便

可算作科幻作品。正統科幻迷所持的標準

則較嚴格，主張至少要包含一個科幻因素

－科學與幻想缺一不可。倘若沒有任何科

學根據，則只能歸為奇幻、魔幻或超現實

作品；反之幻想若是付之闕如，那就只是

一個科學寫實故事。此外根據科幻嚴格定

義，不難導出如下定理：科學基本架構必

須符合兩個條件：(1)現在絕不可能；(1)

未來一定要有可能。 

再根據傅吉毅(1996)專訪科幻大師

張系國的文章中，指出在科幻這個名稱，

是有別於所謂科學幻想小說，所以嚴格定

義起來，尤其它把「科」放在「幻」的前

頭的話，那就是說正統的科學幻想小說，

有很強烈的科學意味，小說裡科學的「比

重」要大，盡可能不違背科學的基本原理，

這是科學幻想小說。再以科幻的原文- 

science fiction 作說明，可解釋為「科

學虛構故事」（science fiction），在此，

科學求真求實的實證精神和虛構故事一詞

明顯是對立的說法，更可見兩者具有矛盾

衝突的地方。在科幻的創作方面包含了科

幻小說、科幻電影及科幻漫畫等，非全然

是文字構成，因此更進一步地只要圖像影

音包含了科學及幻想，便具有科幻的成

份，而成為科幻的作品。 

黃海(1996)認為傳統科幻小說的領

域，原本就有硬式科幻和軟式科幻之分，

科幻作者思考的和表達的方式大約有兩

種，硬式的是「科學能為我們作什麼？」

主是往往是樂觀的…。另一派軟式科幻的

思考方式是：「科學將為我們帶來什麼？」

往往是悲觀的，被稱為哲理派，描寫科學

帶來的災難恐怖…。雖說科學與幻想有矛

盾的地方，但不是顧此失彼地分立在兩端

的位置，許多好的科幻作品仍同時具有兩

種本質，而且各自發揮出自己的長處，也

互補了彼此的缺點。相信不論是硬式或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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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科幻作品都能在科學教育上有所貢

獻，讓科學中的幻想激發出創造性的思

考，而幻想中的科學又可促進批判性的思

考修正創造性思考的產物，兩者互為矛盾

的地方似乎又可相輔相承。 

 

貳、科幻與科學推廣  

科幻和科普作品兩者皆將艱澀難懂

的科學作適度轉化，變成大眾想接觸、易

獲得及能吸收的知識，進而達到科學普及

的目標，金濤 (1998)指出達到科學普及的

方法，除了傳播科學知識之外，還必須大

力傳播科學思考、科學觀念以及科學精

神。而科幻文學恰好發揮著其他通俗科普

讀物所不能替代的科普功效。科幻文學對

於開發大腦的創造性思維和科學的想像

力，有著潛移默化的重要作用。科幻相較

於科普的內容的確是更易於吸引及貼近群

眾，可作為培育科學素養的第一步。  

所謂科學素養 (scientific literacy)培育

是目前科學教育重要的方向。從美國科學

教育的沿革中可歸納出，六十年代因當時

蘇聯科技領先所引起的科學革命，強調科

學家及技術人員的培育，因此許多課程相

當注重科學知識的傳遞，厚重的課本知識

反而把許多學生推離科學，且改革對象集

中在高中階段，許多學生的興趣已然定

形，因此在八十年代的課程改革檢討聲浪

中，把科學教育的方向轉變為培養科學素

養，不單著重在科學知識，還包括科學本

質的探討、科學的過程、科學的價值、科

學和社會的關係及科學的興趣等方面。對

象也向下延伸到國中小學，讓科學不再只

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的知識系統，而是可以

在生活中發揮作用的生活工具。科幻作為

科學素養的培育開頭具有一定的成效，引

起學生的興趣與好奇心，讓科學的興趣從

課本導引到外在世界，但其影響力的範圍

仍值得作深入的討論。  

由上述可知，透過科幻來吸引大眾的

注意力，促進大眾的投入，進而增進全民

的科學素養似乎是可行的方向，但科幻是

否定位不明而沒有基礎，科幻是否太虛無

飄邈，而不足以教化科學素養求真求實的

實證精神，且經由科幻學習到的知識是否

充足正確，可見科幻成為科學普及的工具

之一，仍有許多要努力的地方和進步的空

間，。  

 

參、如夢似幻的科幻作品  

科幻在科學推廣的功能上，最常受到

質疑的便是科幻的科學價值，甚或在文學

的人文部份亦受到批判，可見科幻本身的

價值定位未明。科幻的作品在本質上往往

為吸引民眾注意、激起民眾反應，而將內

容科學性部份轉化為娛樂的刺激，作品人

物的性格為符合一般大眾的想法趨於正反

分明，正方拯救世界，反方破壞世界，將

其人文素養的價值減低，或許這就是許多

人憂慮科幻內容對科學普及時，可能造成

反向影響的出現。 

為使科幻達到科學普及的任務，將科

幻內科學的素材作單獨抽離，進而審視其

科學性的內容，常常找出許多不符合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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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科學發展的理念，這或許正是科幻吸

引人的一點，但在作為科學教學傳遞科學

知識，可能會造成學生錯誤的概念，學生

對科學發展的現況出現錯誤的圖像，且部

份科幻作品對科學的發明採取負面看法，

是否會造成學生對科學的反感而產生副作

用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黃海(1996)指出台灣的科普會議上

也有人提到，要提倡科幻小說藉以達到社

會民間的「科普」，曾經被斥為異端；因此，

學文學的人說科幻小說不是文學，學科學

的人說它不是科學。科幻的作品在出發點

上便不是為了科學的推展，且內容因為有

部份科學的性質，對人文方面便有了限

制，不能自由自在地發揮文學的內涵，因

此在當時想要進行科學普及化，讓全民能

主動接觸科學，獲得科學知識，進而具有

科學素養的情境下，科幻便不被當時學界

所接受。 

科幻在自身的內容上是有所缺陷和

不足的地方，根據王泉根、焦華麗(2001) 

指出科幻小說的危機有兩種： 

其一夾縫生存：科幻小說在起步之

時，便未完全被主流文學認可，讓它承擔

科普的初衷，在一定程度上就是對它文學

價值的貶低。 

其 二 本 身 的 缺 陷 ： 科 學 幻 想 小 說

（science fiction），顧名思義它包著

「科學」、「幻想」、「小說」三個主要因

素。它們是科幻小說的三個支撐點，而

在 七 ○ 年 代 末 ， 八 ○ 年 代 初 期 的 創 作

中，這三種支撐都有些尷尬，以致科幻

小說顯得有些「跛腳」。 

兩人並進一步而指出科學是科幻變

形的支撐，幻想是科幻無力的支撐，小說

的藝術是科幻失落的支撐。科幻的發展在

推廣時遇到許多的阻礙，在科學一切求真

求實的時代，科幻受到其幻想本質的牽累

而受批評；在文學悲天憫人情懷的意涵

下，科幻由科學內容出發的聯想又顯得限

制重重，排擠了人的情意思想。可知科幻

作品要達到科學、幻想、故事架構仍有很

長的路要走。 

或許科幻作品在起步時為了符合大

眾的一般性和娛樂性的需求，再以達到商

業利益的前提，其內容作相當的改變與修

正，但張子樟(2004)指出奇幻或科幻作

品，雖然幻想意味濃烈，還是有其基本限

制，而不是無限制膨脹，故事骨架全靠幻

術來支撐，而變成一齣幻術劇，失去其中

心意義。由此可知科幻的幻想世界可以開

展人的想像空間，但不能像目前坊間奇幻

的魔法小說，內容的確有許多吸引人的故

事情節供人想像，回頭思考其科學性的部

份卻是顯得不足，幻想成份的多少是科幻

作品的關鍵因子，但是否具有科學成份亦

是值得關注的一點。 

科幻的生命是幻想，而幻想必然與講

求事實的科學相左。張之傑(1998)即認為

科幻可以增加讀者對科學的親和力，啟發

讀都的想像力，但很難傳播正確的科學知

識。許多科幻作品會出現前文所述的缺

點，根據作品內容偏向科學或幻想作一概

括的分類，故出現硬科幻及軟科幻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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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強調的機關佈置、科技發明，後者關

心的人文思考，若只從知識的傳遞來看科

幻作品對科學的影響，就只能看到科幻作

品的其中一項影響力，也就是只看到硬科

幻的部份，基於科學知識絕不等同於科學

的素養，軟式科幻的人文思考正可以在此

發揮影響力，把科幻在人文方面的社會功

效發揮到最大。 

 

肆、化危機為轉機的科幻  
科幻作品諸如科幻小說或電影等，最

大的特色便是容易引發兒童的好奇心和興

趣，其中原因不乏是內容的富想像力、生

動和啟發性。其中的科幻小說是引導大眾

進入科學世界最佳手段，以故事情節先引

起讀者喜歡，然後潛移默化中再將科學的

訊息、知識灌入讀者腦袋，除了讓讀者有

想像空間也可激發讀者對科學的好奇心

(羅時成，2000)。由此可見在推廣科學的

方面，引發學習科學的好奇心和動機便是

科幻最基本功能。 

王道還(2005)指出《科學怪人》成為

現代科幻文學的鼻祖，還有一個更重要的

理由：為方興未艾的科學文明創造了供後

人反思的終極議題。西方科幻傳統的核心

主題之一，是批判科學對人類的影響，這

個批判傳統可不是憑空而起。科幻在這一

點可以提供許多思考的議題，這正是軟科

幻的主要目的，讓作品的接收者能思考科

學產生的科技，對自己、家人、社會乃至

整個世界的影響，這就符合張系國的「全

史觀」中，「現代人不能只瞭解過去，也必

須瞭解未來，向未來尋找歷史的根源。」

新科技產品在透過過去經驗及科學理性的

判斷，預測其對社會的可能影響為何，這

不正是培育科學素養重要的能力-瞭解科

學與社會的相互影響。 

除此之外，張系國亦認為「科幻小說

是現代人的神話」，重新奇也重幻想，可以

趣味，但絕非逃避，而是在更深層次反省

人類的處境。科幻小說的長處，正是包括

了人類的過去、現在及未來。「它激發了我

們的想像力，也帶給我們無窮的新希望。」

幻想是科幻的雙面刀刃，可以發揮無限的

力量，產生無數新奇有趣的想法，但也給

人一種空虛沒有基礎的感覺，這也就是為

何科幻的基礎必需根植在科學之上，科幻

作品才能獲得自己的定位。科學與幻想相

互輔助，讓幻想有不是憑空想像，而是對

科學成就、技術進行一個遙測評估，此正

符合當前科學教育的理念—不一定每個人

都要成為科學家，但每個人都必需具有評

估科技對社會產生的影響。 

更 進 一 步 引 用 李 逆 熵 (1998) 的 說

法，其指出科技預測充其量只能是科幻小

說創作的起點，單單預測一項新科技是無

法構成一篇引人入勝的小說。真正引人入

勝的，是深入探討這項新科技所會帶來的

影響。人們對科技應用的日益關注，產生

了一門稱為「科技評估」（technological 

assessment）的研究領域。在某一個意義

上，不少優秀科幻小說所進行的，正是一

種「未來科技評估」（assessment of future 

technologies）的工作。但這種「評估」



科幻-科學中的幻想、幻想中的科學 

 

-19- 

不能枯燥乏味，而必須具有豐富的娛樂

性。經過這方面的薰陶下，培養出評估的

敏銳度，引發自己不同的想法，這便是科

幻小說重要的科學教育功能。 

金濤(1998)認為科幻文學的科普功

能具有以下特點：其一，科學文學的科學

普及並不著眼於現今已有定論的科學技術

知識的通俗化，而是運用科學幻想的望遠

鏡，在現階段的科學技術成就的基礎上進

行未來的遙測，以其合乎邏輯的推理衝破

時空之侷限，大膽地展望科學的明天，因

而它的科學想像具有很高價值的前膽性和

預見性。其二，科幻文學採用的形式是獨

特的，它以藝術的手段，用形象思維的方

式處理邏輯思維的題材，因而展示科學技

術的內容時，它是通過活生生的、有血有

肉的人物，生動形象、妙趣橫生、扣人心

弦的情節以及各種矛盾衝突來突顯科學技

術的主題，因而它所具備的強烈藝術感染

力和振聾發聵的效能，使科學普及的影響

更為深遠。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科

幻文學是全景式地展示科學技術及其對社

會對未來的影響，透過作品中的人物性

格、矛盾衝突、情節鋪陳等文學手法，滲

透著深邃的科學觀念和濃烈的科學精神，

營造出一種科學氛圍，因而具有震撼人

心、啟迪思維的無形力量。 

由上述可知，科幻的目的與科普不

同，科幻放眼未來、模擬科技及反映實境，

蔣淑貞(2004)指出科幻不同於「科普」的

任務，「科普」是為了讓科學教育向下紮

根，培養更多的科學研究人才，但現在交

大借科幻之力要做的事，並非要提升科學

教育的技術等級，而是希望有科技專才的

學生也要有「創意」。國立交通大學在 2001

年成立科幻研究所，其網站註一中即指出其

理念在於推廣科幻研究及鼓勵校園創意的

基地，除了致力於建構一個完整的華文科

幻資料庫，也嘗試讓冰冷的科學經過科幻

的包裝，能以較輕鬆的方式貼近社會大

眾，在推廣學術化之「科幻研究」，包括： 

 1、文學領域：類型文學 

 2、科學社會學領域：科技與社會的互動 

 3、未來學領域：未來科技趨勢 

 4、教育心理學：創意的啟發與開發。 

可預見的科幻將在引導科學普及的

過程中有不同的角色，讓民眾有科學知識

外，還能思考科學知識的用途和影響，將

科學、科技和社會間的相互關係作澄清。 

 

伍、科幻—科學素養、前瞻眼光  
曾經獲得諾貝爾獎的著名物理學家

楊振寧，曾經不斷的在大陸各種場合強

調，「建設現代化強國不能離開現代化報

導，不能不重視科學幻想小說」，他鼓勵大

學生閱讀優秀的科幻小說(黃海，1996)。

科學幻想小說可以刺激思考，增加思考的

廣 度 ， 認 知 心 理 學 上 ， 功 能 固 著

(functional fixedness)阻礙了創造思考

的 廣 度 ， 相 似 的 名 詞 有 心 向 效 應 (set 

effect)或愛因司貼浪效應(Einstellung 

effect)。所謂心向效應指的是某人應用一

個非最理想的過程在一個新問題上，只因

為那個過程已經變成穩定構成的，而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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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索是否還有更佳的解決方案。科幻題材

往往會具有獨特的創見，從許多平常人不

會注意到的地方思考，作為擺脫功能固著

的情況，進而思考到不被注意、易被忽視

的地方，產生新的想法和新的思維，在科

學的發明史中許多偉大的發現正是從微不

足道中的事情中產生。 

所有偉大的小說都有一個共同的理

念，就是關心人類往何處去的問題，用這

個標準來鑑定科幻小說的深度和廣度，以

及所蘊涵的人文精神(賴玉敏，2003)。真

實的科幻在科學和幻想兩種因素並重，且

兩者共同激發出的新成份便是深層的哲

理，史諾在《兩種文化》中指出兩個性質

不同的集團－科學家和文學家，雖然這兩

個集團的聰明才智相當，種族相同，出身

背景沒有太大差異，擁有相同的收入，但

是他們幾乎不和對方溝通，他們在理性、

道德和心理氛圍上，幾乎沒有一點共通性

(林志成、劉藍玉譯，2000)。科幻結合科

學的意涵與文學的素養，對於溝通自然學

家與人文學家可以提供一種可行的方向，

以正符合現今要求文理平衡的教育理念。 

 

陸、科幻在科學教學的策略  

在教學的需求下科幻作品可以滿足

好奇、發現創意，在許多創意教學中常常

使用奇異的例子吸引注意力。在教學方式

上可根據硬科幻和軟科幻之分，作出以下

幾點方法的建議。硬式科幻注重機關佈置

和科技發明，可以藉由： 

(1) 找出錯誤：  

發現科幻作品內不合理的地方

並加以修正；呂應鐘、吳岩 (2001)認

為對科幻進行正確的宣傳和導讀，鼓

勵學生了解這類作品，並從中分析出

真理的正確與錯誤。可知科幻作品可

藉由此一方式進行內容的探討。  

(2) 落實幻想：  

當然在此要求學生發明科幻小

說中的情節是不可能，但可以讓學生

以現今可能的科學知識去進行合理

化的任務，或找出可能的替代方式達

到相同的結果，或許在硬式科幻中這

是令人嚮往的想像空間。  

在軟式科幻的部份可以利用預測結

果，而達到人文價值的目標。文學批評生

命，黃海認為一部好的科幻小說應該具有

人文關懷的素養，兼具時代的藝術，為人

類的文明做一番省思。簡成熙(2003)指出

科技的改變當然會直接影響到人類的生活

方式。但是，人類與科技之間的關係，也

並不是很原始的人類利用科技，改善生活

方式等，人與科技之間更可以存在異化或

物化的關系，使人的主體性淪喪，很多人

文學都提出類似的警訊。當然，我們也無

法浪漫式的反對科技，但是時常對科技抱

持著警覺立場，毋寧是一合理的態度。科

幻小說的內容簡化思考科技意涵的情況，

將焦點集中在所需探討的議題上，在對科

學教育上的意義而言，科幻可以具有別的

科學傳播工具所沒有的優勢，其內容所點

出科學的價值、科學和社會的關係再再都

是當前科學素養所要培養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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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科幻的未來與展望  

呂應鐘、吳岩(2001)指出科幻小說是

想像力的產物。它的功能不在傳播科學知

識，也不是傳播作者的奇異幻想。它是以

各種不合常理的事件和結果啟發讀者，敢

於幻想，敢於想像，敢於說出自己直覺思

維的產物。教育先驅布魯納在《教育歷程》

即指出直覺思考的重要性，和分析思考作

比較，直覺思考特徵上非以小心、良好定

義的步驟前進，它傾向於對整個問題的內

隱知覺作為基礎，從中獲得答案，但不知

過程為何。科幻作品大膽討論不確定的未

來及與大眾不一致性的科技評估，正是引

導直覺思考的良好工具。 

科幻作者蛻化熾烈狂放的想像力，向

文學靠攏，向人生藝術造境，深挖人性的

本質，對文明做深刻的反思，褪除科幻或

科學的外衣，以真實的想像為主軸，在虛

幻中構建現實，反思人生，科幻小說就可

以解除「科幻」的魔咒，解除它被視為「通

俗或流行」的色彩，成為另一種純文學或

主流文學，而並非「幻想」(黃海，1996)。

對科幻所引起的效應，回歸到基本面上還

是需要有好的科幻作品，不論是硬式或軟

式科幻皆有對讀者不同的啟示，只有投入

更多的精神在開發新的作品，科幻的影響

力才能持續下去。 

最後以交大科幻中心葉李華教授在

2004 年科幻研究學術論文集序作結： 

幼時以科幻「築夢」的孩子，很可能

長大後就會以科技「逐夢」。 

 

註一：國立交通大學科幻研究所網站網址

為：http://sf.nctu.edu.tw/，檢

索日期：200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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