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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文学中的城市困境

———以《微光城市》和《月球城市》为例

周铭英
（深圳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６０）

摘　要：科幻文学中的未来城市常通过呈现封闭与孤立的特征，揭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琴娜·杜普洛的《微光城
市》和安迪·威尔的《月球城市》描绘了资源匮乏、城市非正义和环境危机等困境，反映了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与资源分配

的失衡。未来城市的科技幻想批判社会不公，并展现个体对不平等的抗争与对自由的追寻。通过这些描绘，科幻文学深

刻反思了当代社会矛盾，启发人们重新审视公正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愿景，为构建更公平和包容的未来城市提供了想象

力和思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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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文学中的城市设定常常成为对未来社会、科技发展以及人类生存方式的多重想象和隐喻，它们

高度技术化和智能化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城市困境”，例如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社会不公和信息隔

离等，其中琴娜·杜普洛（ＪｅａｎｎｅＤｕＰｒａｕ）的《微光城市》（２００３）和安迪·威尔（ＡｎｄｙＷｅｉｒ）的《月球城
市》（２０１７）便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两部作品虽然设定在截然不同的时空背景，但在对未来城市的构建
与批判中展现出高度的互文性，尤其是在对城市困境、资源稀缺及权力关系的描绘方面。与此同时，小

说中的城市构想为当代城市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种批判性视角，特别是在全球资源危机、社

会分化和生态环境问题愈加严重的背景下，它们以一种陌生化的方式来反映和批判这些现实问题。

两部作品对未来城市的描绘并不仅仅停留在对科技发展的畅想上，而是将城市视为复杂的社会系

统，通过虚构城市的困境来反映现实中城市化进程的诸多矛盾与危机。同时，两部小说通过个体在城市

中的具体实践与抵抗展现了未来城市的另一面，即，在看似无解的困境之中，个体如何通过微观的日常

行动来反抗并重新定义城市空间。此外，两部小说分别代表了科幻文学中两种不同的未来城市想象，一

个是被隔离于地下、与地表世界断绝联系的“封闭城市”，另一个是位于月球、与地球有遥远物理距离的

“殖民城市”。但两者却又在本质上展现出对相似困境的忧虑，即在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如

何平衡资源的公平分配、如何防止权力的集中与滥用，以及如何在面对生态危机和社会分化时为个体提

供基本的生活尊严与自由。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科幻文学中的未来城市，同样也是当代城市研究和社会

批判的重要议题。

因此，文章通过分析《微光城市》和《月球城市》中的城市困境及个体抗争行为，力求揭示科幻文学

如何通过虚构的城市场景反映真实的社会问题，进而为当下城市发展中的资源管理、社会公正与生态可

持续性提供新的启示。虽然两座城市表面上看似是对未来的想象，但其实质是对当下人类社会及其可

能发展方向的深刻反思，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现实城市发展中的危机与挑战，同时也激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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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如何塑造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城市未来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一、资源匮乏与封闭城市的崩溃

科幻小说中的未来城市，如巨型高楼、太空殖民地或地下城市结构等，通常具有显著的共同特征，它

们高度技术化，并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科学和工程成就，包括智能化的城市规划、自动化交通系统以及先

进的环境控制技术等等，因此，未来城市往往被描绘为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的象征。然而，这些看似先

进且充满未来感的城市却往往孤立且封闭，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艾萨克·阿西莫夫的《钢

穴》、扎米亚京的《我们》，再到厄休拉·勒古恩的《一无所有》，它们描绘的均是封闭的未来城市。城市

的封闭性首先表现为物理意义上的隔绝，例如地下城市、太空站或孤岛，这些空间均被限定在特定的地

理边界范围之内。而这种物理隔绝不仅反映了居民对外界的恐惧、对社会问题的逃避或资源短缺的困

境，同时也导致信息和文化上的封闭，使居民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受限，观念被进一步限制。因此，尽管城

市的封闭孤立能为居民提供某种程度的安全感，但它们也成为城市内部危机的根源。《微光城市》中的

地下城市和《月球城市》中的阿尔忒弥斯均是如此，两座城市的地理隔绝与信息限制构成了故事情节的

核心推动力，深刻影响着角色的命运与行动。

在杜普洛的《微光城市》中，人类为了躲避灭绝性的灾难，在地球深处的洞穴中建立了微光城，让一

部分人类移居于此，以确保人类可以在这里延续下去。在这座微光城，“天空永远是黑暗的。城市的唯

一光源来自安装在建筑物和一些大型广场中央立柱上的巨大泛光灯……在每天晚上九点到次日凌晨六

点之间，所有的灯都会熄灭，城市陷入一片黑暗，仿佛所有的人都被蒙上了眼睛……彻底的漆黑让他们

不敢移动半步”①，可以看出黑暗成了限制人类活动的屏障。微光城的边缘是垃圾场，“从垃圾场再往前

就什么也没有了，只有广漠无际的未知区域，在那里，黑暗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②，因而，微光城的居民

被牢牢地困在光源所及范围之内，“黑暗像一道墙”拦在人们面前，使其僵在原地、无处遁逃，成了某种

意义上的监狱之城。而威尔的《月球城市》中，阿尔忒弥斯作为月球上的城市，“由五座被称为‘气泡’的

巨大球形舱组成。由于一般都埋在地下……由穹顶聚集而成”③。来到月球的人类只能在有空气供给

的球形舱内生活，居民必须通过考核成为舱外活动工会的会员，才可以穿着活动服在舱外单独行动，而

来自地球的观光客则只能在一个个仓鼠球里活动，因此，可呼吸空气的缺失成为阿尔忒弥斯限制人类活

动的屏障和结界。

一个是与地表世界隔离的地下城市，另一个是与地球有着遥远距离的月球城市，地理的孤立使得两

座城市的资源都变得有限甚至匮乏。微光城已经达到了其２００年的使用期限，整座城市陷入了资源枯
竭的困境：“微光城的居民们已经对物资短缺习以为常”④，他们会把破旧磨损的物品修补“数十甚至数

百遍”，并“几乎从不丢弃东西，他们总是物尽其用”⑤；然而，即便如此，微光城仍然岌岌可危，面临灭亡

的威胁，“不仅照明电路频繁故障，生活物资消耗殆尽，连供水系统也面临崩溃，整座城市已奄奄一

息”⑥，“灯泡短缺，能源短缺，连时间也不够用了，灾难随时都会降临”⑦。在月球上的阿尔忒弥斯，由于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资源的获取本身就是一件昂贵而艰难的事情：“光来这里的旅费就很不便宜了，在

这里生活的开销更是贵到吐血”⑧；普通居民的饮食也只限于难以下咽的“糊糊”，甚至一个属于自己的

独立卫生间也是一种奢望；而烟酒之类在地球上习以为常的物品，在阿尔忒弥斯则需要严格把控和明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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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

由此可见，城市的封闭孤立对于微光城和阿尔忒弥斯而言，既是安全的屏障和避难的场所，同时又

潜藏着巨大的危机。位于地球深渊洞穴的微光城，始终被黑暗笼罩，威胁着居民的生活：“彻底的黑暗

让他们不敢移动半步……有一天，这座城市的灯光将永远熄灭”①，“黑暗像一道墙，拦在她面前”②，“黑

暗似乎不仅仅蒙蔽了她的双眼，还妨碍了她正常的思考……黑暗让她发不出声音，甚至喘不过气来”③，

微光城对灯光和资源的控制与分配，无异于库什纳《火星俱乐部》中“监狱地理空间布局对犯人的真实

操纵”④。随着断电次数的增多和断电时间的延长，微光城的居民逐渐意识到，他们终将陷入永恒的黑

暗，这意味着末日和死亡，逃离成了唯一的选择。而阿尔忒弥斯建立在无可呼吸空气的月球上，依靠城

市的维生中心为居民和游客提供可呼吸的氧气，氧气是桑切斯铝业在冶炼铝矿过程中生成的，维生中心

一边接收桑切斯工厂通过管道输送的氧气，一边抽取城市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然而，这种对维生中心的

单一依赖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由于主人公爵士对桑切斯熔炼厂的爆破行动，爆炸产生的气体分子催生

了对身体有害的氯仿，而维生中心并未设置对氯仿的有毒检测，导致全城居民陷入昏迷，并将在一小时

内死去。因此，尽管爵士的行动旨在拯救阿尔忒弥斯免于黑帮的控制，却无意间让这座月球城市经历了

一场生死浩劫，使之面临顷刻间毁灭的威胁。与此同时，由于阿尔忒弥斯地处遥远的月球，其经济发展

完全依赖于外来移民。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节点正值人口增长进入平稳期，“整个经济系统都已经在

无意间转型成了庞氏骗局，而且我们正处于曲线的顶点位置”⑤。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发展出外向型经

济，阿尔忒弥斯将迅速进入经济衰退，最终被废弃，成为荒芜之地。

两部小说都描绘了高度封闭和孤立的未来城市，凸显其物理隔离、资源匮乏以及信息受限等特点。

微光城深埋地下，其居民被黑暗所包围，丧失了从外部世界获取信息的能力，黑暗本身成为限制活动的

屏障；而阿尔忒弥斯远离地球，地理位置的孤立以及资源的有限性，使其面临严重的安全问题与经济危

机。因此，《微光城市》与《月球城市》所展现的封闭未来城市在提供居民的安全庇护的同时，其封闭孤

立性本身也对城市的生存构成了威胁。然而，城市的封闭不仅仅是物理和信息上的限制，更是文化上的

隔绝，例如居民的思维和文化交流受限，缺乏开放性的对话和跨文化的互动。在这一点上，两部作品都

没有充分考虑文化多样性对城市生活的重要性，缺乏探讨城市封闭性可能导致同质化的文化环境，从而

使城市失去作为多元文化交流场所的重要功能。

二、城市镜像与社会不公

正如巴特在其文章中指出，科幻小说所构建的未来城市将道德具象化，其城市结构与社会发展紧密

相关，封闭的城市边界反映了现实城市中的分裂与隔离⑥。文学理论家达科·苏恩文将科幻小说定义

为“认知疏离”（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的文学形式，如果说传统小说是一面反映现实世界的镜子，那么
在他看来，“这面镜子不仅仅是反射的，它同时也蕴藏着某种转化的力量，像处女的子宫和炼金炉：这面

镜子如同一个坩埚”⑦，一个实验场，通过创造一个陌生化的世界使我们得以从新的批判性视角审视未

来与现实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阿博特也曾指出，科幻小说为我们如何思考城市生活和城市发展提供

了重要启示，但它们的目标并非真正预测未来，而是对过去和当下进行深刻反思与批判，即，科幻作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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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目光投向的是他们自身的经历和所处的社会环境①。因此，《微光城市》和《月球城市》所塑造的

城市虽然是陌生化的奇观，但其社会本质仍然与当下现实紧密相连，构成了现实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与社

会问题的镜像反映。

阿特金森提出，当部分居民脱离群体并生活于封闭空间时，他们将经历三个阶段：“隔离”、“孵化”

和“监禁”②。阿博特也指出，“地下城市和围墙城市……作为终极状态的乌托邦，保护型城市的潜能陷

于停滞，而它的人身限制又代表和加强了那些社会的限制”③。微光城从最初旨在保护居民的功能城

市，逐渐蜕变为压制和监禁居民的城市机器，正如有学者观察到的，对黑暗的恐惧使得微光城的居民无

法质疑当局的决策，频繁的断电和持续的恐惧使他们在个体层面上变得脆弱④，每个居民一到十二周岁

就要通过抽签决定自己一辈子要从事的指定工作，这种“监禁结构……制度化，变成文化意识根深蒂固

的一部分”⑤。与此同时，当整座城市的物资日益匮乏，市长却依旧能够凭借权力占有丰富的资源，其私

密房间“里面堆满了各种物品……到处都是篓子、盒子和袋子，一捆捆、一包包。罐头和衣服堆积成山，

还有成排的坛子和瓶子，无数的灯泡包装盒斜靠着墙叠放在一起……桌上的餐盘里还留着剩菜”⑥。市

长的奢靡浪费与居民的拮据匮乏形成了鲜明对比，突显了城市的不公和制度性的非正义。

江涛指出，“城市作为一种空间的形式被人类所建构……天然地承载着人类自身对公平正义的伦

理秩序的不懈追求，一个有秩序的城市，意味着城市的建构应该以人为本”⑦。然而，权力者的贪婪加剧

了城市的不公平和非正义性⑧，“微光城有太多黑暗，它不仅盘踞在城外，还潜伏在人们的心中。每个人

的内心都会有一些阴暗面。它就像一只贪婪的野兽，不停地索取，让你无法抵挡”⑨。这种贪婪不仅存

在于市长心中，莉娜在购买彩色铅笔时也深深感受到了这种贪婪的渴望。因此，人性的贪婪似乎与城市

的公平正义形成了某种对立，城市的不公平性似乎根植于其产生阶段：

城市是人类进入线性时间以后，通过空间生产的方式所生成的文明结晶，当“权力领导

者”和“经济指挥者”按照各自的内在需求对城市空间进行领域的划定和间隔之后，城市人就

必须凭借着各自的能力（政治权利或经济资本）进入与之匹配的空间获取相应的社会身份，从

而享受与之同等的空间资源与生存权利，这便是间隔的城市空间的非正义性症候体现。瑏瑠

小说中的洛普作为仓库搬运工，能够直接接触并窃取仓库中的各种食物和杂货，他每次偷偷给市长

输送物资时都会私自留下一部分，分给女友利兹，而莉娜作为利兹的好友也得到了好处。然而，“这并

不是莉娜想要的公平。她所说的不公平是指仅仅两个人却获得了所有人本都需要的东西”瑏瑡，莉娜渴望

的是一种能够消除社会等级和隔离感的社会共同体，一种新的“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的制度。

在月球的阿尔忒弥斯，社会阶层和人群隔离更为明显：女主爵士住在康拉德球形舱的“胶囊屋”，吃

着糊糊，而亿万富豪特龙·兰德维克则住在谢泼德球形舱的宽敞别墅中，享受着咖啡和雪茄的奢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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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比恩球形舱位于康拉德和谢泼德之间，无论从象征层面还是地理位置看都是如此”①。阿尔忒弥斯

的物理位置隔离与社会阶层分化是相互映照的，因为“空间关系就是社会关系”②，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晰

地看到“空间和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③。小说中，行政长官恩古吉计划在月球上建立ＺＡＦＯ（零损耗光
学纤维）生产基地，以推动地球上万亿美金利润的电信行业进行产业升级，并认为，“月球上的工业就会

呈爆发式增长，工厂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们会因为工作机会搬到这里，这样一来大家就都能过上好

日子”④。然而，目前控制月球上唯一工业———桑切斯铝业的巴西黑道组织得知消息后，企图染指

ＺＡＦＯ，从而控制月球上最重要的资源，进而控制阿尔忒弥斯，使其成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芝加哥，并且
“只会比当时的芝加哥惨上数百倍”⑤，让“大家就都能过上好日子”变成泡影，在黑道控制下的阿尔忒

弥斯，不可避免将沦为另一个被贪婪市长控制的微光城。

两座未来城市的核心特征均体现为封闭隔离性和社会阶层分化，从而成为当代社会与文化现象的

镜像。这样的城市设定不仅揭示现实城市中潜在的问题，同时突显科幻文学通过镜像和未来愿景来探

讨现实与虚构关系的能力。通过这种视角，科幻文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批判性视野，使我们得以重新审

视城市生活、社会分化以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微光城市》和《月球城市》设想的是新的未来世界，但

其本质反映的依然是现实社会的问题，前者中市长与普通居民之间的阶级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不

公，后者中显著的社会等级分化及地球黑道势力对资源的争夺，都揭示了城市内部的非正义和等级隔离

现象。虽然两部作品揭示了社会问题与科幻未来的交织关系，借由未来城市构想批判了资源和权力不

均衡等现有社会问题，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现实社会与未来愿景的契机，但在对如何真正实现社会变

革方面，是否可以通过某种形式的集体管理制度、技术民主化或共享经济来解决等方面缺乏足够的可行

性方案探讨。

三、个体抗争与城市困境中的抵抗力量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ｃｅ）中提出，空间不仅仅是物理存在的实体，更是一
种社会构建，而城市空间作为权力关系的产物，由统治阶级和资本力量进行规划和管理。虽然科幻文学

中所呈现的“抽象空间”反映了权力的失衡，统治机构通过各种符号和制度试图维系现有秩序；然而，列

斐伏尔同时强调，个体亦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反抗的空间”对抗权力结构，这种反抗表现为对空间的

重新占有与再定义，借助日常实践打破权力对城市空间的控制性叙事。因此，城市不仅是被权力形塑的

场域，亦成为个体反抗与重新创造的场所。米歇尔·德·塞尔托在《日常生活实践》（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Ｌｉｆｅ）中进一步提出“战略”和“战术”两个概念，所谓“战略”，是指权力机构通过规则、制度和空
间规划对城市加以控制的方式，而“战术”则是个体在城市空间中利用其灵活性进行抵抗的微观行为。

德·塞尔托认为，城市居民通过对空间的临时占用、再定义和日常活动，能够对抗权威机构的控制，这种

“游击战术”强调个体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尽管他们不掌握空间的生产权，但通过实践与行动，个体对城

市空间的意义可以进行再生产。《微光城市》和《月球城市》中，城市作为权力和资源控制的象征，展现

了统治阶层对空间的强势支配，但我们也看到了个体通过对空间的重新占领和再定义展现了抵抗的

决心。

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由此生产出来的空间同时也作为思维和行动的

工具；……它不仅是生产的手段，也是控制的手段，因此是支配和权力的工具”⑥。微光城中的儿童满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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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岁便被分配到不同的岗位，各司其职，直至退休，而阿尔忒弥斯的不同气密舱则标示着阶层的分化，

这些空间均属于“再现的空间”，即在战略层面上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权力意志。但是，列斐伏尔又指出，

反抗空间，或称抵抗空间，是通过日常实践创造出来的，它们蕴含着挑战主导空间生产模式的潜力，并揭

示主导空间中固有的矛盾①。例如，微光城的莉娜凭借“信使”职务之便，走街串巷，始终在探索逃离微

光城的路径，并不断进入未知区域，突破黑暗，撕裂其束缚，而阿尔忒弥斯上的爵士作为快递员，偷偷参

与从地球走私货品的活动，不仅使她获得了与权贵谈商讨的机会，也为她开辟了反抗的空间。

德·塞尔托指出，战术是一种通过操控事件来获得空间流动性的程序，利用权力监控下特定时机所

产生的裂隙来进行操作②。作为信使的莉娜和作为快递员的爵士，凭借其职业身份，获得了极大的空间

机动性（ｍｏｂｉｌｉｔｙ），游走于城市的各个角落，从而拥有了拓宽甚至打破城市边界的机会，进而改变城市的
僵化困境。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在论述资本主义城市时指出，后现代的“超空间”充满了对个体感知和

定位能力的挑战，这种空间“是一个偌大的空间，人处其中，无法（在脑海里）把他们在都市整体中的位

置绘制出来，无法为自己定位，找到自我”③。当微光城的其他居民在制度化政策的规训下，在黑暗和恐

惧中迷失方向、心神不宁时，莉娜却能“轻快地穿梭在微光城的街道之间。每一个转角，每一条马路，每

一幢建筑都是如此熟悉。尽管大部分街道都很相似，但她总能知道自己的位置”④。同样地，阿尔忒弥

斯上的爵士“驾着扳机沿着熟悉的厅廊行驶着……认识这里的每一条弯弯绕绕的厅廊，每一家店铺，每

一堵墙上的每一道划痕，我能闭着眼睛仅凭回声和背景音推断出自己的位置”⑤。莉娜与爵士在各自受

限环境中通过灵活的行动，轻松绕开监控机制，利用空间中的缝隙，在微观层面发起抗争，最终，莉娜成

功逃离微光城，而爵士则绕过监控，重创了月球上的黑帮霸权势力桑切斯铝业。

由此可见，个体并非仅仅是被动的空间使用者，而是通过重新占领与再定义空间，展现了在权力压

迫下的反抗力量，正如列斐伏尔所言，城市空间并非完全是权力与资本控制的实体，而是社会生产的结

果，具有动态性与流动性。微光城的居民生活在资源枯竭、信息被垄断的地下城市，统治阶层通过空间

的封闭性和对资源的严控维持其权力秩序，而莉娜与冬的抗争开辟出“反抗空间”———通过发现隐秘通

道，打破了权力结构对城市空间的控制，最终找到离开城市的方法，重新定义了城市的空间边界。德·

塞尔托的“战术”理论更进一步阐明了个体如何通过日常实践，利用空间中的缝隙和监控系统的漏洞，

来对抗城市中的统治秩序。《月球城市》的爵士通过非法走私活动打破了月球殖民地对经济和空间的

严密控制，她通过灵活运用“战术”，利用非正式的交易网络挑战了殖民地经济的垄断，并在关键时刻通

过破坏重要设备，直接威胁了统治阶层的经济基础。遗憾的是，尽管个体在这些封闭城市中进行了抗

争，突破了城市的物理和社会边界，但这些抗争往往更多地呈现为个人英雄主义行为，而非系统性的社

会变革。因此，这些未来城市设想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更为复杂的社会组织和集体行动的问题，以及如

何建立可持续的、面向共同福祉的社会模式。

结语

《微光城市》和《月球城市》两部小说通过对未来城市的描绘，不仅展现了科技进步和空间拓展的愿

景，更揭示了资源短缺、社会不平等与环境危机等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未来城市的封闭性和孤立性既象

征了科技为人类带来的避难所，同时也隐含着对权力集中与个体自由受限的担忧。然而，未来城市乌托

邦的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技术乐观主义对社会复杂性的简化，忽视了技术控制对个体自由的潜在

威胁。个体的抗争虽然展示了对不公的反抗，但大多集中在个人英雄主义层面，而缺乏系统性的社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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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和集体行动的路径。此外，这些未来城市的设想，虽然展现了技术与社会的不平衡关系，却在如何实

现真正的社会公平方面缺乏足够的深入探讨。城市的封闭不仅仅是物理和信息上的限制，也是文化上

的隔绝，导致同质化的文化环境和多样性缺失。因此，在未来城市的构想中，如何通过集体管理制度、技

术民主化或共享经济来建立公平的社会模式，仍然是一个亟待回答的挑战。

科幻文学让我们看见，当技术进步与社会不公交织时，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科技发展的同时实现

社会的公平与人性的尊严。未来城市的构想不仅是对技术乌托邦的幻想，也是对当下社会的深刻反思，

只有通过公平分配资源，反思权力结构，以及增强文化多样性，我们才能真正构建一个可持续、包容且富

有人性尊严的未来城市。这些反思不仅为我们理解未来城市的可能性提供了批判性视角，也为我们在

现实中探索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路径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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