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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新一（1926.9.6—1997.12.30）ほし しんいち

©The Hoshi Library

1926年 出生于日本东京本乡区（今东京文京区）。

1948年 毕业于东京大学农学部农艺化学系。

1957年 发表于同人志的《高潮诱发器》被推理小说杂志《宝
石》转载。

1958年 《人造美人》《喂——出来》等相继被《宝石》转
载，正式成为作家。

1961年 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人造美人》。

1968年 《妄想银行》等过去的成绩受到肯定，获得第21
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1970年 《花儿与秘密》改编的动画短片《花儿与鼹鼠》获得
第22届威尼斯国际儿童电影节银奖。

1976年 担任日本科幻作家俱乐部首位会长（该俱乐部成立于
1963年）。

1978年 “星新一短篇大赛”开始举办。

1983年 创作的短篇小说达到1001篇。

1997年 去世。

1998年 被追颁“日本科幻小说大奖”特别奖，以表彰他一生
的成就。

2009年 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剧与动画部门制作的《星新
一短篇》系列获得国际艾美奖“喜剧类最佳剧集”。

2013年 日本经济新闻社设立“星新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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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中生羽翼，笔下起风云”

——日本科幻小说三巨匠之一星新一

丁丁虫（科幻文学阅读推广人）

星新一，本名星亲一，他还有个弟弟名叫星协一。两个人的名
字都来自他们的父亲星一创办的制药公司“星制药”的一句口号：
亲切第一，协力一致。

星新一的父亲星一，在日本近代史上也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人
物。星一早年留学美国，与日本著名医学家野口英世结为一生挚
友。回国之后，星一创办了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1925年，星一同
小金井精成婚。小金井精的父亲小金井良精是东京帝国大学（东京
大学的前身）最早的十名医学博士之一，母亲喜美子则是著名作家
森鸥外的妹妹，和森鸥外一同创办了日本最早的文艺评论杂志《栅
草纸》。因此，小金井一家固然可以说是医学世家，但其文学传统
也不容忽视。只不过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星新一会把这一文学传统
继承下去。

根据星新一的回忆，星一曾在星制药商业学校的开学仪式上说
过“改良发明永无止境，要向着它们不懈努力”。仿佛是为了身体
力行这一号召，星一有过无数奇思妙想，譬如“味噌类似食品制造
法”“从蚕蛹中提取营养物质法”“日本酒浓缩法”等。实际上，
早在1918年，星一就曾写过一篇科幻小说《三十年后》。照星新一
的说法，他的故事点子很大程度上受了父亲的启发。

星一本人于1951年访问洛杉矶时骤然病故，时年78岁，身为家
族嫡长子的星新一（那时年仅25岁）被迫接过星制药的领导重任。
由于时局变换，星制药此时已经背负上巨额债务，而星新一缺乏其
父的经营才能，当时的状况真可以用“内外交困”四个字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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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一番挣扎后，翌年星新一终于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放弃星
制药的经营权，将之转移给以企业重建闻名的大谷米太郎，并将自
己的名字从“亲一”改为“新一”，寓意自己的新生。

星新一小时候就爱看书，最喜欢的书是江户川乱步的《少年侦
探团》。少年时代的星新一，从未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作家。
上中学时，他的作文并没有受到过很高的评价。促使星新一走上作
家之路的，大概是这样几个契机。

第一，与芥川龙之介奖候补作家原诚的相识。原诚的作品是
1955年芥川奖最终考评的五部入围作之一。虽然当年的芥川奖最终
为石原慎太郎所获得，但与原诚相识的经历令星新一想起自己是森
鸥外妹妹的外孙这一身份，从而认识到写作也是自己人生的选择之
一。

第二，星新一发表在科幻同人志《宇宙尘》上的《高潮诱发
器》大受好评。柴野拓美创办的《宇宙尘》虽然是科幻爱好者具有
玩票性质的杂志，却是当时日本发表科幻作品最重要的平台，或者
更准确地说，在当时没有任何一家商业杂志接受科幻小说的情况
下，《宇宙尘》就是科幻小说唯一的发表平台。星新一在《宇宙
尘》上发表的《高潮诱发器》，经过日本另一位科幻风云人物矢野
彻的介绍，被转载于商业推理杂志《宝石》，并得到其主编、在日
本文坛成名已久的江户川乱步的大力推荐。据说，当年矢野彻看到
这篇小说的时候，激动不已地向江户川乱步报告：天才出现了！

第三，星制药的内外交困促使星新一下定决心转移公司的经营
权，专心从事写作。不过尽管放弃了经营权，星新一仍然身兼星制
药董事职位，每月有10万日元的收入。考虑到日本当时一碗拉面只
要40日元，日本人平均月工资也只有1万日元，这笔收入绝非泛泛
之数。可以说，和当时大多数科幻推动者不同，星新一是在衣食无
忧的情况下走上作家之路的。

星新一成为科幻爱好者和写手们憧憬的对象。这时候的星新一
确实可以说是日本唯一一个专业的科幻小说作家。当时，小松左京
（《日本沉没》的作者）还在大阪的电台打工；筒井康隆则一边在
大阪的某个设计院工作，一边和自家人出版科幻同人志《NULL》自
娱自乐；光濑龙、广濑正、眉村卓等，此时更是默默无闻；而唯一
一本坚持到今天的日本科幻杂志《S-F Magazine》，当时还在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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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两三千册的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因此，当1961年苏联载人飞船
上天时，媒体发现在日本的科幻作家中，确实只有星新一一个人可
以接受采访。

另外，从日本科幻文学的角度看，有星新一作为其代言人，可
以说是一大幸事。因为在当时的日本，科幻小说普遍被视为难登大
雅之堂的读物，却有一个大企业的前掌门人愿意专职撰写这类小
说，这对整个日本社会的触动绝非等闲。小松左京就曾说，有星新
一真是太好了。而当年TBS电视台采访星新一时，其毕恭毕敬的姿
态也让与会者颇为感慨。1960年，星新一以多部短篇作品入围直木
奖最终候选，这未必没有受其身份的影响。他本人对此并不在意，
因为他觉得，他是在为读者创作，而并非为了获奖。

说到星新一在日本科幻小说界的地位，还有两件事不得不说。

一是在日本有所谓“科幻御三家”的说法，“科幻御三家”是
指星新一、小松左京和筒井康隆。这三个人私交极好。家住大阪的
小松左京和家住东京的星新一曾一度每天煲电话粥，为省长途话
费，两个人选在半夜时分通话，并美其名曰“深夜爱的信笺”；筒
井康隆则多次公开表示自己的很多写作灵感出自和星新一的闲谈，
他也是在星新一葬礼上致悼词的人。不过无论私交如何，在公开场
合，只要星新一出现，小松左京和筒井康隆必然会起身相迎；星新
一不坐，两个人也不坐。小松左京更是直接将星新一呼作“科幻界
的天皇”。

二是“覆面座谈会”风波。时任《S-F Magazine》主编的福岛
正实，在杂志上做了一期匿名座谈会，批判了当时日本科幻文坛的
诸多作者，引发众多科幻作者的强烈反弹。福岛正实向来以“日本
专业科幻奠基人”自居，就算是小松左京和筒井康隆在《S-F
Magazine》上发表的小说，也照样一声招呼不打便任意删改。福岛
正实唯独不敢像这样对待的作家只有两个：安部公房和星新一。所
以，福岛正实尽管在“覆面座谈会”对其他科幻作家都给予了严厉
的抨击，但对星新一却没有涉及半分。

当时，日本文坛对科幻小说完全不屑一顾。这不仅仅是某些知
名作家的态度，更是众多文学刊物和出版社的态度。星新一有一次
陪同筒井康隆拜访讲谈社《小说现代》编辑部，旁边纯文学杂志
《新潮》的编辑专程走过来忠告筒井康隆说：“筒井先生，别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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