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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朋克科幻小说与后现代主义批评 

 

摘要：近年来，随着以赛博朋克为代表的科幻小说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热潮，科

幻文学研究逐渐成为近年来欧美文学文化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蒸汽朋克科幻

（Steampunk Science Fiction）”是时下欧美科幻小说研究领域中的新前沿。科幻小说

一直带有鲜明的文学政治批评属性，是技术叙事与人文叙事的结合体。蒸汽朋克小说

对后现代生存境况的呈现不仅关涉技术发展问题，也关涉文化问题、政治问题、技术

伦理问题。从蒸汽朋克科幻小说入手研究后现代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和危机是运用文学

视角关照当下现实的实践。通过研究其中蕴含的多重现代性主题和文化意涵，最终目

的在于阐明蒸汽朋克科幻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和理解技术历史对人类社会的作用，以及

历史重构文本所反映出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价值、文化偏好和文化期待。这些文化

价值、文化期待和文化偏好广泛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技术环境中，并且广泛地为我

们每一个人所接受，这印证了科幻小说的人文精神关照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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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可以在诸多媒介和场合看到“蒸汽朋克”的字眼，诸如蒸汽朋克科幻、

蒸汽朋克风格的美术作品、流行服饰、绘画、音乐、影视作品乃至亚文化活动等等。

蒸汽朋克作为科幻文类一直在欧美科幻文学圈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字面上分

析，“蒸汽朋克”这个名词是由“蒸汽+朋克”构成的。在西方文化意象中，“蒸汽（steam）”

一词本身带有明确的时代印记和怀旧情绪，是一个文化意象尤其鲜明的词，指向 19

世纪前期以水力等机械动力为主的前工业化时代以及从乡村田园生活向城市化生活

转变的历史，尤其让人联想起维多利亚时代蒸汽的氤氲意象；而“朋克（punk）”一

词源自 20 世纪 30 年代在英国兴起、50、60 年代风靡欧美的“反文化（counter culture）”

亚文化运动，它通常与“破坏”和“反叛”的意象联系在一起，表达一种对主流价值

和僵化认知的怀疑精神。两种意象的巧妙组合，赋予“蒸汽朋克”一词极强的历史与

现实碰撞与冲突的张力。 

 

一、 蒸汽朋克科幻小说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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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蒸汽朋克小说是美国科幻文学发展黄金时期的产物。现代科幻小说的发展

益于美国科幻文学创作，而且美国还以杂志出版的方式促成了现代科幻文学市场繁

荣。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在 1926 年创办的科幻杂志《惊异故事》（Amazing 

Stories）开启了美国科幻小说的类型化创作、大众化传播之路。根斯巴克认为，“科

幻小说指称的是凡尔纳、威尔斯以及爱伦.坡所写的那一类故事，一种融合了科学事

实和未来预言的浪漫故事”（Gernsback 2017：12）。根斯巴克还在《惊异故事》的创

刊词中将这类小说称为“Scientifiction”，根斯巴克创造的这个词汇成为了现在普遍使

用的“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一词的直接来源。此后，美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出

现了三次浪潮，分别为美国科幻的“黄金时代”、新浪潮科幻以及 80 年代后兴起以“赛

博朋克”小说为代表的当代欧美科幻。 

第一次浪潮是指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到 50 年代，这一时期美国科幻小说的特

征是侧重于对太空旅行、宇宙飞船的想象，展了一种不断向外扩张的野心，许多作品

都属于突出扩张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经常是男权中心主义的）的硬汉小说，这

也是典型的硬科幻小说。在此之后，“新浪潮”科幻诞生，美国科幻小说出现了第二

次浪潮。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新浪潮科幻作家的小说创作撼动了硬科幻小说在科

幻文坛的主导地位。阿尔弗雷德.贝斯特（Alfred Bester）、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

哈兰.埃里森（Harlan Ellison）、罗杰.泽拉兹尼（Roger Zelazny）、塞缪尔.德拉尼（Samuel 

Delany）、厄修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等人是美国新浪潮科幻作家中的代表。

他们的创作加强了科幻小说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性。之后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彼时美国在冷战格局中处于劣势，面对着核武器的威胁，并且陷入越南战

争的泥潭，爱德华.詹姆斯（2018：129）指出，“正是当时的混乱造就了新浪潮”，美

国新浪潮科幻小说的反映了美国人在 60、70 年代的时代情绪。相较于黄金时代硬科

幻小说，新浪潮科幻作家更关注小说的文学性，并有意向主流文学靠拢，这也造成对

科技的回避，甚至偏离了科幻文学的轨道，最终新浪潮科幻在短暂的爆发期后退潮。 

进入 80 年代后，第三次科幻浪潮以“赛博朋克”科幻在美国科幻领域一枝独秀

为特征。70 年代后欧美技术与科学理论的飞跃性发展为彼时科幻小说的发展提供了

大背景和素材来源。彼时，未来主义（futurism）在欧美科幻领域盛极一时，在信息

技术和控制论（cybernetics）的影响下，科幻领域出现了赛博朋克科幻。这些作品都

以描写虚拟现实、人类社会荒漠、人工智能反叛为主题，作品基调冷峻、压抑。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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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作家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1978）、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

（Neuromancer，1984）、布鲁斯.斯特灵的《人造孩子》（The Artificial Kid，1980）和

《分裂矩阵》（Schismatrix，1985）等都是赛博朋克科幻名篇，其影响延续至今。 

正是在这样的科幻发展背景下，蒸汽朋克小说诞生了。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在其所著的《科幻小说史》（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2010）中指出，

“蒸汽朋克是作为赛博朋克的变体出现的”（500），因此从时间上看，蒸汽朋克是在

赛博朋克发展的繁荣时期出现的，二者诞生的时代背景比较相似。但是从题材上，尽

管二者都是科幻小说，两种科幻文类存在诸多鲜明差异。首先，赛博朋克科幻侧重对

未来技术进行科学推演，而蒸汽朋克中的技术是那些曾经在历史上被视为伪科学或者

未能实现的技术；其次，蒸汽朋克科幻与赛博朋克科幻对待技术的态度和理念是不同

的，从本源来讲，它们分别继承了西方人文传统面对技术进步的矛盾情结。赛博朋克

呼应了这种悲观情绪，具有强烈的反技术未来、反乌托邦色彩；与赛博朋克专注勾画

凄凉的未来世界相反，蒸汽朋克专注技术进步，具有技术乐观主义、乌托邦主义倾向。

最后，赛博朋克与蒸汽朋克的差别还体现在作品中烘托得情绪上。在科幻爱好者圈内，

“赛博朋克”被称为“硬科幻（Hard sci-fi）”，而“蒸汽朋克”属于“软科幻（Soft sci-fi）”。

二者分别代表了西方二十世纪以来科幻文学发展的两种路径。蒸汽朋克小说中有对技

术理性、唯理性主义和主体性的后现代式反思。19 世纪维多利亚时代产生了许多科

幻小说名作，它们大多数都是为了反映日益凸显的科学技术在社会大众间引发的普遍

性焦虑。 因此，蒸汽朋克科幻小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审视历史与当下时代问题的绝

佳素材。尽管科学的发展不断更改着当下人的生存体验和境遇，各种高科技成果使人

有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当下人并未拜托历史当下性对我们的

固有限制。我们仍然时常有重新想象过去的冲动，试图发现更多历史上被忽略的细节，

期待以此获得解释当下时代中诸多问题的启示。尽管当前技术现实在日新月异，但我

们发现自己的怀旧情绪愈发地强烈，这无疑暗示了我们中不少人已经对无法确信的未

来失去了兴趣。我们难以摆脱技术的渗透和控制，人的主体性消解、人与物的关系被

技术所异化，在这些后人类的状况下，我们需要面对人类中心主义人文传统的失效，

我们必须面对后人类时代下的主体性危机。于是，我们发现复古怀旧是对抗未来危机

叙事的有效手段。与维多利亚时代科幻强调人与技术的分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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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相异，蒸汽朋克科幻尽管与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其视角下的维

多利亚历史却表现出了更侧重人与技术之间的不平衡、模棱两可、界限模糊的认知方

式。 

早期蒸汽朋克科幻基本都以 19 世纪的欧美为地域背景，主要讲述殖民时代的欧

美历史，作品普遍透露出 19 世纪殖民扩张时期的帝国扩张意识及个人英雄主义情怀。

譬如，早期蒸汽朋克小说的主人公通常被塑造成一位具有超能力、桀骜不驯的、不流

于世俗的，单枪匹马对抗整个腐坏体制的英雄，渲染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精神，将技术

视为实现人类终极自由和创造乌托邦社会的工具。然而，这些早期蒸汽朋克科幻总是

一边强调西方文明的科学性、进步性，一边贬低西方地域以外地区的知识经验，用殖

民主义视角将“他者”的知识经验描述成是超自然的、愚昧的。例如，杰特尔的早期

蒸汽朋克作品《莫洛克之夜》（Morlock Night, 1979）。该小说故事情节承接 H.G.威尔

斯的科幻小说《时间机器》（Time Machine, 1895），讲述了威尔斯小说中一种潜藏在

地底的物种莫洛克（Morlock）试图毁灭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的故事。小说中，主人

公在紧急时刻利用现代技术击败了莫洛克的入侵，拯救了英国。小说传递了一种人是

技术的主宰，机器是人类的仆从的意识。而且小说将外来生物入侵描写成无目的、无

缘由的毁坏行为，是非文明野蛮族群对文明体的入侵。这无疑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

彩。 

两千年后的蒸汽朋克作品慢慢摆脱了维多利亚时代背景的限制，“维多利亚风格”

所指代的时期也越来越泛化。越来越多的蒸汽朋克作品采用架空时代背景，然后在其

中堆砌 19 世纪怀旧元素。学者范德米尔指出，目前‘维多利亚风格’这个词太过宽

泛，导致它的用法早已超出了它的历史边际。他还认为，“蒸汽朋克可以讲述乔治时

代、爱德华时代或者笼统地指代整个一二次工业革命时期。”（Vandemeer，9）除此之

外，近年来不少流行蒸汽朋克作品不再严格遵从技术历史，在故事中融入各个时代的

技术发明，譬如在 19 世纪故事背景中加入文艺复兴时代技术、18 世纪技术或者 20

世纪技术。与早期蒸汽朋克大致以蒸汽机、内燃机等 19 世纪工业革命技术作为技术

误置范本相比，目前关于“哪些技术是蒸汽朋克式技术”是没有定论的。这种做法具

备一定的合理性，原因在于技术发展史其实是不能清晰地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年代划

定的，某项技术的诞生可能早于人类社会发展很多年，只不过囿于人的认知水平无法

大范围掌握。因此，如果严格按照人类社会历史规定技术发明的诞生，会忽略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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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颇具传奇色彩、因客观条件被埋没的偶然科学发现。比如，将蒸汽朋克科幻中

的技术等同于蒸汽技术，就是在无视同时代的其它技术进步，譬如英国发明家查尔斯.

巴贝奇早在 1834 年就发明了计算机的制造原理，只不过由于当时制造精度水平落后

而没有造出来。执着于历史上的“整体技术水平”会扼制蒸汽朋克科幻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这属于对技术进步史的狭隘认识。2000 年之后的很多蒸汽朋克作品中出现了

原子能、仿生技术，甚至人工智能。 

越来越多的蒸汽朋克作品聚焦工业革命中心以外的地区，或者殖民时代欧美以外

的地域。这种变化一方面与后殖民主义研究热潮有关，另一方面在于从历史中心以外

的视角去描写 19 世纪，可以为技术虚构以及历史偶然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这些作品

侧重描写殖民时代的少数族裔、女性等“他者”形象，重写帝国殖民历史和技术霸权

对少数族群和落后地区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例如，美国科幻小说家凯特琳•基尔南

（Caitlin R. Kiernan）创作的一系列美国西部蒸汽朋克小说。基尔南的作品摒弃了传

统科幻小说中的“伟光正”白人男主形象，主要以印第安人和女性角色为主。此外，

与早期蒸汽朋克作品美化工业化进程的做法形成对比，基尔南的科幻作品大多讲述野

蛮的、离奇怪诞的蒸汽朋克风格美国西部拓荒史，突出了技术对人性的扭曲及对美国

西部自然和人文环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目前还有以拉丁美洲、亚洲为时代背景的蒸

汽朋克科幻作品。比如，蒸汽朋克科幻漫画《灵魂警察》（Policia del Karma, 2011）

的作品将场景置于 19 世纪末拉丁美洲的智利。小说中虚构了一种生物技术，可以将

人的身体与机器进行结合。为了实施极权统治，将人类警察改造成一种名为 Policia del 

Karma 的机械警察，该作品设想了人类肉体与精神被机器占有并吞噬的情景，从技术

伦理的角度探讨了技术对人主体性造成威胁的问题。此外，日本导演大友克洋（Otomo 

Katsuhiro）执导的蒸汽朋克风格的动画长篇《蒸汽男孩》（The Steam Boy）（2004）、

著名动画导演宫崎骏（Hayao Miyasaki）的《哈尔的移动城堡》（Howl's Moving Castle）

（2004）等以 19 世纪末和一战时期的亚洲为背景，讲述了战争中主人公追寻身份认

同、个人成长并守卫家园的故事。 

在 2000 年后的蒸汽朋克小说发展中，美国的蒸汽朋克小说的创作和传播在该流

派中处于领先地位，美国本土的蒸汽朋克文化发展程度远远超过欧洲、亚洲、澳大利

亚和美洲的其它国家。在英语国家之外，受美国文化影响，日本的蒸汽朋克文化也比

较繁荣，加上高度发达的 ACG 文化，日本的蒸汽朋克文化几乎与美国不相上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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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朋克小说在美国出现之后，该科幻文学体裁迅速在日本形成巨大影响力，日本的

科幻杂志《早川科幻》（Hayakawa's SF Magazine）曾经出版过蒸汽朋克小说专题刊物。

在蒸汽朋克还率先在日本发展出漫画、影视卡通类产业，这足以说明蒸汽朋克在日本

受欢迎的程度，它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本土的二次元和影视行业的发展。除此之外，蒸

汽朋克小说在 2000 年左右在拉美地区也形成过影响力，至今仍然可以在社交媒体上

看到拉美国家创作的蒸汽朋克插画作品。毫无疑问，蒸汽朋克已经成了一种全球性的

流行文化现象，这是网络媒介和交互式社交媒体快速发展在文学领域造成的影响。 

从 60、70 年代的酝酿时期，到 80、90 年代的成熟和繁荣时期，再到 2000 年代

转向亚文化和影视领域，蒸汽朋克科幻一直在断断续续的低潮和复兴中不断地发展。

自 2010 年之后蒸汽朋克文学进入了新一轮的无序发展，大众对蒸汽朋克科幻的兴趣

主要通过各种网络亚文化和科幻影视作品得以体现。“蒸汽朋克”具备的打破各类边

界的文化特性使其成为我们研究后现代文化的重要对象。如今，蒸汽朋克小说和派生

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变得无比纷繁复杂。科幻文类与绘画、音乐、设计、装饰、建筑及

流行文化等相互交融、相互影响。描述主义看似占了上风，但实际上二者的争论时至

今日也没有定论，而且在未来也很难有定论。其原因在于，无论是规范式定义，还是

描述性定义都有其自身缺陷。规范性定义的缺陷是使蒸汽朋克丧失包容性和生命力。

蒸汽朋克以科幻文学形式诞生，但实质上它可以更多地表现为生活方式、行为艺术、

风格品味和一种追求标新立异政治性话语。描述性定义方式也存在缺陷，因为它只注

重描述，这会让蒸汽朋克的精髓逐渐被稀释化、泛化，最后只剩下表面元素的堆砌，

流于浅层次的表现，最终同样丧失生命力。 

 

二、 蒸汽朋克科幻小说研究述评 

2.1 国外研究状况综述  

蒸汽朋克通过重组历史事实（facts），以年代错置技术（anachronistic technology）

推动情节发展，促成历史偶然性（historical contingency），构建历史真相（truth），这

表明它自诞生就兼具历史真实与新维多利亚主义历史重构两种属性。蒸汽朋克科幻惯

用的“架空历史”手法总是有意识地虚构历史，这是一种经典的后现代叙事手法。由

于蒸汽朋克的架空历史中总是充满维多利亚时代意象，因此它算是科幻小说中新维多

利亚主义风潮的一种表征。从新历史主义研究角度看，“蒸汽朋克”这种文化现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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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19 世纪历史”视为一种“元叙事”文本，即一种可以用各种符号和象征解读的

“能指”。所有的“蒸汽朋克”文本和意象都是对 19 世纪文化意象和某种历史同一性

的后现代式重构。在《新维多利亚主义：21 世纪的维多利亚人》（Neo‑ Victorianism: 

The Victorians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2010）一书的前言中，著名学者安妮.海

尔曼（Ann Heilmann）和马克.卢埃林（Mark Llewellyn）指出，19 世纪的经典小说不

仅仅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诸多价值观，而且反过来塑造当下人对 19 世纪价值观的

印象；诸多小说中对美德的赞颂将维多利亚时代打造成了一个讴歌平等互助、反对谋

求私利和权势的时代；然而在如今的文化语境下，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作品根本无法

代表一个社会的整体经验，因此出现了当代人对过去时代的重新审视，新维多利亚小

说正是“有意识地去重新阐释、重新发现并重新想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品。在蒸汽

朋克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对 19 世纪人文和技术历史的总体价值的多样化评

判，以及当代西方人对待作为集体记忆的 19 世纪的情感和态度：从剧烈排斥到略带

嘲讽，再到怀旧推崇；或是强调其与维多利亚时代人之间的差距，或是彰显与之的相

近。历史以及文化意义的形成总是以关系的发生为前提，由此与其说是维多利亚时代

的意义与形象变动不居，不如说由于当代所处时空位置的不断游移而与过去结成不同

的错位关系，由此重叠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内容，呈现多样化甚至矛盾化的情感着色。

因此，以新维多利亚研究视角看，蒸汽朋克小说针对过去所展示的矛盾态度并非当下

即时性的文学奇观，而是历经漫长思想演变与文化累积的历史化过程，而后于 20 世

纪 80 年代的科幻文学创作中密集地展现出来。 

蒸汽朋克小说涉及对 19 世纪（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书写、理论批评、

建筑设计、文化、政治景观等众多领域的回归和重写。从新维多利亚文学孜孜不倦重

写和探索历史，是为了让过去的人回归当下并发出过去被抑制的声音。20 世纪初期

基本消失又于半个世纪后重新兴起不仅仅是窥见过去，还是审视自身、站在现在定位

调解过去的过程。历史重写下的文本现实必然是时间错位的，这种时间错位结构能够

为表达现代性的漂移性、流动性提供一种方式，它能向我们展示过去的当代“余生”

以其在过去的多种可能处境来面对当前，不断修正我们对于过去的传统阅读，同时揭

示当代本身的不稳定状态。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时间错位展

示生活在当代的西方人如何认识过去和当代范畴，又是如何在历史中找寻和定位自身

的。 

在《奇幻小说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Fantasy）（1996）中，蒸汽朋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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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一种背景设定在过去的、技术误置（technological anachronism）的奇幻小说

（fantasy）”。（895）作家兼评论家杰夫.范德米尔（Jeff VanderMeer）既是一位蒸汽

朋克小说作家，也是宣传蒸汽朋克的重要旗手。他出版了第一部蒸汽朋克短篇小说选

集和评论文选《蒸汽朋克圣经》（Steampunk Bible）（2011）。在该选集中，范德米尔

汇编了吉布森、汤姆·马多克斯（Tom Maddox）、帕特·卡迪根、鲁迪·拉克（Rudy 

Rucker）、马克·莱德劳（Marc Laidlaw）、詹姆斯·凯利（James Patrick Kelly）、格雷格·贝

尔（Greg Bear）刘易斯·希纳、约翰·谢利（john Shirley）保罗·迪菲利波（Paul Di Filippo）

与他本人，共 11 位作家创作的 12 篇短篇小说。随后他还又出版了 2 部蒸汽朋克小说

作品选，《蒸汽朋克再现》（Steampunk Reloaded）和《蒸汽朋克 III》（Steampunk III）。 

范德米尔在《蒸汽朋克圣经》中论述了 2000 年以后的“蒸汽朋克”的定义和形

式问题。蒸汽朋克畅销书作家凯瑟琳.M.瓦伦蒂（Catherynne M. Valente）就曾在她的

网站上写道：“没有蒸汽就没有蒸汽朋克”。但是，范德米尔却认为，“‘维多利亚风格’

这个词太过宽泛，以致于它的用法早已超出了它的历史边际。蒸汽朋克可以讲述爱德

华时代或者笼统地指代整个工业革命时期。”（Vandermeer and Chamber，2011:9）不

少流行蒸汽朋克作家将符合“蒸汽朋克美学”的技术理解为蒸汽机的技术，但范德米

尔在其专著中写道，蒸汽朋克“首先在本质上，它同时具有复古性和关注未来的特征；

其次，它催生一种冒险和发现的感受；第三，它将独特的技术视为探讨未来的手段”

（Vandermeer，9）。蒸汽朋克科幻习惯选择 19 世纪作为时代背景，是因为维多利亚

时代的各种科学技术进步成最能贴合蒸汽朋克所追求的发现、冒险和进步主题。从西

方文化角度看，蒸汽朋克的“蒸汽”是一个文化意象尤其鲜明的词，蒸汽的氤氲意象经

常与 19 世纪西方工业化进程联系在一起。要强调的是，蒸汽朋克的怀旧不是单纯想

要回到过去，它侧重的是通过审视技术与人的关系反映现代社会的去人性化弊端。 

在美国学者迈克.波钦（Mike Perschon）看来，（蒸汽朋克）是一系列视觉符号的

复杂堆砌和层次性叠加，这些符号被组合起来构成了种种相似的感受，这种感受“即

便没有实体形式，仍然普遍被视为是蒸汽朋克的”（2010：128）。蒸汽朋克本质上是

一种复古未来主义。伊丽莎白.古菲（Elizabeth Guffrey）在专著（2006：434）中指出，

未来主义是探讨我们对未来的预测，而复古未来主义则是描述我们曾经如何看待未

来。蒸汽朋克小说所描写的是历史上的人如何基于自身所处时代想象自己所处时代的

技术在未来的形态。史蒂芬妮.佛利尼（Stefanie Forlini）（2010：72）认为，蒸汽朋克

力求通过复兴过去几个世纪中被忽略的技术和设计元素，“使现代技术体验变得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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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劳勃.兰瑟姆（Rob Latham）编著的《牛津科幻小说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Science Fiction）（2014）中认为：“（蒸汽朋克）这个词可以概括一个不断壮大的

在叙事中插入维多利亚时代机器的作家群体。”（441）作为 20 世纪科幻文学的一个

分支，蒸汽朋克科幻对 18 世纪末以来的西方科幻文学传统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它

一方面继承了维多利亚科幻文学中的技术批判和人文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有更超前的

技术想象、伦理思辨和意识形态包容性。在《科幻小说史》（2010）中，亚当.罗伯茨

接着提到，“赛博朋克的故事背景在未来世界，而蒸汽朋克的故事背景是架空的 19

世纪，并被配备了诸如计算机、通信技术、交通工具等高科技。”（500）如此可见，

尽管蒸汽朋克是作为赛博朋克科幻的变体出现的，二者有联系，但二者有更多的不同。

比如，赛博朋克科幻总是以人类社会当前的技术水平为基础对未来技术进行想象和虚

构，而蒸汽朋克中的技术是那些曾经在历史上被视为伪科学或者未能实现的技术。另

外，蒸汽朋克科幻与赛博朋克科幻对待技术的态度和理念是相背离的。从本源来讲，

它们分别继承了西方人文传统面对技术进步的矛盾情结。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将蒸汽朋克当成一种可以适用于各种题材中的审美体系和

文化运动。这样一方面避免了各执一词有失偏颇地去看待蒸汽朋克，同时拓宽了蒸汽

朋克的研究视角。维多利亚研究学者瑞贝卡.奥宁（Rebecca Onion）认为，执着于对

蒸汽朋克下一个具体定义或者说对蒸汽朋克作任何规范性定义都是无意义的，因为目

前蒸汽朋克“唯一确定的共同点应该是视觉审美层面的”（2011：138）。还有学者认

为，蒸汽朋克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形式，而是一系列视觉符号的叠加，这些符号被组合

起来构成了种种视觉感受，这种感受即便没有实体形式，仍然普遍被视为是蒸汽朋克

的（Perschon：128）。著名维多利亚研究学者杰斯.奈韦斯（Jess Nevins）（2011）对蒸

汽朋克诞生以来模糊不清的定义进行了梳理。他认为可以用“规范性（prescriptive）”

和“描述性（descriptive）”的分歧来描述蒸汽朋克小说内部关于定义的争论。“规范

性”观点认为，只有蒸汽朋克发展早期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蒸汽朋克小说；而“描述性”

观点认为蒸汽朋克小说是文本营造出的特定“感受”。Nevins 认为广义的蒸汽朋克是

一个笼统的术语（catch-all term），缺乏一个人所共识的定义，缺乏严谨的学术批评价

值”，蒸汽朋克的学术价值体现在文学文本之中。 

此外，学者卡罗琳.巴瑞特（Caroline Cason Barratt）（2010：167）同样认为，蒸

汽朋克是“通过年代错位的过去元素，透过一种棕黄色调的、超越时间的滤镜看待未

来”。作家布鲁斯.斯特灵（Bruce Sterling）曾在一篇名为 User’s guide to steampunk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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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写道：“蒸汽朋克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不仅仅是小说，还是一场国际化的设计

和技术尝试。蒸汽朋克是一场伪装成 21 世纪的反文化艺术和手工运动。”（Sterling, 33）

Solange Kiehlbauch 的论文（2015）分析了蒸汽朋克小说的起源、发展和后现代表征，

以此来发掘蒸汽朋克流行的原因。文章表明蒸汽朋克引发了读者对第一工业革命的情

感和回忆，这种情感和回忆恰恰是当下社会所欠缺的。当下社会就像维多利亚时代一

样充满了对一切“祛魅”的冲动，反而缺乏“复魅”的神秘感和宗教性，于是科学技术变

得沉闷而无趣。蒸汽朋克反映了人与机器之间一种另类关系，这种关系让技术看上去

是浪漫主义的，象征着一个进步时代。 

塔米.米尔克（Tammy L. Mielke）和珍妮.拉赫（Jeanne M. LaHaie）（2015）分析

了斯各特.韦斯特菲尔德（Scott Westerfeld）的青年小说（Youth Adult fiction）《利维

坦》（Leviathan）。他们将这部小说归类为蒸汽朋克科幻，指出该作品中的维多利亚

历史、文化记忆和技术虚构完美呈现了蒸汽朋克这种文类的主要特征。马丁.达纳海

（Martin Danahay）（2016）指出，蒸汽朋克利用维多利亚工业具备的“质量感”和“空

间感”意象来反抗新技术越来越简化和便携轻便的属性。蒸汽朋克是利用层次感和时

间积累来反抗“失重感”（‘weightlessness’）。蒸汽朋克用“历史崇拜（historical fetishism）”

替代了马克思主义笔下的“商品崇拜（commodity fetishism）”，将 19 世纪工业化时代

的产品视为娱乐和休闲的象征；蒸汽朋克美学更重视美观而不是社会功用，与当下的

虚拟技术对比，蒸汽朋克赋予 19 世纪工业时代浪漫主义的气质。伊欧兰达.拉莫斯

（Iolanda Ramos）（2017）的文章利用平行历史的手法分析维多利亚世界，并探讨蒸

汽朋克与新维多利亚文学文化特征的关系。该文章对英帝国和帝国主义历史进行了当

下性的重构，是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和海外殖民历史的后现代解读。另外，拉莫

斯的另一篇文章（2020）对比了威廉.吉布森和布鲁斯.斯特灵的小说《差分机》和勒

恩.戴夫顿（Len Deighton）的柴油朋克（dieselpunk）小说中的平行历史惊悚小说

《SS-GB》（1978），目的在于探讨科幻小说流派之间的模糊边界，并探讨两部作品中

的复古未来主义和复古痴迷感（retrophilia）。这篇论文提供了分析奇幻小说、科幻小

说和神秘情节之间体裁融合的现象，认为这种混合正是平行历史小说的典型特征。 

海伦娜.艾瑟（Helena Esser）的论文《神秘复古未来主义和都市他者性：作为蒸

汽朋克赛博城市的维多利亚伦敦》（Uncanny Retrofuturism and Urban Otherness: 

Victorian London as Steampunk Cyber-City）（2019）分析了吉布森和斯特灵小说中的“超

级维多利亚伦敦（a fantastic hyper-Victorian London）”的想象。她认为，这部小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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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这个城市视为一种赛博格时代隐喻，城市中人类的空间生产活动代表了大卫.哈

维所说的“人类与城市化进行较量的能动性”（Harvey 2012：5）。她还在吉布森和斯

特灵小说中发现一种“反乌托邦（dystopian）”情绪，认为这体现了人对赛博城市空

间的“他者性”的忧虑。城市环境和技术是人活动的结果，但是它们保有一定的主体

性和不可知性。它们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他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身。正如大卫.

哈维所说的，“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城市取决于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Harvey 2012：

4）。艾瑟（2021）的另一篇研究论文研究了“蒸汽朋克”作为一种媒体叙事在影视游戏

领域的影响力。她指出，蒸汽朋克塑造文化记忆的能力在媒体研究中未得到足够的重

视。她的研究指出，蒸汽朋克游戏中存在一种模拟时空图景，这是一种城市文本，可

以让玩家在空间体验中感受“异托邦”，从而重新思索我们对虚拟城市和维多利亚历史

的想象。卡特尼.克仑兹（Courtney Krentz）等（2022）的研究认为，福柯的思想建构

了一种“流动的”“异托邦（heterotopia）”理想，而蒸汽朋克意象所代表的纵向和横

向的流动性是这种以危机（crisis）和异常（deviance）为主要特征的“异托邦”的完美

体现手段。当下时代的青年奇幻小说中的“异托邦”理想是通过描写不确定世界中的危

机，实现对当下社会中与阶层、性别和身份有关的既定边界的挑战。马希耶.基诺韦

斯基（Maciej Janowski）的文章《蒸汽朋克爱国主义》（Steampunk Nationalism）（2019）

提供了从话语角度分析蒸汽朋克小说传递的文化价值的视角。在英国脱欧运动背景

下，她的研究在当下复古未来主义的小说与 19 世纪的小说中发现了一些相似的民族

主义口号。她认为，在一些社会运动中，民族主义的盛行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激化

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的鲜明二元对立，现代性与落后性的对立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

因为世界是流动的、不稳定的。复古未来主义的视角让我们回溯历史，以此来想象和

建构一种普适的社会框架。 

卡翠奥纳.米尔斯（Catriona Mills）和乔弗里.洪都达斯基（Geoffrey Hondroudakis）

（2018）分析了蒸汽朋克小说对现代性问题的表现方式。研究指出蒸汽朋克提供了一

种叙事框架和审美话语，能够阐述我们当下人对现代性的复杂想象。在他们的研究中

分析了蒸汽朋克小说中的欧洲中心殖民想象，认为当下的蒸汽朋克小说创作面临着且

无法避免被殖民主义意识和话语侵蚀的危机。从这中危机出发，我们得以反思历史和

当下社会问题，从而批判性地认识现代性。珍妮.桑登（Jenny Sundén）（2013）的论

文分析了蒸汽朋克小说中的后人类主义意识。该文章认为，蒸汽朋克小说作为一种新

维多利亚形式的小说，它对技术社会现实的反映是娱乐性的、富有感染力的并且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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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治批评意味的。桑登利用德勒兹对斯宾诺莎影响（Affect）理论的解读分析了

19 世纪的 维多利 亚文学 以 及 以后 其 它 文学作 品中存 在 的 “ 身 体 - 技术

（soma-technology）”二元关系主题。桑登引用斯宾诺莎的理论时，认为斯宾诺莎没

有对自然和人工物进行区分，这意味着斯宾诺莎并没有否认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双向

影响关系是可能的。桑登还对蒸汽朋克中的后殖民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她的另外一

篇论文（Sundén, 2014）聚焦蒸汽朋克对过去和历史的灵活的、具身化的理解，在此

基础上考察了蒸汽朋克对种族、性别问题的呈现，剖析了其中鲜明的帝国主义意识形

态。 

泰瑞.多蒂（Terri Doughty）（2015）的研究分析了蒸汽朋克小说中的多重童话主

题。通过对比分析多部童话作品中蒸汽朋克式的“灰姑娘”形象，多蒂认为蒸汽朋克

对经典童话的改写主要侧重意识形态层面，而不是审美层面。例如，罗德.爱斯宾诺

莎（Rod Espinosa）的小说《蒸汽朋克灰姑娘》（Steampunk Cinderella，2013），多

蒂对认为这部经典童话的改编作品，突出了元童话主题中所欠缺的女性意识觉醒主

题。与传统童话中女性角色要借助女性特质来伪装自己的欲望和追求形成对比，《蒸

汽朋克灰姑娘》中的“赛博格”灰姑娘建构了一种新女性形象。小说将灰姑娘塑造成“赛

博格”形象的仿生人，让女性意识的形成突破了女性身体的束缚，让女性以一种更加

直接的、积极正面的态度追求自我。克里斯蒂.佛格森（Christine Ferguson）比较早地

发现了蒸汽朋克小说对技术、帝国、性别和种族伦理问题的探讨。她的研究论文（2011）

从亚文化研究角度出发，以一系列蒸汽朋克视觉作品、文学作品和表演文本为对象，

分析了其中的新维多利亚主义亚文化审美和意识形态。佛格森认为蒸汽朋克绝不是对

19世纪历史的单纯怀念，蒸汽朋克亚文化之所以兴起在于其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

经济、帝国政治问题的后现代式探讨。塞西尔.克里斯托法瑞（Cécile Cristofari）和马

修.居顿（Matthieu J. Guitton）（2014）研究了网络亚文化虚拟群体中的身份意识形成

和建构问题。他们的研究以国外网络蒸汽朋克亚文化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搜集该亚

文化群体内部的活动数据分析基于审美趣味结成的虚拟社交群体中的互动模式。蒸汽

朋克亚文化的社交，与传统线下社交不同，是不稳定的、流动性的。文章最后得出结

论，虚拟亚文化社交群体是通过不同媒介上的蒸汽朋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亚文化的表

演性（performativity）来实现身份建构。 

詹姆斯.戈霍（James Goho）（2018）以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作家 Caitlín R. 

Kiernan 的五篇蒸汽朋克短篇小说作品，突出了蒸汽朋克“技术奇幻”和“历史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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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关键元素。Goho 认为蒸汽朋克小说对女性地位、工业化、技术和殖民主义四

种主题的想象性重构，揭示了美国西进运动历史的另一面。克里斯蒂.布莱尔（Kirstie 

Blair）（2010）的论文以维多利亚早期的流行歌谣为研究对象，发掘歌谣中透露出的

社会历史问题以及当时的社会文本对这些问题的反映。Kirstie 认为这些研究对我们理

解当下世界的相关问题具有启发性。在“ Steam arm”这首“前蒸汽朋克

（proto-steampunk）”式的歌谣表现了维多利亚文学对待技术进步所表现出的焦虑与

好奇心共存的矛盾心态。杰森.琼斯（Jason B. Jones）的文章《被时间背叛：阿兰.莫

尔小说<非凡绅士联盟>与<消失的女孩>蒸汽朋克与新维多利亚主义》（Betrayed by 

Time: Steampunk & the Neo-Victorian in Alan Moore’s Lost Girls and The League of 

Extraordinary Gentlemen）（2010）分析了阿兰.莫尔漫画作品中对时间、叙事和历史的

表现手法，尤其是《非凡绅士联盟》中的蒸汽朋克元素如何突出了作品的“历史想象”。

阿兰作品中的“历史想象”认为技术进步和自由是一种冲突的关系，从而打破了我们

以往“进步意味着自由”的固定认知。同样地，Alison Halsall 的文章《猎奇游行：作

为新维多利亚拼贴的阿兰.莫尔小说<非凡绅士联盟>与<消失的女孩>》（A Parade of 

Curiosities”: Alan Moore's The League of Extraordinary Gentlemen and Lost Girls as Neo

‐Victorian Pastiches）（2015） 

爱德华.金（Edward King）和乔安娜.佩吉（Joanna Page）在专著《后人类主义与

拉丁美洲的绘本小说》（Posthumanism and the graphic novel in Latin America）（2017）

中的《蒸汽朋克、赛博朋克和具身化伦理》（Steampunk, Cyberpunk and the Ethics of 

Embodiment）一文里认为，蒸汽朋克挑战了赛博文化中的身份概念，强调了人类经验

和体验中的具身化的重要性。蒸汽朋克元素在复古技术审美中融合身份伦理思辨，促

使我们从具身化的视角去理解人性本质；任何超越物质世界的超验式感受都是人类的

一种虚幻错觉，或者说是“人类可以战胜自然”的美好理想。 

学者伊丽莎白.古菲（Elizabeth Guffey）（2006：387）讨论了“复古”风潮与蒸汽

朋克的历史渊源。“复古”这个词源自 20 世纪 70 年代的英国，它总是和“狂欢节式

的（carnivalesque）”、“个体的（individualized）”、“时代错误的（anachronistic）”等字

眼联系起来。将“复古”定义为一种重要的“先锋设计手法（avant-garde art and design 

practice）”。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观点都没有在说蒸汽朋克应该是什么，而是在强调

它所呈现的视觉印象和感受。Guffey 的另一篇文章（2014）理清了复古未来主义和蒸

汽朋克之间的概念混淆问题。尽管两种风格都涉及对过去和未来的视觉阐释，但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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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模式存在鲜明区分。她认为，蒸汽朋克是对西方“动手（tinkering）”文化的浅

显表现，是对已经逝去的“进步理想（the lost belief in progress）的怀旧；然而，相对

复古未来主义，蒸汽朋克缺乏自反性和深刻的理论思辨。戴安娜.M.弗欧（Diana M. 

Pho）的文章侧重研究蒸汽朋克艺术中蕴含的身份政治、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主题。

虽然大众从这些“表演”中看到的主要是娱乐价值，它们仍然包含一种高度的自我意识

元素，这主要通过每个独立的“表演”都在某种程度地反抗它们所模仿的那段压抑历

史。（Pho，120）因此，“蒸汽朋克”对历史的文学性和文化性“表演”并非完全对历史“事

实（fact）”的复原。每一次“表演”结果都产生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营造了不可靠

的历史叙事声音，于是让我们意识到“过去（past）”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的生存经

验组成的，从而让我们意识到，维多利亚人不再是一个平面化的形象，他们具备如我

们当下人一样复杂而多变的情感和经验，对当下人提供一种宣泄当下性焦虑的可能性

渠道。她通过对比不通过国家背景的蒸汽朋克文化，将英国的 chap-hop 音乐艺术、

非裔美国的蒸汽朋克艺术以及多文化融合背景下的蒸汽朋克粉丝文化进行比较分析，

发现这些不同形式的蒸汽朋克流行文化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 19 世纪殖民和被殖民的

历史进行了美化和修饰。从被殖民者的立场出发，非裔和亚裔群体的蒸汽朋克作品强

调对本土文化和艺术的再发现，追求真实地、清晰地再现被压迫族裔的文化，力求改

变并摆脱被历史上的宗主国的文化所同化的倾向。 

丽莎·雅泽克（Lisa Yaszek）（2010）的论文梳理了女性作家的科幻小说创作的四

个阶段，她以人机结合的赛博格为想象的原点，探索科技与性、性别的关系；并且她

的论文以蒸汽朋克小说作家Paul Di Filippo的新维多利亚主义小说《蒸汽朋克三部曲》

（The Steampunk Trilogy）为研究对象，探究了蒸汽朋克作为一种文学审美现象在流

行文化中的发展和经典形象，肯定了蒸汽朋克小说对更新和发展维多利亚文学传统的

贡献。 

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研究学者赫伯特.萨斯曼（Herbert Sussman）是最早关注蒸汽

朋克科幻研究的学者之一。在他 1994 年发表在著名期刊《维多利亚时代研究》

（Victorian Studies）上的一篇文章《赛博朋克遇到查尔斯.巴比奇：作为维多利亚平

行历史的<差分机>》（Cyberpunk Meets Charles Babbage:" The Difference Engine" as 

Alternative Victorian History）中，他分析了经典蒸汽朋克科幻《差分机》中的平行历

史（alternative history）主题。文章中，他指出了存在于当代人对维多利亚时代技术

与人关系的理解误区，认为当前时代的“技术焦虑”与“人与机器区隔”的保守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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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思想主要是基于维多利亚主流作家和文学作品得来的。文学语境下对技术与人关

系的描述，与维多利亚时代科学文献和社会评论对“技术与人的关系”的描述存在着

差异。这种差异是被真实历史所遗忘的，《差分机》恰恰抓住了这一点，大胆地想象

了一个人与技术走向融合的时代，让我们认识到维多利亚人对待技术和科学的态度的

多面性和矛盾性。Sussman 后来在其 2009 年出版的专著《维多利亚时代的技术发明、

创新和机器的崛起》（Victorian Technology Invention,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Machine，2009)中对 19 世纪人与技术在对抗中寻求融合的历史进行了更加详细而深

入的研究。这部著作阐述的技术乐观主义、乌托邦主义和复古未来主义等新式维多利

亚主义科幻小说的特征在蒸汽朋克科幻中都有所体现。然而，我们可以看到，Sussman

对蒸汽朋克科幻的研究是从维多利亚研究出发，侧重的是蒸汽朋克科幻中所呈现的维

多利亚时代，他的研究并没有将蒸汽朋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他的所有研究都

基于蒸汽朋克小说是维多利亚主义小说的延申。因此，可以说 Sussman 对蒸汽朋克的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并没有让学术界发现蒸汽朋克文学的独立研究价值。 

蒸汽朋克科幻所具备的极强的适应性或者说包容性，使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全

新的认识技术发展与人的进化以及人类社会诸多方面之间关系的手段。就如维多利亚

研究学者大卫.派克（David L. Pike）所说的“弹性（elasticity）”，他撰文称：“这种弹

性使我想将蒸汽朋克定义为一种模式（mode），而不是严格地限定为一种体裁（genre）

或者一场运动。这种模式可以用来理解、阐释和改变（transmuted）任何文本或文化

表征。”（Pike，4）与其他科幻小说专注于硬核技术推演和技术逻辑不同的是，蒸汽

朋克科幻的吸引力和批评潜力掩藏在小说中的那些被压缩在有限时空与光怪陆离的

维多利亚奇景中，蕴含在文本的叙事张力中。 

“蒸汽朋克”亚文化和影视作品中的“蒸汽朋克”意象泛滥代表了当下社会对历

史商品化和复古式的再造。新维多利亚主义文学和文化探究了当下时代的复古流行风

气，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再造，乃至后现代文化与维多利亚文化之间的连结与融合。

学者（Alexia L. Bowler and Jessica Cox）所认为的，当 19 世纪以全新的形式被改写、

被改变、被重新探索时，新维多利亚作品挑战了历史叙事的霸权，“给予我们一种空

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可以与新的危机抗争，在这个过程中探究我们的后现代身份”

（Bowler and Cox 2009: 3）。学者克里斯汀.佛格森（Christine Ferguson）（2011）的论

文侧重研究蒸汽朋克小说中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她认为真正让“蒸汽朋克”

流行文学实践与维多利亚时代文学区别开的是，蒸汽朋克让“以视觉化的方式引用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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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利亚时期（“to visually quote the Victorian period”）”，但与此同时无需大量地照搬、

重复和仿效那个时代的“陈词滥调一样的意识形态（“ clich é d ideological 

significations”）”（72）。艾米.兰瑟姆（Amy J. Ransom）的论文《扭曲的时间》（Warping 

time）（2010）认为，蒸汽朋克小说代表了当代人的时空体验模式，即一种 “后现代

时间错置 （postmodern uchronia）” 体验。她的研究认为当前的蒸汽朋克小说的主要

特征不在于元素和题材上的一致性，而在于作品中描绘的时间体验模式上。 蒸汽朋

克小说中的时空是过去、现在与未来并存的虚拟时空，突出了文本中的文学空间的共

时性特征。时间错置体验模糊了因果关系链条，于是这种阅读体验让读者不再限于僵

化的体裁，体验到更多想象过去和未来时空的自由。无独有偶，Marie Louise Kohlke

的研究（2018）认为蒸汽朋克小说中的叙事是一种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存在的“三

角叙事模式（triangulated narrative）”。作为新维多利亚主义小说的一种，蒸汽朋克利

用历史怀旧的外壳传递了强烈的“当下性模式（presentism agenda）”。蒸汽朋克小说

讲述历史，但是它否认对历史进行天真的、毫无自我反思性的消费。 

安托尼亚 . 普利莫瑞克（ Antonija Primorac ）和莫妮卡 . 弗朗哥（ Monika 

Pietrzak-Franger）一同为《新维多利亚研究》杂志“新维多利亚主义与全球化

（Neo-Victorianism and Globalisation）”特辑（2015）所撰写的引言《什么是全球新维

多利亚主义》（What is global neo-Victorianism?）中提到，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们重新提

起对 19 世纪历史的兴趣，新维多利亚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具有普遍适用性

的和文学改编价值的文学文化现象。新维多利亚主义研究打开了文学、翻译和世界文

学等人文学科之间的跨学科交流。 

除了论文以外，多部专著从新维多利亚研究角度分析了蒸汽朋克小说。伊丽莎白.

霍（Elizabeth Ho）的专著《新维多利亚主义与帝国记忆》（Neo-Victorianism and the 

Memory of Empire）（2012）从后殖民视角对新维多利亚小说进行了深入且详细的批评

分析，其中她提及了 William Gibson、Bruce Sterling、Brain Aldiss 等科幻小说作家写

的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的科幻小说。她认为，新维多利亚主义小说的流行并非意味

着消极怀旧情绪，不是“回忆的病态（‘pathology’ of memory）”；相反地，是一种文

化历史冲突意识下的全球性文化批评话语（a global politics）。她的研究专著启发了不

少学者对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女性主义等问题进行研究。 

巴瑞.布鲁迈特（Barry Brummett）编著的论文集《发条修辞：蒸汽朋克的语言和

风格》（Clockwork rhetoric : the language and style of steampunk，2014）一书，汇编了



17  

从意识形态、叙事书写和符号学角度分析蒸汽朋克小说和其它表现形式的 10 篇论文。

这部论文集的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收录了 3 篇论文研究蒸汽朋克小说中的技术复

魅意识、后殖民意识形态以及蒸汽朋克小说中的“伪女权（false feminism）”意识；

第三部分收录了 3 篇分析蒸汽朋克文化现象中的反现代主义意象和符号、空间意象和

后马克思主义精神；第四部分的 3 篇文章分析了蒸汽朋克中的平行历史叙事、身份叙

事以及个人英雄主义叙事。该论文集是近年来讲蒸汽朋克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进行研究

的突出成果，是一部将蒸汽朋克作品中的后现代性分析的较为透彻的作品。这本著作

首次研究了蒸汽朋克自身独特的审美和文化属性，阐明了蒸汽朋克巨大吸引力的成

因。在该著作中，Brummett 明确指出，蒸汽朋克是植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审美风格。

除了尽力在外表层面还原维多利亚时代以外，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对维多利亚时代基于

蒸汽机和机械动力的机器美学的还原。本书中还对当下的诸多蒸汽朋克变体进行了分

析，例如在年轻人群体内，蒸汽朋克风格发展成一种与哥特风格相类似的审美；在欧

美地区以外，蒸汽朋克风格发展成一种类似技术东方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这本

书地指出当前蒸汽朋克是一种非常流行的后现代修辞和批评话语。蒸汽朋克修辞话语

和意识形态直接印象了当下年轻群体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看法。在 Brummett 之后，

随着蒸汽朋克研究的不断发展和不断深入，更多的科幻作家和研究者开始关注蒸汽朋

克作为严肃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所具备的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价值。亚历山德拉.

泰涅卡（Aleksandra Tryniecka） （2015）分析了维多利亚小说和新维多利亚小说二

者间的双向互动关系，认为历史想象小说是发掘历史事实的一种手段。Aleksandra 援

用巴赫金的话语双重结构理论分析维多利亚小说涉及社会阶级、家庭价值、工业化、

焦虑和危机、信仰缺失、伦理问题、婚姻、视觉化等等问题，指出这些问题仍然在当

下社会中广泛存在，因此它们仍然值得当下人的关注，以此来突出历史重构对分析现

实的重要意义。 

文化批评学者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的观点认为，从科学的文化分析中得

到的可行策略要达到一种能够激发个体对科学的责任感和掌控欲望，这样的欲望会让

非专家的普通人意识到科学知识与社会和物质世界的互动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

色。于是，在后现代主义眼中，科幻不再是一种推断世界如何发展方法，而成为了一

种观察当下世界的方法。目前，蒸汽朋克小说的文化研究涉及多个领域，总体来看，

对蒸汽朋克小说中的后现代表征、性别、种族问题的研究较为集中。雷切尔·鲍瑟尔

（Rachel A. Bowser）、布赖恩.克洛克斯尔（Brian Croxall）合编的论文集《发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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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朋克过去、现在与未来》（Like clockwork : steampunk pasts, presents, and futures，

2016） 梳理了蒸汽朋克作为一种后现代文化现象在 21 世纪前十年不断蓬勃发展的过

程。该论文集汇编了以蒸汽朋克小说、影视、电子游戏为研究对象的 10 篇论文。这

部论文集的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收录了 9 篇借助不同的文化理论研究蒸汽朋克小

说的论文，论文研究的主题包括蒸汽朋克与多维宇宙（multi-universe）、蒸汽朋克与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蒸汽朋克与城市、蒸汽朋克与人造假肢（Protheses）、

蒸汽朋克中的当代美学（Aesthete）、蒸汽朋克中的他者与民族性、蒸汽朋克的发端、

作为阅读实践的蒸汽朋克书写、蒸汽朋克中的技术。从题目可见，这些论文从 9 个不

同视角挖掘蒸汽朋克的后现代文化内涵。在这本书中，Bowser 和 Croxall 集合了蒸

汽朋克研究的前沿性研究，阐述了蒸汽朋克如何兴起、它的表征形式和为什么它值得

引起我们的关注。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从多个角度展示了蒸汽朋克的历史以及它

在当前现代主义文化乃至后现代文化中的位置，为什么在 21 世纪的今天出现了这种

风格的文学体裁。正如论文集的编者在论文集的导论《关于时间：阅读蒸汽朋克的兴

起和源头》（It’s about Time: Reading Steampunk’s Rise and Roots）一文中指出的，21

世纪是“技术文化时代”（techno-cultural age），而将蒸汽朋克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成

为探究“技术文化时代”的后现代复杂性的方式。 

朱莉.塔蒂欧（Julie Anne Taddeo）和辛西娅.米勒（Cynthia J. Miller）编著的论文

集《飘入维多利亚未来：蒸汽朋克选集》（Steaming into a Victorian future : a steampunk 

anthology，2013）汇编了以蒸汽朋克小说、影视、电子游戏为研究对象的 14 篇论文。

这部论文集分为 3 部分。第一部分侧重探讨蒸汽朋克小说中人物的社会关系、信仰、

主体意识的重构；第二部分侧重分析蒸汽朋克小说中的时空重构，涉及到的议题对时

空的科学探索（scientific exploration）、维多利亚科幻小说中的空间、奇幻地理边界

（fantastic frontiers）。第三部分研究了蒸汽朋克文化文学作品中对维多利亚“物”文

化的重构。这部分的论文阐明了技术所代表的物质文化是如何塑造维多利亚人对过

去、现在和未来的想象。特别是凯瑟琳.西耶曼（Catherine Siemann）的论文《关于蒸

汽朋克社会问题小说》（Some Notes on the Steampunk Social Problem Novel），通过研

究 William Gibson 和 China Miéville 的作品来分析蒸汽朋克中的城市与社会问题。她

认为，蒸汽朋克世界中的城市景观是对当前后现代社会中的城市危机和城市社会问题

的影射，我们可以通过将这些问题移植到一个虚构的历史空间中，跳出自身时代的限

制去思考这些后现代问题的解决方法。 



19  

除以上的论文集之外，美国维多利亚研究杂志（Victorian Studies）在 2010 年第

4 期设置蒸汽朋克文学文化研究专栏收录了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

酷儿理论四个角度分析蒸汽朋克科幻小说的数篇文章，对蒸汽朋克小说的研究也具有

重要的启发意义。上述视角的出现反映了后现代视域下的蒸汽朋克小说研究成果的多

样性，及其文化内涵的复杂性。 

在国外蒸汽博朋克相关文献中，部分研究成果在问题的阐发上将多种文化理论杂

糅，在对后现代语境下文化、性别、种族问题以及后人类主义的探讨。后现代语境下，

蒸汽朋克小说可以被视为一种后现代科幻小说类型。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

《后现代，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1991）一书中指出，科幻小说是后现代主义在文学上的一种显现，是晚期

资本主义阶段历史感、未来感丧失的例证，科幻小说“是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

的最高级的文学表达”。詹姆逊还在《未来考古学》（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2014）

一书中分析了迪克、吉布森、斯特林等人的科幻小说，认为菲利普·迪克小说中近未

来设想消除了历史、现在与未来的区分，威廉·吉布森的长篇小说《神经漫游者》与

《模式识别》中则弥漫着人们在后现代社会中的恐惧与厌恶情绪，赛博朋克小说中的

未来图景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病态表征”。该书中《全球化与赛博朋克》一文以赛

博朋克小说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全球化问题在赛博朋克小说中的反映。在这篇论文中，

詹姆逊说明了科幻小说是全球化与后现代状态的文学的原因：（科幻小说）既是一张

地图，同时又是一个症候：它不仅仅投射出全球未来的图景，这个图景往往只是现在

各种倾向的扩大；它还通过自身的形式表达了那个现在的结构；因此，我将这样一种

丰富的文学证据作为全球化和后现代双重语境下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客体，就不会让人

大惊小怪了。  

达科.苏恩文（Suvin，1983）在论文《维多利亚科幻小说 1871-1885：平行历史

历史亚风格的诞生》（Victorian Science Fiction, 1871-85: The Rise of the Alternative 

History Sub-Genre）中分析了科幻小说中的平行历史叙事手法如何继承并发展了维多

利亚时代小说中的叙事手法。之后，他的著作《科幻小说面面观》（2011）一书将 20

世纪 70 年代的科幻小说视为“科幻小说的后现代开端”，在其中详细分析了 20 世纪

美国科幻小说中的后现代思想。同时，苏恩文的另一部著作《科幻小说变形记》（2011）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的科幻小说的流变进行了阐述。 

人类与科技的关系重新定义了人类的生存状况，蒸汽朋克小说可以被理解为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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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状况下的人与机器的身份政治的描述，带有后人类的视角。学者伊赛亚·拉温德

尔（Isiah Lavender）在《美国科幻小说中的种族》（Race in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2011）一书中聚焦于美国科幻小说中的种族问题，他的研究对于蒸汽朋克小说中的“人

造人”和赛博格形象的研究也具有参考价值。他在论及赛博朋克小说时指出，后人类、

人工智能的出现诞生了一种新的种族结构，“赛博格是一种种族景观的表现” ，它关

涉人类身体、城市空间与赛博空间，构成了赛博朋克小说中的种族景观（ethnoscapes）。 

布赖恩 .麦克黑尔（Brian McHale）的《建构后现代主义》（Constructing 

postmodernism）（1992）一书探究了科幻小说的后现代艺术特征。科幻小说作品具备

一定历史真实性，表现在刻画人物的形象、心理活动、言谈举止以及小说中的生活情

景、活动空间时都高度还原历史上的维多利亚人，体现出对维多利亚传统的继承；同

时，这些作品还充满恰当想象力，在情节设定、人物心理描写、叙事手法等方面体现

出现代人对历史的个性化解读。 

国外学界对蒸汽朋克小说中的性别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维多利亚研究领

域。女性科幻作家相较于男性科幻作家更关注性别问题。在对女性主义蒸汽朋克的研

究中，cartlin 较有代表性。她的短篇小说聚焦于蒸汽朋克小说的女性身体问题。她认

为相对于以吉布森代表的赛博朋克作家，蒸汽朋克小说更倾向女性肉身和身体对自我

意识塑造的重要性，而非科技带来的去身化。 

不少学者通过蒸汽朋克小说中的平行历史（alternative history）、虚构现实（virtual 

reality）以及反事实（counter-factual）元素对阶级、资本和权力结构等现代化进程中

的重要主题进行后现代性解读，认为蒸汽朋克小说是随着欧美后现代社会中经济、社

会、文化、环境等问题造成的逃避主义（escapism）情绪出现的。由于对社会现实的

不满，众多的文学作品转向描写以蒸汽和电力为动力的早期工业社会。但这些作品中

的维多利亚时代与历史小说存在区别。学者 Gavriel Rosenfeld 认为（2002），历史小

说（historical fiction）与架空小说的区别在于，针对促成某一历史事件的一系列变量

中任何一个变量的变化会不会颠覆整个历史走向。他用“point of divergence（偏离点）”

一词来概括这种细节决定全局发展的现象（4-5）。在蒸汽朋克小说中，这个“偏离点”

就是时代误置技术。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未来的不确定性在增加，当下人们愈

发感到无法预料未来世界中人类所扮演的角色。与传统的维多利亚小说对待技术的描

述充满了警惕和忧虑不同，蒸汽朋克小说对待技术的态度是一种杂糅了憧憬与困惑的

复杂情感。蒸汽朋克科幻中的平行历史强调的是，跳出自身时代的认知局限性看到人



21  

类在这个越来越强调异质性和多元化的历史进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还有观点认为，蒸汽朋克科幻所使用的平行历史，让原本被视为封闭的、完结了

的历史有了新的活力，这种重新发现历史的方式，犹如穿越时空这种叙事手法发现了

未来，都是创造历史的手段。在 Mark Bould 编著的《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cience Fiction》一书中，James Kneale 指出，用“复魅”的视角看待和想象这个世界，

重点在认识世界的手段，而不是认识世界的结果；重点在想象世界的过程，而不是想

象这个世界的终点是什么样的。在后现代理性的牢笼中，任何打开可能性的改变都是

神奇的，即便这种改变并不能造成什么进步性的结果。（425） 

“蒸汽朋克”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改写还体现二者都重视探讨人与机器的关系。Brian 

McHale 提到（2012），科幻小说是一种本体论题材（ontological genre），是在探讨世

界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历史想象是与探讨人的生存境况、人是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中建

构自身联系在一起的。著名后人类学者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曾用激进的笔

触写到，所有的科学在最开始的阶段都是科幻，“在一个除了利用想象之外无法建构

历史真实的当下世界中，所有当下历史不过是对过去的再现”。曾经将人类导向现代

性的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盘旋上升般飞快的病态自我复制状态。现代工厂实现了物质

生活的极大丰富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但工厂不断地复制，出产同质化的产品，带价是

人与技术原本亲密的关系的割裂，技术变得越来越冰冷，越来越难以为人所理解。机

器原本是人的力量和创造力的延伸，现在人反而被大机器工厂化的生产方式牢牢地束

缚了创造力。蒸汽朋克的流行呼应了后现代主义的同质化之下个体对多元化和个性的

追求。蒸汽朋克科幻集合了对技术和机器本身的热爱，同时对大规模生产的工厂的憎

恶。 

蒸汽朋克科幻与维多利亚科幻的渊源还体现在对维多利亚时代元素的大量运用

和场景的再现上。前面提到，蒸汽朋克科幻的精神内核视为是对现代主义从精神和外

化形式上的挑战和反叛。正如蒸汽朋克科幻作家丽莎·雅泽克（Lisa Yaszek）所说：“真

切地远离当下世界中的现代主义者”。(Yaszek, 192)。蒸汽朋克科幻对维多利亚元素的

借鉴不是对维多利亚元素的现代主义复刻，而是后现代主义改造。这意味，我们所看

到的蒸汽朋克科幻中的维多利亚元素有着非常大的想象和创意自由度，这种自由让蒸

汽朋克有了极强的表现力。Erico Guizzo 的文章《蒸汽朋克设计》（Steampunk 

Contraptors）（2008）首次详细地介绍了美国蒸汽朋克亚文化的发展状况。学者 Mike 

Perschon（2010: 128）在论文肯定了当下欧美流行领域的维多利亚美学复兴，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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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朋克是视觉审美”，是“一系列被普遍接纳的视觉集合，这些集合体现为多样

的表征，包括文学、音乐和视觉艺术，或者是具体的物品，例如服装、有戏和艺术品

等”。Joseph Good（2010）的研究分析了第一部蒸汽朋克漫画作品《Sebastian O》。该

研究认为该漫画确定了新维多利亚蒸汽朋克的标志性特征，它一方面继承了维多利亚

堕落审美（Decadence Aesthetics），同时用现代人的社会态度重新思索维多利亚时代

的文学遗产。这部作品还从视觉和美学研究角度肯定了堕落美学在蒸汽朋克漫画作品

中的重要性。 

Cherry, Brigid, and Maria Mellins 的论文（2011）通过分析蒸汽朋克的网络话语和

对自我的表现，表明蒸汽朋克已经演化成风格鲜明的表演性亚文化。他们的研究尤其

关注流行和音乐中的蒸汽朋克，分析它如何表现与性别和阶级相关的复杂话语。论文

中还将蒸汽朋克视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其特征在于对当下后现代生活方式和社会习

俗的拒绝，向往一种纯真的、手工技术主导的技术。对手工的痴迷是对教条、混乱的

现代虚拟技术的抗拒态度，蒸汽朋克群体的活动不仅与朋克文化形式进行互动，还与

其它亚文化和粉丝文化实现了互动。Katherine Gleason编著的亚文化及艺术作品集《蒸

汽朋克解剖：维多利亚未来主义时尚》（Anatomy of steampunk: The fashion of Victorian 

futurism. Race Point Publishing, 2013）罗列了大量当下欧美流行领域的蒸汽朋克元素，

并且对蒸汽朋克的多种分支也做了生动的介绍，例如 Edisonpunk、Diselpunk、

Edwardianpunk 等。詹姆斯.卡罗特（James Carrott）和布赖恩.约翰逊（Brian Johnson）

同样出版了流行文化图册《复古未来：蒸汽朋克下朝向技术未来的历史和未来旅程》

（Vintage tomorrows: A historian and a futurist journey through Steampunk into the future 

of technology，2013）布兰迪.希雷斯（Brandy Schillace）出版的与蒸汽朋克亚文化有

关的百科全书《发条器未来：蒸汽朋克科学与现代世界的再发现》（Clockwork Futures: 

The Science of Steampunk and the Reinven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Simon and 

Schuster，2017）其中汇编了 15 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蒸汽喷可艺术家们创作的道具、绘

画、雕塑、服装和艺术品。 

 

2.2 国内研究状况综述 

国内最早认识“蒸汽朋克”是从它的美学风格开始的。在知网上检索可知，时至今

日，有关蒸汽朋克的美学风格的研究仍然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相比科幻小说这种形

式，“蒸汽朋克”在当下的商品社会中主要以流行文化和影视娱乐产品的形式存在。“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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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朋克”甚至演变成一种对抗同质化和极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行为艺术。“蒸汽朋克”

元素在时尚设计和影视形象中随处可见。国内的各大美术研究机构和影视行业从业者

对“蒸汽朋克”美学的关注比较多。 

秦铭悦的《日本动画电影中的“蒸汽朋克”幻想》是国内最早研究“蒸汽朋克” 的

文章。该文章从日本动画电影中的“蒸汽朋克”式幻想手段终极探索的科技与人类的关

系、人类未来的社会走向等一系列主题。文章首次在国内引入了“蒸汽朋克”式的幻想

机械和故事背景怀旧的概念，同时借助日本动画电影展现了蒸汽朋克迥异于其它美学

风格的显著特征。奥格蒙岱的文章《蒸汽朋克精神内涵在金属艺术中的体现》分析了

蒸汽朋克这种风格与金属媒介的密切关系，但是该文章对蒸汽朋克与朋克艺术的关系

的研究却十分有限。相比而言，于露的文章《蒸汽朋克的源流》除了对“蒸汽朋克”

的诞生和发展做出整体性的研究，还从视觉艺术和美学风格方面分析了蒸汽朋克美学

中的复古美学，同时认为蒸汽朋克与当下国内流行的洛丽塔时尚、复古贵族风格和哥

特审美风等存在历史和文化源流上的关系。李兴恩和博颖的文章《蒸汽朋克动画中“东

方故事”的新神话主义奇幻演绎》分析了蒸汽朋克风格在科幻文学中独树一帜的美学

效果，并且研究了蒸汽朋克在服装、设计、影视等多元领域的演变。该文章认为，蒸

汽朋克风格在众多动画作品和 ACG 文化产品中的火爆突出了蒸汽朋克与蕴含神秘东

方色彩的神话、魔法等元素的契合度，给予我国当代新神话主义的全新演绎以有益启

发。田维钢和刘倩的文章《蒸汽朋克电影视听美学研究》分析了国产电影中的蒸汽朋

克风格。该文章以科幻片为案例,分析发现蒸汽朋克作为一种鲜明独特的自我风格可

以融入多种类型电影当中。该文章对蒸汽朋克的来源和概念进行了梳理，还着重解析

这类影片整体呈现出的先锋视听美学，并且总结了其对于电影艺术的意义所在。李文

宁和徐如钰的文章《从游戏到动画：IP 改编的成功探索——评析动画<英雄联盟：双

城之战>》经研究认为，蒸汽朋克是一种后现代动画视听影像风格。在影视 IP 中融入

蒸汽朋克意象可以有效地进行“游影联动”，这样可以突破 IP 泛娱乐化的壁垒，为行

业带来优质的创新内容。 

在论文方面，李松的文章《海外赛博朋克研究前沿问题追踪》首次从科幻文学角

度介绍了蒸汽朋克小说。他从赛博朋克作为切入点，认为“新浪潮”科幻之后的科幻开

启了对高科技语境下人性的关注的传统。李松认为，与传统科幻小说不同的是，蒸汽

朋克叙述的科学技术是已经发生的，同时有些技术是本应该发生的。蒸汽朋克在回溯

和重构人类可能的生活的同时,从人文精神角度对人机生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反乌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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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式的反思。李锋的文章《从<差分机>看蒸汽朋克的写作特点与历史观念》介绍了

蒸汽朋克视为一种后现代的文化形态的同时，解读了蒸汽朋克中的真假虚实、混杂而

矛盾的历史碎片、后福特主义的社会寓言、历史的偶然性与随机性，通过案例分析把

握了蒸汽朋克的写作特点与历史观念。吕广钊的文章《复古未来主义与蒸汽朋克:<差

分机>中的后现代主义戏仿》从文学批评视角分析了《差分机》中的“复古”与“未来”

主题。该文章揭示了蒸汽朋克对维多利亚历史的后现代重构，认为蒸汽朋克有效地“戏

仿”了历史。同时,该文章还分析了《差分机》中的“时代错置”特征，对当下“符号化”

社会进行了批判性思考。苗青的《虚拟实境 亦真亦幻——尼尔·斯蒂芬森及其新作<

瑞密德>评介》 一文对斯蒂芬森的《瑞密德》及他的其他赛博朋克小进行了评述，期

间提到了蒸汽朋克科幻文类。另外，王敏、胡桂丽在《科幻小说流派“赛博朋克”解读》

一文中同时提到了赛博朋克和蒸汽朋克是在“新浪潮”科幻之后出现的重要科幻小说

流派。苗思萌的文章《未完成的主体——<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的移情与主

体建构问题》分析了赛博科幻小说中的移情心理与赛博格的主体性建构问题，她认为

在后人类时代人与赛博格之间的区别将永远处于未完成的、不稳定的状态。 

国内流行文化的蓬勃发展让青年群体的审美包容性增强，并且审美多元化诉求越

来越突显。借助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蒸汽朋克”小说和影视作品等“舶来品”有了越来

越多的青少年受众，于是“蒸汽朋克”在国内引起一些研究青年网络文化现象的学者的

关注。朱旭在《从<龙与地下铁>看蒸汽朋克的本土化创作》中将蒸汽朋克的或然历

史阐释为亚文化专属的“叛逆”特质，指明这种特质表现了青年群体对当下生活的个性

化观照和思考。杨媛的《浅谈西方蒸汽朋克风格的数字化演绎》分析了蒸汽朋克借助

动漫、游戏、影视平台的到大量年轻人的原因。文章阐明蒸汽朋克吸取了科幻和奇幻

元素,满足了年轻人在虚拟网络空间追求创新性的需求；此外，蒸汽朋克贴合了年轻

人对前卫设计观感的追求。张晓青的《蒸汽朋克玩偶艺术造型设计》以市面上的蒸汽

朋克玩偶为研究对象，分析这种亚文化商品被众多年轻人竞相购买并收藏的原因。文

章分析了蒸汽朋克元素所营造的独特性视觉效果，认为这是年轻人喜爱科技、幻想与

力量的缩影。可以说该文章从造型、工艺、可动性设计等角度入手总结了蒸汽朋克亚

文化的艺术特征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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