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普纵览

10 月 26-30 日，由世界科学记
者联盟联合美国科普作家协会及美
国科学写作促进委员会主办的第十
届世界科学记者大会在美国旧金山
召开。大会主题为“架起科学与社
会的桥梁”，旨在构建科学传播的
全球能力，并为科学记者们提供探
讨前沿科学以及科学与社会相关问
题的机会。

关注科学前沿，向公众展示
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及其对公众
及社会的影响，是科普创作领域
的一个核心议题。本次大会的主
题报告和分论坛议题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当前世界科普创作领域
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从大的层

面来看，这些问题涉及环境、健
康、医药、天文、生物、农业等
诸 多 领 域 ， 具 体 则 包 括 气 候 变
化、海洋保护、新基因技术、新
型 传 染 病 、 慢 性 疾 病 、 癌 症 治
疗、抗生素滥用、疫苗和疫苗开
发以及天文学新进展、单细胞、
神经细胞、农业可持续发展等话
题。

围绕各类科学话题，如何创作
出深刻、准确、优质且引人入胜的
科学新闻及科学作品是科学记者和
科普创作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与
会者们对此进行了丰富且深入的讨
论。诸如：如何为科学辩护、科学
家和科学记者要如何拯救世界、科

学记者要如何报道自然灾难、如何
在科学写作中融入个性特征、科学
写作是否有国界、当科学受到攻击
时科学记者是否应该观战、事实核
查是不是科学新闻未来关注的重点
等。此外，讨论还涉及科学写作中
相关技术、手段及技巧的使用，譬
如数据可视化和信息图、电子科学
杂志、播客、统计学、数据分析、
预印本及开放获取等。

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作为一
项人类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诸
如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有着
千丝万缕联系，科学与社会的互动
关系时时存在。科学与社会，不仅
是科技工作者需要关注的话题，更

是科普创作者需要关注的焦点。本
次大会对于科学与社会给予了特别
关注。一些分论坛专门探讨相关议
题，诸如：全球危机报告的人类伦
理、气候变化下的经济不平等，暴
力及生活、去科学殖民化、科学新
闻，独裁政权和伪科学、慈善事业
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从国际视角
看待女性的 STEM 领导力、科学中
被掩盖的性骚扰、科学中被掩盖的
本土声音以及拉丁美洲科学新闻的
发展、非洲的数学发展、中东地区
的科学发展等。

科普创作不仅要帮助弥合科学
与社会之间的鸿沟，而且需要彰显
人文关怀。“去科学殖民化”议题

指出，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科学得
到了快速发展，而对于发展中国家
的公众而言，简单地接受西方科学
并接受现状，还是寻求有关科学的
更广泛的历史和应用呢？“科学中
被掩盖的本土声音”议题则探讨了
科学家与本土居民之间的隔阂，期
望科学记者和科普创作者们能开拓
视野，在科学写作中纳入本土化知
识这一视角，以此来弥合科学与社
会之间的鸿沟；“科学中被掩盖的
性骚扰”关注科学界的性别歧视和
性骚扰。这些议题都给予了科学发
展的弱势地区和群体以更多的关
怀。

世界科学记者大会自1992年举

办第一次会议以来，一直致力于构
建科学、科学家与公众之间沟通的
桥梁，提升科学报道和科学写作的
质量，并支持全球范围内科学记者
和科学写作者之间的交流。本次大
会汇聚了世界范围内70多个国家近
1400位科学记者、科学作家、科学
家及科普创作等专业人士注册参
会。会议内容超过 130 项，包括：
11场全体会议、49场分组交流、42
场午餐讨论、15场实地考察、若干
工作坊与会前会以及为期三天的会
议展览。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
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研究与交
流部主管）

尽管有人说，对非虚构作品的喜爱程度，是一
个民族文化素质的重要指标，纪录片目前在中国仍
然谈不上繁荣，科学纪录片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但
多年来毕竟有人乐此不疲，坚持耕耘并取得收获。

《科技之光》便是著名的团队之一。继《科技与奥
运》《世博会的科学传奇》《播火录》等之后，他们
最近拍摄的《守护南海珊瑚林》也引起各界广泛重
视（此片的文学脚本，分3次刊载于《科普时报》
9.22、9.29、10.6，第4版）。这只是一部30多分钟
的短片，但对于认识科学纪录片的一般规律，却能
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守护南海珊瑚林》取得成功的第一要素是选
材。南海无疑是举世瞩目重大题材，这部片子既可纳
入南海热议，又聚焦一个鲜为人知的冷门——南海环
境和珊瑚礁的保护。我们同仇敌忾捍卫了南海主权，
但如果不能倍加珍爱和精心打理，岂不是对大好海疆
的亏待和辜负？再说保护珊瑚礁是全世界的紧迫任
务，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如何尽到自己的责任？
于是本片的立意就非同寻常了。赵致真凭着新闻工作
者的职业敏感，从“科学盛典”参评名单中选取一个

“落榜者”做电视片，应该是很有眼光和见识的。
《守护南海珊瑚林》取得成功的第二个要素是

人物。一位女科学家，带领一个青年团队，常年
漂泊在天涯海角。他们既具有中国科技工作者奋
斗追求、勤勉劳苦的共性品质，又有出没风波、
潜行海底的个性姿态。和那些纤手美甲的白领淑
女相比，黄晖自嘲是“皮糙肉厚”的“女汉子”。
远离公众视线，躲到祖国最南疆的海底；没有短
期效应，子孙后代才能享受到他们的馈赠。每当
看到黄晖在水下“挑花绣朵”般的播种珊瑚，便
会让人由衷感叹，这才是中国最美的女性。看完片子，黄晖面对大海的倾诉仍
余音缭绕，犹在耳旁。

《守护南海珊瑚林》取得成功的第三个要素是知识。一部科普记录片的重要
内涵，无疑是普及科学知识，否则就失去了灵魂。看完这部片子生动的描述，
观众不仅知道珊瑚不是石头和植物，而且知道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率先发现珊
瑚是动物；不仅知道珊瑚礁占世界海洋总面积之微，还知道珊瑚礁作为海底的

“沙漠绿洲”和“热带雨林”，其“净初级生产力”对地球生态影响之巨，甚至
还有人工造岛自然仿真理念的诠释……全片仅32分钟，如此高的知识含量而不
枯燥，是需要精心提炼和巧妙布局的。

《守护南海珊瑚林》取得成功的第四个要素是美感。三沙风景的旖旎如画，
海底珊瑚的五光十色，鱼鳖虾蟹的千姿百态，黄晖团队的青春风采，都在片子
中美不胜收。航空拍摄、水下拍摄、微距拍摄、显微拍摄，各种手法应有尽
有。包括用精美的动画特技展示科学原理、地质过程和生命活动，共同成就了
这部片子的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科学之美和人物之美。

《守护南海珊瑚林》取得成功的第五个要素是文采。赵致真说过，“科普作
家不是比一般作家少了点文学，而是多了点科学”。作家出身、科学功底深厚的
赵致真从来不认为他写的电视片是“解说词”。“足球赛的现场播音才是解说
词，我们是写文学脚本”。“这不仅体现在文学语言，它是整个片子拍摄前胸有
成竹的施工蓝图，包括审题立意、谋篇布局、详略取舍、起承转合”。

赵致真的电视片多次在国际上获奖，脚本都能独立成篇，许多发表在著名文
学期刊上。文学要素无疑大大增强了片子的信息量、凝练度、感染力和审美性。
同时并不妨碍跟踪拍摄、画面出新、现场采访、同期声运用。由此看来，纪录片
应该有个基本的文学门槛。尤其对于科学纪录片而言，信马由缰的“无解说词长
镜头”，恐怕很难在半小时内完成《守护南海珊瑚林》那样的诸多功能。

毫无疑问，《守护南海珊瑚林》为科学纪录片实践提供了可喜的探索和尝
试，值得认真思索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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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南海珊瑚林》中的主角黄晖

前几天，浏览了新一期的《科普时报》，
看到了《“软”“硬”管得了科幻吗？》一文
（署名姚利芬，文学博士，见10月27日《科
普时报》第3版），仔细一看，原来是对我之
前那篇《再谈科幻软硬之辨》的质疑，没想
到拙作能被文学博士所“青睐”，不禁油然而
生一丝“受宠若惊”之感。

其实，《再谈科幻软硬之辨》是《为何中
国还出不了真正的硬科幻影视？》系列文章中
的第四篇，整个系列文章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为
何当下中国奇幻、玄幻、魔幻等影视当道，却
至今还出不了真正的硬科幻影视，试图找出多
方原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整个系列文章的立意非常清晰：所谓科
幻，必须是“科学”加“幻想”，科学是科幻
大厦的根基，没有科学根基，科幻无从谈
起，科幻的大厦根本无法建造。也就是说，
科学是皮，幻想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
附。当然，反之亦然，有“科”无“幻”也

不是科幻，只是科普或纯科学论著。
这样说吧，科幻，从科学角度而言，就

是科学的超前一步。
而第四篇则重点指出，当下软硬科幻（特

别是“软”科幻）的误区，希望通过对“软”
“硬”科幻更精准地定义，使得在开发影视科幻
项目之初，就能确认方向，更希望避免将奇
幻、玄幻、魔幻等混淆成“软科幻”。

姚博士可能没有审阅整个系列文章的前三
篇。实际上，那三篇文章好似已然回应了
《“软”“硬”管得了科幻吗？》中的多数质疑，
那就仅对尚未谈及的几点，作如下的回应吧：

首先，《“软”“硬”管得了科幻吗？》一
文的题目就偏了，因为我并没有让“软”

“硬”来管住科幻的“企图”，“软”“硬”只
是不同的科幻类型而已，如硬科幻《海底两
万里》、软科幻《沙丘》都是科幻之经典；

其次，就像柔能克刚，水能穿石那样，
姚博士将“硬”“软”在词源上的定义生套在

科幻上，是非常不妥的。而我恰恰在《再谈
科幻软硬之辨》中特别提到：“科学本身不能
简单地归类为‘软’或‘硬’，那只是人为的
分类，而不同门类的学科本是相互依存，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是逐渐递进的”；而
科幻作品虽有软硬不同的类别，但在这儿，

“硬”“软”并无高低优劣之分。
第三，又仔细读了一遍《“软”“硬”管

得了科幻吗？》。看来，还真有必要将科学的
定义陈述一下：科学是通过检验实证的方
法，对现象（原来指自然现象，现泛指包括
社会现象等现象）进行归因的学科。科学活
动所得的知识是条件明确的（不能模棱两可
或随意解读）、能经得起检验的，而且不能与
任何适用范围内的已知事实产生矛盾。

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检验实证”，特别
是能不断证伪的才是科学。如宗教就不是科
学，因为不能被证伪；而霍金在《大设计》
中提到的“哲学已死”，我的理解，这可能是

因为哲学也往往无法实证或证伪，严格来
说，就不能算科学了。

而且，科学是在不断地进步发展的，如
牛顿的经典力学并没有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所推翻，只是在高速和大尺度上的修正。人
类就是这样不断地接近万有理论 （英语：
Theory of Everything或ToE）——具有总
括性、一致性的物理理论框架，能够解释宇
宙的所有物理奥秘。

相 信 我 上 述 的 观 点 ， 已 经 回 应 了
《“软”“硬”管得了科幻吗？》中绝大多数
质疑了。另外，请姚博士再做一下功课，威
尔斯的《隐形人》恰恰有非常扎实的科学根
据的，100多年过去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已
然成为现实了。

借此回应，我必须再强调一下，我从来
不贬低奇幻、玄幻、魔幻等文学及影视作品
的价值 （如《北京折叠》一样能获得雨果
奖），更没有“蛮横地判断什么是合格的科
幻”，我只是希望能通过厘清国人对科幻的认
知，以帮助改变中国科幻作品（包括影视）
的现状，更希望中国早日实现硬科幻影视

“零”的突破！
（作者系加拿大某国际财团风险管理

资深顾问，科幻作家。）

医生写科普文章可参评高级职称
山西省日前召开 2017 年度全省卫生系列高

级职称评审工作会发布一系列安排，其中引起热
议的是：为鼓励更多的医疗专业人员投入到健康
教育及科学普及工作中，山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在全国率先把撰写科普文章纳入了 2017
年度全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
审条件。从单纯重视SCI论文，到凸显科普的重
要性日益显现，高级职称评审的导向让医务人员
倍感振奋。 （尹薇）

北京市将举办小小科普讲解员大赛
为扎实推进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着力推进

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各阶段的科技教育，提升
青少年科学素质，启迪好奇心、培育想象力、
激发创造力，为青少年群体搭建一个学习、展
示和交流的平台，2017年北京市小小科普讲解
员大赛将启动。京内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
在校学生均可报名参加；参加比赛的选手应在
2017年11月20日前完成提交参赛报名表。

联系人：温暖、陈晨、王帆；
联系电话：62615926、62789780；
QQ群：641387865。 （柯旭）

全国卫生计生微电影节启动
第三届全国卫生计生微电影节活动日前全

面启动。此次参赛作品将按照剧情片、纪录
片、公益片、科普创意片、形象宣传片5大类进
行征集。上述参赛作品可通过网页报名：http://
www.cyyun.com/jkzg/home.htm。网页登录上方
大赛官网，进入活动专区报名参赛。作品须是
以医疗卫生计生行业为题材的微电影，要求为
原创，且拥有自主版权；主题内容积极健康向
上；表现形式不限，动漫、MV等，时长在3分
钟~15 分钟以内，大小 2G 以内；要求画面清
晰，设置中文字幕。 （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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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开展蔬菜绿色防治大比拼
“如何种好菜？蔬菜专防队伍施药水平怎么

样？通过健全蔬菜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蔬
菜生产服务的集中规模化，由专业化服务组织向
菜农提供一系列的植保服务是一条出路。”这是北
京市植物保护站副站长郑建秋通过调研得出的结
论。11月2日，北京市植物保护站联合河北省、
天津市植保植检站共同开展了“京津冀病虫专业
化防治服务”技能竞赛。

据了解，自 2008 年以来，北京市植物保护
站一直致力于蔬菜病虫专业化防治服务探索工
作。2013年在全国率先建立起第一支蔬菜病虫专
业化防治服务队伍——北京市蔬菜病虫防治“飞
虎队”，在有关项目支持下，共扶持组建了6支
市级蔬菜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10 多支
区级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 （胡彬）

再谈科幻大厦的根基必须是科学
——对《“软”“硬”管得了科幻吗？》之回应

□ 陈思进

架起科学与社会的桥梁 构建科学传播的全球能力
—— 从 第 十 届 世 界 科 学 记 者 大 会 的 核 心 议 题 看 科 学 写 作 新 视 野

□ 李红林

余生趣潭

2017年11月1日，西南联大迎来建校80周年纪念日。
一位长期研究西南联大的美国学者曾表示：“中

国人能为他们的现代化教育制度自豪：西南联大是一
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
全人类的！”

在美国知识界，早就有“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
年”的说法。在西方，从中世纪至现代大学制度建
立，到一流大学的诞生，经历了1000年之久。而在中
国，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算起，到西南联大这样的一
流大学诞生，只用了30多年时间。西南联大在抗战大
后方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培养
出大批一流人才。“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
杰。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西南联大校歌中气
壮山河的誓言，凸显了为祖国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其
所创造的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对当下进行的一流大学
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立德树人是一流大学的立身之本。
培养一流人才是一流大学的核心。
构筑中国精神是一流大学的使命。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聘请了“乡下人”沈从

文为教授。当时，西南联大的教员大多都是留学欧美
名校归来的名师，起码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
府毕业，并已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而这位沈
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没什么学
术专著。但校长梅贻琦根本不看重这些，他说“我看
的是才华”。唯才是举——这就是西南联大的用人标
准。1939年，学校又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聘请
钱锺书、华罗庚、许宝騄当了正教授。那一年，这三
位先生都只有28岁。就因为唯才是举和尊重教授，西
南联大才成为大师们的“向往之所”。北大哲学系教授
黄枬森，回忆他在联大读书期间的课表：“国文老师是
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
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
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

而“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能用13种文字阅
读，学问之博大精深，被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
而已”。陈寅恪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前人讲过
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
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
讲过的。”陈寅恪的课，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连冯友
兰、吴宓等教授都去旁听。著名学者许渊冲说：“哈佛
大学也找不到陈寅恪这样的‘四不讲’教授。”

西南联大前后9年，天时地利人杰，不仅大师云
集，而且培养出了更多的大师。据统计，中国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有联大师生173位；“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23位获奖者中，联大师生有8位；联大
学生杨振宁、李政道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联大
师生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郑哲敏先后获
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西南联大最大的特点，是师生能保持独立的思想
和学术的自由。联大学生、后成为清华教授的何兆
武，这样评说联大“学术自由”对他的影响，“学术的
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老师的作用在于提出自己
的见解启发学生。联大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
来讲，比死盯一个角度好得多。我的思路因此而开
阔，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

1946年，有三个女孩报考清华落榜。她们叫梁再冰、
冯钟璞、梅祖芬。梁再冰的父亲是梁思成，清华建筑系主
任；冯钟璞的父亲是冯友兰，清华文学院院长；梅祖芬的
父亲是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校长、院长、系主任的女
儿，报考本校竟得不到丝毫照顾。当时，梅祖芬距离清华
分数线只差了2分，同学们都叫她去找父亲帮忙。梅祖芬
说：“正因为我父亲是校长，所以决无可能。”——这“决
无可能”四字，掷地有声，令后来者汗颜！

诚如冯友兰所说：“西南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
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今天，联大精神仍
应弘扬光大之！”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
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
馆原馆长、研究员。）

中 邦 三 十 载 西 土 一 千 年
□ 王渝生

西南联大化学实验室

福特汽车公司的CEO亨利·福
特二世和美国汽车工会主席沃尔特·
鲁瑟共同巡视一家现代汽车制造
厂。在生产现场，福特想逗一下魯
瑟，就说：“沃尔特，这下，你该怎么叫这些机器
人付你们工会的会费呢？”魯瑟不暇思索地答道：

“亨利，你又怎么叫他们买你的汽车呢？”
这个似乎出自杜撰的笑谈，在经济学上反

映的是收入从劳动力转入资本手里，会使总需
求和总消费降低，故而也就降低了国民生产总
值；另一方面，它也形象地展现了信息时代催
生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上周日，参加爱博物科学少年对话活动，
其中有个议题，是讨论机器人与社会分工。我
惊讶于孩子们的想象力和精深思考，也感慨社
会形态变化之快。渐次出现的一些场景，已经
不再被人们视为“科幻”。国外新出的一部著
作，就绘声绘色地描绘出了某一天有可能出现
的情形：那些“独行者”只要稍稍偏离“黑暗
区”（信号盲区）一小会儿，机器人警察立马就
会找上门来，对他们进行“治疗性谈话”，以防
止他们出现什么心理问题或极端倾向。

在作者以科幻手法描绘的那个俨然离现实可
能性不远的社会中，“玩消失就是恐怖主义”，失
联超过50秒就会被机器人警察拿下。而为适应甚
或是配合这样的社会管理方式，人们大多会戴上
一副鑲嵌有定位系统芯片的数码眼镜。沒这装备
的人，会被认为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老顽固，

“反社会的孤僻一族”，自然也享受不到佩戴智能

眼镜的各种便利。不过，这种享
受又是有代价的，不然怎么会有
人抱怨数字革命，想要为网络盲
区申请“自然保护”呢？

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发明往往能够时空一体
化地推进社会重大变革，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被
互联网连接到一个世界当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境
界，一种全新的数据型自然环境。神奇的器件通
常很快就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甚至成为人们身体
的一部分。电脑、互联网或者说信息技术带给我
们的，不仅仅是作为工具的技术，延伸了人类身
体和精神的所及范围，它们还造就了新的生存方
式、生活方式，乃至新的思维方式和社会模式，
同时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价值观，以及人与人、
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得不相信，在未来几十年里，没有
什么事物或生活方式是人类影响或改变不了
的，也不能漠视技术与人的价值的冲突。无论
是谁，无论是在线还是离线，我们的整个生活
都可能会被设计和控制。这难免又引发了一些
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比如，数据控制和垄断
到底意味着什么？数字世界与生态世界有没有
可能调和？机器介入人类生活的前提和条件是
什么？未来的技术到底怎样发展才更合适？

直面越来越科幻的世界，控制和反控制、
改变和被改变可谓如影相随。这让人不由想起
了“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早前说过的一
句话：我们如此彻底地改变了环境，以致现在
我们必须彻底地改变我们自己了。

直面越来越科幻的世界
□ 尹传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