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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武器不该从科幻走进现实

软实力一词于1990年问世，相
对于经济力、政治力、军事力而言，
指的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和文化积累
所形成的现实力量，既包括这个国家
文化积累和发展的现实水平，有包括
它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
面的作用力、影响力和辐射力。

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强调要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中提出，“文化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
兴，文化强民族强。”要“推进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
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
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科学知识社
会学认为科学是一种社会建构，那
么它也可以是一种文化，而且是大
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着力提
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大背景下，我
们更需要加强科学普及，通过对科
学知识的传播，科学方法的培养，

科学态度的养成和科学精神的塑造
来提升文化软实力。同时十九大报
告中还指出要“弘扬科学精神，普
及科学知识”。“科技创新、科学普
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是习近
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做出的
重要论断。而通过科学普及提升的
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培养科技创新的
土壤，为科技创新“固本培元”，
打牢科技创新的基础，当然这是一
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把科学融
入到日常生活中，使其成为大众文
化消费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前，诸如 《加油！向未来》
《奇幻科学城》《未来架构师》《我
是未来》《机智过人》《中国青少年
科学总动员》等科学节目都致力于
让科学流行起来，以使其成为流行
文化的一部分，新近以来开播的多
档科学节目都将科学元素有机地融
入到节目中，为公众提供了耳目一
新的科学大餐。这些节目之所以获
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是因为它把

科学同电视艺术进行了有机的融
合，从而让科学以平民化的视角呈
现在观众面前。可以说，这种将电
视艺术与科学结合起来的做法为大
众文化带来了一股清流，也在一定
程度上提升着我们的文化软实力。

科学技术本身应属于硬实力的范
畴，它的发展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经济
实力的提升，但同时科学技术也是软
实力的倍增器。近年来，我国公民科
学素质不断提升，科学普及在其中发
挥的作用不容忽视。文化软实力既取
决于其产品质量的高低，同时也依赖
于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知识就是力
量”，但是这种力量“不仅取决于其
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
传播以及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正如
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康友在《创新
的时代需要创新的科普》一文中指出
的那样，我们需要创新科普传播的内
容和形式，深化科普内容传播的广度
和深度，让更多的公众享受到科技发
展的成果，实现科普的普惠。这样才

能从整体上提升科普能力，繁荣科学
文化，进而提升文化软实力。

近年来，中国科幻的崛起也可
以说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提高和发展
的一个方面，刘慈欣，郝景芳等一
批科幻作家的作品在国际舞台上展
示出了中国的形象，发出了中国声
音，也促进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全
球影响。

把科普作为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
分有助于从国家战略的视野来看待科
学普及，并且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的统领下来推动科学普及
工作，进而形成与我国科技发展状况
相适应的科学文化氛围和环境，解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
促进科学技术发展这个硬实力奠定广
泛的科学文化基础。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期要目

科普时报讯(记者 冷德熙) 11月13日至15
日，由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主办，中科院
昆明动物研究所负责具体承办的全国科普资源
整合与能力建设培训班在昆明开班，该培训班
目的是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科技创
新大会精神，同时贯彻落实《“十三五”国家
科普和创新文化建设规划》和《“十三五”国
家科技创新规划》，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提
高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科普管理工作
者的管理水平和业务素质。

当前，我国的科普工作虽然不断取得重要
进展，但是仍然存在科普投入来源单一、科普
基础设施相对匮乏、科普资源分布不均、科普
展教品研制能力较弱等问题。此外，我国科普
产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核能、石化等一些
重要行业的科普工作亟待加强，这些都是我国
科普工作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但科普工作也有
着良好的发展契机。数据统计表明：2016年全
国中（初中）小学生合计1.42亿，如果每人每
年按500元购买科学教育（科普）课程，仅这
一潜在市场就达700亿元。此外，科普教育对
科普场馆资源的需求也极为迫切。不过，相较
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所拥有规模质量达到国际
水准的科技馆、博物馆，一般城市或地区的科
技场馆由于资源的限制就应该更多突出地方特
色和技术先进性。这类场馆如果能在不同场
馆、甚至不同城市的场馆之间建立资源互换机
制（如上海与有关省市正在探讨设立所谓“参
观护照”），那么有限的科普资源就会发挥更
大的作用。基于此种需求，全国科普资源整合
与能力建设培训班可谓应时应景。

据悉，为期三天的科普培训班内容极为丰
富，培训内容包括世界科技馆发展现状及其启
示；全球化背景下的创新型科技馆发展模式；
我国民族地区双语科普发展情况；中国科普产
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北京加强科普能力建设的
探索与实践；中国大科学装置的科普功能开
发；政府科普资源开发与有效整合。来自科技
部、中科院、北京市、上海市、中国科技新闻
学会的专家分别为培训班授课。来自中央部委
和全国各省市科技部门有关负责人100多人参
加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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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1月11日，2017中国科幻大会暨第四届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开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在致辞中深刻分析了科幻在形成世界科技强国
过程中的助推作用，充分肯定了科幻对激发青少年科学梦想的启迪作用，并表示，中国科协将把创新科普科幻作
为贯彻十九大精神，促进科协改革发展的大事来抓，大力支持科幻创作，积极发现培养科普科幻人才，广泛动员
社会力量参与科普科幻事业。本报征得作者同意，全文刊发这篇讲话，以飨读者。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美
军在有目的地采集俄罗斯人的生物
样本资料，这些生物样本未来或将
被用于制造基因武器。虽然美军予
以否认，但世界还是为之哗然。

基因武器是何方神圣？
较为科学解释是指通过基因编

辑技术修改致病微生物的基因编
码，而研制出的新一代生物武器，
能够从基因层面对敌发动攻击。基
因武器是通过这种方式修改基因获
得新的致病微生物，从而使对方的
疫苗库失效。

当然，也有更形象易懂的解释，
那就是看看好莱坞大片 《生化危机》
和大热美剧《行尸走肉》吧，科幻片

中因基因突变引发的灾难可能在经细
节上有夸张和戏剧化的因素，但结果
似乎并未完全脱离现实。安布雷拉、
浣熊市、T病毒……这些耳熟能详的名
字或许只是构建了一个被失控的生物
武器撕裂的虚拟世界，但谁也不能保
证现实中的基因武器就不会造就出嗜
血的“僵尸”。

实际上，从一战时期德国的流
感细菌武器，到二战时期日本的731
部队，再到冷战时期苏联规模空前
的生物武器库，都令人不寒而栗。
而进入 21 世纪以来，基因编辑技术
蓬勃发展，人类基因组图谱顺利完
成，生物武器的研究也进入了基因
武器时代，如果这种研究泛滥不可

控，一场现实版的“生化危机”或
将拉开序幕。

不同于传统生物武器，基因武
器具有体积小、造价低、不破坏非
生命物质等特点，让使用者不必兴
师动众，只要通过人工、飞机、导
弹等运载方式将基因武器投放到敌
方区域，就能达成军事目的。然
而，基因武器的“屠杀”不分军
民，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和道义上的
风险，后果不可估量。

目前来看，这种风险还没有被
广认知，还没有完全认同基因工程
并不是上帝的造物手，肆意滥用必
将给全人类带来不可预测的灾难。

（科文）

科普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最佳体现
□ 科普时报特约评论员 王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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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锋 摄

为奔向世界科技强国插上科幻翅膀
□ 怀进鹏

在举国上下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之际，2017 中国科
幻大会在美丽的蓉城开幕了。我代
表中国科协，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
烈祝贺，向参加本次大会的科幻作
家、科幻产业者、“幻迷”朋友们致
以诚挚的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
持中国科普科幻工作的海内外朋友
们，向为本次大会提供大力支持的
四川省、成都市以及腾讯公司表示
衷心的感谢！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光辉
灿烂的前景正向我们走来。十九大报
告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明确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七大战略

之一，明确提出建设科技强国，我国
科技事业必将获得更大发展，在新起
点上迎来又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如
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依
靠科技创新支撑，必须大力倡导创新
文化。科学幻想是沟通科学与人文、
自然与社会的桥梁，它根植于科技创
新，服务于广大人民，是新时代科技
事业和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繁荣科幻创作、发展科幻事业，
有利于激发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提
升全民科学素质，夯实进军世界科技
强国的社会文化基础。借此机会，我
想就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发展对科幻事
业的新要求，与大家交流。

第一，从历史发展规律看，世
界科技强国的形成离不开科幻助
推。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爱因
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当
今时代，思想就是创造力。纵观科

技文明的历史，人类从来没有停下
科学幻想的脚步。开普勒关于天体
引力的猜想，启发了牛顿对万有引
力定律的研究。威尔斯在 《获得自
由的世界》 对“超级炸弹”的设
想，启发物理学家西拉德推算出原
子可控链式反应方程式。凡尔纳

《海底两万里》 中的“鹦鹉螺”号，
为“现代潜水艇之父”西蒙·莱克提
供了灵感。爱因斯坦关于引力波和
量子电磁波的天才假设，百年之后
得到了 LIGO 和 “墨子号”卫星的
验证。无数事实表明，立足科学、
大胆假设、敢于猜想，激发最新奇
的科学发现，催生最炫丽的技术发
明，历来都是科学幻想的力量所
在。正是因为对太空的向往，才有
了飞机、火箭、载人飞船的发明；
正是因为对大海的向往，才有了轮
船、潜艇、蛟龙号的创造。

我国的幻想文化源远流长，后

羿射日、嫦娥奔月、屈原 《天问》
和古典名著 《西游记》 无一不是民
族想象力的杰作。四川的三星堆文
明，给人们留下许多难解之谜，引
发关于史前文明、外星文明的无穷
想象，也许其中就蕴含着重大的科
学问题。中华民族是最富想象力的
民族，中国梦是当今时代最伟大、
最美好的想象。随着我国日益走近
世界科技舞台中央，预计将在越来
越多领域进入“无人区”，处在无人
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白
境。广大科幻工作者要弘扬创新精
神，紧盯科技前沿，为科学研究提
供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为创新创业
提供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把科学幻
想、人类情思、社会理想融为一
体，引导人们追求科学、追求真善
美、追求正义进步，为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增添强大动力。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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