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许是多年文理分科教育的原因，包括笔者自
己在内的大多数人，内心似乎都早已筑起一道高高的
墙，把世界分成了“文”和“理”两半。我们各自在

“文”、“理”阵营之间选边，然后和对方的阵营老死
不相往来。在这种思维惯性下，很多人认为近年来大
力弘扬的“传统文化”似乎和“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没有多大关系，这种观点其实是一种误解。

世界本身分“文”“理”么？当然不是！
我们之所以把认识世界的学问分为“文”

“理”，甚至还会在“文”“理”之下再细分成一个
个诸如文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或是物理
学、化学、生物学、工程学等学科，进一步还可
能有各种具体的方向，其内在的原因是无论世界
或我们自己，都是如此纷繁复杂，而人类的认知
能力又如此有限，只好分工协作。分工的终极目
的是通过最终的协作来获得一个完整的世界图
景，完整地了解世界和我们自己，而不是把世界

“撕碎”，然后各自抱着自己熟悉的那一小块碎片
生活。

当我们理解到这一点，就会意识到“文”和
“理”本来并不分家，许多“藩篱”其实只是我们
人为构建起来的，事实上它们并不真的存在，或
者至少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不可逾越。比如

“科学”和“文学”，对很多人来说似乎风马牛不
相及，然而事实上，它们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李政道先生曾言：“科学和艺术是一枚硬币的
两面”。借用这句话，“文学和科学其实也是一枚硬
币的两面”。那这枚硬币是什么呢？大自然！

面对同一个大自然，当我们对它进行感性的
体验，从审美的视角观察和描绘，把自己的情感
融入自然、托物言志，便形成了文学；而当我们对
大自然产生好奇，在观察之后进行理性的探究，这
就形成了科学。科学和文学的共同前提，都是对自
然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因此艺术家、文学家、诗人
等我们所谓的“文人”，事实上和科学家有着非常
突出的共同点——对世界敏锐的观察力。

不久前，北京市教科院组织了一次小学语文
课和科学课的联合教研活动，其中就能明显看出
这一点。语文课上老师讲授古诗《竹石》时，首
先要做的就是启发孩子们寻找竹子的特点，而后

才是如何将人们赋予的内涵，寄托于竹子的这些
特点来“托物言志”；而科学课上，老师在以竹子
为例讲授科学探究时，同样要先找到竹子的特
点，而后带领学生们通过查找资料，实地观察讨
论等方式探究竹子为何有这样的特点。语文课和
科学课的前半节课的基本思路和方式如出一辙，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二者虽然“横看成岭侧成峰”，
但终究只是从不同角度看待同一个自然。

科学和文学是相连通的，是能够相互由此及彼
的。当你在读到一首古诗，比如“潭清疑水浅，荷
动知鱼散”。从文学出发，在脑海中描绘出诗中的场
景，体会诗人的感情之后，你可以试着让画面在脑
海中定格，切换到理性思维的频道。问个为什么？，
为什么是“潭清疑水浅”，而不是“潭清疑水深”？
（如图1）对它做些探究和思考，这便走进了科学。

而当你面对一个科学成果，了解了它的来龙
去脉之后，也不妨切换到感性的频道，有个审美
的体验，试试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就像这张

“旅行者1号”空间探测器在太阳系边缘拍摄的地
球自拍“暗淡蓝点”（图2），当你知道太阳、地
球、行星等等科学内容之后，也不妨感性体验一
番，由科学走进文学。

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就曾深情地写下了
这样的句子：

再看看这个点吧！它就在那里。那就是我们
的家，我们的一切。在它上面，有你爱的、认识

的和听说过的每一个人。历史上的每一个人，都
在它上面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而笔者看到这张照片时，想起的则是明朝杨
慎的《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
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
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传统文化”和“科学素质”绝非格格不入！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传统文化，这其中有
非常多的对世界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验，而这些观
察和体验，是走进科学极佳的门径。

抱着“碎片”的生活是残缺的，只有同时拥
有对世界进行感性体验和理性探究能力的人，才
有可能看到完整的世界，才有可能真正获得一个
精彩的人生。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国家级物理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教师，光学博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社会责
任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物理学会科普委员
会理事。入选为2019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

“典赞·科普中国”2019十大科学传播人物）

传 统 文 化 瑰 宝 亦 能 通 往 科 学
□□ 陈 征

图1：“潭清疑水浅”的原理——光的折射。（图片来自网络）

图2：1990年2月14日，“旅行者1号”空间
探测器在太阳系边缘拍摄的地球——“暗淡蓝
点”。 （图片来自网络）

循 着 本 文 的 思 路 ， 笔 者 给 自
己 的 女 儿 和 所 有 小 学 生 写 了 一
套 《 当 诗 词 遇 见 科 学 》， 尝 试
从 传 统 文 化 中 最 杰 出 的 代 表 之
一 —— 古 诗 词 入 手 ， 使 孩 子 由

“ 读 、 背 、 诵 ” 古 诗 词 进 而 观
察 自 然 ， 再 进 而 走 进 科 学 。 本
书 在 全 国 的 小 学 语 文 教 师 和 科
学 老 师 中 产 生 了 一 定 的 共 鸣 ，
说 明 这 条 路 应 是 可 行 之 路 。《当诗词遇见科学》，陈征

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

“ 悟 理 雅 集 ” 发 刊 词
在相声《对春联》的现代版中有一

副对联：
游西湖，提锡壶，锡壶坠西湖，惜

乎锡壶。
学物理，如雾里，雾里看物理，勿

理物理。
这副对联的工整巧妙自不在话下。

然而真正使人会心一笑的，更多怕是源于
许多人中学时的“惨痛经历”。那种对着

《物理》课本里莫名其妙的公式，“如坠雾
里”、昏天黑地、头晕脑胀……最后决定
惹不起躲得起，“勿理物理”的心路历程。

有关物理，江湖上确实有很多关于它的
传闻，有人把它描绘成神妙无比的终极奥
义，解决世间各种问题，无往而不利；有人
把它说得趣味无穷，以至于帕斯卡、牛顿、
莱布尼茨、卡文迪许等先贤，折服于它的魅
力而终身未娶；有人把它说得深不可测、高
不可攀、遥不可及；还有人把它说得高冷孤
傲、枯燥乏味、避之唯恐不及……

有句话说的好：“去圣乃得真孔子”。
对物理而言，亦是如此，我们何不先放下
对物理的各种或好或坏的“成见”，不吹
不黑，换个“打开方式”，平心静气地重
新打量一下物理，用心和大自然“共振”
一番来“悟理”。或许能看到它不一样的
方面，那些平易近人或引人入胜的面。

“悟理雅集”这个小专栏，是来自北
京交通大学物理系的一群浸淫物理多年的

“文艺青年”，在繁忙的科研、教学之余，
效法古人“曲水流觞”，轮流分享从不同
的视角看待物理，用心“悟理”的心得。
以文载道，以理会友，与各位读者高贤

“雅集”于《科普时报》。希望与朋友们一
起找到一个关于“物理”的更好的“打开
方式”，更希望有更多朋友能喜欢物理。

当然，如牛爵爷般为物理献身而终身
不娶或不嫁，绝非吾等所愿，盼诸君生活
事业两开花为好！

悟理雅集·幸会诸君
悟得宇宙奥妙法，
理清世界运转方。
雅俗共赏说格致，
集腋成裘做文章。
幸蒙时报赐方寸，
会当竭力配金觞。
诸公莫吝多指点，
君子之交必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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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人：齐欣

美国史密森国家自然博物馆目
前正在展出的展览“暴发：互联世
界中的疫病”（Outbreak：Epidem-
ics in a Connected World） 以“传
染源-传播途径-感染者”这一传染
病传播路径为叙事线索，以实例讲
述了由于人类介入自然环境导致致
病微生物从野生动物传播到人类
中，从而导致国际性疫病暴发的多
起公共卫生事件，进而阐明人类面
对这一挑战是如何进行跨学科、跨
地区的多方联合协作防控的。

起源：“野生动物和病菌离我们并
不遥远，我们正在入侵它们的领地。”

展览在一开始就提出了“健康
一体化”（One Health）概念，即动
物、人类及环境的健康是相互关联
的。在疫病暴发后，健康一体化成
为一种观察疫病是何时、何地、为
何暴发，以及应如何去阻止其进一
步传播的方式。针对此，“我们在健
康与疾病方面需要从以人类为中心
的视角转变为更关注生态平衡与环
境友好……我们不能指望忽视我们
所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健康而独善其
身”。蝙蝠、啮齿类及除人类以外的
灵长类动物是最常见的传播病毒的

储蓄宿主 （reservoir host），其中蝙
蝠因适应环境类型多样、飞行距离
远、寿命长等原因尤甚。

在病毒变异与溢出相关科普内
容中，展览引导观众以“疾病侦探”
的视角，以“人类-动物-环境”的
顺序链条逐步推演分析病毒传播原
因，并据此提出阻止病毒传播的对
策。以尼帕病毒在孟加拉国的暴发为
例，疾病侦探了解到，人受感染是因
为饮用生椰枣汁或被其他感染者传
染；从动物来看，是因为携带病毒的
果蝠白天在村庄周围活动，晚上宿栖
于椰枣树上进食，其分泌物及排泄物
留在了村民放的椰枣汁收集容器里；
从环境来看，是因为农业开垦、工业
化、人口增长等导致人类栖息地的扩

大并侵占了蝙蝠及其他野生动物原有
栖息地，导致蝙蝠不得不与人类共同
生活并分享食物来源，从而导致病毒
溢出到人类群体中。对此，当地政府
呼吁居民停止饮用生椰枣汁，村民也
在容器上放置覆盖物以防被蝙蝠污
染。

传播：“全球旅行可以让病毒在
24小时内传遍全世界。”

展览重现了 MERS 和 SARS 病
毒的疾病全球传播历史，多媒体互
动展品上的动画以清晰的时间线，
直观地反映出 SARS 病毒通过搭乘
国内、国际航班从疫源地中国广东
飞往全球各地的过程——一次未受
控制的疾病就这样暴发成为疫病。
展览团队搭建模型，复原了中国农

贸市场的场景，并附上说明牌解释
病毒溢出的原因——在野外通常不
会相遇的物种，如果被同时关押在
密闭环境中，就会造成病毒的跨物
种传播与变异。

防控：“对疾病暴发的反应须迅
速、有效、协同合作。”

展 览 强 调 在 SARS 疫 情 控 制
中，世界卫生组织（WHO）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多边协调作用。它让不
同国家间的信息共享更便捷，还组
织合作网络寻找病毒源头，阻止该
病进一步传播，并将其在暴发 4 个
月后消灭。这次防控经验被尼日利
亚政府借鉴，并用于埃博拉疫情的
防控中。尼日利亚迅速宣布紧急状
态、控制外来人员、训练公共卫生

人员、追踪联系潜在感染者、进行
社区公共卫生教育，最终全国仅有
20人受到感染（其中12人存活）。

展览指出，不同行业的专业人
员间的合作对疫病防控也至关重
要。在互动展品“协同合作”中，
观众由视频中的讲解员引导，在

“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实验室工
作”三类任务中扮演不同专业的人
员，从各个环节入手共同完成控制

“X 病毒”暴发蔓延的工作。如在
“人类健康”中，观众可扮演医生，
通过诊断病人而识别疾病；可化身
传染病学家，跟踪寻找“0号病人”
并记录信息；或变成艺术家，通过
艺术创作推进公共卫生宣传从而为
阻断疾病传播作出贡献。

展览引导观众以传染病学家的
思维方式，以人类与生态系统协同
发展的整体观，以全球化的社会发
展合作视角，看待并思考人类与疫
病的关系。展览名称中的“互联世
界”和中心思想“健康一体化”，启
发我们以更社会化的视角切入“疫
病传播”，这以往被认为只涉及科学
理性的议题，为博物馆向公众普及
科学知识提供了新思路。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
社会学学院博士生）

美国史密森国家自然博物馆：以社会化视角认识疫病传播
□□ 蓝 蔚

前两期的专栏文章中，围绕初中
语文统编教材八年级上册中推荐阅读
的《寂静的春天》一书，我谈了整本
书阅读的教学理念，并分享了我整合
设计的两份读书单。在阅读 《昆虫
记》《沙乡年鉴》《寂静的春天》等一
系列科普名著的过程中，学生们不仅
读书，还要自己搜集资料，结合现实
问题展开思考与交流。从他们的课上
讨论和读书报告中我能清晰地感受
到，敬畏生命、爱护自然的理念已经
植根于他们的心田。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爱护大自然
的教育就可以停止。我一向主张做

“长线教育”，所谓“长线”，就是既
要有长期的布局，也要有不间断的教
学实践，老师要不断创设情境和任
务，让学生在做中学，帮助他们把先
进的思想和主张不断内化为自己的价
值观。本着这样的教育理念，上个学
期，我又带学生开展了撰写《大自然
在说话》公益短片解说词的创意写作
练习。

《大自然在说话》 是一部以大自
然为“第一人称”的公益短片，由苹
果公司广告人Lee Clow为保护国际基
金会创意制作。此片以大自然独特的

视角，让人类倾听大自然的声音，引
发人类对自己行为的思考，并倡导人
类要有关爱环境的意识。这部公益短
片自2014年10月在美国发布以来便获
得了好莱坞最具影响力的演员及公众
的持续关注与支持，中文版配音阵容
同样十分耀眼。

作为课程设计者，对什么样的资
源能转化为教学资源和学生学习支
架，我一向高度敏感。还记得我在网
络上看到短片的第一时间，便想到这
个资源可以应用在教学上，随手在朋
友圈里写下了教学的初步设想。经过
细化完善，最终方案如下 （对公益短
片的介绍文字略）：

创意写作要求：
请你以此视频中的解说词为范

例，以大自然中某一“成员”的身份
写一段公益广告解说词。有能力的同
学可以配上视频画面和音乐，朗诵自
己创作的解说词，完成同题的公益广
告短片。

友情提示：
1. 公益广告的解说词必须是第一

人称，运用拟人化的手法，模拟自然
界成员与人类的对话。务必使你的解
说词有“对象感”。

2. 在撰写公益广告解说词前，就
你选择的“成员”的基本情况做了
解，检索有关资料，了解该“成员”
与人类的关系。

3. 建议同学们选择那些“生存”

已然受到人类影响的“自然之子”，
大到珠穆朗玛峰、长江、黄河、某个
湖泊，小到如白鱀豚、大熊猫、胡杨
树……或者某类有益然而正在消失中
的昆虫。诸如此类。

方案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同样需
要缜密思考。我的想法主要有三点：

一、任何一个教学行为，都必须
遵从教育教学的规律，能说得清学
理，不能是纯个人意志的体现。公益
广告短片解说词的撰写和朗诵，用的
正是语文学科培养的基本能力；组织
学生以此为范例进行仿作，活动具有
鲜明的语文科学属性，所以，合理且
可行。

二、《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
总第24条的要求是“了解全球环境面
临的问题，与自然和谐相处”，其具
体条款第 119 条是“热爱自然，知道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树立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
理念”第 120 条是“知道我们生活在
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上，不仅全球的
生态环境相互依存，经济社会等其他
因素也是相互依存的”。《大自然在说
话》 公益短片与 《沙乡年鉴》《寂静
的春天》一样，传递的正是先进的生
态文明理念，因此，该素材可兹利
用，与课内教学打通。

三、在教育教学中，不仅要重视
对学生“输入”好的理念，还要重视
学生的“输出”。有能力“输出”，不

仅意味着理念的内化，更意味着学生
正在逐步具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
力。学生是否有这个“输出”的能
力，需要不断练习和检验。而这，正
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功能。

读写方案设计好了，还需要等待
适合的教学时机才能使用。该公益短
片的解说词采用的第一人称的写法，
学生要进行仿写，第一人称的写法就
是教学重难点。相比于专门去教一个
知识与能力点，我更喜欢顺势而为。
2019年12月，教学进展到八年级下册

《一滴水经过丽江》（作者阿来） 一
课，创意读写方案落地的机会就到了。

教学中，我先带学生从课后的阅
读指导中了解文章特点，然后布置了
两件事：第一，水滴是作者的化身，
继续梳理踪迹，以路线图的方式呈
现，鼓励同学们有创意的表达。第
二，将课文与《大自然在说话》公益
广告片的解说词进行比较阅读，尽可
能从多角度展开分析，以笔谈的方
式，梳理两篇文章的异同。通过比较
阅读，学生自然而然地发现两篇文章
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笔法。接下来再
布置公益广告片解说词的仿写练习，
不仅顺理成章，教学的重难点能落实
与突破，先进的生态文明理念也因此
不断内化与“输出”。

（作者系北京景山学校正高级语
文教师，北京市特级教师，全国青少
年科普与科幻教育推广人）

参宿四亮度的变化上演了 2020
年的“开年大戏”，吸引了天文爱好
者和天文学家对它的共同关注。

参宿四位于冬季最显眼的星座
——猎户座的左肩，是距离我们很近
的一颗处于演化晚期的红超巨星，

“随时”可能迎来生命的最终章，爆
发成一颗超新星。

《天文爱好者》2020年第3期封
面文章，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
邓李才研究员和陈孝钿博士，为读者
解读参宿四亮度变化背后的深层物理
机制。

悬挂在展厅上方的蝙蝠模型。

《大自然在说话》创意读写方案及思考
□□ 周 群

我是穿山甲。没错，就如你所想，我就是葫芦
娃里那个承担着“傻白甜”角色的那个穿山甲。

我本来应该在我自己的家园，好好地生活着，和
家人们一起出去玩儿，晚上一起出去觅食，日子别提
多快乐了。但因为你们人类的出现，我成了濒临灭绝
动物。你们一次次来找我，不惜翻山越岭。我本来以
为多了个朋友，结果却是多了个天敌。我被你们人类
广泛猎杀，而且还把我们当作食物及传统药物来使
用。我们的原生栖地正在大幅减少。

拜你们所赐，我的族群自1990年起列入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中。你们还要怎么
样？你们还想怎么样？！我在中国已经属于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了，我被禁止捕杀和食用，非法捕杀、走
私或贩卖，违者可被判监5年以上有期徒刑，案情
严重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你们既然知道为什么还
要做呢？这不就是典型的明知故犯吗？你们不仅把
这些话当成耳旁风，而且，还将我们关进笼子里。
我们为了自保，蜷缩成一团。你们不仅不依不饶，
而且还能用棍棒打我们，我亲眼目睹过这一切，看
着我的亲人们一个个被打得血肉模糊，我又能做些
什么呢？我向四处跑去，生怕自己也会变成那个样
子。

就在最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你们人类
中暴发了。说实话，看你们人类遭受病痛的折磨，
甚至失去生命，我们也很难过。你们都在寻找病毒
的源头，没想到，你们人类科学家最新研究的结
论，竟然指向了我们穿山甲！说我们是中间宿主，
蝙蝠把病毒传染给了我们，我们又把病毒带到了你们
身上。可是，就算这是真的，你们不能好好想想吗？
你们如果不吃蝙蝠和我们，灾难怎么会降临到你们头
上？蝙蝠汤也罢，我们穿山甲的肉也罢，就真的那么
好吃吗？现在，你们得到了惩罚，可我，我们，凭什
么就要背病毒传染的“中间宿主”这个锅呢？让我们
站在这样的风口浪尖上，你们不惭愧吗？

万物皆有灵！人类啊，你们好好想想吧。
（作者系北京景山学校八年级8班学生）

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后，作者又进一步阅读了相关研
究资料和新闻，在此基础上修改作文。这篇是修改后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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