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美国植物学
期 刊 》（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发表了一篇特邀
论文，奈斯比特和舍费尔以

《科学传播未来路在何方？
大有作为的前景与挥之不去
的干扰》为题，探讨了科学
传播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
了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虽
然本文发表于 10 年前，而
且如今的科学传播研究现状
和面临的环境都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但是细读该文仍有
重要的启发意义。为此，笔
者将利用该文的主要观点，
并结合其他文献用几期专栏
的篇幅对相关话题进行详细
的讨论和分析。

从公众科学传播的发展
历程来看，一种盛行的观念
就是，无知是有关科学的争
议发生的根源，所以就需要
告知公众相关的科学，实际
上这是一个知识传输的过
程。每当科学和社会的关
系出现分歧之后，更多的
责备会聚焦于公众科学素
养不足，高质量科学报道
的缺失以及明星科学家的
缺位等等。而这种责难背
后的逻辑在于知识或者事
实 会 在 遇 到 争 议 时 进 行

“自我辩护”，而且所有的
公众都会用类似的方式对
这些事实进行解读。

现实情况往往并非如
此。首先，科学知识的多寡
与科学素养的高低并非直接
的线性关系，进而科学素养
仅仅是影响公众在某些争议
性科学话题的态度上的一种
因素，相关的研究也证实了
这一结论。其次，公民对科
学信息的解读方式是存在着
巨大的差异的，影响公众认
知科学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他们的价值倾向，既有知
识、教育背景等等。同时无
论被传播扩散的信息多么精
确，目标受众的理解多么到
位，有关科学的决策也脱离
不开价值观、政治情境、成
本、收益和风险之间的权
衡。从这个角度来说，公众
科学传播就不仅仅聚焦于知
识的传递，而是要考虑多种
因素，否则科学素养就可能既被认为是问
题的根源，也被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从认知的角度说，公众都是认知上的
“吝啬鬼”。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
慢》 一书中有过类似的阐述，也就是说人
们会采用认知捷径和各种启发法来处理信
息。比如人们会选择相信那些他们信任的
科学家的言论和看法，他们会将这种信任
引入到自己所做的各种与科学有关的决策
之中，实际上这也是某种程度的“懒惰”。

意识到上述问题的科学传播从业者和
研究人员就有必要对公众科学传播进行更
深刻的反思，同时将这种理论见解融入到
科学传播的实践之中。有效的科学传播需
要把某个科学话题与公众已经珍视的或置
于优先考虑之中的东西结合起来，或者传
递他们与公众的相关性。之所以这样做，
其原因在于科学传播的受众中心论。换句
话说，如果我们在没有更好地理解受众将
如何过滤或阐释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信息，
以及考虑他们的价值体系和其他因素之
前，就只是一味地把越来越多的信息放到
他们面前，那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资源
和时间的一种浪费。

另外，公众科学传播需要扩大受众
面，仅仅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还不够。有研
究显示，围绕着公众科学传播领域的是那
些已然对科学感兴趣的人，那么长此以往
导致的后果就是，某些群体会出现科学内
容的过饱和，而另外的群体在这些内容的
触达率方面却成为一片洼地，这会进一步
扩大二者之间的差距。因而如果不能充分
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和工具来触达那些被公
众科学传播“忽视”的群体，这实际上也
不符合公众科学传播的伦理需求。当然在
这方面还有必要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比
如近年来网络上兴起的一大批网络科普达
人，他们成为了衔接起科学内容与受众之
间的桥梁。

就公众科学传播的迷思本身来说，其
问题并不完全在于科学知识的多寡，也在
于受众是否在这种传播中被放到了重要的
位置，他们身后所隐匿的各种因素是否得
到了充分的考虑，等等。如果仅仅把这种
迷思看作是公众的无知，并且致力于用科
学知识去解决这种无知，那么实际上很多
人忽略了的一个方面就是，科学家本身的
传播行为也可能是导致这个问题的部分原
因。因而在强调提升公众科学素质的同
时，也应该关注到科研人员从事科学传播
的问题。因为公众科学传播的问题不仅仅
出现在缺失模型所声称的公众端，而且也
存在于公众科学传播的内容生产端。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2020年6月15日，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日月气功案”做出一审判决，对
犯罪头目温金路进行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
刑 19 年，其余 6 名罪犯也被依法判决。至
此，“日月气功”案尘埃落定。梳理这一起
案件，1994 年，温金路创建“日月气功”，
开始传播扩散，至2000年在全国29个省区
市设立分支机构，已裹胁群众约 13 万人，
而后继续活动，诱骗信徒，触犯各类罪行，
直到2017年4月8日才被抓获。涉及人数之
众，持续时间之长，不免让人舌桥不下。如
此邪教，如此可笑的骗局，缘何能持续二十
余年不断？又缘何能吸引数量如此庞大的信
众群？

梳理温金路的骗局，会发现手法并不新
奇，和其他巫邪之术一样，皆从人们最为关
心的健康入手，炮制气功治病的谬论，称身
体出现问题是对应的信息受到了某种信号制
约，如高血压代表“思路不对”，头疼代表
需要“扭转观念”，脚疼代表“走的路不

对”，必须要听从温的指令才能“解除信
号”，病才能好。温等人除了紧扣大众痛
点，还给“日月气功”披上了科学的外衣，
号称“意识科学”，借科学之名行伪科学之
事。以旁观者身份去回顾事件历程，我们可
以很轻松地看出这类异端邪说，无非是新壶
装老酒，滑稽又可笑。然而，我们更需要看
到的是，如此滑稽的言论却真真实实使数十
万人受害。总结案件除了惩治恶行，更应该
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下一步防范治理邪教
工作提供思路方法。

异端邪说不断卷土重来，屡禁不止，究
其原因，与受害群众整体科学素养偏低密切
相关。第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
到 2018 年 农 村 居 民 科 学 素 质 水 平 仅 为
4.93%，50-59 岁年龄段人群科学素质水平
为3.08%，60-69岁为1.62%，初中和小学及
以下的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分别为
2.28%和0.41%。而这些人群正是邪教组织瞄
准的重点人群。这类人群整体上由于缺乏一

定的科学素质，面对异端邪说的蛊惑自我判
断力较弱，提高这类人群的科学素质水平至
关重要。

避免异端邪说死灰复燃需要将防邪工作
常态化，常抓不懈，综合运用防、治、疏等
手段，事先预防必然优于事后治理，应以防
为主，治、疏为辅。那么如何从源头上防
住？首先，知识方法养成，即“授人以
鱼”。向公众普及有针对性的行为方法，帮
助社会大众养成针对具体问题的思辨方式，
而不是一句简单的“珍爱生命，远离邪教，
从我做起”，公众意识不到何为邪教，又何
谈远离邪教。如针对医药健康类的谣言与邪
说，就需要帮助大众了解基本常规的医药生
理知识，知道常见病如高血压的形成原理与
科学预防及应对办法，而不是一无所知，从
而病急乱投“教”。其次，思想意识养成，
即“授人以渔”。只有运用科学思维去辨别
异端邪说，树立起唯物主义辩证观，按照科
学发展规律去认识和分析事物，才能有效抵

制，让异端邪说没有市场，更没有滋生的土
壤。但让广大群众拥有科学思想，秉持科学
精神，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长期且常态化的
培养过程。一步步从具体有针对性的科学
知识开始，主动去学习科学方法，用科学
的态度和行为去分析对待生活中面临的各
色问题，逐步养成自我辨别的能力，从而
能够用科学理性的自我思考与分析去剥离
异端邪说的“糖皮外衣”。源头上“防”的
两步做好，全体公众尤其是异端邪说的重
点目标人群的科学素质水平提升上来，封
建愚昧的异端邪说自然便会无处滋生，也
就无需再治。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远离异端邪说，重在科学思维养成
□□ 黄荣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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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各种危
言耸听的“国际谣言”也在海内外网络及社
交平台扩散传播，对防疫工作造成干扰。
2020 年2 月8 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向各类造成恐
慌、阻碍抗疫工作的假消息开炮：“我们抗击
的不止是流行病疫情，我们还在抗击一场信
息疫情”。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阶
段，形形色色、耸人听闻的谣言也给人们的
生活造成了极大困扰。“刮风下雨对新冠病毒
传播有加速作用”“大蒜可以防治新冠肺炎”

“双黄连可预防新冠肺炎感染”等谣言是否也
对您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

《2019年网络谣言治理报告》显示，医
疗健康、食品安全、社会科学是我国网络谣
言的三大高发领域。在人人都是自媒体、人
人都是麦克风的新技术背景下，互联网“去
中心化”，人人都可发布、传播信息，这也
给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谣
言，特别是网络谣言，已然成为一大公害。

谣言盛行“三重因”

利益驱动催生谣言。2月16日，一篇名为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供货商的忏悔书！曝光巨
大黑幕！》的微信公众号文章突然爆红网络。
据《半月谈》杂志2020年第7期的报道，该文

章因成为爆款文章最终获得广告收益4万多
元。这类利益驱动的造谣传谣灰色产业如同营
销，炮制的谣言蛊惑人心、颠倒黑白、捏造事
实、恶意炒作、唯利是图、没有底线。他们造
谣传谣的唯一目的就是追逐点击量。唯利是图
已成为导致谣言盛行的重要原因。

真相缺位滋生谣言。除了利益驱动的造
谣传谣外，权威信息的缺位成为滋生谣言的
温床。1947年，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提出
了著名的谣言公式，即：谣言=事件重要
性×事件模糊性。奥尔波特认为，事件越是
重大、事件的模糊程度越高，产生谣言的可
能性就越大。从信息传播的规律来看，大部
分事件特别是突发事件发生后都会形成短暂
的“信息真空期”，但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却在
事件爆发的初期更为强烈。谣言的出现往往
就是利用了这样的“真空期”。

随意转发扩散谣言。笔者在朋友圈和微
信群里也时常会看到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谣
言在被“认真”转发。这种现象之所以存
在，一方面是谣言的内容切中了读者的关
心，让人产生了亲切感；另一方面则是很多
人“宁可信其有”的心理。认为“信其有”
不会造成什么实际损失，或许还会有“奇
效”。他们缺乏对信息的鉴别能力和理性思考
能力，容易盲目相信并进行随手转发。这种

对未经证实消息的随意转发可能无意中充当
了谣言的“二传手”，促进了谣言的扩散。

对抗谣言“三重奏”

以科学真相扼杀谣言。针对新冠肺炎的
信息发布工作，习近平总书记2月5日明确指
示：“要依法做好疫情报告和发布工作，按照
法定内容、程序、方式、时限及时准确报告
疫情信息。”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迅速建立起
了疫情防控信息的发布机制并不断完善，在
疫情防控信息公开中起到了“压舱石”作
用。在科学传播方面，国家卫健委成立了以
钟南山院士为组长的高级别专家组，架设起
了疫情防控与公众之间的科学之“桥”，成为
引导全国人民科学应对疫情的“主心骨”。建
议相关部门进一步做好信息研判，努力让事
实和真相跑在谣言之前。科学家等专业技术
人士也要更加积极地担负起科学技术普及的
社会责任，以更加有效的信息公开和科学传
播将谣言扼杀于“摇篮”之中。

以科学辟谣对抗谣言。2013年8月，北
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千龙网等发起成
立了中国互联网史上首个辟谣平台——北京
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辟谣平台以真相对
抗谣言，成为一种颇受公众欢迎的新的科学
传播模式。但我国辟谣平台在建设和使用上

仍存在“一盘棋”不够充分、社会认知度不
够高、应用面不够广等问题。建议加强对现
有平台的整合，统筹构建领域涵盖广泛、各
方参与积极、技术手段先进、回应关切及时
的全国性辟谣平台，同时加强对平台的宣传
推广，加强与新媒体的合作，加强与传统媒
体的联合，构建形成全媒体深度融通、线上
线下密切联动的全媒体辟谣机制，使辟谣平
台真正成为人们以真相对抗谣言的权威顾问。

以科学教育终结谣言。谣言之所以泛
滥，根本原因在于公众缺乏足够的科学素
养，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培育良好的科学
文化才是应对谣言的根本。以有效的科学教
育铲除滋生谣言的土壤，并最终让谣言无所
遁形。当然，囿于受教育程度、人生阅历等
原因，每个人都会存在认知盲区；但凡事多

“想一想”的科学观念、“问一问”的科学思
维、敢于质疑的科学精神则是无限的。在加
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要进一步加强科
学教育，并把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培育作
为科学教育的根本，切实提升公众对谣言的
免疫力，以整体科学素质提升构筑对抗谣言
的“人民防线”。

（第一作者系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副所长，第二作者系北京科技战略决策咨询
中心助理研究员）

科 学 让 谣 言 无 所 遁 形
□□ 袁汝兵 叶浅草

2020年3月27日，美国宇航局的NE-
OWISE太空望远镜通过红外图像发现了一
颗彗星，这就是 Neowise （C2020 F3） 彗
星。当时，它的视星等 （观测者用肉眼所
看到的星体亮度，数值越小，星星越亮）
只有17等。在茫茫星空中远非人眼目力所
能及。这是今年天文学家发现的第三颗彗
星，前两颗彗星还没来得及变亮就已经瓦
解了，因此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6 月 22 日，当 SOHO 卫星捕捉到它
时，它的视星等已经到了3等，7月1日升
到1等，7月3日彗星到达近日点，距离太
阳最近，当时视星等为0.8等。短短数月时
间，Neowise 彗星的亮度以惊人的速度增
加，现在它已经成为夜空中一颗耀眼的新
星。7月上旬，日出前的黎明时分，在东方
的天空中可以找寻到它的踪影，到了 7 月
中旬之后，傍晚日落后，在西方天空中也
能看到它。如果 Neowise 彗星能抵抗住太
阳的引力、不土崩瓦解的话，在 8 月底之
前，会一直保持可见状态，但是亮度会逐
渐变暗，直到最后再次消失在茫茫宇宙深
处。7 月 23 日是比较有特殊意义的一天，
因为那天 Neowise 彗星距离地球最近，这
次“擦肩而过”的距离约1.03亿公里，大
概是北京到纽约往返飞行距离的47倍。对

于人类来说这个距离非常遥远，但是对于
浩瀚的宇宙来说，这个距离真算的上一次
近距离接触。

和其他彗星一样，Neowise 彗星是一
团由各种杂质、尘埃组成的“脏雪球”，
当它靠近太阳时，亮度和形状发生显著

变化，由于被太阳能量加热，内部物质
蒸发、气化、升华，好像长出了头发一
样，因此称为“彗发”，同时在太阳风的
作用下，产生背离太阳的美丽彗尾。彗
尾长度随着彗星接近太阳而越来越长，
当远离太阳时，彗尾又逐渐变小、直至

消失不见。研究显示，Neowise 彗星长出
了两条“尾巴”。

彗星的运行轨道多为抛物线或双曲线，
少数为椭圆，椭圆轨道的彗星又叫周期彗
星，另两种轨道的又叫非周期彗星。顾名思
义，周期彗星会定期回到太阳身边，而轨道
为抛物线或双曲线的彗星，终生只能接近太
阳一次，而一旦离去，就会永不复返，因此
称为非周期彗星。Neowise彗星是一颗具有
近椭圆轨道的彗星，它的轨道周期比较长，
完成一周的旅行需要几千年，而这次的近日
点穿行又将改变它的轨道周期，从约4500年
增加到6800年，下次再会是几千年之后了！

有科学家认为，在太阳系的边缘有一
团形成太阳及其行星的残余物质，称为奥
尔特云，被认为是彗星的故乡。古代，人
们对于彗星亮度发生肉眼可见的急剧变化
感到困惑与恐惧，由于知识的限制，古人
无法科学地认识这种自然现象，因此把它
们看作是战争、瘟疫等不祥之兆，中国民
间将其称之为“扫把星”，在西方，彗星也
被看作是死亡、罪恶的象征。其实彗星是
一种天文现象，它的出现受自然规律的作
用，也是能够预测的，并不是地球上某种
活动的预兆。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工程师，天体物理硕士）

一 颗 旅 行 千 年 的 彗 星 正 闪 耀 天 际
□□ 刘媛媛

Neowise彗星，拍摄于北京市延庆区大庄科乡附近。 北京天文馆 詹想 摄

前段时间，朋友邀我“西游”青藏高原
与祖国大西南，实地考察“酒酿”“药浴”

“灸穴”“纹身”等各民族医药和习俗。原因
是抗疫宅居时，我读书钻研写科普——发表
随想三两篇，都谈到中医草药。近日重读文
史业界著述及电子版文献——讲的多是历代
文坛中医草药与杏林掌故。其实谈这个话
题，不一定要多么深入相关学术专业领域，
只需再读读古代文学的“四大名著”。

《红楼梦》里的中医药知识和曹雪芹的
民俗文化修养，结合其诗词歌赋方面的文字
功力，可谓登峰造极，毋庸置疑：涉及中药
120多种40多方剂，记叙10多个完整病案人
物、情节共5万余字，占全书近1/19还多。

《三国演义》里“刮骨疗毒”等触目惊心的
描述，大多读者视为对“关羽形象”的塑
造、渲染和赞颂。殊不知，这恰恰是反映东
汉以降我国医疗水平的纪实“写真”——相
当于今天重大科研项目的“现场直播”——
华佗主刀，就是该“项目”的“首席科学
家”，他的高超技艺和医疗水准，也绝非无
源之水和空穴来风。还有中医讲的“情志

病”，在“黛玉葬花”和“三气周瑜”的缠
绵与悲愤中，可谓顺 （医） 理成 （文） 章，
表现得鲜活、灵动，所以才感人至深！

《水浒传》写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
很多读者耳熟能详；谈起来就眉飞色舞。但
是说到“地灵星神医安道全”往往张口结
舌，不知就里。因为姓“安”的这位好汉是
位郎中，并非武将以战功名世。宋江攻大名
府战败卧病，“背上红肿生疮”；全靠他入伙
上山先灸后药，才很快痊愈。后来安道全被

“招安”为太医院“金紫医官”；到“双枪将
徐宁”受伤七窍流血时，宋江仰天遥叹：神
医安道全远去京师，“必损股肱也”。

施耐庵在小说里赞美他：“重生扁鹊应
难比，万里传名安道全。”也许其立意的

“初心”似乎要彰显祖国医学的珍贵和神
奇：120回本《水浒全传》，涉及中医药的有
31 回 40 多处，汤、灸、针、膏、丸、丹、
散，一应俱全。并且，第一回开篇就写宋仁
宗时的瘟疫灾情：开封府“自出俸资合药，
救治万民”，到终篇第 120 回徽宗“近感微
疾，现令安道全看治”；首尾情节，都贯穿
医药病理——这的确是文坛名著很少见的。

《西游记》 中涉及中医药的故事也很
多，而且是神丹仙药，能够起死回生。吴承
恩妙笔生花的特别之处，在于通过孙悟空普

及中医病理。第六十八回唐僧师徒来到“朱
紫国”，孙大圣就念念有词，在国王的龙床
旁讲解“四诊合参”是：“医门理法至微
玄，大要心中有转旋。望闻问切四般事”

“第一望他神气色，润枯肥瘦起和眠；第二
闻声清与浊，听他真语及狂言；三问疾原经
几日，”“四才切脉明经络，浮沉表里是何
般”。细读吴承恩创作的字里行间，稍加留
意，发现他极力宣扬中医的良苦用心非常明
显：第三十六回描述西天取经历尽磨难仍矢
志不移后，巧用中药名称入诗，借喻发挥：

“自从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
相逢山棱子，途中催赶马兜铃。寻坡转涧求
荆芥，迈岭登山拜茯苓。防己一身如竹沥，
茴香何日再朝廷”。八句里嵌含了九味草
药，总结概述师徒们的志业崇尚。比如“益
智”，说的是接受王命西天取经利国利民的
信念；“王不留行”指唐太宗亲自为御弟三
藏饯行；“三棱子”就是孙悟空、猪八戒、
沙和尚三个徒弟；马兜铃正是三藏师徒与白
龙马日夜兼程的音容形象；“茯苓”与“防
己”“竹沥”等，喻指朝拜如来佛祖的唐僧
清净律己，一尘不染，就像新笋竹茎火炙后
沥出的纯汁；“茴香”谐音回乡，等等。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明确
了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持生命至上和

坚决守护人民健康的执政理念。我们都要为
这个目标加倍努力，积极建言献策，“不待
扬鞭自奋蹄”。因为中医是生长在中华大地
的“本土”医药，涉及并理当包括汉、藏、
蒙、回、苗、彝与新疆等各少数民族地区的
医学药理。披阅“四大名著”及文化地理，
其故事发生在长江、黄河的中下游，自东南
而西域；人杰地灵，统摄华夏，情动炎黄，
中外交流，向善求真。我们畅想中医而“神
游”，期待对祖国各民族医药积有学养的热
心人，都来主动参与，积极奉献；并结合现
实，因地制宜，服务抗疫斗争，必能成就一
番医养兼擅、文史精进的时代业绩。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
博士后）

文 坛 中 医 话 “ 西 游 ”
□□ 刘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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