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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纸质传媒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我党
建立之初就意识到了印刷工作的重要性。毛
泽东主席曾说过：“每个根据地都要建设印
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运输机关”

“印刷厂生产精神食粮，办好一个印刷厂，
抵得上一个师”。因此，纸张作为印刷工作
的基本原料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1942年7月，朱德总司令游览南泥湾时
有感而发，在 《游南泥湾》 这首诗中赞
道：“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其中的

“马兰造纸”，指的就是“马兰纸”，它的发
明者就是当时身处延安的青年化学家——
华寿俊。

1940年，华寿俊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
“劳动英雄”称号，朱德总司令在家中接见
了他，并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发明家”。
1944年，华寿俊在延安边区职工代表大会上
又被授予“甲等劳动英雄”称号，毛泽东主
席亲自赠给他一件羊皮大衣，以资鼓励。

为何一张小小的“马兰纸”的发明者华
寿俊两次荣膺大奖，并且受到毛泽东和朱德
两位伟人如此重视呢？

发明家伉俪携手解难题，“害草”
变“益草”

1938年6月30日，《新中华报》（该报是
中共中央机关报，当时在延安出版）刊登一
则 《启事》：“因值抗战期间，纸张来源困
难，本报自六月份起已将报纸出版份量减少
一半。”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禁
运，当时为边区供应纸张的振华造纸厂不得
不以旧麻绳头、破麻袋等原料造纸，质量差
且产量少，艰难地保障着边区政府和人民的
工作生活需要。边区政府为解决“用纸难”
的问题，决定委派华寿俊担任振华造纸厂的
技师和工务科长。

华寿俊偕同他的妻子王士珍到达造纸厂
后，立即着手解决“造纸难”问题。由于缺
乏优良的造纸原料，华寿俊和王士珍在边区
采集了大量的植物和农作物进行实验，力图
发现适合的造纸原料，实验接二连三地遭遇
失败。正当华寿俊一筹莫展之际，王士珍将
她在延安当地老百姓那里听到的一种植物告
诉了他，这种植物就是马兰草。

马兰草生长在当地的山坳里，由于它的
纤维过于坚韧，牲畜无法食用，而且它长得
极为茂盛，牲畜一旦误入其中腿脚就很容易
被缠住，甚至连毛驴都能被绊倒，因此又被
当地人称之为“扯倒驴”。再加上它十分适
宜陕北的气候，常常是大团的长在一起，蓬
蓬密密的，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害草”。

华寿俊在听完王士珍的描述后，眼前一
亮，立即找来马兰草进行实验，经过他们夫

妇反复地实验和改进，终于获得了成功！
由于当地马兰草的数量十分丰富，农民

在收割后可以源源不断地送到造纸厂，解决
了造纸厂原料不足的问题。同时，边区政府
鼓励农民用马兰草来代替缴纳粮食税，这样
马兰草从“害草”又变成了增加农民收入的

“益草”。
马兰纸的发明使边区告别了缺纸和使用

劣质纸的历史，质地优良、坚韧耐用的“马
兰纸”，为陕甘宁边区党的新闻事业、教育
事业和宣传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把对革命的热情转化为发明创
造，“草纸”变钞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结成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便于陕甘宁边区与国
统区的贸易往来，边区政府统一将国民政府
发行的法币作为流通货币。1941年，国民党
开始施行“防共溶共限共”政策，其中，就

包括用经济手段来扼杀边区政府，措施之一
就是禁止法币向边区的流入。这一举动造成
了边区“通货紧缩，法币减少”，一度处于
崩溃的边缘。

为此，边区政府通过了“发行边币、禁
止法币在边区内流”的决议。但由于制作钞
票纸的要求高，不仅要坚实硬挺、耐磨耐
折，还要考虑到印刷后图案清晰及具有防伪
的特性。于是，华寿俊再次被委以重任。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华寿俊借助
马兰纸的研发经验，发现了苎麻更加适合作
为钞票纸的原材料。在几乎没有任何现成经
验可以参照的情况下，他完全依靠自主发
明，攻克难关，最终研发出了质量上乘的钞
票纸。

1942年，由华寿俊研发的钞票纸正式投
产。钞票纸的发明不仅为保障边区的商品流
通和经济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为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提供了大量财政金融上的
支持，大大缩短了战争的进程。

华寿俊在延安期间，将自己高度的
革命热情转化为发明创造，还相继解决
了陕甘宁边区的食盐问题、军队的压缩
粮食问题，并完成新式军装的研发和武
器装备的改良。

华寿俊的事迹集中体现了我党的科研
工作人员，在那个战争年代所具有的火一
般的革命热情和独特的创新精神，时至今
日，仍鼓舞和激励着新时代的青年科研工
作者前行。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硕士研究生）

华 寿 俊华 寿 俊 ：“：“ 我 们 的 发 明 家我 们 的 发 明 家 ””
□□ 姜 峰

笔者从事科学传播 （国
内仍然称为科普） 研究和教
学 33 年，经历了中国科普
的辉煌时代。中国科普在宣
传和动员方面做了很多工
作，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但
是也存在一些问题。科学传
播历史、社会意义，传播本
身所涉及到的社会学、社会
心理学、统计学，以及系统
的评估模式仍然需要研究，
科学家通过实践发现存在的
问题，对有序推进符合中国
文化特点的科普模式具有重
要价值。从这个角度讲，中
国科学普及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科学传播：科学家实
用指南》（Science Commu-
nication: Practical Guide for
Scientists） 近日由科普出版
社出版，这部作品由英国学
者于 2012 年写作出版。 在
翻译出版之前，这本书在我
桌子上的资料堆里已经多
年，书中的很多资料和数据
都进入到我的课件，其中的
调查和评估方法在一些课题
研究中都有所采用。这是一
本由数十位学者为科学家做
科学传播而撰写的非常实用
的书。

英国是科学起源国家之
一，同时也是大工业最早的
国家。19世纪工业化发展的
一个重要特点是英国的技
术、商业和金融人才向欧洲
各国输出，从而带动了比利
时、法国、德国的工业和经
济发展。英国皇家学会也是
世界上最早的科学学术团
体。早在将近 200 年前英国
科 学 研 究 院 的 “ 圣 诞 演
讲”，至今仍然吸引影响着
众多的公众。悠久而深厚的
传统必然导致精粹的经验，而经验的表述由
产生经验的人进行描述，与他人观察进行总
结后的表述具有本质的不同。本书的作者都
是科学传播的一线参与者，他们是东英吉利
大学科学家和科学技术教师，同时也是在信
息时代将自己的亲身探索通过现代媒体进行
传播的代表。

如果仅仅认为本书的作者就是单纯的科
学传播实践者，那就错了。在书中，参与写
作的学者们从英国和世界的科学传播制度和
政策、公众参与的心理、合作者的配合效
应，甚至自己做的活动如何进行评估，以及
怎样使用社会学和统计学等评估方法都进行
了探讨。同时，他们还用最初策划方案与最
终的评估进行比较，从而探索出在英国进行
科学传播存在的问题以及设想的解决方法。

《科学传播：科学家实用指南》介绍了科
学传播的简短历史，全面地为有效的科学传
播活动和事件的设计及交付提供了想法、灵
感和实用建议。这本书使用了来自世界各地
的知名科学家撰写的各种案例研究，突出和
说明了诸如与学校、政策制定者、公民科学
家和普通公众互动等领域。同时还提供了一
些实用的建议，如申请资金来源、设计活
动、进行有效的评估，以及最佳实践的传播。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科学技术普及法的
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
美国每两年发布的《科学与工程学指标》国
际科学素养比较数据来看，中国与西方发达
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当然，科学
素养并不是科学传播的唯一目标，公众理解
科学包括了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科
学的伦理、科学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乃至对环
境的影响的理解与认识。但是仅仅从科学素
养中科学知识的理解程度这个单一维度来
看，中国目前仍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与教
育体制、科学教育普及程度、中国的教育历
史有关，但更重要的，应该与科学家参与科
学技术普及的程度密切相关。世界上科学技
术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从参与科学
普及的人数来看，还是比较少的。科学知
识、科学精神及科学价值都产生于科学家的
实验室，以及他们每日的科学活动。只有他
们才能真正讲清楚科学到底是什么，而他们
的经历和经验是行政人员所不可能具有的。
科学家的缺失是科学传播中精髓的缺失。从
这个角度讲，《科学传播：科学家的实用指
南》具有一定的价值。

从过去历史和目前发展的形势看，中国
的科普仍然处于有法律、有号召、有纲领，
也有积极动员，但是，唯有科学传播本身的
科学性的探索仍然处于空白。从这个角度
讲，真心希望中国科普能够真正走向科学化
道路，而且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其他国家
的经验，探索自己的路，走上“科学地进行
科学传播”之路。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国际科
学素养促进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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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奋斗与梦想：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百年追梦历程》，李捷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中共党史十二讲》，谢春涛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百位著名科学家入党志愿书》，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编，科学出版社。
4.《物·画·影：穿衣镜全球小史》，［美］巫鸿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5.《靠山》，铁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6.《纸上》，苏沧桑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7.《向北方》，李红梅、刘仰东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8.《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韩劲松著，江西美术出版社。
9.《古诗词里的科学现象》，暗号、小山著，中华书局。
10.《马兰的孩子》，孟奇、杨飞著，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中 国 好 书 ” 月 榜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
而涕下”这样的诗句，为什
么会让人在感受到时空悠远
的同时，又产生孤独的思
绪？“乡音无改鬓毛衰”是说
头发一定比声音先变老吗？
《古诗词里的科学现象》巧妙
地将科学与传统文化相结
合，从物理、化学、生物、
地理、天文等角度解读经典
古诗词中的科学现象，以风
趣幽默的文笔揭示科学知识
和原理的历史内涵，是一本
知识性与可读性俱佳的趣味
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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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寿俊（中）和科技人员一起紧张工作

国画与科幻？这期标题没写错吗？没
错，前几天，我应邀到北京南池子美术馆
参加了一场论坛，名字就叫 《科幻与山水
——平行视野的世界想象》。本文就是想给
读者介绍几位关注科幻的国画大家。

泰祥洲：把国画与现代科技结合
的水墨画家

这 场 论 坛 有 一 个 标 题 ， 叫 做 《从
“宋”到未来》。中国山水画成熟于宋代，
这是美术史的常识。它是否还有未来？则
是美术界的一个疑问。论坛主讲人泰祥洲
用他的画做了回答。

泰祥洲是被国际主流博物馆收藏最多
的当代水墨画家。2017 年，我第一次参加
泰祥洲艺术研讨会。当时，他指着一幅画
介绍说，这幅画取材于光的波粒二象性。
画家能讲出这种概念让我很惊讶。后来，
我在泰祥洲的履历中找到了答案。早在上
世纪90年代末，他就到新西兰学习新媒体
艺术，参加过 《指环王》 剧组。泰祥洲很
早就能把国画与现代科技理念结合起来。

正在南池子美术馆举办的泰国祥洲画
展，主题为“天道幽明”。里面有一幅画，
使用传统山水技巧临摹一块陨铁，那块陨
铁也一并展出，向观众呈现着亿万载光阴
留下的痕迹。

泰祥洲更多的画作并不具象，而是
取材于“暗物质”“平行宇宙”这些当代
物理学概念，但是完全使用传统山水画
技巧绘制。一些篇幅巨大的画作覆盖大
半面墙，科学家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暗物

质，被画家用想象的方式呈现出来。朦
胧中透着恢宏的气势，给观众带来十足
的沉浸感。

泰祥洲是学者型画家，他曾在博士论文
中回顾了中国山水画的历史，对古代天文学
也颇有造诣。2013年后，泰祥洲又开始把现
代物理学的时空观绘入画卷，开创了山水画
的未来。泰祥州学习北宋山水画家范宽的技
法，画的却完全不是宋人眼中的世界。比如

《黄钟大吕》这幅画，水在大气循环中呈现
的各种物态被画家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奇妙
的效果，而这是宋人不具备的现代知识。

费俊：高科技武装起来的艺术家

这几年，科幻论坛少不了费俊的身
影。他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数码媒体工作
室，带领团队为多个沉浸式话剧进行整体
设计。费俊的工作环境不像画室，人们要
在各种电子机械装置之间穿行，摆弄这
个，组装那个……在最终的艺术效果形成
之前，这里更像科学实验室。

这样一位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艺术
家，当年毕业于版画专业。最早的成名
作则是剪纸。这些流传千载的传统艺术
更接近于设计行业，费俊也较早地接触
到了现代设计理念，开始运用科技手段
进行创作。

早在 2003 年，费俊就将版画用数码技
术加工，并在美国纽约州威尔斯维尔展
出。费俊也有海外留学经历，较早接触到
数码、视听和互动技术，很快就掌握它
们，并用于艺术实践。如今，费俊已经成
为科幻与艺术结合的带头人物。

张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艺
术实践者

《九州》是一个脱胎于科幻杂志的奇幻
体系，因为很早就给 《九州》 系列作画，
不少科幻迷都认识张旺这名画家。

2017 年，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张旺
的形象设计作品集，名叫《东学西渐》。作
者完全用国画技巧绘制好莱坞的超级英
雄，变形金刚、绝地武士、超人、蝙蝠侠
与孙悟空、四大天王这些形象混搭在一
起，形成了奇特的画风。

这位“超级英雄”爱好者师从范曾等
国画大师，曾经以 《宋代院体花鸟画的美
学涵义》 为毕业论文拿下硕士学位。如
今，张旺担任南开大学数字中国画创作研
究中心主任。在这个平台上，继续着古为
今用，洋为中用的艺术实践。

司马飞：“科幻中国画”流派的
开创者

湖北画家司马飞专攻水墨。曾经担

任李可染艺术研究会的研究员，日文杂
志 《水墨之友》 的编辑。2013 年左右，
这位传统画家开创了“科幻中国画”流
派，用传统画法表现“畅游银河系”“天
猴与地猴”之类科幻题材。司马飞的画
作又称“意象派绘画”，他的“科幻中国
画”更是用写意手法，表现画家心中的
科幻景象。

这些接受过传统熏陶，又将笔触伸向
科幻的画家，当然是艺术界的非主流。然
而，每种主流艺术在历史上都曾经是新兴
力量。国画技巧能否与科幻题材相结合？
现在并没有答案。所以，让我们继续关注
他们的实践吧！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科幻作家，中
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

为何人们总是说“眼见为实”，背后有什
么科学原理吗？我们每一天睁开眼就在接收
来自外界的信息，那我们的眼睛究竟是如何
承载这个世界的信息，又是如何传递到我们
的大脑？人人都说眼睛是心灵和灵魂的窗
户，这又是为什么？

在人群中要找一张熟悉的脸是再简单不
过的事，我们习以为常。但是人类是怎么办
到这件事的，这是科学界的重要谜题。眼睛
确实就像一个照相机，但是视觉不止于此。

要真正地理解视觉，仅仅知道眼睛的成像原
理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知道大脑是如何解
读外部世界的。我们大脑的运作有三分之一
与视觉相关。基本上科学家要讲清楚人类是
如何看见感知人事物，背后牵连到人类独有
的认知本能。

《我们如何看见，又如何思考》是一本从
视觉神经生物学角度介绍人类视觉认知的科普
读物，讨论的主题是我们无比重要的眼睛，以
及我们的视觉。作者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特聘教

授、眼科学家及脑神经科学家理查德·马斯，
在书中作者试图以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人类如何
透过双眼与大脑去感知、学习与记忆。这本
书涵盖的主题很广，从光线射到视网膜，到
脑部的神经网络如何把光线承载的讯息转化
成人脑可以辨识与运用的知识，到计算机计
算法要具有什么样的功能才称之为“人工智
能”，以及我们在回忆过去时为什么会呈现出
一种第三人视角……在这本书里都有了专业
的学术解答。 （鹦鹉螺工作室供稿）

《科学传播：科学家实用指
南》，［英］劳拉·保沃特 凯·
瑶曼著，李星男等译，李大光
校订，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

国 画国 画 与 科 幻与 科 幻
□□ 郑郑 军军

眼见为实 视觉认知蕴含着哪些奥秘

《我们如何看见，又如何思
考》，[美] 理查德·马斯兰著，顾
金涛译，中信出版集团 2021 年 8
月出版。

在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办的“中国好书”评选活
动已持续了近8年，其主旨是通过好书推介传递正能量，推动和引导全民阅读。这
里介绍的是2021年7月的“中国好书”榜上榜图书。

图1：费俊的数字花鸟作品。图2：张旺的“超级英雄”国画。
` 图3：泰祥洲的平行宇宙山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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