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古至今，
阅读都是人类跨时空进行知识传承、思想
交流的重要途径。现代社会，阅读不仅是
重要的知识来源，更是知识流动、信息交
流的主要方式。然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到
来，海量信息充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对于个体而言，受到时间、专业的限制，
往往对阅读的内容难辨真伪，要真正从阅
读中受益，就需要对阅读的知识、信息和
内容进行判断、评估、选择和取舍，也就
是做个有思想的阅读者，才能真正发挥阅
读的作用，汲取丰富的营养。

当今社会，知识的丰度和人们获取
知识的方法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我们每天都在阅读，但给人们带来的可
能不是获取知识的喜悦，有时反而是真
假 难 辨 的 烦 恼 ， 甚 至 是 时 间 被 白 白 浪
费，大量的碎片化信息给人们造成身心
疲惫和判断、选择上的困难。以致一些
老年人为了健康，听了各种自相矛盾的
观点甚至是“科普”知识，感到不知怎
么吃怎么锻炼甚至是不知怎么活了。可
见，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提高公众的
科 学 素 质 ， 显 然 光 有 知 识 就 远 远 不 够
了，而需要用科学精神指导阅读，用科
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对阅读的内容进行分
析和判断，才能区分和选择。否则，不
仅做不到开卷有益，还会受到不良内容
的错误引导，甚至走向邪路。比如，一
些伪科学的内容，往往迎合人们成仙成
佛高人一等的心理，诱导人们相信一些

无法证实的虚构故事，产生心理幻觉，
而走向邪路。还有一些内容，虽然历史
悠久，但本来就是糟粕，如果阅读面不
够 宽 泛 而 又 缺 乏 判 断 力 ， 也 会 导 致 迷
失。比如各种神功异能之说，一旦迷信
就会走火入魔。

有思想的阅读者是新时代个体科学素
质的重要表现，也是个体科学素质不断提
升的正确途径。所谓有思想的阅读，简单
说就是学而思的一种表现。这种阅读方法
不仅具有效率高记得牢等特点，还有易于
转化和运用的效果。那么，怎样做一个有
思想的阅读者，从而提高学习效果，发挥
阅读的力量呢？

首先，要做一个有信仰的阅读者。有
信仰的阅读者要有理性的思维，比如以历
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具有逻
辑思维、批判思维、评估思维等思想和方
法。最基本最容易的做法是保持思考，不
要轻易下结论；对于难以实证，甚至只是
别人的经历且又超出常理，违背常识的现
象，要有怀疑性思维，采取悬置判断的态
度；即使一些看起来有理的内容，也要多
角度加以衡量、评估、比较，以避免“盲
人摸象”的片面结论。

第二，正确处理好阅读的几个关系。
这是提高阅读效率的基本方法，也是有思
考阅读的基本要求。一是泛读和精读的关
系；二是系统性阅读和涉猎性阅读的关
系；三是学与用的关系。所谓“纸上得来
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些方法学

校老师经常会提到，不再赘述。
第三，做到学思行结合。一是不仅要

学，还要习。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乐
乎”，就是要学和习结合，实则是结合思
考和练习，才能巩固和掌握。二是要知行
合一，用实践验证自己是不是真明白理解
了，也可以通过实践来证实或证伪。三是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不能用实践检
验内容，或者夸大其词的说法，就要用评
估思维、怀疑思维或批判思维进行深入分
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讲的就是要正
确对待书中的记载内容。

第四，高效利用时间。每一个人拥有
的时间都是相同的，谁利用时间的效率
高，谁就能胜出。花费在无用之处的时间
多了，不仅得不到养分，还耗费精力，干
正事的时间就少。我总觉得科普阅读比起
其他内容的阅读具有更高效率，因为科普
的特性是科学性通俗性艺术性的统一，要
求内容正确、容易懂。这样，通过科普阅
读，就能获取真知识，至少有专门的机构
把关内容，并及时对一些错误信息进行辟
谣或纠错。

现实社会中所谓天分高的人，大多是
勤奋好学的人，大多是会阅读的人。处在
信息爆炸的时代，最困难的事情是要学会
如何集中注意力去学习，如何在信息海洋
里做减法，获取自己所需要的有益知识，
有效驾驭知识之舟。在碎片化的信息和嘈
杂声音里，如果没有足够的定力，连自己
都迷失了，就很难找到出发点、正确的方

向和目标。
社会上有很多人，看起来也很勤奋，

但一生都碌碌无为，他们不能像蜜蜂那样
采蜜，而是没有目标和方向，也不能有效
分配时间和精力，既没有发现用力的基准
点，也不能在坚实的基础上用力，如同在
沼泽地里向前跑，越用力越陷越深。现实
中相反的案例是，一个没有多少学问的
人，由于拥有最原始的动力，找准用力的
方向，心无旁鹜，脚踏实地前行，结果遇
山过山，遇海过海，反而可以有效地直接
到达目的地的。

阅读而不得其法，书读多了却读不
透，也是可怕的事情。一知半解，似懂非
懂，导致这些知识没有办法转化为个体实
力，成为表面知识，或嘴上功夫。这就是
人们常说的书呆子，也是典型的没有思考
的阅读，至多只是单纯记忆阅读，看似知
道不少，实则食古不化，没有转化，只是
转述别人的知识经验而已。

会阅读是非常重要的，做一个有思想
的阅读者可能是走向成功的关键，当今世
界尤其如此。结合思考的阅读，一定是有
收获的阅读，就如海边的游客，浸泡一会
儿海水与那些捡了贝壳的人相比，其获得
感可能完全不同。

做 有 思 想 的 阅 读 者
□□ 郑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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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澄洲江雾开， 淘金女
伴满江隈。美人首饰王侯印，尽
是沙中浪底来。”这首“浪淘
沙”是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刘禹
锡的名作。在讲述了淘金女们的
辛勤劳动和艰苦生活之后，诗人
想到了金子的去处，淘金的妇女
是得不到金子的，在封建社会，
贵妇人佩戴金子首饰，王侯将相
用的金铸成的印，不都是淘金女
们从沙里水里一点一滴辛辛苦苦
地淘出来的吗？于是就提炼出

“美人首饰王侯印，尽是沙中浪
底来。”这样的诗句。

这首诗对自然现象描述得非
常准确。江上、江边空气中含水
量很大，晚上气温下降，空气中
的水分就会过饱和，结为雾珠。
太阳出来气温升高，雾珠蒸发，
雾气就消失了。这就是“日照澄
洲江雾开”的科学道理。“日
照”是“江雾开”的原因。刘禹
锡不一定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他
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句，是经过仔
细观察的，而不是凭空想像出来
的。

“江隈”就是江岸弯曲处。
为什么淘金的妇女要聚集在江边
的弯曲处呢？这也是有科学道理
的。因为江水弯曲部位的外侧，
水流的速度比较大，能够更好地
把沙金和沙子分开，淘金的效率
会更高一些。“淘金女伴”在淘
金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这个道
理，要占据这个有利的地点，所
以才会有“淘金女伴满江隈”这
个现象。

古代淘金，十分艰苦。淘金
者先要去寻找矿沙，然后再一点
一点地放进木制的淘盒工具里去
淘洗，利用金子比重大的特点，
让水冲刷掉泥沙，留下金沙金
屑。这些金子往往只有针尖或糠
皮大小。

淘金的过程是利用物体在水
中受到的浮力等于它排开的水受
到的重力这一著名的阿基米德定
律。

相传2000多年前，叙拉古国
王叫一个工匠做了一顶纯金的皇
冠。国王要阿基米德在不损坏皇
冠的条件下，想法测定出皇冠是
否掺了假。阿基米德苦苦思索而
束手无策。一天，他在洗澡的时
候发现，当他的身体在浴盆里沉
下去的时候，就有一部分水从浴
盆边溢出来，而且，他觉得入水
愈深，体重就愈轻。冥思苦想的
阿基米德豁然开朗，他跳出浴
盆，欣喜地喊起来：“找到了！
我找到了！称量皇冠的办法找到
了!”

阿基米德将王冠浸没在水
中，根据它排开水的体积可以知
道王冠的体积。由于白银密度比
黄金密度小，若王冠中掺进白银，王冠的体积
肯定大于同样重的黄金的体积。这样阿基米德
就找到了出皇冠是否掺了假。受此启发又经过
进一步的研究，他发现了物体在水中受到的浮
力等于它排开的水受到的重力，这就是著名的
阿基米德定律。

沙子和沙金的比重都比水大，它们在水中
都不会浮在水面上。搅动含有沙金的江底泥
沙，使它们浮动起来，同样体积的沙子与沙金
在水中受到的合力（重力减去浮力）不同，沙
金受到的合力大些（因为沙金的比重大）下沉
的速度也快些。在流动的水中沙子和沙金就会
沉降到不同的地方。这样沙子就与沙金分开了。

刘禹锡没有学习过物理，也不知道阿基米
德定律，可是他诗里的词句中却准确地应用
了阿基米德定律。很多人都认为，诗人是凭
灵感作诗的，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只凭灵感
也是不行的。刘禹锡认真地观察了在江边淘
金女的劳动过程，真实地在诗句中描绘了这
一过程，因此这首诗不仅思想性很强，而且
也符合科学道理。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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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是朱光亚院士诞辰97周年
纪念日。

两 院 院 士 朱 光 亚 （1924.12.25——
2011.2.26），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
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曾任总装备
部科技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党组
书记，中国科协主席、名誉主席，被誉为

“中国工程科学界支柱科学家”“中国科技众
帅之帅”。

1949年，25岁的朱光亚刚从美国密执安
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毕业并
获得博士学位，就义无反顾地于 1950 年 2
月，取道香港，回到新中国。归国前，他牵
头与 51 名留美同学联名撰写了 《给留美同
学的一封公开信》，呼吁海外中国留学生回
国参加祖国建设，其爱国赤子之心，溢于言
表。

1956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
事业。这一年，朱光亚参与筹建近代物理研
究室，担负起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
业人才的重任。同年，朱光亚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从此，朱光亚全身心投入了中国原子弹

氢弹和核工业的伟大建设事业达半个多世
纪。他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
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3 时，一朵巨大
的蘑菇云在我国的西北戈壁腾空而起。中国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朱光亚不禁
潸然泪下。据说，朱光亚这辈子喝酒只醉过
一次，就是在这个晚上。

1966 年 12 月，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的
氢弹原理实验获得圆满成功，这距离第一颗
原子弹爆炸仅仅两年两个月。1967年6月17
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李政道，惊叹中国在原子弹和氢弹上获得的
巨大而迅速的成功。后来李政道了解到，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有一支了不起的科学家团
队。他在西南联大的同窗好友朱光亚在这个
科学家团队中起了非常重要的领军作用。李
政道脱口而出，称赞朱光亚是中国科技的

“众帅之帅”。
1969年，朱光亚参与组织和指导中国第

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
加工技术和核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

究开发。
1986年，邓小平亲自批准实施中国第一

个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朱
光亚参与组织和指导了专家论证工作，以及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的
起草。

1991年，朱光亚继李四光、周培源、钱
学森之后，担任第四届中国科协主席。

朱光亚担任中国科协主席的 5 年任期，
正值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转变的时期，针对如何看待科协从事
的科学普及等社会公益性工作，朱光亚明确
指出：“科协的最大优势，就是作为科技工
作者自己的群众组织，能够最广泛地团结和
联系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条战线、各类
岗位、各种年龄的科技工作者，这是我们能
够履行自己职责的根本基础和条件。我们应
当无比珍视这一优势，把这一优势最充分地
发挥出来。”中国科协应当成为“促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
建设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能够对成员提供
有效服务和维护合法权益的科技工作者之
家”，从而使科协的影响力、凝聚力和经济

实力协调发展。
1994年，朱光亚被选聘为首批中国工程

院院士，并担任中国工程院第一任院长、党
组书记，领导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
方法和程序，为中国工程院的初创和发展做
了大量奠基性和开拓性的工作。

1996年，72岁的朱光亚被推举为中国科
协名誉主席。

1999 年，75 岁的朱光亚荣获“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

2004 年，朱光亚以 80 岁的高龄，莅临
中国科技馆参观指导有关航天展览，并和宇
航员一道同青少年见面。我也应约去朱光亚
家中拜望和请教过他，他对中国科技馆在常
设展览的基础上，适时举办各种专题科技展
览以作为重要补充的做法，表示赞赏，还为
我主编的《奋斗与辉煌——中国科技百年图
志》一书题词，使我们深受鼓舞。

2004 年 12 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
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中国国家天文台发
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
为“朱光亚星”。

朱光亚被评为“感动中国 2011 年度人

物”，其颁奖词称：“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
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
量。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遥
远苍穹，他是最亮的星。”

中 国 科 技 “ 众 帅 之 帅 ”
——纪念朱光亚诞辰 97 周年

□□ 王渝生

2003年，朱光亚 （右） 在中国
科 技 馆 参 观 航 天 展 览 ， 王 渝 生
（左）做讲解。

近日，我国“天问一号”与欧空局
“火星快车”任务团队合作，成功开展了
“祝融号”火星车与“火星快车”轨道器在
轨中继通信试验。目前，“祝融号”火星车
在火星表面工作 196 个火星日，累计行驶
1297 米，获取巡视探测原始科学数据约
10GB，能源充足、状态良好。

火星探测吸引着世界各国的目光。其
实人类对火星的渴望由来已久，在古罗马
神话中，火星是战神玛尔斯的化身。在中
国古代，人们称火星为“荧惑”，有“荧荧
火光、离离乱惑”之意。而在美国，天文
学家珀西瓦尔·劳伦斯·洛厄尔从天文望远
镜中看到了火星的“运河”。正是因为洛厄
尔拍下的大量的形似火星运河的照片以及
他对火星居民的科学性推断，英国科幻作
家乔治·威尔斯1898年创作出版了《世界大
战》，这部科幻小说讲述了形似章鱼的火星
人入侵地球，他们操作着巨大的三脚金属
怪物，发射出可怕的死光来残杀人类，以
便占领地球。这也许是最早的关于火星人
的科幻小说。1953 年，这部科幻小说首次
改编成科幻电影上映。2005 年，大导演斯
蒂芬·斯皮尔伯格又再次将这部小说改编成
科幻电影《世界大战》。

1912 年，创作过 《人猿泰山》 的美国
科幻作家埃德加·赖斯·巴勒斯出版了 《火
星上的约翰·卡特》 的第一卷 《火星公
主》。这部科幻小说讲的是美国南北战争时
期南方军逃兵约翰·卡特上尉在印第安人追
击下逃进了一个山洞，阴差阳错就到了火
星。在火星上，他遇到了极度好战而又丑
陋无比的绿火星人，以及爱好和平与地球
人长相相似的红火星人。卡特凭借自己的
特殊技艺成为了绿火星人领主，又英雄救
美赢得了一位美丽的红火星人公主的青
睐，并成功地与红火星人公主缔结良缘。
后来，火星突遇危机，而卡特不顾一切地
奔赴现场，试图力挽狂澜挽救火星……后
来，埃德加·赖斯·巴勒斯一共创作了11部

“火星系列”冒险故事，而约翰·卡特也继
续成为其中几部的主要角色。这部科幻时
隔百年之后，终于在2012年成功搬上了荧
幕，拍成了科幻电影《异星战场》。

当然在欧美国家，关于火星科幻一直
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主题，因为火星是整个

太阳系中除了地球以外最适合人类生活的
星球，而在众多科幻中，人类只需要改造
火星就可以移居火星。像这样的故事有雷·
布莱德伯里的《火星纪事》（又名《火星编
年史》），人类移民并定居在了火星，成了
真正的火星人。另外，还有金·斯坦利·罗
宾逊的 《火星三部曲》（《红火星》《绿火
星》《蓝火星》），罗宾逊在三部曲中虚构
了人类殖民火星、改造火星以及与地球决
裂的史诗，他在其中将殖民、环保、科
技、政治巧妙融于一体，将上千年的人类
进步发展浓缩在百余年的火星殖民史中。
他也因为《红火星》获得了1993年的星云
奖最佳长篇。

当然在欧美，最好表现科幻的还是电
影，关于火星的科幻电影最近几年也上映
了很多，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有火星人的科幻电影。因为
科学家尚没有完全的证据可以排除火星上
存在智慧生命，所以这一阶段火星人成为
了故事的主角，或者是人类拜访火星人。
如默片时代 1918 年上映的 《火星之旅》、
1924 年苏联的 《火星女王艾莉塔》 以及
1960 年的 《愤怒的红色星球》、1964 年的

《鲁宾逊太空历险》等；或者是火星人入侵

地球，如根据菲利普·迪克小说改编1990上
映的《全面回忆》，还有1996年的喜剧科幻
电影 《火星人玩转地球》，2005 年上映的

《世界大战》等等。
第二类是没有火星人的科幻电影。这

一类科幻电影因为人类探测器登陆火星，
明确排除了火星人乃至火星生物的存在，
但依然有科学家发现火星上可能存在过生
命。在这类科幻电影中，人类前往火星进
行探险和殖民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这
一类科幻电影有2000年的《火星任务》和

《红色星球》、2013年的 《在火星上最后的
日子》、2015年的《火星救援》等。而《火
星救援》 尤为特别，因为设置的背景为近
未来，最多离现在不过百年，所以给很多
人以期望，认为再过一百年人类真的可以
殖民火星。

1949 年之前的中国科幻与主流文学结
合比较紧密，不仅有鲁迅、茅盾亲自翻译
国外科幻小说，还有老舍亲自下场写出了
科幻小说《猫城记》。这也是部关于火星的
科幻，小说的主人公乘宇宙飞船来到了火
星，发现火星上有数十个猫国。主人公降
落到的这个猫国历史悠久但也积贫积弱，
备受周边国家欺凌。而猫国人不思进取，

沉迷于迷叶和相互攻讦。故事的最后，隔
壁的矮人国入侵猫国，主人公只能乘坐法
国飞船黯然离开。这篇故事很有时代性，
明眼人都能看出老舍先生是借猫国隐喻当
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这也
是当时科幻勇于反应现实的特点。

新中国关于火星的科幻则是中国科幻
之 父 郑 文 光 先 生 1954 年 在 《中 国 少 年
报》 上发表的 《从地球到火星》。有学者
研究认为，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
小说讲述的是几个孩子趁着父母熟睡，偷
开了宇宙火箭，一路飞到了火星，并围绕
火星转了一圈。这部短篇小说在北京城掀
起了一股火星热潮，很多学生吃过晚饭就
到古观象台上排起长龙，围着天文望远镜
看火星。郑文光 1957 年为在苏联举行的
世界青年联欢节创作了 《火星建设者》，
在这个故事里他讲述了中国人登上火星开
始建设火星的故事。这部小说讴歌了中国
人对建设祖国和开拓新世界的乐观精神，
这一点与 《火星救援》 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部小说还获得了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大
奖，成为了最早获得国际科幻大奖的中国
科幻小说。

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火星的科幻并
不多，去年获得了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银
奖的 《火星孤儿》 也许可以勉强算是与火
星相关的故事，但主题终究是外星人与高
考，与火星牵扯并不多。不过最近三年，
四川科幻文化产业公司八光分文化立足于
青海的冷湖火星小镇打造的冷湖科幻文学
奖，也许可以推出众多的中国火星科幻小
说。而且随着 《流浪地球》 电影的大火，
乃至“天问一号”的发射升空，也会有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火星关注科幻电影，
相信不久之后关于火星的中国科幻电影也
会很快诞生。

（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江苏省科普作
家协会理事兼科幻专委会主任）

有 关 火 星 科 幻 的 那 些 事
□□ 付昌义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