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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工程院总共有 1000 多
名院士，每一位在学术上都有很高的造
诣，不过以做科普闻名的就不多了。中
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褚君浩算是其中之一。在这位从
小就深受科普影响的院士心中，科普的
重要性并不亚于科研，甚至成就了他人
生的大格局。

《眼 睛 和 太 阳》《物 理 学 的 进 化》
《从近代物理学的观念看宇宙》 ……从
小就深受科普杂志和书籍的影响，褚君
浩对科学的热爱也由此发端。在他的理
解中，科学家应该将对某一科学知识的
理解，在脑海中生成一个动态画面，画
面生成得越精细、越清晰、越流畅，那
么这些科学内容就有可能被更好地传
播，被学科以外的人接受。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褚君浩

说，科普有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科
学知识本身；第二个维度是知识的由
来；第三个维度是科学知识与社会、经
济、产业、文化甚至哲学等等之间的联
系。如果做科普可以把这三个维度都理
解透，这对科研本身是很好的促进，科
学家借此也可以实现自我提升。

褚君浩做科普总会坚持一点，那就
是围绕自己的专业，适当拓展，以知识
点的物理图景为中心，联系科学方法、
科学精神、技术应用、社会价值、发展
趋势，甚至联系到参政议政。例如，基

于对光电技术及智慧城市、低碳城市的
科普，在担任市政府参事期间，他提出

“低碳世博”，完成的报告得到中央领导
的批示。当全国人大代表时，他提出多
项关于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议案，都被采
纳立项，作为立法或修改法规的依据。

“科普可以影响很多人。”褚君浩觉
得，这种成就感是实验室里难以获得
的。他有好几个优秀的博士生、博士
后，就是听了他的科普讲座后，决定来
报考的。天合光能是全球第二大太阳能
光伏企业，“公司技术总监张眏斌在听了

我的报告后，考了我的博士生，后来他
带领团队创造出了多晶硅、单晶硅太阳
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的世界最高纪录”。

褚君浩给外地中学校长做科普报
告，谈“成长的感悟”，主要讲科学励
志的故事。校长们反馈说：“褚院士带
给我们的不止是创新精神，更重要的是
社会责任、家国情怀。”“褚院士用自身
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具有社会责任感
的科学家的成长历程，为如何培养具有
创新素质的人才提供了思路。”

但是，在目前的科研考评体系里，科
学家，尤其是年轻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
量并没有计入考评。“这非常影响他们做
科普的积极性。”对此，褚君浩建议，应
该把对科学家做科普的鼓励体现到制度中
去，让更多优秀科学家乐于科普、安心科
普。 《中国经济时报》2017.6.28

褚君浩院士：科普做出大影响力大情怀

近年来，有一种现象很有趣：一
些 科 学 “ 大 咖 ” 似 乎 倒 向 伪 科 学 阵
营，发表了不少似是而非的疑似伪科
学言论。这种现象让公众很困惑：科
学家讲述的都是科学吗？科学和伪科
学的界限在哪里？

其实，大科学家被伪科学迷惑的
事件并不鲜见。1878 年，恩格斯写了
一篇文章 《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
在这篇文章中，他讽刺和揭露了当时
已 经 陷 入 伪 科 学 泥 潭 的 三 位 大 科 学
家 。 他 们 都 大 名 鼎 鼎 ， 分 别 是 华 莱
士、克鲁克斯和策尔纳。恩格斯还从
根 源 上 分 析 了 他 们 从 事 伪 科 学 的 原
因。正是由于他们片面地强调与依赖
感觉经验，极端轻视理论思维，因此
执迷不悟到了可悲的地步。

近 140 年过去了，如今再读这篇文

章，不但不觉得过时，反而觉得更有
现实意义。新时期的伪科学不过是罩
了一件新颖的外袍，本质上并未改变。

比如，这些大科学家们发表的疑
似伪科学的公开言论中，一般都是用
个人的自我体验代替可重复的实验检
验，把量子物理中的新奇现象解释为
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基础，把宗教用语
牵强地与物理研究的结果相联系，以
证明两者“共通”。凡此种种，与 140
年 前 欧 洲 那 些 灵 学 大 师 们 没 什 么 两
样，认清伪科学的真实面目，提升公
众的科学素质，是当前我国科普工作

面临的重要任务。
毋庸置疑，大科学家都掌握了丰

富的科学知识，但科学知识仅是具备
科学素质的一个方面。此外，随着科
学技术的门类划分趋于细密，在某一
方面的专家、院士，在另一方面可能
与公众一样所知甚少。因此，大科学
家搞伪科学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
是由于大科学家声望高，对于如何用
科学语言“包装”伪科学更熟稔，因
而其言论更具迷惑性，社会影响和后
果也更严重。

《科技日报》2017.6.26 文/史晓雷

继给低龄儿童阅读的物理学之后，
《宝宝学编程》《宝宝学口算》 等书籍也
如雨后春笋一般充斥了学龄前儿童的图
书市场。

只是，将小学甚至大学、研究生阶段
的内容提前传授给学龄前儿童甚至是怀
里的宝宝，是为启蒙教育开启了一扇高
大上的门，还是埋下了拔苗助长的隐患？

不可拔苗助长
中国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郑晓
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5 岁以前的儿
童如果智力发展正常，那么只能初步了
解数的概念，并可进行点数，这与通过
算式计算的数学相差甚远，遑论需要抽
象思维的物理学。

作为中科院物理所毕业的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大学建筑研究与设计中心教
师吴宝俊不看好物理学等抽象知识作为
早教的一部分：“量子物理学中的内容并
不适合 6 岁以下儿童，成人也不应该仅
将其中的一些概念提出来普及给孩子。
这些概念和定义对孩子理解物理并没有
助益。”

有研究甚至表明，过早的抽象学习，
会阻碍孩子认识真实的世界，丧失很多
在真实世界中的体验和思考。“一些在幼
儿阶段背诵了很多唐诗和记忆了不少加
减乘除口诀的孩子，进入小学后不一定
表现出数理学习上的优势，有时会降低
课堂学习的兴趣。人的成功取决于一生
的艰苦努力。‘拔苗助长’的传统古训是
值得家长们牢记的。”郑晓边提醒道。

还应因材施教
吴宝俊也并不反对给智力超常的孩子

提供更多的知识，现在的教学材料是以普
通儿童和青少年智力发育为标准，恰恰科
普书和高一级的教材弥补了这一缺陷。

“当孩子有自己主见的时候，家长们
不妨听取他们的意见，由他们来选书，
用他们自身的内在驱动力引导阅读可能
事半功倍。我认为好的少儿科普图书首
先要知识准确，其次要启发思考，再次
要有意思、有用、有趣。”上海译文出版
社编辑丁丽洁给出了这样的建议。

郑晓边也表示，要根据孩子的兴趣
购书。家长更要对孩子的智力发育有正
确 的 判 断 ， 因 材 施 教 方 能 助 力 孩 子 成
长。 搜狐网

披毛犀“认祖”事件
十年前，在札达盆地，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美国
洛杉矶自然历史博物馆和佛罗里达州
立大学等研究机构组成的考察队收到
了来自 370 万年前的一头披毛犀发出的
讯息。

经过一周的发掘，古生物学家意
外地找到了同一个体的完整头骨、下
颌骨和颈椎。它被确认为是一个全新
的物种——西藏披毛犀。

在冰河世纪，披毛犀和猛犸象曾
被列为最著名的冰期动物。它总共分
为三种，早更新世 250 万年前在中国北
方的泥河湾披毛犀、中更新世约 75 万
年前在西伯利亚和西欧的托洛戈伊披
毛犀，以及晚更新世在欧亚大陆北部
广布的最后披毛犀。

在很多动物博物馆里，人们都能
见到复原的披毛犀——它们有着非常
粗 壮 的 骨 架 ， 覆 盖 着 又 长 又 厚 的 毛
发，当然，最显眼的还是那只长达 1 米
的巨大鼻角。

根据他们的分析，西藏披毛犀的
头骨具有披毛犀的典型特征，特别是
鼻骨上存在着宽阔且扁的鼻角角座，
足以证明它在活着的时候拥有一只巨
大的侧扁状的鼻角。

不过，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邓
涛介绍说，披毛犀有一个构造叫鼻中
隔。与此后出现的三种披毛犀不同，
西藏披毛犀的鼻中隔还只是一块相当
不完全的硬骨，显示出它比其他披毛
犀更原始。经过分析证实，西藏披毛
犀正是其他三种披毛犀的祖先！

达尔文的失误
然而，这起“认祖”事件并没有

就此结束，它的背后蕴藏着一个更大
的秘密。

距今 250 多万年前，地球气温骤然
下降，大陆冰盖不断扩大增厚，引起
海平面大幅度下降。这种剧烈变化，
必定会直接影响动植物的演化和分布。

达尔文在 《物种起源》 里这样解
释：当寒冷到来，随着每一个较为南
部一点的地带变得适于北极生物，而
不适于原来的较为温带的生物时，后
者便会被排除，而北极生物便会取而
代之。

这只是他的一种假设。然而，西
藏 披 毛 犀 的 出 现 彻 底 打 破 了 这 种 假
设。披毛犀这种冰期物种的起源地只
可能是青藏高原，而非北极。

事实上，一段更有意思的插曲透
露，当年达尔文的这个失误也许只是
因为运气不好。

1839 年，在印度工作的英国博物
学家法尔康那在伦敦地质学会上发表

了一篇论文。鉴定了几块在加尔各答
做贸易的藏族商人身上寻来的犀牛腿
骨碎片，并认为，它与生活在印度、
适应炎热环境的独角犀是同一类型。

而那一年，达尔文正在撰写 《物
种起源》。

如今，科学家通过细致的分析发
现，法尔康那的化石其实正是西藏披
毛犀！

邓涛想象着，也许，当年身为伦
敦地质学会会员的达尔文就在现场聆
听过法尔康那的报告。但是，由于那
些化石并不是具有关键鉴定特征的头
骨，因此被误认为是独角犀，错过了
这个重要的发现。

冰河时代“训练营”
早在 2000 年，中科院古脊椎所的

研究人员就在甘肃临夏盆地更新世初
期约 250 万年前的地层里，发现了完整
的 泥 河 湾 披 毛 犀 头 骨 化 石 时 ， 就 对

“北极起源”起了疑心。他们想到，披
毛犀祖先可能来自青藏高原。

顺着这种思路，他们又提出了一个
新的疑问：披毛犀会是唯一起源于青藏
高原的冰期动物吗？毕竟，现在高纬
度、高海拔地区仍然存在不少耐寒动
物，比如雪豹、盘羊、北极狐等等。

在此之后，科学家相继在札达盆
地发现了雪豹祖先——布氏豹、所有
盘羊现生种的最近共同祖先——喜马
拉雅原羊，以及在札达盆地和昆仑山
口盆地发现的北极狐的早期类型——
邱氏狐。

在邓涛看来，青藏高原独特地理
环境俨然使它成为了冰期动物群提前
适应冰河时代的“训练营”。

《中国科学报》2016.6.29 文/胡珉琦

科 普 该 不 该
从 宝 宝 抓 起

《给宝宝的量子物理学》 的作者是加
拿大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克里斯·费里，
他认为应该早点儿把原始和奇妙的物理
世界介绍给孩子们。 有一种伪科学更具迷惑性

西藏披毛犀：给 《物种起源》 纠错

西藏披毛犀生态复原

冰期动物究竟从何而来冰期动物究竟从何而来，，科学家科学家
一直没有十足的把握来回答一直没有十足的把握来回答。。直到青直到青
藏高原上出现了一头穿越藏高原上出现了一头穿越 370370 万年的万年的
披毛犀披毛犀，，它迫切想要告诉我们被错失它迫切想要告诉我们被错失
近两个世纪的真相近两个世纪的真相。。

褚君浩经常说褚君浩经常说，，科研只是科学家的一种能力科研只是科学家的一种能力，，而科普则需要更多能力而科普则需要更多能力。。在在
高端科普的实践中高端科普的实践中，，可以得到更多学科交叉的机会可以得到更多学科交叉的机会。。比如比如，，在他倡导的浦江交在他倡导的浦江交
叉学科论坛上叉学科论坛上，，他就曾和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的阮康成研究员交流出了一个课他就曾和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的阮康成研究员交流出了一个课
题题，，并得到国家并得到国家 863863 项目的立项项目的立项———俗话说—俗话说““隔行如隔山隔行如隔山”，”，科普就是搬走大山科普就是搬走大山
的好方法的好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