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开启，通常总是伴随着本年度全球
十大预言、十大突破性技术之类的畅想出
笼；不时也能看到，诸如从科幻到科学、科
幻小说（电影）里的预言成真了……这样一
些文章标题。每每触及于此，科幻圈里的经
典“行话”便会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我们
一直生活在现实与梦想交错的世界里，科学
与幻想的界限往往十分模糊难辨。科幻通过
想象力在构造未来，科学也在通过技术落地
去实现未来。

2018年对科幻文学而言，是一个特殊的
年份——作为一种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
的叙事作品，它迎来了自己的200岁生日。

我本人约在10岁时第一次读到科幻小说
就入了迷。那一阵常往书店跑，至今印象深
刻的是有个书柜展示架上的显著位置，较长
时间里一直摆放着一本名字怪怪的书——

《弗兰肯斯坦》。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玛丽·雪
莱（Mary shelley，1797-1851） 在1818年出
版的这部作品乃是科幻文学的奠基之作，同
时也被看作是科学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在文
学上的第一次反响。

多次被搬上银幕的《弗兰肯斯坦》，还
有另外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科学怪
人》。它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弗兰肯斯坦的
青年科学家，带着“对知识的狂热渴求”去
探索自然之理，借助电化学方法创造出了一
个奇丑无比的怪物并抛弃了他。这个怪物独
自进入社会后饱受歧视与敌意，灵魂渐渐地
扭曲，生发出对“主人”的仇恨。于是，他
开始追杀弗兰肯斯坦及其家人，自己最终也
跳海自尽。小说不只讲述了一个离奇、凄凉
的故事，而且也借包括怪物在内的人物角色
之口，探讨了宗教、哲学、政治学、社会
学、心理学等诸多方面的话题。

玛丽·雪莱是英国著名诗人珀西·雪莱的妻
子，她创作这部作品时年仅20岁。后世的评
论家常常感到惊讶：一个涉世未深、没受过什
么正规教育的年轻女子，竟然写出了一部思想
内涵深刻、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幻名典。自然
地，《弗兰肯斯坦》问世200年来总是不乏多
个视角的解读，其翻版演绎也不绝如缕。

玛丽·雪莱亦可谓是第一个在小说中应
用了科学新发现的人。她身处产业革命的发
祥地，在那一快速变革的时期写出这样的作
品绝非偶然。小说叙事里既隐含着对新生事
物的恐惧和不知所措，也标记着某些价值的
失落，以及某种深深的忧虑。

因此，说《弗兰肯斯坦》中的怪人，在某
种意义上代表着正在发展和渗透人类社会的科
学技术，不无道理；而“弗兰肯斯坦（Fran-
kenstein）”一词，在英语中已被赋予了一种
特定的涵义：自食其果或作法自毙的人。由这
个故事所创造的一些原型母题，如科技发展的
负面效应、科学对伦理的挑战、科学家的社会
责任等，也被后来的科幻小说和探讨科学对社
会影响的论著一再采用。“步入自我毁灭和灾
难”的弗兰肯斯坦，则成了不负责任的“疯狂
科学家”或“邪恶科学家”的象征。

事实上，近200年来，某种尖锐的冲突
在人类与技术进步之间一直都没有停止（想
想眼下人们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忧虑吧）。弗
兰肯斯坦的困境，何尝不是现代人的困境？

2 月 5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
局与中国科协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两部门将在落实食品药品科普政
策、加强人才队伍、科普场馆和科
普资源建设、实施“互联网+食品药
品安全科普”行动等方面开展一系
列实质性合作，并通过建立领导小
组等工作机制，持续推动合作取得
实效。该协议的签署，为进一步加
强两部门之间的合作，加大食品安
全科普宣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要形成严
密高效、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
体系，普及食品安全科学知识，是
达成社会共治的智力基础和认识前
提。近年来，中国科协加大食品安
全科普宣传力度，积极利用新媒体
作为科普传播载体，不断提升自身
科普工作的能力，为政府分忧，为
百姓解惑，卓有成效地完成了相关
部门赋予的科普工作任务，成为政
府决策的重要参考资源单位。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食品专业委员会也充
分发挥本会食品安全专家、媒体资
源优势，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走
出去、请进来”活动，让食品科普
进校园、进社区，邀请消费者、媒
体代表走进食品生产企业；整合科
普资源，形成科普图书创作和整合
各食品学会、专家、媒体、消费者
共同参与联动的科普宣传融合创
新，提升了宣传内容的科学性、趣
味性、体验性和精彩度。

食品安全科普宣传是释放食品
安全“正能量”的主要途径之一，
食品安全科普教育对服务社会、服
务消费者具有推动、带动作用。随
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在给人们带
来信息快捷的同时，也使谣言不胫
而走，食品安全领域成为网络谣言
的重灾区。有数据显示，网络谣言
中食品安全信息占比较大，其宣传
的食品安全“负能量”严重扰乱了
百姓的消费判断，损害了食品行业
发展。为了降低食品安全谣言对社
会、对公众带来的恐慌，就要加大
食品安全科普教育，增强公众的食
品安全科学素养，提升公众辨别谣言的能力，同时激发
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让政府部门、专业机构人士、相
关企业、新闻媒体、公众形成“五位一体”的合力，让
科普宣传跑在谣言前面，通过科普教育让“正言”压倒

“谣言”。
科普宣传离不开媒体，有了媒体这个桥梁和纽带，

消费者和公众才知道并了解食品安全科学、科普知识。
知识就是力量，就食品安全而言，知识就是安全。由于
公众的食品安全知识匮乏，面对不断发生的食品安全事
件，容易产生不必要的焦虑和担忧，亟须媒体进行宣
传、引导、解读。为此，主流媒体应积极开展食品安全
科普宣传，面对各类食品安全事件时发挥澄清事实、辨
明误解的作用，及时求证，准确报道，用客观公正的报
道发出主流媒体权威的声音，在提高百姓食品安全常
识、意识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食品安全科普知识是清风，能够荡涤蒙昧；食品安
全科普知识是武器，能够启迪民智。食品安全科普是学
习食品安全知识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也是科学传播最重
要的途径。加大食品安全科普宣传，用科普来弘扬真
理，用知识来助力社会共治，让食品安全知识能够走进
千家万户，让人民群众通过食品科普宣传获得食品安全

“正能量”，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获得感”。

戴达勒斯是古代神奇的工程师和雕
刻家，传说他雕刻的石像，张开的眼睛
炯炯有神，两只脚就像活生生在走路，
令人惊叹。

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的妻子爱上一头
美丽的公牛，生下了一个人头牛身的怪物
儿子。为了保守这个怪物的秘密，他想建
造一座迷宫，给人头牛身怪物居住。正好
戴达勒斯带着儿子伊卡鲁斯来此投靠，戴
达勒斯凭着超凡技艺建成的迷宫，成功关
住了怪物。迷宫外面是蜿蜒不清、交错迷
乱的道路，人一旦进入就走不出来。

人头牛身的怪物也可以当作是古代
的遗传工程实验，生物学家霍尔丹（J.B.
S.Haldane,1892-1964） 认为戴达勒斯的
巧妙设计主导了人头牛身兽的诞生。霍

尔丹的科幻想象，结合了神话与科技。显
然，科幻小说比科学更具魅力和启发性。

故事往后发展：被关进迷宫的人头牛
身兽有着奇怪的需求，要求雅典人民每9
年进贡7名童男和7名童女，送来给他吃
掉。人民不满，怪物被杀。国王十分震
怒，认为是戴达勒斯父子泄露了机密，就
下令把他们关在迷宫的高塔里，四面望出
去都是海，任凭再大的本事也逃不出去。

父子俩每天呆望着窗外大海和天
空，愁眉不展。偶尔飞过鸟群，羽毛从
空中飘落，戴达勒斯灵光一闪，搜集羽
毛，用蜡粘制两对人工翅膀，固定在两
人身上。准备动身逃出时，戴达勒斯慎
重地告诫儿子：飞得太低，翅膀沾了海
水，飞不起来，飞得太高，太靠近太

阳，翅膀会被烧焦，跟着老爸飞才安全。
戴达勒斯带着儿子展开翅膀冲向天

空。伊卡鲁斯面对广大的天空和大地，
忘了爸爸行前的叮咛，越飞越高，越靠
近太阳，羽翼上的蜡被太阳融化，翅膀
散落了，转瞬间就掉到海里被吞没。

戴达勒斯回头发现儿子不见了，伤
心地向天空和大海呼唤：伊卡鲁斯！伊
卡鲁斯！

戴达勒斯看到海面上飘浮的羽毛，
知道儿子不幸落海。他飞往附近的小
岛，发现了被冲到沙滩上的儿子尸体。
伤心欲绝的父亲埋葬了儿子。这个岛后
来被叫做伊卡利亚岛，一直到今天，人
们都会想起这个故事。

小时候读过蜡翼人的漫画，印象深刻。
然而，按照科学的观点，飞到靠近大气层高
点，会越来越冷。神话故事是古代的超现实
合理化了的想象，合乎科幻的意涵。

古往今来，每个人都曾梦想过像鸟一
般自由自在飞翔。古代早期的科学实验者，
梦想飞上天，身上绑着自己做的翅膀，从
山崖飞坠而下，牺牲了很多人的性命。人

类最后也发明了飞机、火箭、宇宙飞船，
登陆月球，预计2035年左右也将登陆火星。

1904 年，中国一位署名“荒江钓
叟”的作者，在当时四大小说杂志之一的
上海《绣像小说》上面连载《月球殖民地
小说》，成为华文原创科幻小说的开端。
不久之前的1903年12月17日，人类自制
的第一架飞行器──莱特兄弟的动力飞机
完成了人类史上第一次征空纪录。1904
年圣诞节，《小飞侠》首度在伦敦舞台上
演，成了英国家喻户晓、老少咸宜的故
事。科学、科幻与奇幻童话，在希腊神话

《蜡翼人》故事两千年后实现了飞行梦。
《蜡翼人》故事的动人之处在于，点

亮我们心中脱离现实困境的勇气，实现
飞向天空的梦想。戴达勒斯的故事不仅
是科幻的原形，也成为今天西方科技的
象征。一颗被认为目前为止最接近太阳
的小行星1566号就命名为伊卡鲁斯。

（作者系台湾元老级科幻作家，台湾唯
一以科幻获得中山文艺奖的作家。在内地出
版有《冰冻地球》《纳米魔幻兵团》《地球逃
亡》《歌丽美雅》等书，多次获科幻星云奖）

（NA：“无数据”或“未设问”）

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知识与基本观点调查数据
物理和生物学事实知识回答正确百分比。（近些年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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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随想

摇曳烛光

中国科普研究所

特约刊登

理论探索

今天是元宵节。明天，3 月 3 日，全国政协开
幕；再过两天，3月5日，全国人大开幕。“两会”
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济济一堂，共商国
是。科技和科普历来是“两会”的重要主题。前
些年我在全国政协会上，见证了各界委员对科普
工作的满腔热忱和殷切期望。受到极大的鼓舞。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普和科普立法工作。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全国政协通过
的《共同纲领》第43条就明文规定:“努力发展自
然科学，以服务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奖励科
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1954 年 9 月，
全国人大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 《宪法》 总纲第 20
条又一次明文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
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应该说，更旱一些，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
的艰苦战争环境中，党中央就把科普和科普立法
工作列入了议事日程。194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
局批准公布的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明确提出:

“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
欢迎科学人才。”边区政府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

《边区科学事业案》，则规定要“组织科学团体，
开展科学活动”，“出版通俗科学读物，普及科学
知识”。

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成立的科技团体，大
多以科普为己任。如 1938 年成立的延安国防科学
社的宗旨是：“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增进大众
的科学常识。”1940 年成立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
学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
运动，进行自然科学教育，推广自然科学知识，
使自然科学能广泛地深入群众。”1942 年成立的
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的中心任务是：“普
及自然科学知识，推广先进生产技术。”

当时党的领导人也多次强调科学和科普工作
的重要性。1940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陕甘宁边区
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说:“今天开自然科学
研究会成立大会，我是很赞成的，因为自然科学
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
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
研究自然科学。”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
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
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是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陈云同志也提出：“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大大地提
高生产力，可以大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共产
党对于自然科学是重视的，对于自然科学家是尊
重的。”“科学要人众化，要在广大群众中去开展
科学工作。”1941 年 8 月，朱德总司令在研究会第
一届年会中说：“现在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抗战
建国过程中，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还是建国

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有赖于社会科学，也有赖于自然科学。”他指出:
“自然科学，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谁要忽视这个力量，那是极其错
误的。”1941年10月，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科学园地》创刊，德高望
重的革命老前辈徐特立撰文 《祝科学园地的诞生》：“科学!你是国力的灵
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所以，前进的政党必然把握着前进的科
学。”当我们重温这些精辟的论述时，真是深深感到数典切莫忘祖，继往
才能开来啊！

进入新的21世纪，我国的科普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华人
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02年6月29日通过并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
科普事业进入了一个法制化的发展新阶段。《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2006-2010-2020）》由国务院于2006年2月6日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科
普事业进入了一个有计划性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现在，我们满怀豪情跨进了习近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
年5月30日全国“科技三会”上指出：“科技
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
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
置。”由此开辟了科普事业的新局面。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真是感到信心满
怀，前程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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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解放日报》科学园地(1942.1.12）

2018 年 科 学 素 养 调 查 之 国 际 比 较
□ 李大光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2018年科学与
工程学指标》（Science &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8） 按惯例在双年初正式发布。在第七章《公
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态度》中，不仅涵盖了在
近 10 年 （俄罗斯与韩国的数据是 2003 年和 2004
年正式发布） 40多个国家的数据，同时增加了以
色列在2016年的调查数据。这个世界范围的公众
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态度的社会调查数据，从
1979年参与国家采用共同认定的维度和指标，以
及乔恩.D.米勒 （Jon D. Miller） 通过项目反应理
论设计制定的测试题目后，采用社会学调查方法
获得数据并参与国际比较。从国际比较的角度
讲，这个双年度发布的调查数据对于了解本国公
众的科学素养发展状况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

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知识与基本观点调查数据
参见下表。

任何数据一旦进入国际比较数列，就具有了
竞争的意义。任何否认和视而不见都是错误的。
与美国、加拿大和欧盟国家以及以色列相比，我
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显著落后。尤其是在地核很
热、地球板块移动学说、辐射问题、物理基本原
理 （电子与原子、激光） 以及抗生素问题的素养
方面相差都达到半数左右，其中，物理学和生物

学的基本知识方面差距超过半数。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关于地质学方面的知

识，中国公众尚有差距。印度被访者中知道“地
球的中心非常热”的比例高于中国 10 个百分点
（57%：47%）；虽然在地球板块移动学说的知晓度
中国公众高于印度18个百分点 （51%；32%），但
是，在物理学基本知识方面却相差了8个百分点
（30%：22%）；中国公众知道“父亲的基因决定了
孩 子 的 性 别 ” 的 比 例 高 于 印 度 11 个 百 分 点
（49%：38%），而在对抗生素的作用的认识方面，
印度却高于中国公众高达 15 个百分点 （39%：
24%）。与马来西亚相比，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也
并没有占据上风。

韩国的调查设置了所有的调查问题，天文与
地质问题的回答正确率与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
相差不多。关于辐射问题、物理学基本知识问题
均高于中国。其中，“电子比原子小”的回答正确
率竟然高于中国24个百分点 （46%：22%），韩国
有 31%的人知道“激光不是依靠汇聚声波工作
的”，而中国只有19%人的知晓。韩国人中有59%
的人知晓“父亲的基因决定孩子的性别”，高于中
国10个百分点。韩国人对抗生素的作用的认识稍
微高于中国人 （30%：24%），关于进化论的认识

比例与中国接近（64%：68%）。
从38个采用同样的科学素养中“知识与科学

基本观点”的调查问题的国家提供的数据来看，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众在地质学、地球构造
学说、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基本知识相差比较大。
与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并没有
占据明显的优势。

由于采用同一个指标和测试题进行科学知
识的调查，尽管对科学素养的维度和指标的设
计，乃至测试知识都是课本知识，而非科学技
术发展超出成人教育阶段的知识体系；另外，
调查过程中的系统误差值是否存在以及差值比
例，因此，测量获得数据是否能够说明科学素
养 （Scientific Literacy） 值得不断探究。但是，
所获数据至少能够说明主要科学知识水平，这
一点还是得到多数国家学者的认可。因此，其
价值应该得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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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
子
昂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
技馆原馆长、研究员）

蜡 翼 人 与 飞 天 梦蜡 翼 人 与 飞 天 梦
□ 黄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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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神话中的戴达勒斯和伊卡鲁斯父子使用羽毛制
作成翅膀，逃出克里特岛国王囚禁他俩的高塔，这个迷
人的故事已成为今天西方科技的象征。父子名字常见于
太空计划、动漫游戏，甚至科学论文中的代号、科幻中
宇宙飞船的名称。

弗兰肯斯坦的困境
□ 尹传红

这是美国著名科幻收藏家、“超级科幻
迷”阿克曼 （Forrest. J .Ackerman） 个人
收藏的《弗兰肯斯坦》的各个版本及怪人饰
物。1997年7月世界科幻大会召开期间，年
逾八旬的阿克曼先生接受了本文作者的采
访。他说他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使《弗兰肯斯
坦》 的版本藏品突破 300 大关，这样他在

“来世”见到玛丽·雪莱时也好“吹吹牛皮”。

（作者系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食品科
普教育专业委员会
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