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时在旅途中读到一篇长长的报
道 ， 题 为 《泥 土 检 出 19 年 前 女 尸
DNA，河南亿万富翁被释后再度归
案》。这当中的人情世故错综复杂，案
子也可谓扑朔迷离，只因一个关键证据
的出现，令案件迎来转机。读着读着，
又回味起将近两年前，在为《证据去哪
儿了：法医解剖刀下的真相》一书作序
时想到的一个问题：破案与科学探索，
有共通之处么?

2000 年冬，在离开伦敦的前一天，
我曾与一位“福尔摩斯迷”结伴，慕名
走访了据说是福尔摩斯工作、生活过的
地方———贝克大街。那个“故居”，
瞧着还真像那么回事呢。两年后，从新
闻中读到，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做出了一
个匪夷所思的决定：授予福尔摩斯为该
学会特别荣誉会员，以表彰他将化学知
识应用于侦探工作的业绩。在贝克大街
的福尔摩斯雕像前，该学会还郑重其事
地举行授予仪式，引发了人们特别的关
注。

这无疑是柯南·道尔 （1859-1930）
的 《福尔摩斯探案集》 问世 100 多年
来，一股福尔摩斯热在新时代的延续。

的确，福尔摩斯留给世人的印迹太

深了。是作家笔下精致的描述和“真
实”的幻境，成就了一位杰出且广受欢
迎和喜爱的虚构人物。

“在探案过程中，我是最后、最高
的上诉法庭。”在《四签名》中，这个
总是料事如神、多少也有点儿自恋的大
侦探这样夸耀。在他看来，探案应当是
一门严谨的科学，而人们也应当以同样
冷静和非情感的方式来对待探案。在

《赖盖特之谜》中，他开导他的助手华
生说：“侦探艺术中最重要的是，能够
从一些事实中分辨出哪些是偶然的因
素，哪些是重要的因素。”在《绿玉皇
冠案》中，他提出：“当你已经排除了
一切不可能之后，其余的情况无论多么
的不可能，却必定是真的。”

福尔摩斯也非常注重细节，善于
利用经由悉心观察所发现的痕迹，进
行逻辑推理。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
如果毫不费劲就能发现所有的细节都
相当吻合，他会感到困惑乃至不悦。
相反，被遗漏的细节往往能够激发他
敏 感 的 天 性 。 比 如 ， 在 《白 额 马》
中，警长格雷戈里问：“你还要我注意
其他什么问题吗？”福尔摩斯答：“应
该注意那天夜里狗的奇怪反应。”格雷
戈里说：“那天晚上，狗没有什么反应
啊。”福尔摩斯道：“这正是奇怪的情
况呀。”（而这个情况恰恰为破案提供
了重要的线索，因为狗非常熟悉谋杀

者，所以见到他并没有狂吠。）
柯南·道尔承认，福尔摩斯的原型

来自于他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
时的一位老师——约瑟夫·贝尔。贝尔
借助其敏锐的观察总能迅速地鉴别出疾
病并能猜出病人的既往生活史，常常令
他的病人和学生感到非常惊讶。由此可
见，《福尔摩斯探案集》 中的案件和

“想象”，是有一定的生活与科学基础
的。

晚年的柯南·道尔到埃及旅行时，
惊讶地发现开罗警方居然把福尔摩斯的
冒险故事当作侦探教材使用。长期以
来，欧美一些警察学校也常常选用福尔

摩斯的破案事例，让学生学习，并作为
考题。看起来这些也都不足为奇。

甚至，有人还把并不真实存在的福
尔摩斯视为“刑侦科学的先驱”，因为
在破案过程中他不仅运用了逻辑推理，
而且还应用了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他
是以推理战胜武断和直觉，以证据排除
谎言和伪证。据说，法国犯罪学家、法
医 科 学 的 先 驱 艾 德 蒙 德·洛 卡 尔
（1877-1966）就是根据福尔摩斯故事中
所提倡的方法——对显微证据的检查，
建立了司法证据科学。洛卡尔的那句名
言——“任何接触都会留下痕迹”，适
用于司法证据科学的所有领域。 （上）

2018 年 11 月 1 日，在中国科学院建
院69周年之际，由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
局主办、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承办的“中
国科学院的故事——2018 首届中国科学
院科学节‘中科院的担当’主题讲座”
在中科院学术会堂报告厅举行。

郭传杰、王渝生、葛能全、孙烈四位
专家，分别进行了主题讲座，与公众分享
中科院的光荣历史、奋发精神和创新成
就，共同回顾新中国科技事业艰苦卓绝的
发展历程，缅怀先辈、汲取智慧、传承使
命、勇于担当，以此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
文化，鞭策当代科学工作者和广大青少年
奋勇向前，攀登科学高峰。

这是中科院在今年首次推出“科学
节”中的一场科普活动。

我们知道，2018年5月19-26日由科
技部主办的全国科技周，主题为“科技
创新，强国富民”，搭建军民科技融合成
就展、科技创新成果展、科技支撑高质
量发展成果展、科技支撑美好生活体
验、全国优秀科普展品作品展、户外航
空航天航海科普体验等展区，通过生长
动画、互动投影、手绘漫画、实物模
型、互动体验、娱乐游戏等多种形式的
项目，让公众近距离感受到了军民科技
融合和科技创新成果带来的震撼力量，
了解到了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
成果，体验到了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和
精彩纷呈的互动展品，增强了公众对科
学进步和科技创新的体验感、获得感。

2018年9月15-21日由中国科协主办
的全国科普日，主题为：“创新引领时
代，智慧点亮生活”，其中最大的亮点是
17-19日“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
首次在北京举行，会议定位为“消除全
球科学素质鸿沟，促进人类可持续发
展”的目标上，多个相关国际组织、政
府机构、科技类非政府组织以及科技传

播行业组织、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
商业界人士共同参与大会，一道来促进
公众科学素质的提升，缩小知识鸿沟，
共享科技文明的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求
取人类社会价值的最大公约数，携手共
建和谐繁荣的世界。

而这次，2018年10月27日到11月4日
历时9天的中科院科学节，以“创新引领发
展，科技拥抱生活”为主题，有“科学与艺
术”高峰论坛、科普经典名著解读等高端科
学论坛，有“科学公开课”等网上直播，有

“五谷杂粮”植物画专题展、国家天文和国
家地理的精美科学图片展、中科院科技专题
集邮展览、中科院“率先行动”成果展、儿
童科学绘画展等大型科学展览，有全国科学
实验展演汇演活动、第一届ACME未来科
技创新创意挑战赛等全国性重大活动，还有
人工模拟降雨实验展示、科普剧目展演、

“国家动物博物馆奇妙夜”、“古脊椎动物博
物馆奇妙夜”等体验性科普节目。本次科学
节活动中，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北京基因组
研究所、心理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将同时举办
研究所开放日活动，社会公众走进科研机
构，探索科学奥秘。

中科院科学传播局局长周德进指
出，中科院作为全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
机构、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发展
中心、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
机构，不仅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国家队，
也是科学传播的国家队。中科院面向社
会公众展示全院的科学历史、科学精神

和科学创新能力，履行中科院作为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的责任与使命，从而为提
升全民科学素养、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
力、促进全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近年来，中科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关于“科技
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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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示精神，制定了“高
端科研资源科普化”计划和“‘科学与
中国’科学教育”计划，切实承担科学
家的社会责任和科学文化传播使命。在
此背景下，中科院“科学节”应运而生。

于是，从今年开始，我们每年都有了
三个盛大的科技节日，那就是红五月的

“科技周”、金秋时节九月的“科普日”和
十一月的“科学节”，分别由科技部、中国
科协和中科院主办，我国科技事业的专门
行政机关、科技创新的国家队和科学普及
的主要社会力量，三驾马车助力科技创新
和科学普及“两
翼”齐飞，早日实
现建设世界科技强
国的宏伟目标。

1901 年 至 2018 年 ， 诺 贝 尔 物 理
学奖颁发了 112 个，仅有三位女性获
得 了 物 理 学 奖 ： 1903 年 的 玛 丽·居
里，1963 年的玛丽亚·戈培尔-梅耶
和 2018 年 的 唐 娜·斯 特 里 克 兰
（Donna Strickland， 1959 年 生 于 加 拿
大圭尔夫）。唐娜·斯特里克兰是激
光领域的先驱。1989 年在罗切斯特
大 学 获 得 物 理 学 （光 学） 博 士 学
位，她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做的
工作获得了奖项。

2018 年 10 月 2 日，斯特里克兰因
与她的博士生导师杰哈·莫洛合作研
究产生高密度超短光学脉冲的方法
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她是滑铁
卢大学的副教授，在那里她领导了
一个超快激光小组，开发用于非线
性光学研究的高强度激光系统。她
获 得 了 很 多 奖 项 ： 1998 Alfred P.
Sloan 研究基金；1999 年度卓越研究
奖 ； 2000 年 科 特 勒 尔 学 者 奖 ； 2008
年美国光学学会会员及 2018 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

女性科学家在科学领域受到性别
歧 视 是 普 遍 的 。 在 多 伦 多 举 办 的
2018 年 《财富》 全球论坛上，斯特
里克兰说女性在科学研究的参与中
并不满意。在获得诺贝尔奖的 844 人
中，女性不到 50 人。几乎就在加拿
大物理学家唐娜·斯特里克兰成为历
史上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女 性 时 ， 互 联 网 上 就 再 次 显 示 了

“ 性 别 歧 视 ” 的 现 象 。《大 西 洋 月
刊》 率先爆料，在她获奖时，斯特
里克兰德教授在维基百科上没有条
目。

更糟糕的是，一篇关于她的文章
在 3 月份被提交到维基百科，并在 5
月份因为缺乏知名度而被拒绝。维
基百科显然认为唐娜·斯特里克兰不
够重要，不值得发表一篇文章。不可
避免的是，两天后，《卫报》 连篇累
牍地指责“科学领域的女性边缘化和
维基百科的性别偏见”。其他主流媒
体也开始关注这一主题。从 《爱尔兰
时报》 到 《南华早报》，很多人都发
表看法，批评这个最新由男性主导的
组织无视女性的成就。维基百科自己
也承认，大约 90%的志愿者编辑都是
男性，尽管维基百科努力招募更多的
女性。

维基百科发现，唐娜·斯特里克兰
在获得诺贝尔奖前并不引人注目，这
究竟是谁的错呢？因为任何人必须出
现在新闻中，才能获得维基百科的页
面。对于主流媒体来说，指责维基百
科的性别歧视有点过分，主流媒体也
是直到最近才意识到唐娜·斯特里克兰
的存在。

事实上，对Factiva新闻数据库的搜索显示，在上周
之前，唐娜·斯特里克兰只被提及9次，除了她的婚礼公
告和几篇关于她教堂工作的文章，每次都与她的学术生
涯有关：第一，1995年9月在 《华盛顿邮报》 上，提及
她担任诺贝尔奖得主杰拉德·穆卢的前研究生；第二，
在1999年10月滑铁卢大学的新闻发布会上，她作为3名
教授之一获得了一笔研究经费；第三，在2002年2月的
Kitchener-Waterloo项目中担任教师；第四，在2008年1
月的美国光学协会新闻发布会上，作为该协会54名科学
家之一的研究员；第五，2010年5月，她与导师杰哈·莫
洛一起参加了《激光世界》的比赛活动；第六，2010年
9月的《美国科学家》中，提及她为1985年杰哈·莫洛的
研究生；第七，在 2010 年 11 月的圭尔夫水星和滑铁卢
地区记录中，她告诉高中学生做一个书呆子没什么错；
第八，2011年10月在《商业通讯》上，作为4名讨论女
性和少数族裔科学的小组成员之一；第九，2014年7月

《电子周刊》 上，作为数十篇学术论文的作者之一在专
利申请中被提及。

据Factiva信息，在上周之前，主流媒体中没有人就
她的研究对其进行采访，甚至无人写过关于她进行任何
研究的报道。但是，不久前，《大西洋月刊》《卫报》等
其他十多家出版物中的科学记者都可以采访到斯特里克
兰教授。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
员，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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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随想

摇曳烛光

余生趣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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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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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是科学
素质与进取精神在文化上的投影，是人
类用极致想象力描绘未来社会发展的能
力。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
发展，以及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渐提升，中
国科幻产业发展呈现崛起之势。2018年，
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科幻
诞生200周年，在这全新的历史交汇期，
中国科幻正用它具有东方文明深厚文化底
蕴、馥郁中华民族文化独特气息的特性，
吹响新时代下华语科幻扬帆起航的号角，
开启全新华彩篇章，走出国门，走进世界
舞台，走向黄金时代。

科幻面向未来，不仅是一个民族科学
精神与想象力的标志，更能引领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1818

年，《弗兰肯斯坦》问世，开启了世界科
幻小说的元年。近年来，《三体》《荒潮》
等富有东方文化底蕴的科幻作品，相继在
多个国家出版，打开了西方世界的大门，
东方科幻正逐步被世界所认可。此外，

《流浪地球》《疯狂外星人》等越来越多的
科幻影视作品即将上映，“东方科幻谷”

“冷湖火星小镇”等越来越多的科幻主题
公园相继启动，都为我国科幻产业开拓了
发展空间，为科幻产业走向繁荣奠定了文
化基础。

科幻预言科学发展与科技进步，科
学促进科幻创作。“地球是人类的摇篮，
但人类不可能永远被束缚在摇篮里”这
是“航天之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
基的名言。我们也许还无法做到去人类
从未到达的地方探索，但至少可以在想

象中得以实现。从儒勒· 凡尔纳到阿
瑟· 克拉克、阿西莫夫、海因莱因，一
代代科幻巨匠极力为我们描绘未来社会
可能的状态，科学有时也会发现比任何
科幻都离奇的新事物。昨日的科幻，很
多已在今日实现。今日的科幻，可能成
为明日的现实。

作为中央新闻宣传主力军，国家重点
新闻网站，互联网文化上市企业，长期以
来，新华网坚持推动传媒与科技、文化的
融合，以想象力为根基的科幻产业是我们
重点深耕的垂直领域之一。自2016年起，
新华网与时光幻象、壹天文化共同打造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这一奖项，其影
响力、公信力不断提升，我们有信心将其
打造成为与美国星云奖、日本星云奖比肩
的科幻权威奖项。在星云奖的推动下，

《银河之心》《天年》等一批优秀作品脱颖
而出，率先实现了产业化转化。同时，连
续三年举办“科幻高峰论坛”，每年汇聚
各方精英共同探讨华语科幻发展，为科幻
产业及从业者鼓与呼，已成为一年一度科
幻界的盛事。

新时代，中国人期待更多优秀的本土
科幻作品，中国科幻人有能力打造一个更
加繁荣的科幻产业圈。新华网将继续发挥
好“中国最具影响力网络媒体”和“最具
全球影响力中文网站”的平台和渠道优
势，助推中国科幻走上国际舞台，为科幻
事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新华网总裁助理。这是作者
11月3日在第九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颁
奖典礼上的致辞。本报有删节，标题系编
者所加）

中 国 科 幻 开 启 全 新 华 彩 篇 章
□ 姚予疆

科 普 应 该 与 产 学 研 结 合 起 来科 普 应 该 与 产 学 研 结 合 起 来

三 驾 马 车 助 力 “ 两 翼 ” 齐 飞
□□ 王渝生

（上接第一版）
“我曾到日本和西方一些国家

考察，发现很多公司都有自己的科
技馆，令人吃惊！国外的公司既担
负着制作物质的科技产品的责任，
同时又有围绕着本企业所做的内容
及相关科学文化，面向社会宣传和
普及。比如日本的丰田科技馆、三
菱科技馆、松下科技馆，甚至包括

小饭店，都会将食品的操作方式展
示给大家。”徐善衍说，虽然其他
国家没有 《科普法》，但是从相关
政策的制定到全社会实施的科普工
作，有很多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
鉴。

激发出思考才是成功的教育
“我国的教学，包括科学传播

都是自上而下的告诉大家是什么？

而激发不了公众的思考。这恐怕是
一个很大的问题。”谈到中西方教
育差异时，徐善衍举例说，中国老
师讲完课后通常会问：孩子们，听
明白了吗？学生回答：听明白了。
老师再问：还有问题吗？没有问
题，下课。美国老师认为，讲完课
以后，孩子们产生不了问题，就是
失败的教学。最好的教学，是一定
能激发公众、激发孩子们不断地思
考，能够提出更多的问题，这才是
成功的教育。

大自然和社会对科学来讲是不
分学科的，它是科学、人文、艺术
等等方面的一个综合。

有人认为，世界的小学教育，
在科学教育方面做得最好的是芬
兰。芬兰对小学生的教学方法叫现
象教学法。从社会现象、生活现象
中引出科学，又回到社会之中。这
样学知识，总体上看就回到了科学

的本质特征。
个体科学教育、科普工作要始

终抓住科学的本质特征，既源于实
践，又探索发现，实现对各类社会
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性认识的知识体
系，最后还要服务于社会实践。恐
怕认识到了这个本质上的意义，才
能在教育和科普上运用自如。

科普工作的四个方面
社会上各有分工。科学家为国

家的科技创新发展作贡献是他们的
本职，是第一位的。因此，要保障
条件，创造各种各样的环境，使科
技工作者为推动国家的科技创新发
展上作贡献。

著名科学家杨振宁指出，科学
家、科技工作者有责任把自己的科
学发现和科技创新，变成通俗易懂
的文章，或者以科普报告等形式，
向公众进行浅显易懂的解释。

那么，社会上科普工作的主体

是谁呢？徐善衍自问自答：是大
众。举个例子，宁波一个社区里，
有医生、教师、厨师等。公众需要
什么，就从社区里请来有专长的
人，向公众普及相关的专业知识，
完全能够承担起本区域的科普工作。

徐善衍把科普工作概括为四个
方面：第一，民生科普：即科普一
定要支撑生产，创造出好的产品，
使人们过上幸福的健康的有尊严的
生活。

第二，民智科普：要提高公民
的素质，拥有学习、探索科学和应
用科学的智慧，掌握科学知识，思
想方法。

第三，民享科普：使广大民众
享受科学带来的福祉。

第四，民为科普：公众将来成
为科学发展的主人，在整个国家的
科技进步中有发言权，有所作为，
从被动变成主动。

把科普与产学研结合起来
令徐善衍颇感遗憾的是，目前

从各个科学传播平台所反映出来的
科普，还没有全面体现科普的内
涵。他觉得，科普工作应该跟产
业、科学研究、学校教育和大众教
育结合起来。新形势下如何将科普
与产学研结合起来，应成为我们国
家新时期科技发展的一个整体的战
略思考。

最后，徐善衍还对刚满一岁的
《科普时报》提出了宝贵意见：《科
普时报》给大众打开了一个崭新的
窗口，很重要，应该办好、办下
去。只是目前还停留在科学知识、
人物、历史及政策等层面的传播，
建议《科普时报》应全面反映我国
现代科普工作的意义与价值，对新
时代的科普工作要有一个全面的引
领作用。希望 《科普时报》能够发
挥更好、更大的作用。

电影中的福尔摩斯在勘察现场柯南·道尔

破 案 与破 案 与 科 学 探 索科 学 探 索
□□ 尹传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