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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氢和氦是宇宙中最常见的
元素，二者几乎构成了所有的常规物质。
然而，常规物质只占宇宙的一小部分，大
约5%。宇宙的其余部分都是由看不见的物
质构成的，只能通过间接方法进行探测。

宇宙的一切都始于大约138亿年前的一
次大爆炸，中子、质子、电子、光子和其他
亚原子粒子组成了新生的宇宙。宇宙大爆炸
期间还产生了另一种看不见的事物：暗物
质。科学家认为暗物质通过看不见的引力作
用，将快速移动的星系团聚集在一起。

20世纪70年代，美国天文学家维拉·
鲁宾在研究恒星自转速度时发现了更多暗
物质存在的间接证据，她发现星系外侧的
速度比理论预期的快得多，因此推测可能

存在相当数量的暗物质，使这部分不致因
过大的离心力而脱离星系。

在宇宙组成中，暗能量被认为比常规
物质或暗物质都要丰富得多，暗物质很可
能由一种（或几种）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以
外的新粒子构成，对暗物质和暗能量的研
究是现代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的重要课题。

暗能量假说是对宇宙加速膨胀的解释
中最为流行的一种。暗能量的发现，源于
科学家想知道宇宙是会加速膨胀，还是会
减慢膨胀，甚至向内坍缩。有研究人员断
定，一种未知的力量——被称为暗能量
——正在推动宇宙膨胀，并加速其动量。

事实上，暗能量并不是真正的能量。
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中，能量是指所有具有引

力效应的事物，包括常规物质、反物质、光
和暗物质，相比之下，暗能量并没有引力效
应，其导致宇宙加速膨胀的效应有时被称为

“引力排斥”，使星系彼此远离。
2010 年 ， 科 学 家 发 现 宇 宙 物 质 的

72.8%为暗能量，22.7%为暗物质，4.5%为
常规物质。2013年，普朗克卫星的数据是
暗能量为68.3%，暗物质为26.8%，常规物
质为4.9%。

考虑到暗能量约占宇宙的四分之三，
因此理解暗能量无疑是当今科学家面临的
最大挑战，虽然暗能量在过去的宇宙演化
中没有发挥巨大的作用，但它将在未来发
挥主导作用，因此，宇宙的命运取决于暗
能量的性质。 （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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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苑 视 点

科普时报讯 （记者陈杰） 8 月 22
日，受中国科协科普部委托，由科普时
报社、中国科普网主办的“科普期刊融
合发展交流沙龙”第一期活动成功在京
举办。

近些年来，全国范围内的科普期刊
发行量大幅下滑。当然，发行量下降并
不意味着公众对科普内容的需求降低，
而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科普期刊
必须顺应潮流发展，如何进行转型升级
和融合发展已成为科普杂志必须要解决
的问题。面对这些新的形势和要求，怎
样认识科普期刊的发展现状？科普期刊
融合发展还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亟待
解决？

作为“科普期刊融合发展交流沙
龙”的首期活动，本次沙龙重点就科普
期刊融合发展现状和瓶颈等问题展开研
究和讨论。活动邀请到中共北京市委宣
传部传媒监管处副处长张俊杰、《发现》
杂志副总编辑赵先贵、《北京科技报》总
编辑童庆安、《森林与人类》杂志编辑部
主任韦荣华、北京市报刊发行局新媒体
中心主任程翌、《科普研究》杂志副主编
郑念、《科普创作》 杂志执行编辑姚利
芬、国际科技创新教育联盟副理事长刘
汝军、国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袁
国术等我国科普期刊行业知名专家、管
理机构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科普期
刊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探究”主题进

行研讨。沙龙活动分为主题发言和自由
讨论环节，科技日报社科普传播中心副
主任王飞主持沙龙，科普时报社副社长
冷德熙参会。

整场沙龙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与会
专家为科普期刊行业现状把脉问诊，为
科普期刊融合发展建言献策。与会专家
一致认为，互联网大潮下新媒体对传统
媒体的冲击已势不可逆，但传统媒体也
不是全无优势，传统且精良的采编队伍
以及优质的内容就是其转型升级与融合
发展最大的依仗。在此基础之上，转型
中的传统科普期刊要努力的就是各渠道
的内容分发，而在内容分发上需要特别
注意的是要做好受众的分众化、内容的

精品化和垂直化、运营的专业化。“站在
新的起点上，科普期刊迎来了难得的历
史发展机遇，通过此次研讨，大家对于
科普期刊未来的融合发展有共识，也更
有信心。”

未来，科普时报社和中国科普网将
在中国科协科普部的指导下，继续组织

“科普期刊融合发展交流沙龙”系列交流
活动，为科普期刊行业发展搭建交流和
合作平台，旨在聚集行业中坚力量共同
助力我国科普期刊的高质量发展，为进
一步提升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早日把我
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贡献绵薄之力。

详细报道见本报3版文章《转型破
瓶颈 融合扬优势》

科普时报讯 8 月 24~25 日，第十
一届馆校结合科学教育论坛在黑龙江
省科技馆召开。本论坛期待为科学传
播及科学教育的研究者、实践者、管
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搭建学术交流平
台，为打通科技场馆和学校两大教育
阵地提供有益思路，为促进青少年科
学素质提升作出积极贡献。来自全国
各科技场馆、科研院所、中小学校等
的专家学者、科技教师和场馆教育工
作者等近 120 人参加了本次论坛。中
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挺及黑龙江省科
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臧晓敏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王挺在致辞中指出，中国科普研
究所一直在促进青少年科学素质测评
和培养上进行着积极的探索，力求社
会化科普教育和正规化课堂教育能够
齐头并进，一直将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视为己任，在提高科技储备人才质量
上，我们愿意与各位一同承担起提升
青少年科学素质水平的使命，从研讨
馆校结合科学教育做起，不断深入，
不断实践，为加强青少年科学素质建
设、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水平作出更有
成效的贡献。

在本届论坛上，共有 5 位来自专
业领域的学者对争议性科技传播里的
错位现象、基于场馆的非正式科学学
习、馆校一线情况、馆校结合发展现
状和科学教育工作者对科学本质的理
解进行了深度解读。此次论坛新推出
场馆活动展示环节，来自上海自然博
物馆、重庆科技馆、山西省科学技术
馆、厦门科技馆和黑龙江省科学技术
馆的精英团队对其场馆的特色活动进
行说课展示，获得了与会者的高度重
视，引起了热烈探讨。

在 25 日的 4 个分论坛中，入选论
文作者就其在馆校结合中的理论研究
和实践经验进行了交流，碰撞出思维
的火花。

本届论坛设 6 个分议题，分别是
馆校合作有效性的现状与改进、科技
场馆中科学学习的理论与实践、馆校
结合科学教育活动的设计与开发、馆
校结合科学教育研究方法的探索、科
技场馆课程开发人员的专业发展和学
校教师利用科技场馆课程资源的内容
与方式。本届论坛共收到投稿论文
124 篇，经过专家严格评审，有 70 篇
入选论文集，评选出11篇优秀论文和
2篇最佳论文。

历时两天的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
功，论坛得到了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
会和黑龙江省科学技术馆的大力支
持。作为中国科普研究所的两个学术
品牌活动之一的馆校结合科学教育论坛，为广大科
学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交流分享的平台，引领了科技
场馆的科学教育实践活动发展，促进了青少年科学
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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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专家为科普期刊转型发展建言献策

首期“科普期刊融合发展交流沙龙”成功举办

7月5日至10月7日，“会发光的植物园——小动物奇妙夜”在北京南宫世界地热博览
园五洲植物乐园举行。

本次活动共展出7个品类上百只小昆虫和14个品种40多只夜行动物，游客在参观的
同时，还可以欣赏到小动物表演、荧光舞等。 新华社发 任超/摄

夜探神奇动物夜探神奇动物

中国人四大发明的发明权，虽然
遇到一点点挑战，但基本上还是稳固
的。对这4个伟大发明，我们仍然可以
认为是中国人的骄傲。

但是，在北京的中国科技馆新
馆，现在陈列的四大发明不再是我们
教科书上的那 4 个了，而是变成了丝
绸、青铜、陶瓷、造纸印刷。为什么
变成这 4 个了呢？主要原因可能是：
一、要让这些发明的科技含量更高；
二、让它的范围变大。这也许主要是
着眼于防止别人来争夺我们的发明权。

比如丝绸，就很复杂，涉及到养
蚕、种桑、纺织、印染等等，将这一
大批工艺技术都归在“丝绸”名下，
当然范围就广了，科技含量就高了，
不容易被人争夺。青铜也是一样，涉
及一系列冶金工艺，非常复杂。陶瓷
在烧制的过程中，里面有很多化学和
艺术方面的学问，也足够复杂。而将
造纸和印刷合并，既把“灞桥纸”这
类争议放到了一边，再加上笼统的

“印刷”，它既可以是活字印刷，也可
以是雕版印刷，这样也能够确保中国
的发明优先权。所以这“新四大发
明”不太容易被别人争夺。

其实，我们也可以考虑更多的
“新四大发明”。如果我们考虑这样三

个原则：一、对中国的文明，或者对
中国人的生活，有过广泛影响的；
二、尽量保证中国人的发明优先权；
三、应该有足够的科学技术含量 （伟
大的发明要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其实
司南这样的东西只是天然磁石，科技
含量就有点低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有
一系列“新四大发明”，以前我曾提出
过两组。

先看“新四大发明 A 组”：丝绸、
中医药、雕版印刷、十进制计数。丝
绸之所以入选，是因为这是古代中国
人非常具有特征性的东西。中医中药

现在一直遭到一些人的打压，有的人
甚至说中医是伪科学。实际上我们必
须看到，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健康
就是靠中医中药来呵护的，应该承认
中医对中国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况且
它直到今天仍然有活力，这比司南之
类早已没用的东西强多了。考虑到韩
国人在金属活字印刷上已经占先，我
们不如只提雕版印刷，这样可以确保
中国的发明优先权。十进制计数从数
学上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而中国人
从一开始就采用这个计数法。

再看“新四大发明 B 组”：陶瓷、

珠算、纸币、阴阳合历。陶瓷入选的
理由类似 A 组中的丝绸。虽然今天有
了计算机，珠算基本上没有什么优越
性了。但在计算机普及之前，珠算是
非常有商业潜力的。中国人在宋代就
发明了纸币（交子），这说明中国人很
有商业头脑。

实际上这是中国人一个非常可以
骄傲的发明，但是以前我们一直很少
去讲。这可能和我们的某些观念有
关，我们老是觉得钱这个东西是不好
的，好像中国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
纸币并不光彩似的。阴阳合历 （农
历） 一直到今天还在我们的生活中使
用。我们中国的农历和西方的历法完
全不一样，现在用的公历是一种阳
历，完全不考虑月相。中国古代的农
历是一种阴阳合历，这在世界上是非
常少见的。其他民族的历法，大部分
要么用阴历，要么用阳历，要么根据
月相，不考虑太阳运动；要么只考虑
太阳运动，不考虑月相。中国古代的
阴阳合历将这两者都兼顾起来，而且
又能做到相当高的精度。

当然，这“新四大发明”A 组 B
组，我认为既不必写进教科书，也不
必要求博物馆如法陈列。这只是一个
知识游戏，我们可以通过评选“新四
大发明”来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科
技成就的认识，在游戏过程中我们也
可以进一步讨论当选伟大发明的标准。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

最近，有关四大发明的话题引发了热议，著名学者江晓原2011年撰著的《关于四大发明的争议和思考》
一文被广泛引述。本报征得江晓原教授同意，特摘选其中的结语部分刊出，供读者参阅。

重 新 思 考 四 大 发 明
□□ 江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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