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普阅读是科普出版业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更是构建科学文化、提升全民
科学素质的有效路径。科普期刊是科学传
播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拥有广泛受众，并
以此为阵地向读者推介科普图书，能极大
地增加公众接触科普图书的可能性。科普
期刊定期连续出版，具有时效性，亦有助

于读者在面对茫茫书海和信息“爆炸”时
在有限时间里把握优质科普图书、开展科
普阅读，获取科技知识信息。科普期刊设
置科普图书推荐相关栏目，是最常见、最
经济可行的科普阅读推广方式之一。全球
科普杂志的标杆——《科学美国人》（Sci-
entific American） 为我们提供了范例。

迭代更新万变不离其宗

《科学美国人》 于1845 年创刊第1期起
就设立“近期有价值的出版物”栏目。在
长达175年的发展过程中，荐书栏目偶有中
断，却延续至今。栏目虽经历过“图书”

“新出优秀作品”“新书与出版物”“新书”
“编辑精选书”“我们的图书角”“图书评
论”“综述与评论”“图书推荐”等演变，但
始终定位于向公众推荐有价值的科普读物。
栏目犹如一位热诚的图书向导，向读者介绍
新书书名、作者、出版社、价格、内容概要
等，提供阅读与购书参考。而对图书进行梳
理剖析的书评，可引领读者理性阅读、深度
思考，洞悉书里乾坤，发掘科学意蕴。

所荐图书有知有趣有料有用

栏目所推图书，涉及几乎所有的科技

领域乃至与国计民生相关的社会科学分
支。从天文到地理，从医学到心理学，从
生物进化到科学历史哲学等，《科学美国
人》 似乎能为任何领域的人们找到他们感
兴趣的书籍，给人惊喜。

拿 2019 年推荐的图书来说，不同领域
有知有趣有料有用的科普书尽在其中。有的
侧重为读者提供新知和新视角，有的倾向于
揭秘与“爆料”事实真相，有的重在提供实
用指南，有的擅长讲述扣人心弦的故事。如

《发炎的心智：治疗抑郁症的全新进路》，精
神病学家告诉我们抑郁症的另类成因；《地
下世界：深度旅程》，自然作家探索地下世
界，提供观察人类对地球影响的新视角；

《伟大的伪装者：秘密行动改变了我们对疯
狂的理解》，挖掘引起轩然大波的著名实验
（大卫·罗森汉的真假精神病人实验） 的事
实；《生与死的本质：每个人都会留下痕
迹》，法医生态学家从花粉颗粒入手揭秘犯
罪现场，破获犯罪案例；《大数据育儿》，经
济学家奥斯特提供数据驱动的育儿建议；

《科学与工程摄影》，是实用的摄影指南；
《红色地带危机：最致命埃博拉病毒暴发》
讲述了病毒传播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完美
的掠食者：科学家为拯救丈夫与致命细菌展

开竞赛》，记录了一对夫妻进行的以命相拼
的治疗实验……总之，栏目所推书充满吸引
力，既展现科学知识，又体现科学家科研过
程中的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吸
引读者阅读，去感受科学的魅力和科学家的
风采与精神。

栏目团队专业而强大

荐书栏目往往由专门的书籍编辑、特
约编辑或高级编辑主持。编辑亦有自己深
耕的科学领域，如凯特·王主要报道古生物
学、考古学和生命科学，李·比林斯聚焦空
间物理学。编辑独立创作的书评、推介文
字在栏目中占了较大比重，评论独特、涉
及面广。编辑也常邀请一线科学工作者、
科学作家等为栏目撰文，这些作者几乎都
在某一领域已颇有建树。具备专业性和高
科学素养的编辑和作者，保证了栏目内容
的科学性和思想性，使所评图书或所推书
目具有权威性。

版式简约而不简单

就 1977 年 至 今 500 多 期 杂 志 而 言 ，
2007 年 6 月前的荐书栏目文章篇幅较长、
占多个版面，之后以简介为主；2013 年 7

月起转变为整栏一个版面，主推书一部、
次推书三部，每部书用一两百字介绍，主
推书配大幅彩图。这种格局成为主流延续
至今。我们看到，栏目呈现了一个篇幅由
长到短、内容由繁到简的趋势，长篇书评
消失，简短推介文字流行；版面整洁优
美、赏心悦目，由开始文字居多到现今图
文并茂，图片色彩鲜明、富有视觉冲击
力，和文字信息相协调。图文安排合理有
序，层次分明，简约而不简单。

篇幅缩小、版式简约化或许会导致
阅读深度较先前有所降低，但更符合现
代读者“快阅读”的现实需要，减少视
觉疲劳和阅读倦怠，便于读者一目了然
迅速获取图书信息，达到为科普阅读导
航的目的。

《科学美国人》的荐书栏目经过一百多
年的打磨，成为众多栏目中一块熠熠生辉的
珍宝，其科普阅读推广实践值得我们借鉴。
以科普期刊为阵地向公众推介优秀科普图
书，为公众科普阅读导航，助公众开启科普
阅读之旅，是促进科学传播、提高公民科学
文化素养，打造书香中国的有力之举。

（作者系文学博士，中国科普研究所博
士后）

《科学美国人》 荐书栏目为何长盛不衰
□□ 黄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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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离不开科研人员的参与，他们是
“源头活水”和“第一发球员”，而离开了
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生产出来的科
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科学理
性、科学精神等等，科普就有可能变成

“无米之炊”“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既然科研人员在科普之中有如此关键

的作用，那么在此基础上浮现出来的一个
问题便是，科研人员也需要科普吗？

应该说，答案是肯定的。
不过这个问题可能包含两层意思，所

以它的答案也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来说，有文献显示，科研人员也

主要是通过媒体或者说媒介获取本领域之
外的科学信息，这些信息实际上也是一种
科普形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本领域之
内的一些信息也是通过大众媒介得以在同
行之间传播扩散的，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
就在于学科的细分，某一个学科会有若干
子领域，而各子领域之间的交流并不像我
们所认为的那么频繁或者说便捷。就此来
说，科普起到了把各子领域衔接起来的桥

梁作用。因而科研人员在这个层面上来说
也需要科普，而且他们也并不会刻意回避
和拒绝这种科普。

其次，如果科研人员意欲将本领域的
科学内容通过各种媒介渠道传播扩散给更
广大的公众，那么他们就需要掌握一定的
能力和技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绝大多
数科研人员并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和技
巧，所以他们也需要科普。当然这里说的
科普应该是针对科普的科普，通俗地解释
就是，有志于从事科普的科研人员需要了

解和掌握如何做好科普的培训 （笔者把这
简称为对科普的科普）。

比如，在科研人员与媒体关系的层面
上，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情况是，科研人员
抱怨媒体缺乏科学素养，对他们的陈述做
了断章取义式的或者脱离情境式的引用，
以及会出现夸大其词的状况等；而在媒体
一方，他们也会认为科研人员不知道如何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陈述自己的研究成果
等等。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有多种原因，
不过至少有一种原因是科研人员并未掌握
做好科普的技巧，这也为科普培训提供了
一定的充分性和必要性。

不过，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科研
人员与媒体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
那样紧张，原因在于科研人员渐渐地学
会了如何更有效地与媒体进行沟通，也
就是说，掌握了与媒体沟通交流技巧的
科研人员，能够更积极地参与到通过媒
体进行的科普之中，并且乐于参与这种
形式的科普。

为了更好地了解从事科普的科研人员
如何看待科普培训，两位来自美国的学者
于2011年在《公众理解科学》期刊中发表
了一篇研究论文，作者通过调查问卷的形
式分别考察了科研人员接受科普培训的数
量，培训给科学共同体带来的益处，科普
从业者对科学新闻现状的看法，缺失模型

在科学共同体内是否盛行，以及培训与其
他情景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有意义的关
系等。

研究人员通过专业学术期刊检索了
964名专家的相关信息，并确认了595名受
访者，最终有320名受访者参与了调查。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研究人员发
现，受访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如何做
好科普的培训，培训的类型丰富多元，培
训以基本的传播学理论和模型为主。实验
室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都认为培训给他
们带来了益处，这也说明科普不仅在宏观
层面上有利于民族国家和全人类，在中观
层面上有利于科学共同体和科学本身，而
且在微观层面上也有利于科学和科学家本
身。实际上，我们既往几年做的一些调查
也发现，绝大多数受访的科研人员也表达
出了对科普培训较高的意愿。

就培训本身来说，它旨在向科研人员
传授如何开展科普的方法论，以便他们能
更好地开展科普。因为科普并不是直觉式
的，也不是一种猜谜游戏，它需要有一定
的理论和方法论，而这种理论和方法论则
是支持科研人员从事科普的基础，也正因
如此，科研人员才需要被科普，也就是被
传授如何做好科普技能的科普。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疫 情 后 ， 北 戴 河 游
人又多了起来，除了国
际航班限制因素，往年
多见的金发碧眼俄罗斯
游人少了，但来自全国
各地的游客仍然热衷来
此享受海滨的馈赠，重
新掀起海滩的喧哗。嘈
杂人声和大海涛声的合
奏，在海滨不绝于耳。

8 月立秋前，处于三
伏天的北戴河早晚清凉，
但午间仍然燥热。到此度
假的男女老少，身穿泳
衣，佩戴泳镜，纷纷走下
海滩，会游泳者，游入深
海，惬意地蛙泳或侧泳；
不会游的，戴着游泳圈，
在浅海处扑腾，以取清
凉。

秦 皇 岛 北 戴 河 的 皇
威帝气，与中国历代帝
王 在 此 留 下 足 迹 有 关 ，
更是因为毛泽东的一首

《浪淘沙·北戴河》，让秦
皇 岛 北 戴 河 名 闻 天 下 。
作为我国首批改革开放
沿 海 城 市 之 一 的 秦 皇
岛 ， 一 手 牵 着 北 戴 河 ，
一手牵着山海关，在中
国的地位独特。几十年
来，笔者受益于单位的
休假制度，曾多次来到
秦皇岛的北戴河，多次
在海上纵泳。只是新冠
疫情后来到这里，在清
凉的海水里，多了些思
考。

仰 望 被 海 风 刮 洗 过
的蓝色天空，我居然想
到，人类学鱼、蛙那样
地游泳，学猴子那样地
攀岩，不是试图寻回人
类进化过程中失去的本
能吗？

水 是 生 命 之 源 。 据
科学家推断，地球上的
水 源 是 地 球 形 成 之 初 ，
由宇宙中的陨石携带而
来。当水源与岩石长期
相拥，滋生了有活力的
菌，逐渐演变，才拥有
今天地球上的一切，包
括生命和万物。人是怎
么来的？科学家的研究
表明，其间经历了从鱼
到人的进化过程。

科学家相信，很久很久以前，第一
条神奇的鱼登上了陆地，长出脚，开始
走路。这是生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因为那条鱼正是我们人类的祖先。
这就是说，当时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生物
只能呆在水中。这是鱼的时代，其中的
一条鱼——最早长出脚的鱼的化石，引
起科学家对人类起源探寻的兴趣。科学
家们还试图找到第二种彰显人类起源的
化石。但最早长出脚的鱼的化石，足以
说明，人类早前是一条鱼，准确一点，
从鱼进化而来。

第一条长出脚的鱼上岸后，逐渐进
化成爬行动物，最终产生了爬行功能非
常了不起的类人猿，从猿进化到人。但
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却逐渐弱化
或丢掉了游水和攀爬的本能。当现代快
节奏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有损健康时，人
们想起老祖宗游和爬的功能可学可仿可
研究，于是学鱼、蛙游泳功能，学猿猴
的攀爬功能。因为游泳或攀爬是比较消
耗体力的一个活动，对人类身心健康是
非常有益的锻炼，长期的游泳或攀爬可
以增强肺活量，使自己保持很好的体
能。特别是人类经历过新冠肺炎疫情，
更懂得了锻炼身心的重要。

还有，科学家吸收鱼、蛙的游水潜
水功能和动作，制造了蛙服、潜水艇等
民用或军用产品，不也是找回了人类进
化前的特有功能的影子吗？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人民日报
高级记者，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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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研 人 员 也 需 要 科 普 吗
□□ 王大鹏

（科普时报讯）为在全社会广泛普及
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
想，倡导科学方法，发掘培养优秀的科普
创作者，“和院士一起做科普”2020年科
普创客大赛已于8月4日正式启动。

“和院士一起做科普”2020 年科普
创客大赛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指导，北京市
科学技术协会信息中心、中国科普作
家协会、北京植物园联合主办，蝌蚪
五线谱网站和北京科学技术普及创作
协 会 共 同 承 办 ， 的 大 型 公 益 科 普 活
动。“和院士一起做科普”2020 年科普
创客大赛将开启“科学·逐梦”年度主
题 征 集 ； 同 时 ， 今 年 增 设 “ 垃 圾 分
类”和“我的自然笔记”两个品牌主
题 征 集 。 征 集 作 品 类 型 包 括 科 普 文
章 、 科 普 视 频 、 科 普 平 面 设 计 等 类
型，一等奖获得者可获得 1 万元的创
作基金奖励，同时“十佳科普创客”

“年度科普创客 50 强”“科普人气王”
等 将 获 得 由 主 办 单 位 颁 发 的 荣 誉 证
书。诚邀所有有志于科普创作的大小
创客，用最擅长的方式，书写、绘画
或拍摄出属于自己的科普佳作。

大赛专题已于 8 月 4 日上线，预计
10 月底完成初赛征集，11 月下旬选拔
200 名参赛选手 （含团体） 参加“和院
士一起做科普”集训营 （根据大赛征集
实际作品情况入选，数量可能会有调
整）。欢迎有志于科学传播的朋友们共
同参与、共同成长。大赛投稿邮箱：
maker@kedo.gov.cn，投稿细则请查阅大
赛 官 方 专 题 ： http://story.kedo.gov.cn/
story/ckds/2020n/。

本届大赛与腾讯看点、新浪新闻、
我爱竞赛网合作。大赛专题页面将在蝌
蚪五线谱、腾讯看点、新浪新闻、我爱
竞赛网发布，全程报道大赛活动进程，
直播系列线下活动、科普创客集训实
况，以及颁奖典礼盛况。大赛获奖作品
还将在蝌蚪五线谱、新浪新闻等进行展
示。

本 届 大 赛 由 首 都 之 窗 、《科 技 日
报》、《科普时报》、科普中国网 、光明
科普、《家庭医学》 杂志等媒体单位支
持。

“和院士一起做科普”科普创客大
赛活动内容包括形式多样的科普作品征
集和评选、科普讲座、参观科研院所实
验室、与院士座谈交流等。大赛自2013
年创立以来，迄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七
届，先后组织科普讲座、参观考察、研
讨交流等系列活动 100 余场，惠及科普
爱好者5万余人次，遴选和培养出500余
名优秀科普创作者。

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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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称胡先骕
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当时，
胡先骕已发表植物学论文140余篇，发
现一个新科六个新属和一百几十个新
种；尤其是他科学地预见了中国存在
川苔草科植物分布，并经考察定名了
被誉为植物学界“恐龙”的中国水
杉，震动生物学界，享誉国内外。

胡先骕生于江西一个官宦家庭，
自幼读书聪慧，12 岁已能读 《史记》

《汉书》等古籍，应考“童子试”被主
考 官 认 为 答 卷 “ 好 ” 得 不 可 思 议 。
1906 年，他入中学开始接受现代科学
教育，三年后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
可以说，胡先骕的国学功底与现代文
坛各位名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1913 年，胡先骕留学美国，先学
农艺，后改为植物学。1915 年，他参
与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并创办 《科
学》 杂志；第二年毕业回国，先后在
北京、江西、南京等地的高校任职或
教学。为了合理开发和利用中国丰富
的植物资源，1919 年秋，胡先骕发起
组织 7 所高校 24 所中学，联合进行了
一次大规模采集标本和调查植物资源
的活动。在历时半年多、行程万余里
的考察与采集工作中，获得数以万计
的宝贵腊叶标本；经过认真整理和鉴
定后，胡先骕相继写出并发表多篇研
究文章及植物名录等。

1923 年秋，胡先骕再次赴美入哈
佛大学深造。由于成绩优秀，仅用
一年即获得硕士学位；1925 年又获
得博士学位。他作诗明志：乞得种
树术，将以疗国贫。回国后，继续
任东南大学植物学教授和中国科学
社 生 物 研 究 所 植 物 部 主 任 。 后 来 ，
他发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大学生物
系和第一个生物研究所。就在从事
这些繁忙、严谨的科学教研工作的
同时，胡先骕笔耕不缀，并且一再
震 动 文 坛 ， 尤 其 是 对 胡 适 《尝 试
集》 里白话诗的批评。

说来话长，1914 年胡先骕到美国
就喜出望外地接到胡适来信，但他对
这位“宗兄”的创作思想、文学观点
并 不 赞 同 。 胡 先 骕 拒 绝 写 白 话 文 ，
1919 至 1922 年，他连载发表 《评 〈尝
试集〉》 认为：用白话推翻文言，把
中国古代文学成就全盘否定的态度过

于偏激。他指出：“欲创造新文学，必
浸淫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
粕，乃能应时势之所趋，而创造一时
之新文学。”接着，胡先骕发挥植物学
专长，用科学分类法批评胡适的 《尝
试集》：“以 172 页之小册，自序、他
序、目录已占去 44 页，旧式之诗词复
占去 50 页，余 78 页之 《尝试集》 中，
似诗非诗似词非词之新体诗复须除去
44 首，至胡君自序中所承认为真正之
白话诗者，仅有14篇。”这其中《老洛
伯》《关不住了》《希望》 三诗尚为翻
译之作。对于剩下的 11 首新诗，胡先
骕断言：无论以何种眼光观之，皆无
可取。如 《人力车夫》《示威》 等篇，
表现的是“枯燥无味的教训主义”；

《老鸦》《乐观》 等篇，表现的是“肤
浅之象征主义”等。胡先骕最后得出
结论：《尝试集》仅仅是白话，而不是

“白话诗”！不仅没有价值，而且还将
扰乱思想！

后来，胡先骕又发表“诗评”十
多篇，尤其在 《评胡适五十年来中
国之文学》 中，对梁启超、胡适这
一老一新的两位“权威”，提出尖锐
的反驳，表现出那个时代不同寻常
的理论勇气。1925 年，胡适与胡先

骕在上海相遇，二人合影留念，胡
适在照片上题字为:“两个反对的朋
友”。直到 1927 年，胡先骕见了朋友
就 说 ：“ 胡 适 对 我 颇 好 ”。 1948 年
初，胡先骕在南京开会与胡适再次
合影留念，胡适又在合影相片上亲
笔题写：“皆兄弟也”。当时，胡适
曾被海外学界推举为现代“大师”，
但 胡 先 骕 对 他 的 评 价 却 是 自 纾 心
曲：1950 年发表 《北京的科学运动
与科学家》 中，指出胡适真正有价
值的贡献，可能是小说考证。胡适

“恐怕只是新文化运动之倡导人，而
学术上之成就，则殊有限。至于其
政治经济思想，则甚落后，与其新
文化运动殊不相称”。

几十年过去了，历来文坛比较关
注胡先骕作为“学衡派”主将，曾被
鲁迅批评；却很少提到他以植物学家
的眼光论“白话”评胡适——仍不失
为客观求实的一家之言。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
大学博士后）

胡 先 骕 ： 植 物 学 家 评 胡 适
□□ 刘为民

上图：青年时代的胡先骕
左图：胡适照片背面题：

“两个反对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