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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强
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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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要论述凸显了科学
普及工作的重要性。同时，科学普及研究
人员和相关机构开展的系列调研也都表
明，绝大多数科研工作者和科普从业者都
认识到了科普工作的重要性。

一年一度的全国科普日即将在全国拉
开帷幕，作为一项全国性的科普大事和盛
事，“全国科普日”有效地动员了科研院
所，科研工作者身体力行地开展科普工
作，同时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和参与科学
方面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科普发展的历

史，很多知名的科学家、科普专家、科学
社会学研究专家等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
科普的重要性，也对于开展好科普工作提
供了有益的参考，因而系统地梳理这些观
点和看法也有助于我们提升对科普的认识。

培根曾经说，知识就是力量，这种力
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
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和深
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知识只有被传播
出去才能真正地发挥它的价值和力量。因
而科普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卡尔·萨根也曾经坦言，“我们生活在
一个完全依赖科学和技术的社会中，然而
几乎没有人了解这些科学和技术。”所以
他在 《魔鬼出没的世界》 中说道：“在科
学的所有用处中，培养出少量的、专业知
识水平很高、高酬金的牧师式的专家是不
够的，事实上也是危险的。相反，某些最
重要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方法必须在最大的
范围内使公众得到了解。”应该说，萨根
不仅仅身体力行地从事着科普，而且对于

科普的重要性也有着深刻的认知，反过来
说，也正因为他对科普工作有着如此深刻
的认识，才让他义无反顾地面向公众传播
科学。

贝尔纳在 《科学的社会功能》 一书
中指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
部意义并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
学的好处。”而要得到科学的好处，就必
须对科学进行传播或者说开展科普工
作，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接触到科
学，并且理解科学的好处，就像 《公众
理解科学报告》 中谈到的那样，“科学家
职业责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促进
公众理解科学。”

伯 纳 姆 在 《科 学 是 怎 么 败 给 迷 信
的》 中哀叹说，“当自然科学和卫生科学
的成果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
活，同样也塑造了一些重大事件之后，
我们的文化最后受到科学的影响怎会如
此之小。”究其原因就在于科普工作并未
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科学战败的原

因是科学家离开了科学普及阵地。”或者
说是“科学人的退位”。

甚至近年来因为撰写了 《人类简史》
《今日简史》 和 《未来简史》 的赫拉利也
在其中一本作品中提到，“同样该受到重
视的是通过科普书籍，甚至运用艺术和小
说，向大众传播最新的科学理念。”

当然，这些论述只是从理念上谈及
了科普重要性的问题，至于如何做好科
普工作，则需要另当别论。但是我们不
能否认的是，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总
结或者说思考，其原因也在于他们对于
科普或者说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扩散所能
发挥的作用有着深刻的体会与理解。这
也恰恰说明了科普的理论与实践是相辅
相成的，一方面通过实践提出具有指导
意义的理论和论述，同时另外一方面，
又通过这些论述来指导和鼓励更多的人
从事科普实践。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促 进 公 众 理 解 科 学 是 科 学 家 的 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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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染红了山头部分枫叶，
红绿相间的景观，丰富了长白山
的秋色之美。

我国十大名山之一的长白
山，地表红叶衬绿，风情万种；
地下松花奇石，气象万千。

长白山地下的物华天宝，其
中就包括有惠于人类的松花石。
松花石地质名称为硅质泥晶灰
岩，形成于距今八亿年前的震旦
纪。松花石具有质地温润、颜色
俏丽、纹理如画、造型奇特、历
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多用性
强的特点。

踯足在位于长春净月街高新
技术开发区的“八吉”松花石展
厅，这里陈展着收藏于民间的数
万件松花奇石。这里展出的松花
石原石，系经震旦纪地形的变
异，海水的冲刷，自然生成。大
厅展示的松花奇石，多是发现、
收 藏 于 公 元 1400 年 至 1460 年
间，出自吉林永安遗址的松江彩
石。这些天然奇石，形态各异。
只是清理过泥沙，未经人工任何
加工和雕琢，产生的艺术感染力
却令人震撼。

长 白 山 松 花 石 博 大 精 深 ，
源远流长。据悉，松花石最早
为民间的“磨刀石”，清朝康熙
皇帝将这种奇石制成砚，因其
砚 色 如 松 花 ， 赐 名 为 松 花 石
砚。自此，松花石砚成为清朝
的御砚，民间不可用。康熙皇
帝亲撰松花石砚铭：“寿古而质
润，色绿而声清，起墨益毫，
故其宝也”；雍正皇帝留砚铭：

“以静为用，是以永年”；乾隆
皇帝亲自主编了 《西清砚谱》，
并且在序中写道：松花石，绿
色光润细腻，品埒端歙。

松花石被封为御砚后，成为
权力的象征，历代皇帝都将松花
石砚作为圣物赏赐给重臣和有功
之臣，赏赐松花石砚成为笼络大
臣和激励皇子皇孙的手段。一时
间，松花石砚成为铭下皇家印记
的御品。

岁月轮回，松花石砚回到了民间。40 年前，
吉林省在北京荣宝斋首次召开松花石砚鉴赏会，
即引起轰动。书画界、收藏界和文化名人等为松
花石砚挥毫泼墨，恭贺昔日的国宝重见天日。2017
年6月13日，在外交部蓝厅举办的吉林推介会上，
长白山的松花石艺术品受到驻华大使及中外嘉宾
的热捧，松花石国礼印章受到各国驻华大使青
睐。2018年8月18日，外国使节走进吉林，近百
名外国使节参观了“八吉”松花石艺术品，对其
赞不绝口。

松花石是吉林不可多得的通行全国的名片。
伴随着时代发展的脚步，松花石绽放出新时期的
奇光异彩。现在，松花石砚多品种、多系列，百
花齐放，百砚争辉。

大自然的神工鬼斧造就了松花石奇石，现代
科技的手段丰富了松花石的利用领域。经科学有
益的探索，初步形成了系列产品：松花石砚，松
花石艺术品、松花石实用品、松花玉饰品 （珠
宝）、松花石装饰材料等。特别是通过与中国科学
院专家合作，用松花石加工中留下的碎末或粉
尘，用于研发制作陶用的松花釉，制作用于建筑
装饰的松花玉泥（涂料）、松花石墙砖、松花石地
砖等，把浑身是宝的松花石的科学利用发挥到极
致。有关科学检测报告显示，松花石含有多种矿
物质，其中含人体必需生命元素十余种，其所含
的锶为人体必需的稀有生命元素。人们长期使用
松花石制作的产品，不仅没有辐射之忧，反而有
益身体健康。

科学开发松花石，首先要保护松花石资源。吉
林严格把牢生态环境保护，把牢松花石开采审批
权。在全国唯一的松花石特色文化旅游小镇——通
化县的大安镇，这里尽管有丰富的松花石宝贵资
源，但几乎看不到开采松花石留下的痕迹，看到的
是一座风景秀丽，景色宜人的公园模样。

有专家称，《红楼梦》 里写到的女娲补天石，
指的就是松花石。如今，走出地层深处的松花
石，造福于人类，丰富着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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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京 科 幻 影 视 产 业 蓄 势 待 发
□□ 崔亚娟

近期，中国科普所牵头组织对北京
科幻产业进行摸底调研。笔者及其团队
主要从科幻影视这个角度进行了重点考
察，其中既有欣喜，也有思考。欣喜的
是 ， 看 到 有 一 批 专 注 于 科 幻 发 展 的 公
司，有即将问世的大量科幻作品。而要
思考的是，这些作品在整个影视产业下
滑的形势下能否越过寒冬，科幻影视的
活力如何激发出来。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目前北京的科幻
影视产业可以说正处于起步阶段，科幻文
学的繁荣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科幻影视及其
周边产业的发展。在科幻出版方面，作
家、图书、杂志以及网络出版已经初具规
模，但从文学到影视的转化实际上作品很
少。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每年生产的科幻电影作品平均不到1部，进

入 2000 年以后，作品数量略有增长。2008
年后随着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科幻题材
影视作品也逐年递增，尤其是近五年呈现
了快速增长的态势。

《流浪地球》 的爆款运作提振了影视
界创作科幻题材的信心，在科幻电影的储
备方面，仅从今年 6 月份北京市广播电视
局公布的已备案的 85 部网络电影来看，
科幻电影 11 部，占比 13%。对于尚属小众
的科幻影视题材来说，比例已经足够可
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看到，科幻
题材网络影视剧无论是从票房还是评价来
说，整体并不够理想。今年北京公司参与
的网络科幻电影，除了 《双鱼陨石》 获得
较好的口碑外，其他影片均表现平平，甚
至很多被网友评为烂片。制片方自称 《双
鱼陨石》 是“中华田园科幻”，其成功的
关键在于故事本身很动人，演员表演到
位，而且融入了对科学、亲情和人性的思
考。

在北京众多的影视公司中，专注科幻
领域的只是极少数，其中微像就是一家。
微像文化的股东是磐古创投，这是一家高
科技企业，其从成立伊始就将自己定位为

幻想领域的内容提供商。公司拥有刘慈欣
《超新星纪元》和刘宇昆的《物哀》两位雨
果奖得主的作品版权，其制作出品的科幻
网络电影 《孤岛终结》 为首部进入世界科
幻大会展映的科幻片，获得了不少国际的
奖项。公司有多部影视动画作品都在筹措
之中，已制作完成即将在网络平台上映的
电影《深空》，也是一部硬科幻题材，从剧
本已获得各类国外奖项来看，已经具备较
好的基础，电影能否在网大中成为一匹黑
马，也非常值得期待。

未来事务管理局也是一家专注科幻的
企业，这家起步于果壳网的企业天生带有
一种科技感，公司致力于打造科幻全产业
链，拥有众多科幻文学作品版权和签约作
家。在科幻影视方面，目前未来事务局为
影视项目主要提供科幻作者和科学顾问，
自制的作品还处在酝酿阶段。其在视频方
面的投入多以广告和短片为主，客户找到
他们的原因也是公司具有的科幻基因，能
够赋予品牌新的灵魂。

三体宇宙是一家在上海注册并在北京
设有分公司的企业，这家公司专注于 《三
体》 版权的全产业链开发，2018 年成立，

已经在动画、舞台剧、广播剧、电视剧等
领域全面布局，最可期待的是近期达成跟
Netflix 合作拍摄 《三体》 的英文剧集，同
时 《三体》 电影也重启拍摄，作为当下最
具全球影响力的科幻 IP，其能够产生的价
值也是巨大的。

当然，除了上述专注科幻领域的公司
之外，北京一些传统的影视公司在科幻题
材方面也有布局。比如因为疫情原因推迟
上映的张小北执导的 《拓星者》 是业界比
较看好的影片。另外，在 2019 年中国科协
和北京市政府主办，微像文化承办的首届
科幻影视创投会上有300部作品参与，最终
有 10 部作品入围，这些作品风格各异，体
现了科幻题材创作的多样性。第二届创投
会目前也已启动，为科幻创作与孵化搭建
了很好的平台。

从世界范围来看，科幻、魔幻以及动
作片等一直是主打的电影类型，也是票房
的保障。而在国内的电影体系中，科幻还
是一个略显陌生的领域。科幻基于科学，
更长于想象。科幻影视作品的成功背后是
其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工业水平的综合
体现。不管是从全国还是北京来看，科幻
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还处在初级阶
段，科幻电影创作的整体经验不足，工业
化体系尚未建立，科幻相关产业链人才大
量缺失。同时中国观众对于本土科幻电影
的认知也需要在不断地磨合中去建立，科
学家和科学组织在科幻电影创作中应扮演
什么角色仍需讨论，一切尚在路上，而这
将是一条充满希望又蜿蜒曲折之路。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科技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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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 年代我考上研究生不久，
有幸登门拜访了我国著名作家、编辑家、
教育家、出版家、语文学术大师、社会活
动家和现代第一位童话作家叶圣陶先生，
他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著有现代中
国文学史最早出版的长篇小说之一《倪焕
之》 和童话集 《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
像》 等。叶圣陶任 《中学生》 杂志主编
时，就开始发表科普作品，介绍蜜蜂、青
蛙及“家庭里的有害动物”和“四季的好
花”等园艺常识，云雨雪气象知识以及电
和电器等，表现出进步文化界推动学校及
社会教育的丰富学养与科学理性。同时，
他扎实而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力，精益求精
的编辑工作态度，成为我国几代文化教育
和出版工作的规范与楷模；并惠及后代的
科普写作，具有时代认识价值和文献纪念
意义。

1981年，河北省遵化县夏庄子公社马
坊岭有 11 位小学生，写出 《保护益鸟，
不掏鸟窝，不摸鸟蛋》的倡议书，具有朴
素的环保公益思想。《中国少年报》 科普
编辑采访了这些同学，及时写出报道《让
全国的小朋友都知道》，在发表前经叶圣
陶过目修改。其中原文：照着信封上的地
址，我来到河北省遵化县夏庄子公社马坊
岭小学，找到了这十一位“小淘气”。叶
圣陶读后，把这个长句分成了两个短句，

把省、县、公社、小学的名称分别放在两
个短句里：信是从河北省遵化县寄来的。
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来到夏庄子公社的
马坊岭小学，找到了陈 XX、米 XX 和王
X等十一位同学。这样，就避免了地名罗
列冗长，比较适合孩子阅读。尤其直接把
小同学的姓名写出来，具体详实，亲切可
感，令人心悦诚服。原文：“是啊，全国
有两万万小朋友，光靠我们保护益鸟，这
怎么行呢？”叶圣陶修改为：“是啊，全国
的小朋友这么多，光靠我们十一个不管
用。”改疑问为回答，卓然肯定。这里，
不仅仅是笼统和具体、句式和语气的差
别，还内涵着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乡土
情怀与民族责任，体现了新时代更为深刻
的科学理性精神。

晚年，叶圣陶还有一项当仁不让的科

学“义举”：其时，相关媒体不断传播
“耳朵识字”等，他闻讯挺身而出，为表
达科学理性仗义执言，产生了广泛的社会
影响。早在“五四”新文学中，以科学理
性反对封建迷信、战胜精神愚昧的时代主
题，表现得鲜明而及时，格外富有民族朝
气与科学魅力。叶圣陶 1920 年创作发表
的儿童诗 《拜菩萨》，由一系列动态画面
组成，读来朗朗上口；表现了五四新文化
横扫传统偶像，“赛先生”摧枯拉朽，字
里行间充满生机勃勃的动态快感和意境
美：“儿学拜菩萨，拉爷上坐作菩萨。他
自己作种种姿势：点了烛，插了香，合十
深深膜拜。菩萨拜过了，他站起来，拔去
了香，吹灭了烛，更奋举小掌说，推倒你
这菩萨!”

从“拜”到“推”，是对封建愚昧的

嘲弄，通过“奋举小掌”，活现出科学理
性的时代伟力，也映照出偶像迷信的空
虚和荒谬。这位“小儿”正是炎黄子孙
不断成长中的时代化身，寄予着叶圣陶
的殷切希望。后来，在编著小学语文课
本时，叶圣陶写下了著名科幻儿歌 《小
小的船》：“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
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
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在日记里，
叶圣陶留下了为其作的“跋”语：“夜得

《小小的船》 一首，自以为得意，录之。
多用叠字，多用 an 韵字，意极浅显，而
情景不枯燥，适于儿童之幻想。二十年
前在开明编小学生课本，即涉想及此，
直至今日乃完成。”可见，这首儿歌竟在
叶圣陶心中酝酿了二十多年，甚至可以
追溯到上世纪 30 年代编写语文课本时，
其中有篇 《月亮船》 ——内容写望见一
弯月亮，像一只小船。“我”就坐到月亮
船里。船慢慢地前进，一颗颗的星浮在
船旁边——这就是儿歌 《小小的船》 的
前身，经过数十年的情节酝酿和语言推
敲，才最后定稿；足见叶圣陶诗文创作
的甘辛，尤其是“一颗颗的星浮在船旁
边”，表达夜空天文知识生动而形象，也
体现出他以科学理性对祖国后代心智涵
养的认真负责——正如他为胡愈之著科
幻小说 《少年航空兵》 写的序言所说：

“尤其重要的”，是“描摹出新中国的少
年的精神”。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
学博士后）

叶 圣 陶 与 科 普 写 作
□□ 刘为民

1984年叶圣陶在家中亲切指导本文作者

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
谈会上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
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
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希望广大科技工
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
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
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

“两弹一星”精神。
9月13日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开学典

礼日，由国科大图书馆和艺术中心联合主
办的“两弹一星”功勋人物肖像画展，当
日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馆开展。本次画
展以弘扬科学家精神为主题，营造了科学
与艺术融合的校园文化氛围，对学生进行
了“两弹一星”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的宣传

和教育。
本次展览展出了全部23位“两弹一星”

元勋的个人肖像画和群像，均由国家一级美
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科学院文
联理事、中国科学院美协秘书长杨华女士创
作完成。其中，个人像的尺寸均为 90×
180cm，群像尺寸为215×315cm。作品采用
大幅肖像特写的形式，在继承中国传统水墨
精神与技法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方写实绘画
的精髓，将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突出表现
了人物的精神气质，增强了作品的视觉冲击
力和艺术感染力。

在介绍群像的创作时，杨华说，23位
元勋艰苦奋斗、密切合作，共同创造了举
世瞩目的丰功伟绩，却没有留下一张合

影。这不仅是他们自己的遗憾，更是历史
和人民的遗憾。为了弥补这个遗憾而创作
了这幅群像。画面采用具有历史沧桑感的
色调还原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人物向
上紧密排列，树起了一座丰碑。焦点透视
增强了队伍的纵深感。元勋们以身许国，
意志坚定。画面气势雄壮，寓意着中国的
科技强国之路势不可挡！

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国科大名
誉校长白春礼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
组成员、国科大党委书记、校长李树深院
士，国科大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董军社
等领导参观了展览，对画展表示肯定。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初。
（科文）

“两弹一星”功勋人物肖像画展走进国科大

从6月份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公布的已备案85部网络电影来看，科幻电影11部，
占比13%。这对于尚属小众的科幻影视题材来说，比例相当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