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老多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读书，读
《爱因斯坦自述》。

爱因斯坦是人类几千年历史上伟大的
科学翘楚，无人可比。不过关于这位老
爱，却一直流传着一个关于他小时候挺
笨，功课不好的故事。老爱是怎么躺枪
的，原因不太清楚，不过通过读他的自
述，或许会找到其中一些关键性的，也是
思维上的原因。

近年来有好几家出版社都出版了一本
叫《爱因斯坦自述》的书，这本书包括两
篇分别写于 1946 年和 1955 年的自述，
1946年爱因斯坦已经67岁。老多一直非常
敬佩亦敬仰他，书桌边上的书架上一直贴
着一张小纸条，是老先生的一句名言：

“不要试图去做一个成功的人，要努力成
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这张纸条在这个书
架上贴了大概有十几年了，还经历了一次
装修，但是老多一直舍不得摘下来。为什

么这么珍惜这张纸条呢？就因为上面那句
话，爱因斯坦凡事都会思考其价值。何为
价值呢？十多年前老多也不是很清楚，慢
慢经历多了，书读得多了，才逐渐有了一
些体会。老多觉得，成功是对个人而言，
比如某某人的商业计划成功了，某某人成
功登上珠峰。而价值不是对个人的，价值
是对其他人而言，是可以给其他人甚至整
个人类带来幸福的。关于这个认识，我们
还是来读爱因斯坦的书吧：

1946年的自述：
大多数人在花毕生的时间去追逐一些

毫无价值的希望和努力，这是一个我在少
年时期就已深切意识到的道理。不久，我
发现这种追逐并不轻松，甚至有些残酷。
不过，这在当年，甚至今天，很多都被精
心地用伪善和漂亮的字句伪装起来。参与
这种追逐只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个胃，这基
本上是注定的。通常情况下，这种追逐很
可能使他的胃得到满足。当然，有思想、
有感情的人例外。

爱因斯坦所说的价值，应该就产生在
那些有思想和有感情的人身上，而不是从
满足胃的那些人里产生。所以他小时候功
课不好，应该不是因为笨，而是他根本不
在意那些他认为毫无价值的功课。

《爱因斯坦自述》 除了有两篇自述，
还包括很多他在世界各地的讲话以及信
件。下面我们再读一段爱因斯坦关于科学
的看法：

有些人只是从是否取得了成果来看待科
学研究，他们不了解真正的科学和科学家。
真正的科学家忍受着来自周围的非议，但还
是坚定不移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影
响到了分散在世界各地，甚至几百年后的其
他科学家。只有志同道合的人，才知道迫使
这些科学家忘我研究背后的动力，这个动力
让他们无所顾忌越挫越勇直至取得自己想要
的东西或者让认识前进一步。

让认识前进一步，就是科学家做的最
有价值的事儿。科学不是一个个成果，而
是一场人类认识自然、探索自然永不停息
的接力赛，科学家都是这场接力赛上的跑
者。所以任何科学成果都不是最后的结
论，如爱因斯坦对牛顿说的：

够了，够了。请原谅我吧，牛顿。我
们会永远记住您所发现的道路，在您那个
时代，您确实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
创造性的人。您所创造的概念，不管什么
时候仍然对我们研究物理学起着很重要的
指导作用。然而现在，我们必须用另外一
些与直接经验相去甚远的概念取代您的这
些概念，因为不这样，物理学就没办法继
续进步。

（作者李建荣，笔名老多，科普作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
三会”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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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学普及的重要
手段之一，科普期刊是科学
家、科技政策制定者与公众
对话的重要阵地，对提升国
民科学素养、增强国家科技
创新实力意义重大。

2019 年 8 月 ， 中 国 科
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
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改
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
意见》，指出要“推动融合
创新繁荣科普期刊。促进科
学、文化、金融协同创新，
以数字化重构科普生态，推
动全媒体融合发展，打造具
有市场竞争力的科普类期刊
集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建设和全民科学素
质提升提供坚实支撑。” 在
这一文件精神的指引下，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于 2019 年
承担了中国科协高质量科技
期刊分级目录试点工作中的
优秀科普期刊分级目录工
作，旨在遴选出一批优秀科
普期刊，并面向社会公开发
布和推介。通过发布和推介
一批优秀的科普期刊，有助
于促进科普期刊的繁荣发
展，为科学普及筑牢根基。

科普期刊是开展科学普
及的重要载体，对科学知识
传播、科学理念普及、科学
精神传承以及科学理想激发
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们一般把 1665 年德国出
版的《科学家》杂志作为科
普期刊的鼻祖。我国最早的
科普期刊是自然科学编译家
杜亚泉先生 1900 年创办的

《亚泉杂志》。新中国成立
后，包括 《科学画报》《知
识就是力量》《科学大众》
在内的一大批科普期刊在向
公众传播普及科学知识方面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开
展科学普及的重要抓手、桥
梁和纽带。

近年来，在传播手段的
多元化，传播内容的碎片化
等因素的冲击下，科普期刊的市场和发展都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推动和繁荣科普期
刊的全方位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据2018年的公开资料显示，我国目前有科
普期刊500余种，虽然从种类上来说这个体量
并不算太小，但科普期刊层次不一，发展不平
衡。建设质量上乘、传播广泛、服务有力的高
水平科普期刊，需要强化引领，建立科学合
理、全面客观且符合新时期科学传播规律以及
公众科学阅读习惯的评价标准。开展中国优秀
科普期刊评选和推介工作，是促进科普期刊整
体发展，引领科普期刊不断繁荣的重要举措，
这有助于为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科普类期刊
集群提供借鉴，促进科普期刊融合创新繁荣发
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全民
科学素质提升提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
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
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欲把科学技术这种
潜在的生产力要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则必须
要通过提高人的素质、改善生产工具和劳动对
象来实现。而科研成果的科普化则是实现此种
转化的方式之一，同时科普期刊就是承载科研
成果科普化的重要载体和途径。对于从事科学
研究的科学家们来说，他们具有长期的研究体
验，能够切身感受到科研的智慧和精神，是将
科研成果科普化的“最佳选手”，也是优秀科
普期刊繁荣发展不可或缺的智力资源和人才资
源。

此外，科普期刊也搭建起了科研人员与公
众的沟通桥梁。作为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
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重
要载体，科普期刊肩负着重要任务，需要以公
众理解科学的理念为核心，通过一定的科普语
言转化，利用期刊传播渠道和手段，向社会公
众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
精神，以提升公众的科学知识水平、技术技能
和科学素养，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支持和
参与。

（作者系《科学故事会》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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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努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 老 多

中国科幻产业
聚焦聚焦

在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三体》拿
下第 73 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后，2016 年被

《三体》粉丝们视为中国科幻元年。但这件
中国科幻史上的里程碑事件，直到2019年
电影《流浪地球》上映，才真正引爆国内
公众的关注热潮。而“科幻”题材作品也
正是凭借这股热潮，在多年寂寂无闻中，
从科幻迷的小众交流圈变成大众焦点，成
为国内市场热捧的宠儿，悄然兴起的沉浸
式科幻展便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

提及科幻展，映入观众脑海的首推各类
动漫、游戏展中的科幻展陈元素。几乎在所
有的动漫、游戏展中也都能发现科幻的身
影，有时是科幻影视作品中的实物道具、装
置展出，如《星球大战》中的克隆战士盔
甲、机器人“R2-D2”等；有时是科幻迷们
在COS喜爱的人物造型，如《守望先锋》的
人气角色猎空、《光晕》的士官长等。此类展
出形式使观众得以近距离接触、感受视觉
化、实物化后的科幻作品，进而与自己喜爱
的作品人物角色发生关联，因而为科幻迷们
所津津乐道，我们借鉴网络发展史将此类展
出称为科幻展的1.0时代。

2019年4月，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
司和中国科学技术馆共同主办的“《流浪
地球》电影主题专展”便是科幻展1.0时代
的代表展出。在此次展览中，电影拍摄中
所 使 用 的 服 装 道 具 如 航 天 员 舱 外 服 、
CN171-11救援队军事外骨骼装置等首次
公开亮相，并与“神舟十号”航天员座
椅、“天宫二号”空间站航天员舱内工作常
服、全身助力型外骨骼等重量级的中国航
天科技实物同台展出，极大引发了国内观

众的参展热情。而拥有《复仇者联盟》《变
形金刚》《侏罗纪世界》《阿凡达》等顶级
科幻作品互动展览权的新加坡城贸控股
（Cityneon） 有限公司，在 2014 年创建的
“漫威复仇者联盟互动体验站”世界巡回展
项目，首创将沉浸式互动体验技术融入科
幻IP衍生产品展中，由此开启了科幻展的
2.0时代。2017年5月，该项目引入中国，
短短2年时间，先后登陆北京、重庆、长
沙、沈阳、上海、厦门、成都等地，所到
之处掀起一股“漫威风暴”。

沉浸式体验技术是科幻展的一种重要
实现手段。借助于沉浸式体验技术，科幻
展可以对已有实物造型的科幻IP进行重新
设计，拓展其衍生价值；也可以移植、改
编合适的科幻作品，增加科幻作品变现的
渠道，两者都能更好地展示科幻内容，吸
引更多的用户观众。而沉浸式体验展中由
于大量运用AI（人工智能）、大数据、VR

(虚拟现实技术)、数字编程等各类前沿科技
元素，作品往往也会营造出一种科幻效
果，但有趣的是，对策展人来说，沉浸式
体验展却并不代表科幻展。

由中国科普研究所牵头组织的北京科
幻产业发展研究项目在调研中央美术学院
费俊工作室时，费俊老师就明确表示其策
展作品是用于表达其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反
思，并不是为了表现已有的科幻作品或想
象中的科幻画面，虽然其工作室也有以科
幻为内核的作品，如《九座城市，万种未
来》等，但两者不可混淆。在创作理念方
面，费俊老师也认为沉浸式体验展的创作
核心是“体验设计”，其作品是基于设计者
希望让用户体验何种情绪、经历何种事
件，达到何种效果的目的出发，然后再由
导演进行故事的设定，最后才是场景的实
现、道具的制作等环节，如其策展的作品

《变压剧场》即遵循此原则。

《变压剧场》聚焦于现代人的“焦虑”
情绪，以释放观众压力、排解负能量为目
的进行规划。在这个设计过程中，故事只
是体验的载体，并不重要，甚至是可以更
改的，但最终的用户体验不变。这与现有
的科幻展类型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星球
大战主题展”就是我们熟悉的 《星球大
战》电影系列的实物道具、角色COS、情
节再现等内容的集合展出；“漫威复仇者联
盟互动体验站”及年初在上海开展的“三
体·互动体验展”也是将《三体》小说中场
景、形象进行再现，都是先有科幻作品的
流行，才有其衍生产品科幻展的出现。而

《变压剧场》反其道行之，在设计、制作上
大量运用前沿科技成果和手段去探知观众
的心理变化进程，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
去创建属于自己的剧情，完成个性化的故
事，这种体验过程本身就极具科幻色彩，
我们也将这种沉浸式戏剧体验称之为科幻
展的3.0时代。

“科幻+沉浸式体验”两者相辅相成相
得益彰，现阶段也各自具备良好的发展态
势，沉浸式产业预测将在未来5-10年迎来
爆发式增长，而随着沉浸式产业的发展，
对沉浸式科幻展的需求也将水涨船高，如
何促进两者的融合发展，使其产生1+1>2
的效果值得深思。

沉 浸 式 体 验 与 科 幻 IP 的 融 合 魅 力
□□ 金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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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首届少儿科幻星云奖在北
京揭晓。

少儿科幻星云奖组委会秘书长阿贤宣
布了首届全球华语少儿科幻星云奖获奖名
单，共有 18 人获得首届少儿科幻星云奖
相关奖项的金银奖。《蝼蚁之城》获2019
年度中长篇小说金奖，《开心机器人·神秘
机器人》 等获 2019 年度中长篇小说银
奖。《道格的秘密》获2019年度短篇小说
金奖，《狗船》等获2019年度短篇小说银
奖。《当代少儿科幻发展概况》等获2019
年度科幻评论银奖。《神奇图书馆：海洋
X 计划——海中霸主来袭》 获 2019 年度

科普型科幻小说金奖（专项奖），《大战超
能机器人》 获 2019 年度科普型科幻小说
银奖 （专项奖）。《除夕夜的礼物》 获
2019 年度少年科幻小说金奖 （专项奖），

《功夫恐小龙》获2019年度少年科幻小说
银奖（专项奖）。《我的同桌是外星人（注
音版）》（全四册）获2019年度幼儿科幻
小说金奖（专项奖），《神奇猪侠：外星人
入侵地球》 获 2019 年度幼儿科幻小说银
奖（专项奖）。

少儿科幻星云奖由董仁威、刘慈欣、
杨鹏、张之路、马传思、超侠、陆杨等科
幻科普作家共同发起。“雨果奖”获得者

刘慈欣担任组委会主席。2020年5月4日
启动首届少儿科幻星云奖活动。

少儿科幻星云奖由海南壹天视界科幻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和成都时光幻象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主办，是从全球范围内发掘、评选和
奖励优秀的少儿科幻作品、作者、评论者和
相关从业者等的公益性奖项。旨在推动少儿
科幻从文学到影视到动漫到数字化产品全产
业链蓬勃发展，激发少儿科幻人才创新活
力，引领少儿科幻世纪的全面到来。

据悉，首届少儿科幻星云奖颁奖典礼
将于2021年7月在中国科技城绵阳举行。

（董晶）

首 届 少 儿 科 幻 星 云 奖 揭 晓

国学是指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与学术。狭义的国学，一般是指中国两千
多年封建社会中成为主流文化的儒学，儒
学的精髓是“四书五经”。一般的国学，也
包括了中医药学、戏剧、书画、星相、数
术等。广义的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
和，就是铸就中华民族性格的中华文化。
博大精深的国学应该包括祖先留给我们的
两大方面。一是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
文史哲、儒释道、政经法，是为人文国
学；一是数学自然科学技术工程：数理
化、天地生、工农医，是为自然国学。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有
积极的影响。2500 年前，儒学的开门袓师
孔子，以“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
相长”为方针，以培养“博学通才之士”
为目标，对学生进行礼、乐、御、射、
书、数“六艺”教育，其中，数即数学，
乐和声学有关，御和力学有关，射和机械
有关。孔子之孙孔伋《中庸》“博学之，审
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
问、思、辨、行，完全符合认识过程和研
究科学的方法，即获取信息、提出问题、
思维推理、检验结果、躬身实践。在儒家

崇尚务实和“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中
国古代科技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形成了以
农、医、天、算四大学科和以“四大发
明”为代表的技术发明创造。

中国传统科技西传对世界近代科技发
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英国著名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1620
年《新工具》中说：“印刷术、火药和磁针
这三项发明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
事物的状态：第一项发明表现在学术方
面，第二项在战争方面，第三项在航海方
面，从这些又引起无数的变化。”马克思则
在1863年进一步指出：“火药、指南针、印
刷术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发
明。”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则在《中国
科学技术史》 中列举出了中国西传的 26 项
技术发明，而从公元3-18 世纪西方传入中
国的技术发明只有4项。进化论创立者达尔
文在《物种起源》（1859） 中大量引用了从
北魏贾思勰 《齐民要术》 到明末李时珍

《本草纲目》、宋应星 《天工开物》 中关于
遗传变异的记载。

国学中最有价值的是传统科技优秀基
因的古为中用。

中华文明是延绵不断的，是以哲理为
指导的，是文理交融的，中国文化有包容
性、创新性。近代科学建立起了庞大的分
析型学科体系，在很多方面精确地研究了
自然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对而言，
近代科学重分析而轻综合，重结构而轻功
能，长于线性研究而短于非线性研究，习
惯于封闭系统研究而不善于开放系统研
究。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说过：

“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
和自发性的，研究协调和协合，现代新科
学的发展，近些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都
更符合中国的科学思想。”

中国传统数学，不发展演绎几何学，
但是充分发展程序性算法，寓证于算，不
证自明，中国数学家吴文俊据此创造了几
何定理的机器证明法，进而开拓了数学机
械化和机械化数学。

中国古代强调天时、地利、人和，所
谓“人与天地相参”“仰观天文，俯察地
理，外取诸物，内省自身”，强调生物界的
和谐和“各得其养以成”，这对当代生态经
济学、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有指导意义，有
利于促进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有

利于建设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
至于当代重大科技热点乃致社会热点

问题，如天体演化、大地构造、气候变
迁、生物进化、医药健康等方面，是与自
然科学历史和历史自然科学相关的问题。
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有大量关于自
然现象特别具异常天象地态的观察记录，
是一个自然史的信息宝库。竺可桢关于世
界气候波动和中国气候变迁的研究、席泽
宗关于古新星记载和射电天文学的研究、
屠呦呦关于青蒿治疟疾和青蒿素提取的研
究，都是发掘古文献的珍贵资料，古为今
用，开拓创新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国学不仅推动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也
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传统科学优
秀基因的现代价值，自然国学深邃的思想
方法和精巧的科技器物如龙洗、编钟、透
光镜、越王剑等引发了当今科学前沿和高
新技术的研究和突破。当然，我们在充分
估计中国古代科学思想方法和传统文化现
代价值的同时，也要防止对其作牵强附会
的解释和片面夸大影响作用。

爱因斯坦说得好：“真理必须一次又一
次地为具有强有力的性格的人物重新加以

刻勒，而且总是使之适应于雕像家为之工
作的那个时代的需要；如果这种真理不总
是不断地重新创造出来，它就会完全被我
们遗忘掉。”

我们传承国学，包括传承传统科学文
化，必须身体力行，矢志不渝；坚持实事
求是，求真务实；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而切切不可割断历史，数典忘祖呵！

国 学 与 科 学
□□ 王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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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与科学
怀国篆刻余生趣潭

轻功原本是武术中的一种锻炼
方法，要求练功人脚绑沙袋练习跳
跃，以增加练功人跳高腾跃的能
力。不过，随着气功热潮的兴起和
伪气功泛滥，轻功却失去了原来的
内涵，转而变成气功大师修练气功
的专利了。然而我们通过那些未练
过气功的人也能成功地进行“轻
功”表演的事实，可以得出如下结
论：轻功表演与气功无关，表演轻
功的人在表演的当时体重并不会减
轻。事实上，轻功表演利用的是物
理力学原理和人们认识事物时过分
相信常识而形成的误区。

以 一 般 人 们 的 常 识 看 ， 气
球、纸桥那么轻、那么薄，怎么
可 能 支 撑 那 么 大 一 个 人 的 体 重
呢？这种认识依靠的标准就是常
识。对轻功问题的常识认识，恰
恰 使 人 们 形 成 了 一 个 误 区 。 其
实，气球虽然薄但是充气后，按
物理压强公式进行计算，两个气
球完全可以支撑住 70 公斤以下重
量。如果为了确保表演成功或通
过增加重量而提高刺激性，还可
将 4 只 气 球 两 个 一 组 套 起 来 充
气，表演起来即可放心大胆地踩。

再以纸桥站人为例，一张纸如
果顺纹撕的话，非常容易被撕破，
说明纸的抗撕力很低；但是一张纸
被顺着拉的话，则不容易被拉断。
从物理学材料力学角度讲，纸有很
大的抗拉力，一般硬纸都有这种抗
拉力。实在不是表演者具有超人能
力，能使体重在表演时减轻。除气
球和纸外，其他轻功表演，例如脚
踩鸡蛋、脚踩火柴盒等道理都是一
样的。总之，通过对轻功奥秘的揭
示，我们应该从中获得一些启迪。
例如，不要过分以常识作为判断事
物的标准，不要轻易地以亲眼所见
的现象来信以为真，因为人们的眼
睛常有分辨不清幻觉、错觉、自然

的和人为的假象，认不清事物本质的时候。此
外，不要不加批判地就相信和接受自称具有超人
能力的气功大师们的宣传，这也是极其重要的一
条。

最后，教读者一个简单的鉴别方法。让自称
练功能使体重减轻的大师到磅秤上表演，看看磅
秤上的指针数能否随着大师练功而减少。这个办
法既简单又客观，当场就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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