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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人民的生产与生活带
来诸多困扰，也触动了人们更多地思考如何科
学应对做好各种防范工作。保持自己工作和生
活环境的整洁，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一条。

一天晚上，闲来无事，手中的电视摇控
器频繁地选台，当看到一档征婚电视节目的
主持人问男宾：“你认为理想的另一半应该
具备哪些条件？”男嘉宾的回答，让我禁不
住注目倾听，他说：“我要求另一半爱整
洁，包括代步轿车里不要太乱……”。

这位小伙子的要求并不过分。居家过日
子，无论是男方或是女方，保持居家整洁是
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

在现实生活中，随着工作和生活节奏加
快，有些没有养成整理习惯的家庭，主人公
上班前不整理床铺，下班时买回的东西随便
往家中一搁，也不管放的位置是否合适。时
间长了，家里的东西堆放得乱七八糟 ，找
东西几乎需“刨”和“掏”。有的有老人的
家庭，有堆放废旧物品的陋习，居室更显得
拥乱不堪。刚入大学或刚入职场的年轻人，

不爱整理者也不少。有人说90后或00后这
代人，多是父母娇生惯养的一代。上大学前
的生活起居，多是由父母代劳；上大学独立
住校后，大多不善于整理自己宿舍那一方天
地，书本、衣服、杂物乱放。以致有的女生
出门像一朵花，回来则露出脏乱差的本相。
男生也有类似陋习。

其实，整理也是一门科学。整理科学表
现出三个规律性：其一，居室物品放置的分
类规律；其二，居室物品放置的和谐规律；
其三，居室物品取与舍的淘汰规律。

物以类聚。将类似的物品放到一起，摆
放整齐或收进储物柜。视野中物品越少、越
简单整齐，看起来就越干净清爽。

物品放置的和谐，可增加空间利用率，
而且彰显整体美。有些家庭空间之所以利用
得好，显得赏心悦目，就在于物品摆放有
序，有和谐之美。反之，有的家庭房间尽管
不小，但杂而乱，其因之一在于缺乏物品放
置的和谐。

取和舍是一对矛盾。人生都有选择和

取舍的过程。你可以争取一切美好的东
西，感受它们带给你的快乐和幸福；但与
此同时，也需要你果断地与不美好的事物
告别。对居家物品也应该有取有舍。留下
生活中需要的好东西，扔掉生活中必须淘
汰的无用物品，这样生活空间会显得宽敞
而简洁。

家居环境的整洁早就受古人重视。《弟
子规》 曾忠告：“房室清，墙壁净，几案
洁，笔砚正。”这是对学子的基本要求。古
时作为一个耕读家庭，只有保持房间整
洁，书桌摆放井井有条，才能让人心情愉
悦，静下心来专心读书。反之，居室乱而
无序，则影响读书效率，影响身心健康。
现代社会熙熙攘攘，对居室整洁有更高要
求。

一个整洁有序的家，可以给紧张忙碌的
现代都市人提供一个“舒心”的健康栖息
地。然而居住地易得，但“舒心”却不易。
一旦周末动手整理，家庭主妇或主男往往在
动手之时陷入类似的困惑：先整理哪些东

西？这些物品该怎么整理，放在哪里方便？
诸如此类……

日本人重视整理，并产生了一种叫“室
内整理士”的职业。最近笔者从网上看到日
本室内整理士兼家具设计师川上雪写的一本
书，专为整理初学者打造一看就会、集实用
与趣味于一身的“极简整理术”，为整理实
践者提供了一套“直接动手”的整理术。这
套整理术，对于那些因整理思前想后、犹疑
不决的家庭很管用。作者书中总结的62道整
理问答，涉及客厅、餐厅、厨房、卧室、卫
浴、阳台及玩具、衣物、家电用品……囊括
整理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解决方案均在3
步内完成。建议我们的院校，也有专人研究
类似整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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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理 也 是 一 门 科 学
□□ 王 谨

97 年前的 1923 年，中国发
生了一场“玄学与科学”的争
论。这场争论虽然过去将近一百
年了，但在今天看来对于我们仍
然很有意义。

这场论战的起因其实来自西
方，当时西方人对科学产生了质
疑和忧虑。怎么回事儿呢？16世
纪欧洲科学革命带来了一场轰轰
烈烈的工业革命，在一两百年的
时间里，科学让人类生活彻底改
变了模样，机器轰鸣，火车、汽
车满地跑，电报、电话、无线电
可以连接全世界，一时间科学成
了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万能之
王。这么伟大的科学怎么又遭到
质疑了呢？这都是第一次世界大
战惹的祸。一战是万能之王的科
学发明以来人类发生的第一场世
界之战，也是人类空前惨烈，死
人最多，损失最大的战争。一时
间美妙的科学变成了十足的怪
物，杀人的洪水猛兽。战争结束
后有人开始反思：科学到底是干
啥的？

1919年梁启超以记者身份参
加巴黎和会，并在欧洲旅行，回
国后写了一部《欧游心影录》记
录他在欧洲的见闻。对于当时欧
洲对科学的拷问，梁先生这样写
道：“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
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
内部生活随而动摇…… 唯物派
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
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
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
都归于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
之下 …… 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
从前三千年所得还要加几倍。我
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
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
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
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
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
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
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
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
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这就是发生“玄学与科学”
争论的时代背景。不过此争论并
非梁老先生肇始，他在前面的描
述后面有一句：“ （自注） 读者
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
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
科学万能罢了”。

引起这场争论，菲薄科学的玄学派是哲学
家张君劢，他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
曾经是清朝的秀才、进士，留过洋，在日本、
德国学习过政治学和哲学，是德国柏林大学的
政治学博士。1919年他跟梁启超先生一起去欧
洲旅行，梁启超回国后他留在德国随大哲学家
倭铿 （1846-1926） 学习哲学。倭铿的哲学思
想注重所谓精神价值，认为让人成为人的，是
精神人格，人凭精神获得升华。张君劢受倭铿
思想影响很深，回国之后发表了一些言论，他
也认为人的精神价值不是科学可以解决的，

“科学的目的是丢弃人的情感作用而专事表达
全部的客观现象，那么，它就应当只适用于精
确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研究
的工具，而不适于任何涉及人类存在之精神方
面的研究。”所以他继续推论：“国而富者，不
过国内多若干工厂，海外多若干银行代表。国
而强也，不过海上多几只兵舰，海外多占若干
土地。……今则大梦已醒矣。”“我国立国之方
策，在静不在动；在精神之自足，不在物质之
逸乐；在自给之农业，不在谋利之工商；在德
化之大同，不在种族之分立……”。

欲知这场著名的玄学与科学之争论，且听
老多下次讲来。

（作者李建荣，笔名老多，科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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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走进图书馆、博物馆、展览
馆，以及国家、省市级各种各类深受欢迎
的科普活动场所时，往往会想起鲁迅先生
——这还得从他“当官”说起。

从日本留学回到家乡后，鲁迅是绍兴
师范学校的一名教师，辛亥革命成功，他
被委任做浙江山（阴）会（稽）初级师范
学堂的“监督”即校长。1912 年初，经
友人举荐入职蔡元培任部长的南京临时政
府教育部；半年后迁往北平，任命鲁迅为
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科长”，官阶定为

“佥事”，手下还有主事、技正、录事等，
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副司局”级。

作为教育部中层领导的鲁迅，当时心
情愉快，工作振奋而多有建树。据 1912
年8月22日《鲁迅日记》载：“晨见教育
部任命”，当晚约好友许寿裳等人到“广
和居欢宴”“归时见月色甚美”——这种
天光夜空的情绪描写，欢欣鼓舞溢于言
表，在鲁迅笔下可不常见。他上任后也着
实积极努力，尽职尽责；首先参与主持

“社会教育司规程草案”的编订，作为其
第一科负责的工作有：博物馆、图书馆、
动植物园及其学术事项；美术馆、美术展
览会事项；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调
查及搜集古物事项；通俗教育及讲演会事
项；通俗图书馆及巡行文章事项，等等。

社会教育司成立后，首先筹建“规模
宏大”的“京师图书馆”以及“通俗图书
馆”。为此，鲁迅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
力，在他的日记里多有反映：“午后视察

国子监及学宫”，看是否适合建设历史博
物馆；为采购事宜又“观所购明器土偶，
约八十余事”。因为戏曲也归第一科管，
鲁迅曾出差天津考察戏剧。在参与制定

“汉语注音字母方案”时，因“读音统一
会”的人员意见分歧，鲁迅负责主持并多
方努力解决。1914 年后，为承德避暑山
庄文津阁 《四库全书》 的接收、安置事
宜，鲁迅积极协调筹措，屡次往返奔波，
与军阀官僚折冲尊俎，耗时费力。

此外，涉及当时“国府”重大事项的
第一科还负责审定所谓的“国歌”与“国
徽”；这与鲁迅的美术鉴赏、理论修养及
设计能力紧密相关——他主讲夏期美术讲

习会，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及学校成绩展
览等。后来鲁迅受蔡元培邀约为北京大学
设计的“校徽”广为人知——而且百余年
来，这“校徽”沿用至今。

鲁迅还亲自手绘地质地矿图，因为他
18 岁入学南京“江南水师学堂”附设的

“路矿学堂”，后来留学日本，1903 年与
顾琅合作出版《中国矿产志》，搜集、自
绘了多幅地图。所以在我国地质学界，很
早就有专家评论：鲁迅也可以称得上是矿
产地质领域的“开山宗师”；鲁迅1927年
在广州著名的黄埔军校演讲时，曾说叫他
讲“掘煤”比讲“文学”更自信——这样
的知识结构，如果联系博物学视角，还会

发现鲁迅的许多“轶事”或“要闻”：例
如当初他回国后，先在杭州、绍兴的师范
与中学当校长并担任教职，主讲生理卫
生、博物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翻
译、发表了许多科学著述文章，并主编了
我国最早的生化实验室“操作规程”。有
一次，鲁迅和日本教师铃木带领学生去郊
外采集植物标本。学生看到路上有一株开
着黄花的植物，就问：“它叫什么名称？”
铃木答：“一枝黄花。”学生大笑并疑问
说：这花是黄色，就叫一支“黄花”，那
要是红色，就叫“一枝红花”吗？嬉笑间
都有些不太相信的样子。这时鲁迅走过
来，严肃地说：“要批评人家的错误，自
己先要真懂。你们可以去查 《植物大词
典》，这植物属于菊科，汉名就叫一枝黄
花嘛！为什么不懂装懂，乱发议论呢？”

总之，鲁迅爱护青少年，《狂人日
记》里大声疾呼“救救孩子！”但在科学
知识必须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场上，他对任
何人都不留情面。今天，我们参访相关的
图书馆、博物院、展览馆及科普基地等，
不要忽略鲁迅先生当年的历史“初心”，
不要忘记他为现代“科普”肇始奠基的认
识价值与纪念意义。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
学博士后）

鲁 迅 为 官 的 “ 科 普 ” 情 结
□□ 刘为民 李梦溪

文坛赛先生

今天的青少年需要什么样的科
普？好看的、好玩的、好奇的；手
动、眼动、脑动的，一句话，他们
需要更加奇妙的体验。

VR 技 术 应 运 而 生 。 VR 是
Virtual Reality 的缩写,就是虚拟现
实的意思，具体是指借助计算机及
传感器技术创造的一种人机交互体
验，是利用电脑模拟产生的一个三
维空间的虚拟世界，通过视觉、听
觉、触觉等感官的模拟，让使用者
如同身临其境，可以及时、没有限
制地观察体验三度空间内的事物，
具有交互性、沉浸性、想像性的特
点。

在日前召开的“2020 年中国科
技传播论坛之 VR 技术应用研讨
会”上，一场关于“VR+科普”的
思想盛宴被组织者精心呈现出来。

VR为科普带来什么？

山西科技馆是我国西部地区
的一家中型科技场馆。近年来，
该馆参考国内其他先进场馆的 VR
项目，下大力气对于原有项目进
行了改造升级。走进这家场馆的

“ 小 水 珠 剧 场 ”， 戴 上 VR 眼 镜 ，
观众即刻化身为其中一颗晶莹剔
透的小水珠，跟随“兄弟姐妹”
进入人体。沉浸式的 VR 技术，立
即使观众开始了在人体中全域式

的奇妙之旅。
该馆原有的展项“月球漫步”

仅是月球表面的简单模拟，尽管有
月球车和航天服，也只做了观众的
拍照背景和道具。后来在原有的展
项基础上，用VR 技术对该展项进
行了升级，观众参观项目好像亲自
登上了月球，看到的是浩瀚的宇宙
空间、蓝色的地球和其它的天体奇
观。

而在该馆的“重返侏罗纪”展
教中心，孩子们戴上 VR 眼镜，立
刻化身考古学家穿越到侏罗纪时
代。当巨型的霸王龙从身边惊险掠
过，引来孩子们阵阵尖叫。这样的
场景，生动有趣，将枯燥抽象的知
识转化为惊险体验，促进了儿童主
动探究求知的欲望。

该馆馆长路德宏在研讨会上介
绍说，传统的展示方式经过 VR 技
术升级改造，一是丰富了展示手
段，提高了展示效果。虚拟现实技
术以其独有的沉浸性、交互性、想

象性特点，极大地丰富展品的展示
手段，提高了科普展示的效果；二
是突破传统科普的空间限制，丰富
了展教内容。观众可以观赏到传统
展示方式无法触及的内容领域，例
如航空航天、海底世界、 细胞结
构、神经元结构等；三是为观众带
来更为新奇的科普体验。虚拟现实
展品可以更好地展示最新的科技成
果，拉近公众与新技术的距离，具
有较强的时效性。

科普新宠，为什么是VR？

2016 年曾被称为 VR 元年，说
明 VR 是一项最近几年才兴起的新
技术。但其缘起较早，可以追溯到
上世纪 30 年代英国科学家阿道司·
赫胥黎 （AldousHuxley）。1992年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交互式系统
项目工作组对 VR 提出了较系统的
论述。此后 VR 技术被广泛应用于
医学、军事航天、室内设计、房产
开发、工业仿真、康复训练和数字

地球等众多领域。
近年来，VR 成为科普新宠，

主要是因为受到科技馆、博物馆业
界的重视。

研讨会上，广东省科普基地
联 合 会 副 主 席 朱 才 毅 介 绍 说 ：

“科技场馆引入 VR 技术正在成为
发展趋势。但这项技术进入科技
馆以来，一直存在交互不自然、
实时性差、体验不真实、眩晕等
问 题 ， 严 重 阻 碍 了 行 业 发 展 。”
而 随 着 5G 的 普 及 ， 其 高 速 率 、
大流量、低时延和云储存、云计
算 ， 使 VR 进 入 生 活 变 成 现 实 。
广州一家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
对以上技术瓶颈的突破。

广东卓远虚拟现实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阳序运带着这个技术突破
参加会议。他说：“现在一些科技
馆的 VR 应用存在的交互性差、头
盔过重、隔离眩晕感等问题，技术
上都有解决方案，关键在于技术融
合和广泛应用。”据介绍，该公司

有关技术去年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已经突破有关技术瓶颈，
实现了 360°全景再现，沉浸体验
有如身临其境。

北京世纪明德教育公司是一家
游学教育龙头企业。该公司负责人
陈自富认为，VR 技术的优势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突破传统教育中
的二维显示，实现各种机制的三维
显示；突破现有计算机的鼠标键
盘，实现手眼协调的自然交互；突
破屏幕的现有局限，让体验者能够
沉浸在历史、未来、宏观和微观的
多种状态。

VR+科普，应该注意些
什么？

VR 技术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往
往 与 AR （Augmented Reality， 增
强现实，在镜片的显示屏幕中将虚
拟 世 界 与 现 实 世 界 叠 加）、 MR
（Mix reality，混合现实，结合真实
和虚拟世界创造的新的环境和可视

化 三 维 世 界） 混 合 并 用 ， 俗 称
“3R”。

3R 之间怎么区分？有一个简
单的方法，那就是看虚拟物体与真
实物体是不是能够被肉眼分离出
来，如果不能被肉眼分离的就是
MR， 可 以 的 就 是 AR。 一 句 话 ，
VR 是全虚的，AR 是半真半假，
MR是真假难辨！

“VR+科普，乃至 3R+科普，
肯定会给中国的科普事业带来重
大影响。”中国科技传播学会副理
事长周建强在接受科普时报记者
采访时说，“VR 技术的科普应用
将推动科学传播方式和科普展教
方式的创新与变革，加强用户的
参与、互动和体验，带来科普展
教形式与内容的迭代与升级。科
普活动会变得更有沉浸感和趣味
性，从而提高科学技术普及的质
量与效率。”

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应该积极
引进和应用 VR 技术，大力加强科
普内容的开发与 VR 技术的有效结
合，同时要保持技术应用效果和科
学教育目的一致性，加强 VR 技术
及其展教活动的开发，不断提高科
普体验的真实性、安全性和舒适
性，尽量减少和避免老年人和少年
儿童在科普活动中的眩晕与不适。
周建强对记者说。

演讲式科普活动以科学家和科研工作
者面向公众、媒体讲述科学的形式，促进
公众理解科学，提高参与主体的交流互动
及科学传播效果。以下将以“我是科学
家”“格致论道”“刊媒惠”三个典型的演
讲式科普活动为例，分析在组织模式、选
题策划以及互动交流上的特点，从组织实
施的角度为提升科学家公众演讲的吸引力
提供借鉴。

跨界协作式组织模式，凸显活动
品牌特色

演讲式科普活动可选择科研机构、院
校、媒体、文创等跨界合作的组织模式，
给科学家们提供科技成果、科学精神、科
学生活等内容展示和分享平台，凸显活动
品牌和不可替代的鲜明特色。上述三个典
型活动的组织模式，均体现了强强跨界组
合。“我是科学家”是由中国科协科普部主
办、果壳网承办，隶属“科普中国”品
牌，体现国家科普和社会化科普相结合的
优势。“格致论道”定位为科学文化讲坛，
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和中国

科学院科学传播局联合主办，邀请不同领
域的嘉宾分享关于科技、教育、生活和未
来的思想和观点。“刊媒惠”是由中国科普
研究所科学媒介中心联合科技期刊、文创
机构举办，搭建科技期刊、科学记者、文
创爱好者和公众之间的平台，将科研成果
以现场沙龙的形式讲述，并推动优秀科研
成果的媒体报道以及优秀科普作品的产出。

多层次全链条形式，打造系列活
动矩阵

演讲式科普活动并不仅仅局限在现场
演讲这单一环节，开始关注其后续效果，
通过打造系列活动矩阵，以多形式全链条
的方式，将科学家、媒体、公众等不同主
体深度连接，发挥出活动的持续影响力。
其中，活动矩阵包括科学家演讲、演讲内
容二次创作传播以及线上线下培训或工作
坊等。“我是科学家”包括科学家演讲视
频、面向科学家的科普能力培训班、新媒
体传播矩阵等。“格致论道”针对不同地
区、观众和演讲者，推出格致论道+、煮酒
论道、格致少年等系列活动，力图营造多

元思辨的科学文化交流氛围。“刊媒惠”聚
焦科研论文的社会效果及对公众生活的影
响，开展线下沙龙结合线上直播的讲座活
动，而后开展为期1-2周的线上科学传播工
作营，以研讨合作方式促进科研论文成果
的科普转化。

多角度策划选题，聚焦社会热点
与公众需求

演讲式科普活动的选题策划，强调围
绕核心科学主题，进行跨专业的视角审
视，让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解
释科技问题，同时又密切结合当下社会热
点和公众需求。“我是科学家”主题策划一
般是先聚焦到一个核心“概念”，延展到不
同的领域，形成互相补充的关系，再寻找
相契合的科学演讲嘉宾。“刊媒惠”每期活
动的选题都会结合当前社会的焦点、热点
问题，围绕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从不同角
度切入。例如 2020 年 8 月策划组织的“天
问一号：火星之旅”主题活动，三位演讲
嘉宾分别围绕火星探测器、火星本体特
征、运载火箭展开，形成了对火星探测器

发射这个热点科学话题的全面阐述。

营造沉浸式传播语境，拉近科学
传受距离

演讲式科普活动将科学家、媒体、公
众置于同一空间，科学家在演讲时更加注
重内容的引人入胜、语言表达的通俗易懂
和现场观众气氛的调动，营造沉浸式人际
传播语境，促进各方主体的近距离沟通，
便于思想和观念的触达。“我是科学家”在
演讲稿的内容设定上，强调科学家以生动
自然的“讲故事”风格来进行演讲，而不
是常见的“做报告”。“格致论道”专注于
思想的传播，力图从思想的源头促进公众
参与科学的积极性。“刊媒惠”开创性地搭
建了科技期刊作者做科普的平台，从科研
成果出发，注重与大众媒体的交流互动，
增强解疑答惑，便于大众媒体获得最前沿
的科技报道选题和科学事实，共同提高科
学传播效率和质量，促进公民科学素质提
升。

（胡俊平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马茜茜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科研助理）

演 讲 式 科 普 活 动 如 何 更 出 彩
□□ 胡俊平 马茜茜

VR + 科 普 ， 应 该 怎 么 玩
□□ 冷德熙

左图为1917年1月26日“图书馆开馆纪念”（二排右四为鲁迅）。
右图为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