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线思维和简单归因随处可见，在
一定程度上是一系列非理性行为的思想
基础。这种思维方式虽简单明了，却很
容易出错，有时甚至导致严重的错误。
对于个体的日常事务，可能导致关系处
理 上 的 冤 枉 或 误 会 ， 导 致 被 欺 骗 或 冲
动 ， 从 而 带 来 一 系 列 的 麻 烦 。 对 于 科
研、探索、认知过程，可能导致错误结
论，对决策或行为选择造成误导。

从思维层次看，线性思维或直线思维
是一种低层次的思维模式。基本原理是，
基于表面现象而产生的对事物之间联系的
认识，比如，我们每天回家，开门以后，
先打开电灯开关，于是屋里的电灯亮了。
了解原理的人，知道灯亮了是因为接通了
电，是电流使电灯中的钨丝发热产生了光
亮。而对于直线思维的人或不具备科学素
养的人，很容易认为是开关 （本身） 导致
了灯亮。这种表面现象之间的简单联系并
不少见。对于不具备科学思维的人，这种

联系还是比较普遍的。巴普洛夫的刺激反
应实验，主要就是揭示这种联系的。高级
思维的生物，会探索更深层的原因，比如
探索灯亮的原因，电灯亮因为有电，并进
一步去了解怎么产生电，怎样建造一座发
电厂，甚至研究用什么能源作为燃料，最
为经济。但即使是一些聪明的动物，比如
狗、猫、猴子等，也只能进行直线思维，
如果要进行高层次思维，可能还需要进
化。可见，线性思维需要跃升，否则，由
于本身具有很多误区，很容易被假象蒙
蔽。

线性思维的另一个误区是容易钻牛
角尖，从思维的角度看，钻牛角尖的本
质是单一归因。这种思维方式是人们生
活中经常运用的，比如幼儿的思维方式
就是其中的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会使
你陷入困惑、矛盾当中而不能自拔，线
性思维的结果是进行简单的结果推论；
典型的表现是自以为是，或自卑自弃，
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或者自己一塌糊涂。
这样就会使人的心情大起大落，就会失
去客观公正，看不到成绩和问题，就可
能失去前进的动力，所以，无论是在人
的成长过程当中，还是在处理社会事务

的过程当中，具有正确的理性思维，也
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正念思维，对于正确
的处理事情，发展自己，改善和提高的
效率是很重要的。

但是，线性思维并非一无是处，很
多情况下还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
法，比如我们经常用线性规划来研究一
些经济社会组织的发展目标，一定程度
上，这种规划方式就是线性的，因为其
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事物的发展是呈现
趋势性的，这种趋势大都呈现出线性的
关系。于是，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规划的
线性运动方式，具体表现就是 Y=X+B，
或者，Y=BX+C，也就是其发展轨迹是
一种直线。但是，实际上客观世界是复
杂的，即使是简单的事情，导致结果的原
因也可能是多样、多方面的，那么，如果
把结果的产生归之于单一的原因，就有可
能导致错误的结论，使事情陷入更加糟糕
的状态。现实社会中，我们无论是进行简
单的家务事处理，还是进行复杂的投资活
动，比如股票操作当中，我们往往以为，
股票已经下跌了很多了，该反弹了，于是
就全仓买入，而实际上也有可能下跌才刚
刚开始，目前只是一个下跌中继，有可能

更猛烈的暴跌还在后面。如果不分析背后
的原因，是很容易犯错误的。

当今的年轻人，大多一直处于顺境当
中，也很容易犯直线思维的错误。他们很
多人的头脑中认为，优秀的人应当是这样
的：小学时是学霸、初中时是学霸、高中
时是学霸、大学时是学霸、甚至研究生时
也是学霸，那么工作后就应该进入最顶尖
公司，进入公司以后也应该迅速得到晋
升，幻想着马上就能坐到副总裁或总经理
的位置上……一旦现实非其所愿，就会失
去动力，怨天尤人，认为是环境的问题，
而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因此，我们需要
提升思维层次，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都不是线性的，不是匀速的。一帆风顺的
人不会永远一帆风顺，困难重重的人也不
会一直困难重重。

在真实世界中，特别是社会发展尤其
是人的成长中，每个人的人生曲线都是非
线性的，都无可避免会遇到至少一段“剧
烈滑落”的曲线，可能会遇到人生中的

“至暗时光”。对于理性思维的人，可能会
正确对待成功与失败、得与失、顺境与逆
境。就可能熬过不顺心的时候，迎来下一
个辉煌时期。

理性之光

线 性 思 维 的 易 错 性
□ 郑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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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普”“科幻”日益趋成为
热词的今天，如何扩大科幻作者
群，做大科普科幻产业，成为科普
科幻界面临的新课题。在5月13日
召开的江苏科普科幻论坛上，专家
们指出，科普科幻的营养来自科研
成果，要扩大科幻作者群体，将科
普科幻产业从1.0升级到2.0。

科普科幻创作者少

江苏南京深瞳文化公司编剧
李枝认为，目前我国科幻创作者
较少。

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在中国，
活跃在一线的保持创作热情和产量
的一线的科幻作家不超过 200 人。
这些一线科幻作家中，具备理工科
学科背景的可能不到一半，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科幻创作的发
展。

李枝表示，很多科幻电影来
源于科幻小说，而科幻电影的水
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
和国民科学文化素质。专业科幻
作家不多，导致高质量的科幻作
品也少。因此，她建议科幻作家
协会和出版社沟通，尽力扶持科
幻作家创作。她说：“中国科幻小
说经过 20 年的积累，我相信未来
肯定有足够的佳作可以为电影创
作提供素材。”

“科普科幻作品有人喜欢有人
看，才能蓬勃发展，科普科幻需要
土壤。”江苏省特级教师曹勇军表
示，应从中小学孩子抓起，培养喜
欢热爱科普科幻的群体。他认为，

中小学生不应仅仅读诗歌、散文、
小说，还应多向孩子们推荐科普科
幻书籍，提升他们的科学素养，

鼓励科学工作者创作

“目前科普创作的重要任务在科
普作家身上，很多科普作家具有非
常好的科学素养、文学素养。但是
他们毕竟不能像科学家那样，难以
亲身感受到科学家研究过程中的智
力付出和精神体验，难以深刻领会
科学世界的奥妙和精髓。”中国科学
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二级研究
员、南京古生物博物馆名誉馆长冯
伟民在论坛上表示，科学家在科普
创作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他认为，科学传播的不仅仅是
知识，还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精

神。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有必要
将这些内容向大众传播。科学家也
有义务、有责任、有能力倡导这样
的科学文化。“作为科学家，同样作
为亲历者，他们最能讲好这方面故
事。”冯伟民说，科学家有责任将他
研究内容的价值向公众阐述，获得
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对科学家参与科普创作，古往
今来，很多著名科学家都提出了真
知灼见。爱因斯坦认为科学传播和
科学交流不应受任何限制，我国唐
朝秋院士认为一流的科普作品往往
是一流科学家所为。

业内人士表示，科普科幻离
不 开 优 秀 的 创 作 队 伍 ， 不 仅 需
要 科 普 专 家 ， 也 需 要 科 学 工 作
者加入。

1.0向2.0提档升级

近几年来，科幻电影、科幻书
籍越来越多，科幻产业看起来进入
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期。那么，我国
的科普科幻产业该向何处去？

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科幻专委
会主任、南京工业大学机械与动力
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付昌义告诉记
者，我国科普科幻产业正在从1.0向
2.0提档升级。

科普科幻产业的 1.0 指的是科
普科幻的优秀作品，比如科普科
幻 业 的 出 版 、 影 视 、 动 画 、 教
育、游戏、文创、主题公园等。
这个阶段，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科
幻终端规模不大，年总产值不到
700 亿元。

“未来，我们要推出科幻产业
2.0，”付昌义说，就是用科幻为影
视、动画、教育乃至未来科技、人
工智能，生命科学发展等未来科技
产业服务的产业模式转变，这也可
能会是破解中国“跟随式”创新形
式，建立“领先式”创新的一种有
益探索。目前由科幻电影中衍生的
机械外骨骼和面部捕捉技术正是这
种科幻服务产业的代表。

“这不仅是江苏科幻发展的未
来，也将是未来中国科普科幻的
发展趋势。”付昌义透露，未来希
望能成立长三角科普科幻产业研
究中心，重点研究长三角的科普
产业，研究从科幻的产业 1.0 到科
幻产业 2.0 的升级，助推科幻产业
的提档升级。

科 普 科 幻 产 业 亟 待 提 档 升 级
□□ 科普时报记者科普时报记者 项 铮

目前，北京科学中心推出的首都科技
创新成果展“人类与传染病的博弈”主题
展正在全国巡展。该主题展自 2020 年 9 月
推出，累计接待近 150 个团体 10 万余名观
众 ， 主 题 展 已 入 选 “ 外 文 版 科 普 作 品
库”，向各驻外使领馆推荐，成为促进青
少年参与前沿科技体验活动的典型案例。

然而，目前青少年参与科技体验也存
在一些不利因素。比如，应试教育剥夺了
青少年参与前沿科技体验的机会；传统
的、以知识为核心的教育方式和陈旧的科
教设备形式等因素，导致青少年对前沿科
技探知兴趣低。另外，科技教育活动中重
展览、轻教育，科技体验活动形式与蓬勃
发展的前沿科技不相称，导致青少年在参
与体验科技活动的兴趣和效果不佳。

对此，笔者建议，一要丰富和拓展青
少年体验前沿科技的活动场景。要遵循学
生认知前沿技术的规律，创新科技教育的
模式，营造社会、学校、家庭共同努力的
氛围，着力打造校外教育、学校教育、家
庭教育三种教育相结合的前沿科技教育体
验场景。

二是完善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青少年
科技教育的有效机制。科技工作者，尤其
是工作在一线的科研人员，拥有丰富的科
学研究实践经历，熟悉科学发现和探究过
程，掌握前沿的科学知识和先进实验仪器

的使用技能。通过建立有效的机制，让越
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投身于帮助青少年参
与前沿科技体验的科技教育活动中，无疑
对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有着巨大的推
动作用。

三是将前沿科技成果及时融入到义务

教育学段的课程和活动中。鼓励科研人员
支持和参与中小学科学教程的编写、教学
改革和科学课程教师培训，将最新的前沿
科技内容及时补充进去，并与学校教师一
起研究设计开发有利于青少年学生学习的
原创科普教具、展品等，通过科技教育场

所将前沿研究成果进行有效的融合，形成
良好的互补。

四是创新青少年体验前沿科技的活动
模式。一方面要建立与科学家对话的常态
化机制，建立与顶尖科学家对话的场景，
以科学家人物的事迹帮助青少年更好地体
验前沿科技。另一方面要创新体验模式，
结合新媒体、信息技术等手段建立交互融
合的体验场景，创新前沿科技的宣教和体
验模式，以互动节目走近和体验前沿科技。

此次北京科学中心推出的“人类与传
染病的博弈”主题展，就有多种创新，例
如注重前沿科技成果的互动体验、注重科
学发展过程的展示、注重与日常生活的结
合等。北京科学中心坚持“展教结合，以
教为主”展教理念开展科普工作，在各类
展项和科学教育活动中注重融入前沿科技
内容，引导公众能从奇妙的科学现象体验
到前沿科技在身边应用中，激发科学探索
的兴趣、培养崇尚科学的情感；通过搭建
首都科技创新成果交流展示平台，展示科
技成果、科技创意，再现前沿科技探索过
程，促进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传播，推动
科技推广、成果转化以及创新动力的培
育，引导公众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并将这
种科学思维应用于日常的生活中，实现前
沿科技体验活动的教育目的。

（作者系北京科学中心副研究馆员）

韩慧 摄

前沿科技体验活动如何吸引青少年“眼球”
□□ 孙小莉

（上接第1版）
“ 冲 浪 板 ” 是 “ 韦

布”的遮阳盾，由聚酰
亚胺镀铝制成，上下共 5
层，每一层仅如人的头
发丝直径那么厚。它可
以保护望远镜免遭来自
太 阳 、 地 球 和 月 球
（“韦布”位于日地系
统的 L2 点，故日、地、
月三者永远处于它的同
一 侧） 的 光 与 热 的 影
响，确保仪器在低温下
工作正常。

“韦布”的个头太大
了 ， 必 须 将 其 “ 冲 浪
板”和“向日葵”都折
叠起来，才能作为阿丽
亚娜5型火箭的“乘客”
前往太空。在到达目的
地之后，再通过约 180 步
的操作重新展开，整个
操作流程在前几年已演
练再三。有一次遮阳板
坏了，致使一再延期的
计划又一次延期。2020
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使
望远镜的组装和检测被
迫推迟。

各 种 科 学 设 备 组 装
在一起的“韦布”，要在
加利福尼亚州的诺斯洛
普·格鲁门公司与飞船部
分 （即组装在一起的太
阳 帆 和 船 舱） 相 整 合 ，
进 行 更 广 泛 的 最 终 测
试。此事也已顺利完成。

不言而喻，“韦布”
的研制团队会充分吸取

“ 哈 勃 ” 的 种 种 经 验 教
训。例如，“哈勃”曾因
一个低级错误而导致成
像质量不佳，后来 NASA
于 1993 年 12 月 2 日 用

“奋进号”航天飞机将 7
名宇航员送入太空前往
修 复 。 他 们 给 “ 哈 勃 ”
装上一个矫正透镜，其
作用有如给人戴上近视
眼镜，最终拍摄的天体
照 片 质 量 极 佳 。 然 而 ，
这样的错误却决不容许
在 “ 韦 布 ” 身 上 重 演 ，
宇航员不可能亲临远离地球 150 万千米的日
地系统 L2 点去维修。如何杜绝此类隐患，

“韦布”已有许多预案和举措。
在到达日地系统 L2 点之后，“韦布”还

要进行一系列调试才能正式开展工作。天
文学家们可真的急不可待了，有太多的事
情正等着“韦布”去做。例如，当代天文
学能够言之成理地推断，宇宙大爆炸之后
过了几亿年，第一批恒星和星系开始诞
生。但是，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揭
秘其详情细节，就应该是“韦布”一显身
手的用武之地。

再如探索系外行星——太阳系外环绕
其他恒星运行的行星，也是当下天文学的
热门研究领域。今天，天文学家探测到的
系外行星已经数以千计，它们将是“韦
布”倾情关注的对象，尤其是与我们地球
相似度很高的那些星球，会不会有生命栖
居？就此而言，特别值得期待的或许当推
位于宝瓶座中、距离地球仅 40 光年的“特
拉 比 斯 特 -1”（Trappist-1） 行 星 系 统 了 。

“特拉比斯特-1”是一颗红矮星，已发现它
有 7 颗行星，其中 3 颗是大小如地球、且位
于宜居带中的岩质行星。“韦布”将探明它
们的大气组成，以判断这些行星是否真正

“宜居”。
人们尽可以大胆地想象，“韦布”或许

会瞥见什么样的新天体，或许会看到什么
样的新现象。但是，更令人惊喜的必定是
你全然意想不到的种种新发现，且让我们
拭目以待吧！

当前，科学普及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社会上也举办了多种形式的科普大赛、科普展览、科
技体验活动等。然而，由于多种原因，青少年参与科技活动的兴趣和效果不佳——

科普时报讯（记者史诗） 几乎每个家
庭的书架上都有那本《十万个为什么》，它
伴随无数爱问“为什么”的孩子长大。作
为这套书的主要撰写者，叶永烈的作品启
迪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为中国科普科幻
事业发展和全民科学素质提升作出了卓越
贡献。

5月14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
公司主办、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幻创作研
究基地协办的“中国科幻经典重释及当下
开发——叶永烈经典科幻作品研讨”学术
沙龙在京举办。在叶永烈逝世一周年纪念
之际，科幻界专家、学者共同以叶永烈科
幻作品为切入点，探讨中国科幻经典重释
及当下开发问题。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科普时
报》 原总编辑尹传红表示，叶永烈是中国
科普、科幻界的一位风格独特、广受瞩目
的“主力队员”。他总结了叶永烈在科普创
作、科幻文学创作和纪实文学创作三个领
域内所取得的成就，指出叶永烈对科幻文

学的发展方向、科幻小说的创作理念等方
面的高明见解，在中国科幻史册上书写了
浓墨重彩的一章。

科幻作家凌晨根据 《石油的一家》 和
《小灵通漫游未来》两部作品的内容，分析
了叶永烈作品经久不衰的原因，认为叶永
烈选择的科技都偏重于生活，与社会大众
容易找到共情之处。在 《小灵通漫游未
来》 中，关于合成食物与农业技术的想
象，塑造了未来科技在大众生活中的应用
场景，贴近大众需求。

科幻作家郑军认为，叶永烈的作品选
在现实背景下进行创作，其科幻点都来自
前沿科学，前沿科学课题是他的 IP 宝库。
此外，叶永烈的作品中还贯彻了“工程师
思维”，其科幻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现实的
广泛关注和干预价值，值得继承和发扬。

科幻作家杨平指出，“《小灵通漫游未
来》 系列作品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点：
一是我们需要重拾‘科技乐观主义’；二是
可以借鉴叶永烈作品中的科技在未来的近

景式展现的创作方式。”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传
播与普及研究中心主任刘兵认为，科幻历
史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它处于科学史和文
学史的交叉领域，我们当下进行中国科幻
历史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他同时指出，
对科幻历史的研究应该更加全面，通过关
注叶永烈的作品深入思考其如何处理科普
和科幻的关系等问题。

在嘉宾视频发言中，科幻作家、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幻创
作研究基地荣誉主任刘慈欣认为，叶永烈
是中国科幻的一个里程碑，叶永烈之于中
国科幻，就像阿西莫夫之于美国科幻，二
者的相似之处有两点：一是他们的创作风
格相似，文笔清晰而透明，故事曲折，作
品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二是他们都
极大提升了科幻文学的影响力。

中国首位迪士尼签约作家、著名儿童
文学及少年科幻作家杨鹏认为，叶永烈的

作品展现了诸多国内外畅销书的必备元
素：第一，畅销书创作，必须充分关注受
众，而不是自己，叶永烈将热闹派童话语
言引入儿童科幻领域，让其儿童科幻作品
大受欢迎；第二，用定型人物或偶像人物
去串联一系列吸引受众的故事，是畅销书
成功的重要因素。叶永烈则以一个固定
的、偶像型的人物为主人公贯穿孩子喜闻
乐见的故事；第三，儿童畅销书的关键是
儿童思维，用儿童的视角、兴趣、心理愿
望、想象、语言去创作和表达，叶永烈的
儿童文学作品不掺杂任何成年人思维的杂
质。

据了解，科学普及出版社将于5月底出
版《叶永烈少儿科幻精选集 （全10册）》。
此系列图书精选了叶永烈先生最经典的少
儿科幻作品，共分为 《小灵通漫游未来
（上）（下）》《球场外的间谍案》《飞向冥
王星的人》《无形窃贼》《欲擒故纵》《龙宫
探宝》《机器理发店》《宝宝和贝贝》《小侦
探》10册。

60 年过去了，他的科幻作品为何经久不衰

在厂房中的“韦布”遮阳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