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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科学的发展来说，除了人们最
为关注的其本身的科学理论和实验的维
度之外，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了对科学社
会学的研究。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几
乎一开始，对科学的建制的关注就是核
心内容之一。

科学的建制是指以科研活动的主体
承担者——科学家为基础所组成的科学
活动的机构，在科学研究活动中逐渐形
成的组织原则、组织方式和活动制度，
以及科学活动的组织系统及其运行机制
的总和。当然，其中最有形且可观察的
就是科学机构了。在科学机构中，最初
以英国皇家学会为典型代表的科学社团
也是当下联结科学共同体成员的最有力
的组织形式。

因而，在科学史领域中，早在17世
纪就已经出现了像 《皇家学会史》 这样
讨论科学社团历史的著作了。以后，科
学的建制的演变和发展也成为科学史研
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关于科学社团历史
的研究更是出现了很多。不过，关于中
国科学社团发展的历史仍然有很大的研
究空间，而王国强先生的这本 《中国共
产党与科技社团的百年》 便是将中国现
代科学发展的历史与中国百年科技社团
的历史相结合，并将之置于中国共产党
的影响和时代的背景之下来讲述，在立

意上更有一番新意。在出版界近年来关
注“主题出版”的形势下，此书也可以
说是对“主题出版”之范围的有益拓
展，是将科学史研究与“主题出版”的
出色结合。这是此书的一个亮点。

近年来，科学家精神在国内也经常

被提及，并被倡导和发扬。以往，人们
谈论科学精神较多，而“科学家精神”
这个概念则较为抽象一些，对其虽然也
有一些概括总结，但总是令人感觉不够
完备，而且也未与国际上谈论科学的概
念完全接轨。实际上，科学家精神指科
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时所体现出来的
各种精神气质，以及相关的优良品质和
追求，是更为具体和明确的。此书并未
空洞地以“贴标签、喊口号”的方式去
生硬地总结何为科学家精神，而是通过
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具体发展，尤其是通
过中国科技社团的发展历史，将科学家
精神通过科学家们的所作所为更深刻、
具体地体现出来。这也是此书的一个
亮点。

历史著作的写作，可以有非常专
深的学术性的写法，也可以有更通俗
的面向公众的写法，此书显然是选择
了后一种撰写方式，这样的历史著作
在社会上的影响也会更大一些。但无
论哪种写法，历史研究都要依赖于对
史料的充分把握。与相似的著作比较
起来，此书在对史料的掌握方面也很
有优势和特色。尤其是伴随着对中国
近现代科学发展和科技社团发展的通
俗叙述，书中配上了大量作者精心从
原始档案中收集的难得一见的珍贵历

史照片。这一方面与近年来史学界更
强调以图证史的研究追求相吻合；另
一方面从传播的角度来说，也使得此
书对所讨论内容的展示更直观、更有
吸引力，甚至因出现在书中的这些照
片而使此书更具有收藏价值。这可以
说是此书的一个更大亮点。

科学史著作对于科学传播来说具有
重要的意义，可使科学传播突破传统科
普只关注传播具体科学知识的局限，当
提出要弘扬科学家精神时就已经在前提
中预设了这种突破。作为当下科学传播
的主体，中国科协除了科普这项最重要
的工作内容之外，也承担着对于科技社
团的管理任务。此书中介绍的中国科技
社团的发展也多与中国科协的发展和工
作紧密相关，因而就此书讲述的主题来
说，也恰恰是将中国科协的这两大任务
结合起来。就此而言，通过作者扎实的
研究和顺畅的表述，也可以说此书是结
合百年来中国科学的发展、中国科技社
团的演变，以及其中承载的对科学家精
神、对中国科协的发展和工作的一份精
致的总结和纪念。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
系教授，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本
文为 《中国共产党与科技社团的百年》
序言）

新 视 角 下 的 科 学 外 史 与 科 学 家 精 神
□□ 刘 兵

《中国共产党与科技社团的
百年》，王国强著，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出版。

漫威电影《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
是《蚁人》系列的第3部。故事发生在量子
力学规律支配的微观世界，漫威称之为“量
子领域”，但真正的微观世界真如电影所描
述的那样吗？

电影描述的微观量子世界只是软
科幻

按照漫威的设定，量子领域是非常微观
的尺度，时间和空间变得没有意义。而真正的
微观世界只有到了普朗克尺度以内才会出现时
间和空间失去意义的可能，因为普朗克尺度超
出了已知物理学能描述的极限。但可以肯定的
是，普朗克尺度一定非常混乱，正反粒子对不
断地产生和湮灭，时空不断泛起泡沫，没有什
么能稳定存在。所以，真正的微观世界不会出
现那么多奇形怪状的生物甚至文明。这种对微
观量子世界“太空歌剧”式的描写只是软科
幻，或者说是披着科幻外衣的神话。

影片有一个情节是蚁人不断地分身，
“在一瞬间有一百万种可能”全部都出现。
这个参考了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解释：即每次
测量量子态产生的随机结果，传统的哥本哈
根解释认为是一个瞬间的量子态坍缩，随机
选择了结果。而多世界解释认为，每个结果
对应的世界都存在，世界（宇宙）产生了分
叉。但量子力学要求这些分叉之间是不能交
流的，如同直角坐标系的x轴和y轴，互相

垂直没有投影，老死不相往来。但为了讲好
科幻故事，还是要假定多个世界或多个宇宙
之间能够交流沟通，来回穿梭，甚至跨时间
地穿梭。所以有人总结此类科幻故事为：遇
事不决，量子力学；解释不通，穿越时空；
逻辑不够，平行宇宙。

量子力学已深刻改变人类日常生活

从根本上讲，量子力学是人类已知宇宙
最底层的物理规律，更底层的规律还没发
现，而且不知道人类是否有可能发现。所以
我们在宏观世界遵循的物理规律“经典力
学”，实际上是量子力学在宏观尺度的近
似。也就是说，我们的世界根本上是由量子
力学支配的。

量子力学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即信息革命
的源头，已经让世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量子力学指导物理学家们发明了当今计
算机和智能手机的核心集成电路——芯片，
用于支撑起全球互联网光纤通讯和精密工业
加工的激光，用于数字成像的图像传感器，
用于医疗和材料检测的核磁共振，以及用于
全球定位卫星的原子钟等等，深刻改变了人
类日常生活。

同时满足 3个条件，才能掀起
“量子狂潮”

作为信息技术的继任者，量子科技虽

然做出了一些成绩，但远没有普及到人们
的日常生活中。究其原因，量子信息科技
主要的3个方向——量子计算机、量子通信
和量子传感 （精密测量），都没有同时满足
一项大规模普及技术所具备的条件：成熟
技术、周期短、低成本。只有同时满足这3
个条件，才能掀起改变人类生活的“量子
狂潮”。

量子计算机目前只停留在实验室的极早
期研发，距离真正解决问题依然非常遥远，
第一个经过量子纠错可使用的逻辑量子比特
才刚刚出现，因此相比于“硬科技”，更像
是“硬科幻”。

量子通信经过中国“墨子号”量子卫星
和科创板上市企业“科大国盾量子”等多方
努力，已经具备了成熟的量子保密通信技
术，并且可以快速制造标准设备，但是设备
成本非常高，无法普及到个人用户。

量子传感的情况与之类似，并且由于定
制化设备多，难以形成标准，制造速度慢。

相比之下，在量子通信中使用的量子随
机数技术已具备大规模普及的条件，近期很
可能带来“量子狂潮”。量子随机数的基本
原理来自于量子力学中量子态的测量随机
性，也就是爱因斯坦一直不相信的“上帝掷
骰子”。但是在微观系统中，量子随机性无
处不在，它也是宏观世界各种真随机性的真
正来源，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做到微小的光芯

片，通过采集光子的量子噪声，稳定地输出
量子随机数。例如三星电子已经成熟量产了
2.5毫米量子随机数芯片，并把它装配到了
自己的量子加密手机中。

作为致力于将量子科技应用落地的创业
者，我们正在做的事就是使用量子随机数芯
片，在移动端为新一代互联网建立可抵抗量
子计算机攻击的量子加密安全根基。同时我

们研究出了一套基于量子随机数的区块链
“随机性证明”共识机制，可大幅降低区块
链的生成门槛，并摆脱对加密货币的依赖，
为新一代互联网的大量去中心化应用建立生
态繁荣的基础。量子技术的应用，将掀起一
场真正的“量子狂潮”，让人类的未来变得
更好。

（作者系夸密量子创始人）

量 子 狂 潮 真 的 来 了 吗
□□ 张文卓

你知道吗？历史上第一位程序员
是女性，开创抽象代数领域的数学家
是女性，发现性染色体决定性别的生
物学家也是女性！世俗偏见一度将女
性排除在科学之外，但依然有无数杰
出的女性在科学史上留下了她们的闪
亮名字。

美国作家瑞秋·伊格诺托夫斯基
在《无所畏惧：影响世界历史的50位
女科学家》一书中讲述的，就是这些
影响世界历史却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
女科学家的故事。

瑞秋是在美国新泽西州长大的姑
娘，14岁那年，她决定将艺术作为今
后的职业方向，并且专注漫画和插
画。2001年大学毕业后，她进入著名
的霍尔马克公司，在这里和顶级的插
画师、设计师一起工作、交流。与此
同时，瑞秋喜欢科学和历史。结合自
己的专业，她决心用手绘信息图示的
方式来给世界讲故事。

2016年，瑞秋推出了一本风格独
特的插画书 《科学领域中的女性》，
描绘了历代在科学、技术、工程、数
学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女性。这本插
画书视角新颖，知识满满，立刻成为
纽约时报畅销书，在亚马逊图书榜上
一下就冲到了很靠前的位置。

一个偶然的机会，买下这本书中
文版权的接力出版社找到了我的朋友
——作家和翻译家于是，她推荐由我
来担任这本书的翻译。此前我翻译过
小说、传记和科普，但还没试过绘
本，这本集科学传记和插画为一体的
书，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吸引到了我，
让我决定在繁忙工作之余，把它好好
译出来带给国内的读者们。

从古希腊数学家希帕蒂亚，到
18世纪古生物学家玛丽·安宁，到我
们这个时代的神经生物学家梅-布莱
特·莫索尔，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常
常为这些女性感到惊喜和赞叹。

英国古生物学家玛丽·安宁，在
12岁时就找到了第一具完整的鱼龙化
石，之后她又相继发现了两具蛇颈龙
化石，证明了物种灭绝的真实性；美
国物理学家凯瑟琳·约翰逊，在1969
年准确无误地计算出了“阿波罗 11
号”的运行轨道，确保宇航员们在第
一次登月之后，能安全返回地球；居
里夫人同时代还有一位和她齐名的电
气工程师赫莎·埃尔顿；暗物质的真
正发现者是维拉·鲁宾；内蒂·斯蒂文
斯在20世纪初发现了决定性别的X染
色体和Y染色体；基因工程领域至关
重要的“转座子”理论是芭芭拉·麦
克林托克提出的……

该书还介绍了3位来自中国的女科学家。其中，中
国清代女数学家兼诗人王贞仪，在24岁时就写出了5卷

《术算简存》，供数学初学者入门学习使用。她甚至用一
个简单的模型就解释了日食、月食形成的原因。

随着瑞秋的画笔和文字，作为译者，我知晓了许多
自己本不知道的东西。

如果你们问我，为什么要译这样一本书，我认为，
众多理由中最打动我的是，如果我更早读到这样一些无
所畏惧的前辈们的故事，知道了她们怎样打破性别、身
份甚至是时代的束缚，一直寻找关于这个世界的机制与
真理，也许，我也会坚定地成为一个科学家，披荆斩棘
地走在科学研究的路上。而现在，我想把这个机会留给
更多的孩子和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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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电影海报（图源：豆瓣电影）

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
学院院士周忠和提出了关于将中学地
理课升级为地球科学课程的提案。他
认为，现行中学地理课程以传统地理
知识为主，缺少地球科学整体视野，
难以容纳其他分支学科的内容，且学
习内容与现实生活联系不够紧密，内
容设计与趣味性不足，探究与实验
少。这样的课程设置已无法适应高等
院校对地学人才早期培养的要求，问
题和矛盾十分突出。

周忠和另有一个身份是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理事长，他还曾担任过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
长。在他看来，地球科学是认识地球
形成和演化的科学，包括大气科学、
地理、地质、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
地球化学、海洋科学等，以及在此基
础上集成发展的地球系统科学，涵盖
面甚广，远非传统地理学的研究主题
所能关涉。

就此话题，3 月9 日一早我连线周
院士讨教。他告诉我，近年来地学专家
已多次建议修改中小学地理课程名称，
提高地球科学其他内容的比例。目前小
学地理课程已经扩增了部分地球科学内
容并纳入小学科学课程，中学课程改革
虽然也吸收了部分意见并多次修订，但
是仍然主要局限于地理现象的空间分
布，无法体现地球科学的丰富内涵，难
以跟上新时代的发展步伐。因而他觉得
此事很重要。“这次上提案就算是加把
柴、添点火吧。你不妨也多听听其他地
学或教育方面专家的意见。”

接下来，我联系到中国科学院自然
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九辰。巧了，她
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地学史，而且早年还
做过两年中学地理教师。她说非常赞同

周忠和院士的建议。现在的中学只讲
地理，肯定是有问题的，其实它应该
讲地学。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影响
着中国地学人才的培养。

张九辰对竺可桢地学思想的形成
作过专题研究。她说，将近一个世纪
以前，中国近代地学的主要开创者竺
可桢曾有意促成地质学、地理学和气
象学的融合。在地学教育中，竺可桢
十分重视地学知识的综合训练。当时
的大学地学系虽然根据学科发展的需
要设置了地质矿物和地理气象两个专
业，但是所有学生的必修科目中包括
了地质、地理和气象学科的基础知
识。野外实习往往也是地理学与地质
学同时进行。竺可桢更是亲自开设

《地学通论》课程，培养学生的综合素
质。这种综合式的教育模式，促进了
相关学科的融合。

1933 年，竺可桢主编的 《新地
学》 出版。他为该书写的序中，有一
段关于地学的论述，表达了他的理
想：“盖地学犹如一大户人家，当初家
累奇重，极为复杂，其后群从昆季，各
自成家立业，……顾门户虽专，而系统
乃存，望衡对宇，声气相连。‘大块文
章’，原无此疆彼界之见，惟有拘儒，
不知会通之义。” 当时世界科学的发展
正处于学科分化的潮流之中，竺可桢的
思想是超前的，所以他的理想无法
实现。

当前在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地球
科学正在走向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因此
将中学地理课升级为地球科学课程势在
必行。当然，如要真正落到实处，还有
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地理教材的升级改
造、师资队伍知识结构的调整、课程资
源的开发，等等。

对这个话题的交流探讨，让我不由
地回想起十几年前采访欧阳自远院士，
听他谈到的自己年轻时所做的专业思
考。起因是我问到，像他这样的一位地
球化学家，怎么成了中国探月工程首任
首席科学家？他笑着向我讲述了这“天

地转换”的原由。
1957年10月4日，世界上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升空，震撼世
界。欧阳自远意识到，人类活动已然跨
进第四疆域——太空，迎来了真正的

“航天时代”。跳出地球，在更大的时空
范畴里研究包括地球在内的太阳系各层
次天体，时机已经来临。而太阳系的各
个行星是地球的兄弟姐妹，只有比较它
们的共性与特性，才能更深刻理解地球
和行星的起源与演化历程，这就必须要
有坚实的地球科学基础。

1958 年的一天，年仅 22 岁的矿床
学研究生欧阳自远，找到地球科学领域
的权威专家侯德封，坦陈自己的想法：
跟“天”联系起来延展对于“地”的研
究，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太阳系内各行
星、卫星、小行星等的化学组成、演化
过程等，为今后我国的空间探测提供科
学积累，也将为更深刻地认识地球拓展
视野。侯先生听了欧阳自远的介绍，大
加赞赏，予以鼓励。

鉴于当时我国的科技和人才力量还
比较薄弱，欧阳自远独辟蹊径，在我国
开展了各类地外物质，如陨石、宇宙尘
和月球岩石等的研究，从而开辟了中国
陨石学与天体化学研究的新领域。后来
他又去进修实验核物理，还参加了我国
地下核试验场选址和试验前后地质综合
研究与防治地下水污染等任务。徜徉于
地质学和核物理学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专
业，给欧阳自远带来了两种完全不同的
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并深深地影响了
他后来的研究工作。

30 多年后，1992 年，欧阳自远向
国家“863计划”专家组提出了我国应
实施探月工程的建议，1994 年又向专
家组提交了《中国开展月球探测的必要
性与可行性研究》 报告并获得通过。
2004 年初，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探月
一期工程立项。69 岁的欧阳自远被任
命为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

观念一变天地宽。升级，只为拓展
更广阔的空间！

升 级 ， 拓 展 更 广 阔 的 空 间
□ 尹传红

中国探月工
程首任首席科学
家 欧 阳 自 远 院
士，是一位著名
的天体化学与地
球化学家。

还在读研究
生 时 他 就 思 考
过，跟“天”联
系起来延展对于

“地”的研究。
（图片由作者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