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籍是人类知识传承的主要方
式。科学技术类图书更是传播科学技
术专业知识和方法、弘扬科学精神的
重要载体。而科学图书奖是促进科学
图书传播，启迪读者，以及引导图书
出版的重要方法。根据世界各国和国
际组织的科学图书奖励发展趋势以及
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建议国家设立

“国家科学文化图书奖”。

科学图书奖加速促进科学传播

从世界范围看，图书奖励主要由国
家有关机构、大学、媒体、科学家团
体、企业和出版商通过年度评奖方式进
行，获奖作品和作者不仅能获得奖励，
而且媒体和书籍专家还可以通过评论将
其写作思想和方式得以推广，进一步促
进优秀书籍的出版与发行。

但是，由于书籍的种类多样，大
多数机构的图书评奖兼顾全面，并没
有显示出科学技术普及类图书的突出
地位与价值。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协会
和学会都有不同程度和影响的科学书
籍评奖，其中，英国皇家学会和美国
科学促进会的科学图书奖影响较大。
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旨在鼓励编
写、出版和阅读优秀、通俗易懂的科
普书籍，表彰各国的优秀科普书籍；
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书籍优等奖是为
了表彰优秀的儿童和青年科学著作和
绘本，奖励作者和插画师，旨在鼓励
所有年龄段的人撰写和出版高质量的
科学书籍。

科学技术图书奖在促进科学家和
科学记者，以及科学作家的写作方面
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获奖图书创
作的发展趋势，以及对好书的评价进
一步促进了科学传播，同时使得科学
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阅读科学图书有助提升公众
素养

目前，中国各种图书奖并不少，
但比较受重视的图书多是文学、社科
和青少年读物，科学技术类图书受重
视程度处于落后地位。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就参加
了国际科学素养的调查。中国的科学
素养在国际的排名地位在 2022 年美
国《科学与工程学指标》最新发布的
数据中仍然处于落后的地步。2021
年，中国科协发布的第十一次中国公
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
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已经接近 11%，但是，美
国在 2006 年就已经达到 25%，即 1/4 的美国成年公
众已经具备国际承认的科学素养水平。调查数据告
诉我们，阅读科学图书是提升中国成人公众素养的重
要方式之一，能够弥补与国际科学素养的差距。

科学文化图书将科学从象牙塔引流出来

为何应该设立“科学文化图书奖”，而不是“科
普图书奖”？

今天，科学技术的核心包括精神、思想、方法、
价值观和认识论等，通过媒介向公众文化渗透，并逐
步影响和改革了大众文化的模式。国际学者普遍认
为，科学与技术文化是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综合概
念。科学技术文化既是在面临发展时我们的观点阐述
和采取关键行动时的态度，也是我们在采取行动和作
出选择时的态度宣示。

目前，我国关于大众科学技术图书多偏重于儿
童科普读物以及少量成人科学普及图书，主要内容
仍然为传播科学知识，甚至可以说是“分科之学”。
这种分类方法忽略了科学的本质：人类探究客观事
物与宇宙运行规律的认识论、价值观和方法论。科
学文化图书的范围延伸至知识、文化、历史、艺术
以及美术等领域。也就是说，科学文化图书将科学
从象牙塔引流出来后，逐步渗透于文化各个领域，
形成多元化的科学文化影响，其作用与影响范围是
传统的“科普书”无法比拟的。只有迈出这一步，
我们才能真正摆脱今天“科普书即科学知识书”的
禁锢。

“中国科学文化图书奖”应该成为中国科学文化
发展的象征性的旗帜，引领国人不断理解科学技术发
展趋势，同时也应该是促进中国科学书籍出版发行的
动力。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国际科学素养促
进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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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睹为快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日前，教育
部等八部门启动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
动，并印发《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
施方案》。家庭教育中如何配合实施方
案，进一步推动青少年学生阅读的深入开
展？

利用社会资源 扩大阅读面

国 家 新 闻 出 版 署 今 年 2 月 发 布 的
《2021 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 显示，
2021年全国人均购书6.59册。《2021中国
书房与阅读现状洞察》报告显示，中国人
均书房面积仅0.65平方米，不足一个马桶
大小。可见，我国普通家庭购书、藏书情
况并不乐观。

相比人均购书量，公共资源则丰富得
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共有公
共图书馆 3217 个、文化馆 3317 个。有效
的阅读是建立在广泛阅读和深度阅读相结
合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家庭阅读要充分
利用学校和社会图书馆，增加阅读的数量
和丰富度。

阅读当然不局限于纸质图书，也要充
分利用数字化平台，包括国家建设的读书
平台、各地各学校的数字平台。为孩子选
择合适、多样、健康的阅读资源，让孩子
时时处处可以阅读。

克服功利化 推动深入阅读

调查显示，很多父母给孩子买的多
是工具类、考试用书籍，希望孩子能将
读书的效果马上“变现”——写好作
文、提高考试分数。心理学研究告诉我
们，真正能够激励一个人的是内在奖赏
而非外部鞭策。所以，父母要克服功利
化的倾向，注重激发读书兴趣，调动青
少年读书的热情，引导孩子在阅读中打
开视野，体验到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多元
的外部世界。

梁启超把 8 位子女全部教育成才，
创下了“一门三院士，父子九专家”的
传奇。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重点不在知
识的灌输，而是强调立志和做人。他教
育孩子就像对待朋友一样，“对榻亲谈
两无忌”，每天饭后“娱乐”就是亲子
读书交流。即便是出差在外，梁启超也

会通过书信和子女沟通。现存梁启超写
给孩子们的家书多达 400 余封，在这些
书信中，他会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与个
性进行读书指导。

行思结合 丰富阅读形式

家庭可以开展丰富读书的活动，比如
和有共同理念的家庭一起开展家庭读书
会，以书会友，让同龄人互相碰撞思想。

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读书也可以走出书斋，走向更广大的世
界。带孩子在社区或郊区、去其他城市进
行主题旅行，比如说来一次“唐诗行”，
实地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
意境、“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浩
瀚。大一些的孩子，比如高中生，可以让
他独立参加一些安全可靠的志愿者活动，
去山区支教、去自然保护区工作，学以致
用。只有行思结合，才不会流于空谈，因
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作者系科普作家、金牌阅读推广人）

恰 同 学 少 年恰 同 学 少 年 ，， 读 书 正 当 时读 书 正 当 时
□□ 李峥嵘李峥嵘

4月22日世界地球日的宗旨是唤起
人类爱护地球、保护家园的意识，促进
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进而
改善地球的整体环境。那么，“地”和

“球”两个字的来历是什么呢？

先看看“地”。从字形来看，春秋
战国时期的“地”有多种写法：其中一
种写法是由“阜”“土”和“它”三个
部分组成的，“阜”和“土”表示意
义，“它”表示读音。这两种写法都表
示“大地”的意思，与“天”相对。例
如 《易经·系辞下》：“仰则观象于天，
俯则观法于地。”意思是仰头就能观察
天空的现象，俯首便能细看大地的规
律。再如 《易经·乾卦》：“本乎天者亲
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意思是依存于天的就亲近上面，依存于
大地的就亲近下面，这些就是万物按照
优劣等种类聚集在一起。

到了小篆中，字形出现了简化和讹
变 ： 虽 然 保 留 了 “ 土 ”， 但 除 去 了

“阜”，并且“它”讹变成了“也”。于
是，“地”成了由“土”和“也”两个
部分组成，并成为最为主要的一种写
法。在后来的隶书、楷书、草书和行书
中，一般也是由“土”和“也”组合而
成，没有出现本质的变化。

此外，“地”还有“坔”的一种写
法。《集韵·至韵》：“地，或作坔。”其
中的“土”表示土壤，“水”表示水
分。由此可见，在我国古人的观念中，
大地除了包含土壤之外，同样不可缺少
水分。

再看看“球”。小篆中的“球”由
“王”和“求”两个部分组成，“求”表
示读音，而作为部首的“王”大部分表
示“玉”的意义，例如“琦、琳、瑾、
瑜、琼、瑶”都有美玉的意思。因此

“球”本来的意义是美玉。美玉的形状

是非常多样的，而地球是椭圆体，那么
为什么“球”会产生这种意义呢？实际
上，这是“球”借用“毬”意义的
结果。

“ 毬 ” 由 “ 毛 ” 和 “ 求 ” 组 成 ，
“毛”表示填充物，“求”的意思是毛
皮。“毬”就是鞠丸，也就是充填毛的
皮球。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求”的字
形像是皮衣的形状，是“裘”的早期写
法，意思是毛皮。此外，这里的“求”
还可以表示“毬”的读音。

我国古代还有一种名为“蹴鞠”的
体育运动。“蹴”是指踢，“鞠”是指
球。不过“毬”与“鞠”有同有异。相
同之处是它们都是里面填充材料的皮
球，不同点在于“毬”的外表带毛，而

鞠的外表没有毛。
后来，“毬”的意义被“球”代

替。现在的体育运动中带有“球”的有
很多。例如足球、篮球、排球、羽毛
球、乒乓球、网球、橄榄球、棒球、垒
球、高尔夫球、马球、手球、水球、保
龄球、门球、藤球、冰球、台球、地掷
球、曲棍球等，这些球类运动中的大部
分球是圆形或者类似于圆形的形状。

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也是人类
共同的赖以繁衍生息的栖息地。今年地
球日活动的主题为“珍爱地球，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希望这个特殊的日子可
以提醒我们树立珍爱地球的理念。

（作者系广西语言学会理事、文学
博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汉
语国际教育系教师）

爱 护 “ 地 ”“ 球 ” 保 护 家 园
□□ 顾 军

多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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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仰望星空到问天探月，人类在探索宇宙的道路
上从未停歇。在2023年第4期《知识就是力量》杂志
中，我们将跟随科学家，冲出大气层，在宇宙这个独
一无二的“实验室”中探知星空的奥秘。

未来，我们将坐上嫦娥号月球探测器，到月球春
游；在月壤中，播种水稻种子，将成熟的水稻送回脉
冲星上……

叩问苍穹 揽月归来

之前，我一直以为，水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上节水班会课时，我觉得
老师和奶奶一样唠叨。

奶奶总是唠唠叨叨地说：“洗脸洗脚
的水直接倒了太可惜，可以用来冲厕
所。”“洗菜的水不能乱倒了，可以用来拖
地”“水龙头不要总是哗哗地开那么大，
太浪费”……唉，奶奶可太唠叨了。

我们家屋外的洗菜池边，总放着一大
盆洗菜用过的水。记得二年级时，我因为
倒了这盆水，还被奶奶批评哭了。我很委
屈，不懂一向温和的奶奶为什么会因为一
盆废水责骂我。

直到去年秋天，我才理解了奶奶的唠
叨，甚至觉得她的唠叨很动听。那是一个
周五的下午，我放学回到家，上完厕所
后，却发现停水了。这时，我想起奶奶平
时存的那一大桶洗脚水，就去舀了一盆，
把厕所冲干净了。问了奶奶才知道，到了
秋天，我们当地就进入枯水期了。“之前
你年纪太小，我们都没跟你说过这些。其

实啊，咱们村的自来水蓄水池哪怕蓄一晚
上水，也不够每家每户煮饭洗菜的量，所
以大家都要到村头井边等水……”没等奶
奶说完，我一溜烟跑到古井边，发现很多
人拿着大大小小的水桶、水壶，排着老长
老长的队，等着接水。我钻进人群，凑到
井边一看，发现井里的水是见底的。那么
多人等着接水，而水管里的水竟然还没有
一根筷子粗，这要等到猴年马月啊！

当我闻着自己臭烘烘的衣服，沮丧地
回到家，看到奶奶洗菜池旁边那一大桶洗
过菜的水，突然觉得这盆“废水”是多么
有用啊！我赶紧去舀桶里的水，准备洗衣
服。奶奶看到后，马上走过来，说：“记
得不要把洗完衣服的水倒了……”我没等
她说完，就接着奶奶的话，笑着说：“直
接倒了太可惜！要倒在卫生间装洗脚水的
大桶里。知道了，奶奶！”这一次，我终
于懂得，奶奶的话不是唠叨，而是一种智
慧与美德。

枯水持续整个秋冬季节，最终在政府

的帮助下，我们渡过了缺水的难关。此
后，我也养成了和奶奶一样的节水习惯：
漱口先接半杯水，不够再接；水龙头不开
太大，免得水花四溅浪费水；还可以再次
利用的水，我也会乖乖地倒进奶奶准备的
桶里。

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特别认真听老
师上的每一节关于节约用水的班会课，关
注世界各地干旱缺水的情况。后来，我慢
慢知道，节水并不仅仅是在生活中节约用
水，还要共同保护身边的水源不受污染。

水是生命之源，是地球的血液，让我
们从身边做起，珍惜地球上的每一滴水，
做保护身边水源的小卫士！

（本文系“如果地球没有水”作文征
集活动作文一等奖作品）［作者系贵州省
黔东南州黎平县雷洞瑶族水族乡中心小学
五年级（2）班学生，指导老师系杨华丽］

奶 奶 的 唠 叨 很 动 听
□ 石益巧

图为“如果地球没有水”绘画征集活
动一等奖作品 李馨雅 ［作者系湖北省武
汉市大兴路小学二年级（1班）学生，指
导老师系黄瑶］

这 一 节 日 已 形 成 地 球 文 化
□ 张九辰

每年的4月22日，成为全世界专为
保护人类生存的地球而设立的节日。至
今，世界地球日活动已经持续了 54
年。我国在1990年正式参与到这项保护
地球的运动当中。

进入 20 世纪以后，人口爆炸、土
地沙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环境
污染……这些问题使人类陷入了生存困
境。1962年，《寂静的春天》一书向人类
敲响了警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环境问
题的普遍关注，并促进了 20 世纪 70 年
代的环境保护运动。

《寂静的春天》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
蕾切尔·卡逊创作的科普读物。作者以详
尽的阐释、优美的文字和独到的分析，
描写了过度使用化学药品和肥料导致的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此书一经出版，
即引起了全世界对环境问题的重视。

1970年4月22日，美国举行了世界
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环保活动，约
2000万人参加了盛大的游行。这个被称
为“地球日”的活动，最终推动了世界
性的环境保护运动，并最终被联合国确
定为国际性的节日。

地球日活动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重
视，各国纷纷出台保护环境的法案。
1972年，一个主要由科学家组成的非政
府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研究报告

《增长的极限》。报告向全人类宣告了能
源与环境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各国的经济
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模式乃至政治发展
内涵，并预测如果人类不改变经济增长
模式，未来可获得的食物、人们的生活
水平以及人口数量都将下降。

1990 年，在第 20 个地球日到来之
际，由世界著名人士和环境保护者共同
成立了“地球日”协调委员会，呼吁各
国领导达成合作协议，阻止全球环境的
恶化。全世界有140多个国家的2亿多人
参与了地球日活动，中国也参与其中。

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也引起了联合
国的关注。2009 年第 63 届联合国大会
通过决议，正式将每年的4月22日确定
为“国际地球母亲日”，并倡导通过与
自然和谐相处来庆祝这一国际节日。由
于约定俗成，现在大家仍然习惯称这一
天为“世界地球日”。

经过50多年的发展，世界地球日已

经成为一项全球性的环保活动，甚至是
一种地球文化。各国以各种方式倡导保
护地球、保护环境。许多国家和相关机
构通过发行海报、手绘漫画、拍摄纪录
片和文艺作品等形式倡导保护地球环
境。此外，围绕地球日创作的歌曲、海

报和纪念邮票也是层出不穷。人们通过
这种仪式感，宣传思想、凝聚力量、传
承精神和表达诉求。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
究所研究员、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
业委员会副会长）

左图为中国在2005年发行的地球日主
题邮票。

右图为1970年美国发行的世界上第
一套地球日主题邮票，主题分别是救救
城市、救救土地、救救空气和救救水源。

摇曳烛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