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发现地球万有引力的天才科学家牛顿，

到现代飞机的发明者莱特兄弟，再到中国的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青蒿素的发现者屠呦

呦……一位位探索未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

科学人物，在艺术家的画笔之下，跨越时空，以

经典形象讲述传奇的科学故事。

1月13日，“群星闪耀：跨越时空的科学探

索”科学艺术展在山东省日照市科技馆开幕。

展览以科普作家刘夕庆的《画解科学图景：100

位科学人物的探索创新》一书为基础，采用科

学与艺术相融合的方式，重点推出了古今中外

100位杰出科学人物的肖像与实物模型，带领

参观者踏上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日照市科技馆馆长李志毅在接受科普时

报记者采访时说，此次展览通过独特的设计语

言，向参观者传达了科学原理的美感和艺术的

科学性，打破了传统艺术展与科学展之间的壁

垒。这种创新形式使观众能轻松理解、体验展

览内容，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感受到科学

的深邃与魅力。在内容组织设计上，更加注重

多维度的科学探索、展品背后蕴含的学术内

涵，以及叙事的条理性。

展览现场，一位来自江苏南京的小朋友被

展区里的减速齿轮模型吸引，脸上写满好奇，

一心想要探个究竟。李志毅告诉记者，此次展

览量身定制了11件科研成果模型，分别置于

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发明、科学文化等

10 个主题单元展区，与科学家的艺术肖像形

成有机整体，既方便参观者了解科学原理，又

增加了沉浸式体验感。

科技馆是一部百科全书，是社会大众，尤

其是儿童青少年探索科学奥秘的殿堂，也是

科教融合的桥梁。日照市科协主席滕永茂表

示，这次展览将科学与肖像艺术、装置艺术完

美融合，体现出科普工作者的创新意识。为

了更好地顺应时代需求，培养适应未来社会

发展的创新人才，科技馆应当将激发孩子对

科学的兴趣，视为科普工作的核心任务，深入

研究并制定更为有效的策略与方法。“兴趣爱

好是创新的动力，也是崇尚科学家精神、弘扬

科学家精神的着力点，抓住这一实质，科普工

作的根才会扎得深、立得稳。”

我属于“追星族”，追的是
科学明星；我也是个画者，很多
时候都在画科学群星。

人类祖先仰望星空，心存敬
畏之心。我像先人一样，欲问
苍穹：您究竟是如何创造了这
如此璀璨多彩的群星，让我们
如此敬仰？带着这样的激动心
情，我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
持续创作了古今中外近 200 幅
科学人物的肖像画。通过对这
些人物形象的个性化描绘，将
其科学专业知识与绘画艺术融
合在一起，一幅浩瀚星空中明
星闪耀的科学图景形成了……

2023 年秋，结合我对其中
100 幅肖像的文字解读，人民邮

电出版社图文并茂地出版了名
为《画解科学图景：100 位科学
人物的探索创新》的图书。亮
相于日照市科技馆的“群星闪
耀：跨越时空的科学探索”科学
艺术展的照片便出自这本书。

此次展览共展出 100 幅科
学家肖像画。这些创作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就是结合“科学明
星”具有的个性化外形，或面部
表情，或形体动作，或特有服
饰，将其融入他们的成就与贡
献，如公式方程、结论短语、符
号图表，使得一些深奥的思想
理论、观察发现和创新成果通
俗化、可视化、形象化。

（刘夕庆）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是一位战略科

学家。他的通才练识就是其人生金字塔的塔座，而他

人生不同阶段的科技攻关成就犹如其塔身。其中，科

学与艺术结合的思想指导了他探索研究的不同过程，

最终让他取得了火箭、导弹、宇宙航天、科学文化和人

才培养等塔尖性成果。

今天的中国，袁隆平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中国

是人口大国，可耕地面积又不富裕，人民的吃饭问题是

天大的事。在有限而不一定适宜的土地上种出高产粮

食，就是农业科学家的头等大事。袁隆平就是新中国

培养出的第一代为“食为天”而献身、开始做“禾下乘凉

梦”的科学家。经过长期努力研究，1974年，他成功选

育出实用高产杂交水稻品种。

1976 年，27 岁的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解决了微分几何中的一个著

名难题——“卡拉比猜想”，其所得结果被称为“卡拉比-丘流形”，后来被

应用到物理学的弦理论中，成为描述宇宙空间结构的理论基石。他的研究

横跨数学和物理两大领域，从而也揭示了近代数学和物理的紧密联系性，让

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到，最基本的世界问题需要科学家的“求真精神”。

英国数学家图灵，以及当今国际计算机界的“图灵奖”，逐渐为人

们所熟悉。机器硬件可以根据一套抽象符号构成的指令进行操作。

这样一个模糊、直觉上的概念竟然能使得精确的、形式上的程序操作

获得成功，这个发现简直就是人类智力与情感上的巨大创造，而最初

创造这种程序蓝图的人就是图灵。

19世纪英国科学家法拉第显赫的名声，源于他的实验发现推动

了电磁时代的到来。他以高超的直觉，艺术性地勾画出了电磁场“草

图”——他在“力线”和“场”的发展上给出了必要的设想，为麦克斯韦

和爱因斯坦后来创建各自伟大的理论体系提供了必要的概念。

哈勃制作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架空间望远镜——哈勃望远镜。它

成功地证明了暗能量的存在，测定了宇宙膨胀速度。对于20世纪天文

学和宇宙学，哈勃作出了两个重大贡献：一是确认河外星系是与银河

系相当的恒星系统，由此他成为第一个对星系分类的人；二是发现了

星系的红移－距离的线性关系，即哈勃（后改为哈勃－勒梅特）定律。

中国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学术成就可谓誉满天下，而他却自认为“我

这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改变了中国人自觉不如人的心理作用”。依这样的

说法，他的贡献已超出了物理学的范畴，而上升到一种民族的自信。这是一

种文化基因的自信，只要提供适合的氛围和环境，中华儿女是有能力理解和

改变世界的——“杨-米尔斯方程”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就是例证。

20世纪的法国居里家族最主要的成

就都跟放射性及其元素、物质有关。只

不过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的

长女）和丈夫后来发现的不是天然放射

性元素，而是人工放射性元素。经过连

续两次失误之后，小居里夫妇并没有灰

心丧气，而是秉持科学精神，最终取得了

成功。他们用同样的方法，还发现了其

他放射性物质，为同位素和核能的利用

提供了可能。

张衡在中国科技史上是少有的既在理论又在技术两方面均留

下辉煌成就的人物。他的浑天说宇宙论在当时是比较进步且更接

近实际的；而他发明的地动仪和改进的浑天仪反映出那个时代的

高超技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在科学上开创了天文、地理研

究之先河，而且在文艺方面也造诣颇深。

中国当代药学家屠呦呦的突出贡献在于创制出了新

型特效抗疟药青蒿素。而她得以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的关键人生节点在于1971年9月。经过了多次失败

后，她重新设计了提取方法，改以低温提取、用乙醚回流

或冷浸、而后用碱溶液除掉酸性部位的方法制备样品。

据美国科学家米勒·路易斯等人对青蒿素中国科研历史

的调查，是屠呦呦最先证实青蒿素有100%的抗疟抑制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