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普及太重要 了
,

不能单 由科普作家来担 当

卞 毓 麟
中国科学陇北京天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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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治家克雷孟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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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 0 1 有一句名言 2 “
战争太重要了

,

不能单由军人

去决定
3
”

美国科普作家阿西莫夫 �4
% ∗ ∗ ∃ 5 %%6 ! 7 , . , / 8一

� , , / 1 仿此句型
,
引出又一名言 2 “

科学太重要了
,

不

能单由科学家来操劳
3
”
他的意思是说

,
全社会

、

全人类

都必 须切实地关心科学事业
3

作为一名科学普及事业的热心人
,

我想这样说 2

“
利学普及太重要了

,

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
3
”

作为一名专业天文工作者
,

我更觉得 有 必 要 阐

明 2 “
天文学太重要了

,

不能单由天文学家来操持
3
”

于是就形成这篇提纲式的随记
3

发表这篇尚不成

其为论文的东西
,

意在抛砖引玉
,
以期引起更广泛的讨

论与关注
3

/
3

科学普及之功能

科普之功能
,

概而言之有四
,
即 2 培养人才 − 促进

科学自身的发展 −建设精神文明 −建设物质文明
3

前人

对此时有论述
,

这里算是作些补充
3

�. 1 培养人才

—英国
《

自然
》

杂志在阿西莫夫去世后
,

刊登了

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兼科普作家萨根�9
‘∀. % ∗ # 2 。

1 撰写

的讣告
。

其中有两段话分外耐人寻味
,
谨译录于此

3

其 一 2 “

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
,

究竟有多少第一线的科

学家由于读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书
,

某一篇文章
,

或某

一个小故事而触发了灵感—
也无法知晓有多少普通

的公民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对科学事业寄于同情
3

人工

智能的先驱者之一明斯基 �:
·

: ;)% < = 1 最初就是为阿

酉莫夫的机器人故事所触动而深入其道的
·

⋯⋯
”

其二

是在讣告结尾处
,
先提及阿西莫夫在最后的 日子里曾

请人们
“
别为我担忧

” ,

然后萨根发自内心地说 2 “

我并

不为他担优
,

而是为我们其余的人担心
,

我们身旁再也

没有阿西莫夫激励年青人奋发学习和投身科学了
3
”

—
人们乐于把科普喻为

“
第二课堂

” ,

这是很中

肯的
3

谁也不会对课堂的重要性一无所知
,
那么第二

课堂又如何呢>

�/ 1 促进科学自身的发展

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犹如一座金字塔
,

塔基愈宽则

塔身愈高
3

对此
,
牛顿 �.

% ∗ ∗ ! ? ∃ ≅ ( ! ) 。� Α Β /一 � Χ / Χ 1在

∋ Α ΧΑ年致胡克�Δ
! Ε ∃ ∀ ‘ Φ ! ! < ∃ , . 石Γ , 一 � Χ 8 Γ 1 的一封信

中作了精辟的表达 2

“
如果我比别人看得远些

,

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

的肩上
3
”

问题是 2 巨 人们从何而来呢 >

归根到底
,
他们也是从社会公众中培育

、

涌现出

来
,

而决非凭空诞生的
3

�Γ 1 建设精神文明

这里
,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与伪科学和迷信作斗争

、

与无知和盲从作斗争
3

这类反科学的货色
,

近几十年

来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均时有泛滥
,
近年来在我国也

有相当的市场
3

自不待言
,

针对这种情况
,

科学界 �包

括科普界1理所当然应有
一

所作为
3

的确
,

我们也已经看

到不少卓有成效的努力
3

—美国的一批有识之士于 � 0 Χ Α 年成立了
“
超自

然见解科学调查委员会
”
�简称 9 %� 9 ! Η1

,

旨在对超越

科学可知性范围的种种说教作出评价
3

该委员会中许

多知名学者编写的
《
科学和超自然说

》

�� ” �年1一书
,

首次对一系列所谓的超自然现象作了详尽 的 科 学分

析
,

并被美国科学促进会列为重点推荐书
3

下面我们

摘引 & Ι4 & ϑ Η 的发起人之一
、

该会主席
、

纽约州 立大学

哲学教授库尔茨 �Η
! +. Κ +∀

‘Λ

1在该书前言中写的几段

话
,
以对美国科学家如何行动作一管窥 2

“

近年来
,

种种荒诞的信仰在社会上迅速流传
,

致

使严肃的观察家无不深感惊讶
3

“

对此
,

科学家们应该作何反应> 迄今为止
,

许多

科学家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幸好
,

也有许多科学家

认识到有责任超越自己的专业范围
,
运用科学的方法

去仔细考察超自然现象
,

从而为启发和教育社会公众

作出贡献
3

“

本书的作者们久享盛名
,

极有资格对许多有争议

的超自然见解进行评述
3

“

加德纳�:
∗ ∀ ‘;)  ∗ ∀ Μ ) ∃ ∀

1 多年来花了许多时间

专门考察灵学
,

希曼�Δ
∗ = Φ = 6 ∗ )

1和兰迪 �Ν
∗ 6 ∃ % Δ ∗ Ο

。Μ ;1 亦是如此 −著名天文学家阿贝尔 � 
∃ ! ∀ # ∃ 5 Ε ∃ ..1

结识了一些占星术士
,
和他们一起工作

,

就他们的见解

进行讨论 −克拉斯�Η从 .; Π Κ4
。‘。

1是研究飞碟的权威之

一
,

他深入现场
,

检验过所谓的
‘

目击
,
− 库什 �Θ∗

∀ ∀ =

Κ +%
‘
..∃ 1 仔细地分析过关于百慕大三角的资料

3
”

这些学者在书中不存偏见地分析鼓吹超自然说的

理论
,

指出它们的欠缺
3

笔者伙为
,

该书非常值得一

现代物理知识



读
3

—中国科普研究所在过去几年内也作出很大努

力
,
办了许多实事

,

其中也包括组织翻译了上述
《

科学

和超自然说
》
一书�书名易为

《

科学与怪异
》 ,

上海科学

技术出版社
, . , Α , 年 , 月第 . 版1

3

�Β 1 建设物质文明

科学知识之普及对于发展生产
、

繁荣经济
、

提高生

活水平等诸方面的重要性
,
而今几已不言自明—虽

然人们对于基础科学的重要性往往还是认识不足
3

Γ3 天文学之普及

现代科学这个庞大体系的每一分支
,
就其研究与

普及而言
,

皆既有共性
,

又都有个性
3

作为整个科学的

一个组成部分
,

天文普及当然亦具备上述科学普及之

全部功能 − 天文普及之特色则取决于天文学本身的性

质
3

兹举要如次
3

�.1 天文学是最古老的科学

千百年来
,

天文学受到许多国家政府和百姓的关

注
—

不论隶属于何种文化
、

出于何种动机
、

在何种意

义
、

何种层次
、

何种程度上
,
总之它已被 自觉或不自觉

地关注了几千年
3

因此
,
天文学既有普及的根基

,

又有

正确普及的需要
3

—
例如

,
在中国从大约 Γ 8 8。年前起便有

“
御前

天文学家
” ,

在某种意义上这已相当于近世欧洲的
“
皇

家天文学家
‘ , 3

—
另一 方面

,
占星术乃是天文学的一个遭到严

重歪曲的影于
3

它曾经
、

以及依然在世界上广泛地流

传
—

甚至在那些高度发达的国家中也不例外
3

天文

工作者应该责无旁贷地让人们看清
,
那个迭遭歪曲的

影子 �占星术1的未遭歪曲的原型�天文学1究竟是什么

样 少
3

毕竟
,
为人类文明作出卓越贡献的乃是天文学

,

而不是占星术
3

�/ 1 现代天文学是一门大科学

简而言之
,
大科学乃是一种其研究成果对人类影

响极大的科学事业
,

它需要当代技术所能提供的最高

精度与最大规模作为支柱
,
需要巨额资金和严密的管

理系统
,

而个人是决难单枪匹马地左右其全局的
3

关

于天文学的重要性 自可另作专论
,
此处仅从大科学的

角度略谈一二
3

—美国知名天休物理学家冈恩 �Ν∗ 二
∃ %  + ) 。

1

曾经说过 2

“
第谷�Ρ = ∃Σ ! Τ ∀ ∗ Σ ∃ , � , Β Α 一 � Α 8 � 1的努力已经 可

以用上大科学这个词儿飞
‘ 3

没有丹麦国王给予的皇室

资助
,
以及更根本地

,

没有汉岛上为数可观的人 口所提

供的整个经济产值
,

第谷就千不了他所做的一切
3

对
一

于越来越大的望远镜的需求
,

很快就使观测夭文学

在得不到政府或巨富们的资助的情况下无法实施
3

对

于那些哀叹当今的天文研究必须依赖于政府支持的人

来说
,
想想这个问题的 历史将会有所裨益

·

一
”

我赞成冈恩的观点
3

科学工作者不应哀叹
,
而是

应该去做我们应做的事情
,

刀肠就是下面的
“
四部曲

” 2

首先是广泛地在社会公众 �包括政府要员与亿万

富翁们1中传播科学知识 −然后是争取人们的同情 − 再

就是在道义上和舆论上取得人们的支持 − 最后是收集

到足够的经费用于你的科学事业
3

如果不在普及科学上下 大功夫
,

我们怎能达到自

己的目的
,
实现自己的目标呢>

普及和传播你所从事的研究工作
,

决非可有可无

的小事一桩 −它关乎社会文明
,

国家昌盛
,

世界进步
。
何

以为之
,

请学人们三思
3

�Γ 1 天文普及之可行性

—
任何科学知识均可在某种程度上普及

,
天文

学也不例外
3

我很欣赏阿西莫夫的下述议 论 2 “
现 代

科学不必对非科学家神秘莫测
,
只要科学家担负起交

流的责任
—

对自己干的那一行尽可能简明并尽 可能

多地加以解释
,

而非科学家也乐于洗耳恭听
,

那么两者

之间的鸿沟便有可能消除
3

要能满意地欣赏一门州学

的进展
,

并不非得对科学有彻底的 了解
,

归根到底
,

没

有人认为
,

要欣赏莎士比亚
,

自己就必须能写出一部伟

大的文学作品
3

要欣赏贝多芬的交响乐
,
也并不要求

听者能作出一部同等的交响曲
3

同样
,

要欣赏或享受

科学成就
,
也不一定非得躬身于创造性的科学活动

3
”

—
历史的经验 2 成功的普及专家

历史上有许多成功的普及家
,

他们不是因作出某

项具体的科学发现而名垂青史
,

而是因出色地传播科

学知识而著称于世
3

这里仅略举数例
3

丰特奈尔 �Τ
∃ ∀ ) ∗ ∀ Μ �8 Τ ! 7 ;∃ ∀ Μ , Υ ! ) ‘∃ ) “��“ ,

� Α , Χ一 � Χ , Χ 1是一位科学寿星
3

他于 � Α ,. 年被选达法

国科学院
, � Α , Χ 年成为法国科学院常务秘书

3

他不断

撰文向普通公众介绍当时取得的各种重大科学 迸 展 −

每 当著名科学家逝世
,
总是由他撰写讣告

3

他的知识

面极广
, � Α ς Α 年 出版的

《
关于世界之众多性的对活

》

尤为世人称道
3

该书向兴趣浓厚并且富有智慧的普通

读者介绍新生的望远镜天文学
,

详细描述当时所知的

每颗行星
,

并推测这些行星上可能存在的生命形式
3

时至今 日
,

人们在谈论地外文明问题时
,
还经常提到丰

特奈尔的这本书
3

人们认为
,

他也许可算是全凭科普

活动而在科学界闻名的第一人
3

在现代
,

美国的阿 西莫夫和英国的穆尔 �Η∗
( ∀ ;& <

: 。。 ∀ ∃

1 在天文普及方面也都极其成功
3

几十年来
,

穆

尔每月在英国电视屏幕上出现一次
,

讲述一项天文 专

题知识
,

他的语言和汾说风格均极富感染力
,
在英国可

说几乎无人不知穆尔的大名
3

穆尔出版的书
,

总数虽

不及阿西莫夫
,
但天文著作则比阿西莫夫写的天文书

更多
3

在中国自清季以降
,

尤其是近数十年内也颇有一

些天文普及行家作出诸多贡献 −倘有专文论述
,

自可激

卷 ‘期 �总 Γ Α 期 1



励后人
3

—
历史的经验 2 成功的专家普及

著名的天文学家且为著名的普及专家者
,
历史上

亦不乏其人
3

此处也只能略举几例
3

�ς 世纪的法国天文学家拉朗德 �Νϑ%
! Π Σ Ν台 Α 4) ∃

Θ ∃ Υ ∀ ∗ ) & ∗ ;% Μ ∃ Θ ∗ .∗ ) Μ ∃ , � Χ Γ /一 � , 8 , 1 曾任巴黎天文

台台长
,
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编纂一份庞大的星表

,

其

中编号为 / � � ς, 的那颗星后来查明乃是离太阳最近的

少数几颗恒星之一 他在普及夭文知识方面的惊人之

举是撰写了狄德罗�Ω
∃ ) ;% Ω ;Μ ∃ ∀ ! ( , � Χ � Γ

一
Χ , Β 1 百科

全书中的全部天文学条目
3

�0 世纪的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 ;。。 .∗ %

&∗
Ο

贝; ..∃ Υ.∗ 6 6 ∗ ∀ ;! ) ,
一ς Β / 一 � 0 / , 1 � � 岁即自行开始天

文观测和气象观测
3

�Α 岁时
,
一位给他治病的 医 生

偶然发现了他的一包长达 , 88 页的
《

宇宙的演化
》

手

稿
3

这位医生读后大受感动
,
遂将他推荐给巴黎天文

台
3

弗拉马利翁的专业天文学生涯即发韧于此
3

他是

法国天文学会创始人
,

并任首任会长
3

他曾在法国许

多城市和几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广作天文讲演
,

其使听

众入迷的魔力堪与英国小说家狄更斯 �& Σ ∗ Μ ∃ 2

Ω;
。< ∃ Ο

)%
, � ς � /一 � ς Χ 81 媲美

3

他的
《
大众天文学

》

一书被译成

世界上十多种文字 �包括中文 1
3

该书在 �0 世纪的同

类著述中可谓无出其右
,

时至今 日也依然令人读之赞

叹不已
3

弗拉马利翁的座右铭是 2 “

科学知识应 该 大

众化而不应该庸俗化
”

3

他本人正是一位地地道 道 的

身体力行者
3

英国天文学家 金 斯 �Ν
∗ 6 ∃ % Φ ! Π ≅ ! ! Μ Ν∃ ∗ ) 2 ,

� ς”一 � 0 Β Α 1 在现代天文学史上有非常高的知 名 度
,

与此相得益彰的是他的天文普及读物
,

其巾最受欢迎

的使是众所周知的
《

我们周围的宇宙
》
�� 0 / 0 年1 和

《
穿越空间和 时间

》

�� 0 Γ Β 年1
3

另一位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5
∀ (Σ + ∀ % (。) 一∃ = Ξ Μ Ο

Μ ;) # ‘! ) , � ς ς /一 � 0 Β Β 1是最早认识到爱因斯坦 �人一Ε
∃ ∀ (

Ξ ;) % (∃ ;) , � ς Χ 0一 � 0 , , 1相对论之重要性的少数科学家

之一 他于 � 0 �Β 年成为剑桥天文台台长
3

爱丁 顿对

天文学的最大贡献是建立恒星内部结构理论
3

他是本

世纪二三十年代最重要的通俗天文作家之一
,
作品尤

以
《
膨胀的宇宙

》

�� 0 Γ Γ 年1最为著名
3

当时膨胀宇宙

的观念尚提出不久
,

因而该书的影响尤为巨大
3

与金斯和爱丁顿同时代的美国天文学家罗素�Φ
∃ Ο

) ∀= ? ” ∀ ∀ ;% Δ ” % % ∃ .. , � ς Χ Χ一 � 0 , Χ 1
,

长期任普林斯顿大

学大文台台
一

氏
,

一生在天文学的许多分支各有建树
,

其

中尤以创制表示恒星光谱型与光度关系的 图 最 为 著

称
3

这类图后来以两位发明者—
丹麦天文学家赫茨

普龙�Ξ Ψ) ∗ ∀ Φ ∃ ∀ ( Λ % Π ∀ + ) # , � ς Χ Γ一 � 0 Α Χ 1以及罗素—
的姓氏命名为

“
赫罗图

” ,

它无疑是天文学史乃至整个

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图件之一 罗素热心天 文 普 及 工

作
,

自 � 0 8 。年起每月为
《

科学的美国人
冲
杂志撰文一

篇
,

至 . , 略Γ 年共写短文 , 88 篇
,
内容几乎涉及天文学

的所有方面
3

伽莫夫 � 
∃ ! ∀ # ∃  ∗ 6 ! ≅ , � 0 8 Β一 � 0 Α ς 1在俄国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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