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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国际国内关于公民科学素养的定义，即公

民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公民

了解科学技术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具有科学思想、

崇尚科学精神的程度，以及应用它们来处理生存与

发展问题、生活与工作问题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

力。时间回溯到廿余年前，有关“素养”与“素质”的

含义提出了不同的说法(类似于定义之争)，现在，对

于这两个词是各随其便了。不过，专门谈“物理学

素养”的书并不多见。也许一些读者乍一看到“物

理学素养”，会产生了些许“畏惧”之感，这是大可不

必的。笔者读了《物理学素养漫谈》之后，发现本书

深入浅出，脉络清晰，在讲解物理学知识上有尺幅

千里之势，对于读者的素养提高是有益处的；如果

是教师，书中大多的内容是很好的教学素材，读之

会大有收效的。

本书作者王骁勇老师是长江师范学院物理系

的教授，从书中的内容看，作者除了对物理学有很

好的驾驭之外，对于哲学、历史、政治等学科的知识

也有深厚的积淀。做教师的都知道一个道理：讲得

出才是真的懂。这要求一个人不但要掌握知识的

核心体系，还能够分解并重组知识，用自己的经验

和案例来灵活搭配知识的框架体系。王晓勇教授

在书中能把看似复杂的问题化为简单的要点，让多

数人都能听得懂。能写出科学素养领域的如此佳

作，想必其综合的素养必是很高的。

本书前言中，作者开门见山的强调了写作本书

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素养。之所以要针对学

生，其具体的诱因是，作者在上课时发现，一些学生

对于“当红的”明星有极大的兴趣，但是对于科技工

作者和科技成就又极其无知。如作者在课堂上提

问，一些学生竟然不知道李政道是何方神圣！为

此，作者才有了写作此书的动机。由于作者在教学

上阅历丰富，正好能把多年积累的大量生动素材用

于写成此书。

从作者写此书的初衷看，要使学生了解一些

浅显的知识，以解决学生不知的人物和事物，要使

学生了解一些基本科学知识，如一些基本概念和基

本规律(定律、定理和原理等)的起源与发展，一些重

要的人物的生平与贡献，等等。作者特别把“物理

学素养”的要求概括成4点：1. 掌握物理学的知识和

相关技能；2. 具备物理学的品格和精神；3. 熟悉

物理学的思想和方法；4. 了解物理学的历史与作

用。作者认为，第 1 点与后 3 个点的关系是“皮”

“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是“毛”的

存在的基础；第 2点和第 3点是物理学工作者应该

怎样“做人”和“做事”，而第4点“是论及物理学工作

者应该了解自己的过去，明确今天的责任”。作者

把第 1点作为“物理学素养的根本”，这也是在大学

期间要下大力气学习的内容。进而作者还认为，这

后3个点是“我们在校读书的‘短板’”，有必要通过

学习相关的课程和阅读类似《物理学素养漫谈》的

书来补上。

这本书分为 4 编，作者精心设计，反复打磨，4

编的内容分别对应着4种“素养”。前3编的篇目中

都带着“物理学”的字样，可视为作者多年开设相关

课程的精华凝练，也选取了他指导学生论文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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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而第 4编是作者研究工作的结晶，是从出版

于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家与自然科学》中精选出

的部分内容。下面就其内容分别评述之。

由于作者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特别是对于自然

辩证法的教学有较为丰富的经验，在第二编(“物理

学思想及方法”)中分成 5个小节讲述了研究、教学

与学习之中较为常用的方法，这其中不少是作者在

他的课上讲述有关方法的内容。掌握这些方法，对

于提升教学水平是很有益的。此外，可以想象得

出，由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关于方法的知

识，再把这些方法能系统地了解一遍，对方法的认

识能提高一个层次，对提升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

理解是大有裨益的。

科学概念与规律的建立是一个曲折和充满争

论、遗憾和喜悦的漫长过程，对于提升一个人的科

学素养有极大的帮助，但是公众对于科学概念与规

律的建立过程了解得并不多。为此，作者选择一个

合适的途径来补充专业课讲述得不够的内容，他通

过历史的维度来补充讲述某些知识，使读者对于一

些重要的，也是较为典型的概念和规律有较多的、

甚至是较深的了解。举例来说，作者用12页的篇幅

来介绍“以太”的知识。应该说，这样的内容，笔者

只在不多的几本专著中读到过，而大多数的书只是

略及而已。由于以太是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来介

绍的，甚至有些内容只是在学习了较为高深的知识

内容时才略有所及，所以作者写起来是比较“啰嗦”

的，力求让普通读者都能读懂悟透。比如，麦克斯

韦建立电磁场的理论曾借助以太来构建电磁场的

模型。了解了这些有关以太的知识，对于电磁场才

会更加深刻的理解。科学发展过程中，往往要借助

一些原有的知识(如概念)去构筑新的知识大厦。因

此在 19世纪和 19世纪以前，以太就像建大楼时不

可或缺的“脚手架”的关键一部分，不断出现在各种

书籍、文章和讨论之中。或许，此书的读者读到以

太的这一节，大都会感到实实在在的收获的！

本书第四编也是较为独特的一个部分，如在

“政治家与自然科学”(第二节)的内容中，拿破仑作

为一个战神，许多读者对他与科学的关联知之甚

少，过去也只知道拿破仑为意大利物理学家伏特

(被命名为电压的单位名称)挂过奖章，授予过贵族

的封号。至于拿破仑头脑中有多少科技知识和如

何运用这些科学知识则知之更少。因此，读到这一

编的内容，不但感觉新奇，而且还有别样的收获感。

在第四编中还有一个小节也很奇特，即第三节

“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也以较

长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自然科学知

识的钻研，并把科技知识运用到他们的研究领域之

中。二人都留下了丰富的材料(大都未成书)，特别

是他们生逢19世纪、科技发展迅速，化学与热学、电

磁学都形成了理论的体系。许多新的知识都受到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并且构建出自然辩证法的

体系。作者还介绍了马克思与达尔文的交往，他们

向对方赠书，以表示彼此的仰慕之情。

物理学作为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学科，影响着

社会的方方面面，在19世纪的社会发展之中表现得

尤为突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由于物理学的

发展又引发了电动技术和内燃机技术为特征的新

的技术革命，深刻影响了国际战略格局，显示了科

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强大力量。

科学普及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

型国家的基础工程。我国已经确立了到 2025年建

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战略目标，但没有公众科学

素养的整体跃升，科技创新强国就是无本之木、无

源之水。希望更多类似《物理学素养漫谈》的优秀

科普作品面世，潜移默化之中培养更多具有较高科

学生活能力、科学劳动能力、公共参与能力、终身学

习能力的社会公民，为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提供

强大的支撑。

(作者简介：王洪见，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助理研

究员。刘树勇，首都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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