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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普创作的时代性问题
,

是致力于科普创

作的同仁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

是一个牵涉到方方面

面的大题目
,

我只想在当前科普选题方面
,

谈谈个人

的粗略看法
∃

!
∃

关于时代性与时代精神

时代性与时代气息
、

时代感都是近似概念
,

它是

一件具体科普作品的灵魂
,

反映了一件科普作品的

实质
∃

那么什么是时代精神% 它与时代性又有何关

系%

关于
“

时代精神
” ,

《辞海》上是这样定义的
& “

体

现于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一定历史时代的客观本质及

其发展趋势
。

集中体现于社会意识形态中的那些代

表时代发展潮流
,

标志一个时代精神文明
,

对社会发

展产生积极影响的思想之中
,

其作用取决于它对时

代潮流的反映程度
。

具有时代的历史 的特点
,

随时

代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发展
。 ”

由此可见
,

时代精神是

属于社会的
,

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的客观存在在人

们头脑中的反映
,

是人们的一种共识
。

由此不难看出
,

某件科普作品如果较恰当地反

映了时代精神的某个侧面
,

我们就认为它具有时代

性或时代感
,

否则就没有时代性或时代感
∃

我国现阶段的时代精神是什么% 我认为
,

当前

党中央提出的
“

三个代表
” ,

即
& � 中国先进生产力的

发展要求�  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 中国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它集中反映了或者说具体体现

了从今往后我国一个相 当长的历史 时期的时代精

神
。

每件科普作品
,

一般只能反映时代精神的某个

侧面
。

这一点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

因为不管哪件科

普作品水平如何高
,

它都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
。

另

外
,

每件科普作品
,

只要它反映了第� 个代表
,

或者

反映了第  个代表
,

那末它就必然反映了第! 个代

表
。

因为无论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好 �

还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好
,

都是与中国最

#∃卷%期 &总∋(期)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休戚相关的
。

比如宣传介绍
“

优选法
”

的科普作品
,

它们主要

反映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

介绍优选车床切

削速度的科普作品
,

也只能在提高车床生产效率方

面发挥一定作用
。

又如宣传介绍文学
、

史学
、

戏剧
、

影视
、

还有酒文化
、

茶文化
、

饮食文化等方面科研成

果历史掌故的科普作品
,

它们主要反映中国先进文

化的前进方向
∀

一件成功的科普作品不仅要通俗
、

生动
、

准确地

反映时代精神的某个侧面
,

而且要敢于超越时代精

神
,

对于科幻小说
,

科学诗歌尤其是这样
。

这一点科

普作品与其他文学作品是有区别的 &诗歌除外 )
。

为

什么诗歌除外呢 ∗ 因为诗歌也要求有理想
、

有预见
,

要求跑到时代的前头
,

要求超越时代精神
。

所谓
“

诗言志
” ,

志向就是理想
,

就是预见
。

马雅

柯夫斯基也说过
+ “

诗必须走在时代的前头
,

哪怕是

早一个钟头也好
。 ”

,
∀

对科普作品选题的尝试
。

物理学是踏着远古的坚实脚步诞生的
,

但在 #−

世纪末期
, “

天体物理学
”

一词悄然引人
,

以定义那些

对球外和地球机制 的新的探索和研究
。

在千年之

交
,

一个新的词语
“

宇宙物理学
”

可能已经产生出来

了
,

它主要是用来描述人们对宇宙及其成分的认知

的
。

在最近 ,. 年中
,

随着大爆炸机制日益为人们所

了解
,

粒子物理学和宇宙学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

了
。

同时
,

空间技术的新发展使新的实验 &如 / 磁谱

仪 0 12) 得以在地球大气上空进行
。

这些实验所做

的新的观测和测量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认识
。

根据这些能反映时代精神甚至超越时代精神的

前沿课题的研究进展
,

我从中选择了一些知识点作

为科普作 品的选题
。

例如
“

反物质
—

一个有趣的

科学假设
” 、 “

管窥蚕测反物质
” 、 “

再论反物质
” ,

分别

在《知识》杂志
、

《现代物理 知识》增刊和《科学 中国

人》优秀论文集上发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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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 犯 间 物 理 学 发 展 和 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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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发展到今天
,

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起 了

很大的作用
。

回顾过去
,

展望未来
,

我们不应该慨叹

物理研究之前途渺茫
,

(! 世纪的物理学定会得到突

破性发展
,

物理学又将上一个新台阶
。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和物质运动最一

般规律的学科
。

更广泛地讲
,

物理学是研究 自然的

科学
。

物理学发展史实际上是人类探索 自然
、

认识

自然及改造 自然的过程
。

当今社会
,

高度物质文明
、

高科技生产都是以人类对自然认识程度为基础的
。

物理学方面每次重大发展
,

总是把社会生产推到一

个新的高度
。

随着人类实践和认识水平 的提高
,

物

理学更趋完善
,

然而物理学的发展并未走到尽头
,

也

不可能走到尽头
。

(∀ 世纪 已经过去
,

(! 世纪已经到

来
,

对于熟知物理史 的人来说
,

确实值得为之振奋
。

我们应如何对待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 让我们回顾

过去
,

再展望未来
。

物理学从伽利略
、

牛顿时代发展到 !) 世纪末
,

在各个学科上都建立了较稳定
、

实用性强的理论
。

力学部分
&

由于牛顿的工作
,

力学处于成熟状

态
,

拉格朗日
、

哈密顿等人的工作
,

使力学更实用化
、

普遍化和数学化
,

力学方法 �分析力学 #似乎可渗透

到各个学科
∗
热学部分

&

热学理论直接来源于实践的

需要
,

经迈耶
、

亥母霍兹
、

+
∃

汤姆逊随能量守恒的发

现而得到完善
,

经典热力学是两条明白无误的前提

的结论 ∗ 第一类永动机不可能实现确认了能量守恒
,

第二类永动机不可能实现就确定了满足能量守恒的

系 统过程发生的方 向
。

把概率统计引人热力学
,

就

诞生了统计力学这门新学科
,

热力学和统计力学从

两个方面解释了 自然界的热学现象 ∗ 电磁学部分
&

电

现 象
、

磁现象在 !) 世纪 得 到 了充 分的研究和 发

展
,

安培
、

库仑
、

奥斯特
、

法拉第等人功绩卓著
,

麦克

斯韦以优美 简洁的方程组建立了统一的电磁场理

论
,

使其名垂青 史
,

把物理学推到 了一个更高的层

次
∗
光学部分

&

光学这个古老的学科
,

其发展主要在

两个方面
&

一是对光本性的认识
,

二是光学仪器的发

展
。

对光本性的认识是思维与实践的斗争
,

!, 世纪

就存在光的粒子性和波动性之争
,

由于受实践条件

的限制及思想上的束缚
,

光学在以后 的两个世纪发

展不快
,

光 的粒子性思想 占统治地位
,

只是到 了 !)

世纪
,

光 的波动说才开始抬头
,

经托马斯
·

扬
、

夫琅

和费
、

菲涅耳等人的工作
,

光的波动理论才建立起来

了
,

特别是麦克斯韦预言光是电磁波被赫兹证实后
,

人们对光的波动理论确信无疑
。

对光本性的认识经

历了辩证曲折的过程
,

到了 (∀ 世纪人们对光本性才

有了较完整的认识
,

光具有波粒二象性
。

!) 世纪物理学达到了令人赞美的高度
,

它的结

构和谐
,

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完备的
。

而且历史证明

了物理理论上的成熟 为第二次产业革命创造了条

件
。

!) 世纪末
,

物理学各分支学科都得到了极大的

发展
,

理论较为完善和实用
,

以至很多人包括焦耳和

开尔文这些物理学家都认为物理学再无多大的发

展
,

物理学家将要做的也只是些
“

修修补补
”

的工作

又如
“

漫话
‘

超重
’ ‘

失重
’

与宇宙航行
” ,

此文于

! ) − − 年发表于《科学大观》第  期
,

同年由《中学生数

理化》第 !∀ 期转载
。

此文作为中学物理难点解析是

一篇教学小论文
∗
从宣传宇航知识角度来看

,

它又是

一篇科普作品
,

它既反映了时代精神 �从世界范围而

言
,

因美
、

前苏联早已有载人宇航 #
,

它同时又超越了

∃

.∀
,

时代精神 �对我 国而 言
,

因我国宇航事 业起 步不

久#
。

再如《追光族的辉煌》
,

这是我创作计划中的一

篇中篇科幻小说
,

目前已写了三分之一
,

它描述的是

超光速世界的一些奇妙故事
,

这将是 一件可能超越

了时代精神的科普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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