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研究背景
随着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的发展，图像吸

引着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力。在印刷文化时代，

我们看到的图，更多的是为文字填写注脚，

“看”的内容是文字；在视觉文化时代，我们看

到的视觉图像，已经不再是文字的辅助手段，

而具有了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报纸、电视、

电影、电脑、广告、肖像画、摄影，“看”已

经成为现代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视觉文化的大背景下，视觉图像也引起

了各传统学科的广泛关注，包括与科学传播相

关的学科在内。在视觉文化研究的意义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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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科学传播研究中，科学家肖像是一个受

关注不多的领域，但在各种场合，科学家肖像

又确实是一种重要的与科学相关的视觉图像表

现形式，科学家肖像对于公众心目中科学家形

象 （这也是公众心目中关于科学的形象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的建构的影响，显然是一个值

得研究的问题。例如，在中国的中小学等场所，

科学家肖像更是最常见的图像宣传品。在学生

们每日有意无意目睹这些科学家肖像的成长过

程中，科学家肖像究竟潜在地对其心目中的科

学家形象的建构，以及连带地对于科学形象的

建构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也自然是科学传播

研究不应忽视的问题。

虽然直接以科学传播为取向的科学家肖像

研究并不多见，但在国外，对于一般肖像的研

究，如运用图像学和符号学等的研究却是由来

已久。在肖像研究的意义上，针对科学家肖像

画的研究，近些年也涌现出了女性主义、建构

主义、传播学等多种视角。

例如，像凯特 （Carel ten Cate） 的 《像教授

一样摆姿势：科学家肖像在摆姿势方向中的偏

向》[1] 一文，就可归于图像学分析的典型。该文

作者借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科学家肖像画中

人物的左右脸侧面像的现象进行了梳理，并运

用图像学对其原因做出了解释和分析，并做出

了一些有趣的发现，如：右脸侧面像的教授更

具有科学家的气质，因为右脸侧面代表着公开，

象征着理性，有社会吸引力，而左脸侧面更代

表私人化，象征着个性，有情感吸引力。统计

数据表明：在 1900 年之前的科学家肖像画中，

男性的右脸侧面像多于左脸的侧面像 （远多于

正面像和其他像）；而在 1900 年之后由于整个

社会对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强调，象征个性与私

人化的左脸侧面像显著增多。

又比如，建构主义不仅活跃在科学哲学等

领域，在视觉图像的研究与分析中也同样日渐

活跃，如，卓丹诺娃 （Ludmilla Jordanova） 在

《界定特征》 一书中，就通过对 3 个多世纪

（1660 年到 2000 年） 著名科学家和医生的肖像

画进行归纳整理研究，思考了有关艺术、科学、

医学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本质，指出科学家的肖

像是由多方在不断协商中建构起来的。她在书

中指出：“肖像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手段，借此，

身份被建构。它不仅建构了艺术家与被画者的

身份，也建构与他们相关的机构的身份。在一

些社会中，借助肖像画这种高度人工化的手段，

个体和集体的身份被塑造。”[2]

在 《苹果到原子———从牛顿到罗斯福的科

学家肖像》[3]一书，哈克曼 （W. D. Hackmann） 从

45 位杰出的英国科学家的贡献、生平，以及他

们各自肖像画绘制的社会背景谈起，论述了科

学的兴起、科学对人类与社会的影响，以及科

学的形象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科学

以视觉的形式展现自身是再自然不过的，而英

国科学家团体肖像典型的视觉特征是忠诚、正

直与成熟的判断。汉克曼认为在 17 世纪以前，

科学对人类关于自身、宇宙以及生存环境的理

解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科学仪器的改进，

科学大大扩展了人类的眼界，改变了人类对自

己的认识及其生存环境。科学地位的不断上升、

科学的建制化，使肖像画领域的关注点也随之

调整———从政界要人与皇族成员转向了新兴的

科学家群体。随着 19 世纪英国国家肖像画廊的

建立，科学家肖像画步入了公众视野，与此同

时，科学家传记、雕刻画相册以及照片也被公

开出版发行。

此外，女性主义者也对科学家肖像画进行

了一些研究，而且是从对女性个体肖像的研究

开始的。古尔德 （Paula Gould） 在 《两位优秀

的女性，或许太好以致失真了？》[4]一文中，对两

位著名的女科学家———赫谢尔 （Caroline Her-

schel） 和萨默维尔 （Mary Somerville） （赫谢尔

是一位天文学家，萨默维尔是一位数学家） 的

形象塑造提出了质疑。古尔德提出，这两位女

性科学家被塑造成为勤奋、刻苦、彬彬有礼、

科学事业与家庭生活兼顾的完美形象，并不是

她们本人形象真实的再现，而是被处在特定时

期的画家、传播者和科学史学家及权力持有者

（政府、教育机构、媒体、科学机构等） 共同建

构起来的。正是因为她们符合了当时“妇女对

家庭的奉献应当永远排在第一”的社会期望，

而她们恰好在充当贤妻良母角色的同时，对某

个领域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才被塑造成如

此完美，受到社会推崇的妇女的榜样，也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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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广泛流传的肖像画版本。

以上例举提到的这些来自其他学科对科学

肖像的研究成果，显然是可以被作为基础，并

被借鉴和应用到以科学家肖像为对象的科学传

播研究中的。

2 问卷调查要要要科学家肖像画在形成国内

小学生对科学家认识中的作用
虽然前面例举了一些国外对科学家肖像的

理论分析研究，但面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在进

行科学传播的研究时，首要的问题就是要确定

科学家肖像对公众有关科学与科学家形象的建

构是否具有影响，以及影响如何。为此，针对

最有代表性的在小学中科学家肖像的张贴悬挂

对受众所起的作用，笔者以问卷调查方式进行

了实证研究。

笔者依据国内科学家肖像画发展的历程与

规律 （对此笔者将另文阐述），研究了在小学经

历了在张贴悬挂科学家肖像环境中学习过的不

同年龄层人群，将研究对象按照上学的不同年

代划分为三类①：1980 年之后上小学的学生 （以

下简称为“1980 年后小学生”）②，1990 年之后上

小学的学生 （以下简称“1990 年后小学生”）③，

以及 2000 年之后上小学的学生 （以下简称

“2000 年后小学生”）④。样本合计 340 人，回收

问卷 336 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324 份，占回

收问卷总数的 96.43%。

以下为这一调查的部分结果。

2.1影响构成与否

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显示，对于“印象最

深刻的科学家”的选择，在三个年龄段的群体

中，牛顿与爱因斯坦的获选率均稳居第一和第

二位，其次依次是爱迪生、门捷列夫、达尔文、

居里夫人 （图 1）。

为了对学生印象中最深刻的科学家的选

择进行解释，笔者就对受众形成对科学家认

图 1 印象最深刻的科学家排序比较 渊%冤

淤 如果再细分袁 还可以再增加以下两类院 1960 年后与 1970 年后上小学的的人群袁 但是由于这段时间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袁 科学家肖
像画的发展整体上处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状态袁 所以对该两类群体暂不做详细讨论遥
于 1980 年之后上小学的学生如今一部分已经工作袁 一部分仍在读书 渊研究生或博士冤袁 所以笔者将这一年龄段的人群又分为在校学生
与参加工作人群两类院 1980 年之后上小学的学生群体样本来自如今在清华大学尧 人民大学与北京传媒大学袁 共 60 人曰 参加工作的人群
分布范围较广袁 遍布不同的行业袁 包括广告传媒尧 电信尧 银行尧 网络媒体尧 研究所尧 服务行业尧 律师尧 医生尧 教师尧 建筑设计等袁 共
60 人遥
盂 初中生群体选取了现就读于清华大学附中与呼和浩特市一中的学生袁 两所学校各 30 人袁 样本是在初三学生中任意抽取的遥 首要的
考虑因素与选取小学生样本的因素相同袁 其二是由于初一学生与六年级学生对此问题的看法差别不明显袁 所以选取年龄层次跨越较大
的初三学生遥 高中生群体选取了现就读于北京市丰台一中的学生与呼和浩特一中的学生袁 两所学校各 30 人袁 样本来自任意抽取的现就
读于两所学校的高二尧 高三学生遥 由于此时的初中生与高中生皆于 90 年代后开始读小学袁 受教育方式等方面无显著差异袁 所以将之划
归为同一阶段遥
榆 小学生群体选取了现就读于北京市清华附小与呼和浩特师大附小的 5尧 6 年级学生袁 两所学校各 50 人袁 考虑到高年级的小学生对于
问卷所考量的问题有较为成型的想法袁 所以调查选取低年级的学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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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若干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让被调查者在

家庭教育，与科学家本人或其友人接触，科学

家学术著作、他人传记或自传，书籍中的科学

家图片，学校及科技馆里的科学家肖像挂画以

及雕塑等具体形象，教科书、报纸、杂志、书

籍等纸质媒体中的文字介绍，电影电视、互联

网，以及课堂讲解或其他讲座、演讲等传播途

径中，选择加深其对科学家的认识影响最大的

一项。

对不同群体对科学家认识中的影响因素进

行统计分析后得出，虽然图像一直都作为辅助

文字的手段而出现，但是科学家肖像画这种具

体的视觉形象所具有的文字所无法比拟的直观

感与深刻感，对于学生形成对科学家的认知具

有重要作用。在互联网、多媒体迅猛发展的当

今社会，科学传播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单纯的图片已经不能满足大多数适龄小学生的

需求，如何能够紧随视觉时代的潮流，利用现

有的媒介资源做好科学传播，已成为我们要研

究的重要课题。

2.2影响程度几何

在对于“教科书及课外书籍中所绘制的，

或是学校墙壁上悬挂着的科学家肖像画在多大

程度上加深了对科学家的认识”这一问题上，

统计结果显示，2000 年后小学生中，认为“科

学家肖像画等具体形象”在其加深对科学家认

识的过程中影响“较大”的学生占总人数的

46%，这种“较大”影响同样体现在 1980 年后

与 1990 年后的小学生群体当中，分别占总人数

的 37.5%与 40.83%。

可以看出，视觉图像的形式在三个年龄段

群体形成其对科学家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小

视：书籍中介绍科学家的文字是学生产生对科

学家印象的基本要素，而著名科学家的肖像画

往往承担着将抽象的文字转化为具体的形象的

任务，其具有的强烈直观感给学生留下了深

刻印象，这种形象一旦形成往往是难以取代、

难以磨灭的。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增加了新的

获取知识的手段，也因其信息获取的便捷性成

为学生的信息来源之一。传播学者应当考虑如

何能够更好、更快地运用这些资源为科学传播

服务。

2.3影响体现于何处

笔者从科学家肖像画在不同群体中形成的

对科学家形象的认识、对科学家的看法等角度，

进一步分析了科学家肖像画对其产生影响的具

体体现。我们设计了下面两道问题。

（1） 书籍中绘制的，或是墙壁上悬挂的科学

家肖像画给你什么感觉？ （可多选）

一本正经□ 冷冰冰□

天才□ 不苟言笑□

神经质□ 勤奋□

呆头呆脑□ 有毅力□

伟大□ 不修边幅□

顶聪明□ 专注□

不拘小节□ 思维活跃□

有榜样的力量□ 高高在上□

很可爱□ 有坚定的信念□

人格魅力□ 忘我的工作□

丰富的精神世界□ 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其他

（2） 如果要用一些形容词来描述科学家，你

认为以下每个箭头哪一端的表述更加接近你心

目中的科学家形象？ （在以下给出的每一对形

容词的一侧打勾）

□ 客观、公正的←→有私心、可以被收买

的 □

□ 理性的、严谨的←→易受情绪左右的 □

□ 不食人间烟火、不问世事的←→追逐名

利、爱出风头的 □

□ 一本正经的、不苟言笑的←→亲切、容

易接近的 □

□ 古板、沉闷的←→幽默风趣、多才多艺

的 □

□ 不拘小节、不修边幅的←→谨小慎微、

注重形象的 □

□ 不善于交际的←→灵活周旋于政界和经

济等领域的 □

□ 孤僻内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与

同事及领导关系很融洽的 □

□ 整天待在实验室鼓捣实验仪器和数据

的←→科学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还有其他丰

富的社会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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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高在上的←→ （在平时） 和普通人一

样的 □

□ 脾气很古怪、有距离感的←→性情温和、

可亲近的 □

□ 勤奋的、忘我工作的←→投机取巧、能

偷懒就偷懒的 □

□ 有强大的榜样力量的←→没什么影响力

的 □

□ 绝顶聪明的天才←→资质比一般人高一

些，普通人受过系统训练也能行的 □

□ 灵活、思维活跃的←→固执、容易钻牛

角尖的 □

□ 神经质的、有时近乎疯狂的←→平和沉

稳的、能控制情绪的 □

□ 有坚定的信念的、坚持不懈的←→遇到

挫折轻易放弃理想的 □

□ 高尚的、伟大的←→爱耍手段的、平凡

的 □

□ 说话尖刻、脾气暴躁的←→礼貌、性情

温和的 □

□ 自负的←→谦虚的 □

□ 无组织性、随性←→严格遵守行业规则

和科学家共同体共识 □

其他

对三个年龄段的学生进行统计时发现，这

两道题的答案在不同的年龄段有着明显的趋同

性，就第一题来说，科学家肖像画给他们的最

大感觉的前三位是有坚定信念的、伟大的、一

本正经的 （见图 2）。

在第二题中，对于心目中科学家是何种形

象的回答，三个年龄段群体给出的前三位的答

案几乎完全一致，即对“有坚定的信念的、坚

持不懈的”、“高尚的、伟大的”、“理性的、

严谨的”的选择，有着绝对的优势，获选率大

于 99%。这进一步印证了本节第一题的情况，

也揭示出目前国内科学传播的现状———科学家

无疑被塑造成了客观、理性、公正的代言人，

并且这种形象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几乎没有

异议。

3 一个有关性别问题的个案
性别研究与科学传播的结合，是科学传播

的研究前沿之一。在国外的学者中，运用建构

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也对像居里夫人的肖

像画这种具有性别意味的研究对象进行过一些

有意义的研究。例如，麦克里丝 （Roger M.

图 2 三个年龄段学生对科学家显著特征描述的对比 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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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klis） 在 《科学家，技师，原始女性主义者，

超级巨星》[5]一文中，结合玛丽·居里经典的肖像

画，以科学家传记的方式对其生平进行了简要

回顾。文中主要描述了居里作为一名女性是如

何接触科学、热爱科学，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

绩的，着重描写了居里的性格魅力，突出刻画

了居里贤惠的、负责的母亲与妻子的形象，并

将居里的成功置放在当时的男权社会大背景之

下，向我们表明女性可以争取与男性在权力上

的对等，女性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与天分在

科学神圣的殿堂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在调查中，也适度地关注了科学与性

别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1980 年后、1990 年

后、2000 年后的小学生群体对居里夫人都耳熟

能详，但是当问及还知道哪些女性科学家时，

只有寥寥几人答出其他女性科学家的名字。

在对调查结果的统计中可以看到，45%的

1980 年后小学生认为在科学领域中男性比女性

做得出色，在 1990 年后与 2000 年后小学生群

体中，有这种看法的人分别为 20.83%与 24%。

但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不同性别的受调查

者反映出在观点上明显的差异。更多的女性受

调者并不认为在科学研究中“男性更加优异”。

（见表 1） 这反映出女性对于性别平等的信念明

显地优于男性。

在关于是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或从事与科

学相关的工作的问题上，在被调查的对象中，

表示将来愿意成为科学家的女生的比重呈显著

增长趋势，男生也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但

同时我们也看到，1990 年后的小学男生与女生

对从事科学事业的选择差别还很大，但是这个

差别在 2000 年后的小学生中迅速缩小。从性别

平等的立场来看，这当然是颇为可喜的现象。

（见表 2）

另外顺带提及的是，调查显示，82%的小学

生与 70%的中学生认为科学家不是“高高在

上”、“遥不可及”的，而是“资质比一般人高

一些，普通人受过系统训练也能行”的，在这

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自然会有更多的人愿意

投身科学事业。

科学家肖像画的产生与发展是在一定的社

会环境中、在特定的条件下完成的。随着科学

的发展、科学家地位的提高，就科学家肖像画

的数量而言，某一时期远远多于其他时期，就

形式而言，也经历了从固定模板到较为自由的

表现手法的变化。科学家肖像画的画法、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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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科学家肖像画的数量多寡、流行与否、

其影响的深度广度，甚至哪些科学家应当予以

画像，谁的画像应当更加普遍而流行的选择权，

都是由其所处的时代与当时的文化与社会状况

型塑而成的。

这也就是说，是社会选择了绘制哪些科学

家的肖像画，选择了哪些科学家的肖像画可以

被广泛流传，而另外一些则被剔除出局、不为

人知晓。从女性主义的研究立场来看，居里夫

人如此出名，成为女性科学家最典型的代表人

物，在国内妇孺皆知，不仅是因为她在物理学

史上做出的伟大贡献，更是因为她符合了当时

社会的宣传要求，满足了我国社会对树立妇女

榜样的迫切需要，成为了当时急需信仰与崇拜

的科学之代言人。

当然，像这种在公众中与性别相关的对科

学的看法，特别是对女性科学家以及性别与科

学之关系的看法的形成，也经常是与具体的科

学家形象的传播相联系的。就居里夫人来说，

除了传记的巨大影响之外，传播广泛的肖像所

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以忽视的。

4 结语
通过对科学家肖像画的多角度认知及对其

作用的反思，结合目前科学家肖像画理论的研

究成果，以及国内实证调查的现状分析，笔者

认为，随着科学传播研究的深入，对于视觉文

化的研究，以及更为具体的对于科学肖像在科

学传播中的作用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这

对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科学传播问题有重要意

义。但当前对科学家肖像画与科学传播的研究，

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首先，对文字文本传播的关注力度远远大

于对视觉图像影像的传播力度，随着视觉时代

的来临，这种传播导向的单一性无疑是对图像

巨大传播力的忽视。其次，就科学传播的具体

实践来说，我们可以看出，国内科学家肖像画

的表现形式与时代有脱节，科学家肖像画几十

年不变的造型已经落后于社会与科学的发展现

状，科学传播已经由较为单一的科学知识内容

的传播向科学文化、科学精神等多样化内容的

转变，但科学家肖像画却没有紧随这种变化。

而且，在科学家肖像画的传播机制上也缺乏活

力，传播主体对科学家肖像画不够重视，导致

了科学家肖像画创作动力严重不足、发行滞后

等一系列问题。

当我们认识到科学家肖像画对学生形成对

科学家及科学认识的重要作用，我们就会相对

重视科学家肖像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视觉文化

和科学传播研究，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

升科学家肖像画的艺术水平和科学传播效果，

使之符合新的科学传播理念，成为一种有效的

科学传播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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