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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图书市场中的传记图书热度不

减。在新华书店读者调查中心于 2009年 7月进行

的一次阅读状况调查中，人物传记类图书占读者

选择图书的 23.8%，排在所有图书类型的第四位①。

科学家传记既是传记图书的一支主流，也

是传播和建构科学家形象的重要媒介。在和科

学家相关的传播方式中，科学家传记比科学家

演讲、科学家访谈、科学家专访等传播形式更

能全面展现科学家相对长期的生活状态，涵盖

科学家的性格、思想和人生轨迹，进而在诠释

科学家思想和科学精神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和近年层出不穷、耳熟能详的历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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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文化人物传记相比，新出的科学家传记在市

场中缺乏影响力和号召力。在科学技术日新月

异、科学家队伍人才辈出的今天，科学家传记为

何会默默无闻？中国读者喜爱哪些科学家的传

记？影响他们选择这些传记的因素又有哪些？

研究当前科学家传记对读者的影响力问题，

可帮助科学传播者了解当前科学家传记大致情

况、从中分析出中国读者对科学家传记的偏好、

有效开展科学家传记的传播，亦可对传记创作

者寻找兼顾思想高度、教育功效和市场意义的

选题有所帮助。

1 在中国具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传记概述
1.1 对最有影响科学家传记的筛选

判断科学家传记影响力的因素可归纳为以

下几个方面：销售量、再版或重印次数、发行

量和受众关注度。再版、重印次数和发行量则

均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国家图书奖评奖活动

的评选标准，是出版界认可的评价优秀图书的

重要因素，受众关注度则反映了读者的喜好。

笔者对国内现在六大图书网店中“传记图

书”的销售量排序中的“科学家传记”做了统计

归纳。这六大图书销售网站包括全国性的当当

网、卓越网、china-pub，也包括在某一地区影响

力大的图书销售店，如西南地区时代网、东北

地区北方网和华南地区精彩网①。六大网站综合

的结果基本覆盖主要的购书读者群。这些网站

都有“科学家传记”的分目录、销售量排序。

在总共 169 本传记中，笔者在中国国家图

书馆的网站②，查询了销售量累加名次排在前 50
位传记的再版、重印次数，并参照每一本书的

发行量 （CIP）。按照这 3 项数据的多少进行名

次累加，再加上豆瓣网成员的评价数据加权平

均计算后的加权数量③，将得分加入现有排序的

名次中，得出最终的排序。

1.2 最具影响科学家传记的总体情况

在影响力排名前 50 名的科学家传记中，中

国科学家 （包括华裔科学家） 的传记共有 12
本，占 24%；外国科学家传记有 38 本，占
76%。读者对中国科学家传记的喜爱度明显低于
国外科学家的传记。男性科学家传记有 40 本，
占 80%；女性科学家传记仅 10 本，其中，居里
夫人的传记有两本。从中看出，当前中国读者
更热衷于男性科学家的传记，而由于一些原因，
女性科学家传记被关注较少，并且集中在为数

不多的几人身上。见图 1、图 2。

淤本文选择的各大销售网站数据分别为当当网 渊2009 年 6 月 16 日冤尧 卓越网 渊2009 年 6 月 17 日冤尧 china-pub 渊2009 年

6 月 18 日冤尧 时代网 渊2009 年 6 月 19 日冤尧 北方网 渊2009 年 6 月 20 日冤尧 精彩网 渊2009 年 6 月 21 日冤遥
于数据截止于 2009 年 6 月 25 日遥
盂数据截止于 2009 年 8 月 25 日遥

图 1 前 50本科学家传记的中外科学家比例

图 2 前 50本科学家传记的男女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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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家的传记有 19 本，占 38%；现代

科学家的传记有 31 本，占 62%。读者关注的科

学家传记中涉及到 15 个学科和领域，物理学家

传记最多，有 23 本；数学家传记排名第二，有 5
本；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传记均在 1本到 3 本不等。

涉及到的 15 个学科基本囊括了 20 世纪以来新兴

的学科。见图 3。这说明，当前国人更希望了解现

代科学家的故事，学科广泛表明读者视角较为开

阔，但读者关注度并不均衡，大多数人主要放在

某一两个学科上。

在 50 本科学家传记中，获得诺贝尔奖的科

学家传记有 13 本 （其中包括爱因斯坦的传记 4
本、居里夫人的传记 2 本），占 26%；而非诺贝

尔奖的科学家有 37 本 （其中包括 8 本出现诺贝

尔奖之前的科学家传记），占 74%。从中可以看

出，诸如诺贝尔奖之类的大奖、活动提高了科

学家的知名度，对科学家传记对国人的影响力

起到一定作用。

其中，以立传形式表现的共有 43 本，自传
有 6 本，口述史访谈形式有 1 本。立传是传记
的传统模式，读者当前仍主要接受这种模式。
对于口述史等新兴的传记模式的接受度还不够。

图 3 对国人影响力最大的科学家传记领域 渊单位院 本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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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本传记中，引进本传记为主体，占 29
本；原创传记有21 本，中国作者写外国科学家
传记有 8 本，中国作者写本国科学家有 13 本。
中国作者写外国科学家的传记排名均比较靠后，
可见读者更青睐原创作品，而对中国作家写外
国科学家这种形式则缺乏热情。

综上所述，分析影响力排名前 50 的传记

后，本文作者认为，国人对科学家传记的喜好
仍延续了一直以来的传统：外国科学家传记受

到欢迎，男性科学家传记更被青睐，20 世纪后
科学家传记被读者广泛接受。有两点值得一提。
第一，一位科学家的多个版本传记出现在榜单
中，这说明当前中国读者的阅读品位走向客观
化、高端化，他们希望通过不同的内容全面了

解科学家。第二，引进版图书比重很大，占

58%，这说明，中国读者对原版翻译图书的需求

热度不减，并有增长势头；而对本土科学家传

记的喜爱仅停留在常见的几位科学家身上，鲜

见新晋科学家。一些对传记形式和内容的新探

索并未获得当今读者的青睐。

2 几类代表性科学家传记
2.1 女性科学家代表院 叶居里夫人传曳

《居里夫人传》 是前 50 名中为数不多的女

性科学家传记，而且，有两个版本的居里夫人

传纪对中国读者有影响力，一本是 《居里夫人

传》，作者艾芙·居里 (Eve Curie)；另一本 《世

界名人传记丛书：居里夫人》，作者赵春香。居

里夫人的两本传记均描绘了科学贡献卓越、生

活意志坚定的女性形象，而这正代表了读者喜

爱的女科学家形象。

2.2 多次被重印或再版院 叶富兰克林自传曳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数据库的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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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自传》 在国内出版的重印和再版数达

到 32 次。一本书能不断重印、再版说明书的内

容符合时代潮流，是读者需求的热点，具有很

强的竞争力，也说明内容的价值取向同社会的

价值取向趋于一致。

在排名前 50 位的图书中，共有 9 本书被多

次重印和再版，而且，9 本书均排在 50 本传记的

前列。从中可以看出，读者渴望看到新出的科学

家传记的同时，一些内容经典、传承性强的科学

家传记得到读者更多的肯定。可见，当前中国读

者希望选择内容和质量均佳的科学家传记作品。

2.3 豆瓣评分高院 叶别闹了费曼先生曳
《别闹了费曼先生》 是豆瓣网读者评分最高

的一本科学家传记。豆瓣网对书籍的评分是将

豆瓣成员的评价数据加权平均计算后的结果，

通过算法的调校，使海量用户主观喜好的聚合

能够更客观准确地反映条目本身的价值。评分

越高，这本书对读者的吸引程度越大。

《别闹了费曼先生》 的高分表现了读者选择

科学家传记的因素：科学内容、幽默语言和深

邃思想。有豆瓣用户留言：“这并不是普通的

传记。费曼是一个另类的物理学家，书中折射

的是费曼对世界的哲学认识以及自己对生活的

理解。广博、幽默而又深刻。”①

2.4 多版本上榜院 叶爱因斯坦传曳
关于爱因斯坦的传记上榜版本共有 4 种，分

别从不同方面诠释了爱因斯坦的一生。同一位人

物的四本传记进入前 50 名，是多版本、全面化

的科学家传记对当今读者渗透的最好体现。

无论身前还是身后，很多科学家都是毁誉参

半和极富争议的人物。科学家的发明研究举世瞩

目，他们的思想学说流传广泛，但他们的争议之

多也向来为人们瞩目。多版本的科学家传记之所

以受到欢迎，正因为其中以多个视角来记叙了科

学家人生中戏剧性的转折。读者可以体味到从单

独一本传记中无法涉猎到某些作者遗漏的内容。

3 影响公众选择科学家传记的因素
3.1 科学家形象

一位科学家的形象一般由以下方面塑造：

科学贡献、成长背景、本人经历、性格特点、

人格特质、科学相关的工作等。科学家形象是

影响读者选择科学家传记的首要原因。科学贡

献大、有个性、正直理性的科学家形象受到当

今读者的喜爱。

科学贡献是科学家良好形象的根基，更是

被读者了解和喜爱的最大动因。但凡被中国读

者熟知的科学家，必在某一领域中有独一无二

且享誉世界的研究成果。在前 50 本的科学家传

记中，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成果卓著的科学

家有多版本的传记上榜。

科学家经历和性格特点是形象的重要方面，

有个性的传主形象得到当前读者更多的欢迎。

前 50 名的传记中，30 本以上的传记都打破了科

学家传记固有的模式，即“成长艰辛、研究困

难、进而成功”的套路。这些传记通过对科学

家言谈举止、群体活动、试验过程的描述，塑

造出充满个性、有血有肉的人。这表明，当前

读者希望看到有个性的人，而不是千篇一律的

科学家。

科学家的人格特质是读者关注的另一个热

点。热爱生活、珍视生命、尊重文化、崇尚理

性的科学家，符合人们心中传统的科学家形象。

在 50 本传记中，有 40 本以上的传主人格特质

都符合以上的形象。近年，一些多角度反映科

学家的传记出现，如 《李约瑟传》 表现了李约

瑟的怪异和道德弱点， 《最后的炼金术士》 表

现了牛顿与其他科学家争名夺利， 《一个无上

荣光的女人》 则揭露了居里夫人的一段婚外情。

但这类传记并未大规模出现在前 50 名中。这说

明，这种夹杂科学家人格负面特征的书并未受

到太多关注，当前中国读者更易接受科学家正

面的形象。

3.2 传记中的科学内容

科学家传记中涉及科学知识内容的情况，

是影响读者选购科学家传记的另一个因素。众

所周知，一本好的科学家传记，应当通过传主

带出某一门科学。 《华罗庚传》 的作者就通过

这本书讲述了半个中国数学史。对于普通读者，

尤其是没有接受某一学科专业训练的读者来说，

淤豆瓣网用户 hugan 于 2009 年 10 月 4 日留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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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内容的大量出现却成为他们阅读的障碍，

这影响到它们对科学家传记的选择。

在前 50 名传记中，有 20 本左右的传记内

容较为深奥，尽管这些传记很多已经达到故事

性强、语言风趣、文笔优美，但是科学家传记

的性质决定它必然有科学性较强的特点。因此，

这类传记并未受到读者的广泛喜爱。

另外 30 本左右的传记则代表了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科学家传记。为了迎合更多人的口味，

此类科学家传记的重心向通俗、普及、追求畅销

的方向倾斜，科学内容不会大量出现，难度也降

低到大众能够接受的水平。这类科学价值不高的

传记在图书市场占有很大的比重，这说明，当前

中国读者接受科学内容的能力仍然非常有限。

3.3 群体和媒体影响

读者在选择科学家传记时受到了群体观念

和媒体的双重影响，且这种影响的作用较大。

读者选择一本书时会与他所属的整个群体

的观念密切相关，且结构的紧密程度越深影响

越大，即与读者所属群体成员之间接触和交往

的频率和深度有关。在前 50 本科学家传记中，

有 20 本左右传记的传主曾在人民教育版中学或

小学教材的内容中，作为课文讲述或者在阅读

材料中提及。学校作为群体，将科学家的影响

赋予到学生身上，而学生受此影响，成为科学

家传记潜在或者已知的购买者。

媒体则发挥了议程设置功能，将科学家传

记提及至大众媒体领域，给读者留下印象，并

且不断加深这种印象。在 50 本传记中，30 本以

上的科学家传记传主在电影、科学奖颁发、科

学节目等位置反复出现。这些传主大都不是以

描述的主体而出现，且每次出现的时间不长，

但频率很高。读者在多次获得科学家信息之后，

在选择科学家传记时必然会有所侧重。

3.4 书籍制作和营销

科学家传记的制作和营销影响着读者对其选

择。一本图书产品的实体构成包括图书的内容、

体例、开本、封面、装帧、包装等。它们是图书

产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也隐存着适应或影响读

者阅读需求、审美情趣和购买行为的因素。

在前 50 名科学家传记中，所有专辑都用彩

色封面，配以醒目的封面字体，外表装帧上和

名人传记相比毫不逊色，这也激发了读者选购

这些科学家传记产品的热情。

而科学家传记的营销并未大规模开展，鲜

有科学家签名售书、朗读新书的活动出现。本

文作者认为原因有二。第一，科学家本人并不

热衷于这样的活动。很多科学家认为，自己的

天职是科研，对一切和科研无关的事情兴趣不

大。第二，科学家传记的读者一直比较分散，

目前仍少见诸如科学家粉丝团的组织，为科学

家的爱好者定期组织活动。因此，精美的书籍

制作和缺乏有效的营销策略也影响到读者选择

科学家传记。

4 结语
总结来看，今天中国读者对科学家传记的

喜好有向真实化、个性化、多元化、精美化发

展的趋势。读者对科学家的形象要求更加生动

真实，但缺乏批判性；对科学家传记中科学内

容的理解有所进步，但接受程度仍然较低；对

传主的选择不仅限于传统的科学家名单，开始

朝向更多掩埋在科学史中的优秀人物；对科学

家传记的外部要求也越来越高。

可见，读者的品味和科学素养在提高，科

学传播者和科学家立传的工作人员则需跟上读

者和市场的步伐，着力研究科学内容的普及化

和科学家传记的有效营销两大困难，让科学家

传记捕获更多读者、创造更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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