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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科学的人文涵义，使科普之路变得

平坦。

1 在深厚的人文背景中讲述科学
人们感叹，中国的科学作家为什么写不出

艾萨克·阿西莫夫 （1920-1992） 和卡尔·萨根

（1934-1996） 那样受大众欢迎的作品？中国的

大众科学读物为什么在历年畅销书排行榜上无

名？中国大众科学读物的印数为什么那样少，

而且书店总把它放在不起眼的地方？

前些年我去巴黎，人们告诉我，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每年参观巴黎科学宫 （拉维莱

特） 的人数已经超过卢浮宫，人们对科学的兴

趣不亚于对艺术与历史的兴趣。

在巴黎科学宫，我感受到“让科学使人动

情”的传播理念，在这里，设计者不是为科学

作传，而是为人作传。他们在深厚的人文背景

中讲述人类科学智慧产生的过程，讲述科学辅

佐人类缔造文明的经历，讲述科学如何帮助人

们理解世界，讲述充满人性色彩的科学前沿探

索活动，讲述人们关注然而还没有答案的问题，

讲述真实的世界和对未来的思考。设计者着意

诠释科学对人类的意义，而不是向公众讲述抽

象的自然规律和枯燥的科学道理。科学使世界

多姿多彩，然而科学知识本身体系化的内容，

远离公众常识，远离公众经验，单调而且乏味。

向公众传播科学，如果弄错了对象主体，滔滔

不绝讲述科学本身，完全不顾公众的感受，必

然事与愿违。在传播科学的时候应该讲人的活

动，以情动人。公众首先是关心人，其次才

关心自然及自然的道理。因情而入理，理至

而情深。

有人调侃说“世间最容易的事，莫过于把

科学讲得枯燥无味”。我想，如果在深厚的人文

背景中讲述科学，视科学为波澜壮阔的人类故

事，想把科学讲得枯燥无味，将十分困难。

诠释科学活动的人文涵义，是对科学普及

工作者智慧的挑战，它要求人们不仅具备一种

知识，还要具备多种知识，要了解自然、了解

社会，还要了解人。在深厚的人文背景中传播

科学，实际上是与公众分享对人类科学活动深

思之后的感悟，是一种人类智慧增值的过程。

当我们在读大师们的作品时，可以深切感受这

种增值的过程。

2 传播科学的理性精神
科学的终极价值是人文价值，科学不仅提

供人们改变物质世界的智慧，使人类在自然界

中拥有尊严，同时能帮助人们在现实中思虑未

来。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基本上是一个由大

众文化和市场法则支配的体系，构成这个体系

的基础是经验、常识和利益 （主要是现实利

益）。向这个体系注入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是

科学普及工作的终极目标，是科学普及事业对

人类的最大贡献。

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繁荣开始建立在化

石燃料基础之上。化石燃料使人类获得了前所

未有的动力、速度和效率，以及由此而来的巨

大财富。经历三个世纪与日俱增的消耗，到今

天化石燃料已所剩无几。据学者估计，石油大

约还可用 40 年，天然气大约可用 100 年，煤大

约能用 150 年。石油是汽车、飞机的动力之源，

天然气是现代人主要的热能来源，煤是主要的

电力之源 （今天，煤产生的电力占世界总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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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继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将生存环境和人

类安身立命的家园毁于一旦，任何改革都将是

失败的。

我举以下一个例子来说明科普和人文精神

的关系。

科学普及出版社曾经出过一本 《虎》，作者

谭邦杰先生是北京动物园著名动物学家，也是

珍稀灵长类白头叶猴的发现者。他在这本关于

老虎的科普读物中，对老虎的种类、地理分布、

形态特征和生活习性作了介绍，对老虎的自然

保护也有很深刻的见解。

不过在这本 1979 年出版的小册子里，却有

一章是谈怎样猎虎的。作者也一再声明：“本

章讲猎虎，并不是提倡猎虎，只是介绍外国狩

猎界的知识和经验。”这些内容出现在 20 世纪

的出版物中，也许没有什么，不必大惊小怪；

然而在 21 世纪的今天，当老虎作为面临灭绝的

濒危物种，如果在关于老虎的科普读物中仍然

大谈怎样猎虎、用什么样的武器、向老虎身体

何处射击可迅速将其击毙，以及用什么方法活

捉老虎……这些内容肯定是不合时宜的。

这种差别的内在原因，似乎不需要再多说

什么了。

我们不能仅仅考虑以当代人为本，我们的

视野还应该更开阔一些，应该顾及到地球上其

他的生命，还要考虑到子孙后代的生存。

这就是我理解的后现代的人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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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70豫）。现在，人们还没有找到可以替代化

石燃料支撑现代文明的新技术。

世界许多地方，经济利益驱使的人类活动，

正在不计后果地破坏环境、污染地球。当人们

滥用现代技术的时候，地球已经无法自我修复。

动物学家早已知道，造成某个物种灭绝最后的

原因，总是栖息地的消失。人们错误认为，自

己的栖息地具有无限承载能力。人们至今还没

有真正明白，地球这颗极为罕见的行星，不允

许栖息在这里的人类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传播科学的理性精神，可以帮助人们超越

常识与经验的局限，思索未来，谋划新的生存

方式；启迪人们自觉地把未来计入市场经济成

本，在更久远的时间尺度上规划人类的经济活

动，使人类在这个星球上长久、和谐地生存；

使大众文化对人的思考，拓展为对人类的思考。

3 科学传播需要清晰的哲学理念
在谈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类关系的时候，

人们常听到“科学技术是双刃剑”这种说法，

经常可以见到演绎这一理念的论著。这种乍看

似乎在理的比喻，实际上是弄错了责任主体的

失当哲学理念。

科学技术是帮助人类理解宇宙、改变物质

世界的工具性智慧，本身不具有价值与责任属

性。运用科学技术最终出现什么结局、造成什

么后果，完全是人的责任。澄清这一哲学概念，

有助于人们审慎研究运用科学技术的目的和方

法，认真思索人类科学技术活动可能产生的后

果，勉励人们努力提高哲学与人文素养，正确

把握运用科学技术的决策智慧。

错误的概念，常常是更多错误的源头。

“科学技术是双刃剑”这一失当的哲学比喻，可

能为人类活动带来一些麻烦。例如：可能为反

科学主义提供口实，反科学主义者会说，既然

科学技术是双刃剑，人类应该选择更加安全的

工具，不应该发展和运用科学技术；当人们不

当使用科学技术造成恶果时，会用“双刃剑理

论”为自己推卸责任，做错了事埋怨科学技术，

不反思自己的愚蠢；这个错误的基本理念会像

《几何原本》 中的公理一样，衍生出很多定理和

推论，会在很多领域损害人类对未来的判断。

科学普及工作是涉及人类文明的全方位传

播活动，不仅应该在“器”的层面上帮助人们

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还应该在“道”的层面

上为人们提供聪明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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