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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5 月 19 日上午，传来了上海市科普

作家协会名誉理事长饶忠华于昨天下午逝世的

噩耗，我悲痛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的风采，

他的音容笑貌，一幕幕映现在我的眼前；他与

同仁切磋科普技艺时的爽朗谈笑声时时回响在

我的耳边。这位在协会工作上直接指导和帮助

我的老领导，他真的离开我们走了？我真的不

敢相信这是事实。这天，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思绪绵绵，彻夜难眠。30 多年来与他相处的往

事，50 多年来他为繁荣中国科普编创事业所作

出的卓越贡献，在我的脑海中波浪起伏……

饶忠华，1932 年 1 月生，江苏吴县人。他

刻苦勤奋，自学成才。20 世纪 60 年代花了整整

五年的业余时间，在上海电视大学修完了物理

专业的课程。他是我国著名的科普编辑家、理

论家、评论家和优秀科普作家。曾任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副理事长，上海市科普作

家协会秘书长、常务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2004 年，他荣获首批中国“科普编创学科带头

人”称号，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二次、第五

次全国代表大会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科普作家。

2009 年，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成立 30 周年庆祝

大会上，鉴于饶忠华先生为我国科普创作事业

的繁荣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功绩而授予他

“荣誉奖”。他主编的我国著名的综合性科普杂

志 《科学画报》，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

代初期，发行量高达 115 万份，创综合性科普

期刊之最。当时不少人为了求得一本 《科学画

报》 而在邮局门口排起了漫漫长队。

饶忠华撰写的 《编创十功》 一文，荣获

“第二届上海市优秀科普作品奖”特等奖；他著

作的 《思考的艺术》 一书，荣获“第三届上海

市优秀科普作品奖”一等奖； 《学习的艺术：

活读》 小品获 《劳动报》 颁发的知识小品大赛

一等奖。此外，他在主持 《科学画报》 编辑工

作期间，了解到不少青年苦于学习方法不得法，

遂留心收集有关学习方法的事例，探索各种学

习方法的要旨，撰写成 《学习方法三十种及其

他》 （1989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对于广大

青年读者增进学习能力、提高学习效率，很有

裨益。饶忠华先生是我国科普界享有盛名的理

论研究与编创实践相结合的大师级人物。

中国科普学的首探者

饶忠华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就进入上海

科普协会，从事科普编辑和科普传播工作，当

时，科普创作以科学小品为主，在上海几家报

刊上，几乎每个星期都刊载他撰写的科学小品。

他还编写了速成识字班补充读物 《热的常识》

（1952 年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天气谚

语》 （1956 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春夏秋

冬》 （1957 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他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学

画报》 编辑部工作，并在长期担任编辑部的领

导、全面主持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期间，还注

重科普书刊评论、科普编创技巧和科普理论的

研究。1978 年 5 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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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座谈会”，是我国科普创作发展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大事，催生了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的

诞生。座谈会不仅深入交流了推动科普创作的

实践活动，还对科普理论进行了探讨，并诞生

了“科普学”这一名称，而在第二年 8 月召开

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当时为中国科普创作协

会）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饶忠华就宣读了自己

的研究论文 《从科学史的两种接力看科普学的

诞生》 （发表于 1979 年 8 月 9 日的 《光明日

报》）。周孟璞、松鹰主编的 《科普学》 （2009
年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在“绪论”中特

别提到，饶忠华在这篇文章中“名正言顺地提

出科普学来，并首次回答了‘什么是科普学’”。

饶忠华在论文中说：“一部科学史，离不

开两种接力。第一种是从下而上、攀登科学技

术高峰的接力，这种接力就好像体育中的接力

赛那样，有快有慢，其速度往往与第二种接力

有关。第二种接力是从上而下、普及科学技术

新成就的接力，这种接力愈快，参加的人愈多，

其中一部分人就会成为第一种接力的接班人，

壮大攀登科学高峰的队伍，从而大大加快了第

一种接力的速度。”这里他所阐述的科普，是指

力求将科研成果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文字和

有效的方式，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传播。

1986 年初，我起草武汉“科协工作改革与

发展战略研讨会”的参会论文 《试论新的历史

条件下科协科普工作的新高度》，征求他的意见

（当时他是上海科普作协秘书长，我是副秘书

长） 时，他告诉我，在论文中要阐明，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上述第二种接力的概念是不完善

的。他说，从上往下的接力固然是科普的一个

重要方面，但这种“接力”却处于被动地位，

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他告诉我科普还具有另一

种“反向接力”的功能。所谓“反向接力”，即

通过科普激发人们创造性的思维和能力，攀登

新的科学高峰。他还请 《科学画报》 的一位编

辑为我提供了科学史上的例证，诸如富兰克林、

法拉第、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举世闻名的科学

家、发明家，也都在科普的“反向接力”的作

用下，取得了重大科学成就。

什么是科普学？ 《科普学》 在 《绪论·科普

学是怎样一门学科》 中，首先列举了饶忠华

《两种接力》 的文章说：“什么是科普学呢？总

的说来，科普学就是一门专门研究向下接力

（应该再加‘反向接力’）、普及和传授科学技术

知识和技能的规律的科学。它是一门规模宏大

的边缘科学，不但涉及所有的科学技术，而且

还与文学艺术、教育学、科学学、心理学、出

版学和新闻学以及广播、电视、电影、展览技

术等结合，因而只有充分调动所有上述学科的

力量，‘群策群力’，才能使科普学放出别具异

彩的绚丽花朵……从目前的情况看来，科普学

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科普史、科普

理论、科普创作、科普评论、科普教育、科普

手段与技术以及科普设计与效率等。”

中国科普“编创十功”的创立者

编辑是一门专门的学问，科普编辑更是如

此。要做好科普编辑工作，除了必须具备规定

的条件外，还要熟练地掌握许多基本功。20 世

纪 80 年代初期，饶忠华根据自己主编 《科学画

报》 几十年的实际工作经验，把做好综合性科

普期刊编辑应掌握的基本功，总结为“十字

功”，即敏、通、博、积、检、捕、掂、点、

添、创。由此引发了当时中国科普界广为传播

的“编创十功”热潮。前五功为“输入功”，后

五功为“输出功”。之所以称为“编创十功”，

是因为编辑不仅需要掌握编辑的技能，还需要

掌握创作的技能。它对从事科普期刊 （包括报

纸的科技副刊和科技报） 的编辑打好基础、提

高水平，都有很大帮助。在后来的几年内，他

在上海和应邀奔赴的江苏、浙江、湖北、河南、

江西等地，为科普培训班作了近百场“编创十

功”的科普报告。他走上了许多高等学府的讲

坛，为师生们讲授科普“编创”的魅力。据说，

当时有不少地方的新闻出版部门把“编创十功”

作为编辑、记者业务学习的必读之物。

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我与饶忠华一

同前往深圳，参加深圳市科普创作协会成立大

会。会议期间，饶忠华应邀为全体代表作了题

为“科普编创基本功”的科普报告。他以丰富

翔实的案例讲述了部分输入、输出功。一个多

小时的讲述，在雷鸣般的掌声之后，他旋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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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团团围住，有的请他签名，有的向他请教，

有的向他约稿。热烈感人的场面，我至今历历

在目。

科普“编创十功”本是中国科普研究所特

约的研究课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会刊 《科

普创作》，在 1984 年第 4 期和第 6 期分别刊登

了前五功和后五功，并做了删节，有些“功”

详细些，有些“功”只做提示。2003 年 3 月，

由上海科普作家协会编辑出版的 《银牌和金牌》

一书 （2003 年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收录

了 《编创十功》 （全文共 27 000 余字），他在

“检”节中还增补了信息化和网络化一段内容。

如今， 《编创十功》 已成为“上海市大学生科

普创作培训班”的辅导教材之一。

中国科幻小说的推动者

饶忠华除了 1956 年 10 月 24 日在 《解放日

报》 发表过一篇题为 《空中旅行记》 的科幻作

品 （全文 2 000 多字） 外，我还没有见到过他撰

写的其他科幻作品。因此，他不能算是科幻作

家。然而，他对中国科幻小说却有总体评价和

精辟论述，对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有着独特的

见解。他在自己的著作 《思考的艺术》 （1985
年知识出版社出版） 一书中，肯定了科学幻想

小说的科学构思也是一种“创造”。“创造”的

基础是科学。他说：“科幻作家从现代科学的

最新成就中获得启迪，通过科学推理和大胆的

想象而创造的科学构思，在开始时，往往会被

人们视作‘荒诞不经’，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

展，又常常逐渐被证实这是一种有着惊人想象

力的预见。”他认为，从科学这个基础上“创

造”的幻想构思，大大超过现实的可能性，而

这种惊人的幻想，又能使人们从中获得启示，

逐步使之变成现实。

饶忠华何以对中国科学幻想小说如此感兴

趣？最近我刚从他 2008 年留下的电脑笔记———

《难忘的往事》 中得知，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

他在图书馆发现一本很薄的翻译书，书中介绍

了凡尔纳、威尔斯等撰写的许多科幻小说，虽

然都是内容提要，但故事情节却紧紧吸引了他，

他一口气看完后，还用笔记本全文抄下来。这

本笔记本一直保存到现在。从那时起，他就成

了科学幻想小说的爱好者和研究者。1981 年,他
随中国科普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期间还采访

了科幻大师阿西莫夫。在关于科幻小说使读者

发生兴趣，产生了传播科学的作用；科幻小说

的科学性是否应注重未来可能实现的科学技术；

科幻作家要在科学的基础上来幻想未来；主张

孩子从小就看科幻小说等等问题上的见解和主

张，来自东方的饶先生与西方的阿西莫夫，竟

然是如此的相似，令人感叹。

饶忠华对中国科幻小说的历史很熟悉，他

在 《永久的魅力———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初探》

一文中提出“中国科幻小说究竟诞生于何时”？

然后他从女娲炼石补天、夸父和太阳赛跑到后

羿射日除害这条线索追觅着，最后锁定在 1600
年前的“偃师造人”。他归结为：“‘偃师造人’

恰当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是从祖国

医学的理论出发，通过推理而产生的一篇科幻

小说。从作品创作的方法来看，与今天的仿生

学、人体工程学以及人工智能等，颇有异曲同

工之妙。”他对中国科幻小说的现状非常了解，

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挖掘和梳理，从 1976 年至

1998 年的主要科幻作品，都被收入了他主编的

中国科幻丛书中。中国著名的科幻作家几乎都

是他的好友，如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刘

兴诗、王晓达、金涛、萧建亨、王国忠、达世

新、吴岩、王晋康、施鹤群，等等。通过他的

选编、汇编和评论，推动着中国科幻小说作家

和作品，不断地向前发展。就连从未写过科幻

作品的我，在他的直接指点下，也尝试改编了

几篇科幻小说，被收入了他主编的 《中国科幻

小说精品屋系列》。因此，有人称他是中国科幻

小说的评论家，也有人称他是中国科幻小说的

总编辑、总导演。

在我家的书架上，饶忠华主编的中国科幻

小说选集应有尽有，如 《科学神话———1976-
1979 科学幻想作品集》（一）（1979 年海洋出版

社出版）、《科学神话———1979-1980 科学幻想作

品集》（二）（1980 年海洋出版社出版）、《科学神

话———科学幻想小说年鉴》（三）（1983 年海洋出

版社出版）、《中国科幻小说大全》（上中下）

（1982 年海洋出版社出版）、《365 夜科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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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1991 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中国科

幻小说精品屋系列》（10 卷本，前 4 卷、后 6 卷

分别于 1997 年和 2001 年科学普及出版社出

版）、《科幻故事 200 篇》（外国卷）（1996 年上海

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 等。

饶忠华在 《科学神话》（一）的 《代序》 中

说：“现实是想象的出发点……在现实基础上

对未来的预测更诱人……科学幻想往往是预测

的形象化的延伸，它比预测更为迷人。科学一

经和幻想结合，就像增添了一双强劲的翅膀，

把人们引向更为遥远的未来，给人以遐想、启

示和力量。”他在 《科学神话》（二）的 《代序》

中说：“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而想象和幻想

则是通向未来和开拓未来的桥梁。‘有幻想才

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科幻小说

将日益显示出它那启发想象、开阔思路、传播

知识、诱导探索、开发智力、培养人才的独特

功能。”

他主编的 《365 夜科幻故事》 一书，是以小

读者为对象的，他首先讲明：“科学幻想写入

有故事性的文学作品，这就是小读者们喜爱的

科幻小说。”他告诉小读者们，“科学幻想就是

一种积极的幻想。它是人类智慧的闪光，表现

了人类创造美好未来的自信和力量。昨天的科

学幻想，有许多在今天已经实现；今天的科学

幻想，有许多将在明天成为现实。”这本书收入

了 11 个国家的 160 多位科幻小说作家的作品。

大部分作品因为太长，是经过缩写或者改编的。

一书在手，可知古今中外名作。它让小读者们

“漫游于一个广阔无垠、光怪陆离的科幻世界。

你们将从这里获得智慧、启迪、勇气，插上幻

想的翅膀飞向科学王国”。

他主编的 《中国科幻小说精品屋系列》 是

我国首次出版的以缩编形式改写的科幻小说集，

全面反映了从古代神话、古代科幻小说到近代

和现代科幻小说的发展过程。全集的作品都将

原作缩编为故事梗概，从几百字到数千字不等，

但都保持了原作生动曲折和趣味盎然的特色，

相当于微型科幻小说，适合家长讲述或孩子自

己阅读，是一套少年儿童的理想读物。

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科幻小说，了却了饶

忠华先生对推动中国科幻小说不断向前发展的

一桩心愿。

中国百年科普佳作的汇集者

饶忠华主编的 《中国科普佳作百年选》 丛

书 （2001 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则可以

说是他一生在推进我国科普事业，提高我国科

普创作水平方面作出奉献的典范。这套丛书时

间跨度 100 年，选的是全国有关科学家、科普

作家、文学家的科普佳作。从这套丛书中可以

看到众多各具特色的科普精品，其中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传世名作”更是令人赞叹。

《中国科普佳作百年选》 共分科学家卷 《聆

听科学》，科普作家卷 《感悟科学》，文学家卷

《寄情科学》 三卷。这套丛书阐明了科学家对科

学技术有很深的造诣，科普作家善于运用科普

语言，文学家擅长于形象思维的优势。学习他

们的作品，对总结中国百年科普发展历程和科

普创作经验，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迪

作用。在这套丛书中，读者不但能看到“三家”

中许多著名老作家的作品，还可以发现新涌现

出来的新作家的代表作。这套丛书全方位、多

层次地向读者展示了百年来我国科普园地万紫

千红的迷人景象。对于准备投身科普事业的人

来说，这是一套“入门书”；对于科普领域的涉

猎者来说，这又是理想的“珍藏本”。

读者敬佩和感激主编先生的眼力和魄力，

把浩如烟海的中国科普作品中的“三家”科普

名作汇集起来，让人一睹为快。在 《聆听科学》

卷中，人们读了茅以升院士的 《桥话》、《没有不

能造的桥》 后，不仅了解了桥梁建造史上的许

多知识，还领略了茅老在文学上的深厚造诣，

不禁为他的科学、文学水平所折服。在 《感悟

科学》 卷中，贾祖璋的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对花的赞叹和歌颂，把科

学题材与文学描述有机结合，使作者的思想感

情与所描述的事物融为一体，情景交融，成为

一幅优美的大自然画卷。在 《寄情科学》 卷中，

徐迟的 《哥德巴赫猜想》，以文学家的娴熟文

笔，通过形象思维，生动地说明了抽象思维的

科学原理，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学到了科

学知识，又似乎在享受一种艺术，产生一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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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愉悦。选入丛书的科学家作品还有李四光

的 《看看我们的地球》、钱学森的 《思维科学与

智能机》、华罗庚的 《大哉数学之为用》、苏步

青的 《漫谈数学》、谈家桢的 《生物工程与人类

的未来》、张香桐的 《开创神经生理学的新领

域》、殷宏章的 《霜叶红于二月花》、林巧稚的

《妇女的第二个青春》 等；科普作家的作品还有

高士其的 《我的籍贯》、董纯才的 《凤蝶外传》、

温济泽的 《人类征服自然的武器》、顾均正的

《北京来到了我的面前》、叶至善的 《北斗七星

和半个月亮》、郑文光的 《飞出地球去》、叶永

烈的 《万紫千红胜彩虹》、谈祥柏的 《画不出的

地图》、金涛的 《雾啊，西双版纳的大雾》、杨

秉辉的 《大战“癌中王”》 等；文学家作品还

有巴金的 《生》、老舍的 《猫》、臧克家的 《春

花秋月解人语》、梁实秋的 《雪》、茅盾的 《森

林中的绅士》、沈从文的 《古代人的穿衣打

扮》、王蒙的 《赞美绿叶》、周而复的 《死海不

死》 等。

出版 《中国科普佳作百年选》 丛书，可为

科普作家提供历史性的回顾，从而有所借鉴，

有所启示，不断创新，进一步攀登科普创作的

新高峰。也了却了饶忠华对推动中国科普作品

不断向前发展的又一桩心愿。

饶忠华认为，科普创作既是一门学问，又

是一门艺术。它有自己的特定语言。优秀的科

普作品既能揭示物质结构形态和运动的奥秘，

又能发掘科学内涵的魅力；既能生动活泼地阐

述昨天、今天科学的辉煌成就，又能用已知预

测明天、后天的科学技术发展趋势。饶先生一

直都在追寻科普的特定语言，一直在努力发掘

科学内涵的魅力。遗憾的是，他今天却驾鹤西

去了。我们科普创作工作者应该接过他的接力

棒，继续追寻科普创作的特定语言，发掘科学

内在的魅力，继承他未遂的遗愿。

这里奉上一首五言颂，以告慰在九泉之下

的饶忠华先生：

“酒肉穿肠过①，科普吐真情。谈笑风生起，

编创萦心中。”

创作谈
饶忠华一生从事科普编辑和科普创作袁 为

繁荣中国的科普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遥 他对

中国科普编创的理论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袁 是

我国科普界不可多得的大师遥 如何将这位科普

大师的业绩在我笔下系统尧 完整地再现出来袁
让这种对科普执着追求和奉献精神继续发扬光

大袁 是我这个科普组织工作者应尽的责任遥 这

篇寄托思念的文字几经修改袁 终于脱稿袁 也了

却了我对饶忠华缅怀和纪念的一桩心愿遥 也算

是我对饶忠华 30 多年来袁 给予我工作和业务上

的指导和帮助的一点回报遥

淤 饶忠华很好客，在家中常喜欢以酒接待志同道合的友人，畅叙科普情缘，切磋编辑和创作技艺。

李正兴 中国科普编创理论与实践相融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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