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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星学院士是国际著名古植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他一生著书立说无数，除了大量的科研成果，他

还致力于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并著有内容丰富的科普文集。李先生的科普思想不仅闪耀着逻辑思辨的理

性光芒，更折射出一种求实奋进、和谐发展的人文精神，对于新时期中国科普工作的探索具有借鉴和启发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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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星学简介

李星学，字行之，国际著名的地质学家与古生物学家。1917 年生于湖南郴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2 年毕

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1951 年起到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工作至今。他长期从事地质古生物研究工作，特

别以研究古植物学及非海相地层学见长，已发表的论著有 140 多篇 （本），诸如 《华北月门沟群植物化石》、 《中国

晚古生代陆相地层》、 《大羽羊齿植物生殖器官化石在华南的发现》、 《中国及邻区晚古生代植物地理分区》 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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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技术发展日臻成熟的后现代社会里，

人类创造出了前人难以企及的财富，实现了许

多祖祖辈辈为之奋斗的梦想。然而，在这辉煌

的背后，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科技发展

需要一个理性的回归，它必须沿着一条正确的

轨道前行，否则人类将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

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的科学普及工作正面临

着一个艰难而复杂的时期，它呼唤着人文精神

的指引。只有将人文精神贯穿于整个科学普及

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已故的国际著名古植物学家和地质学家、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李星学院士

以他自身的科普经历，诠释了人文与科普的完

美结合。通过李先生的科普文集，我们体会到

在这些通俗流畅的文字里，不仅有深入浅出的

科学道理，其中还隐含着更加深刻的人文文

化。解读李先生的科普思想，让我们超越时空

的界限，感受他的精神力量，在科学普及的道

路上不断前进。

1 植物发展演化的哲学反思
“植物是地球生物圈中重要而不可缺少的

组成部分，无论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还是人类

社会的发展都有难以估量的作用和价值。但

这些绚丽多彩、蔚为大观的植物究竟从什么

时候起成为地球上的居住者？它们又经历了

怎样的变化呢？即便是同一属种的植物，它们

的形态和习性也不同，它们是从何而来呢？”

李先生在合作编著的 《植物界的发展和演

化》 一书中，根据野外采集到的大量的植物化

石标本，结合各地质历史时期地质环境的变

迁，叙述了从最原始的菌藻植物直至高等被子

植物出现的发展演化过程，以及今天植物界继

续繁荣发展的状况，并通过植物的生活环境，

对大气、动物和人类以至整个地球的演进过程

与植物发展演化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揭示了植

物由水生到陆生、由没有分化到有器官和性的

分化、由单细胞到多细胞、由简单到复杂的进

化规律。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一直在探索生物

的起源、发展和演化，它涉及整个宏观和微观

世界，而这个探索过程是以人们形形色色的认

识论为指导的。直到 19 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的

出现，人们才逐渐认识到生物进化的客观规

律，能够在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探索生命

的奥秘。 《植物界的发展和演化》 一书从科普

角度出发，阐述了植物发展演化包括菌藻植

物、裸蕨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

物时代等五个演进阶段的生命历程。全面系统

的叙述呈现出非常清晰的哲学思想脉络，体现

了其广阔的哲学视野，从而也帮助读者能够站

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高度上学科学、爱科

学，用正确的认识论为指导分析解决工作学习

中的问题。

其一，植物的进化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

规律。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一个由简单到

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其实质是新

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一个事物的发展

往往是一个“不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新

的平衡”的波浪式前进、循环往复式上升的过

程。随着地球上自然环境的变迁，植物界自身

在不断的矛盾斗争中运动和发展着。在一定地

质时期中占支配地位的类型，在发展过程中被

较为进化的另一类植物所取代，这时植物界就

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接着，植物界中另一更为进化的类型又从原来

的劣势地位向优势方向转化，而植物界原先的

“优胜者”逐步趋向衰微，又开始了另一个新

科研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古植物学的重要参考文献。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曾任国内数种学术组织负责人及学术刊物的主编或副主编，并在多种国际学术组织或合作项目中任选举委

员、科学顾问或中方代表等职。1992 年，他被美国植物学会授予通讯会员终身荣誉称号，1993 年获中国地层古生物

学最高荣誉的尹赞勋奖，1996 年他获得了“国际古植物协会沙尼奖章”。另外，李星学院士在繁忙的研究工作之余

还十分关注全民科普教育工作，并有多部科普论著，为推动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2010 年 10 月 31 日，李星学院士病逝于南京，享年 94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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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阶段，各个门类和属种在这个过程中同

样地经历着新生和灭亡、盛衰和相互消长的变

化。以裸子植物取代蕨类植物获得统治地位这

一论题为例：“为什么裸子植物在发展演化过

程中取代了占优势地位的蕨类植物而一跃成

为植物界的主角呢？”基于对两类植物起支撑

和输导作用的木质部组织、起控制水分和防

御寒冷与干旱等调节作用的叶表皮，以及繁

殖器官对环境水分的依赖性的综合比较，“很

明显，和蕨类植物相比较，裸子植物在适应陆

地生活环境的机能上已经有了质的飞跃”。裸

子植物才是真正的“陆地征服者”。“这就是

裸子植物之所以能在地质历史时期，自然环

境发生巨变的这一客观条件下取代蕨类植物

而繁荣兴盛起来的根据”。

其二，植物多样性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

果。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

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

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

而起作用。在生物进化的历史长河中，自然环

境的变化对于植物发展有重要影响。例如，对

“陆生维管植物兴起于泥盆纪的原因”的阐述，

一方面从内因来看，“这先要从植物界本身的

不断变异来说，在泥盆纪以前的漫长发展时期

中，某些水生藻类的演化已为维管植物出现的

飞跃发展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另一方

面，从外因来看，“自然环境的变化也告诉我

们，裸蕨植物肇始于晚志留纪和大发展于泥盆

纪，比那些发生在更早时期的植物具有更为有

利的条件……”。因此，“从晚志留纪到早、中

泥盆纪，以裸蕨植物为代表的陆生维管植物的

产生和大发展，是地球上无机界和有机界的长

期相互矛盾、相互影响和发展，以及植物界内

部矛盾的长期斗争和变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再如，关于古生代和中生代末期生物界的

巨变，该书对“新灾变说”的反驳，也是运用

唯物辩证法质变量变原理和否定之否定原理

对大量的地质古生物事实进行深刻分析论证

的典型范例。

可以说，在古植物学发展近 200 年以来为

数众多的学科教材当中， 《植物界的发展和演

化》 是最成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系统阐述植物

界的发展和演化这一科学论题的著作之一。

2 天人合一，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庄子就提出了“天地

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哲学思想。

“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

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根

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能超越

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坏

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

自然、调整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也

使自然界的万物都能生长发展。另一方面，自

然界也不是主宰人类社会的神秘力量，而是可

以认识、可以利用的客观对象。这种思想长期

实践的结果，是达到自然界与人的统一，人的

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统一，自我身心平衡

与自然环境平衡的统一，以及由于这些统一而

达到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完满和谐

的精神追求。

李先生在长期的科研工作中，通过对国内

外大量的地质剖面的实地考察研究，早已深深

意识到人类对地球的破坏。人类依靠自身的聪

明才智，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创造了无数

财富，并逐渐成为地球的主宰者，“改造自

然，征服自然”曾经是我们最响亮的誓言和奋

斗目标。大面积砍伐森林、任意屠杀野生动

物、肆意排放工业垃圾、过度开发矿产资源

……人类在挥霍大自然赐予的财富的同时，也

遭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各地频繁的旱涝灾害、

大面积的土地沙化、层出不穷的气候异常现

象，等等。李先生在其 《还我大自然———地球

敲响了警钟》 一书中，旁征博引了古今中外的

众多实例，从人口控制、资源开发、环境保护

等方面，以大量客观翔实的数据描述了当今地

球承受的各种压力，从而引发了大自然各种失

衡现象。面对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保

护环境、学会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将是解决问

题、防患于未然的唯一途径。李先生对大气、

人 物 何 琦 王 军 科普路上的人文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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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海洋以及人类社会 （包括人口、战争、

工业等） 影响地球环境的因素进行了总结分

析，呼吁必须改变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

提升对大自然的道德感，在约束自我的同时

顺应自然规律的发展变化，这与道家提倡的

“无为而治”的思想不谋而合，但同时也通过

“中国在觉醒”、“中国环境保护在行动”等章

节，提倡人类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适应这种

变化，使之为我所用，进一步让读者从“天人

合一”的哲学层面上认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

3 非智力因素对成功的重要影响
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的成功是智力因素

和非智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非智力因素主

要包括动机、兴趣、情感、意志和性格等方面。

一个智力水平超群的人，如果他的非智力因素

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则不会有多大成就；反

之，如果他的智力水平中等，但他的非智力因

素得到较好发展，往往会取得较大成就。

在由卢嘉锡、吴阶平等人主编的 《院士思

维》、李士主编的 《心迹———中国院士实话实

说》、韩存志主编的 《新世纪的嘱托———院士

寄语青年》 等科普文集中，李先生多次谈到

“学贵有恒，业精于勤”。地层古生物研究经常

需要参考大量国外论著、资料，因而多掌握一

门外语就等于多一把通向知识宝库的钥匙。李

先生学习法语时已年近半百，在一起学习的法

语培训班里年龄最大，他除了坚持每周 3 小时

听课外，还充分利用早晚空闲时间背单词、做

练习，从不间断，4 个月后，能一直坚持学下

来的只有七八人了，李先生在最后的结业考试

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后来的工作中，李先

生能够自如地运用英、俄、德、法语的专业文

献资料与他持之以恒的勤奋精神是分不开的。

在李士主编的 《心迹———中国院士实话实

说》 的科普文集里，当李先生谈及理想与事业

的话题时，他认为自己最自豪的事情之一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在内蒙古等地进行了四五

年的地质矿产调查勘探工作，虽然条件十分艰

苦，但却为解放初期的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贡

献。他表示，个人的兴趣爱好首先要服从国家

的需要，“华北月门沟群植物化石”这一重大

科研成果的发表是为了满足 50、60 年代煤田

地质勘探和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理顺含煤地层

划分对比关系；“中国古生代植物”、“中国

中生代植物”等也都是应当时地质野外工作者

之急需的较通俗实用的专业书籍；“中国晚古

生代陆相地层”则为了第一届全国地层大会之

急；“西藏北部双湖地区晚二叠世植物群”等

青藏高原古植物及地层的研究源于 1980 年在

我国举办的第一次青藏科考国际会议；“北祁

连山东段纳缪尔期地层和生物群”始于 1987

年在我国举办的第 11 届国际石炭纪地层会议。

为了推荐我国甘肃靖远纳缪尔早期地层作为国

际石炭纪中间界线候选层型剖面，李先生及其

同仁进行了大量的地层古生物综合研究，并增

补了后续多方面相关工作积累的专著。凡此种

种，均缘于特定时期的国家需求。正是李先生

朴实无华的爱国主义情感成为他最主要的成就

动机，就像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所说

的：“我愿用我全部的生命，从事研究科学，

来贡献给生育我、栽培我的祖国和人民。”

“科学工作是一种非常艰辛复杂的劳动，

特别是地学工作，要有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

坚强意志，要有勇于实践和创新的精神、踏实

严肃的工作作风，还要有相当强健的体魄，敢

于改正错误的宽阔胸怀，才能取得较大的成

就。”这段话不仅是李先生对其学生的要求，

更是他科研人生的写照，由此也印证了非智力

因素对成功的重要影响。

4 结语
静静地翻阅着李先生的一篇篇科普论文，

细细品味着平凡文字之下的深刻寓意，我们试

图对先生字里行间所折射出的科学思想进行

梳理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关于自然科学方

面，还是人物传记、历史述评、人生感悟等

方面的论述，无不体现出给人启迪、催人奋

进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就像明灯一样将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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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照亮我们前行，让我们的科普之路更加宽

广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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