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第渊010冤 期第 3卷 总第渊01圆冤 期第 3卷 总第渊016冤 期总第渊010冤 期第 3卷 总第渊01圆冤 期2011 年8月 第 6卷 总第 渊033冤 期4

自传真电报发明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科技

力量的推动下，图像传播技术取得了巨大的发

展———从模拟信号到数字通信，从本地直播到

星际传播，从静态图片到三维动画[1]，并对现

[摘 要] “读图时代”对科学传播提出了新的课题，图像不再是文字的附属和点缀，开始担负起传递信息、

传播观点的职能。摄影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技术的进步又大大提高了图像的传播效果，报刊、图书

等各种科普出版物“浓眉 （题） 大眼 （图）”，电影、电视、动画等更是让人们享受到了视觉的盛宴。与此同

时，泛视觉化倾向却削弱了受众清醒认识世界的能力。在这个视觉时代，有必要分析图像的传播特征，研究

影像的传播策略，探索视觉时代的科学传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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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化在全球的迅速

兴起对科学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信息传

播的视觉化，使受众能在短时间里快速地获得

信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读图时代”真的

已经到来。

1 图像的科学传播现状
1.1 摄影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摄影虽然没有绘画、音乐等其他艺术诞生

的时间久远，但由于其可以客观记录世界、方

便易学，从而深受大众的喜爱，也因此广泛流

行，最终迅速成为一门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

平民艺术。在我国，摄影具有广泛的群众基

础，从事摄影的专业、业余人士的数量是其他

国家所无法比拟和超越的。第十届中国科协年

会期间举办的“特大自然灾害中的科技工作者

摄影展”，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

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在启动 2010 年全国青

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的同时，面向全国征

集科学 DV、科普动漫、科技摄影作品，举

办了首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活动，吸引

了众多的科学影像爱好者。全国许多地方在

科普宣传周、科普日期间也都举办了科普摄

影的比赛和展览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活动的

影响。

江苏省吴江市每年都在科普宣传周期间举

办科普摄影比赛，2010 年的第六届科普摄影比

赛，突出“坚持科学发展，走近低碳生活”这

一主题，反映城乡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共征

集到作品 257 幅，经专家评审， 《垃圾分类从

我做起》、 《绿色步行巴士》、 《低碳宣传进社

区》、 《市民科普游》 等作品获奖。县以下农村

的画廊是科普宣传的主要阵地，中国科协大力

实施“站栏员”工程，目前，吴江市村村 （社

区） 都有科普画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试

点“电子屏”建设，根据村 （居） 民的阅读习

惯和需求，画廊、挂图、电子屏的宣传形式也

以贴近老百姓生活的图片为主。近年来，吴江

在学校、社区建设的“科学工作室”，创意布置

了图文并茂的科普窗帘，已成为城市中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1.2 报刊、宣传册、图书等各种科普出版物“浓

眉（题）大眼（图）”

美国学者研究读者读报纸视觉移动的路

线，通过用微型摄像机跟踪发现，大多数读者

拿起报纸后，视线的第一落点是大幅图片[2]。

一图胜千言。在当今的快节奏生活中，人们已

经很少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去读完一份报纸，简

单过滤图片和标题已经成为普遍的阅读习惯。

于是，伴随着读者阅读习惯和接受心理的变

化，加之图片本身就具有传播的功能，图片对

报纸的作用日益增强。

毫不夸张地说，图片正以惊人的力量改变

着人们的阅读取向，以独特的功能创建着人们

认识世界的方式。眼睛是人类最重要的获取信

息器官。越来越多的媒体在实践中用全新的理

念创造着全新的大众传播价值，传统传媒中印

刷的摄影图片越来越精美，新媒体的影像出版

物在剧增，构成“读图时代”的主角之一。打

开 《北京科技报》，就像是浏览一本画册，封

面文章 《谁在造谣：火山酸雨降北京》，其背

景是一张夺人眼球的图片，中间巨幅的玉树地

震照片使“院士解说时下地震”这个理性话题

多了点感性的画面，增强了感染力。
1.3 数字技术的突破大大提高了影像的传递速度、

数量和质量

在印刷时代，从摄影师拍摄一张照片到我

们看到最终图片，需要经过很多环节；但数字

读图时代，只是弹指一挥间。人们在上海参观

世博会时用手机拍摄的照片，几秒钟之内就可

以传输给别人。图像是网络传播中最重要的内

容之一，同时在网络中，影像获得了新的生

命，在传播形式上也有了新的突破。Flash 和

幻灯片的出现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们让摄影图

片等静止的影像可以系列播放，从而使影像传

播有了新的方式。

就我们目前所见，中国科普博览提供系统

完整、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科学权威的虚拟

博物馆，已初步实现特色科普资源的集成、展

示和导航，形成了优秀科学图片、科学动画、

科普报告等多媒体数字科普资源系统，成为中

国科学院面向公众宣传知识创新、传播科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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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履行科学院科学普及的社会职责的重要平

台。在不到 3 年的时间里，中国科普博览就初

步实现了平台化的转变，不断推出诸如像日全

食直播、观天巨眼、关注 H1N1 等一系列热点

专题。如今，只要你打开电脑，随便进入哪个

网站，很难没有图像的踪影。 《苏州科普之

窗》 是由苏州市科协主办的全国优秀科普网

站，曾经获得过中国科协科普项目专项资助，

《科普摄影俱乐部》、 《会员优秀科普摄影作品

展示》 等栏目一方面吸引了许多公众，另一方

面美化了版面，成为提高网站点击率的一个

法宝。
1.4 各种影视科普有了新的拓展

科幻电影的魅力就在于展现未来或者未

知的无限可能性，这正切合了人们的猎奇心

理和潜意识里的神秘主义倾向，所以科幻电

影能够在电影史上经久不衰，成为电影的一

个热门门类。一部优秀的科幻电影，不仅仅是

要创造一个可能性的未知世界，还应该能给观

众以现实的印证和关于未来的启发。2009 年

最引人关注的科幻片，是打破了 《泰坦尼克

号》 十多年来所保持全球票房纪录的 《阿凡

达》。 《阿凡达》 所反映的主题浅近明晰，但

气势宏大，具有强烈的奇观效应，能带给人一

种进入新世界的体验。“电影是每秒 24 格的

真实”，科幻电影所要表现的，是恐怖、惊奇

背后带来的思索，是对当代新出现的对人类

社会造成深刻影响的科技力量的关注。很可

惜，中国的科幻电影大片基本上是空白。同

样，电视科教频道也显得苍白，科学题材节

目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不能满

足公众的需求。

2 图像的科学传播探讨
2.1 图像的科学传播之优势

2.1.1 图像是人类感知事物和认识世界的常见方法

视觉传播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并最早习用

的表达、传递的技能，通过视觉图像进行传播

的历史源远流长。图像是文化的最佳大众传播

语言，它可以超越时空、跨越地界，为全人类

所共享，不受读者不同语言的局限，是人类文

化传播中都能读懂的一种共同语言[3]。
2.1.2 图片最大的力量就是真实

图像具有科学性、直接性、现场性、瞬间

性、形象性、可复制性等特征。科学影像独具

魅力，既用于自然科学，也在社会领域被广泛

采用。远至太空，近到人类自身的身体，乃至

人眼难以分辨的微观世界，都可以通过影像来

呈现，摄影记录方式是“照实记录”，得到的

影像几乎和看到的景致“丝毫不差”。
2.1.3 图文并茂优化了传播效果

图像可以表现出富有冲击力与感染力的视

觉形象。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人们的生活节

奏日益加快，若想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要从

视觉着手。影像形象生动、色彩鲜艳，是真实

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能够增强可读性。电

子技术和数码技术的提高，使影像更逼真、视

觉效应更强。总之，图像以其丰富的信息资

源和形象具体的表现手法，弥补了语言表达

的缺憾。
2.1.4 影像技术的进步为传播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影像技术包括影像获得技术、处理技术、

传播技术，目前都还处于发展阶段。影像通过

速进、速退、回放、插入等方法突破了传统的

时间概念，能让稍纵即逝的画面定格，能让时

间倒流。影像还改变了空间的概念：借助影

像，受众可以足不出户，饱览天下奇景大观；

通过网络，人们还可以实现远程“面对面”的

交流。
2.2 图像的科学传播之不足

2.2.1 缺乏既有较高科学素质又有精湛摄影技能

的专业人才

目前普遍的情况是：摄影家科学素质不

高，科学家的摄影水平又不尽如人意。风光摄

影、人物摄影居多，科学图片明显不足。科学

摄影师首先要掌握摄影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

与技能，同时还需要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方面

的知识，以适应不同科学种类的摄影需要。塞

勒在谈到其子弹穿物摄影作品时说：“含水物

体的爆炸效果具有相当的视觉冲击力，而干燥

的物体则只会爆裂成碎片。”如果用术语描述

这个过程，应该称之为“流体静力学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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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未免显得枯燥且难以理解。而在美国罗彻斯

特理工学院主办的“来自科学的图像”摄影艺

术展中，来自全球的科学家和摄影师利用从传

统相机到 X 光，再到百万美元的显微镜等各

种手段来打造科学的美丽，共享他们的科学研

究、科学发现和对自然奇迹的观察，且更具形

象化。
2.2.2 图像的泛滥和传播方式的粗放带来了一定

程度的“浮躁”

图像在传统媒体中并不为大众所重视，人

们只是把图像当作点缀，通常把图像功能定格

在装饰和美化上，没有起到传播的作用。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科技的进步推动了电子

技术的发展，使图像发展为一种独立的传媒

手段和更具威力的传媒力量。但任何事物都

有两面性，泛视觉化倾向日益明显，图像的

泛滥削弱了读者清醒感知世界的能力，甚或

沉浸在图片所营造的视觉奇观中。越来越多

的读者不再以文字符号作为认识世界的唯一

途径，不愿经过抽象的思维去认知世界，而

是习惯性地依赖图片所呈现的直观内容去简

单地认知世界。读图时代有“浮躁”和快餐文

化之嫌。从一定意义上说，形象大于文字、形

象大于意义，但是它不一定高于或深于意义，

虽然读图时代对社会信息的获得主要是图像

的方式，但是文字可能在更深的程度上以一

当十[4]。
2.2.3“假照门”事件严重影响了照片的真实性

近年来，影像科技也“造就”了绝非真实

的影像世界，从首届华赛获奖图片 《广场鸽接

种禽流感疫苗》，到 2006 年度 CCTV 十大新闻

图片铜奖获奖作品 《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

辟生命通道》，人们都感受到了造假照片的惊

人“效果”。2004 年 12 月 30 日，加拿大 《卡

尔加里先驱报》 误把钱塘江潮当作“海啸独家

照片”刊登在头版，照片中数米高的浪潮正向

人们席卷而来。这幅照片曾引起巨大的轰动，

但事后证明，该照片并非是在“世纪海啸”中

拍摄，而是两年前拍摄到的钱塘江潮。2007

年 10 月，陕西农民周正龙用年画造假拍摄的

野生华南虎，一度也闹得沸沸扬扬，吸引了千

万眼球，“周老虎造假”也因此入选 2008 上

半年十大科普事件。高科技给现代摄影带来了

极大的便利，同时也给照片造假提供了更多的

可能性。

3 读图时代的科学传播策略
3.1 记录重大科学事件的“真实面目”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

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公众遇到的重大科学问题

越来越复杂多变，这类与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

相关的突发性事件和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影

响大、涉及面广，及时回应和满足公众的科普

需求，迅速有效地帮助公众了解相关科学知

识，并在此过程中帮助公众认识科学、理解科

学、欣赏科学，显得尤为重要。而图像作为

“世界语言”、“平民语言”，公众一看就

“懂”，更能凸现出其在信息传播中的重要作

用。数字化的图像传播渗透于人类生活的各个

层面，改变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形态。2009 年 7

月 22 日上午，据称 500 年一遇的罕见日全食

在天空如期上演。此次日全食从日食初亏到复

圆长达两个多小时，日全食的持续时间最长超

过了 6 分钟。这是 1814-2309 年间中国境内可

观察到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日全食活动，也

是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一次日全食。天空突

然黑了下来，太阳被月亮“吃掉”，看上去犹如

一个挂在天上的“黑饼”，周围围绕着一圈耀眼

的光芒。不管用什么文字也难以描写这场天文

奇观，难以形容人们看到日全食的激动心情。

“一图胜千言”，一张张精美的图片，使

人类得以窥见神秘太空壮美的迷人奇观：钻石

环弧光乍现，贝利珠璀璨夺目，俯视黑影掠大

地，等等。那几分钟好像是一场时空倒转，又

像是宇宙时空人类的一场盛会，原来人见人怕

的天文现象如今被演绎成热爱自然、崇尚科学

的人们的视觉盛宴。
3.2 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科学摄影师队伍

人类获取的信息 83%来自视觉，11%来自

听觉，其他则来自嗅觉、触觉和味觉。图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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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的丰富信息，公众接受得最为充分，并且

保持着最长时间的记忆。读图时代的信息可视

化表达，引发了对新型传播人才的迫切需求。

图像科学传播需要培养文理兼备的应用创新

型人才，有多学科的支撑。科学摄影师是利用

科学知识和照相技术拍摄各种物品，展示或记

录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的数据或现象的专门

摄影人员。科学摄影师的拍摄，一方面是作为

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大

众科普以及学校科学教育等的需要。一名称职

的科学摄影师，首先要掌握摄影专业的基本理

论知识与技能，掌握影视、广告、图片的摄影

创作和制作技法，在大量的摄影实践中培养自

己对摄影构图和色彩构成的艺术感觉。这是与

一般摄影师的相同点。

不同之处在于，科学摄影师还需要掌握一

定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以适应不同科学种

类的摄影需要。如拍摄医学图片，需要了解显

微镜的有关知识；拍摄昆虫图片，需要事先对

所拍摄的昆虫种类有大致的了解，这也是为了

能够获得最佳的拍摄效果。此外，科学摄影师

还需要对一些特殊的摄影技术，如显微镜摄

影、缩微照相、X 光照相、红外摄影、瞬间摄

影等做到熟练掌握。这也是科学摄影与其他摄

影种类的最大区别之一。
3.3 图像科学传播的深度有待加强

随着多媒体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

迅速发展与普及，人们越来越多地接受以影像

为特征的形象传播，图像传播的媒介在不断地

影响和改变着文字的传播。当代图像传播已经

超越了纸质媒体时代简单的文字、图形方式，

扩展到文字、图像、视频、动画等适合特定需

求的个性化表达，媒介从形式到内涵有了性质

的巨大裂变。“高速摄影之父”哈罗德·艾格

顿，生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电气工程学

教授。其摄影作品 《牛奶滴出的花冠》，是用

高速快门，将运动中的牛奶凝固成清晰的影

像。这在过去是很难捕捉到的瞬间，画面中的

牛奶已经完全不是人们所熟知的样子：跃起的

牛奶呈放射状，奶滴、花冠、倒影、盘子、大

大小小的圆形构成了画面的节奏美，让这幅摄

影图片成为经典。国家地理杂志拍摄的 《子宫

日记》，让人类看到了难以想象的生命世界，

认识了生命形成过程中的奇妙变化。它采用

4D 技术，拍摄了许多经典画面，例如 9 周的

宝宝开始抽动，15 周的宝宝利用子宫壁来做

弹跳运动，18 周的宝宝已有明显的吞咽动作，

更可爱的是拍到了 30 周的宝宝在打哈欠。

电影则把一系列静止的摄影摄像以一定

的速度更替，从而创造出模拟运动的景象。

科教片 《宇宙与人》，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宇

宙物质究竟是怎么回事、物质靠什么运动、

什么力量操纵这些运动、这些运动是怎样开

始并如何持续到今天等物质世界的秘密。网

上曾有人做过这样的评价：“记得小学的时

候学校组织看过 《宇宙与人》 这部电影，才

知道原来科学可以这样学。”成功的科学影像

应该能展现科学研究的美丽，能让非科学领

域人士对科学产生好奇和好感。
3.4 发挥图像在网络等新媒体中的科学传播作用

无可否认，今天的传播已经进入了一个以

受众为中心的新时代。受众需要什么，传播的

方式就会随着受众客观要求的变化而变化。

科学传播要形成对公众特别是年轻人的吸引

力，就必须提升其社会影响力和新技术的推动

力。当今社会，网络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快

速发展，新浪、搜狐、腾讯和网易四大门户网

站，以及优酷、新华网、人民网等后起之秀，

吸引了众多的网民，特别是年轻人。打开这些

网站，几乎都有各自叫法不一的科学板块。目

前，网络的科学传播正逐渐从零散型向集成式

发展，从简单报道向深入解读发展，从单向灌

输向有公众参与互动发展。

一波三折的“周老虎”，凭借一张照片给

我们留下了将近一年的悬念。在整个“打虎”

过程中，互联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了

新时代最有威力的“打虎棒”；作为“打虎派”

的发起者与中坚力量的网民，也成了新时代的

打虎英雄。“周老虎”照片的验证过程其实是

一次很好的科普活动，对华南虎真伪的探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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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需要公众从植物学、环境生态学、数

学、几何学、IT 技术、光学、摄影技术、证

据链、逻辑等各种知识和科技手段入手，充分

论证虎照的假与真。即使参与其中的不乏各专

业的研究人员，但网民参与的这场“科研课

程”和“科学研讨会”，也使占多数的非专业

人员学习、了解并获得了不少科学知识和事

实真相，从而提高了科学素养。

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成名作 《第三次浪

潮》 中预言：随着社会的演进和科技的发展，

人类将产生“文字文化文盲、计算机文化文盲

和影像文化文盲”[5]。美国文化学者丹尼尔·贝

尔在谈到当今的文化现象时也说：“我相信，

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

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这个

视觉时代，通过读图来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

学思想、倡导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是做

得到的，也应该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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