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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 世纪是一个终身学习的新世纪
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提交的报告 《学习———内在的财富》 中指

出：“终身教育概念看来是进入 21 世纪的一

把钥匙……把终身教育放在社会的中心位

置。”学校教育是终身学习的重要部分，而科

普作家则要担负起社会教育的重任。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是社会的主体，终身

学习将成为人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必然要

求，正规教育并非是学习的唯一途径；人只有

终身受教育才能适应不断进化的社会。终身教

育、终身学习构成知识社会的基础。知识和学

习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

互依赖，增强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联系。

在这里需要重视的是，由于知识已成为商品，

轻易就能学到的现成知识，多半没有价值。

因此，形成自身的知识生产能力就至关重要

了。时代所需要的人，是那种能自己动手获

取新知识、新技术的人，是那种能“学会学

习”、从现代知识的获取向求知能力的开发

转变的人。

21 世纪的特征是数字化的世界、知识化

的时代、学习化的社会。21 世纪所需要的人

才是文理兼容的、具有知识生产 （创新） 能力

和知识管理 （运用） 能力的开放型人才。

一个高层次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大体包

含三个部分：一是专业技能；二是人文技能

（人文科学知识，社会交往能力，组织、判断、

领导工作能力）；三是观念技能 （价值观念、

决策能力，能够创造性地提出新的观念来实

现工作目标）。

根据 21 世纪的特点和对人才的要求，就

决定了科普创作需要更新理念、内容、方法，

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在 21 世纪，“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交叉融合，将成为强大的潮

流”。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弘扬

和传播，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将日益为人们

所关注。随着各学科的边缘化，各学科之间的

联系正日益密切，文理不再分科将是发展的必

然趋势。文中有理、理中有文将是未来学科的

特点。

新世纪的科学普及不仅仅是传播知识，更

重要的是传播“智慧”，不但要告诉人们怎样

“做事”，而且要告诉人们“做人”的道理。18

世纪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如果“知

识”指的是“科学技术知识”的话，那至少是

片面的。科学技术知识不等同于力量，必然

要物化为生产力才能形成力量。而物化为生

产力所需要的知识就不仅仅是科技知识，相

对来说更重要的是运用、管理科学技术的知

识。这就是“智慧”了。智慧是驾驭科技知

识的知识，是将现有知识最大限度地转化为

生产力的知识。智慧才是力量的源泉、创新

的动源。

“智慧”是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

想、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的总成，是自然科

学、技术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结晶，

是学习、生产、运用、管理知识的能力。

“文理结合”将是今后科普创作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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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科普创作的规律
2.1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引起了三个“淡化”

（1） 由于因特网上的科普资料是可以共享

的 （包括图像、影视、声音、文本等），一部

科普作品的关键在于创意。未来的科普作家

（文学创作部分除外） 必然也是创意、策划，

以及收集、组织科技信息的编辑家。作者与编

者的界限淡化了。

（2） 科普作者使用一支笔、一张纸进行创

作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需要懂得，甚至掌握

数字化创作的手段。这就是“多媒体非线性编

辑系统”。

所谓非线性编辑，是相对于传统的编辑是

线性编辑而言的。例如，以磁带记录作为媒

体，磁带本身是线性的，作者或编导只能编完

第 1 个镜头再编第 2、第 3 个镜头；而在非线

性编辑系统中，作者所采集的各种镜头，在计

算机中贮存的物理位置与线性无关，无所谓先

后，可以任意提取，可以先编后面再编前面。

在编创模式上，突破了线性的概念。

作者 （编导） 可以根据对主题的构思，将

采访和收集到的各种镜头、图画、声音、文

本、资料等，通过“非线性编辑系统”，输入

并贮存到计算机硬盘的不同地址中，然后再调

出来，根据作者的构思进行编创。完成的作品

以光盘、网络等不同媒体传播出去；也可以通

过有关软件，编辑、制作成出版图书的胶片。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采、编、创的分

工淡化了。

（3） 高度发达的计算技术和信息技术，已

将时空极度“压缩”，时间与距离已不再成为

人们交互的障碍。随着“搜索引擎”的不断完

善，单纯科技知识普及的作品功能将为网络技

术的发展和普及所淡化。但是，寓科学技术于

文学艺术之中、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

的作品是难以替代的。科学文艺和文理结合的

科普作品的社会功能将会日益显现出来。
2.2 3G 流媒体技术的发展促使科普创作结构的

变革

3G 是指“第三代数字移动通信”。2009

年出现的第三代 （3G） 手机与前两代的主要

区别是：在数据传输速率上有了极大提升，能

够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实现无缝漫游，可以随

时随地方便地处理图像、音乐、视频流等多种

媒体的数据和文件，提供包括网页浏览、电话

会议、电子商务等各种信息服务。它真正实现

了“移动通信、广播电视、互联网”三网一

体。更为重要的是，3G 手机的拥有者，除了

是信息的接受者、消费者之外，还可以是信息

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它改变了诸如报纸、广

播、电视的生产方式，改变了报纸、广播、电

视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消费者不必再花钱订一

份大而全的报纸，为大量自己不需要的信息和

广告付费，也不必等待电视台播放某个自己所

喜欢的节目，不必忍受广告的折磨；而是可以

根据自己的时间，即时直接向节目提供人，甚

至是节目制作人点播想要看的节目。

3G 系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生产、传

播与消费的模式。
2.3 3G 时代的科普创作

科普作品的内容是要通过相应的形式表现

出来的。作者所要阐述和描绘的科技内容，必

须通过媒体，并按照内容的内在规律，用一定

的结构和形式加以组织，使它成为一个完整的

统一体，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因此，作品的

媒体、结构和体裁就成为构成科普作品形式的

三要素。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三要素。3G 时代提

供了一个强大的、高速的、即时的传播平台，

并联结了移动通信、广播电视、互联网三大网

络，确实能够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

式，前途未可限量。但单就科普创作而言，它

不会像互联网那样，划时代地影响到科普创作

的规律。3G 媒体是信息技术发展的继续。在

科普作品形式三要素中，“媒体”，并没有根

本性的变革；“体裁”，凡是科普创作的所有

体裁 （讲述体、文艺体、新闻体、辞书体、图

说体） 都适用于 3G 媒体；然而，局限于手机

视屏和人们使用手机的习惯，在科普作品的

“结构”及内容方面要有所创新。沙锦飞将适

应 3G 系统科普创作的基本特征，归结为“简

洁、便捷、即时、新鲜、趣味、实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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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我国 2G 手机短信小说的始作俑

者———千夫长，发表了他的言情小说 《城外》，

共 60 个篇章、每篇 70 字 （占一个手机视屏）。

4 200 字的作品，拿了 40 多万元的稿酬 （每字

100 元），在文坛掀起了一阵旋风。之后，短

信小说的创作风起云涌。南京有位青年，将短

信小说 《作弊英雄》 写在前胸后背上，赤膊上

阵，招摇过市。

有作家认为：“短信小说具有传统小说无

法比拟的特性，每个人利用手中的手机，随时

随地即可进行小说写作。文化的传播渠道不是

太多而是太少，短信确实为文化开拓了一条全

新的通道。”苏童、赵本夫、范小青、毕飞宇、

黄蓓佳等作家都授权把自己的作品改编成彩

信或短信小说，以 70 个字为章节段落，进入

了无数人的手机。听说，于丹也跟进了，利用

2G 平台来弘扬“孔孟之道”。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短信文学有好

感。评论家张柠认为，所谓短信文学，不过是

文学的载体发生了变化，对文学的实质毫无意

义：“短信文学根本不成立，我不会将它作为

文学领域的问题来谈。”作家韩少功对媒体说，

短信文学不会取代传统文学，它就像是文学的

零食，难以达到传统文学同样的艺术质量

（《深圳特区报》 王俊）。

看来文学领域的短信小说，与科普领域的

短信作品有类似之处。

据报道，2010 年 12 月 27 日，由新浪微

博举办的“微小说”大赛揭晓，超过 20 万作

品角逐 10 万元大奖，名人参与度之高，远超

预料。举办者要求将幽默、恐怖、科幻、爱

情、悬疑等元素，浓缩成 140 字以内的微小

说，分享到微博。微小说当然适合于流媒体阅

读。虽然，文学界对微小说有不同看法，认为

“小说应该有结构、情节、人物、场景等，而

微小说的微容量难以发挥。虽然有些作品比

较感人，但那不是小说，像是心灵鸡汤、散文

小说的片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微小说

使文学与现代媒体手段相结合，适应当前时

代快节奏生活、碎片阅读的要求，这是文学

发展的一个趋势。科普创作界应该密切关注

这个趋势，并且迅速行动起来。笔者不禁忆

及 20 世纪中叶，日本科幻作家星新一的“微

科幻”。

喜人的是，2010 年 6 月 21 日，四川省科

普作家协会与成都祥信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兴

办的全国第一家 《科普手机报·科学探索版》

于 2010 年 6 月 21 日在四川移动开通，每日一

期。他们利用的是 2G 彩信平台，每篇文章可

长达 600 字 （不能超过篇幅，否则将无法显

示），可以滚动翻页。

受其启发，笔者尝试创作了 《人菌之恋》

（人与细菌的关系与相互作用） 70 集。每集

600 字左右，独立成集 （便于“碎片阅读”），

文图互补阐明一个知识点，并力图与人文相结

合；各集连贯起来，就是一册“人菌关系”系

统知识的科普图书。

笔者认为，3G 网与互联网是互为补充的。

3G 以简短、便捷、即时取胜的特点，适应当

前人们快节奏的生活；而创新思维的培育，需

要系统的多学科知识的积累，包括文学艺术的

熏陶，互联网则是不可或缺的有力工具。互联

网将与 3G 网长期共存。

据调研，2010 年中国的手机用户已达到 7

亿 （为互联网民的两倍）。2 亿多用户使用了

2G 手机上网；3G 手机上网用户已经超过 2 500

万。随着技术、设备、服务等的进一步完善，

3G 上网用户将出现一个爆炸性的增长。

科普创作界应及早考虑到这样一个庞大的

读者群体的需要，义不容辞地去占领市场的制

高点。

3 用文学艺术的笔触来释读科学
钱学森先生晚年曾认真思考过杰出人才培

养的问题。他的观点也由“理工结合”发展为

“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他经常说：“学理工

的，要懂得一点儿文学艺术，特别是要学会文

学艺术的思维方式。科学家要有点儿艺术修

养，能够学会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形象思维，

能够大跨度地联想。”他在谈到科学与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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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时曾说过：“科学的创新往往不是靠科学

里面的这点儿逻辑推理得出来的。科学创新的

萌芽在于形象的思维，在于大跨度地联想突然

给你的一个启发。产生了灵感，才有创新。有

了灵感以后，再按照科学的逻辑思维，去推导

和计算，或者设计严密的实验去加以证实。所

以科学家既要有逻辑思维，也要有形象思维。

逻辑思维是科学领域的规律，很严密。但形象

思维是创新的起点。”

笔者认识到，文学艺术是人类对自然、人

生和社会的记录与反映，也是文学家、艺术家

心灵感受及其感情独特的表达与描述。它不仅

需要对客观世界深刻的观察与体验，而且需要

独具匠心的概括和表现。我们的科普作家若本

着这种精神去写与人类息息相关的自然界，用

文学艺术的心灵与笔触去释读科学、呼唤人类

的良知和理性、关心人类的切身利益，一定会

引起受众强烈的感情认同和参与。

这种作品兼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两个领

域。在这里，不仅仅是科学内容与文学形式的

结合，科学的内容也具有文学的意义、符合文

学的要求。文学与科学一样，都是我们认识世

界的眼睛。由于文学向科学渗透，在同一篇文

章中，科学与文学能够各自从不同的侧面向纵

深开拓、互相补充，发挥着认识同一事物的特

殊功能。

笔者曾经尝试创作了一批“科学散文”，

包括 《蒲公英的情怀》、 《故乡的小河》、 《悠

悠寸心草》、 《大雁情》 等，期望读者在获得

科学知识的同时，感悟人生。

科学知识会过时和更新，但文学的价值却

是永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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