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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uperstition and pseudoscience events have occurred again and again around us，and impacted on
a wide range of society. One of the reasons of these things happening is the inadequate work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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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迷信与伪科学事件不断出现并产生大范围影响。其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科普或科学大众化工

作还有待加强。科学史上一些有深刻思想的伟大科学家十分重视科普工作，认为将科学大众化是科学家本职

工作的一部分。希望通过搜集并分析他们的这类相关思想能够对我们的科学家和学者有一定的启发和激励，

并积极投身科普事业，使我们的大众社会文化更加健康，充满科学文化氛围、充满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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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第、爱因斯坦、玻恩、贝尔纳……

这些伟大的科学家是将社会责任感与自己的使

命紧紧联系起来的典范。致力于科学普及或科

学的大众化，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与科学使命

的一个基本方面。法拉第是最勤奋的科学家之

一，但是法拉第在出任皇家研究所实验室主任

后不久，即发起星期五晚间讨论会和圣诞节少

年科学讲座。他作了超过百余次费时精心准备

的星期五晚间讨论会讲演，而圣诞节少年科学

讲座则坚持了 19 年。他之所以如此不惜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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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精力持之以恒地做这些科学启蒙与普及

的社会工作，是因为在法拉第的思想意识里，

科学启蒙与普及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为科学文化

奠基的社会事业。本文搜集并分析几位世界一

流科学大师在科学普及或科学大众化方面的深

刻思想，希望能给我们中国的学者尤其科学家

们一些启发与激励。要求一位科学家必须取得

法拉第那样的科学成就是苛求，但是对于法拉

第在科学普及方面的作为，任何一位科学家都

没有理由只是伫立观望。

1 著名科学家视科普为己任
1.1 玻恩：通俗阐释科研成果是科学家的责任

玻恩是 20 世纪 20、30 年代诞生量子力学

的哥廷根物理学派的领袖和缔造者，1954 年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之一。1937 年在就任爱

丁堡大学自然哲学 （即物理学） 教授的演讲

时，他说：“我认为科学结论应该用每一个思

考者都理解的语言予以解释 （I think that sci-

entific results should be interpreted in terms intel-

ligible to every thinking man）。”[1]

玻恩的这一思想如今成为了西方社会的主

流共识之一。48 年后，英国公众理解科学委

员会在其发布的 《英国：公众理解科学》 的著

名报告中强调：“每一个科学家的一个职业

责任就是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2] 在特殊

时期，在玻恩看来科学大众化具有更加重要

的作用，即科学普及是科学家行使其社会责

任的重要手段：“正是科学家把人类带到了

这个十字路口……我们物理学家必须继续解

释和警告，我们必须致力于对做决策的政治

家产生影响。”[3] 玻恩身体力行，自己写过脍

炙人口的科普类著作如 《永不停息的宇宙》 以

及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等，还作过很多关于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深入浅出的科学报告。
1.2 爱因斯坦：科学传播与科学交流不应该受到

任何限制

爱因斯坦基本上没有关于科学普及或科学

大众化的专门论述。但是在他批判美国当时阻

碍科学国际交流等活动的言辞里，可以看出爱

因斯坦对于科学普及的看法与态度。在他看

来，公众对于科学以及科学研究有一定的了解

会培养他们对于人类的智慧以及对于科学的信

心：“一般公众对科学研究细节的了解也许只

能达到一定的程度，但这至少能标示出这样一

个重大的收获：相信人类的思维是可靠的，自

然规律是普天之下皆准的。”[4] 因此，科学家致

力于向一般公众介绍科学与科学研究的细节是

有意义的社会科学文化活动。

更多地了解他人的科学新思想，不仅是一

般公众的需要，对于一个研究者也是十分必要

的。爱因斯坦说：“一个人要是单凭自己来进

行思考，而得不到别人的思想和经验的激发，

那么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所想的也不会有

什么价值，一定是单调无味的。”[4] 351 正因为有

这样的认识，爱因斯坦认为传播自己研究得到

的新思想是研究者的本分，而抑制知识传播是

错误的行为：“一个人不应该隐瞒他已认识到

是正确的东西的任何部分。显然，对学术自由

的任何限制都会抑制知识的传播，从而也会妨

碍合理的判断和合理的行为。”[4] 372 为了更好地

宣传科学思想，仅仅有研究者个人的努力还不

够，爱因斯坦建议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来强化

科普工作的执行力：“一个以宣传和教育来影

响舆论的脑力劳动者的组织，将对整个社会有

极大的意义。”[4] 227 专业科学普及组织机构应该

谨记此语。

科学文化是社会文化必需的健康成分，因

此，“我们不应该允许对科学工作的发表和传

播有任何限制；这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非常有

害”[4] 249。鼓励和支持科学普及与教育应该是政

府职责的一部分：“政府能够而且应当保护所

有的教师不受任何经济压迫，这种经济压迫会

影响他们的思考。它应当关怀出版好的、廉价

的书籍，并且广泛地鼓励、支持普及教育。”[4]202

然而在现实遏制了爱因斯坦的思想的 1950 年，

爱因斯坦通过发问，表达了自己对于政治干扰

科学以及科学传播的谴责：“科学家通过他的

内心自由，通过他的思想和工作的独立性所唤

醒的那个时代，那个曾经使科学家有机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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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同胞进行启蒙并且丰富他们生活的时

代，难道真的就一去不复返了吗？”[4] 338 爱因

斯坦认为用研究成果影响他们所生存的时代

是科学家的责任；科学家通过履行他们这样

的责任，展示和收获了他作为科学家的价值

和尊严。
1.3 贝尔纳：青年科学家应该投身科普事业

与爱因斯坦不同，既是有建树的科学家

同时也是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的贝尔纳专门

探讨过与科学普及相关的问题。科学与大众

相互脱离，其结果对双方都极为不利。科学

与大众相脱离，“对于普通大众之所以不利是

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日益人为的世界中，

却逐渐地越来越不认识制约着自己生活的机

制”[5] 。科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越大，大众对

于科学就愈加陌生，而非科学因素就会在大

众文化中更加大行其事。贝尔纳认为科学孤

立于社会对于科学以及科学家也是不利的：

“从最粗糙的观点看来，除非普通大众———这

包括富有的赞助者和政府官员———明白科学

家在做些什么，否则就不可能期望他们向科

学家提供他们的工作所需要的支援，来换取

他们的工作可能为人类带来的好处。不过，

更加微妙的是，如果没有群众的理解、兴趣

和批评的话，科学家保持心理上的孤立的危

险倾向就会加强。”[5] 144 贝尔纳认为，为了缩短

科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不仅科学家要致力

于科普工作，尤其是青年科学家要积极投身

科普活动：科普著作“最好是由青年科学家，

而不是由老年科学家来从事编写工作。因为

老年科学家已经同正在进行的工作失去联系

了。科学可以用普及形式来介绍，而又不损

及它的任何精确性，而且事实上由于把科学

同普通人类需要和愿望联系起来，科学就更

加显得重要”[5] 415。贝尔纳的这一论述反映了

他对于科学普及的一个独到的重要思想认

识。可以看出，贝尔纳之所以强调年轻科学

家要投身科普活动，是因为他重视科学普及

与科学发展的尽量同步性。常见有些老年科

学家远离了科学研究工作后开始致力于探讨

科学的哲学、历史与普及问题；而青年科学

家不参与科普工作似乎更加可以理解，因为

他们正在从事科学前沿的重要研究工作，没

有更多时间去顾及科普。然而在贝尔纳看来，

对于一位科学家而言，及时的面向大众的科

普工作与科学研究工作同样重要。科学研究

与科学普及，都是科学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

部分。
1.4 奥本海默：科学家要给他人生活带来光亮

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强化科学的专门化

的过程，而专门化加强意味着科学愈来愈远

离大众，高高在上。对此奥本海默有明确的

表述：“科学的传统就是专门化的传统，这

正是其力量之所在……而就其术语而言，它

是最为高度专业化的、几乎不可理解的，除

了那些曾工作于此领域中的人之外。”[6] 这一

点是科学家的普遍共识。费曼 （也译为费恩

曼） 也说过：“在学科越来越专门化的今天，

很少有人能够对人类知识的两个领域都有深

刻的认识，而能够做到不自欺欺人或愚弄他

人。”[7]科学的专门化更增加了大众理解科学

以及科学家与大众之间交流的难度。因而科

学越发展越不被大众所能理解和掌握。但科

学家与大众的交流以及大众对于科学的理解

是不能忽视、不可弱化的。因为，“如果科学

发现能对人类的思想和文化真正有影响，它

们必须是可以理解的”[6] 66。使愈加专门化的

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可以理解的知识或思想，

就需要科学家在科普或科学大众化过程中肩

负重任。

科学发展将加强专业化与抽象化的必然

趋势，使贝尔纳所期待的科学普及与科学发

展同步进行的愿望愈加困难。因此，将自己

科学研究的新成果用大众能够理解的语言予

以解释，至少第一步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用科

普作家能够理解的语言予以解释，是每个科

学家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后续

组成部分。缺少这一环节，有些重要的科普

工作难以进行，科普工作必将远远落后于科

学发展的步伐，从而违背贝尔纳所期待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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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与科学发展同步性的目标。

在奥本海默看来，他提出的所谓知识阶

层共同体是科学大众化的成果，也是进一步

推动科学大众化的主体力量。由艺术家、哲

学家、政治家、教师、大多数职业工作者、

预言家、科学家等构成了一个知识阶层共同

体，“这是一个开放的群体，并没有截然的界

限以区分出那些自认为属于它的人们。这是

全体人民中一个增长着的部分”[6] 70。这个共

同体责任重大，“它被赋予重大的职责以扩

展、保存、传播我们的知识和技能，以及甚

至我们对于相互关系、优先权、允诺、律令

等的认识……”[6] 70 奥本海默预测，未来人们

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而这刚好为知识阶层

共同体做科学传播工作提供了条件：“我认为

随着世界上财富的增长，以及它不可能全部

被用于组成新的委员会，确实将会有着真正

的空闲，而这闲暇时间的主要部分，是投入

重织我们的共同体及社会成员之间的交流和

理解。”[6] 72 具体到对于科学家而言，在科学大

众化的过程中，不要置身其外，以为与我无

关。恰恰相反，科学家“……既是发现者又

是教育者……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是那种

给人们的生活和世界中广大无边的黑暗带来

一线光亮的人”[6] 22-23。
1.5 费曼：科普工作是件难事

1959 年 5 月 1 日，在录制电视节目时，

主持人问费曼，科学家是否尽到了与大众沟

通的责任。费曼回答说：“并没有，他们并没

有尽全力。如果他们把手边的研究工作全都停

下来，告诉人们他们刚刚做完了什么，（这

样） 他们(在教育大众方面)会做得更多。但是

大家不要忘记了，这群人有自己的专业追求。

而且，他们因为对大自然有兴趣才投身科学

研究；和人沟通、教育人不是他们的兴趣所

在。很多科学家如此醉心于科学研究，就是因

为他们不大擅长与他人打交道。因此，与众沟

通并非他们的主要兴趣，（即使沟通） 效果当

然难免差强人意。但这种说法并不是完全公

允的。科学家也有很多类型，有许多科学家也

很乐于做知识传播的事。事实上，或多或少我

们都在做科学传播的工作。我们教书，把知识

告诉学生，我们也常演讲。但将科学知识传达

给一般人，是非常困难的事。近两三百年来，

科学发展一日千里，累积了大量的知识，但一

般人对这类知识往往一无所知。有时候，人们

会问你在干什么，要解释给他们听，却需要很

大的耐心……介绍两三百年的背景知识，而让

人理解为什么 （科学） 问题是有趣的，这是非

常困难的事情。”[8]

费曼对于科学普及问题，有自己的认识

和理解。他认为一个现代人对科学缺乏了解

是个悲剧：“你们一定都从经验了解到，民

众———我指的是普通人，绝大部分的人，数

目巨大的大众———是可悲可叹的，他们对自

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科学完全无知，而且

能够忍受自己的愚昧，就这样生活下去。”[9]

费曼清楚地感受到了当时美国文化中存在的

违背科学精神的东西，诸如迷信与伪科学。

1964 年，他曾说：“至少在美国，每一天的

每一种日报上都印着他们 （指星相家） 占卜

的结果。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有星相家？……

人们还在谈论心灵感应，尽管它正在消亡。

这儿有许多信仰治疗，到处都是。”[9] 107 费曼

认为很多广告也都充斥着骗人的伪科学。比

如，有广告说一种威森食物油不会浸入食物。

费曼认为这种说法有违科学的正直。理由是：

“事实上，在某个温度下，任何油都不会浸入

食物；但是在另一个温度下，所有油都会浸

入食物———威森食物油也不例外。”[9] 107 在这

样迷信与伪科学多有存在的社会环境下，科

学家该如何作为？费曼认为：“我们一定要

重点写一些文章。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会有

什么效果呢？因为你来我往的争论，相信占

星术的人就不得不去学一点天文学，相信信

仰治疗的人可能也就不得不去学一点医学和

生物学。”[9] 111 通过科学家的科普活动，拉近

科学家与大众的距离，可以培养大众的科学

精神：“在检查证据，报告证据等的时候，科

学家们感觉到他们相互之间有一种责任，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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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称这为一种道德……不要带任何倾向，让

别人自由地去明确理解你所说的，也就是说，

尽量不要把你自己的意愿加诸其上……相比

于这种科学道德，那些诸如宣传的事情，就应

该是个肮脏的词语……例如，广告就是一个例

子，它是对产品不科学不道德的描述。这种不

道德无所不在，以至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

对它习以为常了，以至于你已经不觉得它是件

坏事了。所以我想，我们要加强科学家和社会

其他人群的联系……”[9]108-109

费曼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

惜时如金，为了集中精力于自己的研究工作，

他拒绝知名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他多

次致信美国科学院相关人员请求辞去院士职

务，他拒绝有的学术报告邀请，他婉拒参加有

些只有形式而无内容的学术讨论会……但是

他认真地投入到为中小学生遴选数学、科学

教科书的工作中；他常常为一位中小学老师、

一个小学生来信里的一个科学问题，耐心地

写出长长的回函；他到电视上宣传科学知识、

科学方法，语言深入浅出，节目深受大众欢迎

而成为电视上的科学明星；他自己去证明当时

在美国风行的一些伪科学、神秘主义说教的不

可信，并明确予以反对。费曼的看法和做法告

诉我们，不能苛求每一个科学家都必须投身科

学普及或科学大众化事业；但是那些善于讲

解、长于与人沟通的科学家应该在这方面做更

多的工作。在这方面，费曼以自己的行动为其

他科学家树立了榜样。

2 西方世界的主流认识
在很多中国人的意识里，科学家不做科

学普及或科学大众化的工作，也不是什么大

不了的事；这一工作对于科学家而言，本就属

于副业。这种意识早已落后于时代。美国科

学、工程和公共政策委员会在关于科学家责任

的论述中，明确指出：“如果科学家确认，他

们的发现对某些重要公共问题有意义，他们有

责任去唤起有关公共问题的注意。……科学技

术已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因而科学家不可能

再游离于社会关注之外。国会几乎一半的法案

有明显的科技成分。科学家更多地被要求去

对公共政策和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做出贡献。

他们在教育非科学家学习科学知识和方法方

面起重要作用。”[10] 科学家应该树立起这样的

认识：大众的支持使我有机会做自己喜爱的

研究工作，我必须将我的研究成果首先奉献

给社会大众。只有这样，科学和科学家才能

得到更多的社会理解与支持，科学才能更好

地发挥它的社会作用，科学家的工作才更有

意义。

3 结语
在中国，大众对科学家这一职业的评价较

高。一个科学家完成的科普作品具有一个科普

作家完成的作品难以比拟的可信赖度。著名科

学家的影响力更非科普作家所能企及。著名科

学家多是头顶光环，具有偶像效应。霍金的

《时间简史》 如果不是出于霍金之手，难以在

世界范围内产生持续而广泛的影响。因此，如

果明星科学家投身科普事业，完成相同的科普

作品，其影响与一般的科普作家相比，具有多

倍的放大效应。这是科学家更有利于科普事业

的另外一个理由。

根据以上几位科学家的观点以及我们的

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无论回首历史还是

远望未来，科普工作都应该与科学家密切相

关，科学普及工作是科学家共同体的工作的

一个重要环节，也是科学家不能推卸的社会

责任。

当下我们社会文化中缺乏科学文化的成

分。这种事态的形成，很多领域、很多方面都

有责任。这值得我们从很多角度去反思。但是

中国的科学家在这个方面做得不够也是不争

的事实。我国的科学工作者，不仅在科学创造

性上要发愤图强；在科学普及方面，也需要更

多地有所作为。科学家的科研经费原则上都是

来自普通百姓纳税人，科学家做了什么以及在

做什么，应该对社会和大众有所交代；科学家

的科学研究成果如果对于丰富社会大众文化

是有意义的，科学家就有责任尽力去向大众做

出解释、说明与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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