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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6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普及法》 颁布，这是我国科学传播与普及领

域的基本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科普法规。

在国务院发布的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 中，也专门提到

要“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营造有利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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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当代科学与社会及公众的联系更加紧密，借助于资讯与传媒的发达，产生了科学与影视娱乐交

融的科普模式。美国电视剧 《生活大爆炸》 即是一部成功实践这种模式的生活情景喜剧，在娱乐中传播与普

及科学知识，获得较大社会反响。分析了 《生活大爆炸》 的成功的运行机制和特点，并与中国现状进行了对

比，同时在此基础上对科学传播与影视娱乐结合的科普方式进行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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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的社会环境”。这些都说明了我国政府

对科学传播与普及的重视程度。但是，随着资

讯和传媒产业的发展，如何借助新的传播方

式，达到更好的科技普及目的，从而在全社会

形成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也需要紧跟

时代步伐，对科学传播与普及的手段与方式进

行一些新的借鉴和思考。美国电视剧 《生活大

爆炸》 （ ） 是科学传播与

影视娱乐产业相结合的一个成功的科普新方

式案例。

《生活大爆炸》 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

司热播的一部情景喜剧类电视剧。这是一部

以 4 位高智商的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天才”

为背景的生活喜剧片。自 2007 年开播到 2011

年 8 月， 《生活大爆炸》 已经制作了 4 季。随

着剧情的进展，收视率节节攀升。在美国，

2009 年 9 月 21 日第三季第一集播映时，创下

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夜间 18~49 岁成人观众

收视率的新纪录，当时共有 1 283 万观众收看

该剧[1]。同年，该剧入选美国电影协会评出的

“2009 年十佳美剧”。而在中国大陆，著名论

坛网站水木 BBS 的美国电视剧版曾经对 《生

活大爆炸》 的忠实观众做过一次抽样统计，结

果显示，男女观众以及文理科观众的数量几乎

旗鼓相当。这表明，认同该剧的观众是不分性

别和学科背景的[2]。

一部生活情景喜剧片，夹杂着众多的科学

知识，却并没有让中外观众感到枯燥，相反，

屡创收视率佳绩，并荣获众多电视类奖项。这

部电视剧的成功之处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

1《生活大爆炸》案例研究
在 《生活大爆炸》 中，除了经常出现的物

理学知识，其他的诸如化学、生物学、医学、

天文学、脑科学知识等也无处不在。该剧所介

绍的知识，有最前沿的，也有最贴近生活的。

比如，利用这群科学天才之间的恶作剧，让观

众明白声音在不同气体介质中传播速率不同；

用观测激光信号传递的剧情，让观众在娱乐

过程中感受激光的工作原理和魅力等。

由于该剧在科技传播与普及过程中对观众

产生的重大影响，也获得了科学界或者说科学

共同体的认可，甚至表彰。比如，加拿大皇家

科学研究院 2010 年宣布，将授予 《生活大爆

炸》 两位制作人查克·罗瑞(Chuck Lorre)和比

尔·普拉迪(Bill Prady)“名誉院士”的称号，以

表彰他们两位对传播科学知识所做出的杰出贡

献。加拿大皇家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布鲁斯·基

特曼(Bruce Gitelman)表示：“我们以查克·罗

瑞、比尔·普拉迪以及整个 《生活大爆炸》 团

队为荣，他们将科学与大家的日常生活融合在

一起，这个节目用娱乐的方式向大家展示了科

学令人赞叹、惊奇的一面。这部剧集在加拿大

播出以后，不仅让普通民众有机会更多地接触

科学，同时也为许多从事于科学事业的人们带

来了欢乐。”[3]

整部剧作，除了导演自身的科学素养和驾

轻就熟的制作外，还有一些新现象值得我们关

注，其背后一系列的运行机制也值得我们深入

探讨。
1.1 编剧与演员的科学素养

美国电视剧的编剧中有一大批理工专业

出身的编剧，保证了特定类型美剧中科学知

识传播的可靠性和新颖性。近年的 《海军罪

案调查处》、 《豪斯医生》、 《别对我撒谎》、

《数字追凶》 等美剧，剧本中涉及的生化、物

理、心理学的案例不胜枚举；有不少剧中提

到的科学知识，还被观众应用到生活中，比

如“说谎的时候眼睛看左边，说实话的时候

眼睛看右边”这条心理学经验，屡次在电视

剧中出现，验证当事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情侣也把它当做检验手

段，测试对方说的是不是真心话[4]。电视剧中

传播的科学知识不仅有最常见的，也有刚刚

研究出的最新科学成果。一位医生曾感叹，

电视剧 《豪斯医生》 中的一则病例的病理特

征和救治方法引用自两三个月前发表的医疗

论文；而热播电视剧 《犯罪现场调查：拉斯

维加斯》 不断借鉴引用法医鉴识的最新科技，

为它的收视率提供了保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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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大 爆 炸》 的 主 角 “ 谢 尔 顿 ”

（Shelton） 的扮演者吉姆·帕森斯拥有圣地亚哥

大学的美术硕士学位。像这种拥有高学位的

演员在美剧中并不罕见，众多的演员都有较

高的文化素养。为了这部电视剧，演员们每周

都要做大量的功课研究剧本。吉姆·帕森斯有

次直接指出剧本中一个漏洞，剧本中“电的”

（Electric） 和“电学的” （Electrical） 两个词

混淆了[5]。剧中的客串演员也有很多杰出的科

学家。比如，2006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

治·斯穆特(George Fitzgerald Smoot III )就欣然

在 《生活大爆炸》 里客串了自己，给该剧带来

更多的亮点和收视率。
1.2 科学顾问

《生活大爆炸》 中物理天才们的宿舍里留

言板上写的公式，都是由该剧科学顾问、美国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物理学家大卫·萨尔兹保

（David Saltzberg） 提供。他在博客上悬赏，请

大家给他的公式找错，还针对剧中提到的物

理知识作解释并不时更新。美国的科普主力，

很多和大卫一样来自实验室和大学，其中不

少是科研一线的领军人物；科普是他们的日

常工作之一，甚至被列入考核指标。

《生活大爆炸》 虽然只是一部涉及科学

知识的情景喜剧，但是严谨的制作风格使得

剧组不仅仅依靠具有科学专业背景的编剧团

队，而且还请来萨尔兹保这样的科学专家担

任科学顾问一职，以防止科学知识有硬伤和

纰漏。萨尔兹保专门负责创造剧本中相关的

科学知识部分并对编剧的一些科学情景设计

进行把关[4]。
1.3 美国国家科学院科学与娱乐交流项目

近几年，随着影视科普的流行，美国国家

科学院专门设立了“科学与娱乐交流”项目

（The Science and Entertainment Exchange），在

科学家和电影、电视制片人之间搭桥。 《生活

大爆炸》 的科学顾问大卫·萨尔兹保，就是这

个办公室的储备学者之一。而该交流项目的

顾问团中，既有著名科学家，比如现任美国能

源部部长、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也有娱乐

界的著名人士，比如著名的 HBO 影视公司的

总裁伦·阿迈托 （Len Amato） 等。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科学与娱乐交流项目

的宗旨是，对于所有涉及到的科学话题，交流

项目都可以帮助寻找专家来完善具体的每个科

学故事的细节。该交流项目涉及内容包罗万象，

既可以是昆虫学、地外生命、海洋探险、太空

旅行、多维空间、纳米技术等，也可以在一些

公共政策话题上开展合作，比如干细胞研究、

全球气候变化等。对于这个交流项目涉及到的

两个主体方来说，二者之间的互补性很强。在

此项目之前，对于影视娱乐界来说，很难在影

视作品中准确把握具体的科学事件。虽然许多

很有才华的编剧、导演和制片人创造了很多关

于科学的引人入胜的剧情情节，但是由于科学

自身的复杂性，这些娱乐节目常常有违科学的

真实性。同时，科学界也在一直寻找一种有效

的渠道，能够更加有效地讲述科学自身的故

事，可以将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从实验室里搬到

公众面前，提高公众对科学的兴趣，激发他们

尤其是青少年以后继续探索科学的兴趣；毕竟

在目前，把科学发现和一些科学事件描绘到公

众能广泛接受的程度仍然是一个难题。这样，

这个“科学与娱乐交流项目”的意义就凸显出

来了。科学与娱乐交流项目依托美国国家科学

院的资源，可以帮助任何希望在节目中掺入科

学的娱乐节目。通过在娱乐和科学之间构建一

个信息纽带，这个交流项目在两个领域之间搭

起了沟通桥梁[6]。

这些沟通的工作也会获得一些相应的鼓励

和奖项。比如此项目的官网上介绍，最近明尼

苏达州大学物理学家 James Kakalios 博士就因

为作为电视剧 的科学顾

问，获得美国影视界著名的艾美奖。

2 中国科普与影视娱乐交流现状
国内科普类电影、电视剧本就不多，比如

科幻类电影，就屈指可数。目前，中国(大陆)

科幻类电影仅有20 世纪 80、90 年代的 《珊瑚

岛上的死光》、 《大气层消灭》、 《霹雳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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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2006 年上映的中外合作的 《魔比斯环》

( )等[7]。电影大师费里尼

说：“一个人所能做的记录永远也只能是关于

他自己的记录。”有什么样的人生阅历和知识

结构，就会创作出与之对应的作品。要让一个

对科学一无所知的人拍摄科学幻想题材的影

片是不可想象的。熟悉中国教育的人都知道，

在中国，导演属艺术科，参加艺术院校的选拔

考试根本不涉及物理化学等科学课；而且，中

学大多实行文理科分科制度，在很早的时候中

国学生的课程开设已经开始决定他们不可能

有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8]。这导致在影视剧拍

摄的过程中，很难找到具有丰富科学知识和

素养的导演、编剧和演员。在运行体制上，制

片人和导演也很少会去专门寻找相关专业的

专家、教授做影视剧的科学顾问来弥补自身

的不足；同时，中国也缺乏专门的类似美国国

家科学院的“科学与娱乐交流项目”这样的机

制来沟通科学界和影视娱乐界。

实际上，在美国电视剧 《生活大爆炸》 热

播的过程中，国内一家视频网站也推出网络电

视剧集 《新生活大爆炸》，以向 《生活大爆炸》

致敬的名义，尝试本土版的生活情景科普剧。

从人物设计到剧情设定等， 《新生活大爆炸》

几乎都照搬 《生活大爆炸》。与此同时， 《生活

大爆炸》 的布景中，留言板上写着最新的物理

学研究成果；而 《新生活大爆炸》 中，客厅里

标榜“科学”的，是骷髅模型、DNA 双螺旋模

型，都是“淘宝”上能买到的中学生物课教具。

尽管市场嗅觉灵敏且精神可嘉，但并没有获得

观众的认可；在豆瓣网剧评单元，2 900 多位评

分者中的 95.6%把它评为“很差”[9]。

3 对科技传播与影视娱乐结合的思考
占据国内的影视剧荧屏的有一部分为不

断翻拍的四大名著、武侠剧、历史剧等剧作。

影视剧中不仅需要这些元素，同时也需要融

入科学知识的科普类作品。与此同时，对于

1980 年后出生的，伴随影视一起长大的年轻

一代，传统的科技传播与普及方式可能略显

枯燥，需要借助于一些新的形式和方法，比

如采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影视娱乐的方式，加

强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爱好，并在同时传播

科学知识。在 21 世纪里，娱乐业已经借助资

讯和传媒的发达，尤其是影视和网络，深入

到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全民受教育程

度的提高，更多的人要求更多样化的娱乐，

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智力上的娱乐，

而智力娱乐，更多的只能向科学寻求；并且

智力娱乐的功能，科学不来发挥，伪科学就

会来发挥，因为伪科学经常是具有娱乐功能

的。伪科学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某种智力上的娱乐，

或是某种惊奇[10]。科普与影视娱乐文化产业的

结合，才能更好地推动作为先进文化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文化更好地进入到社会的

一般文化之中，促进科技代表的第一生产力

的先进文化对于文化产业的引领作用[11]。同

时，科学自身也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更应该强调科学与公众生活的和谐一致、强

调科学深入生活方方面面的理念。

其一， 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说，“今天

的科学和技术事业更像一个生态系统，而不

是一条生产线”[12]。在新世纪，不能再孤立地、

局限地认识科技。这就导致科普方式不能再

简单地依赖传统的书本、展品等模式，而要深

入到公众生活中，借助他们喜闻乐见的影视娱

乐的传播方式作为一个有效的手段。其二，提

出科学传播与影视娱乐文化产业的结合，既使

当代科学与人类社会生活之间关系日益密切，

也是对长期以来科学与社会生活明显分离的回

应。正如英国学者查尔斯·斯诺 （C. P. Snow）

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存在着互相对立的两种

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对

于人文文化，可能与公众的社会生活更加密

切，而科学文化的普及度并没有系统渗入到公

众的生活中。这两种文化的分裂，通过科学与

影视娱乐交流这一渠道来沟通，也是一种值得

尝试的方式。 其三，从哲学角度，当今存在

着造成忽略或遗忘“此在”的命运和生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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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胡塞尔认为，从伽利略用数学的方式

构想世界以来，人们的全部思考已经习惯于以

这样的理念作为自己的基础和出发点，并逐渐

淡忘了直接感知的、与人类生存活动方式息息

相关的生活世界。“早在伽利略那里，一个以

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的世界已经取代了这

个唯一现实的，通过直觉现实地被给予的、被

经验到并可能经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

活世界，这是值得重视的最重要的世界。”[13]

因此，现在也的确需要回到拨开科学理念化的

外衣、深深地探索被掩蔽的生活世界的真理之

时。我们正可以借助影视娱乐的传播手段，重

新审视科学，更好地传播与普及科学。

4 结语
通过借鉴美国电视剧 《生活大爆炸》 的成

功之处，提高影视编导人员的科学素养，建立

科学界和影视界有效的合作机制，并学习影视

界科学顾问的设置，可以将科学知识通过流行

的影视娱乐方式予以包装后进行传播，深入到

日常生活细节中。这对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具有

更有效的传播效果。进而对于扩大科学传播的

域度和深度、提高我国国民的科学素养、服务

于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具有非常积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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