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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作品难写，首先在于历史人物本身生

活的时代难以把握，人物性格的描摹受到时空

环境的制约，文献资料的收集与筛选受到主客

观条件的影响。在以往传记文学作品中，鱼龙

混杂、光怪陆离。有些以自传体形式出现的传

记，似乎给人们一定的真实性，但由于作者的

自主意识太强，这种传记作品充其量成为年代

事件的一个梳理品或者自传作者自我标榜的

东西；而对那些试图以高大全形象来诠释历

史人物的作家而言，传记作品很可能成为他

们演绎自己才华的试验场，所以这类传记作

品读来就似乎有一定的生动感，而实际缺乏

真正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普通人物的传记

难写，历史名人的传记更难写，而其中最难写

的当然就是科学家的传记。我曾经读过 《居里

夫人传》，作家的文笔不能说不好，但读来还

是感觉有很多欠缺，比如对人物复杂性格的再

现就比较缺乏多视角的演绎。我们不会忘记徐

迟所写的 《哥德巴赫猜想》，他在这篇报告文

学里对陈景润的描写，似乎每个细节都让人们

留下很深的记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我想，徐迟先生对一个数学家的缜密思考与细

腻观察显然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家历史传记作

品的写作到底应该秉承怎么样的一种创作手

法，才能让一个科学家成为文学园地里闪烁的

人物，科学殿堂里璀璨的明珠，这需要作家和

读者的共同思考。笔者通过研读国内的几个作

家对现当代科学家所写的传记文学作品，初步

梳理了他们的文学特点和审美特点，并主要以

陈典松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詹天佑》 为

例，着重介绍科学家传记写作的特点和艺术品

位，以期引起更多科普作家和有志于科普研究

的同道思考。

一、科学家传记作品中的

“科学”元素不可或缺
《詹天佑》 一书给我们的启示是：和一般

意义上的文学传记作品不同，科学家传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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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詹天佑》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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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角是科学家，“科学”元素在作家创作过

程中显然是不可忽略的，叙事过程要融入科学

性，将科技知识的传播与科学精神的宏扬巧妙

地与细节描写相结合，同时还要兼顾时代感和

历史感。

科学家传记作品应该如何定位？首先应该

定位在它是传记文学作品。传记文学作品的一

切特点它都应该具备。传记文学作品要基于最

基本的事实，要以事实为依据，要以当时的时

代环境做衬托，要以人物的具体特点为基础，

是充分尊重事实的一种创作。对于事实的尊

重本身就是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

《詹天佑》 一书中有相当多的与近代铁路

有关的知识介绍，包括铁路的发明、在世界范

围内扩展，美国、日本 19 世纪建设铁路的情

况，有相当多的内容谈到中国近代铁路建设早

期的一些人和事。同时，关于电报、水泥等相

关的西方科技素材，作者也巧妙地触及到了。

从广义的科学传播的角度看，作品中对日本横

滨、檀香山和美国及回国后詹天佑足迹所达的

城乡风情的介绍，也属于科普的范畴。作为首

批留学幼童，詹天佑等人少年赴美，当时西方

科技正方兴未艾，以一个封建国家的少年眼

光，初次接触西方文明，显然是谨慎的，作者

在这一点上把握得比较成功，基本都能结合作

品主角当时所处的环境进行推进。在第 56 章

“滦河澎湃”一章里，作者写到詹天佑为解决

外国工程师畏难而退的滦河大桥设计问题时，

除了运用他在美国留学时所学西方科技知识

外，还找出中国传统的科技著作来参考，一是

北宋匠人李诫所著 《营造方式》，二是清初学

者宋应星的 《天工开物》，这是符合当时詹天

佑自身知识结构和情感倾向的。纵观全书，作

者笔下的詹天佑虽然是最早接触西方科技的中

国少年，但他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忠诚继承始终

如一，在某种意义上说，作者试图把詹天佑塑

造成东西文化共同融合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先

驱，这一设计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科学家传记作品有别于普通传记作品，还

在于科学家的生活细节和具体工作具有鲜明

的工作特点，这构成了他人生一世的重要内

涵，对科学家的描写需要渗透到他的每一个历

史过程，而这每一个过程都具有科学家自身的

特殊性，把握这种特殊性，才算把握了科学家

的特点，把握了科学家的内在品质和精神追

求。在这方面， 《詹天佑》 一书是成功的，比

如本书刚在网络发表时，书名叫做 《家国情

缘》，作品有大量的篇幅写到詹天佑的家庭生

活和情感世界，第 49 章“婺源寻根”里，詹

天佑和他的父亲詹兴洪一路上有很多对话，其

中到达梅岭时，父子二人望着莽莽群山，谈到

了铁路的问题，第 51 章“智破海盗”里，詹

天佑带着学生奉命测绘广东海疆时，一天晚

上，他看到银波浩荡的海面，情不自禁地唱起

了那首美国民谣 《我工作在铁道线上》，反映

了当时詹天佑渴望获得为国家建设铁路的内心

世界；作品中关于詹天佑与妻子谭鞠珍和孩子

们的生活细节有许多都是以铁路为背景的，第

86 章“痛别慈母”和第 121 章“痛失长女”

等章节里，反映詹天佑人生重大情感生活的细

节里，都离不开铁路。科学知识有时单纯地表

述是晦涩的，这与读者阅读的多面性要求形成

尖锐的矛盾，这就需要科学家传记作家具有善

于掌握转化的艺术，让仰之弥高的科学家回到

民间，成为读者喜欢的有血有肉的形象。陈典

松笔下的詹天佑之所以给人印象深刻，显然是

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的。

认真研究 《詹天佑》 这部著作，我认为关

于科技人物的传记文学作品其立意与表现手法

需要有机融合，在重视基于事实基础上的文学

创作手法展现的同时，融入科学精神的理性思

考和生活特色的艺术创造。

二、科技传播与人文艺术技巧

有机结合能使作品更有生命力
清华大学刘兵教授在为 《詹天佑》 一书撰

写的序文 《这是一本很好看的小说》 中，有这

么一段说词：“在我们的传统科普作品中，长

期以来，主要关注的是对于当下主流科学知识

的通俗化传播，虽然这也是科普工作中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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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方面，但随着科普事业的发展，对传统

科普图书类型的扩展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突

破仅仅着眼于对具体科学知识进行普及这一

约束和局限，把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历史，把与

这种历史发展相关的人物和社会背景也纳入

到科学普及中，并在这种普及中传播有关科

学技术是如何与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内容，

这应该是科学普及发展的方向。” 《詹天佑》

这本书，本质上是一部长篇历史文学传记，之

所以能受到科普专家的关注和肯定，这与作者

有意识地将科技传播与人文叙事手段有机结

合的主观意图有关，事实上，作品表现出来的

这种倾向是明显的，只要认真品读，就能感觉

到作者的这种用心。我想，也正是基于这一明

显的特点，《詹天佑》 一书才能在众多的作品

中受到肯定与好评。

以科学家为主角的科普文艺作品的创作，

既有一般人物文学传记写作的共性，同时还

要兼顾“科学”自身的特性，这是其能否取得

成功的关键点。陈典松先生作为科协系统的工

作人员，从事过基层的科普管理工作，多年来

在科普理论研究和科普创作方面致力尤多，在

中外科技史的研究与教学方面有较丰富的实

践经验与理论修养，以往写过一些有关科普

理论研究和科普创作方面的文章，也编著过

一些面向公众的其他科普读物，对于科学传

播与科普创作有一定的体会，在 《詹天佑》 一

书中融入“科学”性，当然也就并不困难。同

时，作者本人的历史学科背景，对他把握创作

主体的历史人文环境同样是有益的，尤其是作

者有数十年如一日的文史学科情结，在历史文

学创作领域也相当活跃，据本人了解，他曾经

花了 20 年时间，创作了一部 80 余万字的长篇

历史小说 《孙中山》，最近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其史学功底可谓深厚。说到 《詹天佑》 一书的

人文情怀，在刚刚于北京中国科技会堂举行第

二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颁奖

期间，笔者与陈典松先生有过一些交流，他

说：“《孙中山》 一书是我花费精力最多的作

品，而 《詹天佑》 一书是我创作的第一部长篇

科普历史小说，也是我融入情感最多的一部作

品。”其对 《詹天佑》 一书之偏爱之情溢于言

表。可以看出来，陈典松在创作 《詹天佑》 这

部书的时候，已经将詹天佑的家国情怀贯穿到

了作品的始终。

在作品中有许多充满人文情怀的描写。在

第 3 章“家在西关”里，詹天佑的母亲陈娇得

知儿子通过了在香港的面试后，一个人躲到房

间里流泪，詹天佑推门进来的那个场景，很真

切地描述了难以割舍的母子连心之情；第 12

章“龙旗飘扬”里，幼童们在美国告别自己同

胞前往美国家庭时，潘铭钟等回头向留学监督

陈兰彬等鞠躬和向清国旗行注目的那一幕，催

人泪下；另外，第 26 章“他乡诀别”、第 36

章“深情惜别”、第 58 章“心有国殇”等章节

中，都有很多感人的场景描写。在作品中，詹

天佑不仅是一位铁路工程师，他还是一位近代

交通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者、践行者，更是

一个儿子，一个学生，一个朋友，一个丈夫，

一个父亲，一个上司，一个下级，作者通过不

同的细节将詹天佑在事业、工作、家庭、亲

友、师长和晚辈等多个视角下的角色表现得

有血有肉。对这个问题，笔者曾就有关人士批

评陈典松在作品中写得太杂，没有突出詹天佑

作为一个伟大科学家的形象来写而咨询他，陈

典松是这样回答我的：“非常感谢这些朋友的

友善批评，其实在我这方面来看，他们批评我

的，正是我所追求的，在 《詹天佑》 一书中，

我并不完全是把詹天佑当科学家来写，而是写

人，不管多么伟大的科学家，他首先是人，都

有他各自的家国情怀，有他的为人处事特点，

许多细节的构思都是基于历史文献的分析后，

尽可能地立体地再现詹天佑的人生长卷。”当

然，对于作者的这种艺术追求，可以见仁见

智，就作者的立意来看，还是值得肯定的。陈

典松说：“不管多么伟大的科学家，其实他有

可能就是我们自家的孩子，也有可能是我们的

邻家少年。他们不是天生的天才，在他们的成

长道路上，有他自己的努力，家人的付出，师

友的扶助，这就是我在创作 《詹天佑》 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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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表达的实质内涵。”

文学性要立于真实性基础之上，需要作者

深入持久的研究功夫。科学家传记势必牵扯科

学家自身的成长过程，人生的磨练和操守。对

一个科学家而言，触动他走向科学之路的很可

能是一个细微的情节，但这些细节恰恰反映了

时代特点和科学家的个性化追求。陈典松的小

说 《詹天佑》 就具有这样一个特点，体现了一

个传记作家自己鲜明的创作特点。作为科普作

家和历史文学作家，陈典松没有把 《詹天佑》

写成平常的人物传记和普通小说，而是将科

技传播与人文叙事有机结合，关键在于他有

着历史研究者对事实的尊重和学者的良心，

这本身就是一种忠于事实的科学精神。正是

基于这种原因，他始终注重史料的甄别和重

大历史线索的反复研究、筛选，认真研究詹天

佑所处的那个时代，在描写上注重历史的纵深

感与当下的时代需求相结合，让大家充分感受

到一个个性鲜明的詹天佑、为国自强的詹天

佑、不畏艰险的詹天佑。

人物的刻画与细节描写，是以人物为主角

的文学作品成功的关键。陈典松在 《詹天佑》

中，显然是在这方面下了功夫的，在整部传记

创作过程中，细节描写俯拾即是。对一些细节

刻画栩栩如生。第 1 章“黄浦新潮”中，上海

大清出洋肄业书面前，一群衣衫褴褛的少年

唱着“梁山头浪一只羊”的民歌飘忽而过，第

4 章“珠水长流”中，詹兴洪灯下画押、同龄

人唱着广州西关民歌从詹天佑身边走过，第

40 章“如梦乡途”中，在上海求知书院街头

传来“城隍老爷哈哈笑”的民歌等诸多细节

中，都能彰显当时环境里的真情实感；许多章

节中，从詹天佑在码头与家人分别，到詹天佑

异国留学的所有过程，作者对跪拜、聚会、相

别等细节刻画的绘声绘色，使读者如临其境，

让读者犹如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破败、詹天佑

胸怀的博大和志向的坚定。每个细节都构成丰

满传记人物的血肉。 《詹天佑》 出版发行后，

我时常与铁路系统的朋友们交流对这部作品

的看法，众多读者对书中的细节印象深刻，正

是这些生动的细节，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伟大科

学家的精神风貌，传达了一个铁路科学家富有

传奇色彩的一生。

优美的语言是文学作品得以传世的基础。

这部传记的语言对话符合人物的心理特点和

时代特征。在作者的描述中，偶尔的议论和阐

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作者的叙述口气平

易，介绍科技知识时显示了熟练的驾驭能力；

70 余万字的巨著没有拖沓、凝滞之感，看出

了作家叙述的能力。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首先

应该吸引读者阅读下去，陈典松的这部长篇传

记，无疑具有这一特点。陈典松的语言创作启

示科学家传记的写作者，要有研究历史语言的

勇气和心境，要有百折不挠的韧劲，才能将一

个人物刻画的更加丰满可信。

小说化的结构有利于提高科学家传记作品

的趣味性。陈典松在安排结构时可谓匠心独

运，充分借用我国传统经典章回小说的结构特

点，而又突破章回小说的自身局限。在理性的

阐述中，构成内在的统一性。小说化的结构自

然形成了作品自身的艺术特色。在全部作品

中，以四字句为题，朗朗上口；起承转合之间

可见作家的构思功夫。这种结构模式暗合了传

主的成长过程。一个铁路工程科学家的严谨正

如四字句的方正，而跌宕起伏的情节在四字句

的章节标题精密设计中不断向前涌动。体现了

作家的构思智慧。

跨文体写作构成 《詹天佑》 传记作品的文

学质感。作家其实在这部作品里调动了自己多

方面的艺术技巧，将诗歌鉴赏、建筑艺术、民

族风情、异国风貌等不同艺术感受杂糅于一

体，具有独特的艺术质感。作者不是单纯界定

了传记文学作品的单一文学体裁手法，而是充

分借鉴各种文学表达手法，形成跨文体写作的

格局。其中诗歌的多意向性，建筑的时空穿透

性和对铁路建设工程的宏观描画都是掷地有

声，充满散文、诗歌、小说杂糅于一体的文学

张力，让人在欣赏中留有更多的艺术想象空

间。而最为生动的是作家采用民歌点明主题、

用民歌烘托环境、用民歌抒发情感的方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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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地融诗歌意境于传记写作之中。

三、以科学家为主角的

文学传记作品的哲学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与哲学在思想上是

同源的，古希腊诸多著名哲学家，包括亚里士

多德等，同时也是科学思想家，中国古代的哲

学家中，老子、孔子、庄子等皆对天地人提出

过自己的见解。科学家的文学传记同样需要将

科学性与哲学性有机融合，要涉及科学家自身

的哲学思考和人类探究科学征途上的方法论

思考。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詹天佑只是一个铁路

工程师，在陈典松的 《詹天佑》 一书中，颠覆

了人们这种固有的思维定势。作为最早接触

西方科技的中国近代科技先驱，詹天佑其实

有着丰富的思想，在 《詹天佑》 一书中，对此

是有很翔实的表述的。

科学家传记作品要符合科学探究的逻辑

性，要不厌其烦地向读者介绍科技背景。作为

詹天佑，这位号称“中国铁路之父”的科学

家，我们要想知道他的整个人生过程，就不

可能回避那些与科学有关的时代信息，正是

这些科技背景让詹天佑一步步在作家的描绘

中清晰起来。书中谈及多种科技发明，映衬了

那个时代西方国家的先进和中国的落后；在詹

天佑矢志为中国铁路鞠躬尽瘁的奋斗生涯里，

展示他的求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科学的发

展是一个链条式递进的过程，科学家的进步

与成长自然也遵循这样一种规律。科学家的

传记要体现科学的特点，需要作家不断地挖

掘他对科学的贡献。中国铁路在一穷二白的

情况下，在国人思想保守，人才缺乏，国内的

技术力量十分薄弱的情况下，詹天佑的出现无

论从什么角度而言都提供了一种成功的可能

性。在修筑铁路的整个过程中，詹天佑严谨的

工作作风和他的家国情怀紧密相关，让我们看

到科学家在追求事业的道路上的星星点点、一

路坎坷、思想脉动和成功的喜悦。国内写詹天

佑的传记文学作品很多，但如陈典松这样从外

在行为到内心世界的描摹均衡考虑的相对较

少。 《詹天佑》 一书之所以能在这方面不囿于

陈规，这一方面得益于陈典松长期沉浸于科普

创作，得到严谨的科学训练，另一方面，陈典

松先生自觉地遵循科学发展的规律，按照历史

的逻辑的叙事方式来描写传记人物，使得这部

巨著本身具有科学的逻辑性。这是值得创作科

学家传记作品的作者借鉴的。

从科学精神要求看，科学家传记作品要符

合科学探究的可错性，这就要求不要把科学家

神话成不犯错误的神人。要想使科学家符合历

史的真实，就要让科学家遵循科学自身的发展

规律。陈典松在刻画人物时，灵巧地把握住了

这一点。没有把詹天佑刻画成神人、圣人，而

是把他也刻画成一个也会犯错误的人，增强了

可信性，还原了生活的本真；另一方面，作家

在整部书里，把生活中的詹天佑与工作中的詹

天佑结合起来写，既讲他科学严谨的一面，又

讲他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将科学家的崇高追求

与细微行动结合起来写，富有生活情调，让科

学家从圣坛走向民间，成为读者心目中可亲可

敬的对象。

科学家传记作品要符合科学的系统理论，

要将科学家置身时代的漩涡中刻画，而不能把

科学家写成自身的封闭与自我完善，要将科学

家平凡中的不平凡完美地表达出来。任何人物

不可能脱离了时代而生存，伟大的科学家的每

一步成功不仅仅是自我智慧的展现，也是时代

和历史赋予的契机，有了这样的辩证发展观，

作家对人物的把握才能具有时空穿透力，才能

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在今天看来早就落后的

东西在过去可能才刚刚发明，要向读者交代一

下这种背景，才能赢得读者的共鸣。 《詹天

佑》 一书无疑在这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创作探

索，作者不是急着向我们介绍一个事件，而是

围绕着事件铺陈故事、把来龙去脉讲清楚，释

去读者心头的疑云。这样传记人物才能立体化

起来，他才不是一个空中楼阁式的人物。通过

置身系统之中，我们得以了解中国半个多世纪

以来的风风雨雨，得以了解传记人物的成长

戴荣里 以科学家为主角的文艺类科普作品创作的文学品味与哲学思考书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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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得以感受整个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增强读者对一个历史时代的感知度。

科学家传记作品要有与时俱进的勇气，要

有宏大的视野。读史可以明智，但每一个作品

的共鸣往往是与时代相合拍的。一个传记人物

作家，既要有尊重历史事实的科学态度，又要

有立足当下的审美自视。 《詹天佑》 的写作较

好地注重了这一点，在人物的刻画上，试图寻

找对当今生活的人们的现实意义，这是难能可

贵的。正如作者在创作手记中所言：或许一个

国家、民族和个人不一定要显赫，也不一定要

辉煌，但一定要真实，要诚恳和自信，要宽容

和开放，弃斗智比巧而取勤勉务实，视风雨磨

练为进步的阶梯。最后的成功，往往属于诚实

为人、踏实做事的詹天佑们！中国永远需要詹

天佑这样的人[2]。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可以从中

坚人物身上找到影子。要想读者汲取更多的

精神养料，必须充分感受伟大人物成长的细微

过程。在铁路发展到今天，中国成为拥有高速

铁路发展规模最大的一个国家，但詹天佑所秉

持的那种工程精神却一直成为万千铁路人的

精神榜样。陈典松在他的作品里不仅清晰地

描绘出来，而且成为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

陈典松在谈及他的历史文学创作之路时

不无感慨地说：我的历史文学创作之路，其实

经历了历史故事、历史人物文学传记、中短篇

历史纪实文学作品到长篇历史小说这样一个

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在进行以历史素材为

依归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中间掺杂了大量的历

史体验与感悟，虽然其间有着包括收集素材、

历史责任等诸多艰辛，也给了我无限的乐趣[2]。

坚持艺术多样化的统一，在创作中遵循循序渐

进的创作规律，也才能创作出适合时代特点的

传记文学作品来。

四、结语
以科学家为主角的文学传记的写作永远走

在探索的路上，正如科学的无止境一样，对科

学家传记的写作也是如此。随着科学技术突飞

猛进的发展，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正以多种方式

涌现出来。而反映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的生活需

要不同的创作方法和哲学思考。基于对科学家

传记的基本认知，在于事实的准确性和描写的

艺术性上。既要坚持维护基本事实的纵向历史

事件、事实的梳理，又要对这些事件进行必要

的烘托和艺术创造。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

的多样性的统一，坚持文学的技巧性与哲学思

考的严谨性的统一，坚持历史的厚重感与时代

的先进性的统一，在多重的对科学家的发展历

程的把握中，谨慎而翔实地演绎科学家成长的

历史，陈典松的著作 《詹天佑》 无疑是秉承这

几项原则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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