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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禺o鬲剌仡刳剡 was a engineer and a writer on science literature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鬲剌仡刳剡’s mind，it
was his own responsibility to develop science literature， and he wrote many works on science literature which had
international effects. He also did good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science literature. 鬲剌仡刳剡 often emphasized two basic
points on writing popular science： the first is doing best to fully understand science， and the second is the works must
have certain degree literariness. So， the writer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literature. Today， the ideas of 鬲剌仡刳剡 are still
quite right，and must insist o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an article or a book on popular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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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伊林是前苏联的一位工程师、优秀科学文艺作家。他以发展科学文艺为己任，撰写了大量有国际影
响的科学文艺作品；对于科学文艺也有很多理论层面的研究探索。透彻理解科学，撰写科学读物要有文学性、

要讲究表达方式，这是伊林一贯强调的两个基本点。这是我们今天科普创作仍然应该坚持的正确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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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马·伊林（МoИльин，1895—1953）？

科学文艺又是什么？在今天的中国估计很多人

不知道伊林是谁了，一定有更多的人不知道科

学文艺的准确含义及其具体所指了。

1伊林作品所获赞誉及影响
马·伊林是前苏联的一位化学工程师、著

名的科学文艺作家。伟大的文学家高尔基对于

伊林的科学文艺作品曾给予朴实而崇高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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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我觉得伊林的作品，内容丰富，文字生

动，思想活泼，段落简短，我决心向伊林学

习。”[1]编译音序

中国的读者和学者对于伊林的作品也有

十分客观而深刻的评价。1946年署名小俞的

中国作者曾以“伊林———科学家·文学家”为

题，这样评价伊林：“伊林是苏联挺出名的儿

童文学作家。他的通俗科学故事有各种各样文

字的译本。他的读者几乎遍布了全球。他把许

多复杂难懂的科学用浅显的文学笔调写出来。

写得很有趣，像故事书一样，使看的人觉得津

津有味。他写的书很多。”[2]

同一年，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

出版家、教育家陈伯吹 （1906—1997 年） 对

伊林的作品做出过更加深入的评价。陈先生

认为伊林的科学文艺作品写得好、受欢迎，

主要由于伊林是科学家，懂科学：“有人以

为文学和科学，仿佛水火般地不相容的：一

个擅长文学的人，往往对于科学毫无兴趣，

尤其是繁杂艰深的数学，使他感到头痛；而

一个擅长科学的人，又往往是文学的门外汉，

对于文学既不爱好，也不愿欣赏。……正因

为伊林是一位科学家，所以他写的科学故事

特别好……”[3]陈先生提到的科学界与文学界

里的专业人士，彼此无好感、不融洽现象，

在今天的中国，也很常见。要写好科学文艺

作品，首先应该能透彻理解科学知识，这一

点也是伊林本人的体会。

对于伊林的作品，陈伯吹先生从形式与内
容两个方面各归纳为两点予以透彻评价。在形

式方面，陈先生将伊林的作品特征归纳为：

“第一是文字的优美和描写的动人。……第二
是推理的明显，比喻的巧妙。……伊林的作品

常常借用具体的形象，来描写实物的现象和它
的原理，非常的生动。”[3]陈先生的概括十分准

确，这两点恰好是伊林撰写作品时一向有意识

追求而表现出来的特色，也是他衡量一个科学

文艺作品是否成功的重要条件。

在内容方面，陈先生也从方法和思想两个

方面对伊林的作品特点给予了归纳：“第一是

综合的整个的写法：一般科学读物，老是讲化

学的只讲化学，讲物理的只讲物理，其他讲天

文，讲地质，讲生物等等，都是如此。……伊

林就摒除了这种不健全的写法。……他写河流

的时候，就描写到地质、农业、渔业等等；他

写控制气候的时候，就描写到化学、数学、生

理学、工程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3]从一

个事物或问题出发，展开丰富的想象，不受学

科和专业局限、几乎不放过能涉及到的任何有

关科学知识，这的确是伊林作品的一大特点。

“第二是思想的进步，理论的正确。他写事物

的发明，一面描写历史的背景，一面述说时代

的进展，完全根据历史观和进化论，不把科学

和发明写成一册‘现成的发现和发明的总账’，

却写成‘人类跟物质跟自然的阻力继续不断斗

争的历史’，他是把‘历史上人类，从古代到

现代，从原始到文明的进化情形，’明白地指

给读者看。”[3]

伊林的科学文学作品具有广泛的国际影

响。前苏联于 20世纪 50年代曾统计过本国作

家的作品在国外的出版情况，结果是：“伊林

独占鳌头。全世界共出版了他的著作译本近二

百种。加上苏联自己出版的，共创办了 269种。

总共用 44种语言，印数达五亿册。这个事实

曾经使某些看不起科学文艺的人目瞪口呆。”[1]

20世纪 30年代初期伊林的著作就陆续介

绍到了我国，很受读者欢迎。50年代，中国

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伊林选集》。伊林亲

自为这套书写了序言《从莫斯科到中国》。从
1980年起，中国青年出版社根据读者的要求

编订了《伊林著作选》。早期译为中文的伊林
科学文艺代表性文章有：

（1）衣橱里的科学，董纯才译，中学生，

1934；

（2）我们如何改造自然，何天西译，时事

类编，1935；

（3）怎样改造沙漠，克定、廖甲译，时代

论坛，1936；
（4）怎样改造沙漠（续），克定、廖甲译，

时代论坛，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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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怎样改造沙漠（续完），克定、廖甲

译，时代论坛，1936；

（6）汽车怎么学会跑路， 珣符其 译，科学

趣味，1940；

（7）苏联的母亲与儿童，张志渊译，中苏

文化，1940；

（8）人是一种无限的力量，朱惠泽译，中

学生，1947；

（9）小五年计划，董纯才译，少年文选，

1949。

伊林著作的中译本主要有：

（1）东西的故事：几点钟，张迪虚译，新

生命书局，1932；

（2）东西的故事：十万个为什么，赵筱延

译，良友图书公司，1934；

（3）山和人，董纯才译，开明书店，1936；

（4）东西的故事：黑白，张允和译，中华

书局，1936；

（5）东西的故事：桌子上的太阳，董纯才

译，开明书店，1937；

（6）东西的故事：汽车怎么学跑路、人造

眼 珣睛，符其 译，开明书店，1946；
（7）人怎样变成巨人（第一、二、三部），

什之译，读书出版社，1946；

（8）原子世界旅行记，王昊夫译，光华书
店，1948；

（9 珣）自动工厂，符其 译，开明书店，

1950；
（10） 行星的改造：人和自然，海观译，

时代出版社，1950；

（11）行星的改造：征服大自然（沙漠的
改造），方德厚译，作家书屋，1953；

（12）行星的改造：地球个人、理性的时

代，齐思垌译，三联书店，1951；
（13）机器的故事， 珣符其 译，开明书店，

1951；

（14）人民———建设者，祝贺译，中国青

年出版社，1953；

（15）你周围事物的故事，王学源译，中

国青年出版社，1954。

2什么是科学文艺？
伊林自己一生献身于并呼吁作家、科学

家投身于科学文艺的创作，前苏联作家布·略普

诺夫说：“在我国科学文艺这一术语首先跟伊

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202在伊林看来，科学

文艺并不是新生事物。有科学即有文学，有文

学即有科学：“科学和文学是同时起跑的。”[1]3

不仅如此，早期的一些科学思想是用文学形式

表述的：“科学和文学有着共同的祖先。最初
出现的一些描绘自然的科学作品是用诗写的。

这就是自然诗、科学诗。”[1]3因此，往往早期

的科学家也是文学家、文学家也是科学家：

“如果我们探索科学和文学的发展道路，就会

看到这对姐妹老早就肩并肩地前进。科学家写

诗，作家又是科学家。”[1]3

伊林认为在俄国的文学史上，科学文艺于

18世纪才以独特的成熟形式出现在文坛，其

创始人就是俄国著名科学家罗蒙诺索夫

（1711—1765 年）：“罗蒙诺索夫是俄国新科

学和俄国新文学的创始人，俄国科学文艺就是

从他开始的。他写过各种体裁的作品：科学论

文，大自然颂诗，甚至科学童话。”[1]4然而科

学与文学联手的局面还是消失了。伊林认为这
完全是由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科学学

科划分趋于细化的过程所必然决定的：“19

世纪主要是分析的世纪，是研究积累材料的世

纪，是科学分化的世纪。不仅在科学和文学之

间，而且在各种科学部门之间的壁垒越来越

高，植物学家不知道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干
什么。这一种、那一种科学极力从哲学中分化

出来。在科学的语言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专门

术语和符号。”[1]4伊林乐观地预判，从 20世纪

开始，科学与文学又迎来了重归于好的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时代：“事物向综合的方向发

展。文学和科学的道路开始接近。科学需要人

民，人民需要科学。”[1]5

那么究竟伊林所说的科学文艺是什么呢？

伊林曾借用别林斯基的话这样解释科学文艺：

“这类文艺作品虽然属于科学的范畴……但它

又是大众所极喜爱的东西，并且要求作者用或

88



跃跃跃

多或少的文艺形式来表现，要求从事这类创作

活动的人多少有点文艺才能。”[1]49依照这一理

解，科学文艺就是具有文艺表现形式的科学范

畴的著述。这类作品必须是浅显易懂的、为大
众喜闻乐见的。

在伊林看来，科学文艺的作者在创作时，

必须是满怀情感的。它的艺术性更多地是源

自于其作者对于自然、对于科学、对于生活的

喜欢和热爱：“对世界充满诗意的描写是科学
文艺的一个特点。”[1]7有了这种情感才能实现

由对科学知识的一般叙述，到对科学知识真

正的诗意描写。

“我所说的纯科学文艺体裁，是我设想的

一门新的文学门类，它一方面接近文学，另一

方面又接近于科学。由于这种体裁的发展，将

最有趣的科学材料引入了文学，使科学易于为
人民所接受。”[1]80文学关注科学，科学素材进

入文学创作过程；科学借助文学，以文学的格

调表述科学，只要是这种双向互动的产物都可

以称为伊林所说的科学文艺作品。因此，包含

科学元素的小说（如科幻小说）是科学文艺，

含有科学元素的诗歌是科学文艺，具有科学元
素的戏剧是科学文艺，具有文学情趣的科普作

品也是科学文艺，甚至适当具备文学表现形式
的专业科学著述也可以归于科学文艺之列。

3如何撰写科学文艺？
伊林自己是撰写科学文艺作品的高手，他

期待出现更多优秀的科学文艺作者。但是，他

发现有的作者试图撰写科学文艺作品，然而他
们的作品却很难令伊林满意。鉴于此，关于科

学文艺作品与纯粹科学著述的区别、关于如何
才能撰写出优秀的科学文艺作品、关于什么人

适合撰写科学文艺作品等等，伊林有自己的体

会，发表了很多看法与观点。

高尔基也倡导撰写科学文艺作品，伊林常

从高尔基那里获得精神力量。高尔基曾思考如

何撰写出优秀科学文艺作品的问题：“在我们
的文学中，文艺读物和科学普及读物之间不应

存在一道鸿沟。怎么才可做到这一点呢？怎样

使启蒙读物卓有成效和热情洋溢呢？”[1]54对这

个问题，高尔基回答说：“写科学技术的书，

不仅应该指出人的思想和经验的最终成果，而

且要引导读者进入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去，说明

是如何逐渐克服困难和寻求正确方法的。”[1]55

高尔基的这一思想值得高度赞扬。无论文
学家、哲学家抑或科学家，在最深刻的根本认

识上他们是可以殊途同归的。高尔基这一认识

与很多科学大师的想法不谋而合。有多位伟大

的科学家呼吁教材和其他著述的作者，要深入

到科学研究的实际过程，尤其展示科学家犯过

什么错误，为什么犯这类错误，以及如何从错

误走向了成功的过程。但是要达到这一目标是

艰难的。原因之一是难以从科学家的科学论文

中了解到与这些相关的线索。1965年 12月 11

日费恩曼（1918—1988年）在诺贝尔奖获奖

报告中道出了导致这一状况的缘由：“我们在

为科学杂志撰写文章的时候，习惯于掩盖所有

的线索，不谈及死胡同，也不描述起初曾有过

怎样的错误想法等等，而把工作尽可能描述得

天衣无缝。”[4]

这一目标难以达到，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

意义却着实重大。科学大师麦克斯韦曾提出了

自己对于科学史研究者的期待：“科学史不限

于罗列成功的研究活动。科学史应该向我们阐

明失败的研究过程，并且解释，为什么某些最

有才干的人们未能找到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

而另外一些人的名声又如何大大地强化了他

们所陷入的误区。”[5]麦克斯韦说给科学史界

的话与高尔基说给科学文艺撰写者的话，主旨

合拍。这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科学、科学
史、科普、科学文艺之间难分难解的骨肉相连

关系。

著名物理学家玻恩也曾阐明在教学中再现
科学研究过程的重要意义：“……我印象中现

在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人们在教学中）忽
视历史根由，而将理论建立在事实上是后来才

发现的基础之上。这种方法毫无疑问能够迅速

接近现代问题，也很适合培养能够应用这些

知识的专家。但是，我怀疑这是否是培养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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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性研究的好的教学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不

能展示先驱者，在成堆的无序事实以及隐晦

含糊的理论尝试中，是如何发现他的（正确）

道路的。”[6]

为了达到作品能够反映科学研究过程这一

目标，高尔基认为科学文艺工作离不开科学工

作者和文学工作者的共同参与：“优秀的科学

工作者可以而且应该是这类书的作者，……唯
有在真正的科学工作者和有高超的文学技巧的

文学工作者的直接参与下，我们才能出版艺术

地普及科学知识的读物。”[1]55伊林对此有个形
象的比喻：“优秀的科学文艺读物好似米丘林

用‘蒙导法’培育出来的果树，它从文学中汲

取艺术性，从科学中汲取科学性。”[1]58

关于如何才能撰写优秀的科学文艺作品，
伊林做过深入而系统的思考。伊林认为，要写

出好的科学文艺作品，有几种办法：“第一

条：科学家和作家合作。另一条：科学家自己

作为作家。第三条：作家成为科学家。我认为
这三条路都是合理的、可能的。”[1]16-17

高尔基和伊林之所以都期待科学家更多

地投入到科学文艺创作中去，主要是因为科

学专业性壁垒的存在。伊林曾说：“任何一种
描写科学的文学作品，无论是长篇、中篇、短

篇小说，应该要求有高度的文学性和语言的鲜

明、准确。须知，要正确地表达思想，有赖于
正确的语言。‘叙事拙劣’往往就是‘理解不

透’的直接后果。”[1]24而在透彻理解科学含义

方面，科学家当然具有得天独厚的、一般文学

工作者难以企及的优势。但是科学家投身科学
文艺工作，也有其显而易见的不足。伊林破解

了熟悉和了解科学的很多科学家不能成为优

秀的科学文艺作者的原因，简单地说这是一

种职业惯性使然，即科学专著追求客观而缺

乏作者个性色彩的通性：“当科学家为专业
人员写书时，他注意的首先是如何准确地表达

自己的思想和准确地阐明事实。在科学书籍

里，感情和情调是没有地位的。科学家极力做
到客观、冷静。这样一来，大多数科学书籍就

显得冷漠、无情，缺乏个性色彩了。”[1]14伊林

强调指出，纯粹科学著述冷漠无情，绝不意味

着科学本身的不有趣和不可爱，科学文艺工作

者就是要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人们宣传科学有

趣和可爱的一面：“科学本来是有趣的。科学

工作者因而把毕生精力用在这上面。必须善于
把这种乐趣传达给孩子们。”[1]70

伊林没有说过他的科学文艺作品是专门献

给少年儿童的。但是事实上他的多数作品都适

合少年儿童阅读。科学造诣颇深的伊林认为如
果一个科学家有兴趣为少年儿童撰写科学文

艺作品，那么他必须彻底忘记科学专著的做

法，与之相反，“富于情感、毫无拘束、真
诚、纯朴，这些就是一个科学家执笔为儿童写

作时所应该极力做到的。可是能这样做的科学

家太少。”[1]15致力并醉心于自己研究中的科学

家往往心无旁骛，这种专注也使他们往往具有
某些欠缺和不足：“影响科学家写得更艺术一

些的东西是什么呢？难以克服的唯一困难只能

是缺乏艺术才能。”[1]26因此，如果一位科学家

有撰写科学文艺作品的兴趣，他应该努力而谦
卑地培养自己的文学等艺术修养。

对于有志于专业科学文艺工作的专业作

家，首先要做的是尽力为自己摘去科学外行

的帽子：“至于作家，也不应该是纯艺术型
的，而要兼具科学型和艺术型。他们应该深

入到科学中去，在那里安家，而不要到那儿

去做客。”[1]28只有这样，作家才能更深刻地理
解科学，才有可能通过自己的作品，引导读

者领略科学家科学研究的实际过程。

4科学文艺作品是不是科普作品？
罗列出一些伊林的作品，根据这些作品的

名录，我们大体上可以对这些作品的内容和性

质有个估计。
伊林作品目录：

（1）伟大计划的故事；

（2）山和人；

（3）今天和昨天；
（4）东西的故事；

（5）原子世界旅游记；

（6）自动工厂；
（7）征服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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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行星的改造；

（9）人和自然；

（10）人民———建设者；

（11）魔眼镜；

（12）童话迷；

（13）人怎样变成巨人（一、二、三部）；
（14）机器的故事；

（15）小学生的书包；

（16）你周围事物的故事（一、二、三部）。

伊林的科学文艺理论论著：

（1）科学家的实验和作家的技巧；
（2）论儿童科学读物；

（3）科学传记；

（4）文学与科学；

（5）漫谈科学读物；

（6）漫谈科学文艺———作家札记；

（7）论科学文艺及其性质；
（8）关于写科学传记的问题；

（9）关于人类的故事。

如果将伊林以上著述归于通常意义上的

科普作品或科普理论类别，应该不会有什么

大的不妥。伊林强调和倡导的是科学文艺，但

是他的确曾推动了科普事业。如著名科普作家

高士其（1905—1988年）曾“为伊林的作品

所鼓舞”[1]而走上科普创作道路。伊林本身也
关心科普问题，常从致力于科学普及的视角

思考问题。布·略普诺夫说伊林“一生献给了

‘胶合’文学和科学的事业，用艺术的形式宣

传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成就。”[1]201如同要求其

他科学文艺作品一样，伊林认为：“好的科普

读物应该是妙趣横生的。”[1]20伊林知道科学普
及对于科学事业本身的重要性：“科学的宣传

工作也跟其他任何宣传工作一样，是争取读者

的艺术。”[1]22“培养科学家必须从儿童时代、

从少年开始，对科学的爱好不是天生的，而是

多年逐渐养成的，儿童时代读的书尤其重要，

往往决定一个人未来的整个一生。每一个科

学家都应该懂得，为儿童写一部好书，这就等

于为科学队伍征集了新兵。”[1]13伊林的科学文
艺似乎从形式上又远远超越了科普范畴。伊

林认为：“科学文艺的范围非常广阔。可以有

各种各样的由科学通往文学的道路。”[1]58“从

严肃的、艰深的科学书籍到为青年写的科学小
说，到为孩子们写的童话诗或散文体童话，能

有很多通道。”[1]72从伊林对于科学文艺的描述
来看，狭义的、纯粹宣传科学知识的那些科普

作品，只要表现形式具有文学元素的渗透，那

么毫无疑问都属于科学文艺范畴。但是科学文
艺不限于科普作品，即普及科学知识不是科学

文艺的唯一目标。然而，如果将科普理解为致
力于使科学更易于为人们热爱、理解、接受，

更易于使科学渗透到人的精神与物质生活之

中的广义活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看，科学文
艺作品无疑大大地起到了促进科普的社会作

用，很好地实现了推动科普的实际效果。因

此，广义地理解科普，则提倡科学文艺是得以
加强科普的有效手段和方法。

5 余论
鉴于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越来越广泛的

影响，伊林曾预言科学文艺将有繁盛的未来：

“科学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来了，成为生
活中不可分割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要是

说艺术是为生活服务的，那么它也不能与科

学绝缘。”[1]30这种社会发展大趋势必然会影响
到文学领域：“未来的文学是用科学全副武

装起来的文学。”[1]41在古代与当代中国，都不
缺乏可以视为科学文艺作品的代表作。但是以

当今的中国现实来印证，似乎伊林预言的科学
文艺大放异彩的未来并未真的出现。但是还难

以由此断定伊林预言错了。走入欧美科技发达

国家的书店，几乎无一不设“science fiction”

专区。在这些显眼位置摆放的丰富作品，在
本文作者看来，大都可以归入伊林的科学文

艺作品之列。伊林对于科学文艺发展的预测，
实际上是他相信科学技术将是人类无法拒绝，

反而会越来越依赖的力量这一思想的反映。

一定意义上，伊林把握住了人类社会发展的
大趋势。

也许今天再提科学文艺本身已经没有太多
的学术意义。但是无论撰写科普作品还是科学

厚宇德 马国芳 马·伊林的科学文艺世界史海探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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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抑或其他与科学技术相关的著述，伊林所强

调的两点是应该永远铭记的，那就是首先要透

彻理解科学知识的内涵，其次要在意和讲究表

述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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