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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小品被看作是科学与文学联姻的产物。科学小品的文体特征随时代的变迁而逐渐沉淀并不断发
展。不同时代背景的化学题材科学小品在内容和创作风格上有所差别。擅长于化学题材科学小品创作的作者

在探索创作技巧和特点凝炼上做出了积极贡献。化学题材科学小品的未来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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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小品是 20世纪中国兴起的一种新文

学体裁[1]，被誉为“科学文艺的轻骑兵”[2]，一

般又认为是科学散文中的分类[3]。科学小品的

出现对于缩短社会大众与科学的距离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推动了公众科学文化水平的提

高。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化学题材的科学小

品始终与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对社会大众的生

产和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其文体特征逐渐沉

淀并不断创新发展。科学小品的创作技巧在化

学学科内容上得到充分展现，人格化、多样

化、场景化的表达方式把原本抽象而生硬的化

学内容变得生动有趣，留给人深刻的印象。随

着新时期社会在“科研与科普相结合”观点上

达成共识，越来越多的化学科研工作者重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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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众进行科学交流的机遇，化学题材科学

小品的前景值得期待。

1 化学题材科学小品的发展
1.1科学小品的起源与特点

科学小品的起源与 《太白》 密不可分。

《太白》 是 1934年陈望道在上海创立的半月

刊。仅发行 24期的《太白》，从创刊号开始，

就设置了“科学小品”的栏目，总计刊登了

66篇科学小品文。其后，叶永烈[4]、劲松[5]等

人对“科学小品”一词进行探源，证实“科学

小品”一词最早出现于《太白》。

科学小品是将科学和文学进行有机结合

的一种 湜文体。柳 认为，科学小品是科学与文

学联姻的产物，结合了各自的优势。他指出，

“小品文如果与科学结婚，不仅小品文吸取了

有生命的内容，同时科学也取得了艺术的表
达手段，艺术的大众科学作品于是才能诞生，

而这正是目前中国大众所要求的”[6]。 湜柳 对

于当时大众科学文化水平较低的状况有清晰

的认识，同时对于科学小品篇幅短小、知识点

细碎、文风轻松明快的特点深有体会，把大众

对科学小品的需求阐释得通俗而透彻。“这譬

如一个苦力需要烟草，但财力只能使他零支地

购买，他没有整盒整条的购买力，于是烟纸店

中就有开盒零卖的供给。我们现在也与这相

似，大众在现状下接受科学的赐予只能是一点

一滴的，我们自然也只能适应这种要求，不然

科学大众化就会变为完全无意义的空谈。”可

见，科学小品是满足当时社会公众科学需求

的恰当形式。

高士其等科学小品作者除开展创作实践

外，也深入思考相关理论研究问题。高士其

提出，科学小品要把科学内容和思想教育结

合起来，要把科学知识和生活实际联系起来，

要把科学和艺术融合起来[7]。程民等人对不同

时代科学小品的特点进行总结，从文体视角

进行深入探讨[8]。汤寿根尤其强调，科学小品

要富含哲理，使读者在领悟知识的同时感悟

人生[9]。总体而言，研究者们普遍认为，科学

小品具备知识性 （科学性）、文学性 （生动

性）、思想性（教育性）三个主要的文体特征，

并且紧密融合、相得益彰，给人以知识、美感

和启迪，是“诗、哲、知”三味的调和[10]。当

今大众科学文化水平逐渐提高，他们的阅读能

力和对知识的理解力相比 80年前科学小品出

现的时候有了大幅度提升，公众的科普需求呈

现多样化，社会文化多元发展。这对于新时期

科学小品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2化学题材科学小品的发展

湜柳 明确指出，科学小品的题材应该包括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内容[6]。在科学小品出

现之初，生物类题材的科学小品占据很大一部

分。贾祖璋、克士（周建人）、董纯才等人均

擅长于生物题材的科学小品创作。从学科内涵

来说，生物学与化学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学

科研究领域也有相当程度的交叉（比如生物化

学）。生物题材科学小品的繁盛对化学题材的

科学小品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化学题材的科学小品的出现，与化学学科

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太白》创刊前 2 年
（1932年），中国化学会的成立是专门科学团

体在中国确立的标志[11]。从事化学或与化学相

关专业的科技、教育工作者自愿组成这个具有

公益性质的团体，在促进化学学术交流、科学

普及、决策咨询等方面发挥了作用。1934年，

以“传播知识、推广应用、提倡研究”为宗旨

的综合性中文刊物《化学》创刊[12]。这无疑为

化学题材科学小品的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大众关注话题与时代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战争、工农业生产逐

步恢复和发展、人们日常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等

不同阶段。化学学科的应用范围也随着社会的

发展而不断拓宽，化学题材科学小品的创作在

内容上也体现了这种社会变迁。叶永烈选编三

卷《中国科学小品选》，汇集了 1936—1984年

发表在报刊上的优秀科学小品，很多化学题材

的优秀科学小品收录其中。其后， 《化工之

友》、《知识就是力量》、《科学 24小时》等

科普类杂志也刊登了不少化学题材的科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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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文。进入网络时代后，科学松鼠会利用博客

空间向大众普及了许多化学知识，不少博文继

承并发扬了科学小品的风格。
1.2.1以社会背景为线索看化学题材的科学小品

进入 20世纪，在 1949年之前，战争是中

国社会的主题词。战争中使用的化学武器给人

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与化学家的初衷相背

离。这时，大众对于化学武器的正确认识，有

利于他们在遭遇危险时趋利避害，减轻社会公

众的恐慌心理，并呼吁和平。这个阶段出现的

化学题材的科学小品有：李崇基（艾思奇）的

《毒瓦斯》、北航的《化学战争的一角》、沈鼎
三的《试验管里看时事》、方白的 《重水和原

子弹的故事》、温济泽的《原子弹》等。

在 1949—1979年间，新中国的工农业生

产逐步恢复，冶炼等重工业备受重视，广大人

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也迫切需要掌

握其中的科学知识。这个阶段出现的化学题

材的科学小品有：高士其的 《炼铁的故事》、

余俊雄的《钢铁的“寄生虫”》、秉朴的《钢的

维生素》、阿芒的《焦煤油的巨大潜力》、孔宪

璋的《在农场里冶金》、家禄和瑞荣的《玻璃

好肥料》等。

与大众最密切相关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吃

穿住行用，这些内容与化学形影不离。在不

同社会历史阶段，化学题材的科学小品一直

关注这个问题。1949年前，关注这个角度的

作品有：俞子夷的《火柴和花爆》、董纯才的

《马兰纸》。1949—1979年间，作品有高士其

的 《衣料会议》、刘仁庆的 《纸的秘密》。

1980年后，作品有丁德生的《水果与鲜花的

“活香”与“死香”———您要哪一种》 [13]、李

俊主的《烹调中的化学》 [14]等。越到后期，化

学题材的科学小品越关注生活细节，越注重

生活的品质。
1.2.2以代表作家为线索看化学题材的科学小品

如果作者拥有自然科学的教育背景和学

习经历，这对于化学题材科学小品的创作而

言是优势，其内容的科学性通常能够得到保

障。在科学小品的发展历程中，有几位典型的

化学题材科学小品的创作者，他们对这个领域

的发展贡献非凡。

叶永烈是化学题材科学小品创作者的杰出

代表。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撰写化学题

材的科学小品游刃有余。1960 年，《解放日

报》上刊登了这位 20岁的科普新星的科学小

品《以雷鸣夏》。这篇作品足以彰显他扎实的

化学功底和文学修养。叶永烈在这篇短文中，

以古谚作为题目，也以古谚开篇：“以鸟鸣

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在对

“雷公”、“电母”的传说进行物理学视野的科

学解释后，作者着重讲解了雷电过程中的化学

变化，比如臭氧的形成、二氧化氮的生成、硝

石的生成等。短文中的比拟手法增强了文字的

生动感。作者把灰尘比作是“空气中的流浪

者”，把臭氧比作是“氧气的亲姐妹”，把浓硝

酸比作是匹“烈马”，将物质的特性刻画得活

灵活现。叶永烈还是 1961年版《十万个为什

么》化学分册的主要撰稿者。第一版《十万个

为什么》化学分册共有 175篇文稿，其中叶永

烈写了 163篇，是这套丛书作者之中最年轻、

创作篇目最多的[15]。这些“为什么”的短文简

洁隽永，深入浅出，给少年儿童带来了科学的

启迪和探索的乐趣。

20世纪 80、90年代，化工专业科普期刊

《化工之友》出现了“科学小品”专栏，后期

专栏名改为“知识小品”。王志明等人是这个

专栏积极的供稿者。他是陕西省石油化工研究

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也是一名热心于科普创

作的科技工作者，曾在 《化工之友》 上发表

《怎样撰写好科普文章》 [16]，与广大爱好科普

创作的读者交流创作心得。“题材要新颖适

时、标题要巧妙醒目、开头要别具一格、内容

要生动有趣”是他总结的科普作品创作经验。

《画眉石·乌金·煤》、 《能呼风唤雨的干冰》、

《高分子穿上了“白大褂”》、《塑料家族中的

“赵飞燕”》 [17]等是他在“科学小品”或“知识

小品”专栏发表的代表作品。由于具备扎实的

专业功底，王志明创作的科学小品信息密集、

知识容量大，巧妙地浓缩了化学物质材料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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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应用的新进展，呈现方式活泼而生动。

阅读他的作品，读者能真切地感受到各种高

新科技给日常生活带来的深刻变革，化学让生

活更加便捷和美好的情感深深融入其中。

科学松鼠会是一个活力十足、诞生于网络

新媒体时代的科普作品创作团队。借助博客网

络平台，科学松鼠会集合一群具有高学历的年

轻人，采用活泼时尚的语言风格，聚焦一些容

易被忽视但非常有趣味的科学问题或者结合

社会热点撰写科学短文，其中一些博文符合

科学小品的特征。云无心是化学题材科学小

品创作者的代表，他的作品有《明胶的那些马

甲们》 [18]、《洗涤剂的原理与发展》 [19]等。他

常常结合社会公众关心的话题，用通俗而又

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字来普及化学和食品相关

知识，传递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这方面的作品

大多收入其《吃的真相》一书中。此外，窗敲

雨创作的《在我绝望的时候，你给了我活着的

勇气》 [20]也颇有特色。它采用了一个典型的文

艺范标题，在介绍止痛药的化学结构和镇痛

机制时，渗透着浓浓的人文关怀。

2 化学题材科学小品的创作技巧
化学题材科学小品的创作离不开对化学

物质分子结构和作用力、化学反应方程式、化

学在生活中的应用等重要内容的表述。区别于

化学教科书，一些优秀的化学题材科学小品采

用了特别的表述方式，积累了更便于大众理

解、更能激发大众阅读兴趣的一些创作技巧。

这些创作技巧由来已久，并将不断发展完善。
2.1化学物质分子结构和作用力采用人格化表述

受化学物质分子尺度大小所限，人的五官

不能直观地感受到化学物质的分子结构。同

样，分子中的作用力也难以让人有切身感受。

因此，化学教科书中的相关表述比较抽象。化

学题材的科学小品常采用人格化的表现方式，

既有利于读者理解相关内容，又增添了阅读

的趣味。

1934年 《读书生活》一卷二期上发表了

李崇基的科学小品《毒瓦斯》。作者笔下，一

个个原子都幻化成了活泼的人儿，具有人的行

为动作并遵循人类社会体制：二氧化碳是“碳

的每一个原子都和两个氧气原子紧抱起来”，

一氧化碳是“每一个碳原子只能严守一夫一妻

制来与氧气原子结合”的结果。这些生动、形

象的描述，让寻常大众能够轻松地理解化学分

子式的构造。

1948年第三十九期 《开明少年》 上登载

了何澄的《宇宙的砖石》。这篇科学小品的题

目就是一个比喻，将当时已知的 92种元素比

喻成建造房子的最基本结构———砖石。作者在

文中对很多元素的性质都进行了人格化处理，

比如，氦、氖、氩等惰性气体，作者说它们是

不善“交际”的气体元素。把同族性质类似的

锂、钠、钾等金属，比作“三个亲兄弟”。

1982年 《科普创作》第五期上发表了王

真的《哥俩争辩》。这篇科学小品自始至终采

用了人格化的表现方式。小品文的主角是典型

的同素异形体石墨和金刚石，即“哥俩”。作

者根据它们的物化特性赋予了两种不同的人

物性格：石墨的低调和金刚石的傲慢。通过

“哥俩”极其富有感情色彩的对话，石墨和金

刚石的物性及其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得到生

动的展现。在文章结尾，“一家兄弟，各有所

长，都是为人类服务，哪来高低贵贱之分呢”

体现了作者鲜明的人生态度。

云无心的《洗涤剂的原理与发展》简直把

生命注入到了“表面活性剂”中。“表面活性

剂”因具有亲水和亲油的双重特性，而有了

“典型的两面派”称谓。这些表面活性剂“有

一个亲水的脑袋，一条疏水的尾巴”，形象地

刻画出了其结构特征。作者在表现表面活性剂

的特性时，更是具有戏剧性，对话、动作、心

理活动一一俱全，让大众在领会和理解科学知

识中忍俊不已：

当这样的两面派在水中的时候，水分子

们说“我们倒是可以接受你的脑袋，但是你

那尾巴实在讨厌”；在油或者其他疏水物质里

呢，群众们就说“把脑袋藏起来就以为我们

不认识你了么？”于是，极度郁闷的表面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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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们到处不招人待见，只好跑到界面上，把

亲水的头向着水的这边，把疏水的尾巴伸到

疏水的那边。
2.2化学反应式运用多样化形式呈现

化学反应式是化学教科书中不可或缺的

关键内容。而化学题材的科学小品对化学反

应式的内容采用了更加多样化的表达方式，

从而给人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沈鼎三于 1937年在《新少年》上发表了

《试验管里看时事》。在介绍甘油是制造肥皂的

副产品后，作者写了一个化学方程式，只是其

中的反应物和产物都是文字，并没有采用化学

分子式。作者在揭示日本用食盐制造毒气的毒

蝎用心后，采用一系列的数字来警示国人，这

些数字之间的关系正是化学反应式两端配平

之后计算出的物质质量比例：

一百吨的食盐，电解之后可制成六十吨的

氯，和旁的物质化合之后，可制成一百吨的光

气，或二百吨的双光气，或一百六十吨的芥子

气。日本现在输了这么多的食盐去，将制成多

少吨的毒气来杀人呢？
1951年，茅左本在 《中华少年》八卷十

一期上发表了《我们祖先创始了化学》。值得

一提的是，作者很少使用化学反应方程式，主

要从化学反应的现象落笔，重点描述各种化合

物颜色的变化、物质状态的转变，读者看起来

一点也不觉得晦涩，兴趣盎然。

1961年，铁丁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

《银碗里的学问》，讲述了银离子超乎寻常的杀

菌功能。其中对于银怎样生成银离子、如何杀

菌有一段极其生动的描述：

水和银“会面”以后，经不起水的热情

“邀请”，总会有微量的银进入水中，成为银离

子……每升水中只要有一千亿分之二克离子

的银，就足以叫所有的细菌一命呜呼了，没有

细菌的“兴风作浪”，食物就变得不易腐败了。
2.3生活中的化学应用采用场景化方式演绎

化学在生活中的应用是多方面的。采用

“第一”、“第二”等序列词来一一列举，是典

型的说明文体裁特征，难以避免语言表达的相

对苍白。科学小品往往巧妙地构造一个场景，

把相关的化学应用内容有机地组合起来，体现

了科学文艺创作的巧妙和魅力。

1959 年，高士其在 《人民日报》上发表

了《衣料会议》。短文讲述的是不同的衣料具

有不同的特点，适应于人们的不同需求。作者

虚拟了一场由各色各样的衣料作为代表的“特

殊会议”。作者眼中的棉花，是“衣料中的积

极分子”，因为从远古以来，就勤勤恳恳为人

类服务；皮革不是“正式代表”，因为它不能

通风、不能吸收水分，因而不能用作普通衣服

用；蚕丝是“衣料中的漂亮人物”、“纤维中

的杰出人才”、“纤维‘皇后’”；无纺布是衣

料会议“最年轻的代表”。短文中还使用了那

个年代常用的“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等

词语，虽有时代局限，但对大众去理解衣料的

来源和化学物质成分极有助益，也非常贴近生

活和实际。比如，在说蚕丝时，“它的出身是

来自养蚕之家，它的个人成分也是蛋白质”。

正如一般会议到闭幕结束时要通过决议，衣料

会议也有决议。到短文最后，作者从科学穿

衣、卫生保健的角度出发，提出两项号召：衣

物大小要合适；勤于换洗、善于收藏。

类似高士其的《衣料会议》，2012年《科

学 24小时》第 6期上发表了《一次橡胶家族

的夜谈会》 [21]。橡胶家族的七位“领头羊”

——天然橡胶、丁苯橡胶、乙丙橡胶、丁基橡

胶、顺丁橡胶、丁腈橡胶、氯丁橡胶聚集在一

起，以“座谈”的形式，侃侃而谈各自的“性

格和特长”。作者笔下，各种橡胶有着不同的

表情和情感，它们或是自信满满地娓娓道来，

或是“大声嚷嚷”，还有“按捺不住”和“清

清嗓子”的，自然还有低调谦虚的，把叙述的

氛围营造得活跃生动。借助精炼的四五十字，

把各种橡胶最突出的性能描述出来。座谈中，

几位不速之客突然闯入，它们是特种橡胶家族

的四位优秀代表：氟橡胶、硅橡胶、丙烯酸酯

橡胶和聚氨酯橡胶。就这样，短短的一篇文章

生动地集中展现了 11种橡胶的功能。

化学知识既能应用于造福人类，也会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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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用心的人用来坑蒙拐骗。1964年，洪焰在

《我们爱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趣的科学

小品《“张天师”现身说法》。这篇科学小品首

先构造了一个神秘人物“张天师”。有过“装

神弄鬼”经历的张天师在改邪归正后，以“揭

秘”的形式揭露了迷信骗取民众相信的一些伎

俩：所谓的阴魂、神灵、邪妖等，不过是骗子

们利用了物理或化学中的一些原理和现象。

比如，“画符镇邪”中的符根本就不是神画上

去的，而是“张天师们”利用明矾涂抹在黄裱

纸上不易吸水的特点，预先在纸上做了手脚。

而“斩妖见血”骗局中所谓的“妖血”，不过

是石蕊试纸在不同酸碱度下的显色变化而已。

读了这篇小品文，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油然

而生。

3 展望
当今，化学学科向着“高、精、尖”方

向快速发展，我国“863”、“973”等重大科

研项目在化学学科方面的投入所占比例不低。

中国大陆化学领域的论文数量现已位居世界

第一，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也

迅速增加[22]。这一切表明，我国的化学学科处

于蓬勃发展的态势。化学学科的发展离不开

大众对化学科学的理解和支持，广大的化学

科研人员应“反哺”于社会公众，而科学小

品的创作无疑是一种贴近公众而相对易于实

现的方式。丰富的化学科研和教育资源将会

孕育出更多优秀的、面向大众的化学题材科

学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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