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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顾均正是我国著名的现代科普作家、出版家，他一生孜孜不倦，一直坚持科普作品的创作。他笔下

的科学小品文，既包含严谨精确的科学知识，也不乏风趣生动的文学形态。本文从顾均正科学小品的选题角

度、呈现形式以及小品文文本分析其创作特色，并对当代科普写作提出了几点建议：关注时事；增强创新；

注重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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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均正，浙江嘉兴人，是我国著名的现代

科普作家、文学翻译家、编辑家和出版工作

者。1919 年至 1923 年在农村小学教学四年，

并自学英文。1923 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担任编辑一职，先后在 《少年杂志》、 《学生

杂志》 等青少年刊物任编辑。1928 年到开明

书店工作，历任编校部主任、编辑部主任。

顾均正于 1922 年开始发表译作，最初与

赵景深、徐调孚等合作翻译丹麦童话家安徒生

的童话，发表在 《小说月报》 上。1926 年，

顾均正出版了译作童话集 《风先生和雨太太》、

《水莲花》 和 《玫瑰与指环》，1928 年出版了

译作 《三公主》 及 《安徒生传》。1931 年顾均

正担任 《中学生》 杂志编译，他的编译创作至

此开始转向物理、化学方面。他最初翻译了法

布尔的 《化学奇谈》，后又翻译了 《每日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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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化学奇谈》 连载于 《中学生》 杂志，

并于 1932 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叶圣陶

为该书作序。

抗日战争初期，顾均正开始关注一些外国

科幻小说。他认为这些科幻小说“空想的成分

太多，科学的成分太少”[1]，于宣传科学名不

副实。因此他决定加以变通，以神秘惊险的科

幻故事为线索，加入内容丰富的科学知识。在

1939 年他与索非合办的 《科学趣味》 科学杂

志第一卷，他发表了科幻小说 《伦敦奇疫》，

此后陆续写出了 《和平的梦》、 《在北极底下》

等作品。写作这些科幻小说的时期，正值中国

抗日战火猛烈之时。这些作品，均是建立在当

时的背景之上写作的。如 《和平的梦》 以“极

东国”与美国的战争为背景展开故事，塑造了

一个爱国英雄的形象，深刻反映了当时“二

战”的现实，且小说充满了反侵略的思想，对

于当时的抗战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

科学小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大众化趋势的

产物，是将科学与文学相结合，用文学作品的

方式向大众传播科学的原理，旨在激发大众对

科学的兴趣，从而引领大众走进科学、了解科

学，提高民众的科学素养。

科学小品作为散文的一种，其名始于

1934 年 9 月创办的 《太白》 半月刊。该刊主

编陈望道独出心裁地创设了“科学小品”专

栏，并约顾均正为专栏撰写科学小品。顾均

正当时不满于刻板严肃而又极其枯燥的科学

文章，正尝试以文学的笔调写科普作品，陈

望道的邀约让他在 《太白》 这个平台上开始

了科学小品的创作。 《昨天在哪里》 是顾均

正的第一篇科学小品，此后他在 《太白》 半

月刊上陆续发表了 11 篇作品，分别被收录于

《电子姑娘》 和 《不怕逆风》 等书中。 《不怕

逆风》 一文写于 1961 年，当时正处于苏联单

方面撕毁合约，撤走所有专家，国内遭受严

重灾祸的时期。周总理代表党提出“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内情况

开始好转。顾均正便由此想到，“逆风行舟，

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超过风速，前进得更

快”[2]，于是便有了这篇文章。在 《不怕逆

风》 一书的题记中他写道：“什么叫科学小

品？谁也没下过定义。我写这些东西时，总

是想到：要把科学知识通过生活来说明，写

成科学和文艺结合的小文章。照当时的说法，

就是科学小品必须通过生活。”

他的文章大多从日常生活中取材，题材广

泛，涉及物理、天文及气象等各方面的内容，

为当时的实际生产生活提供了依据，也为后人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顾均正科学小品特色
科学小品最根本的目的是给予大众有关自

然和客观世界的科学知识，因此既要有很强的

科学性，又要通俗易懂。顾均正的科学小品，

将抽象的科学以形象生动、趣味横生的方式表

达出来，严谨中不失幽默，风趣中不缺严肃。

我国的文学大师巴金先生 30 年代就和顾均正

熟识，他在回忆文章 《怀念均正兄》 中说，顾

均正“不论长短文章，写作态度都是严肃认真

的”。顾均正在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中国

青年出版社一直做编辑出版工作，他的著、译

作品全是在业余时间完成。正是由于他这种孜

孜不倦、刻苦认真的科学精神，才能写出一大

批优秀的科普作品。
1.1 选取细微角度，趣味源于生活

科学小品要具备引人入胜的特点，首先需

要从选题入手。选题从细微处着手，贴近民众

生活，介绍日常生活经验，普及生活常识，才

能吸引读者。顾均正的科学小品通常从日常生

活中最普通的事件取材，通过生活中大众耳熟

能详的现象，挖掘这些现象背后有趣但容易被

忽略的科学知识。譬如，在 《替小孩辩护》 中，

他选取了“小孩比大人容易摔跤”这个常见现

象，解释了小孩容易摔跤背后隐藏的力学原

理，从而纠正了被大家一贯误解的常识性问

题。 《开水的声音》 一文也来源于日常经验。

冷水倒在地上的声音和开水倒在地上的声音

是不同的，这一现象虽然常见，但是鲜有人注

意到它们之间的不同以及这不同背后的科学

原理。顾均正注意到了这一特性，并且通过论

证几种假设，循循善诱，最后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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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均正科学小品的选题吸引读者，还在于

选题具有趣味性。 《“北京来到了我的面前”》

一文，标题定为异于常识的说法“北京来到了

我的面前”而不是“我来到了北京”，读者看到

这一标题，心中不免诸多疑问，于是产生继续

往下读的动力。读至一半，大概了解事情的来

由之后，会被这个有趣的说法所吸引，从而津

津有味地读完全文。又如 《马浪荡炒栗子》 一

文，从马浪荡炒栗子不肯放砂这一故事，引出

物体受热膨胀的客观现象，解释热与热的传导

规律，阐述了炒栗子需要放砂的科学道理。选

题既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又充满了趣味性，这

才得以抓住读者的好奇心，引领读者完成阅读。
1.2 呈现严谨公式，科学来自实践

科学小品刚刚兴起之时，就遭到学界一些

学者的质疑。有人认为，科学是一门严谨的学

问，注重逻辑性与系统性，小品文属于文学类，

旨在抒情而不拘泥于形式，二者完全没有需要

相结合的理由。林语堂曾说：“小品文是不能

写科学的，科学是不能用小品文来写的。”[3]这

些质疑，均由于担心小品文的轻松活泼承载

不了科学的严谨与精确。然而，从顾均正的作

品中，读者不仅能体验到小品文的风趣，也能

从具体的算法与实践中学习到科学的严谨。

在 《小秤大用》 中，顾均正首先用设问的

方式提出问题，阐述完用杠秤称三四百斤重货

物的土办法后，利用准确简洁的物理计算公式

判断这种称重量的方法是否正确。 《一“加”

一不一定等于二》 中采用清楚明了的语言和

图示，向读者阐释了大量力的分解所涉及的

专业知识，其引用的公式与数据、所举的例

子，均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科学原理。 《装烟

筒的窍门》 一文，延续 《一“加”一不一定等

于二》 的力学分解问题，利用“装烟筒”这个

实例，进一步阐述了怎样利用力的分解方法让

小力起到大力的作用，即四两拨千斤之法。在

此文中，顾均正利用自己扎实的物理功底，给

读者呈现了权威的理论。列举严谨公式，并且

通过实践的例子和小实验阐释原理，有助于巩

固读者的理论基础，也用实际反驳了“小品不

能写科学”的说法。

1.3 采用对话形式，寓知识于故事

顾均正曾担任过小学教师，又先后在 《少

年杂志》、 《学生杂志》 任编辑，他的科普小

品常常刊登于 《中学生》 杂志之上，因此他尤

其注重文章的可读性。这种可读性不仅在于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科学道理，而且在于用丰

富的形式，多彩的故事展现科学的魅力，吸引

年轻的读者。

在顾均正的科普小品中，往往采用对话形

式解释日常现象中的科学。 《骆驼绒袍子的故

事》 便以他与妻子的一场小争论铺开，将汽油

的易挥发性和可燃性等特征寓于他们的争论

之中。 《黄旗袍》 同样以妻子询问他做黄旗袍

的对话开头，从友人答应妻子做黄旗袍，到最

后解释黄色旗袍为什么在夜间的灯光下呈现

白色，整个过程都采用对话的形式，娓娓道

来，给读者一种强烈的现场感，仿佛坐在作者

的对面听他讲故事。这样的形式，拉近了作者

与读者的距离，也拉近了科学与读者的距离，

使科学不再呈现森冷的面孔，而是显现其明快

轻松的一面。

除了利用对话形式展开，故事性的开端在

顾均正的科普小品中也是常见的形式。 《耳闻

不如目见》 从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所造的那张焦

尾琴说起，联想到“耳闻不如目见”这句成

语，从而展开对耳朵的强大功能的讨论。 《耳

闻不如目见》 属于引用故事作为由头的文章，

而 《“北京来到了我的面前”》 通篇都是在讲述

同事与他的物理学家朋友争论的故事。
1.4 善用修辞手法，文学与科学“联姻”

鲁迅在 1903 年出版的 《月界旅行》 译著中

曾提到：“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

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

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变能浸淫脑

筋，不生厌倦。”可见，科学的内容借用文学的

形式，将文学与科学相结合，方能引人入胜。运

用修辞手法，赋予科学以生动活泼的生命，这样

的例子在顾均正的科普小说中数不胜数。

顾均正擅长运用比喻和拟人的手法，以形

象化的描写，生动细致地阐述事物的特征。读

者在 《电子姑娘》 的开头就能感受到趣味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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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趣，“一个聪颖活泼的电子姑娘，正独自

个在时间空间中飞舞着，想找寻一位合意的伴

侣。在远方站着一个壮健的质子哥儿，因为新

近失恋，正在呆呆地想念着他出走了的恋人。”[4]

他将电子和质子比作一对“痴男怨女”，赋予原

本枯燥没有生气的内容以栩栩如生的姿态，

以风趣灵活的笔调将质子与电子人化，调动了

读者的想象力，使读者脑海中呈现相应的画

面，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他在 《点状的

时间与空间》 中写道，“电子的运行却像一个

跳虱，忽而在这一点，忽而在那一点，行踪诡

秘，使人不容易捉摸”。电子由于质量极小，

无法用肉眼观察到，因此对于普通大众来说，

它是抽象难以理解的。顾均正运用比喻、拟人

的手法将电子形象化，使其成为日常生活当中

常见的事物，对读者认识电子有很大的帮助。

顾均正曾说，“每写一篇科普作品”，事

先总是要考虑如何“引人入胜”[5]。在他的科

普小品中，他常常运用大量的设问句，激起读

者兴趣，吸引读者继续阅读。在 《太白》 半月

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的 《越想越糊涂》 一文，

分别采用几个设问句进入议题的讨论。论证沉

船问题时，顾均正写道“船在海里沉没的时

候，是不是一定会沉到海底，和海洋的深浅没

有关系？”由此引出沉船与海水压力、密度的

关系。而一句设问句“一吨木头重呢还是一吨

铁重”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好奇心，真正做到了

“引人入胜”。

顾均正的大部分科学小品，语言平实自

然，没有高深的行话，将科学的知识用朴实的、

像闲谈似的语言表述出来，非常贴近大众生活。

在他通俗浅显的语言中也不乏具有文艺性气息

的语句， 《神话的月与科学的月》 中有这样一

段：“绿荫下鸣禽宛转，花丛中粉蝶蹁跹；湖

水涟漪，汪洋渺渺，青空中白云浮动……”这

是他所描写的地球表面的景象。他的科学小品，

内容科学而行文优美，既实现了将科学大众化

的目的，又给科学增添了文学的美感。
1.5 旁征博引，提供丰富史料

为了使行文更生动更有趣，避免文字过于

枯燥，顾均正在科学小品中往往添加大量的典

故与文献来充实文章，其中也有在史料的基础

上介绍古代发明的作品。

《中国的第一座船坞》 介绍了鸦片战争后，

苏格兰人在香港建造起的第一座近代船坞，并

穿插了宋代科学家沈括“补笔谈”中的一则修

船的故事以及 1903 年出版的“商埠志”的相

关记载，借以说明船坞运作的原理。这样的一

篇科学小品文，不仅简单形象地将船坞的用途

和原理解释得淋漓尽致，且提供了大量丰富的

历史资料，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在 《中学生》

杂志上发表的 《水车》 一文，引用了 《庄子》

中的一段记载介绍水车之前的引水灌田工具

桔槔，将槔称为“凿木为机，后重前轻，絜水

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文章将文学历

史典故与科学知识熔于一炉，避免了一味说教

的沉闷，使得作品知识丰富，逸趣横生。顾均

正笔下常常征引与事物相关联的往昔的文献

或典故，不仅能体现文辞之美，更重要的是由

此灌注于事物其间的一种独特的情调与趣味。

《纸鸢》 一文中分别引用了 《挥尘后录》、 《独

异志》 与 《唐书·田悦传》 中的故事，追溯纸

鸢的发明者。又插入西方的历史与故事，以引

出纸鸢怎样因风力而上升这个科学话题。文章

旁征博引，在阐释科学原理的同时给予大众文

学与历史知识，一举两得，令人印象深刻。

2 顾均正科学小品对当代科普的借鉴意义
顾均正在他的科普小品中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丰富多彩的形式，诠释了贴近日常生活的

科学原理。他的作品，不仅在当时的中国为青

年学生以及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认识科学的

平台，为提高国民的科学素养做出了贡献，也

为当代的科普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2.1 关注时事动态，从生活中取材

顾均正的科普小品，大多数与生活实际和

生产实际息息相关，只有联系实际，与人民的

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不断满足受众的需求，科

普作品才能在群众中产生共鸣。从生活中取材

要求科普创作人才具有对科学的敏感，能够把

握当今社会发展的特点，观察群众所需，找到

合理并且吸引受众的切入视角，在科普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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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时事发展的动态。近期的 H7N9 禽流感、

芦山地震、南方暴雨等议题均关乎群众的生产

与生活，科普作品要从时事热点中选取人们最

关心，最贴近生活，且鲜为人知、容易被忽略

的切入点，将科普内容与实际生活紧密结合。

科普作品知识点的选择，反映了作者的创

作思路和价值取向。从生活中取材不仅要求科

普作品的切入点联系实际，也要求知识点为大

众所需、为大众所理解。因此，科普创作的切

入点需要从读者对象出发，精心挑选，做到恰

到好处。
2.2 加强探索创新

科普作品的创新，也就是它区别于其他同

类作品的带有原创性质的特色，是那些“见人

之未见，发人之未发”的东西。过于同质化的

内容，雷同的语言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疲劳，因

此，当代科普需不断探索新的科学知识，新的

表现形式，以及新的传播途径，以适应不断发

展的社会需求。

由于科普作品中的科学知识大多是人类

已经掌握的知识，因此它的创新主要不表现

在科学内容的发现和首创上。但是，以什么样

的观念、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切入点以及

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述这些科学内容，科普作品

却存在很大的创新空间。科普作品体裁与形式

的创新，包括科学小品、科幻小说、科幻动

画、影视科普作品等的兴起。这种形式的创

新，应遵循民意，探索最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来呈现科学的内容。英国皇家学会撰写的

《公众理解科学》 一书中写道，“传记和戏剧

方法有助于在历史语境中把科学作为一种人

类生活来展示”，其中“科学连续剧是一种描

绘科学及其发展历程的引人入胜、充满乐趣

的方式”[6]。可见，传记与戏剧能作为表现科

学的新形式，这种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科普方

式，就是一种创新的探索。

除了科普形式的创新，科学知识的传播途

径也需有相应的新颖模式。随着 21 世纪信息

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手机媒体等迅速成为覆

盖面更广泛、传播更迅速、交流更方便快捷的

新媒体平台。因此，在探索纸质媒体创新形式

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手机等高科技手段进

行科普创作，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科普网

站、科普博客、科普电视栏目、手机报科普，

利用新兴的传播手段，将旧与新结合，从而传

承顾均正“引人入胜”的创作观念，推动科普

创作的发展。
2.3 注重趣味性

孔子曾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意

为文章没有文采，就不能广泛流传。科普作品

虽然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但讲究辞藻，注重

其趣味性，是提高科普作品可读性的重要一

环。顾均正的科学小品，时刻注意着调动受众

的兴趣，将趣味性自然地融于所有科普小品之

中，其手法值得当代科普创作借鉴。

要实现科普创作的趣味性，在于对内容、

体裁、形式以及语言表达方面的恰当选择。科

普作品读者的阅读需要是多方面的，可以是为

了获取专业知识，可以是为了愉悦身心，甚至

可以为了消磨时间。这就需要科普创作者以读

者为取向，选取相应科学内容，选择适合的体

裁，用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语言将所要表达的

科学知识阐述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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