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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科普美学

汤寿根

笔者经过多年来对科普创作理论的学习、

研究与实践，认识到“科普的社会功能”可以

概括为一副对联和五个词组。

一副对联是“解读自然奥秘；探究人生真

理”。自然科学追求的是穷尽“自然的真谛”；

人文科学追求的是穷尽“人生的真理”。两者

都是人类社会发展所急需的。科学本身就是

一种人文理想。人类社会谋求持续协调、全面

发展需要科技为动力，人文作导向。

五个词组是“求真、崇实、启善、臻美、

至爱”，以达“天人和谐”。“真善美”是人类

追求的最高理想，为什么还要“至爱”呢？因

为，爱与真善美相比，有它独特的性质。符合

真善美的事物主要存在于客观世界，它们本身

并不是人的一种感情。而爱来自人的内心，是

一种理智的感情、一种生命的本质、一种生命

的力量。这种生命力可以推动人类进行不懈的

努力，去追求、实现真善美，去创造出世界上

原来没有的、美好的事物。“爱”也应列为人

文精神的重要内涵，是人性中应该大力弘扬的

重要元素。

柏拉图说，“爱的力量是伟大的、神奇

的、无所不包的”。世界上一切麻烦的根源，

都因为缺少了“爱”。生态环境要靠爱的力量

来维护；社会和谐要靠爱的力量来维持；世界

和平要靠爱的力量来维和。“爱”是人类的一

切最高的幸福源泉。

人类应当用“爱”来统领“真善美”！

1 什么是美、科学美、科普美学？
1.1 美

“美”是一种身心的享受，一种心灵的谐

振，一种优秀的品德，一种崇高的追求。

爱美是人类与生俱有的天性。追求美、创

造美是人类矢志不渝的理想。梁启超说，

“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

中之最重要者。倘若在生活的全部内容中把

‘美’的成分抽去，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

活不成。”

当您欣赏一幅优美的图画、一首典雅的乐

曲或扣人心弦的诗歌，甚至一轴龙飞凤舞的书

法时，您是否感到，它们引发了您心灵的感应

和激荡，是愉悦、陶醉、憧憬，或许还夹杂着

一丝淡淡的惆怅和眷念！仿佛这是您等待已久

的梦境。“大美无言”，动情之处，不觉热泪

盈眶。这就是您感到了“美”！

对我辈科普作家来说，想让自己的作品产

生社会价值，说白了就是要用“科学之美”去

感染读者。

曾经有学者认为，科学研究主要是对自

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奥秘及其演变规律的发现

和认识的过程，侧重于理性的抽象、演绎与归

纳，即主要是探求真理，似与“美”无关。但

是自古以来，人们在对自然的认识与发现过程

中，尤其是科学家在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活动

中，确实发现了美，感受到愉悦和陶醉。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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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就从数学研究中发现了和谐之美；陈景润

在我国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极其恶劣的环境、

极其严酷的生活条件下，仍能迷醉于数论王

国之中，因为他感受到了数学之美、数论王国

的瑰丽。极其抽象的“纯科学”尚且如此，其

他学科可想而知。
1.2 科学美

“科学美”是理性认知活动及其成果所具

有的审美 （审视美感） 价值形式，是理性的一

种纯粹的抽象或净化的形式。

科学美的特点是：

（1） 净化和抽象。科学美和艺术美一样也

是人造的形式，是第二性的美 （自然为第一

性、科学为笫二性，而科普则是第三性了）。

艺术美是一种理想的美，科学美作为真理的

形式，则是一种理性的美；艺术美主要呈现为

感性形式，或者形象形式，科学美则主要呈现

为净化形式，或者抽象形式。科学美是在理性

的抽象形式中，包含着感性的丰富内容，呈现

为抽象形式之美。

随着各门科学的数学化，数学美已成为人

们的共识，愈益显现其璀璨光辉。法国哲学家

狄德罗说：“所谓美的解答，是指一个困难复

杂的问题的简单回答。”爱因斯坦的质量与能

量的关系公式：“E （能量） 等于 m （质量）

乘 c （光速） 的平方”，可以说是“净化和抽

象”的范式。他只用 3 个字母和 1 个数字解答

了内容极为丰富的科学问题。

（2） 规整和简洁。科学家以最规整、最简

洁的形式，概括最丰富、最大量的自然现象，

去揭示最普遍、最深刻的自然规律。科学公式

和理论的规整性和简洁性，就是其深广内涵的

最好形式。例如黄金分割律是一种最简洁、最

美，也是最普遍性的比例形式 （一根直线的前

半段与后半段之比应等于后半段与全长之比，

其解为 0.618，即黄金分割值）；爱因斯坦的广

义相对论，因其简洁、准确而被人们称为“漂

亮的理论”“现有物理理论中最美的”；DNA

规整美丽的双螺旋结构，以及和谐地包含其中

的 A、T、G、C 四个核苷酸，构成了简洁的旋

转形阶梯。就是这一对生命的曲线，却演化为

地球上生生不息、千姿百态的芸芸众生。这简

直是“大美”了！

（3） 对称和有序。自然科学的任务是探索

大自然的现象和规律，而这些现象都具有对

称、有序等特性。正是这些理性活动及其成果

显示的审美 （审视美感） 形式而使人激动。例

如，1869 年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首创的“化

学元素周期表”。他发现各种元素原子的结构

是有规律的，可以列成周期表，并能解释原子

和分子是如何构成物质世界的。人们不能不惊

叹，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竟如此和谐地统一于

原子的周期排列中。自然界的形成、运行、演

化、生长、繁衍、消亡都是有规律的。这就是

令人信服的科学美。

美学是研究有关美的规律的学问。三十余

年前，何寄梅在 《科普创作》 杂志 （中国科普

作家学会会刊） 上就曾经发表过有关“科学的

美”的文章；1988 年 7 月，袁正光在 《科普创

作》 （1988 年第 4 期） 上发表的 《关于科学美

的思考》 中，谈到了科学的五种美学形式：隐

象美、规律美、实验美、理论美、理性美；汤

正华在 《科普创作》 的同期上，发表的 《科普

创作的美学情趣》 中认为：“科学与文学、美

学之间，并非一般所认为的那样不相干，科学

与文学的结合，将达到一种高层次的美学境界”

“我们不能把逻辑认识与艺术认识，或者说逻辑

思维与形象思维绝对地对立起来，这是统一认

识的两个方面……在一些优秀的科普作品里，

总是同时具备这两种思维能力，作品所显示的

惊人的剖析能力和艺术魅力，使我们感受到人

类的高尚情趣与智慧光芒。”她呼吁“时代要求

科普创作提高到更高的美学层次”；1990 年 3

美女的黄金分割 DNA的双螺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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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焦国力在 《科普创作》 （1990 年第 2 期）

上发表了 《引进文学手法 建立科普美学》，

在阐述了“科普创作走进了低谷期”的原因

后，明确提出:“科普创作的突破口在那里？

我认为：科普创作的出路在于———引进文学

手法，创立科普美学”“美学就是艺术的哲

学。科普要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作……科普创

作需要理论指导，这种理论就是科普美学。科

普美学是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研

究科普的艺术，提高科普的创作能力和读者的

审美能力。”他还提出了科普美学的内容和研

究的范围,“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学手段”

“研究如何创造科普作品的艺术意境”“要求

科普作家有广阔的知识面和丰富的生活阅历”

“在创作科普作品时，必须考虑如何才能为广

大的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要求科普作

家具有良好的审美意识”。
1.3 科普美学

“科普美学”说全了是“科普创作的美

学”。在这里，科普创作者是审视美感的主体

（审美主体），他的审美对象 （审美客体） 是

“科学”。科普创作者需要发现和研究“科学之

美”，并将这种美感经过创作 （读、视、听）

手段和创作技巧，形成不同媒介 （影视、广

播、移动、图书） 不同体裁 （讲述体、文艺

体、辞书体等） 的科普作品。

科普创作者对审美客体“科学”的分析研

究，大致有两个方面：

（1） 科学 （包括技术） 能够使人产生美

感的根本原因 （共性） 是什么？有什么规律

可循？

（2） 人的美感是怎样产生的？有什么特

征？以及，需要分析研究，怎样使自己的作品

（审美客体），让受众 （审美主体） 产生兴趣，

从而激发阅读、收视、收听的欲望。

笼统来说，以上就是“科普美学”的内涵。

2科普美学的审美对象———审美的主体与客体
具有审美性质的客体是构成审美对象的

必要前提，没有审美客体存在，也就不可能有

审美对象存在，审美对象是由审美客体转化而

成的。客体包括：自然事物和现象、社会事物

和现象以及文学艺术。由于它们具有审美性

质，即具有潜在的审美价值属性，而被称为审

美客体。无数的自然、社会、艺术审美客体，

为审美对象的形成提供了无限可能性，成为审

美对象构成的客观基础和来源。

具有科学美的事物 （审美客体） 作用于审

美主体 （科普受众），从而在其内心世界中激

发起欢快、愉悦等特殊心理感受，称为“科学

美感”。科学美感不同于一般审美过程中的美

感。它不是仅仅由事物的表现形式 （文字、结

构、图像、色彩、音响） 作用于感官所产生的

感受，而是审美主体与客体互相作用的产物。

一方面，审美客体作用于人的感官，使欣赏者

产生心理和情感的共鸣，引起内心世界和谐

的、美的享受；另一方面，主体以其特有的审

美判断和审美评介选择客体，在无数对象中仅

仅同他所理解的客体建立审美联系。主体的审

美活动不是机械的、照镜子式的被动活动，而

是探照灯式的能动活动。

“科学”作为审美对象，包含在自然界和

社会中，具有科学审美属性的多种多样客体，

但只有当审美主体欣赏它们时，才会成为审美

对象；当主体还没有形成审美能力 （缺乏科学

素养） 或审美态度 （无意揽胜） 时，它们也不

会成为审美对象。

由于上述原因，科普创作者就需要着意在

“引人入胜”上下功夫。“胜”就是追求科学

真理的乐趣；“入胜” 就是进入到科学真理

的胜景中去的喜悦。这种胜景是科学技术本身

的美所造成的。

我引用赵之于 《科普创作》 1983 年第 4

期上发表的文章 《趣味的层次》 中的一段话：

“科学对于科学家、科技工作者们来说，那是

一种有生命的东西，极其生动，非常有趣，可

以令人迷醉……所以，发现量子力学的海登堡

在记录他和爱因斯坦的对话时写道‘如果自然

给我们显示了一个非常简单和美丽的数学形

式，显示了任何人都不曾遇到的形式，那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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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相信它是真的，它揭示了自然界的奥

秘’。在这些科学大师们看来，真实的、合规

律的就必然是美的。因此，我们在科普写作和

科普编辑中除了要讲究一般的趣味手段之外，

更应当着意于把科学本身的趣味 （科学美），

即把科学的本性挖掘出来，让他们 （读者） 感

受到科学本身就是迷人的，是美的。只有这种

趣味，才能叫做‘科学趣味’。或者借用一下

我国古代诗论中的语言，叫做‘理趣’。只有

把科学趣味发掘出来，才会收到使读者愿意

不避艰险，不怕枯燥，进入科学领域去追求科

学本身的效果。”

创作一篇科普作品时，在结构上怎样来体

现“科学技术本身的趣味”呢? 读者在阅读

科普作品时，总是带着生产或生活中碰到的

许多问题———什么?怎么?为什么?这些问题在

读者的头脑里不是凌乱地出现的，而是有规

律地产生的。也就是说，读者有自己的思维活

动。想要吸引读者，就一定要抓住读者的思维

逻辑，当读者想到什么时，作者正好讲到这个

问题，从而使读者产生浓厚的兴趣。科学技术

本身是一种严格的逻辑思维。作者不仅不能违

背这个逻辑，而且要善于把读者的思想引导到

科学的思路上来。一方面要掌握和顺应读者的

思维活动规律；另一方面又要往科学的思维上

引导。通过顺和引，把两者结合起来。这个过

程就可以概括为“引人入胜”四个字。

科学本身的趣味在于追求真理，如果着意

挖掘了“科学趣味” 让读者感受到了科学的

美，引导读者进入科学真理的胜景，感染和熏

陶读者去树立高尚的思想情操，这样的科普作

品必然是弘扬了“求真、崇实、无畏、创新”

的科学精神的。科普作家在写作技巧上需要

构思的是“引人”两个字。这里说的是“引

人”而不能“强人”。关键是要找到与读者的

“感情世界”和“经验世界”契合的切入点，

引起读者的情感认同而将作者传播的科技知

识融为自己的知识。不同的读者对象，由于科

学文化水平、兴趣和年龄的差异，有着不同的

感情世界和经验世界。可见，作为科普创作

者，必须对自己作品的审美主体———受众要有

深入的研究和了解。

科普创作者的审美对象是“科学技术”。

他们的任务是运用其特有的审美经验、审美判

断与评介，发现科学技术的审美价值属性，运

用高超的写作技巧，把科学美呈献于读者。

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

的分科的知识。科学是“求真”，科学用逻辑

和概念等抽象形式反映世界，揭示事物发展的

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技术是“务实”，

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

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 （还可包括相应的

生产工具和设备，以及工艺过程）。

科学技术的审美价值属性可以用下列一段

话来概括：

“科学技术是艰巨的、诚实的劳动，它启

迪人们的智慧，培养人们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务

实精神；科学技术是探索未来、创造未来的，

它培养人们宏伟的胸襟，宽阔的眼界，探索的

勇气和创新的胆识；科学技术是同谬误作斗争

中发展起来的，它培养人们不畏艰险、不怕挫

折、锲而不舍，一往直前地追求真理和捍卫真

理的大无畏勇气；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的财

富，它同一切投机取巧、唯利是图、自私自利

的行径格格不入，它陶冶人们高尚的情操，培

养人们的献身精神。”

以上这些人类优秀的品德“科学之美”，

都是科学技术的属性，是人类科学精神的具体

表现。

3“科普美”的内涵与审美形式
“科普美”是审美主体———科普作者通过

创造性劳动，将审美客体———科学技术知识，

运用“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或“逻辑思维

与形象思维相互结合”的创作技巧，整合、演

绎为第三性美学作品的审美形式 （第一性为自

然美，第二性为科学美）。

在讨论科普美的形式之前，似有必要来重

温一下科学和艺术大师们对“科学技术与文学

艺术”的关系及融合方面的名言。由于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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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普作品是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结合，“文

理交融”的产物，有关这个问题的认识与实

践，对我们科普作家来说是至关重的。

我国最早探讨“美”与“真”的是梁启

超。他认为：“从表面来看，艺术是情感的产

物，科学是理性的产物，两个东西很像是互不

相容的，但是西方文艺复兴的历史证明，艺术

可以产生科学。……艺术和科学有一共同因

素———自然，两者的关键都是‘观察自然’。”

李政道认为：“科学是人类探究、认识大

自然的结晶，艺术是人类描绘、表现大自然的

升华。它们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

的共同目标都是追求真理的普遍性”

“艺术，例如诗歌、绘画、音乐等，用创

新的手法去唤起每个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深

藏着的已经存在的情感。情感越珍贵，唤起越

强烈，反响越普遍，艺术就越优秀”

“科学，例如化学、物理、生物等，对自

然界的现象进行新的准确的抽象，这种抽象

通常被称为自然定律。定律的阐述越简单，应

用越广泛，科学就越深刻。尽管自然现象不依

赖于科学家而存在，它们的抽象是一种人为的

成果，这和艺术家的创造是一样的。”

诗人臧克家说：“研究大自然，参透它的

奥妙，是科学家的任务；描绘大自然，表现大

自然，是文学家的事情。”

爱因斯坦说得好：“在那不再是个人企求

和欲望主宰的地方，在那自由的人们惊奇的目

光探索和注视的地方，人们进入了艺术和科学

的王国。如果通过逻辑语言来描述我们对事物

的观察和体验，这就是科学；如果用有意识的

思维难以理解而通过直觉感受来表达我们的

观察和体验，这就是艺术。二者共同之处就是

摒弃专断、超越自我的献身精神。”

科学家与文艺家是天然的同盟军。他们从

不同的立场，用不同的方法，各自而又协同地

研究和描绘着绚丽多姿、五彩缤纷的大千世

界。而科普作家则应是兼两家之所长，融会贯

通地运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生动地描绘和

传播自然知识的专家。

科普作家要学会用两只眼睛看世界：一只

眼睛看的是“科学技术”，另一只眼睛看的是

“文学艺术”，从而用文学艺术的心灵和笔触来

演绎和释读科学技术。

笔者的一位好友，科普作家顾钧祚说，马

王爷有三只眼，我们应当还有一只眼睛，看的

是市场。

科普创作也需像李政道所说的艺术一样，

用创新的手法去唤起人们心中的良知、激发读

者的情感，使他们进入科学美的境界，去感受

科学探究的过程。传播技术也一样，技术所依

据的科学原理是已知的，但将科学物化所使用

的技术路线却是创新的。普及技术的科普作品

应将这种创新思想写出来。

科普创作与艺术创作一样，都是运用艺术

的手段 （就科普创作而言，就是发掘或表现科

学美的创新的技巧），遵循美学的规律，将科

学所包含的美去感染人们，给人以真与善的感

悟 （包括科学的探索与发明，技术的创新与进

步）。

什么是美学的规律？“人类是按照美的规

律创造世界的。美的规律就是人类在进行自由

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时，

符合客观物质运动的规律。因此美的规律恰恰

就是左右物质运动的规律。……美学与自然科

学在实践基础上是辩证统一的。” （王天宇：

《论科普作品应给人以科学美学思想的感染与

熏陶》）

下面，笔者根据多年的编创实践，介绍

“科普美”的五种审美形式及其创作技巧。
3.1 逻辑美

科学重理性，具抽象性；科学研究主要依

靠分析、归纳和推理，以逻辑思维的方法为

主。科学认识世界的纽带是“逻辑”。

科普作者运用逻辑思维进行创作的主要体

裁是“讲述体”。讲述体通过通俗的讲解、叙

述，传播某种科学知识或应用技术，力求表达

科学技术的“逻辑美”。一般行文平铺直叙，

大都要求从不同侧面穿插历史、联系生活，做

到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汤寿根 试论科普美学学术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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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述体作品中，又可以分为各有特色的

不同表达形式，如浅说、趣谈、史话、对话、

自述等。

浅说—这是最常用的形式。这种文体一般

保持了原有的学科体系，但回避了繁复的数学

公式和深奥的术语、定理，用简明、流畅、生

动的语言通俗地介绍科技知识。

趣谈—在浅说 （漫话） 文体的基础上，以

有趣的故事、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以及谚语、

成语、诗词切入主题。这类文体常常使用一些

生活的、历史的、文学的情趣来吸引读者，旁

征博引、涉古论今、谈天说地，既给人以知

识，又给人以乐趣。

这是知识性和技术性科普读物的特点与

要求。

“讲述体”科普作品如何体现“逻辑美”

呢？对于这种体裁的科普作品，可以有两种创

作手法。

（1） 抓住读者的思维逻辑，从他们的感

情世界与经验世界中的科学问题作为切入点，

层层剥笋，步步深入，运用严密的逻辑，不

断地展示科学思维的美，将读者引进科学真

理的胜景中。

（2） 同样，从读者的感情世界和经验世界

中的科学问题作为切入点，经过设计，有意识

地在科普作品的形式和结构中设置相应的环

节，在传播科技知识的同时表达了“逻辑美”。
3.2 形象美

艺术重感性，具形象性；艺术创作主要依

靠联想、想象和灵感，以形象思维为主。艺术

认识世界的纽带是“感情”。形象思维是人们

依据客观之象，经过主观创意的加工，创造出

形象，运用形象进行表述。

科普作者运用形象思维进行科普创作的

主要体裁是“文艺体”。文艺体是运用文学艺

术的形式来记述或说明某些科技内容的一种

创作体裁。它寓科学技术于文艺之中，把叙

事、描写、抒情和议论不同程度地结合在一

起。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文艺手段来宣传

科技知识和科学思想，富有“形象美”，使科

学较易为人们所接受。

文艺体科普创作的体裁有：科学散文、小

品、诗歌，科学小说、故事、童话，科学报告

文学、考察记、游记等。科学文艺作品可以说

能够采用文学的所有体裁。

关于这些体裁的特点与作用，可以参考章

道义、陶世龙、郭正谊主编的 《科普创作概

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年 9 月）。本文

不再赘述。

本文仅就如何区别文艺体的“科学小品”

与讲述体的“科普短文”提供一些意见。

科学小品是一种以科学为题材的小品文。

它区别于讲述体浅说文体的科普短文在于运

用了文学和哲学的情趣；区别于讲述体趣谈文

体的科普短文在于运用了哲学的情趣。所以，

一篇短篇科普作品，在界定它是否属于科学小

品时，主要看它是否富含哲理。

科学小品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可以写

景抒情、状物记事。这种古老的文学体裁有如

行云流水，原无定型，可以兴之所至，各出心

裁；海阔天空、舒卷自如，不受时空约束，议

论与叙事交融，兼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两个

领域。作家对科学、对科学与社会生活之间关

系的认识、感想、评价等，也不可避免地同时

是科学小品的内容。科学小品不同于科普短文

的原因正在于它接触生活，作家于倾爱吐憎中

烛古窥今、见微发隐、小中见大，把引人入胜

的诗情画意、耐人寻味的哲理遐思，渗透到饶

有趣味的科学知识之中。诗、哲、知三位一

体，读者不仅能由此增长知识，而且可以启

迪才智、陶冶情操。

当然，由于一篇作品的侧重面有所不同，

科学小品和科普短文之间会存在一个模糊的

边界层。

近年来，笔者从张景中、吴全德两位院士

的科普作品中感悟到科学确实有感性的“形象

美”。怪不得陈景润会迷醉于“数理王国”之

中，想来他不但在脑海里看到了数学“逻辑

美”的意象，而且也看到了数学的“形象美”。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数学家张景中院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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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开会。笔者去拜访他时他正伏案工作，电脑

屏上有一朵美丽的花朵，彩色的花瓣不断地舒

展、演变着，仿佛是一个生命体，正展示着她

的千姿百态。笔者简直看呆了！景中先生说：

这里演示的是“数学的动态美”。它所反映的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几何图形中一个点的运

动变化。随便画一个圆，圆周上任意作 3 个点

A,B,C，把两点 A,B 连成一条线段，线段上取

第四个点 D, 作线段 CD, 再在 CD 上任取一点

E. 想象 A、B、C 是 3 个抬轿子的，E 是坐轿

子的。三个抬轿子的在圆上用各自不同的速

度奔走，那么 E 的轨迹是什么样子呢？

任何一位小学生，学习十几分钟，就可以

用 《超级画板》 作出这个几何图形，再用 《超

级画板》 的轨迹功能作出坐轿人运动的轨迹。

给 3 个抬轿子的速度的不同设置和 D、E 两点

不同位置，做做数学实验，就会得到成百上千

种图案。

笔者在大学时代，成绩最差的就是数学，

想不到这门枯燥的“纯科学”竟然蕴含着如此

丰富的“感情”！如此简单的几何图形居然蕴

含如此丰富的美丽图案，这是数学的美！正是

“万物皆有爱，科学也多情”。

“超级画板”是张景中先生根据上述原理，

编制的“科普数理动漫”软件。孩子们作为审

美主体，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运用它去发

现、制作出美丽的数理形象。

近日，我查阅到，20 世纪 80 年代产生了

一门新的数学分支——分形几何学。这是研究

无限复杂的自相似图形和结构的几何学。这是

描述大自然的几何学，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它

是科学美和艺术美的有机结合、数学与艺术的

审美统一。枯燥的数学不再是抽象的哲学，而

是具象的感受。

吴全德院士在北京大学研究纳米科学。他

在研究“金属纳米薄膜的成核生长机理”时，

发现科学实验能够把科学与艺术融合起来，使

它既反映深奥的科学问题，又具有艺术欣赏价

值。他用电子显微镜拍摄了银胶粒聚合而成的

“野花”“鲜果”“海马”等许多美丽的形象。

由此，他认为“科学美”可以是抽象的，也可

以是形象的，可以用视觉欣赏。科学实验会出

现各种各样极为复杂的图形，包括许多分形图

形。他探讨了“科学实验艺术”形象美形成的

机理，撰写了科普图书 《科学与艺术的交融·

纳米科技与人类文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7 月）。

3.3 哲理美

将“逻辑美”与“形象美”融为一体，运

用“文学艺术的心灵与笔触去释读与演绎科学

海马 野花

鲜果 野花

汤寿根 试论科普美学学术随笔

89



2014 年10月 第 9卷 总第 52期5

技术”，或者简化为“使用感性的文笔，释读

理性的科学”就产生了“哲理美”。笔者认为，

这是当前需要提倡的创作方向，如文前所言，

科普的社会功能可以概括为一副对联和五个

词组：一副对联是“解读自然奥秘，探究人生

真理”五个词组是“求真、崇实、启善、臻

美、至爱”。这种作品兼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

维两个领域。在这里，不仅仅是科学内容与文

学形式的结合，科学的内容也具有文学的意

义，符合文学的要求。文学与科学一样，都是

我们认识世界的眼晴。由于文学向科学渗透，

在同一篇文章中，科学与文学能够各自从不

同的侧面向纵深开拓，互相补充，发挥着认识

同一事物的特殊功能。期望读者在获得科学知

识的同时，感悟人生。

笔者曾经尝试创作了一批“科学散文”：

《浦公英的情怀》 《故乡的小河》 《悠悠寸心

草》 《让世界充满爱》 《大雁情》 《仰望星

空》 《生命永恒》 等，科学知识会过时和更

新，但文学的价值却是永存的。
3.4 语言美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科普作品还应讲究

文采，力求文笔优美，甚至要具有艺术的感染

力。作品的文采，主要表现在语言艺术上，在

通俗和准确的基础上讲求鲜明生动、简洁流畅，

“惟陈言之务去”以形成自己的文章风格。“风

格”就是作家在创作中所体现的艺术特色、创

作个性。作家由于生活经历、学识素养、个性

特征的不同，在处理材料、驾驭体裁、描绘形

象、运用技巧、遣词造句方面各有特色。

科普作品的美感，尤其是科学散文，在很

大程度上表现为“语言美”。语言美的基本特

征，苏轼在 《答谢民师书》 中作了精辟论述，

“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

姿态横生”。语言艺术风格多种多样，古朴华

丽、刚劲委婉、细腻简洁、幽默谐趣，无论何

种风格，在整篇结构紧凑凝练的基础上，行文

自然、语言明快，是我国散文民族传统的精髓。
3.5 结构美

结构是作品的骨架，是表现作品的内容，

显示作品主题的重要手段。对于一篇优秀的科

普作品来说，必须要有一个完美的结构，即完

整、和谐、统一。完整就是要内容充实、脉络

清晰、因果分明。和谐就是要主次分明、前后

呼应、协调匀称，切忌章节杂乱、旁枝丛生。

统一就是要格调一致、起承转合、顺理成章，

观点与材料形成一个完美的统一体。读者不仅

从文章的内容上，即使在文章的结构上，也能

体会到“和谐有序”的美感。结构美正是科学

的内在美。DNA 双螺旋阶梯形结构，若画其

与螺族轴垂直的平面投影 （顶视图），则形似

一个漂亮的五角星勋章。雪花美丽的对称有

序、千变万化的晶体结构，莫不令人惊叹大自

然造物之工。结构是科普作家对题材进行全面

调度和把知识加以深化的一种艺术审美。

求索 （笔名） 于 《科普创作》 杂志 1990

年第 3 期上发表的 《科普作品的美感》 一文中

谈到：“科普作品的美感，另一重要方面就是

文章的结构美。文学作品要求用美的形象来表

现社会生活，要求美的内容和美的形式的统

一。科普作品毕竟是姓科的，以科为主。对于

大量的科学信息、科学材料，要进行恰当的编

织和组合，在结构上做到疏与密、繁与简的统

一。散文素来要求谋篇布局艺术，无论内容繁

简，都应该做到主线分明、层次清楚、脉络清

晰、腴瘠有致，‘疏可走马，密不透风’使整

篇文章结构匀称，无论从整体还是局部看，都

觉得很美。刘勰说‘文贵圆通，辞忌枝碎，必

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 （《文心雕龙·论

说》）。这些话深刻地阐明了文章结构美的规

律，科普作品也应该努力做到”。

（编辑 马海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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