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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本祓科普作品片段欣赏

甘本祓

[编者按]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荣誉理事、旅居美国多年的甘本祓先生是微波技术专家、教授、高级工程师。几十年

来他不仅著、编、译了许多专业著作，而且还创作了大量的科普作品并多次获奖，是老一代科普作家的典型代表

之一。早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他的 《茫茫宇宙觅知音》 《谁是电波报春人》 就被当作科普作品的范本流传，

而他的 《生活在电波之中》 更是创造了 500 万册的销售奇迹，被誉为“超级畅销书”。这两年，年逾古稀的甘本

祓又连续推出了 6 本佳作。他这种宝刀不老、焕发青春的状况，引起科普界的巨大反响，有人把他称为“科普的

情人”，还有人提出要研究“甘本祓现象”。2015 年 10 月 18 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中国科普研究所和科学普及

出版社在中国科技会堂联合召开了“向老一辈科普作家致敬———甘本祓先生科普作品研讨会暨甘本祓科普作品

展”。科普界、学术界、出版界和新闻界许多专家学者与会共襄盛举。会上，陈芳烈、汤寿根、王直华、苏青、

颜实、石顺科、赵萌、尹传红等人围绕甘本祓科普作品的创作历程及其内容、风格、艺术特色等分别做了重点发

言。其间，尹传红在发言时突然站起来说，他在这里要代表两个尹传红向给予他深刻影响的甘本祓前辈致敬，并

解释说：两个尹传红，是指现在的尹传红和 1979 年 11 岁时读 《生活在电波之中》 《茫茫宇宙觅知音》 等作品时

的尹传红。他的这一“创举”，既代表了新一代科普作家对老一代科普作家的尊敬和传承，也使会场氛围达到高

潮。本期“科普创作”栏目选载了甘本祓科普作品的几个精彩片段，以及甘本祓科普作品研讨会上的部分发言摘

要，以飨读者。

科普创作 阴

多少年来，人们仰望蓝天，思绪万千。那

洁白晶莹的月球，那繁星万点的银河，那无边

无涯的宇宙，强烈地吸引着充满探索精神的人

们。他们不相信：在这茫茫的宇宙中，人类竟

是这样的孤单。决心要找一找那些神秘星球上

的主人，会一会居住在太空里的知音。于是，

人们热情地幻想着、研究着、探索着……

* * * *

幻想是思维的翅膀，科学才使人真正飞

翔。在美丽富饶的地球上，人们始终没有正式

接待过乘飞碟飘然而降的贵客，也抓不到在魔

鬼三角区捣乱的凶手。坐等既然不行，那就飞

出去吧!走，上月球去，到火星去，到银河系

去，去看看那九天之外的“文明世界”，去看

看“宇宙人”究竟是什么样的月貌花容……

* * * *

宇宙是无限的，人们对宇宙的探索也是无

限的。登上了月球，窥视了火星。也探索了比

地球更靠近太阳的热得要命的金星和水星。

“知音”呵，却还是无踪无影。飞吧，继续地

飞吧，飞向木星、土星，飞向天王星、海王

星，飞向更遥远的冥王星，到太阳系外面去旅

行……

* * * *

看来，我们这些在这个小巧、精致的蔚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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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地球上生活惯了的人，十分不习惯于宇宙

这个过分庞大而神秘的概念。它动不动就是上

亿公里的路程、上万年的时间。而我们人类的

生命却是那样的有限，我们所作的努力同我们

应该达到的相比又是那样地平凡。也许有人会

问：如今所作的一切，在过了上万年之后还有

意义吗？也许另一些人会说：对“宇宙人”的

探索只不过是“庸人自扰”，根本就没有什么

外星文明，地球是得天独厚的。也许还有人

说：什么飞碟呀、宇宙电讯呀，通通不过是

“白日梦呓”，那对外星的探测也只不过是为了

显示一下自己技术的威力……

但是，我们却要说：对宇宙生命 （包括高

级生命） 的探索，这却是一项严肃的、影响深

远的科学事业。因为，从本质上说，对宇宙的

探索就是对我们本身的探索。这探索将使我们

更加了解我们的星球在宇宙中的地位和意义；

了解我们人类在宇宙生命进程中的地位和意

义；同时对我们本身、对我们地球上的一切、

对我们从地球向外看去的一切，做出更科学

的解释。又因为，在这样的探索中，我们将极

大地发展我们的技术手段、经济手段、哲学手

段，甚至行政手段，我们将会把我们地球上的

文明向更高的阶段推进。还因为，我们人类在

科学上决不能是自私的，我们今天的努力，

将为我们的千秋万代的生活、思想认识奠基，

如果我们能早一点回答诸如生命的演化、宇宙

的演化之类的问题，我们将无愧于我们的后代。

我们还可以把思绪缩得更小一点，问一

问：你有什么理由来否定人们怀疑、幻想和探

索的一切呢？难道你没有看到人类所设计的、

奇形怪状的飞船正在飞往宇宙？难道你没有

了解到重返大气的飞船会发出耀眼的亮光？难

道你没有听说一艘艘探测器在地球以外的星

球上着陆？那么，为什么就不可能有外星文明

人所发射的“飞船”、探测器在地球着陆、在

天空发光呢？还有，人类是否已经对射电天文

望远镜所截获的电信号的全部含义做出了科

学的解释？是否对脉冲星、类星体或者星系核

的电磁辐射起因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是否对于

达到光速的飞行速度和可能产生的影响有了

理解？说得再露骨一点：谁又能保证在我们有

生之年不会发现另外的宇宙生命或者翻译出

一篇天外来电呢？

虽然，我们地球上的人拥有能引起外星人

注意和进行宇宙探索的技术手段，例如无线电

通讯、核爆炸、射电望远镜、宇宙飞船等，只

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可是，谁又能断定外星上

的文明也是同我们同时发生和发展呢？也许，

他们在好多年前已在向地球进军；也许，他们

的“飞船”正在向我们逼近；也许，他们的电

讯正在变得越来越能使我们懂得；也许……也

许……

既然我们像不能肯定那一切的那样，不能

否定这一切，那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期望、等待

和行动。

所以，我们要说：

等待吧，朋友！等待那使你神往、振奋的

一个又一个喜讯！

探索吧，朋友！探索那地球外生命的奥秘

和宇宙中的知音！

幻想是美好的，

而探索却更加美好……

（原载 《知识就是力量》 1980 年第 5、6、

7 期）

有人说：历史是一记警钟，发人深省；

有人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前车之鉴；

我认为：历史是一则冷酷而浪漫的故事，

让人……

君不见，昔日冤家对头，今日却在热恋，

这就是历史的浪漫。

难怪有人高呼：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20 世纪，人类打了两次世界大战，

21 世纪，谁还想再干？！

既然如此，不如让历史回放，也好过让历

史重演……

现在请看： 《航母来了：从珍珠港到东

京湾》，

它把一段真实的历史呈现在你的面前。

甘本祓科普作品片段欣赏 掖掖掖 甘本祓 / 科普创作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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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歌颂中、美联手抗日的事迹，来唤

醒痴迷；

让我们敲响历史的警钟，来抵制让军国主

义复辟。

愿人民世代友好，

愿世界永享和平。

（原载 《航母来了：从珍珠港到东京湾》，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4 年 1 月）

一百多年后，人们在萨克拉门托塑了一座

沙特像。

你看，他背靠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

面对着他创建的沙特堡，手里握着他建立梦

想王国的蓝图，脸上却带着迷茫。为什么？因

为他在思索：

到底是

梦想在追逐着机遇？

还是

机遇在等待着梦想？

是啊，对于他，曾经是梦想在望、机遇在

握。他要建立他梦想中的新海尔维王国，而又

有着遍地是黄金的机遇。真可以说是万事齐备

而又不欠东风。所以，连布朗南都预言他将成

为加利福尼亚最有钱的人！

可是……

如今，人们塑像立碑表彰的是他那开疆辟

土的创业精神。同时，也在提醒人们：

胜利绝不会眷顾那些空有梦想而在机遇面

前踌躇不前的人；

胜利只属于那些紧紧抓住机遇、努力打

拼、去实现梦想的勇士！

（原载 《硅谷启示录 1：惊世狂潮》，科学

普及出版社 201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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