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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统科普的优势日渐薄弱，我们需要更

多样的传播方式来传播科学，其中科幻电影就

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式。科幻电影与科学有着

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虽然科幻电影不是天然

的科普作品，但是我们可以利用科幻电影的独

特优势，经过加工达到更好的科普效果。

就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和影视资料

来看，关于科幻电影能否用来进行科学传播的

研究大致集中在理论研究层面，一是将科幻电

影作为科学传播活动的研究对象进行可能性

分析，二是针对科幻电影作品与科学相关主题

的发展与转向而展开的历史研究。这些研究主

要分析了传统科普所面临的问题、科幻作品的

启示意义及其对科学传播的意义等。而针对如

何有效地将科幻电影与科学传播相结合的讨

[ 摘   要 ] 时代更迭，传统科普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科学传播需要更多元化的形式，运用科幻电影作为

一种传播手段来丰富科学传播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但对于能否用科幻电影进行科学传播的观点褒贬不

一。本文通过案例分析了科幻电影中的可传播因素，并就科幻电影的科学传播及相关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

证明了运用科幻电影进行科学传播具有可行性，并有特殊的传播效果，也是多数公众愿意接受的一种科

学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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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还不够深入，本文从传统科普面临的困境出

发，通过案例分析以及实际的数据调查加以

佐证，证明科幻电影可以作为科学传播的手

段之一。

1传统科普的困境
首先，传统科普的理念已经过时。传统科

普的理念通常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它主要强

调科学知识的大众化过程。第二，它预设成一

个科学知识的单向传播过程 , 即由掌握科学知

识的人向没有掌握科学知识的人传播的过程。

这种预设的一个潜台词就是科普活动相当于

科学家把公众当作空瓶子 , 只是单向地给予甚

至灌输。第三 , 科学普及概念中还有这样一个

预设：科学技术都是好的 , 都是具有无需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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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面价值 , 自然科学的方法现在或者将来都

能解决人类一切领域的问题。所谓的科学普及 ,

就是把完美的东西带来 , 让广大的公众知晓它 ,

运用它 [1] 。

其次，科普图书、电视科普节目、科普讲

座等传统科普手段也面临着受众不断流失的

问题。1961 年科普系列著作《十万个为什么》

首发，曾创下发行量累记超过一亿册的记录，

这本科普著作在当时可谓是人尽皆知，但现如

今很难再有传统科普读物可以达到这样的辉

煌。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电视逐渐进入中国

人的家庭，通过电视节目进行科普也应运而

生，然而如今以传统科普理念制作的“走进科

学”“探索发现”等科普类节目的受众面越来

越窄。此外，传统科普讲座也很难引起公众的

兴趣，给人以沉重枯燥之感。

另外，传统科普中的枯燥、形式化也让传

统科普陷入困顿。“科学家或科学组织多采用

直接的传播方法，亲自出马，通过科普报告、

科普讲座、走工厂下农村，传播科普知识。”[2]

虽传播内容也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但受众的参

与度与效果仍然不尽如人意，所以其效果当然

是可想而知的。

传统科普在现实生活的检验下已经无法

再得到公众的完全信任，科学的绝对真理地位

已经动摇。一些传统科普对科学作用的过于夸

大、盲目信任已经受到怀疑和指正。“‘传统

科普’以歌颂科学技术为己任，是跪倒在科学

面前对科学盲目崇拜的。它是一种‘科学高高

在上，公众嗷嗷待哺’的单向灌输图景。这种

单方面的灌输已经不能再满足现如今公众对

于科学的真实认识。”[3] 由此可见传统科普在当

代社会现实中已经面临很大的问题，公众关注

度的降低使得科普工作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传统科普不论是内容还是形

式都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公众需要更多元、

更多样化的科学传播。

2利用科幻电影进行科学传播的可能性研究
2.1 反对运用科幻电影进行科学传播的意见

科幻电影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科学传播手

段，科普工作者们对此颇有争议。其原因大致

有三点。首先，有观点认为科幻电影中的一些

画面比较惊悚，受众的年龄段比较狭窄。其次，

认为科幻电影是一种娱乐手段，但科学知识是

严肃的，所以运用科幻电影进行科学传播是不

合适的。其三，认为科幻电影并不具有进行科

学传播的能力，因为其缺乏一个系统的适合科

普的知识框架。《科幻世界》杂志主编姚海军

也曾说：“科幻在科学知识普及方面有其作用，

但确实不能完全代替科普。原因是科普既包含

了具体知识、常识的普及，也包括了传播认识

世界的方法，但科幻并不能这样面面俱到。” [4]

而事实上，任何科学传播方式都不可能面面

俱到。

2.2 赞同科幻电影具有科学传播可能性的意见

科幻电影具有科学传播的可能。《光影两

万里——世界科幻影视简史》虽是一部关于科

幻电影史的著作，但其作者郑军在书中提出这

样的观点：“科幻电影”有别于“魔幻电影”，

具有一定的科学基础和真实意义 [5]。从题材

上看，科幻电影将真实的科学背景、专业的科

学知识运用其中，所选题材既不是魔幻的也不

是怪诞的，是具有科学理性和逻辑性的。从表

现手法上看，为了视觉效果真实，目前的科幻

电影多采用 3D 拍摄技术，大量现有高科技成

果运用在影片之中，增加了观众对未来科技社

会的体验。

从科学的角度研究科幻电影的学者中较

有名气的当数江晓原教授，他在《科幻电影

指南》一书中给出了观看科幻电影的七大意

义：1、想象科学技术的发展；2、了解科学

科幻电影，放大的现实 <<< 秦晨菲    聂馥玲 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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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负面价值；3、建立对科学家群体的警

惕意识；4、思考科学技术极度发展的荒诞后

果；5、展望科学技术无限应用之下的伦理困

境；6、围观科幻独有故事情境中对人性的严

刑逼供；7、欣赏人类脱离现实羁绊所能想象

出来的奇异景观 [6]。上述内容说明了科幻电影

与科学的关系，科幻电影是可以通过合理的想

象以直观的视觉体验揭示出与科学相关的诸

多问题，能引起观众情感上的思考和反思，这

些都是与公众理解科学直接相关的。

在其他一些专门论述科幻电影与科学传

播的文章例如《美国生态主题科幻电影的启

示》中也提及：“抽取了美国电影史上极具代

表性的生态主题科幻电影作为样本，分析这些

科幻影片所反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科技

发展与科幻电影的关系，对生态主题科幻电影

进行哲学反思，希望有助于推动科技理性发

展，同时维护科学技术与自然生态环境间和谐

发展的关系。” [7]

王一鸣也曾在《科幻电影、创新及科普》

中提到：“科幻是超现实的，但不是超自然的，

它依托于现有的科学基础。发展科幻电影，对

于培养人们的科学想象力，甚至对于社会范围

内的科技创新、创意产业的发展，都具有积极

促进作用。”[8]

科幻小说家金涛在论及“科普与科幻”时提

出：“把科学普及理解为科学技术知识的大众化、

通俗化，无疑是正确的，科学普及大量的工作往

往表现在这方面。但是，仅仅这样理解科学普及，

还是不够全面的，有很大的局限。以科学普及的

目的而言，除了传播科学知识，使大众更好地接

受科学、亲近科学、喜爱科学，还必须大力传播

科学思想、科学观念以及科学精神。”[9]

由此可以看出科幻电影在形式上兼具娱乐

性，容易引起公众参与的兴趣，在内容上具有科

学基础的想象，也包含一定的科学知识。在启发

公众的反思精神上比起传统科普手段更胜一筹。

3科幻电影中的科学传播因素
（1）科幻电影的科学基础

科幻电影的基础是科学，因为科幻电影的

拍摄手法和故事构造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

上，虽然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幻想成分，但科学

的发展正是建立在这些想象之上的。1953 年

美国拍摄的《星际战争》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

一部科幻电影，电影的开片部分用了很长时间

向观众科普太阳系的各个行星，以方便他们对

整个电影的理解。

人 类 真 正 登 上 月 球 之 前， 美 国 拍 摄 了

《2001 太空漫游》（1968 年），为拍摄这部

电影，导演库布里克请教了很多科学家，以保

证其想象内容符合一定的科学合理性。其实，

许多科幻电影的导演、工作人员都要求具有科

学专业背景，如《星际穿越》为保证剧中涉及

物理学知识的准确性，剧组拥有具有专业教育

背景的科学顾问，等等。

所以，科幻电影涉及的科学内容是在科学

理论上的合理想象，并不是随意的天马行空，

而其中的科学内容经过加工是可以进行科学

传播的。

（2）科幻电影主题与反思科学的主题相关

科幻电影可以进行科学传播的原因之一

是它立足于科学并关注当下的科学现象。1962

年，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

出了环境保护这个概念，环境问题开始引发

公众的热议，随之科幻电影也将对“星际文

明”“超自然能力”的注意力及思考逐渐转换

到“生存环境”主题上来。如 1995 年的《未

来水世界》，影片描绘了由于全球气候变暖，

2500 年的地球已经成为一片汪洋，生活在水

上浮岛的人无比向往陆地的生活，揭示了坚实

的土地才是人类的生存基本；又如 2004 年爱

默里奇导演的《后天》也讲述了因人类过分开

发自然资源所引起的气候变暖带来的灾难性

的后果。随着生物学的快速发展，生物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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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影《后天》宣传海报

大肆使用，各种能源的过度开发与滥用的现象

日益增多，“基因变异”“克隆”等主题系列的

科幻电影开始出现。

图 2  电影《哥斯拉》宣传图

直到 2001 年 4 月 5 日，日本东京电力公

司开始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含低浓度放射性

物质的 1.15 万吨受污染水排入海中，东电公

司和日本政府均表示，污水排放不会对海洋环

境造成影响。事后，科学家证明了辐射的确会

产生有害的问题。一些研究海洋生态的专家表

示，海洋生物的卵和幼体对核辐射较为敏感，

核物质将改变它们的基因，虽不至于产生“哥

斯拉”，但海洋食物链将受到破坏。倘若污染

时日延长，海洋生态不可避免地会遭到侵害。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环境辐射学专家比尔·伯

内特说：“...... 但是，铯是个较为严重的问题。

海洋环境中铯的放射性完全衰减，需要几代人

的时间。”但随着时间的增加，放射性物质不

但会进入食物链，还会影响到海底淤泥。自然

界中的电离辐射造成的基因损害大部分可以

恢复，但人类活动制造的过量辐射对生物体的

基因损害却难以修复。”[11] 由此可见，辐射

已被证明存在危害，而《哥斯拉》以夸张的表

现形式向人们展示了核辐射对生物可能产生

的危害，具有前瞻性作用。

“人兽嵌合体”是指 NIH（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或将允许把人类干细胞植入特定动物

胚胎中，以治疗人类疾病。2011 年，鲁伯特·瓦

耶特执导的《猩球崛起 1》上映，其中就讲述

了这种人类难以控制的科学危险。影片中，为

了经济利益，人类在研制治疗阿尔茨海默症药

品时使用猩猩进行活体实验，使得猩猩的智力

达到和人类一致的水平，人类用残暴的方式对

待受试验的猩猩，后又因为事故导致猩猩逃

脱，对人类造成了严重威胁，而人类难以控制

危险局面，损伤惨重。2014 年《猩球崛起》

拍摄了第二部，将猿与人类抢占资源的灾难

进一步深化。

（3）科幻电影与实际科学事件紧密相关

科幻电影可以进行科学传播的原因之二

是科幻电影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合理推想，与现

代科学产生的问题有一定的连接性并具有前

瞻性。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泄漏，

造成了放射物污染周边环境，“这次事件使大

量放射性物质从堆蕊释放到环境中。”[10]1998

年，爱默里奇导演的科幻电影《哥斯拉》就将

放射物的潜在威胁外化成了一个可怕的怪兽

形象，塑造了因核辐射影响而变异的蜥蜴，它

们无性繁殖且繁殖速度惊人，人类为消灭这些

哥斯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图 3  电影《猩球崛起》宣传图

科幻电影，放大的现实 <<< 秦晨菲    聂馥玲 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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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电影《星际穿越》剧情画面

经常呈现这种状态：它带来的问题远比它已经

解决的问题更严重、更致命，而科学家则经常

被描绘成科学狂人，他们要么有着疯狂的野

心，想要利用科学技术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

类……要么为有着疯狂念头的邪恶坏人服务，为

了获取新知识不惜跨越道德底线……” [12] 科

学和科学家的形象在科幻电影中都不是那么

的万能，更多的是有别于我们根深蒂固的“科

学 = 正确”的观念，同时也提醒我们警惕科

学及科学家。

关于科幻电影中科学和科学家的形象在

其他文章中也有论述，如在 P.Weingart、C.Muhi、

P.Pansegrau 所著的《科幻电影中的科学和科

学家》中也提出了科幻电影中关于科学的一些

常见的科学领域、原型科学家、科学中的女性、

科学家的“好”与“坏”、科学家如何得到知识、

科学工作的展示、科学工作的背景、科学知识

和价值观、虚构的科学对象 [13]。文章以统计

分析的方法进行了分析，阐明了科学和科学家

何以可能出现在科幻电影之中，以及科幻电影

中的科学性和科学家应有的各种形象。

4运用科幻电影进行科学传播的调查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科幻电影的形式与内容都

具有科学传播的优势，尤其是它独特的表现形

式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科学传播的效果。利用

科幻电影进行科学传播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但

还只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本文挑选了适合科

学传播的几部科幻电影为案例，并进行了问卷

调查，以期探讨从公众的角度看科幻电影进行

科学传播的可能性，并根据调查结果给出了切

实可行的建议。

4.1 公众对于科幻电影进行科学传播的接受情况

2009 年的《2012》上映第 20 天全球票房

破 6 亿美元，其中，中国总票房超过 4 亿美元。

2014 年科幻片《星际穿越》上映，全球票房

高达约 5.4 亿美元，其中，中国票房约 1.06 亿

上述科幻电影的实例表明，科幻电影通

常能够对科学的发展做出合理的想象，对目前

所讨论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极端但合理的探讨，

并且用特殊的手段表现出来，给公众带来视觉

及思想上的巨大冲击。

（4）科幻电影启发反思的独特形式

相比传统科普的说教形式，科幻电影在表

现上具有独特的优势。科幻电影独特的视觉体

验和身临其境的故事代入感，都更容易加强观

众们对科学的兴趣，减弱受众意识里科学固有

的枯燥感。更重要的是相比传统的科普手段，

科幻电影也更容易向观众传播对科学的反思

和批判精神，传达科学家并不是万能救世主的

真实形象，这些都是科学传播的重要内容，也

是传统科普的薄弱环节。 

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星际穿越》讲

述了人类对资源过度开发而导致地球上资源枯

竭、沙尘漫天、氧气稀薄、粮食缺乏、肺病肆虐，

人类即将走向死亡的故事。为了生存，科学家

寻找其他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使得人类付出

了巨大的代价，但其实科学家并没有有效方案，

所谓的方案也只是为了制造一个假象，给现存

人类以希望和安慰。这部电影中科学的负面影

响让我们每个人感同身受，其中漫天的黄沙与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空气污染似曾相识，让观

众更加得以触动。

传统科普中科学的真理形象及科学家的权

威地位在科幻电影中得到真切的反思，这类反

思正是促使公众正确理解科学的重要内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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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并且上座率领先于其他同期所有上映的

电影。2010 年上映的《阿凡达》截止到当年 9

月份，全球票房约 27 亿，中国的票房约 14 亿。

这些科幻电影在中国的高票房说明了中国公

众对科幻电影的喜爱程度很高。

为了调查公民的科学素养，分析科幻电影

具有科学传播的可能性，笔者采用了调查问卷

的方式。这次问卷共发放了 100 份，回收问卷

77 份，有效回收率 77％。接受问卷调查的群

体大多在 23 至 35 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群体

大都接受过传统的科普教育，也有过科幻电影

的体验，可以提出更合理的建议（见表 1）。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问题描述
对科幻电影的喜爱程度

科幻电影可以引起受试者对其中科学成分的兴趣

是否曾经通过科幻电影了解到科学知识

利用科幻电影进行科学传播的接受程度

传统科普方式与科幻电影进行科学传播更喜欢哪种

在观看电影前后，是否有阅读影评的习惯

是否对以科幻电影为主题的科学教育课程有兴趣

科学的局限性

书本上的知识都是正确的么

科学和科学家的形象

回答情况
喜爱：55.8％；一般：36.3%；不喜欢：7.7%

可以引起：72.7%；一般：19.4%；没兴趣：7.7%

能了解到：44.1%；无法确定电影中的科学知识是否真实
50.6%; 没有了解：5.1%

可接受：88.3%；不可接受：11.7%

科幻电影：79.2%；传统科普电影：20.8%

影评可以帮助理解电影：76.6%；没有，不喜欢：23.4%

有兴趣：48%；愿意尝试：43%； 没有兴趣：9%

有局限性：91%；科学总是正确的：9%

不一定：70.2%； 是正确的：29.8%

在对科学的形象描述中，受调查者对科学形象的形容可
以大体上归为：神秘、神奇、真理权威、枯燥、正确客观，
且距离生活遥远。对于科学家的形象大体上可以归结为：
学识丰富、年纪大、勤奋刻苦、端正严谨、聪明、伟大、
想象力丰富、理性、孤僻且不修边幅

表 1  调查统计

5总结与建议
根据科幻电影是否能进行科学传播的调

查问卷上来看，传统科普方式已经不能再引起

公众的兴趣，而科幻电影的受欢迎程度较高，

72.7% 的受试者认为科幻电影可以引起他们的

兴趣，而兴趣是进行科学传播的有利条件。通

过调查发现，在传播内容的角度上，虽然随着

科学传播视角的多元化，科学的形象也开始发

生变化，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部分公众

对科学及科学家的形象还存在模式化的认识。

从传播方式的角度看，传统的科普方式已经不

能再满足他们对科学的需求，公众需要更加有

吸引力的科学传播方式。

科学传播的目的并不只是单一地传播知

识，确立科学地位，科学传播真正能帮助公众

的，是建立一个真实的科学形象，让公众掌握

真正的科学方法。而科幻电影可以作为一种新

的科学传播方式，通过独特的视觉体验引起公

众的兴趣，让公众具有参与感，主动去关注科

学发展，以帮助公众对科学进行判断。

科学传播需要向公众展现科学的真实形

象，科学的能力是有限度的，每一项科学成就

背后都有着极其复杂的过程。科学并不是无所

不能的，甚至一些科学是邪恶的，或与利益相

勾结。在科幻电影中，很多科学家并不具有超

凡能力，会受到利益的诱惑，为达到目的不择

手段。而科幻电影通过特效画面对科学及科学

家进行展示，更容易引发观众主动对科学进行

思考。相较于传统科普手段，科幻电影与科学

传播相结合拥有巨大的优势。

如何将科幻电影与科学传播相结合，给

出实际可行的建议是目前研究所欠缺的。笔

者认为，首先可以挖掘科幻电影的教育作

科幻电影，放大的现实 <<< 秦晨菲    聂馥玲 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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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利用其娱乐性吸引学生注意，并利用其

启发想象的能力来鼓励学生们进行思考。在

欧美国家已经开始了这种课程设置的尝试，

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定量与定性研

究的数据均显示了学生们对科学教育课程中

应用科幻电影重要价值的认同。问卷的测评

结果揭示了在科学课程中应用科幻电影对于

学生们形成 STS 课程积极的态度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同学们赞同科幻电影有益于他们

提高学习的兴趣以及对于科学课程的积极态

度。”[14] 在中国我们是否也可以设立这样的

课程，利用科幻电影去引起学生们对科学课

程的兴趣，学习正确的科学知识，启发学生

们的想象力，来鼓励他们形成正确的科学观

念，培养符合现实需要，也能切实帮助到自

己的科学精神。其次，呼吁相关部门重视科

幻电影影评的重要性，也呼吁有此能力的人

士参与到科学传播影评的写作中。将科幻电

影中专业科学知识的表达、科学精神的启发

和反思、导演编剧的思考向观众们进行传播。

公众参与科幻电影的方式是观影前阅读影评，

观影后撰写影评，影评可以帮助公众选择和

理解影片。应该让更好的影评被更多的公众

看到，让公众主动参与其中，通过评论表达

自己的想法。这样科幻电影科学传播的意义

才能真正被观众们所理解。

传统科普方式在科学技术成次方发展速

度的今天开始显现出了它的弱势，科学传播工

作也应该不断进步以吸引更多公众的主动参

加，而科幻电影可以成为这样一种吸引公众且

新颖有效的科学传播方式，向公众传播科学知

识、启迪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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