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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科学具有两重性。科学的果实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的土

壤是文化，而且是先进文化。作为生产力，科学是有用的；作为文化，科学是有

趣的。两者互为条件，一旦失衡就会产生偏差。假如科学家不考虑社会需求，只

知道自娱自乐，科学就必然萎缩；相反，失去文化滋养、缺乏探索驱动的科学研

究，只能做技术改良，难以有创新突破。 

  当前我们科学创新的重大障碍之一，在于和文化的脱节。对于科学和文

化结合，多少年来并没有少提倡。科学家登台唱戏，美术家为院士画像，都曾是

盛传的佳话，只不过实际效果跳不出宣传层面。其实最为需要的是弘扬科学的精

神内涵，回归科学的文化本性。和所有的文化人一样，科学家是一个特殊的社会

群体，但是与其他文化领域不同，科学家做的事一般行外人鲜有所知，甚至讲给

你听也不见得懂。然而科学家涉及的并不只是专业领域的专门问题，他们一旦进

入文化高层，就会思考平常人想不到的问题，会察觉行外人看不出的自然美，会

在探索的道路上，产生像阿基米德高呼“尤里卡”时那样的内心冲动。而且研究

内容越深入，越具有普遍性；所以水平越高的报告，反而越容易听懂。正是在这

里面，凝聚着科学的文化成分。如果将这种成分向社会传播，那就是促进科学和

文化结合的粘合剂。  

  摆在你面前的这本“院士解读科学前沿”，就是科学家们对自己领域学术

前沿所作的综述或者解说。他们试图将枯燥的知识用“大白话”表达，将高深的

学问用科普形式介绍，而撰写人就是奋斗在一线的学术权威，因此是一本有助于

弥合科学和文化断层的读物。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每年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逾百万，

没有人能够逐一追踪，于是综述性成果应运而生，相应的刊物和书籍雨后春笋般

在国际学术界涌现，其中尤以权威学者的作品最受重视。环顾国际上这一类的精

品，有的对某一专题的学术进展进行系统综述，成为介于论文和教科书间的中间

产品；有的是对某方面研究曲折过程的历史回顾，成为探索道路反思的科学“演

义”；有的就是大科学家写的高级科普，其中不乏产生过历史影响的经典作品。

这些作品的读者面远远超越本专业，是促进跨学科交流的利器，尤其是后面两类

的读者面更广，往往是科学对文化的直接贡献。 

可惜与国际相比，我们这三类的作品都有严重的不足。 表面看来似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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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尽有，但是有些国内学报发表的综述，竟然就是研究生的开题报告；流传在

读物市场里的科普文章中，反复转抄或者变相转抄的产品太多，使得原创性精品

淹没其中，良莠难分。至于我们的学术带头人，大部分因为事务“太忙”或者座

椅“太高”，通常不屑于写这类文章。殊不知一些国际的大科学家，正是通过这

种文化层面的思考，萌发出学术上的新思维，提出对于自然奥秘的“天问”。  

  从文化角度阐述科学，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本“院士解读科学前沿” 

就是要告诉你：原来科学还可以这样讲解。科学并不总是像在考试时候那样可敬

可畏，其实她的本来面目是非常可亲可爱的。成功的科普作品、甚至科学论文本

身就会告诉你，科学不但大有用处，而且是个引人入胜、妙趣横生的世界。一篇

好的科普作品，可以比侦探故事还要神奇，比言情小说更加迷人。近年来，我国

的科普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阻隔科学和文化融合的屏障，至今仍然根深

蒂固，因为从政策到人才，都有着很深的根。从政策讲，我国从科学院到高考，

文理之间都有断层；从人才讲，我们缺乏两者之间的桥梁，也就是说缺乏文化人

的科学兴趣和科学家的文化素养，缺乏活跃于两者之间的“两栖”型人才。这类

人才在发达国家的科学和文化发展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在我国却遗憾地成为

发展中的一大漏洞。  

发展的要害在于人。科学和文化之间出现断层， 因为两者之间至少缺了

三类人。我们的科学界，缺乏像乔治·伽莫夫那样，既会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论，

又能写作“物理世界奇遇记”的科学家；我们的文艺界，缺乏像詹姆斯·卡梅隆

那样，既会导演“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又能深海探险、只身深潜一万米

的艺术家；我们尤其缺乏一批游弋在科学与文艺两大领域，推动两者融合的“两

栖作家”。这里指的是一批从事科学报道、撰写科普精品的记者或者自由撰稿人，

他们像蜜蜂那样用心采集科学花朵的花粉，催生出科学树上的文化之果。一个著

名的实例就是比尔·布莱森，这位从写游记起步的记者，居然荣膺英国皇家化学

学会的化学奖，他那本讲述宇宙大爆炸到生命起源研究历程的“万物简史”，译

成了 40 种文字出版。这类记者或者作家，既有科学家的执着和严谨，又有文学

家的视角和灵感。他们绝不会把科学家当模特儿描写，用一批不着边际的套话，

把报道写成广告；更不会把未经证实的“成果”，用自己也没有弄懂的文字，去

为被报道人的报奖、提级做铺垫；也不会赶时髦、抢新闻，通过几个“电话采访”，

就匆匆抛出人云亦云、甚至于以误传误的所谓科技报道。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414031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71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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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两栖作家”是一群社会的有志之士，他们潜心追溯科研成

果的来龙去脉，从思想脉络去揭示科学发展的曲折路径；他们满怀热诚地剖析科

学家的内心，把探索真理路上的智慧明灯在笔下重现。相比之下，亲身在第一线

探索真理，有幸直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科学家，应当具有更为

独特的优势。假如他们在科学事业成功的基础上，还能回归科学的文化本性，直

接为科学与文化的融合出力，那就有可能在建设新文化方面作出贡献。这就是科

学大家自己动手的可贵之处。 

的确，国际学术界有着相当数量的学界巨子，他们在事业有成之后写出

的“高级科普”，其影响力不下于当年对本学科的学术贡献。今天中国正在经历

科技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产生出有国际和历史影响的成果，

其中必然包括我们所说的“高级科普”作品。传世佳作在当前的中国已经呼之欲

出，只是无从预测“花落谁家”。让我们趁着祝贺“院士解读科学前沿”出版的

良机，大声呼吁我国的科学界、文化界共同努力，为汉语世界里科学和文化的融

合，为促进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创新科学，和有崭新科学内涵的现代文化，做出自

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