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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感言记者感言］］

关注科普的

“成人餐”

科普工作者：播撒科学的种子
□记者 周聪聪

9 月 12 日 23 时 58 分，天舟一
号货运飞船顺利完成与天宫二号
空间实验室的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试验。

然而，也许是由于“档期”
相撞，太空中悄然发生的这件大
事所引发的新闻热度，仍远不能
和苹果的新产品发布会、甚至某
些明星八卦相比。

其实，类似的事情早已不是
孤例。

前不久，国际著名材料科学
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柯俊教授离
世，然而，这位世界级“一代宗
师”离世的网络关注热度却几乎
为零。对此，人民日报官方公众
号曾发文，批评某些新闻平台和
网友过分关注花边新闻，对科学
家关注太少。

然而，在对这种现象提出批
评的同时，成年人接触科学和了
解科学家的渠道相对不足这一现
实，也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技
术的进步，移动终端的普及，成
年人正成为移动阅读的主力军。
在传统上，很多人认为科普仅仅
是学校教育的延伸，科普被看成
青少年、儿童的专利，成年人一
直不是科普的主体对象。加上这
个群体的科学素养相对缺乏，群
体科学氛围不够浓厚，科学领域
话题网络遇冷，也就可想而知。

现实生活中，大到耸人听闻的
基站辐射，小到对酵素、胶原蛋白
等各种保健品的盲目追捧⋯⋯大
多数人在科学精神、科学思想
和 科 学 方 法 等 方 面 ， 仍 亟 待
提高。

其实，现代科普的受众应该
是全体国民，日益加速的科技创
新，正使得成人科普变得迫在眉
睫。让成年人树立科学思维，也
是杜绝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的根
本所在。

有研究表明，进入创新型国
家行列的 30 多个发达国家，公民
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最低都在
10%以上。而据 2015 年中国公民
科学素质调查，我国公民具备科
学素质的比例仅为 6.2%，还不能
有效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

不过，变化正在产生。中国
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问卷调查
显示，如今，“微科普”正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粉丝。90.0%的受访者
平时会在微信、微博等平台上看
与科普有关的小知识，70.6%的受
访者认为要大力提倡通过微信、
微博等平台进行“微科普”。

脑洞大开的话题，幽默的语
言，贴近热点的议题，果壳、科
学松鼠会、丁香医生等科普公众
号 在 频 频 引 爆 “10 万 + ” 的 同
时，也传递着一种平视的、双向
交流的、动态性更强的现代科普
概念。

儿童科普主要是建立科学思
维和质疑精神，成人科普则更侧
重具体事件的解疑释惑。这些科
普微信公众号的火爆，既准确把
握了成人对科普的需求，也弥补
了传统科普覆盖面不足的问题。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和信息传
播形式的发展，让科普在提高全
民素质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我
们在已有的科普形式上，针对群
体特点，建立更加立体的科普传
播网络，既能精心烹制出科技
馆、科学童话这样的“儿童餐”，
也能提供贴近社会热点和形式灵
活的“成人餐”。

文/记者 周聪聪

提到“科学”，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基因、

纳米、量子之类一个个熟悉却又似懂非懂的名

词。其实，在它们与寻常百姓之间，活跃着这样一

群人：

他们不是科学家，却以传播科学为己任；

他们不“生产”科学，科学知识是他们的原材

料，生活才是他们的实验场。

他们，就是科普工作者，又被称为科学的“翻

译官”。

虽然科普工作者的信息加工方式各有不同，

但他们的目标却很一致，将科学“翻译”到生活的

方方面面，让科学的逻辑贯穿生活。

每年9月的第三个公休日，是全国科普日活动

集中开展时间。近日，记者走近科普工作者。

【阅读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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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一扇科学的大门

9 月 6 日一大早，一辆银白色的“科普大
篷车”来到了围场客运站广场。

“变幻的风景”“窥视无穷”⋯⋯30 多件
声、光、电、磁、力互动展品从车厢被抬下，整
齐地摆放在客运站广场上。不一会儿，新奇
的科技展品便成了广场上的“人气王”。

“不同的气体被高压电离后，会发出不同
的光，氦气发蓝色光、氩气发淡紫色光⋯⋯辉
光盘里的高频高压电极通电后，我们把手放在
辉光盘上时，手和电极之间就形成了放电通
道，手放在哪儿，哪种气体的颜色就会显出
来。我们经常看到街边闪烁的霓虹灯，就是利
用了辉光放电的原理。”见当地市民张春德引
着小孙子，用手指把辉光盘拨拉得流光溢彩，
活动的主办者——正定科技馆馆长秦瑞强来
到爷孙俩跟前介绍起背后的原理。

张春德连连点头。“霓虹灯谁都知道，但
这灯到底是什么科学原理，我还真是不懂。”

正定距围场 600 多公里，秦瑞强和他的
“科普大篷车”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让更多普通人明白日常事物背后的科
学原理，是秦瑞强的工作，也是他多年来带
着“科普大篷车”走南闯北的初衷。

十几年来，这个光头锃亮、身材微胖的
民营科技馆馆长，已经带着自己的“科普车
队”赴山西、山东、北京、湖北、宁夏、河南和
河北等地的村镇、校园开展科普活动 300 余
场，让 200 多万人次近距离感受了科学的乐
趣，自己也因此获评 2016 科普中国十大科
学传播人物。

与秦瑞强借助仪器进行科普不同，81岁
的沈芬，借助的是笔下的一篇篇科学童话。

沈芬，是我省著名科学童话作家。如今，
在位于石家庄水源街与宁安路交口附近的
一间书房里，耄耋之年的她仍笔耕不辍。

书房是她每天待得时间最长的地方。20
多年里，正是在这间小书房里，沈芬累计写
出 200 多万字的科学童话作品，曾两次获冰
心儿童图书奖，《惊蛰》一文还被选入小学语
文教材，《电池妈妈训孩子》一文获全国优秀
科普作品奖。她本人获得过河北省科普贡献
奖，并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授予“有突出贡
献的科普作家”称号。

而最令她欣慰的，还是自己的作品实实
在在影响了很多孩子。

今年 7 月 10 日，冒着石家庄 39 摄氏度
的高温，23岁的重庆女孩冯星伟敲开了沈芬
的家门。

这位即将迈入深圳大学化学与环境工

程学院的准研究生，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环
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一办完毕业手续，便从南
京坐飞机直奔石家庄，虽然此行是平生第一
次来到河北，但她的目的非常单纯——见一
见从未谋面的“启蒙老师”沈芬。

让冯星伟与沈芬结缘的，是沈芬当年创
作的一篇科学童话《电池妈妈训孩子》。

“《电池妈妈训孩子》讲的是废旧电池对
土壤和水源带来的污染，呼吁大家积极参与
废旧电池回收。冯星伟说，她就是从那篇童话
开始认识到要保护环境，进而对环保科学有
了探究的兴趣。”讲起和小粉丝的见面，沈芬
一脸自豪。“邻居老太太们都说，呀，没想到你
写的东西，竟然能影响一个孩子的人生！”

“科普要做的，就是给人们创造一个用
科学认识世界的机会——它不仅仅是传播
一种知识，更是在提供一种训练，一个看世
界的角度和一种思辨的态度，并由此逐步构
筑起科学认识世界的逻辑。”5年前，完成“红
海棠丛书——沈芬科学童话集萃”6 卷本的
200 多篇科学童话创作后，沈芬开始把主要
精力转向书写科学家的故事。

“只有诞生更多的科学家，我们的民族
才更有希望。梳理科学家的人生轨迹，我发
现他们走上科学道路，几乎都和他们小时候
因为某个机遇而对科学产生兴趣密不可
分。”沈芬希望自己也能为孩子们创造这样
的机遇，为更多孩子打开一扇科学的大门。

用激情点燃孩子的科学思维

最近，秦瑞强一直在忙着考察行唐、鹿
泉、井陉等地的山体，为国家天文台兴隆观
测基地即将“退役”的一台口径 600mm 的天
文望远镜，选择一个合适的“家”。

“这可是从‘正规军’退下来的望远镜！”
秦瑞强的语气神秘而兴奋。“这么专业的设
备咱普通科技馆可买不起，可正规观测基地
一年才对外开放一次，真要给咱，大家啥时
候都能看，能不积极争取吗！”

秦瑞强为此忙得不亦乐乎。
8 月底，他终于把兴隆观测基地主任姜

晓军领到了自己相中的行唐咬角村的一座
山前。

他选中的这座山体海拔 980 米，四周无
遮挡物，山顶是观察天体较为理想的位置，
姜晓军一看就赞不绝口。

因为这里的旅游开发才刚起步，上山考
察的路，还都是刚开凿出来仅容一辆车通过
的土石路。越野车轰着油门往上蹿，急转弯
一个接一个，细碎的石块被碾下峭壁，让人

的 心 也 跟 着 跳 到 了 嗓
子眼。

这条路秦瑞强已经上
上下下跑了多次，称得上
是“用生命在考察”。无怪
乎他被人称作“科普奇人”

“科学发烧友”，甚至是“传播科技的疯子”。
“科普，需要点燃读者等受众的好奇心。

自己要是没点儿激情，还真成不了科普工作
者。”沈芬至今仍津津乐道于第一次萌生科
普写作时的激情。

“是星星把金黄色给了迎春花，是朝霞
把红色给了石榴花，而桃花、杏花、梨花因为
起晚了，没有找到颜色而只能开出粉色或白
色花朵⋯⋯”1993年，从小学教育一线退休、
被河北教育报刊社聘为编辑的沈芬在读到
被收入“知识童话 365 夜”中的一篇童话时，
心里不禁犯起了嘀咕。

“这样的童话故事听起来很美，作为一
般童话没问题，但是作为科学童话则缺少科
学思维。孩子们小时候读的书，往往能启迪
他们的一生。没有科学思维，孩子们对世界
的理解将是不完整的。”

沈芬决定自己动手写一篇，也由此开启
了科学童话的写作。

而对秦瑞强来说，成为一名科普工作者
又像是烙刻在记忆里的一份情怀。

40 岁 ，透 过 正 定 科 技 馆 的 那 台 口 径
200mm 的国产望远镜，秦瑞强第一次看到
了月亮上凹凸不平的环形山；

55 岁，借助兴隆观测基地的一台日珥
镜，他看到了“燃烧的太阳”⋯⋯

“我不希望我们的子孙也像我一样，等
到 40 岁才清晰看到月亮长什么样。”通过望
远镜，看到月亮由肉眼看到的黄色变成青灰
色，太阳变成一个通体赤红的火球并向四周
发出熊熊烈焰的一刻，秦瑞强恍惚想起了24
岁那年，借到北京送货的机会，还在正定一
家工厂当司机的自己，第一次走进北京天文
馆的感觉。

“都看傻了，好家伙，还有这么好的地
方，能让人明白世界原来是这么回事！”

第二天，秦瑞强又买票看了一遍。
“我想看看天文台，可馆员说观测时间

过了，我说我就看看天文台长什么样儿，可
人家还是死活不给开门。当时我就想，等我
有了钱，一定要建个天文台，啥时候想看啥
时候看！”

2000 年 10 月，当初一句意气用事的话
变成现实，秦瑞强筹措 1200 万元在正定县
城建成了我国首家民营科技馆，也是最“接
地气”的科技馆。

相比个人的情结，如今的秦瑞强对科普
有了更深的理解。“小到一朵花，大到宇宙，
用什么视角看，结果往往大不相同。用科学
的方法理解世界不但是科学家需要的，也是
人类文明需要的，它不仅影响着一个人，甚
至也影响着一个时代。”

做科普同样需要科研精神

科普讲究“深入浅出”，但当好这个“翻译
官”并不容易。找到有趣的形式，便是首个难题。

“一定不要换文种，能写科学童话的人
太少了。”每次见面或通电话，90岁高龄的蒋
风教授总像保护“稀有物种”似的反复叮嘱
沈芬。

蒋风是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第二届世
界儿童文学理论贡献奖获得者，也是沈芬的
导师。

1998 年，为写好科普作品，年过花甲的
沈芬，报名参加了蒋风教授的非学历儿童文
学研究生班。虽然是函授，可拿到结业证并
不容易。两年下来，一个班30多个人，只有两
个人顺利结业，沈芬便是其中之一。

“儿童科普之所以难，首先难在语言，比
如说葡萄含有花青素，就不能直接说，而是
可以说成‘葡萄娃娃长着紫色的皮肤，是因
为它的身体里含有一种叫花青素的物质’。”
如今沈芬说来驾轻就熟，但当初要掌握这门

“通关密语”并不容易。
“老师每月都留作业。我们根据课程进

度有针对性地写童话，除了工作，每天心里
都像揣着块大石头似的琢磨创作。”沈芬说。

秦瑞强的“翻译”则采用了另一种形式。
“搞科普同样是做科研，我们研究的，就

是怎么让大家更愿意、更轻松地了解科学
知识。”秦瑞强说，“这不仅包括科普形式的
创 新 ，同 样 意 味 着 科 学 知 识 的 学 习 和 更
新。”

“你们想听啥，听啥讲啥。”每次搞活动，
秦瑞强的“台风”总是霸气十足。

秦瑞强涉猎范围之广确实令人吃惊，动
植物、地质、摄影、航空航天、航海、地球科
学，随便提起一个话题，他都能滔滔不绝讲
起来，“办过这么多次活动，还从没被问住
过。怎么做到的？学呗！”

当初为了建科技馆，秦瑞强背着相机走
了国内20多家科技馆、博物馆。不懂天文，他
请来了石家庄市青少年宫的天文专家。不懂
地质，他请来了省里的地质专家。

近几年，因为每天晚上都要在科技馆观
察月亮、搞研究，在网络上为天文爱好者进
行观测直播，秦瑞强几乎从没在晚上12点前
睡过觉。两年前，他干脆带着老伴搬到了科
技馆住。

“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懂，但写了这么多
年的科普文章，我从没在知识点上出过问
题，一直都是出版社的‘免检产品’。”翻开沈
芬的一本笔记，这本一厘米厚的用 A4 纸装
订的本子上，密密麻麻记的都是知识要点。

细看这本笔记，仅“核”这一个专题下
面，就涵盖了质子、中子、同位素、放射性、衰
变、衰减等十多个相关概念。逐一搞清了这
些问题之后，沈芬才写成了一篇只有 2000
多字的科学童话——《亦神亦魔的核》。

“虽然科普工作者做的事情看起来没有
科学研究那么‘高大上’，但两者所需要的精
神是一样的，一是勤奋，二是对世界的好
奇。”如今，沈芬又在钻研墨子号量子科学实
验卫星了，“就从为什么叫‘墨子号’开始。”

钻研必不可少。
如何从一个长 10 米、宽 2.5 米、高 2.6 米

的立方体中，变出一个直径8米的半圆球，就
曾是深深困扰秦瑞强的问题。

9 月 3 日，随着“天文科普一号车”通过
验收，这个难题已被彻底解开。

“当初中国科协立项的时候，大家都说
不可能。我这不就做出来了吗？”站在一辆白
色的后八轮厢式卡车面前，只见秦瑞强轻按
手中的遥控按钮，卡车车厢便像变形金刚一
样，徐徐变形，30分钟不到，原来的车厢位置
上便升起了一个直径8米的半圆球。

“有了这个半圆球，大家即使不到科技
馆，也可以坐在车上通过天象仪观赏四季星
空、月相变化等天象，还可通过车上设置的
天文望远镜观测天体。”在这项填补国内外
空白的发明之前，秦瑞强还创制了车载天文
台、车载天象厅，并获得了十多项专利。

“每天用百分之一的时间思考，普通人
都能在科学的道路上小有成就。”秦瑞强说，

“因为，在科学和求知欲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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