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婆老婆，太阳是绿色的呢，
不知你听说过没？”2014 年 1 月 23
日，网名“橘子控”的微信用户开
启微信公众号“写给老婆的物理
科普读物”，上线第一篇文章《太
阳是绿色的》，自此开始平均每
月一期的“科普征程”。今年 6
月 11 日，电影《侏罗纪世界》在
中国上映第二天，微信公众号

“少儿科普读物”上线一则《侏罗
纪世界游园指南》，图文并茂地
介绍了各种恐龙的身长体重、肉
食草食、攻击性和防御力。

利用着互联网平台，无论是个
人或机构，都在做着千百年来人类
不断重复且致力拓展的事业——向
更多人介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这就是科学普及。

科普无处不在

从石头、泥土、金属、竹简、纸
张，到电子屏幕乃至立体模型，科普
读物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彩面貌

您最喜欢的科普读物是什么？
“《万物简史》。”
“小时候看的《十万个为什么》。”
“《三体》，算吗？”
记者街头随机采访了 20 位路人，有的能

明确说出经典的科普作品，有的表示对科普
不感兴趣，有的对儿童科普书籍了解更多，有
的习惯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取碎片化的科普知
识⋯⋯不同回答反映了当前科普阅读的多元
化态势。

就阅读载体而言，不断有“新兵”加入科
普阵营。在科普图书这一传统领域，分辑读
物早已登陆中国，这种分辑出版发行、可合成
册的丛书被国际出版业界公认为十分适合承
载科普内容。“大部头的百科全书很难实现科
学知识的真正落地，人们常常是买了书却束
之高阁。分辑读物就能很好解决这些现实问
题。”新光传媒董事长熊伟向记者介绍，“分辑
读物每一辑的页数号码可以不连贯，内容分
门别类从大的百科全书中抽出，创作务求图
文并茂，每个星期只给读者二三十页内容，增
加阅读趣味，减少一次性经济投入，促进读者
真实阅读。”新光传媒从 2005 年起与中国和
平出版社合作出版分辑读物《发现之旅》，
140 个星期出版了 140 辑，收集齐全的读者
可将其按照页码顺序重新装订，最后形成一
套家庭图解百科全书。

在新兴领域，互联网更加催动了科普的
狂欢。为什么啄木鸟不会得脑震荡？怎样的
人体才能反手摸到肚脐眼？为什么可以冬天
集中供暖，夏天却不能集中供冷⋯⋯登陆泛
科技兴趣社区“果壳网”，你会看到许多趣味
性强又涉及日常生活的具体问题和科学解
答。这些“知识点”妙趣横生、吸引力强，科普
类网站、科技兴趣社区、微信公众号等正在成
为科普阅读的重要平台。

就阅读方式而言，科普内容正在以更鲜
活、实用、碎片化的姿态参与着人们的生活。
即使是对记者表示对科普不感兴趣的人，也
会在不经意间了解到相关信息。在各类信息
平台传播广泛的生活常识、养生方法等就是
典型的实用科普内容。

从石头、泥土、金属、竹简、纸张，到电
子屏幕乃至立体模型，科普读物正呈现出
前所未有的多彩面貌，科普阅读也更加鲜
活生动。

再造《十万个为什么》

让大众科普小众化，针对每个
细分群体的需求进行深耕，为他们
量身打造产品

知识更新瞬息万变，新兴科技层出不穷，
社会热点不断转换，读者消费需求升级⋯⋯
科普读物的前景和“钱景”都备受期待。

在大众科普中，有实用的养生保健、健康生
活、休闲文化类图书；位于前沿热点的转基因、
食品安全、环境问题等主题；科学文化领域的科
学人文、科学文艺类图书；还有应急科普如核泄
漏应急科普、传染病防治、防灾减灾等。这些不
同领域的科普类图书占据着大众科普的“主战
场”。角色特殊的少儿科普读物则更被业内看
好。在各大图书销售平台的童书排行榜中，前
十名里大都会有科普类读物的席位。

然而，科普书不少，科普图书的隐忧同样
不少。“对选题‘深耕’不够，冲规模、冲品种数的
惯性依然存在。”科学普及出版社大众科普编
辑部主任郑洪炜深有感触，一方面，很多品种
甚至没机会上架就变成库存；另一方面，读者
面对浩如烟海的科普书会陷入“选择困难症”。

天天出版社总编辑叶显林更关注少儿科
普读物的情况。“少儿科普在本世纪初可谓风
光无限，其码洋市场占有率曾堪比少儿文学，
出版效率甚至高于当时的少儿文学。但现
在，这两个关键数据双双急剧下滑。”仅“少儿
科普百科”这一类别，在整个少儿图书市场的
码洋占有率，就从 2000 年的 21.39%下降到
2014 年 的 13.29% ，出 版 效 率 更 是 下 降 近
50%。“这至少说明，少儿科普百科类图书在
近些年的发展动力不足。”叶显林说。

应对这些情况，打造更好的作品是业内
共识。“我个人有个比较乌托邦的建议：把现
在的年出版图书品种数降低 50%，每种图书
的出版周期延长至少 1 倍。”郑洪炜认为，让

“大众科普小众化”，针对每个细分群体的需
求进行“深耕”，为他们量身打造产品。叶显
林也直指要害：“目前，我们本土原创少儿科
普的力量还是很弱的，好的产品不是太多。

也许，
我 们 应 该 认 真 思
考两个问题：首先，既有的文本形态是不是需
要更新，以满足当下孩子的阅读习惯和学习
需求？其次，是否应积极引导创作，向精品工
程发力，多打造如《十万个为什么》这种纵横
市场几十年的经典作品？”

熊伟则认为现行图书出版发行体制机
制，束缚了更多好作品的出现。比如，《发现
之旅》140 辑总的销售码洋接近 1 亿元，相当
于一家中小型出版社一年的码洋，但却面临

“名分”上的尴尬。“虽然分辑读物在国际上已
是非常成熟的出版门类，但中国并没有对此
进行单列分类。既不是书，也不是刊，分辑读
物在出版发行上遭遇重重障碍。”

显然，适应读者日新月异的科普阅读需
求，还需多方研判、共同发力。

重视科学精神

强调文学对儿童阅读能力的培
养,对科学读物却逐渐漠视，这对国
家和民族的未来十分不利

正值夏天，一些“驱蚊妙法”在网络平台
大量传播。有的建议养青蛙或者驱蚊草，有
的说肥皂水能吸引蚊子产卵，还有的说身上
涂抹维生素 B 就可驱蚊。不少专业人士认
为，吸引蚊子的主要因素是人体新陈代谢产
生的二氧化碳，以上方法都不靠谱。

类似的网络谣传不少，带来的后遗症也
不容小觑。某些所谓的“民间偏方”可能损害
人们健康，而几年前“香蕉或带SARS病毒”的
谣传则给整个种植行业带来致命打击。这些
谣传往往违背最基本的科学常识，却能直接
影响社会生活，人们需要学习更多的科学知
识，用理性思维来对海量信息，去伪存真。

“我们头脑里有很多所谓‘常识’，但很多
人不会去考虑这些常识是怎么来的，是否可
靠。一旦某种知识被认为是公认的常识，人
们就倾向于默认它存在的合理性。即使你发

现 了 某
种 不 合 理 ，

别人也不会在乎
你的发现，你没有能

力让其他人理性思考这个
问题，进而改变他们的观点。”橘子控

正是发现了这一点，才开启了微信公众号“写给
老婆的物理科普读物”，“我虽无力改变这种情
况，但起码想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

面对真伪挑战的不仅仅是普通人，还有
出版业界。郑洪炜对记者讲述了一个难忘的
经历。一次，一行业内知名出版研究机构的
人员到出版社讲座，提到科普畅销书统计数
据时，分享了引进版科普图书中最畅销的三
位外国作家信息。第一名是霍金（《时间简
史》的作者），第二名是法布尔（《昆虫记》的作
者），第三名是江本胜（《水知道答案》的作
者）。正是第三个名字深深刺激了从业多年
的郑洪炜。

“《水知道答案》基本可以定义为一本伪
科学图书，却出现在科普类畅销书的榜单上，
这实在是一件讽刺的事情。”郑洪炜无奈苦
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科普出版工
作者的鞭策。我们正在引进并即将出版日本
科学教育专家左卷健男的书——《水不知道
答案》。引进这本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希望
把日本国内围绕‘水知不知道答案’的各方观
点较全面地呈现给中国读者；二是希望能对
这两本书的出版效果做一个比对试验，发现
并思考科普创作和出版中的一些问题。”

从社会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叶显林认
为培养儿童的科学精神更为重要。“当前有一
种倾向，就是在强调文学对儿童阅读能力的
培养以及心灵的润泽净化、注重用传统文化
对道德滑坡和人文精神的拯救和引导的同
时，对科学读物逐渐漠视，儿童的科学精神培
养也被严重忽视，这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十
分不利。”叶显林说，“彰显科学魅力，凝聚科
学精神，这是出版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此，橘子控也深有感触。“我们的学校
教给学生很多知识，但没有教给学生理性的
思维模式。一个学物理的人和其他人交流能
非常明显感受到这种思维模式不同所带来的
沟通障碍。”橘子控认为，当前需要更多有能
力的科普人实实在在地去做这方面工作。

在这个角度上看，科普读物的出品、科普
阅读的推广都任重而道远。

复杂的数学算式、眼花缭乱的图

形表格、深奥的建模、拗口的名词，经

济学这个词似乎只和少数人挂钩。

尽管政府的决策离不开它，与我们切

身相关的经济问题离不开它，甚至每

天的柴米油盐都涉及经济学的一些

分支。但真要搞懂个中缘由，借助经

济学的工具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

——且不说推动社会发展，又似乎非

我们能力所及。

不过，如果你还保有旺盛的好奇

心，想要理解一部分能够立刻学以致

用的经济学知识，阅读这本由 12 位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联袂撰写的《好奇

者的经济学》是个不错的契机。经济

学家们就自己的经典理论联系实际社

会问题展开讨论，专业性毋庸置疑，同

时避开数学算式和过多术语造成的阅

读障碍，用通俗的语言言简意赅地阐

明观点。若是对其中某个问题特别关

注的还可以借鉴作者列出的延伸阅读

文献，获取进一步信息。各人论述的

话题虽各不相同，但编排上还是考虑

到前后连续性，便于读者理解。

读完这 12 位作者的个人履历，你

会发现有人囿于家庭条件早早失学，

接触社会后才进修经济学；有人先读

了其他专业半途转行；还有人因缘际

会结识了朋友或者某项工作涉及而踏

上职业生涯。说到他们选择经济学的

共同触发点，突然惊觉原来他们都是

十足的好奇者！想要知其所以然并且

动用智慧找出解答的执着成就了他们

的成绩。就像奥利弗·威姆森说的：

“我对事物运作（或静止）的原理永远

很好奇，这让我开始区分出一时偏差

和反常现象间的区别。”

对非经济学科班出身的读者而

言，经济学只是知识领域的一部分，需

要通过和其他学科融会贯通的实例来

应用。不妨参考威姆森的经历增进对

经济学的直观感受。威姆森是从工程

学转向商学，继而再转入经济学的，他

的研究课题也是跨学科的交易成本问

题。最初吸引他研究交易成本经济学

的契机是曾经的工程师经历对摩擦的

职业敏感，交易成本是摩擦的一种，却

始终为其他经济学家忽略。经过威姆

森看似无关的职业经历，接触到的实

例又强化了他研究理论的决心。完成

关于交易成本实践的长篇论文后，威

姆森还计划将之运用于其他领域，研

究更广义的跨学科社会科学。

威姆森的经历启发我们，好奇心

可以迸发大能量，经济学可以活用于

和我们休戚相关却又不完全有主导权

的方面。

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成年

人，我们在关注天下大事、新颁政策、

社会新闻之余，免不了要评头论足一

番。然而不管是否与自身利益相关，

个人都不是政策的决策者，不可能从

根本上改变政策使之利于个体。那么

用不用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又有什么差

别呢？拿养老保险这件多数人迟早要

面对的事来说，现有的保障计划诚如

威廉·夏普在文中分析的那样存在不

足。为此，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个人或

雇主就会设法不完全依赖政府的保障

机制，积极地通过理财对抗通货膨

胀，提高退休后的经济收入。常言道，

“别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

里。”通过“差额投注”降低风险，资本

资产定价模型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依

据。个人储蓄理财的选择策略就可参

考这条。

还有关于经济萧条情形下政策失

调的理论、可供研究失业率和职位空

缺的搜索理论、调节日益枯竭的资源

的增长模型，这些热点问题有历史的

前车之鉴为参考，但惟有成熟理论研

究的支撑，才能在将来应对可能的危

机时发挥足够的效用。

近年来坊间流行的经济学普及读

物也有不少，多是注重趣味性，譬如读

者喜闻乐见的《牛奶可乐经济学》、《魔

鬼经济学》、《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

触及的话题伸手可及。与之相较，本书

关注的问题没有这么微末，大多是与政

府决策关系紧密的民生大事。当然，决

策的最终结果还是渗透到生活的方方

面面。作为接受者，若能掌握一点经济

学知识，了解政策背后的原因及行将带

来的影响，从被动地承受影响，变成未

雨绸缪掌握自己命运，也算得益于这份

对经济学的好奇心吧。

你知道太阳是绿色的吗？
□ 栾笑语

读《好奇者的经济学》——

未雨绸缪的好奇心

□ 乐倚萍

◇ 科普读物阅读平台多种多样

◇ 少儿科普读物前景广阔

◇ 科普书种类多，精品少

◇ 辟谣还得靠科普书

人们需要学习更多的科学知识，用理性思维筛选海量信息，去伪存真。科普书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