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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科学之美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学与美的融合”主题讨论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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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科学需要艺术，而理解艺术也需要科学。”

——(美)乔治·萨顿

梁琰副教授主题报告现场

科学美不美？

面对这个问题，从事自然科学

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出同一个答

案——“科学很美”。但如果再接着

问：科学为什么美？科学哪里美？

也许，很多人就要摸一摸脑袋想一

想该怎么说了。诚然，科学真的很

美，但科学如何成为美？又该如何

发现？在美丽的科学背后，我们真

的理解科学之美吗？2019年 8月 26

日晚，由科技部引进国外智力管理

司、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北京

科学技术委员会支持，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承办的第41期科学咖啡

馆活动，就一个“美丽的话题”展

开了热烈的探讨。

科学咖啡馆活动如期在物理所

M楼咖啡厅举行，由科技部引进国

外智力管理司邱成利处长担任主持

人。活动邀请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科技传播与政策系梁琰副教授作为

主讲人。梁教授乃化学出身，深谙

科学之道，同时作为科技传播系的

教师，长期从事科学传播和科学普

及工作。今晚他以自己对“科学之

美”的独特见解，带领大家领略了

科学之美。

看起来很美

“我的偶像是一位名叫恩斯特·

海格尔的科学家，很多科普书里有

他的作品，叫做《自然界的艺术形

态》。”梁琰的言语间无法抑制自己

的仰慕。没错，恩斯特·海格尔先

生，正是一位将科学与艺术完美融

合的大家。他将自己投入大自然

中，将人与自然互相融合，打破固

有艺术创作的形态，创

作出代表大自然艺术形

态的作品。无论是海洋

里的水母，还是单细胞

的藻类，都无一例外的

美丽。

现如今我们久居城

市，距离大自然越来越

远，越来越难以发现自

然界原本的美丽。但这

反而启发了梁琰的思

路：“我们的科学传播应该把人类与

自然的关系拉得更近才行。”于是，

他带领团队做了这么一件大事——

广泛拍摄中国的动物。具体而言是

以拍摄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为主。

峨眉髭蟾、峨眉树蛙……一幅幅精

致的图片，代表着团队成员们无数

的辛勤与付出。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因为我

们不仅需要亲近自然，而且还要铭

记对美的观察，擦亮审美的眼睛。

“现在两栖类动物的灭绝速度非常

快。既然我们说自然是很美的，如

果自然中的某些元素消失了，人类

可能就失去了对这种美的观察。”

不仅如此，梁琰认为，对美的

观察不能仅仅停留在肉眼观察的层

面上。人眼通常只能看到波长范围

在 390—700 nm 的可见光，对像素

的分辨能力也有限。因此，人类看

到的大自然，仅仅是其中微小的一

部分。如果能够借助先进的技术，

“看到”大自然的另一种模样，也许

我们会发现另一种奇妙。当梁琰把

一只再平常不过的蝴蝶放大千倍

后，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仿佛就在我

们面前打开了。

如果说生命科学的神奇是一种

精致与秩序，那么化学之美则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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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莫测、变化多端。也许在普通人

的心中，化学难，难于上青天。可

在梁琰的心中，化学美，美至不可

方物。因此，将其之美呈现出来，

成为了他致力于实现的目标。于

是，“美丽科学”项目应运而生。梁

琰团队将艺术的手段和化学的变化

结合起来。这种堪称“特效”的美

丽化学，受到了广泛好评。

毋庸置疑，无论是锌表面上生

长出了一片片银饰盔甲，还是氯化

银生成沉淀的瞬间划出的阵阵水

流；无论是氯化铁在硅酸钠溶液中

伸出了一条条好似有生命的“枝

叶”，还是磷酸二氢钾结晶幻化出的

“冰雪奇缘”……这些原本以一个个

化学式的形式写在课本上的方程，

在美丽科学团队的镜头下，都成为

了独一无二的艺术品。看到这里，

现场观众无不惊叹，化学的世界竟

是如此美丽！

知其所以然

除去美丽的外衣，科学的内核

同样是梁琰最为看重的一点。古人

云，知其然，必知其所以然。因

此，探究美丽背后的科学原理，普

及美丽背后的科学知识，同样是他

努力实现的方向。

“我们需知其所以然”，这同样

是恩斯特·海格尔的思想。在解释为

什么海格尔的作品如此呈现出来

时，梁琰说：“他并不是简简单单的

把这些物种摆在一起，对他来说这

样的摆放方式，就是一个生命的演

化过程。他所画的东西，就是他想

论证的东西。其实有更深层次的意

义在里面，不只是单纯的好看。”更

深层次的意义是什么呢？这就需要

大家知其所以然了！

比如说，把蝴蝶放大两千倍，

可以看到一条细长的口器，上面那

些细微的结构，是蝴蝶通过毛细作

用吸食花蜜所必需的。于是，这种

结构的存在成为了蝴蝶生存的必

备。紫甘蓝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蔬

菜，将它泡在氢氧化钠溶液后，颜

色会发生变化，是其内部富含的

“花青素”遇碱变色而引起的。人们

从花卉蔬菜遇酸碱发生颜色变化的

现象中，逐渐提炼出了各种酸碱指

示剂。

梁琰告诉我们，发现科学的美

丽，也会推动着我们的下一代，让

他们从美丽的背后看到科学的本

质，告诉他们科学不止于美，还可

以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如果想创造

美好的生活，就需要下一代的科学

家涌现出来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

题。一定要他们知道这些问题，他

们才能去解决，所以这是我们做这

件事情时最本质的初衷。”

针对这一部分内容，化学工业

出版社的董昱言编

辑提问：“除恩斯

特·海格尔外，画家

达芬奇和建筑学大

师梁思成的作品，

您觉得算不算是艺

术和科学的完美融

合 ？” 梁 琰 认 为 ：

“达芬奇不仅是一名

艺术家，也是一位

科学家，所以他的

作品在科学方面有很高的天赋；而

梁思成的建筑设计是人文和工程的

融合。很难把梁思成的作品跟达芬

奇的作品相比，但达芬奇的作品在

科学方面有更多的涉猎和拓展。但

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在做跨界的探

索，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播撒美丽科学的种子

无论是微观生物新奇的世界，

还是化学反应那变幻莫测的魔幻，

整场主题报告时间，梁琰为大家播

放的每一幅图片、每一段视频素

材，可以说是“美丽科学”思想淋

漓尽致的体现。大自然的美，在镜

头下徐徐拉开帷幕，一幅无与伦比

的画卷展现在众人面前。

但是，如此精美的艺术品，因

为有了科学的加成，常常会变得更

加难以理解；尤其是长时间的记录

和专业的描述，让很多观众望而却

步。和某些高潮迭起的短视频片段

相比，美丽的科学显得有点“中通

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

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无可否认，美丽科学是十分优

秀的作品。但如何向大众传播这些

作品，也成为令梁琰苦恼的事情。

在提问与交流环节中，现场嘉宾就

“如何向大众普及美丽科学”这一话

题，积极发言，献计献策，其中不

乏颇具亮点的新思路与新途径。媒

体的嘉宾建议通过线上和线下宣传

提高播视频放量，扩大影响力，让

更多公众参与进来；来自学校的嘉

宾则建议让美丽科学与教育结合，

进入课本，以教学的形式将其分享

给孩子们。科谱活动的最后，邱成

利处长总结并相信，在新媒体的帮

助下，在新科技政策的支持下，美

丽科学的未来潜力无穷。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李轩熠 田春璐 魏红祥 供稿)
科普活动与会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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