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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士其作品集及其文体分析

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版的《高士其全集》为统计标的，高士其先生的作品共分为四卷，第一卷为

1949 年以前的科普作品；第二卷为其 1949 年以后的科普作品；第三卷为其一生创作的诗歌；第四卷为其回忆录、
论文、讲话、题词等。详见下表：

由上表可见，高士其作品集包括了含散文、诗歌、论文等文体在内的很多文学体裁，其中运用于科普作品创作

的主要是散文和诗歌，而诗歌体也多用新体诗，对平仄、押韵等没有过于苛刻的要求，这些体裁较容易融入科学技

术知识，同时也较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对于科普作品体裁的选择，首先要考虑其同科学的融合性，其次要考虑

其通俗性。以小说为例，小说体的首要特点是情节的虚构性，而科学技术传播的首要要求是真实、准确地传播科学

技术知识。因此，利用小说来传播科学技术知识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在当前的科普创作中，有一个很引人注目的

体裁———科幻作品，科幻作品运用丰富的想象力，让人们进入幻想的科学世界，这些作品对发展想象力大有裨益，

但是对其是否属于科普作品学界多有争论，本文不予讨论。再比如旧体诗，旧体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

有严格的平仄、押韵规则，只有遵循这些规则，诗歌才能朗朗上口，更易被人牢记。但是，正是由于其规则的严格限

定使得其表达科学题材时受到较大限制，不能准确、清晰地表述科学技术知识，因此不符合科普作品的要求。高士

其先生在使用诗歌体裁写作科普作品时使用的是新体诗，这就使得创作时有较大的发挥空间，可以使其更好地为

科普服务。比如《我访问了原子弹的母亲》①：

我去访问了原子弹的母亲，/她告诉我说：//我是原子弹的母亲，/我的名字叫做铀，/在原子的大家庭里，/我是极
重的一颗。//我是一种贵重而稀有的金属，/蕴藏在沥青矿石里边，/一直到 1896年，/才被科学家发现。//我的爱人
叫作中子，/我们不常见面，/我一旦碰到它，/我的原子核就起了突变。//我的原子核起了突变，/产生了三个新的中
子，/它们又去撞击别的原子，/这样的连续不止。//我的全部就会爆炸，/发出了大量的光和热，/这比化学的能力，/要

编名 包含内容 作品数量 占总文章数的百分比 小计 占总文章数的百分比

第一编 《菌儿自传》 15 2.3% 83 12.6%

《细菌与人》 29 4.4%

《抗战与防疫》 33 5.0%

《细胞不死精神》 6 0.9%

第二编 1949 年后的科普作品 100 15.2% 100 15.2%

第三编 诗歌 253 38.5% 253 38.5%
第四编 回忆录（部分） 14 2.1% 221 33.6%

杂谈、杂著 100 15.2%
论文 7 1.1%
讲话 14 2.1%
序言 25 3.8%
书信 2 0.3%

贺词、寄语 59 9.0%

总计 657

（表一）

高士其作品的雅俗共赏问题研究

摘 要：“雅俗共赏”是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科普作品的创作中尤为重要。作为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的载体，“雅

俗共赏”应该是科普文学作品的重要原则和标准。本文以高士其作品为例，系统分析了科普作品创作应遵循的“雅俗共

赏”原则。提出在科普创作中所谓的“俗”应该是浅显易懂的表达方法；所谓的“雅”应该是一种“雅”化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科普创作 科普作品 雅俗共赏 高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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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百万倍。
因全诗较长，现不全部引用，仅就此段来看，作者

虽用新诗的形式，却将铀的性质、原子弹的发生机理做

了比较生动、清楚的介绍。这得益于新诗在押韵、平仄

上较为宽松的要求，若用旧体诗就很难说明得如此准

确、明了。但是，旧体诗可以用于表达科学精神，科学诗

就是其中的代表。
二、语言分析

创作科普作品不同于专业论文的写作，因为所面

对的人群不同。专业论文的受众是科学共同体内的成

员，大家对于相关专业知识有深入的了解，对专业词汇

有深刻的共识，对专业规范有清晰的了解，因此，专业

论文可以使用相关领域的专业术语进行严谨的论证。
科普作品面向社会大众，受众群更广泛，年龄、受教育

程度等差别很大，在写作语言上就有不同于专业论文

的要求。高士其先生的作品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好

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作品语言的生动、形象、
通俗、易懂。以前文所引的《我访问了原子弹的母亲》为

例，其语言生活化倾向明显，“母亲”“名字”“大家庭”“爱

人”等词语可以帮助读者清楚地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贵重而稀有”“不常见面”又描述了它们的特性和状态；

“一旦碰到它”“撞击别的原子”“就会爆炸”生动地描述

了原子弹爆炸发生的过程。这样准确而生动的描写对

于没有掌握此知识的读者来说是通俗而易于接受的，

同时，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又是精确无误的。
1.科普创作中的“雅俗共赏”问题所涉及的不仅仅

是“俗”的问题，同样牵涉“雅”的问题。在科普创作中所

谓的“俗”应该是浅显易懂的表达方法；所谓的“雅”应
该是一种“雅”化的科学精神。对于科学的传播本身就

是追求“真”的过程，而如果能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兼顾

“善”与“美”，那么就达到了“雅俗共赏”。高士其作品就

做到了“真”“善”“美”的统一。比如《菌儿自传》中的《我

的名字》一篇，其中有“菌儿”自我介绍的一段②：

自古中国的皇帝，都称为天子。这明明要挟老天爷
的声名架子，以号召群众，使小老百姓们吓得不敢抬
头。古来的圣贤明哲，又都好称为子，什么老子、庄子、
孔子、孟子……真是“子”字未免太名贵了，太大模大样
了，不如“儿”字来得小巧而逼真。

这一段关于“菌儿”这个名字来历的自我辩白，写

得惟妙惟肖。首先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同时又传

播了平等的思想，对“天子”的称呼给予了批判。在此过

程中，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让读者觉得菌儿就是一些

无处不在的、平凡而又生动的、像无数平凡而又生动的

劳动人民一样的普通事物，既说明了菌儿的特点，又传

播了民主、平等的思想。
2. 拟人化的写法是高士其科普作品的一大特色，

高士其作品中常常运用拟人化的语言来描述事物，这

样不仅可以让读者感到亲切，同时又可以将作者要表

达的感情赋予其中，在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传播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
3.高士其作品的“雅”还体现在其对于古典文化的

熟稔，信手拈来为我所用，而又浑然天成。仍以《菌儿自

传》中《我的名称》一文为例③：

至于“菌”字的来历，实在很复杂，很渺茫。屈原所
作《离骚》中，有这么一句：“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
蕙 ”。这里的“菌”，是指一种香木。这位失意的屈先
生，拿它来比喻贤者，以讽刺楚王。

看似随意引用的一句话，实则需要很深的国学修

养，不仅能引用离骚中带有“菌”的诗句，同时还将其准

确所指以及表达的思想含义解释清楚，唤起读者的文

化记忆和文化认同感，这样就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
因此，看似简单的科普语言其实需要兼备“真”“善”
“美”才能做到“雅俗共赏”。“真”是对科学知识的准确

把握；“善”是传达正确的价值观；“美”不仅是文辞优

美，同时还要兼顾深刻的文化内涵。
三、选题分析

科普作品的选题也是决定其是否能做到“雅俗共

赏”的关键，如何能选择一些易于被读者接受的、普及

效果较好的题目是需要精心发现和研究的。由表一所

列高士其作品集收录作品的情况来看，高士其科普作

品的选题有以下几个特点：

1.选择自己专业领域的题目。高士其作品集的第

一卷所收录的四本书：《菌儿自传》《细菌与人》《抗战与

防疫》《细胞不死精神》。这些书都是关于高士其所学专

业领域的，因此，可以对相关的专业知识有准确的介绍

和判断。
2.选择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的题目。在《大肠菌

滚出去———为响应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而作》④一诗

中，作者写道：

有一种常见的细菌 /盘踞在我们的大肠 /据说是
善良的无害的 /而且有助于人体的健康 /但是当它们
兽性发作的时候 /尤其是遇见红血球姑娘的时候 /也
会肆无忌惮地逞暴 /也会强横无理地行凶 /现在我们
身体的内部正在剧烈地发炎 /大肠菌无限期地留居在
血管旁边 /无疑地会使已经恶劣的情势 /更加恶劣地
溃烂下去 /起来，我们亲爱的同胞 /起来，我们英勇的
血球 /动员我们所有的力量 /把大肠菌全体赶出去。

这首诗不仅介绍了大肠菌的特性，同时结合当时

的形势进行了切中时弊的呼唤和抗议，让读者在掌握

知识的同时民族尊严也被唤醒。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

真正得到大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接受。不仅在抗战时

期的作品如此，高士其科普作品贯彻（下转第 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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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的精神就是服务大众。为介绍新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士其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其

中有一首《地下资源的报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

事之一》⑤：

我是地下资源，/各种矿物和化石都归我保管。/
我的存货很多，/工业所需要的原料我都有，/如果你们
不相信，/请到工厂、矿山或博物馆去参观。//我非常高
兴，/能给你们写这篇报告，/你们愈了解我的情况，/对
于祖国的建设的帮助愈大，/你们不是正在轰轰烈烈
地，/搞五年计划吗？/那么请让我当一名“开路先锋”。

该诗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对我国的地下资源做了

详细的介绍。读者在阅读此诗的时候，不仅学到了关于

地下资源的知识，更强烈地感受到了高士其在诗中所

表述的对祖国的热爱和建设新中国的信心与热情。
高士其科普作品不仅介绍当时人们关心的问题，

更用科学家特有的前瞻性眼光，发现社会未来将出现

的问题，比如其在 1978 年 5 月写的一首诗《向环境保

护科学进军》⑥：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是
当务之急；/它不仅关系到自然界生态的存在，/也直接
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普及。//环境污染危害动植物
的生长繁殖，/危害人类的身体健康，/带来许多严重的问
题，/包括中毒、疾病和死亡。//大气被污染，/人们将吸
入有害的气体；/河流被污染，/人们将喝不到净水，吃
不到鲜鱼。//声音被扰乱，/人们得不到安静，大脑受刺
激，/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事情，/多么严重，多么紧
急！//环境污染必须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要把它当
作重大问题来处理，/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动员各方面
的力量，/一齐行动起来，把环保工作抓好。//环保科学
的演技刻不容缓，/必须相应地抽出必要的人力物力，/

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水平，/使公害在中国绝迹。//怎
样做好环保工作，/对我们还是新的课题，/要上下一
心，共同努力，大打人民战争，/全面安排统一部署、调
整轻重缓急。//为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
平，/我们要向环保科学进军，作出不懈努力。/为了早
日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就这个迫切问题我也来呼吁
呼吁！

现在再读这首诗，无不为其前瞻性的科学眼光而

叹服。
高士其科普作品之所以能够“雅俗共赏”，让很多

读者接受和喜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本人高

尚的情操和奉献精神。他曾在 1958 年写过一首诗《把

整个生命献给科普工作》⑦：

我虽然是一个半瘫痪的病人，/但我还有一颗上进
的雄心，/今天，听了同志们的发言，/我的心房在快乐的
跳动！//我要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宝贵的奉献精神。/
我也要向你们挑战！/比赛我们的干劲与钻劲。//我要
向你们提出保证：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创造性
地学习，创造性地工作，/把整个生命献给科普工作。

①④⑤⑥⑦ 中国科普研究所主编：《高士其全集》（第三

卷），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版，第 115 页，第

57 页，第 207 页，第 439 页，第 278 页。
②③ 中国科普研究所主编：《高士其全集》（第一卷），安徽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版，第 3 页，第 4 页。

作 者：陈晓红，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科
普作品和创作。

编 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

谈，《阅微草堂笔记》的这种小说特征的不足，严重妨碍

了《阅微草堂笔记》取得更高的文学成就，获得更高的

文学地位，虽有“与《聊斋志异》峙立”之誉，但恐怕更多

的还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尴尬。如果从整个文言笔

记小说的历史来看，《阅微草堂笔记》之后虽有一定数

量的尚质派文言笔记小说出现，并且多效法纪昀，但文

言笔记小说这种在魏晋唐宋时代盛极一时的小说体

裁，却是无可逆转地衰落下去了，《阅微草堂笔记》的小

说特征的不足既是作家个人的局限性的表现，也是文

言笔记小说逐渐走向“长河渐落晓星沉”的历史必然性

的表现之一。

① 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1993 年 8 月版，第 3 页。
②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6 年 1 月

版，卷十一第四十二则，第 214 页。
③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6 年 1 月

版，卷三第六则，第 38 页。
④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6 年 1 月

版，卷十二第三十四则，第 241 页。
⑤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6 年 1 月

版，卷九第三十二则，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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