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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著名天体化学与
地球化学家、中科院院士欧阳
自远来到济南做客第160期齐
鲁大讲坛，演讲的题目是“红色
火星的蓝色星球梦”。在科普讲
座中，83岁的欧阳自远面对观
众提问，总是坚持站着详细解
答，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更
像个亲切的老朋友。这样的科
普讲座，欧阳院士每年平均进
行52场，已常态化坚持了十多
年。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上
下求索，践行梦想”，这是欧阳
院士认为一名科学家最重要的
品质。作为中国月球探测工程
首席科学家，被誉为“嫦娥之
父”的欧阳自远为什么要坚持
做科普，而且做得尽心尽力？目
前科普存在哪些困难？科普的
真正价值又是什么？欧阳院士
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专访时坦
言，院士做科普绝不是大材小
用，应该有一部分科学家站出
来担当科普的责任，因为科普
提高的是全民的素养，使整个
社会的科学文化底蕴不断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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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您是如何走上科普道路的？
欧阳自远：中国要进行月球探测的消

息一出，很多人并不理解：探测月球有什
么用？探月对国民经济发展、科技进步、老
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有多大好处？搞这项
工程要花多少钱？别的国家都探测过了，
中国再去有什么创新呢？当时还有院士在
报纸上明确提出对探月的质疑。我觉得这
些问题问得很好，我们没有给公众讲清
楚，大家自然有疑问。我觉得有责任向大
家讲明白，所以“我做科普是逼出来的”。

虽然当时的科普氛围不是很好，但
我觉得应该去做。针对不同的对象，比如
公务员、青少年、大学生等，我准备了七

八个版本的讲稿。对于其他研究领域的
院士，我用的是高中生的版本，因为他们
对自己不专长的领域也了解不多。

渐渐地，越来越多人邀请我做科普，
我做科普从不自觉到自觉。但我首先仍
然要做好科研，科研做好了，才能把科学
道理讲得更真实更透彻。

就这样，从2007年到2017年，每场科
普活动我都有记录，统计下来，平均一年
大约52场，听众人数约有3万人。我所有
的报告、PPT都是自己做，每个题目我大
约要做好几天，只有这样，观众才能感觉
到我是诚心诚意来交流，不是敷衍了事。

齐鲁晚报：您这么有名的科学家做

科普，会不会让同行觉得大材小用？
欧阳自远：我从没这个感觉。做科普

和做科研一样，都要下工夫，不要以为科
普很简单。有些科学家做科普就像讲课一
样。有个报道称，一位很有名的老院士在
人民大会堂给孩子们做科普讲座，谁料这
些孩子们并不专心听讲，而是看手机、玩
耍、吵闹、打瞌睡。人们批评这些孩子不尊
重科学家。而我首先要批评这位大院士，
他不理解他的任务就是让孩子们听懂。并
不是孩子们没教养，如果真讲得好，他们
都乖乖地瞪着眼睛听。我认为对科学家不
能硬性要求做科普，但应该有一部分科学
家能站出来担当科普的责任。

>> 做科普是被逼出来的

齐鲁晚报：您曾经用“艰难”、“挣扎
中前进”形容科普在科学界内部的状况，
这一状况目前有没有改观？

欧阳自远：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同
等重要，是鸟之双翼，只有两翼齐飞，中
华才能腾飞。近年来，我们国家越来越认
识到科普的重要性，但这中间尚需一个
历史过程。当前科研和科普仍然处在不
平衡的阶段。从社会的舆论来看，科学家
似乎挺神秘挺高贵，而科普好像太一般，
也许没本事的人才去做科普。

科研人员的科普工作不计入贡献成
绩，升职提薪与其无关。而科研，发表一篇
影响因子高的文章会有奖励，尤其是发表
在《Nature》、《Science》这类期刊上，其中并

不一定每篇文章都有意义。目前我们还没
有形成积极鼓励支持科普的氛围。

我申请了许多大课题，习惯拿出1%-
3%的经费做科普，科普也有花费，比如拍
科普视频光盘、写科普文章和出版科普
书。但是科研经费做的预算，在审批时科
普的这部分往往被删掉了，计划安排的
这部分钱要交回。

科普提高的是全民的素养，使整个
社会的科学文化底蕴不断提高。像这样
的问题我也反映过多次，我在中国科学
院学部也申请了一个课题，有关科学家
应该怎么做科普。为什么科学家有责任
和义务去做科普？因为他们最熟悉最了
解自己研究领域的相关知识，才能讲得

清楚，他们肩负一种责任。我们调查了美
国、欧洲、日本等国家，都硬性要求要有
一定的科普比例。

我国的科研经费一直在增长，而科
普经费的增长就显得慢得多了。科协有
科普经费，也开展了很多科普活动，但毕
竟势单力薄。应该形成一种社会的氛围，
不仅能在思想上重视，还能在规章上落
实。

齐鲁晚报：像您一样参与到科普工
作中的科学家群体扩大了吗？

欧阳自远：这里面存在历史的一些
原因，目前有一部分院士也热心做这件
事情，科学家中的科普队伍有增长，但增
长速度相对较慢。

>> 科普和科研地位悬殊

齐鲁晚报:把科学讲得通俗易懂、接地
气并不容易。您做科普积累了哪些心得？

欧阳自远：做科普，就像厨师一样，
怎么炒出一盘色、香、味俱全的好菜？首
先要针对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重大科学问
题，比如宇宙怎么起源的、地球外有没有
生命等。还有公众存在的各种疑问，要结
合大家的需求去讲。

同时要讲清楚原理，有很多不是纯
粹的科学问题，可以借用一些人文的精
髓。比如月亮的人文太丰富了，我便借过
来一些古典诗词、传说，使大家觉得有骨
头有肉，好听。

关键是要交心，不能高高在上。我发
现新媒体的力量太强大了，有几次我都
吓一跳。我的科普报告一上网，被告知一
场讲座观看人数就有12万人。而我做科
普一年50多场，才3万人左右。所以一定
要结合新媒体。我现在写的科普书，书中
放了几十个二维码，扫一扫可以看影片、

听故事。
齐鲁晚报：在您的科普观众中，有各

种领域的群体，您认为哪一个领域的观
众最需要科普？

欧阳自远：我科普的受众中，各年龄
段各领域都有。我能感觉到他们对科学
满怀希望和热情。我在讲座时讲到嫦娥
一号花了14亿人民币，相当于北京市新
建两公里地铁的造价，听众的反应是“怎
么才花了这么一点钱”。我感觉我身后有
一股热情而强大的推动力，和大家一起
共同推动中国月球和行星探测事业的发
展，我并不孤独。

最重要的是青少年，他们是国家的
未来，要拓展他们的思维方法，培养科学
的精神。其次就是公务员，他们掌握着国
家的行政力量，也应该熟悉了解科学，进
行科学决策，这对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

齐鲁晚报：您曾经说过，我们的下一
代对科学的兴趣如何，将很大程度上决

定未来的国民科学素养水平，科普能够
激发孩子的好奇心，您认为我们应该怎
样保护孩子的好奇心？

欧阳自远：首先要鼓励支持他们的探
索精神，要对科学知识正确讲解。更重要
的是，做科普报告时，要让孩子们感到亲
切。孩子们提的问题，有一部分是道听途
说，比如月球上有没有外星人，特别是中
国要探测月球背面，很多人质疑，别的国
家都没去过，中国干吗要带头第一个去月
球背面？提出这些问题很正常，他们不具
备这方面的判断力，我得向他们说清楚；
孩子们也掌握很多不科学的“证据”，要告
诉他们有些科普书假在什么地方。

还要向孩子们展示一种前景，现在还
有很多问题没搞清楚，这个任务就落在他
们的身上，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
热情。虽然我的科普涉及的面比较窄，但
是前景一展开，孩子们便会感到他们未来
还有更复杂更艰巨的任务要去承担。

>> 向青少年展示科学无限前景

齐鲁晚报：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就有
两大口号：德先生和赛先生，很长一段时
间我们忽视了“赛先生”，这在很多时候
关乎常识和底线，从您的个人经历来看，
您如何理解科学的价值？

欧阳自远：一个国家，假如公众科学
素养很低，一旦挣得钱多了，可能会做坏
事。而一个公众素养高的社会，社会治
安、社会面貌等完全是另外的景象。所以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人民的科学素
养也是重要的参数。

我相信我国的人民素养一直在提
高，但同时有一些所谓的科学离奇传说
也越来越多，这也正常，所以要跟大家讲
清楚。比如1988年美国公布了一张外星人
劫持美国轰炸机的图片，把轰炸机放在
月球背面的一个撞击坑里，这张图片一
下子引起轰动。我将这张图和我的图对
比，一看这个坑就知道是在什么经纬度，
坑有多深？这个坑有93公里宽、3公里深。

这架飞机假如被搁在这个93公里宽的坑
里，飞机至少有五十公里长，翅膀展开大
概有六十公里宽，明显是假的。

还有美国阿波罗载人登上月球这件
事，美国公布了20万张照片，一大堆录像
片，很多人看完以后产生了怀疑，认为这
是假的。我见到美国宇航局的一些官员和
专家，说网上有2亿人质疑你们，说你们根
本没有登上月球，你们回答一下好不好？
他们的回答是：我们不予理睬。其实对于
每一项疑问我只要一分钟就可以解释清
楚：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曾出现了两个影
子，人们认为是假的，因为月球上只有一
个光源——— 太阳。但大家不知道，附近的
登陆舱外形是一个六面体，上面蒙了一层
反光很强的金色保温膜，它的反光导致了
另一个影子的出现。后来我发现，他们做
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时间最长的一
场科普运动，却没花一分钱。

有些人不看书、不学习，对相关知识不

了解，就一口咬定谣言是对的，甚至这其中
还有一些大教授，所以说科普太重要了。

齐鲁晚报：科普的内容应该有针对
性。您认为目前哪些问题急需科普？

欧阳自远：随着科技发展，社会上都
有一些新的问题会提出来，受到关注。现
在科技界在争论的问题，也是公众关心的
问题。究竟有哪些问题呢？据我所知，比如
说人工智能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人
们带来很多忧虑，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不会
最终掌控人类？大数据真的很万能吗？此
外，人们对浩瀚宇宙充满了好奇和敬畏，
宇宙、星系、太阳系、地球与行星等等的起
源、演化及对地球和人类的影响；国际尤
其是中国航天活动的进展；到底有没有外
星人，未来地球人类会不会被外星人统
治？科学家有责任和义务将相关的科学知
识通过科普反馈给公众。让公众了解科
学，不断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是科学家
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 科普让谣言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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