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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近日，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博

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组织开展的第二十一届

（2023 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

动公布入围名单，山西 6 个展览入围。

入围的展览是境内展览，分别是：山西博物院

的“晋魂”基本陈列，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

博物馆）的“考古的温度———山西‘十三五’考古成

果展”，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双塔博物馆）的“走

进博物馆———民俗文化系列展之山西手工纸制作

技艺与生活”，大同市雕塑博物馆的“溯源·寻

根———大同考古纪实展”，晋城市文物保护研究中

心（晋城博物馆）的“泽州万像———山西晋城古代彩

塑壁画艺术巡展”，临汾市博物馆的“文明化成———

中华早期文明都邑联展”。 齐凯

山西 6 个项目入围
博物馆展览“十大精品”

三月的风，轻拂万物大地，

三月的云，勾勒远山晴空。

春愈发深沉，绿愈发浓厚。

一片叶，一朵花，悄然生长。

一束暖光，一抹微笑，平添温柔。

这深深浅浅的春色，沉醉了山河大地的心脉。

（作者单位：晋能大土河热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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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huaxuyuK 文化絮语传播平台守土尽责 科研人员化身博主

用真科普打击“大忽悠”
wenhuashidianK 文化视点

姻 史诗

“按摩穴位即可逆转近视”“转动眼球并

配合远近距离交替聚焦，就能降低度数”“飞

行员视力恢复训练方法大公开”……前不久，

一系列“近视眼从 800 度降到 100 度”的短视

频登上网络热搜，一些社交媒体账号打着医

疗科普的幌子，演示了各种“恢复视力”的方

法。随后的权威机构调查显示，网传内容看似

头头是道，实则纯属伪科普。

遍布互联网的科普内容本是技术普惠的

有力体现，但一些鱼目混珠的“水货”、指鹿为

马的“谣言”充斥其间，使部分打着科普旗号

的作品成为博取眼球的“流量密码”。伪科普

为何总有生存空间？“跑偏”的伪科普应该如

何纠偏？笔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网络科普质量参差不齐

近年来，我们经常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

大量被转发的宣称“科研表明”“专家披露”的

文章或视频。这些内容的发布账号为赚取流

量，盲目追逐热点话题，并配以猎奇的文案，

有悖于科普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哪些领域更易产生伪科普？北京市科学

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袁汝兵分析，一方面，一

些前沿的、认知门槛较高的科学问题，往往处

于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定论。另一方面，医疗

卫生、饮食保健等领域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这些领域的科普更契合公众需求，容易产

生较高的关注度。因此在这些科学领域都容

易滋生伪科普。

“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人人都能通过各类

平台发布和接收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方便

了信息和知识的传播。但由于没有门槛，网络

科普的质量参差不齐。”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医

学科普创作专委会青年学组成员王明宇认

为，大量的科普信息涌入互联网，可能导致公

众无法分辨真假、优劣，造成信息过载，甚至

发生“劣币驱除良币”的情况。

在王明宇看来，从创作者端看，伪科普的

出现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方面，作者自身专

业知识不足、缺乏科学素养，无法正确理解和

评估科学信息，容易被伪科学或错误的信息

误导，并将其传播给其他人。另一方面，一些

人为了赚取流量获利，需要获得更多的关注

和点击量，因此选择制造耸人听闻或错误的

科普内容，而不关心其真实性和准确性。

“在某些情况下，社会压力和需求也可能

推动伪科普的产生和传播。”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理学院副教授、石油之光国家级科普

教育基地负责人杨振清说，一些人在感受到

社会对于特定话题的关注度后，希望通过发

布与之相关的科普内容来获取更多的社会认

可和赞誉。这可能导致他们故意夸大事实或

传播不准确的信息，以满足社会需求。

平台监管仍待完善

在“去中心化”的自媒体环境下，人人都

有“传声筒”，可能使真实信息让位于“流量”

的情况出现。但有专家认为，伪科普横行，平

台也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杨振清告诉笔者，大多数主流社交平台

和内容发布平台都有一系列规则和政策来限

制伪科普内容的传播。“一方面，平台禁止虚

假信息、欺骗性内容以及违反科学事实的内

容发布。另一方面，搜索引擎在一定程度上会

对搜索结果的真实性进行筛选。平台通常会

使用算法评估内容的权威性、可信度和相关

性，从而确定搜索结果的排名。”

但这远远不够。笔者曾在“近视眼从 800
度降到 100 度”短视频的传播平台进行搜索，

发现专业医生的科普帖排名靠后，权威机构

的辟谣话题流量并未赶超当天的谣言话题流

量。尽管众多网友驳斥某“造谣博主”“胡说八

道”，但在官方辟谣后仍未见平台干预。

“在进行科学知识搜索时，搜索结果的排

名通常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内容质

量、相关性、用户行为、商业行为等。传播平台

一般会采用技术手段，例如机器学习、人工智

能等辅助判断搜索结果的真实性和质量，但

这并不能完全保证结果可靠。”王明宇说。

让伪科普止于权威发声

防止伪科普挤占真科普的传播空间，使

真科普更好地触达受众，需要全社会共同努

力，构建大科普格局。

京科学中心副研究馆员孙小莉表示：“对

于有意、无意传播的伪科普内容，平台应有相

应的监管、处理方式，全力做到守土有责、守

土尽责。相关部门一方面应加强对平台的监

管，对平台处理伪科普的方式进行规范化管

理；另一方面要织密法网，加大对科普法的宣

传力度，加强法治建设。”

法治建设是实现大科普目标的根本保

障。同时，知识的生产者化身知识的传播者，

科研人员变身为科普博主，也有助于让晦涩

难懂的科学知识变得明白晓畅，让科学知识

更好地惠及公众。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更好地让科研人员

参与科普工作？孙小莉建议，对于科研人员来

说，可以基于受众的需求，以兴趣引导、实用

性引导等方式开展科普工作。同时，要坚持科

普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以优质的科普内容打

败虚假的“流量”。

孙小莉还谈到针对“弱势群体”和重点领

域的科普工作。要加强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相关领域科普内容的生产和传

播。例如，不少刷屏的“科普网文”实际上是广

告，这些广告用看似“高大上”的科学研究成

果包装产品，兜售某种药品或医疗器械。而一

些伪科普视频将身着白大褂的“重量级专家”

配以看似权威的数据，让不少“银发族”信以

为真。

用真科普打败伪科普，一些人已经在路

上。王明宇的另一个身份是山西医科大学第

一医院神经外科医生。即使工作繁重，他也会

抽时间为大众科普医学知识。在他写作的科

普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阿莫西林并非消

炎药，头痛、感冒吃它没用”，知道“患糖尿病

足，并不一定要截肢”和“‘天下第一痛’三叉

神经痛，找对方法也能治”。这些科普内容给

予了不少患者抗击病魔的信心。

王明宇总结了一些让科普得到更好传播

的“窍门”。“要科学合理地‘蹭热度’，针对受

众痛点进行科普。同时使科普语言更贴近网

络，增强科普内容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如今，越来越多“王明宇们”正坚持与伪

科普“斗智斗勇”，让伪科普止于智者，更止于

权威发声。

姻 石羚

宋燕代表在博物馆行业深耕 30 余年，建议建

设“儿童友好型博物馆”，更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司富春代表聚焦推动中医药企业数字化转型，

建议加强中医药产业科技创新顶层设计；陈智林委

员长年致力于弘扬川剧艺术，建议加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宣传推广……今年全国两会，不少代表委员

就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建言献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活起来”“火起来”贡献智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

动中 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不断开创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就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

出新，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

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

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

起来。

不忘本来，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

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的文化宝藏。让

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更好呈现丰富

样态、展现历史底蕴、传递中国智慧，是挖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宝贵资源的应有之义，也是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基础。

面向未来，释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潜

力。应用全息影像、虚拟触摸等还原历史场景，以

科技手段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亲和力；非遗技

艺衍生文创“潮品”，以现代审美拓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表现力……坚持守正创新，采取多种方式，

让历史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才能让沉睡的文化资源

重获新生。

吸收外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竭活

力。近段时间，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陆续开

展，海内外宾朋深化交流，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成果。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发展。要以海纳百川

的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中华

文明与各国文明美美与共、和合共生。

期待更多全国两会上的真知灼见，最终转化为

保护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务实举措，推动

千年文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筑牢文化根基。

让传统文化在
新时代绽放光彩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杨洋 / 文 刘娜 / 图

将饴糖加热到适温，然后揪下一团，揉

成圆球，用食指沾上少量淀粉压一个深坑，

收紧外口，快速拉出，拉到一定细度时，猛地

折断糖棒。此时，糖棒犹如细管，赵淑霞便立

即用嘴吹气造型。整个操作过程必须经过长

时间的刻苦练习，手法要准确，造型要简洁

生动，吹糖人的关键技术主要在吹和捏的功

夫上。

3 月 18 日，《科学导报》记者采访了山西

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原糖人”赵氏糖人第三

代传人，不仅感受了一番传统非遗文化的独

特魅力，还回味了童年留下的美好记忆。

制作糖人是一种中国传统手工技艺，制

作者都是挑一个担子，一头是加热用的炉

具，另一头是糖料和工具。糖料由蔗糖和麦

芽糖加热调制而成，本色为棕黄色，也有的

加入颜料或色素使之呈红色或绿色。制作时

火候的控制是关键，过热则太稀易变形，冷

了会太硬则无法塑形。

“吹糖人是一种传统的民间工艺，被称

作‘戏剧糖果’。吹糖人所用的原料主要是手

艺人自己熬制的饴糖，我们都有自己独到的

配方和熬制方法，整个过程全凭经验来判

断。”赵淑霞说。

每当看到晶莹剔透的糖人，总会在童年

的回忆中弥漫起甜蜜芬芳的气息。或许，每

一个童年里都有吹糖人的快乐、买糖人的急

切和玩糖人的幸福。

据了解，糖人制作工艺可分为吹糖人、

画糖人和塑糖人三种。赵淑霞所制作的糖

人，涵盖了这三种老技艺。“太原赵氏糖人的

历史源于 1916 年，在北京谋生的赵福云逛

庙会，看到了这一民间艺术，并被其深深吸

引。拜了当地的糖人师傅学艺，学成后回到

家乡，开始以糖人技艺谋生，因作品惟妙惟

肖，在太原民间艺人中颇有名气，成为‘赵记

糖人’的创始人。”赵淑霞对记者讲述。

“70 后”的赵淑霞生于糖人世家，从小受

到祖父、父亲（第二代传人）糖人艺术的熏

陶，耳融目染，对糖人技艺的悟性很高，常常

模仿父亲做糖画，做得像模像样。经过多年

的学习走访名师，赵淑霞不仅把传统技艺掌

握得不差毫分，并结合时代的要求从制作技

巧、制作内容上都有所创新。

多年来，赵淑霞先后参加过省市级文化

展演、庙会、非遗进校园等活动，并在太原食

品街进行常态化表演，深受广大小朋友和青

年们的喜爱。

糖人，仿佛是历史的见证者，承载着几

代人的回忆。赵淑霞以其巧夺天工的技艺，

赋予糖人千变万化的肌理。这一技艺与主体

吹成的光滑表面形成鲜明对比，使得糖人作

品更加丰富耐看。赵淑霞用自己独到的配方

和熬制方法，让糖汁化作浓墨，凝神运腕，手

臂和手腕有节奏地缓缓移动，每一个抖、提、

顿、放、收的动作，都犹如太极的修炼功法，

最终将各色形神兼备、色泽艳丽饱满的糖人

呈现在世人眼前。其造型吸取面塑、剪纸、皮

影等元素，作品夸张古拙、生动细腻，集色、

行、动于一体，颇具艺术欣赏价值。

栩栩如生的糖丝拉扯出赵家三代人的

坚守与传承。“支撑我想要传承这项技艺的

是每次看着孩童的笑容，听着人们雀跃的欢

呼声，能感受到糖画给他们带来的温暖。”赵

淑霞说。如今的糖人，拿在手上是玩具，摆在

家里是点缀，吃进肚里幸福。在与童年渐行

渐远的路上，每个人都能在糖人中回味深入

骨髓的乡愁，与最初的自己重逢。这种快乐

来自于将自己的热情和创造力融入到这项

技艺中，从而感受到一种自我实现的满足。

wenhuarenwu
文化人物K

赵淑霞：如糖似梦 巧手塑心

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题记

初春的夜晚，吹来丝丝寒意。夜色如墨，

唯有月光清朗。我在钢琴店内挑选钢琴。

“欢迎光临！”门口的感应器响起，引得店

内人侧目。只见门被打开，一个穿着蓝色外卖

服的男人站在门口风尘仆仆，还夹杂着来自

屋外的寒气。男人大约二十余岁，外卖服皱巴

巴的，手上还拿着外卖，略显狼狈。他的视线

在屋内扫视一圈，随即停在了柜台后的店员

身上。

“您好，请问是王女士么？您的外卖到

了。”外卖员递出了外卖，目光却落在了一架

钢琴上，他望着钢琴，怔怔出神。许是他的眼

神过于炽热，店员也注意到了。

“你会弹钢琴？”店员问。外卖员点了点

头，“要弹弹么？”“还是……不了吧。”外卖员

说。但他的眼中全是掩不住的遗憾。“不用不

好意思，”店员往柜台上一靠，“以前那里专门

有人表演，后来生意不好就取消了。”外卖员

抿唇，随即是很轻的声：“那我弹弹吧。”

外卖员在钢琴前坐定，双手轻放在琴键

上，深吸一口气，开始演奏。

曲目不难，随着手指摁下，音符缓缓流

淌，曲调温柔流转，修长的手指在黑白键之中

舞动，流畅而熟练。我不知他将这首曲子练习

过多少遍，也不知他是以何方式练的，是现实

还是想象？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这位身上

满是尘土的少年，眼神中却不掺一丝尘埃，只

盛着满满的热爱。我只知道，这位身穿外卖服

的少年对钢琴、对音乐的爱，将会生生不息，

像是永不会被磨灭。我只知道，月光皎洁清

朗，洒在钢琴上，这位少年望着光，追着光，成

为光……熠熠生辉。

此时，一道声音响起，“您有新的外卖订

单，请注意查收”，将所有人拉回现实。外卖

员回神，手中动作停下，轻轻合上琴盖，放好

琴凳，笑着向店员道谢，又匆匆隐入了夜色之

中……

我无法忘记他的身影，可能是因为他的

热爱与执着，但最重要的是：他会在匆忙赶路

的同时，望向天空！

（作者单位：山西现代双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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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学生科普科幻作文
大赛总决赛阳泉赛区赛事举行

科学导报讯 笔者 3 月 18 日获悉，第十届全国

中学生科普科幻作文大赛总决赛山西阳泉赛区赛

事日前在阳泉市城区举行，来自晋陕豫三省的

1000 余名中学生参加了比赛。决赛成绩将于 6 月

底在大赛官网公布。

第十届全国中学生科普科幻作文大赛初赛参

赛人数超 30 万人，3 万人入围决赛，全国共设 11
个决赛赛区。阳泉赛区赛事启动仪式 3 月 2 日在

“阳泉记忆·1947”文化园举行。3 月 3 日上午，全国

11 个赛区的 19 个考点同时开赛。阳泉赛区考点设

在阳泉市第一中学，要求学生以“临界点”为题自选

角度开展创作。 山西日报

小朋友在宁夏科技馆体验科普项目 姻 王鹏摄

赵淑霞展示她的糖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