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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首古诗不再只是意境的抒发，而成为一个关于自然现象的科学提问；当一部古典作品不再只是人物的悲欢离合，而呈现出宇

宙运行与气候变迁的规律投影……文学与科学的交汇，便在阅读中悄然发生。

近年来，一种融合人文情怀与理性思维的跨领域阅读悄然兴起，相关图书也备受读者关注。它们打破了传统知识分类的边界，用

科学视角回望经典文学作品，用文学语言激荡科学精神。这类图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激发兴趣、启迪思维的路径，也为他们打开了穿

越古今、贯通文理的思维新维度。

情感律动与理性逻辑共鸣共振
□本报记者 张君成

在当前教育日趋重视学科素养与综合
能力培养的背景下，“科学遇见文学”的阅
读实践，正在为读者打开一扇全新的认知
之窗。这种文理融合型的图书，以古典文
学为依托，以科学思维为引擎，不仅延展
了阅读的深度与广度，更从根本上激活了
读者的问题意识与思维能力，让阅读从

“感受美”走向“理解美”，从情绪体验走
向逻辑探索。

对于青少年来说，传统的文学阅读往往
强调语言的优美、情感的丰沛与审美的陶
冶，而科学教育则注重数据、模型与推理。
在很多孩子的学习经验中，二者交集较
少。但当某一句诗中所描述的自然景象，
可以通过气象原理、天文现象甚至物理定
律加以解析，孩子便会主动地去追问“它
为什么会这样”“它是否真实存在”。这种
提问的发生，标志着一种更高阶、更立体
的阅读形态的生成。

更重要的是，文理融合的阅读方式，
打破了学科的界限，也冲破了思维的惯
性。孩子在阅读中不再局限于某一门知识
体系，而是在文学的情境中运用科学的方
法论，在科学的求证中唤醒对人文世界的
感知。他们既要理解诗句背后的物理过
程，又要保留领会诗意表达中的情感张
力；既要分析作品中的自然现象，也要体
会人物的思想情绪。在这种双重思维的训
练下，孩子的认知路径被极大地拓宽，既
有理性判断，也有感性理解，既能追问事
实，也能体察人心。

许多图书通过设置“科学侦探”式的推
理过程，引导孩子对文学文本进行再阅读。
从“雪花有几种形状”到“月亮为何总朝同
一面”，从“飞流三千尺”背后的重力加速
度到“星移斗转”中隐含的天文规律，每一
个追问都让孩子不止步于背诵与感动，而是
在“提出问题—查证资料—分析验证—形成
认知”的过程中，完成一次科学精神的启
蒙。这不仅提升了孩子的阅读能力和综合素
养，更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他们观察生活、
理解世界的能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理融合图书对教
育的启发意义并不局限于学生本身，也为教
师教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路径。文科教
师可以借助这些图书引导学生从科学角度
解读文学意象，激发讨论与延展；理科教
师也能通过文学中的自然描写，激发学生
对抽象知识的兴趣与想象，达到更生动的
教学效果。

真正的教育，既不是知识的灌输，也不
是技能的堆叠，而是认知方式的塑造。文理
融合阅读的价值，正在于它引导孩子既仰望
星空，也脚踏实地，既拥有逻辑的头脑，也
保有诗意的心灵。在这个信息繁杂的时代，
我们更需要这样能够“左手诗书、右手科
学”的一代新人。而这类融合图书，正以一
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为孩子们插上双翼，
让思维飞得更高、更远。

左手诗书
右手科学

□张君成

采访对象一致认为当科学遇到文学的意
义所在，便是“让思维不设边界，让认知走
出课堂，让世界因阅读而被更深地理解”。

“人们常以为科学是现代的，古典文学
是传统的，两者是遥远的。”智烁认为，这
样的对立实则源于惯性的认知模式。当我们
用科学的方法解读古诗词、名著，经典的

“高远”被拉回到日常的“真实”，读者不再
把文学看作象牙塔上的咏叹，而是在那些千
百年前的词句中，看见了可验证的自然现
象、可追问的生活细节，“这正是科学的魅
力——它帮助我们重返生活本身，也帮助文
学重新落地。”

文学来自生活，也高于生活。但我们经
常关注的是它“高于”的那一部分，而忽略
了它是如何贴着生活展开的。智烁说：“当
我们从科学角度去理解文学中记录的日月星
辰、风雨霜雪，看到的是古人对自然的智
慧、对生活的体察，尤其对青少年读者来

说，能从这种解读中学会
观察世界、热爱生

活，最终建立起对文化的认同感和思维上的
独立性。”这种从文本回归生活的阅读路
径，不只打开了知识结构，更激发了思维方
式的改变。

韩松也表示，科学视角确实为经典阅读
带来新的可能。它一方面帮助读者理解古人
对自然的观察、对宇宙的感知方式，另一方
面也拓宽了文学赏析的趣味性维度。但他同
时提醒，在阅读中要避免过度科学化，不要
完全按字面去分析虚实结合的诗句，以免削
弱原本的诗意张力。“文学中有留白与象
征，有情绪的投射与想象的空间，这些不能
简单地理解成物理现象。”

韩松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母亲的反馈，她
的儿子读小学五年级，虽然《四大名著中的
天文密码》并非少儿定位，但因语言生动有
趣、内容通俗有思考深度，孩子竟放学就主
动读。“这份主动，正是阅读最本质的动力
来源。”

在胡雅琳看来，科学的介入不仅是知识
的拓展，更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的激
活。她认为，科学为文学注入了全新的时空
维度，使古典作品中的空间感、情绪感、哲
理感都发生了更新。她举例说：“如果我们
从宇宙膨胀的概念去理解杜甫‘一览众山
小’的空间感，那种震撼就不仅仅是地理
的，更是宇宙尺度的；如果从量子纠缠去体
会李清照的情感句子，那种思念就变成了一
种超越时空的情绪联结。”这类解读，虽然
带有想象，但恰恰在文学与科学的对话中释
放了人类思维的张力。

在湖南师大附中的“名家领读”活动
中，胡雅琳还观察到，学生们对 《物语诗
心》 中提出的科学问题表现出超出预期的
热情与好奇。“而这份好奇，恰恰是文学遇
到科学带给孩子们最有价值的礼物。”胡雅
琳说。

充分释放思维张力

如果说从文学中“找出科学”是一次由
感性走向理性的探寻，那么，从科学视角

“重新理解文学”，则是一场从逻辑中生发诗
意的回环。不少图书以此为基调，力图打开
文学的“科学层面”，更唤起了读者对自然
规律之美与宇宙奥秘之思的诗意感知。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则贤在
《物理视角读唐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中提出：“唐诗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辞章
优美，还在于它是那个时代人类认识自然、
感知世界、应对生存的结晶。”他指出，诗
人不只是书写情感，更在直觉中揭示着自然
法则。例如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在
空间关系和大气反射层面实则暗含了对“逆
温现象”的描绘；李白“飞流直下三千
尺”，恰是将重力加速度与人类视觉、错觉
相叠加后的艺术表达。

“我们常说文学高于生活，而科学告诉
我们，生活远比想象更奇妙。”曹则贤认
为，当代读者特别是青少年，需要在逻辑严
密中体验想象的跳跃。“物理不仅是解构的
工具，它也能为文学注入坚实的支点。”在
他的解读中，读唐诗不仅是理解古人的抒
情方式，更是一次次情感律动与理性逻辑
的共鸣。

同样通过科学逻辑理解文学的还有《四
大名著中的天文密码》（人民邮电出版社）。
该书系统梳理了《红楼梦》《三国演义》《西
游记》《水浒传》 中出现的日食、月食、
彗星、大雨、星辰等天象描写，将“天
人感应”“星占推理”一一转化为现代天
文观测的综合视角。在人民邮电出版社

科普分社编辑韩松看来，“科学与文学的
结合，首先能让读者对科学有更全面和
深入的认识。如古人对天象的理解常包
含文化意涵与政治投射，但其中也不乏
细致入微的自然观测，这正是我们与古
人可以对话的入口。”

作者在解释天文知识时，都引用了充足
的原著情节，比如，在行星与星宿两章，作
者通过《三国演义》中对天象的描述和《西
游记》中的各星宿神介绍了古天文中的行星
和星宿体系。通过科学解读，不仅还原了文
学的“真实场景”，更增强了读者的“历史
在场感”。“真正打动读者的，不是空洞的美
词佳句，而是当他们体会到古人所见天光与
今日相通，他们就会在文学中发现生活的镜
像。”韩松对此坦言道。

《物语诗心：从诗词到物理的思维旅
行》（湖南教育出版社）进一步拓展了“文
以载理”的路径。责编胡雅琳表示，该书定
位是“思维方式读本”，核心不是知识的堆
叠，而是帮助读者建立“像科学家一样读
文学”的路径意识。书中通过对诗句中力
学、热学、声学原理的分析，构建了一个

“理工科思维下的文学地图”，让读者在文
学中了解物理建模思维，在公式之外重新
认识感性。

“我们不是让读者看到一首诗就去找公
式，而是让他们意识到：每一个自然现象背
后，既有情感的描述，也有世界的法则。”
在胡雅琳看来，这种文理兼修的方法，用科
学点燃对文学的热爱，用文学唤起读者感知
科学的温度。

科学视角理解文学

“窗含西岭千秋雪”，杜甫的诗句为何
在成都能看见百里外的雪山？“东边日出
西边雨”，这到底是哪种天气现象？“黄梅
时节家家雨”，梅子黄熟就一定代表连绵
阴雨吗？这些千百年来广为传诵的诗句，
在《古代诗词中的气象科学》《古典名著
中的气象科学》（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都被一一“复盘”，成为科学思维的入
口。“科学解读不是将文学‘拆解’，而是
让文学‘发光’。当孩子们意识到诗中的
美可以用科学方式解释，他们也会更愿意
用科学方式理解生活。”河北少年儿童出
版社教辅编辑部副主任智烁在接受《中国
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类图书不是简单的科普，而是用
科学思维读懂古典。”智烁如是说。如

《古代诗词中的气象科学》以杜甫的诗为
例，作者从西岭雪山与成都的实际距离出
发，结合春季降雨初晴后的大气透明度数
据与能见度定义，推导出诗人确实可能在
草堂窗边看到雪峰。“这种‘提出问题—
查证资料—构建模型—得出结论’的方
式，不只是验证了诗意的‘真实’，更是
将科学精神融入文学阅读的全过程。”

在智烁看来，这套书的最大意义不在
于“讲知识”，而在于激发孩子的提问能
力、分析能力和跨学科思维。“它引导读者
在阅读中不再停留于‘感动’与‘背诵’，而
是进入质疑、论证、思辨的过程——这正
是科学精神的精髓。”智烁谈道，这种
不止步于“是什么”，而是深入到“为
什么”“如何形成”的探究方式，可以
让孩子们在熟悉的文学故事中体验到一
种“科学侦探”的乐趣。

科学的理性与文学感性作品不仅注重
文本分析，而且通过抽丝剥茧的科学分
析，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不断提出新问
题，带领读者探寻那些脍炙人口的古诗
词、古典名著故事里被人忽视的科学知
识，这也是读者深度思考的过程。

《古典名著中的气象科学》一书中举
了这样一个例子：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借
萧让之口说出雪花的6种形态，作者对此
产生了疑问，从我们常见的雪花形状到雪
花形成原理，再到特殊情况下所形成的雪
花形态，最后论证出雪花不止 6 种，古人

“草木之花多五出，独雪花六出”的说法也
是不确切的。“这种多学科思维的
论证，对于少儿读者的
思维锻炼是多角度、综
合性的，启迪读者关注
生活中的细节，勇于质
疑，发散思维思考问
题。”智烁说道。

文学成为科学入口

■本期关注：当科学遇见文学

《《古代诗词中的气象科学古代诗词中的气象科学》》内文插图内文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