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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科普寫作

黃文璋

國立高雄大學
應用數學系，統計學研究所

99年7月10日於科工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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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

不分中外，自古即知發表著作之重要。

即使刻在竹簡，或寫在羊皮上，也要將想法

 留下來。

論語、孟子、幾何原本、聖經、史記、…。

立德、立功、立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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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為何作春秋？

在史記太史公序：

想藉文字，來斷定人事的合不合禮義，當

 做天子的法度。

我欲載之空言，不如見之於行事之深切著
明也。…。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禮義，
當一王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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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為何作史記？

報任少卿書，自述作史記動機：

意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
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不成，
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
諸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都。則僕償前
辱之責，雖萬被戮，豈有悔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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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流傳

注疏。

傳抄、印刷。胡適：
紅樓夢最初只有鈔本，沒有刻本。

選輯：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四庫全

 書，…。

孔子刪詩書，訂禮樂，贊周易，作春秋。

 …

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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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

古人不乏上通天文，下通地理者。

亞里斯多德(西元前384-322)，著作包含：

達文西(1452-1519)：

物理、生物、動物學、邏輯、政治、哲

 學、倫理、修辭學、詩歌、戲劇，…。

建築師、解剖學家、藝術家、工程師、

 數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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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需要科普作品？

科學愈分愈細。有史以來三大數學家：

 阿基米德、牛頓、高斯，

 在物理學亦有很大成就。

Poincáre(1854-1912)：

 今日少有博士，專士就已很了不起！

最後一位興趣廣泛的數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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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劍橋大學學者史諾(Charles P. Snow,
 1905-1980)，提出兩種文化：

我曾與一些人聚會。他們均受過高等教

 育，並一直對科學家的無知，感到難以置

 信。有一兩次我被激怒了，於是質問他們

 之中，有多少人能解釋熱力學第二定律。

 令人沮喪的，也同樣沒有。

 然而我問的這一問題，大概就是將“你讀

 過莎士比亞嗎？＂轉用科學語言描述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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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相信，如果我當初問的更簡單，例

 如，你認為質量、加速度是什麼？即與“你

 能閱讀嗎？＂這一問題轉為科學語言後等

 價。但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中，不會有超

 過十分之一，會認為我在表達同一意思。所

 以說，當現代物理學的大廈不斷增高時，西

 方世界中，大部分最聰明的人，對其理解，

 仍如他們新石器時代的祖先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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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諾批評英國政治人物，多數為人文學界

 出身，對科學一竅不通，由這群人制定國

 家政策是很危險的。

史諾也批評科學家輕視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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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普及、寫作。

先確定主要閱讀對象：

 下里巴人？陽春白雪？

正確、可讀。

取之不盡的題材。

觀點要能被接受。

科普寫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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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由21樓墜到地下4樓。

問：掉了幾樓？

題材俯拾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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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大學應用數學系，民國76年成立，95年
 慶祝成立20周年。

 人人需要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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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留意生活中的事物，媒體資訊，…。

閱讀國內外通俗性刊物。

改寫，闡釋其中原理，釐清一些概念。

小題可以大作！

Poincáre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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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百年難題
俄數學奇才拒領百萬美元

美國麻州劍橋克萊數學研究所1日宣布，解開百年數
學難題“龐加萊猜想＂（Poincare conjecture）的43
歲俄羅斯數學奇才裴瑞曼，拒領頒給他的100萬美元
“千禧獎＂。

號稱世上七大數學難題之一的龐加萊猜想，是法國
數學家Henri Poincare1904年留下的。裴瑞曼早於
2003年在網路上發表其解法，赴美演說後即遁隱聖
彼得堡林間。今年3月，學界證實裴瑞曼之解法正
確，克萊數學研究所決定頒獎給他，但他並未出席
6月的頒獎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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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所所長卡森認為此事不足為奇，因為裴瑞曼2006
年也曾拒領有數學諾貝爾獎之稱的費爾玆獎。

裴瑞曼說，美國哥倫比亞大學數學家漢彌頓，對證

明這道難題同樣有貢獻。他利用漢彌頓研發的技

巧，得以解開此一難題。裴瑞曼表示“我跟數學圈

看法不同。我不喜歡他們的決定，我認為他們不公

平。＂

待業中的裴瑞曼和老母住在聖彼得堡市郊的小公

寓。他曾拒絕數所美國頂尖大學的延聘。他說“我

想要的東西都已得到了。＂

【2010/07/03 聯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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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加萊猜想：“在三度空間裏，任何封閉的、單

 一連結的流形（manifold），和三度空間的球同胚

 （homeomorphic）。簡單地說，就是“任何沒有

 破洞的封閉三度空間物體，都可以揉成一顆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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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一定的專業知識，尚可的文字駕馭

 能力，及熱誠：

 物質報酬通常不多。

如同影劇界，讀戲劇系、參加演員訓練

 班等，皆非成為好演員之充分必要條件。

興趣、志向可能較重要。

要多看，多揣摩，反覆推敲，並充實自

 己各方面的能力。

誰能從事科普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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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寫我口。

滿腹經綸，如何表達出來？

大部分的人缺乏寫的訓練。

很多情境式的數學考題，題意不清，只在

 乎其中的數學。

 數學家不一定較有邏輯，

 國文老師不一定能寫好作文。

從專業到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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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年學測國文單選題第5 題：

「飛魚季」、「天才夢」兩個詞，是由「飛魚+
 季」、「天才+夢」所構成，「飛魚」對「季」、

 「天才」對「夢」都具有限制和界定作用。下列

 選項中，兩者皆屬於上述構詞方式的是：

 (A)錯誤；下棋 (B)種地瓜；談友誼 (C)問候天空；

 再別康橋(D)荷塘月色；蕃薯地圖。

 國文成績再高，不能寫好作文，也是枉然！

從國文到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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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亞:我的散文之路是這樣開始的

一邊寫一邊讀別人的散文，愈讀愈覺自己不夠好，
有時寫得嚕嗦繁冗，有時卻太簡單，人家文字裡有
些令人拍案驚奇的句子，我都沒有。前輩教我，不
論散文小說，文字一定要注意“敘述與描繪＂。我
的敘述尚可，但描繪很不足。很沮喪，散文讓我退
縮了，我回頭去寫小說。十分自然，我把習慣了寫
散文的方式帶到小說裡了。為了加強小說的力量，
我在小說中，以散文文字，敘述時做了解說，我忽
然認知到那解說竟然就是“描繪＂！
我會寫作了！我終於懂得了散文的寫作。2009年我
獲得吳魯芹散文獎，這是散文的終生成就獎。

文學原鄉/一徑恬心小路【2010/07/04 聯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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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讀者為尊：勿自我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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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金庸 陳宇慧，1973年出生，住在香港，

 在銀行上班，4個孩子的媽。2008年，覺

 得陪孩子時間太少，才辭掉工作。

2007年出版天觀雙俠(4冊)，2009年出版靈

 劍(3冊)。

 時間是擠出來的！

沒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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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

形。然文不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

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

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

大。太史公行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

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

氣。此二子者，豈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

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貌，動乎其言，而見

乎其文，而不自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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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動筆 勤動筆

學然後知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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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