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lish 
首 页 | 研究所介绍 | 机构设置 | 科研队伍 | 科学研究 | 合作交流 | 研究生教育 | 创新文化 | 所图书馆 

 今天是:2008年4月1日 星期二 站内搜索 ...  

 

 

   
返回首页  关闭

当前位置：首页/综合新闻  

艺术与科学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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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形思维原是人类潜在的一种本能。随着社会文明进步,逐渐孕育成为一种文化素养，作为

人与自然沟通的媒介，生成雅俗共赏的丰富多彩的作品。造型艺术，它有时候可能跨越语言所难

以表达的、不可言传的意境，激发出超脱现实的灵感，使人们的认知升华到全新的境界。李政道

教授指出：“艺术与科学只是同一个钱币的两个方面”。的确，艺术与科学之间，无论从哲学思

维或知识创新来看，曾经是同根同源，有许多彼此相通之处的。但是，毕竟这是科学家的艺术

观。艺术家未必完全认同！科学家的“匠气”之作，有些艺术家或者会另眼相看,称之为"另

类"的。      

    例如在中国古代，山水画和地图在它们的演进过程中，有时殊途同归，有时又分道扬镳。在

它们的表达技法和形式上，有时侧重写实，有时又侧重意境。有些作品比较逼真；有的则高度抽

象化、程序化或符号化。我们要想把它们严格分开，哪是山水图画，哪是地图，确实是相当困难

的。即使时至今日，无论电子地图、数字地球等所谓高科技产品，地图学家还是要研究多媒体的

可视化、艺术性问题。任何地图离不开色彩法则、图形概括和符号设计，离不开尺度效应和艺术

距离的影响。     

    从古老的小孔成像发展到先进的数字相机，摄影逐渐被社会公认是一门现代新兴艺术。当摄

影被应用于科学技术，特别是与航空、航天技术相结合，人类开始远离地球，进人太空，从崭新

的视角观测地球，山川秀美，风光无限，不能不说是前所未有的美的享受。大地的色彩如此绚

丽；人类世世代代在修理地球，在大地上留下了如此精致的“指纹”，难道只局限于用来精密地

测绘地图，分析、解读科学专题；为什么不把它看做是一帧帧现代派分形分维的杰作?把它看做

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一首田园诗或浮雕来解读它，欣赏它呢?     

    古老的方块汉字，远在唐、宋盛世，就曾给知识分子、文人墨客带来许多欢乐。诗词歌赋，

书法篆刻，谜语楹联，相声戏剧……层出不穷，演绎出汉文化的独特风韵和品味，几乎是无法翻

译的珍品。只有像李白那样的天才，近邻的日本、朝鲜等东方国家，以及西方极少数的汉学家，

才能心领神会!但是，尽管方块汉字艺术底蕴丰富，源远流长，如果没有科学的创新，它也难逃

灭顶之灾。姑不论焚书坑儒、文字之狱，曾经给知识分子带来过诛连九族的灾难。曾几何时，由

于行政命令的干预，要求汉字全盘西化、拉丁化，推行罗马拼音，去适应西方打字机的键盘，几

乎给汉字带来厄运。幸亏王选院士等科学家们，前仆后继，力挽狂澜，另辟蹊径，自主创新，发

明了汉字编辑印刷系统，实现了与电脑接轨，与网络共进，使检索查询、排版、打字的速度，比

采用拉丁字母还要快。因此21世纪初，汉字才有可能跃居因特网上仅次于英语的第二个大语言群

体。让形、声、意兼备的汉字，重放艺术的光辉，再铸辉煌，自立于世界民族语言之林。     

    我很幸运，小时候受到了一点点艺术的熏陶，也许比我接受科学训练还要更早一些，更多一

   



些。初中的美术老师，给我图画的启蒙教育，在校庆日为我专辟展室。高中的生物老师训练我解

剖动物，背诵和习作古汉语。大学的地理教授们指导我描绘地图，素描风景和设计立体图解。老

师们一步一步培养我的图形思维的能力和基本技法，后来，偶尔也尝试着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学习

研究和工作中去。例如，1946年，我在浙江大学任助教，把分散在西湖边、大学路和华家池的浙

江大学校舍，编绘成透视的立体图，竺可帧校长很高兴，采用作为招生简章的封面。1954年，为

了接待苏联科学院顾问团访问南京，我编绘了一幅《南京地质一地貌图解》，加上俄文图例，

A.A.格里哥里和柯夫达院士说，用不着翻译，他们全能读懂，而且在他们的《中国的土壤》一书

中，引用了许多类似的图解作为插图。1954年，曾世英、任美锷先生鼓励我彩绘了一本《中国地

形鸟瞰图集》，描绘遨游太空，俯瞰祖国锦绣山川和建设成就的印象。在人造卫星上天之前，这

完全是科学的虚拟。为此，1998年美国地理学会给我颁发了奥?米纳地图科学奖。     

    我认为，自己只是在科学与艺术之间，参与对接的受益者之一。从来没有敢想能够为“艺术

创作”有什么贡献。在科学家们看来，这只是雕虫小技，或者称是技能训练的基本功；在艺术家

们看来，更是门外汉。所以说，诸如此类“不伦不类”的图画和文字，还是另列为“特种”艺术

为好。作为工艺类学的延伸和拓展，作为科技园中的一片绿茵，将使科学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

雅俗共赏，其应用前景是美好的，令人神往的。 (作者:陈述彭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地

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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