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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说过：“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翻开《艺术与科学读本》，从

大师的言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艺术与科学之间隐秘的联系。 

  

《艺术与科学读本》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当代大学读本·科学文化系列”之一，将中外学者对

艺术与科学所作的研究和思考分成6类——“从应用的观点看”、“从历史的观点看”、“从大师的创

造看”、“从知识的联系看”、“从哲学的观点看”、“从人生的观点看”。这有利于读者开阔视野、

打破学科樊篱、激励创新思维。据了解，“当代大学读本·科学文化系列”是以在校的研究生、本科生

为主要读者对象，旨在打造一种新型的学术平台，帮助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理解那些与科学有关的交

叉学科的学术脉络与经典，提供这方面较为系统的知识和信息。 

 

快捷的入门读物 

 

看到《艺术与科学读本》，大家也许会疑惑，艺术与科学之间是否真的有交集？该书编者之一、清

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说，“艺术与科学”是艺术、科学两个完全不同

的领域的交叉集合。毋庸置疑的是，两个独立的领域交叉形成的一个新集合必定会产生特有的新规范，

也因此会派生出新的研究方向、方法。 

 

近年来，人们对研究跨学科的领域产生了兴趣，也愈来愈重视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间的关系。与此

同时，艺术与科学这一领域迅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研究该领域成为了一股新热潮。刘兵说，

当今是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时代，艺术家们在这个时代无法忽视科学的影响，也试图通过科

学技术手段和观念来丰富自己的艺术创作；有很多对艺术有兴趣的科学家，也试图从艺术中获得帮助。

还有一些人更多地从理论角度研究结合后产生的新问题，促进整个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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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公众、学生、研究人员了解、探究艺术与科学这一领域的需求，两位编者编著了《艺术与

科学读本》。刘兵希望艺术与科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能渐渐走入专业化、规范化、成熟的发展轨道。 

 

刘兵表示，相对于科技哲学等其他领域而言，艺术与科学这一领域，所研究的问题偏少，取得的成

果数量不多，发展得不成熟。因此，该书汇集了国内外经典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相关文献。例如，美国

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的《科学与艺术的关系》，中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梁思成的《音乐、

绘画、建筑之间的通感》等。 

 

艺术与科学的几个层次 

 

由于艺术与科学这一领域发展得不成熟，人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依旧持有不同的观点。刘兵认为，

此时要编一本有关艺术与科学的读本，就需要在书中体现出作者对艺术与科学的理解及对其问题的看

法。因此，设计该书框架时，刘兵根据当下不同的人谈论艺术与科学的不同方式，将艺术与科学间的联

系分为了几个层次：应用层次、观念层次、哲学层次。书中虽然还有一些其他方面内容，但基本思路是

以这几个点构成其背后的核心主线。 

 

无论何时，技术确实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艺术创作。回顾历史，古代的艺术与实用技能、美和道德

都有关系，直到18世纪后期优美艺术与实用艺术才得以区分开来。在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的今天，艺术

家创作艺术作品，技术和科学的发展为艺术家提供了创作所需的技术手段。譬如有着巨大魅力的数码艺

术，正是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艺术三者融合的结晶；如由新材料、新工艺支撑，以科学技术原理为基础

所设计的新款汽车、家电。 

 

在应用层次上，科学受艺术的影响稍弱。但刘兵认为，在观念的层次上，科学、艺术两者均从对方

领域中受益匪浅，比技术应用的层次所包含意义更为深刻。艺术家真正接触到科学技术时，看到了新视

角，受到科学家某些观念的影响，如此可有深层次的创作灵感；而科学家其实也可以从艺术中获得潜移

默化的启发。科学家在构造理论的过程中，不仅有实验的标准，还有审美的标准。比如科学家追求一种

理论推理过程的简单性，这种简单性恰恰也是一种美。科学中讲求对称性，对称性实际上也是一种审美

的观念，在美学中经常应用。 

 

在几种层次中，将艺术与科学上升到哲学的层次时，刘兵认为，从科学研究的视角、美学的立场研

究世界构成方式及其本体的规律时，艺术家、科学家所发现的结果有时极为相近，因此思考上升到哲学

层次时能给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大美译丛”中的《物理学与艺术》阐述了一个观点：科学、物

理学、绘画三者之间似乎有一种发展的平行线，当科学家和艺术家以不同研究方法、角度看待世界时，

如科学家做实验、阐述理论，艺术家用作品来表达内心的感悟，科学家和艺术家会对空间、时间、光、

色彩得出相近的结果、观点。从哲学层次上，人们就开始思考：科学家和艺术家认识世界的方式异同之

处在哪儿，以何种视角才能更全面地认识世界，如此更有研究的意义。 

 

按上述几种层次，能清晰地看到人们在如何谈论艺术与科学，并能发现各个层次的意义，挖掘出其

不同的学术价值。刘兵说：“研究科学家的认知方式、思考方式时，发现一些特点，反映出了一些艺术

观点的利用、思考。由此，在教育过程中，完全可以从朴素的、无意识的应用变成一种有意识的思考。

这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读本——名副其实的“导游” 

 

阅读《艺术与科学读本》中的任何一篇文章，就能发现它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入门读物，好似随着

“导游”游历在艺术与科学之间。在每一编正文前，都有由两位编者亲自编写的导读。可不能忽视这短

短篇幅的导读——它是浓缩的精华“食粮”。两位编者惜字如金，将大师们的文章内容压缩在短短千字

中，且在其中加入了画龙点睛之笔——评语，让你浏览导读时便能对该编的内容一目了然。譬如，通过

介绍《太空美术的魅力》的百余字，即可得知西方太空美术的诞生和发展历程，以及太空美术的领军人

物和代表性作品。其中编者的一句话——“鉴于中国的宇航事业在快速发展，太空美术无论是在艺术领

域还是在科学传播领域都大有可为，值得我们关注”，道出了该文的重要性，以帮助读者在阅读不同文

章时能准确、迅速地找到作者所阐述的侧重点。 

 



“导”字的含义，不仅体现在每一编的导读中，还在每一编的每一篇文后的思考题中得到了充分的

表现。顾名思义，《艺术与科学读本》是读本，而读本可以做教科书使用，因此该书与其他教科书一样

在文后通常设有思考题。比如，在《数学与艺术图案》文后，编者提问让读者分析计算机创作图案的优

势和劣势。刘兵认为，这些思考题帮助读者在读完文章后能回顾重点以加深印象，在此过程中还能“温

故而知新”。 

 

此外，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在篇幅有限的情况下，编者特在每篇文章后给出了相关链接——

“延伸阅读”。它列出了该研究方向相关的经典著作，如同指南针一般为你护航导向，帮助你踏上正确

的研究“轨道”，进行深入的了解、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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