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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有点玄乎
入选“科学素质”引争议

话题

社区新发现

! ! ! !欢迎读者扫描右上角二维码下载新民邻声 !""!进入话题板块对本文进行评

论互动!部分优秀点评将刊登于明日本版"

上海地铁携手邻声
请您提出!金点子"

线上活动

! ! ! !今年 !"岁的郑瑜，是奉贤区金
海社区党群办的工作人员，同时是
一位资深摄影志愿者，用业余时间
为社区的老年人义务拍照。他 "年
来拍过的老人已有 #$$余位，走进
过奉贤区将近一半的敬老院。看到
郑瑜拿着相机对准自己，许多老人
笑得合不拢嘴。
几年前，郑瑜在作社区普查登

记时，发现很多老人连一张像样的
照片都拿不出来，有的还需要到集体
照上去截图。于是，在金海社区领导
的支持下，郑瑜决定用业余时间为金
海社区的老年人免费拍照，并组织了
几位志同道合的摄影爱好志愿者共
同参与，起名叫做“拾光”。郑瑜解释
说，就是“拾起”老人的笑容，把幸福
美好的岁月留住。
有一次外出拍摄时，一位阿婆

叫住郑瑜说：“小伙子，能不能帮我
家拍个全家福啊。”老人起初只是半
开玩笑，他却认真答应，约好日子，
上门免费为阿婆一家拍摄。到了那
天，阿婆和老伴特地早早召集儿女
子孙等候着，换上最好的行头，戴上
最宝贝的首饰，摆好姿势。老伴儿挺
直腰板，坐得笔挺。当郑瑜把拍好的
照片送到她手中时，阿婆拿着照片
来回翻看，喜不自胜地说：“这样，我就可以
把他们天天‘装’在口袋里，随时拿出来
看”。看着老人的笑容，郑瑜的眼眶有些湿
润，对老人们来说，拍全家福既是一个全家
团聚的理由，也为自己留下一个念想。

这件事让郑瑜深受触动，他意识到对
农村老人们而言，拍照是人生中一件充满仪
式感的大事。能留下一张漂亮照片，是许多
老人多年的心愿。有些老人几十年都没好好
拍过照片，甚至有几对老夫妻相依相伴一辈
子了，却连一张合照也没有。在已经习惯于

随手自拍的年轻人看来，这是难以
想象的。“我一定要努力帮助老人们
弥补这个遗憾。”郑瑜说。
对于郑瑜的善举，有些老人并

不领情，一些敬老院开始也不支持，
不相信有人肯贴钱、贴时间做好
事。去年除夕，郑瑜想为社区老人
拍摄吃年夜饭全家团聚的幸福时
刻，没想到拍摄的过程远没有那么
简单：他还没拍完第一家，第二家就
等不及打电话催了；匆匆忙忙拍完，
找第三家地址找了半天，到了的时
候年夜饭也吃得差不多了；到了第
四家，时间太晚，已有家庭成员等不
及走了……放弃与自家人同过除夕
夜的郑瑜，心绪变得低落了起来。
对于郑瑜傻子似的执着，妻子

王丽萍之前也有些不乐意。他带团
队拍照，牺牲了不少陪家人的时间；
给老人买水果，请兄弟们吃饭，开销
也不少。王丽萍这个当家的免不了
有几句埋怨。直到有一次，她陪郑瑜
去送冲印好的照片，看到老人接过
照片时眼中闪过的光彩与洋溢起来
的微笑，明白了丈夫坚持的理由。
随着时间推移，老人们也体会

到了郑瑜的真情，开始愿意配合拍
照了，有的还会打电话来预约。前些
日子，有人把他拍摄的老人照片传
到网上，一时间郑瑜红了，他的摄影
团队“拾光”也红了，行程一下子被

各大媒体约满，走到哪里都有摄影机、照相
机在等候。看到自己成为取镜框里的“主
角”，郑瑜还真有点不习惯。他乐呵呵地说，
这么多人喜欢他们的照片，证明他和团队
成员所有的坚持是值得的。

今年，郑瑜与其团队有一个小目标：要
为整个奉贤区的百岁老人拍全家福，还要
为全区敬老院的孤老们过生日，用镜头记
录下更多老人幸福的笑容。

社区联络员 韩梦楠

社区全媒体 平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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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天起至 %月 &'日，新民邻声用
户只需在话题板块评论区，参与上海地
铁“找隐患 提建议”活动，用手机注册
登录后发表相关评论，就有机会获得精
美奖品。

此次活动由上海地铁携手新民邻
声、《(时代报》共同主办，希望广大市民
乘客在地铁出行的过程中，做一个“有心
人”，帮助上海地铁发现安全隐患，提出
“金点子”。

活动内容主要围绕地铁运行安全、
客运组织安全、设施设备安全、治安消防
安全、出入口环境安全等日常安全事项
展开。为此，上海地铁本着“开门办地
铁”、“地铁)社会共治”的宗旨，借此活动
发动社会力量一起找问题、补短板、控风
险，共同构筑地铁公共安全的防火墙，持
续优化地铁出行环境。
在活动结束后，上海地铁、新民邻声

及《(时代报》将共同评选出地铁“金点子
奖”及“幸运奖”，并对其提供的地铁隐患
或建议给予相关奖励。

社区全媒体 刘丹枫

! ! ! !真不可思议！“阴阳五行”、“天人合
一”，这些听上去有点玄的名词，竟然出现
在《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中。这不，一
直给人印象是低调严谨的科学家们，为此
公开“撕”起来了：近日，在中国科普博览
和 *+,-格致论道讲坛上，中国科学院人
文学院孙小淳教授和中科院高能物理所
张双南研究员展开激辩。实际上，自去年
“知道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中
国传统哲学思想观念”被列入“公民科学
素质”之后，类似的争论从未停止。

属于传统文化一部分
'$&"年 %月，《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

准》正式发布。其中，“知道阴阳五行、天人
合一、格物致知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观
念，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整体系统
的方法论，并具有现实意义”，成为最具争
议性的内容之一。知道阴阳五行、天人合
一也就罢了，何来“现实意义”？许多科技
工作者对此很不理解，“这和科学素养无
关！老外科学家不一定知道阴阳五行，不
能因此就说他科学素养欠佳。”

此次辩论中，张双南坚决反对“阴阳
五行”、“天人合一”“入准”。在他看来，科
学是从天文学的研究产生出来的，具体来
讲就是从古希腊就开始的通过不断地刨

根问底，追问太阳系内行星的运动规律。
“阴阳五行”作为中国古人认识世界和宇
宙的一个视角，不是科学，也没有产生
科学。如今看来，它只是中国传统文化
和哲学的一部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
思想里面没有科学的元素。如果要放进
去，应该放到中国公民的传统文化素养
基准里面。”

不当作科学真理对待
而孙小淳教授则表达了另一番理解：

“阴阳五行”属于中国古代科学里的一种
概念和范畴，用来解释事物的变化，在当
时提供了构造世界图景的宇宙哲学，这种
世界观与神话、巫术相比是一个很了不起
的进步。了解“阴阳五行”，并不是把它当
作科学真理来对待，写进科学素质《基
准》，也不是为了让人相信它。
科普，本来就不只是讲正确的科学知

识；科学认知，也不能脱离科学史。历史
上，重要的科学理论即便现在看起来是错
误的，也应该让大家知道，有助于比较、思
考。例如，地心说、日心说已经被证伪，却
依然被常常提及。在美国的科学素质基准
中，也提到了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亚里士多
德“四元素”说。西方科学素质普及中可以
讲“伪科学”，为什么中国讲“阴阳五行”，

就不可以呢？

不具有现实科普意义
如果非要在“基准”中出现“阴阳五

行”，天体物理学博士、科学松鼠会创始会
员孙正凡认为，应该抓住两个关键词：“历
史成就”和“已被证伪”。“在哲学和科学发
展过程中，中国的’阴阳五行’早已被证伪，
即否定。它是我们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一个
阶段，早已被超越，今天不应该再津津乐道
于其成就，而回避它的错误和过时。”

但是，在更多基层的科技工作者看
来，即便“阴阳五行”等概念和理论，在历
史上曾经有一定科学意义，但相较现代科
学已经不值得一提，不具有现实科普意
义，不应写入“基准”。
“对孩子来说，形成准确客观的宇宙

认知这个目标应当是首要的。”七宝中学
天文台负责人、上海天文理事会理事金冶
老师坦率地讲，今天的天文学课程中，对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除了沿用星官名，其
他一概不讲。事实上，不仅是中国，古代巴
比伦、印度、希腊及阿拉伯世界都有自己
的天文体系和认知。现代天文学对待这些
东西，态度也都一样，目前科学主流研究
都不会从这些分支切入。

本报记者 马亚宁

!#非法闯入$

! ! ! !几天前，一辆帆布罩身的未挂牌车
“非法闯入”延安西路中运量专用车道，由
西往东“尾随”着 #&路公交车。公交车后
窗醒目显示着“请勿行驶公交专用车道”
字样，未挂牌车竟视而不见。 尚时 摄 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