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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物理学家布赖恩·考克斯
流行乐手成为科普达人“阳光教授”兼具偶像魅力

双重魅力受追捧
位于英国西萨塞克斯郡的赖登社

区学校里，孩子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盼望科学课的到来，因为这天的老师
是他们喜欢的科学节目主持人、偶像
考克斯教授。

在大学授课、做研究以及主持节
目之余，考克斯时常到中小学给孩子们
讲课，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在赖登
社区学校，他讲解宇宙起源，鼓励孩子
们“成长为科学家，去发现外星生命”。
考克斯告诉孩子们：“有人不喜欢

科学，觉得科学是老头子做的事。这是
完全错误的。在任何一间科学实验室
里，你都会发现那里大多是年轻人。”
从小有名气的流行乐手，到家喻

户晓的物理学家，考克斯身上兼具科
学的理性与流行的魅力。这种与众不
同的气质，加上帅气阳光的外形，使他
深受孩子和女性观众崇拜。

学生时代玩摇滚
考克斯 !"#$年出生于英格兰的

奥尔德姆。他小时候喜欢跳舞、体操，
把数飞机和汽车当成乐趣。%&岁时，
他读完美国前宇航员、科幻小说家卡
尔·萨根的《宇宙》一书，从此立志当一
名物理学家。

%"$'年，考克斯从中学毕业，毕
业考试数学成绩只得了 (。原因是当
时他加入在奥尔德姆红极一时的摇滚
乐队 !"#$，当键盘手。

后来 !"#$乐队解散，考克斯进入
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学习，但仍未放
弃对摇滚乐的热爱。%""%年，他加入
另一支新组建的摇滚乐队 !%&$"'。乐
队在英国音乐圈小有名气，几支曲子
曾打入英国流行音乐排行榜，其中《一
切只会越来越好》一曲荣登榜首，被工
党选为助选主题曲，名声大噪。
参加乐队期间，考克斯以优异成

绩获得物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年，!%&$"'曲终人散，考克斯同年完

成博士论文《大动量转移时的双衍射
裂解》，拿到物理学博士学位，留校任
教。*++,年，他当上曼彻斯特大学高
能物理学教授。

推广科普获认可
&++-年，考克斯与美国的科学节

目主持人吉亚·米利诺维奇相识并结
婚。当时，考克斯在欧洲核研究组织研
究大型强子对撞机，米利诺维奇到那
里拍摄关于强子对撞机的纪录片。
或许是受妻子影响，考克斯开始

关注科学知识的传播方式。他说：“科
学实在太重要了，必须成为流行文化
的一部分。”

他陆续参与多部英国广播公司
（../）科教广播和电视节目的录制，
用浅显有趣的语言向公众解释原本复
杂枯燥的科学知识，希望“人们可以像
享受音乐和其他流行文化一样，享受
科学知识和探索乐趣。”
考克斯为推广科学普及所做的努

力获得认可，收获不少嘉奖。*+0+年，
英国物理学会授予他“凯文奖”，表彰
他“向公众传播物理学魅力”的努力。

&+%% 年 - 月，考克斯因主持《宇
宙的奇迹》获得英国皇家电视学会颁
发的最佳主持人奖。

$'岁的 ../知名科普节目主持
人戴维·阿滕伯勒对考克斯大为赞赏，

曾在节目中告诉观众：“如果我有一支
火炬，我会传给考克斯。”阿滕伯勒爵
士投身野生动物节目制作多年，凭借
深入浅出的解说、渊博的知识，赢得一
代又一代电视观众的心。

“科学偶像”有梦想
考克斯走红后，英国媒体称呼他

“阳光教授”，“粉丝”称赞他是“迷人科
学家”。《人物》杂志将他列入“最性感
男士”榜单。
还有报道称，受他的魅力所吸引，

报考曼彻斯特大学物理专业的新生人
数近年来激增，校方为此将物理系
&+%-年入学成绩大幅提高。
考克斯回应说：“我不迷人，科学

才迷人。不过我认为，能多一些科学偶
像是件好事。”
他希望有更多科学家、工程师、教

授等能参与流行文化，传播科学知识，
尤其在激发青少年的科学求知欲方面。
他说：“我坚信科学、数学和工程

学是这个国家的未来。为了实现这一
点，我们需要让下一代做好准备。”
在赖登社区学校的讲课即将结束

时，考克斯问孩子们“谁长大后想当科
学家”，几乎所有学生都举起手。对“科
学偶像”考克斯而言，这或许是最有成
就的一刻。 张代蕾

主持科普节目
吸引大批观众

! ! ! !布赖恩"考克斯时常亮相英

国广播公司#!!"$的科普节目%

#$%$年&他主持的 &集科教

片'太阳系的奇迹(在 !!"播出&

获得空前好评% 第二年&!!"再

接再厉& 推出考克斯主持的 '集

同类型纪录片 )宇宙的奇迹(&吸

引超过 ($$万观众收看%

今年 %月&他的新作*生命的

奇迹(首播&第一集便收获 )$$多

万观众+

他主持的其他科教片&如*凝

望星空(,*地平线系列科教片(&

以及广播节目 *在爱因斯坦的阴

影下(&*趣味物理杂志(等&都吸

引不少拥趸+

主持节目之外& 考克斯还撰

写科普读物& 给科幻电影当科学

顾问&到中小学校授课&每周五在

!!"-音乐早餐秀.广播中回答听

众提出的科学问题%

考克斯认为& 这些科普努力

非常必要&但还远远不够% -如果

公众不懂科学& 不理解科学家的

工作& 那他们将误认为诸如全球

气候变暖等问题只不过是一种观

点而已% .

他说/-我希望政治家能站出

来说/0我们想把英国建成全球最

棒的科学园地12我想让每所学

校都有设施完备的科学实验室+3

我希望有人能有这种远见+ .

布赖恩·考克斯，45岁，英国曼彻
斯特大学高能物理学教授，欧洲核研
究组织大型强子对撞机研究者之一。
年轻时，他酷爱摇滚乐，先后加入

两支摇滚乐队，演出单曲曾登上英国
流行音乐排行榜榜首。
如今，他专注于研究和传播科学，

时常亮相科普节目，用浅显易懂的语
言解释深奥的科学道理，成为英国妇
孺皆知的科学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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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克斯为孩子讲解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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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疗保障体系
落后其他发达国家
! ! ! !美国现行公共医疗保障体系

主要分为两大块& 一是联邦政府

的医疗保健项目 4!"#$%&'"$&主

要面向老人和残障人士5 另一块

为联邦和州政府联合出资的医疗

补助项目4(")$*+$)$&主要面对

低收入者+

美国全国公民基金会 #$%$

年发表研究报告称& 在就医方便

程度,医疗质量,医疗开支以及医

疗保险等诸多方面& 美国的医疗

体系都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主

要表现如/

花钱多&但效果不理想+美国

的医疗费用人均 *&$$美元&比其

他发达国家高两倍多& 且仍在不

断上升& 医疗效果却不如其他发

达国家5

))+的美国成年人生病时会

因费用太高而选择不接受医疗护

理,不看医生或者不拿处方药&而

在荷兰和英国&这一比例仅为 &+

至 (+5

#$+的美国成年人无力支付

医疗账单&而在法国,英国,德国

和荷兰& 这一比例分别为 ,+,

#+,)+和 '++

“钱随人走”医保改革步履艰难
美国疗养院患者重返社区遭遇住所配套瓶颈

! ! ! !对无亲属照料的老弱病残者而
言，疗养院或许是最佳归宿，但疗养费
支出是不小的财政负担。美国政府于
是推出一项医保改革措施，鼓励患者
离开疗养院，重返社区生活。
但项目启动已 ,年，顺利重返社

区的人数有限，项目进展迟缓，实施者
和参与者，各有不满。

重获新生如愿以偿
在巴尔的摩一家疗养院住了近两

年时间后，近 -+岁的索尼娅·萨维奇
迫不及待想离开。那里都是老年人，
“不是我该待的地方。”她说。

萨维奇 &++"年遭遇车祸，失去 )

岁的女儿，自己身受重伤。在医院接受
治疗骨折、中风和脑部创伤手术后，她
被送到疗养院。尽管已残疾的她只能
靠轮椅行动，还需定期护理，但萨维奇
依然希望重返社区，独立生活。一个名
为“钱随人走”的医保改革项目让她如
愿以偿。

这一项目 &++,年由小布什政府
提出，旨在调整各州的公共医疗成本，
主要内容为鼓励并帮助部分自愿参加
项目的老弱病残者搬离疗养院，重新
融入社区。联邦政府拨款给州政府，为
项目参与者提供租房和医护服务，同

时改造和完善社区服务功能。项目协
调员到疗养院宣传并挑选合适的参与
者，无偿为他们搬家、买家具、缴纳一
年租房保证金，并对新居完成必要的
助残设施改造。
得益于这一项目，萨维奇如今搬离

疗养院，和两个孩子住进巴尔的摩东部
一所带三间卧室的房子。

双赢决策实施困难
“钱随人走”项目 &++$年全面启

动，美国 1-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陆续
加入。联邦政府承诺按各州参与人数

比例拨款给州政府，, 年之内帮助大
约 -(,万人离开疗养院，重回社区。
支持者认为，这是一个双赢决策。

残障者有机会住进普通社区，扩大和
丰富生活圈，而州政府则能重新分配
医护资源，减轻财政负担。据估算，联
邦和州政府联合出资的公共医疗补助
（)$*+,"+*）每年为疗养院病患人均支
付至少 )万美元；而社区护理，包括送
餐上门、家庭医生等服务在内，所需人
均成本每年不到 &万美元。

然而，,年期将满，全美仅有 &(&

万人参与项目，政府预定的 -(,万人

目标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美国医疗保健和医疗补助服务中

心官员说，项目进展如此缓慢，原因在
于遭遇不少意料之外的障碍，最难的
是物色合适住所。租金便宜的社区通
常缺乏助残设施和配套服务，需很长
时间加以改造；而功能完备的社区租
金昂贵，靠补贴度日的残障者根本无
力承受。此外，缺少家庭医生和护工、
与非营利机构合作帮助参与者搬家的
手续繁琐耗时等因素，也是造成项目
进展缓慢的原因。

延长时间追加拨款
一些参与者不满项目实施不力，

导致他们等待时间过长，而且搬离疗
养院后的现实与承诺相去甚远。

&+%+年 %&月，一家残疾人权益
保护组织曾起诉华盛顿特区政府，指
控后者执行“钱随人走”项目不力，妨
碍当地 &"++名疗养院病患重返社区。
面对种种困难，联邦和州政府已

开始调整项目实施细节。奥巴马政府
的医改方案将该项目实施时间延长到
&+%'年，并追加 "亿美元拨款。一些
州政府也根据实际下调目标人数，同
时着力改善社区配套设施，加大对病
残者重返社区后的援助投入。张代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