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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紀互聯網興起之前，生化學者
曹宏威博士已頻頻出現在電視節目，以科
學角度「打假」、「踢爆」，澄清謬誤，
還原事實真相；到網絡世代初期，他又率
先於個人網站開設「博士問答」欄目，回
答網民科學問題，雖然曾引起惡搞，卻無
損他成為藉網絡推動科普的先驅。雖然曹
博士已退休16載，卻仍中氣十足，認為社
會有太多「吹牛吹到離晒譜」的事情，希
望大眾應充實科學知識，不停思考，才能
看清社會上的真真假假。
「科普就是將科學普及出去」，在中文
大學生化系任教多年的曹博士如此說道。
他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笑言，為將
科學知識推廣出去，自己曾於報章文藝副
刊撰寫自創的「科意散文」文體，希望以
簡單的數百字把科學意念寫出來。他曾把
雪花比喻為人生，每一朵雪花的形成受許
多因素影響，例如落下的速度、當時的濕
度，「每一朵雪花均有生命的歷史與掙
扎。」曹博士將雪花比喻為人生的同時，
也將人生比喻為雪花，這大概就是科意散

文的精妙之處吧！

織衣會打結
喻蛋白質也「打結」

蛋白質分子的長鏈條結構，在生
化科普其中一個有趣問題，曹博士
就以母親織毛衣會打結為比喻，
向大眾講解「蛋白質也會『打
結』」的情況。正如文學家、
小說家創作源於生活；曹博士同樣認
為，科學源於身邊事物，無論是雪花，還是
毛衣，只要想推廣科學，這些都可以是信手
拈來的題材。
為了將科學普及，他曾在中大辦過科普

報章《攀登》，並寄往全港的中學。他秉
持「有趣、有理」的理念，向各個學系徵
稿，務求將複雜的科學知識用簡單的語言
推廣出去，以收「科普」之效。
曹博士「篤信」科學，1979年他首次現
身電視，以大學學者身份回應科學問題。
而當他看見社會有「不科學」的現象，也
勇於提出挑戰，他笑言，在上世紀90年代

自己更是電視常
客，談各式似是而非的UFO、
外星人、特異功能的議題，最高峰時期
「一日上三次電視」，讓其科學形象更為
深入民心，包括1995年電視解剖外星人影
片掀起熱潮，曹博士獲邀在節目中逐一揭
示當中疑點。
他又曾成立「科學異相研究組」，多次揭
穿自稱有特異功能人士的小把戲。近年曹博
士則積極推廣「數獨」，希望幫助青少年自
小建立數理邏輯思維，有助科學普及。

網上「博士問答」促科普遏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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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博士
認為，做學術，
不 等 於 要 「 鑽 牛 角
尖」，所以他亦特別重視知識
兼收並蓄、觸類旁通。他憶述自己早
年的校園生活，在美國攻讀生化博士期間，
除了早上花時間去觀察細菌研究其生長外，每天也
會到處旁聽課程，「聽完了才回去養細菌，那段時間不同學
系的課也會聽，可說是『鯨飲』知識。」
曹博士又說，當時學生之間互相學習氛圍濃厚，每個周末，就

讀不同學科的好友都會帶備菜式到他的研究生宿舍聚餐，「我宿
舍裡有塊白板，大家拿起筆就向大家介紹起自己擅長的領域。」
而不單止理工科研究生，香港語言文學專家陳永明那時亦曾於曹
博士的宿舍內向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教授」中文，可見學海永
無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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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4 年起，
盧覺強已為超過80宗

交通事故法庭案件擔任專
家證人，將其機械工程專業知

識更「貼地」運用，釐清案中科
學謬誤，更多次成功為被告翻案，
因而被稱為「港版神探伽利略」。他
笑說，退休後可花更多時間研究案件，
已成為「全職專家證人」，又會將案例
轉為STEM教材，吸引不少學生主動提
問，討論氣氛很熱烈。
盧Sir早在上世紀80年代起已很受媒體
記者歡迎，每逢有撞車、困𨋢 、爆窗等新
聞事件需要講解背後科學原理，他幾乎都
是不二之選，甚至升中面試科學題亦要
他來點評，每年上報達數百次，加上不
計其數的電子媒體訪問，30多年間，
他分析講解過的科普疑難上萬計。

至於任法庭專家證人，亦是盧
Sir推廣科普的重要工作，他會
先根據當事人證供、報告等

資料作分析，遇上指
控不合理才會

「挺身而出」，
所以勝率逾九成。他又
提到，現時政府化驗所人員
多只備化學底子，有時會缺乏一
些基本機械工程概念與知識，處理
交通事故時很容易不小心「誤導」了
法官判決。
原本神色拘謹的盧Sir，談到物理定

律時頓時變得「醒神」，他分享其中一
個「三車連環相撞」的案例，夾在兩車
之間的汽車因「與前車碰撞了兩次」而被
控罪。
盧Sir解釋指，中間汽車因受後車衝撞而

與前車進行第一次碰撞；根據牛津第三定
律，中間汽車與前車衝撞一刻，受反作
用力影響而後退，因後車衝撞帶來的勢
力不減，故中間汽車會再一次往前撞
擊。所以兩次的碰撞均源於尾車「收
掣不及」所致，與中間汽車無尤。
他特別提到，上課時學生對此
案例特別感興趣，更會主動
發 問 ， 是 很 好 的
STEM教材。

盧盧SirSir長年於媒體解答科學問題長年於媒體解答科學問題，，
並屢次藉科學實驗於法庭上破並屢次藉科學實驗於法庭上破

案而為人熟知案而為人熟知，，近年他更多了一個近年他更多了一個
新使命新使命－－STEMSTEM（（科學科學、、科技科技、、工工
程及數學程及數學））教育教育。。他表示他表示，，香港學香港學
生一貫予人死讀書的刻板印象生一貫予人死讀書的刻板印象，，隨隨
着着STEMSTEM近年由外國引入並興起近年由外國引入並興起，，
正好可以正好可以「「對症下藥對症下藥」，」，即使學生即使學生
「「只會背方程式只會背方程式」、「」、「應用唔應用唔
得得」，」，STEMSTEM亦可激發其思維亦可激發其思維，，幫助幫助
他們靈活變通他們靈活變通。。

與校合作科普逾十載與校合作科普逾十載
盧盧SirSir憶述憶述，，早在十多年前早在十多年前STEMSTEM

還沒興起還沒興起，，已有小學找他合作推行已有小學找他合作推行
科技相關教學活動科技相關教學活動，，在課堂上透過在課堂上透過
真實案例及模型真實案例及模型，，向學生解釋包括向學生解釋包括
牛頓三大定律牛頓三大定律。。他提到他提到，，即使在講即使在講
究嚴謹準確的法庭究嚴謹準確的法庭，，亦不時出現基亦不時出現基
於科學謬誤的不合理指控於科學謬誤的不合理指控，，所以特所以特
別希望能從教育着手別希望能從教育着手，，培養社會新培養社會新

一代科學知識及批判精神一代科學知識及批判精神，，
「「學生若發現書本的知學生若發現書本的知
識能被應用在現實識能被應用在現實
生活生活，，學習動學習動
機自然也會機自然也會
提升提升。。」」

目前香港乃至全世界都出現目前香港乃至全世界都出現
STEMSTEM熱潮熱潮，，盧盧SirSir認為科普教育的認為科普教育的
勢頭在可見將來只會有增無減勢頭在可見將來只會有增無減。。自自
20152015年退休後年退休後，，他亦更積極與多所他亦更積極與多所
中小學合作中小學合作，，一手包辦課程設計一手包辦課程設計、、
審定教學內容審定教學內容，，希望啟發孩子的科希望啟發孩子的科
學夢學夢。。他又笑言他又笑言，，為了科普自己毫為了科普自己毫
不介意當義工不介意當義工，，曾有資源較緊絀學曾有資源較緊絀學
校邀請自己教授校邀請自己教授STEMSTEM課程課程，，他拍他拍
拍胸口拍胸口，「，「學校唔夠經費學校唔夠經費？？不用擔不用擔
心心，，我唔收錢我唔收錢。」。」
然而盧然而盧 SirSir 坦言坦言，「，「錢錢」」對於對於

STEMSTEM來講還是非常重要來講還是非常重要，「，「即使我即使我
用飯盒用飯盒、、汽水罐做模型汽水罐做模型，，首先都得首先都得
有錢買盒飯有錢買盒飯、、買汽水啊買汽水啊。」。」
他歡迎政府近年增撥他歡迎政府近年增撥 STEMSTEM 資資

源源，，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用得其所用得其所」，」，定可定可
提升整個社會的科普教育提升整個社會的科普教育。。

與小學生與小學生「「見證見證」」水火箭升空水火箭升空
談到學生的談到學生的「「傑作傑作」，」，盧盧SirSir更迫更迫
不及待地透過手機屏幕不及待地透過手機屏幕，，向記者展向記者展
示學生弄的水火箭示學生弄的水火箭、、蒸汽船蒸汽船。。其中其中
一條影片是盧一條影片是盧SirSir與小學生與小學生「「見證見證」」
水火箭升空水火箭升空。。盧盧SirSir在旁輔助同學為在旁輔助同學為
水火箭水火箭「「打氣打氣」，」，而周遭同學則為而周遭同學則為
兩人兩人「「打氣打氣」。」。
水火箭升空一刻水火箭升空一刻，，大家興奮大大家興奮大
叫叫，，又蹦又跳又蹦又跳。。盧盧SirSir與學生抬頭看與學生抬頭看
着空中的水火箭蹦出一個小傘兵着空中的水火箭蹦出一個小傘兵，，
降落傘迅速打開降落傘迅速打開，，然後徐徐下降然後徐徐下降。。
盧盧SirSir表示表示，「，「學生需要感到有挑學生需要感到有挑
戰性戰性、、有樂趣有樂趣，，才會繼續學習才會繼續學習。」。」
他閒時也會協助舉辦中小學生發明他閒時也會協助舉辦中小學生發明
比賽比賽，，明年明年33月將有名為月將有名為「「奪寶奇奪寶奇
兵兵」」的比賽的比賽。。談到比賽難點的時談到比賽難點的時
候候，，他更他更「「故作神秘故作神秘」」地說地說，「，「我我
可以想到解決辦法可以想到解決辦法。」。」樣子不苟言樣子不苟言
笑的盧笑的盧SirSir，，嘴角微微上揚嘴角微微上揚，，流露流露
「「鬼馬鬼馬」」一面一面。。
盧盧SirSir 笑着說笑着說，「，「學生玩得好興學生玩得好興
奮奮，，可以睇到學生啲童真可以睇到學生啲童真。」。」唯有唯有
擁有童真的人擁有童真的人，，才懂得珍惜孩子可才懂得珍惜孩子可
愛的地方愛的地方。。雖然盧雖然盧SirSir沒有明言沒有明言，，

但但

守護孩子的笑臉守護孩子的笑臉，，或許或許
是他退而不休是他退而不休、、繼繼
續教育的初衷續教育的初衷
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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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網絡紅人，卻是個不折不扣的「關鍵意見領袖

（KOL）」，每當遇到科學問題，傳媒記者要問他，街坊市

民請教他，甚至律師法官亦要依靠他。

被稱為「港版神探伽利略」的理工大學退休工程師盧覺強

（盧Sir），是香港科普的先驅，過去數十年他曾上萬次透

過媒體講解科普疑難，並為逾80宗法庭交通事故案件任專家

證人，以科學精神幫助港人「求知」及「求真」。而正因社

會有不少缺乏科學知識而造成的「冤案」，讓他深感科普教

育的重要，退休後更積極於中小學教授STEM課

程，甚至「拍心口」免收酬勞，以自身豐富歷練灌

溉下一代的科學幼苗。■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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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設計儀器製作道具，讓年輕一代明白

科學知識亦能應用於生活中。
受訪者供圖 ■盧Sir 不時參與舉辦學生發明比

賽，藉此推動科普教育。受訪者供圖

■■盧盧SirSir以其機械工程知以其機械工程知
識及交通事故專家證人識及交通事故專家證人
經歷推動經歷推動STEMSTEM教育教育，，
以科學精神為學生解以科學精神為學生解
惑惑。。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曹宏威差不多曹宏威差不多4040年前已現身電視以科學角度澄清謬年前已現身電視以科學角度澄清謬
誤誤，，又率先透過網絡回答科學問題又率先透過網絡回答科學問題，，是香港科普的先是香港科普的先
驅驅。。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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