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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技馆事业的战略思考
张开逊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北京 100120）

中国科技馆事业的背景

我们生活在科学无所不在的时代。科学已

经对人类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推

移，这种影响将更加广泛、深刻。国家的富强，

经济的繁荣，以及个人的健康、幸福，与科学

紧密相关。

科学不断丰富人类知识，增长人类能力。

它以两种方式影响社会：以新技术改变人类生

产方式与生存方式；以科学思想改变人们的观

念与思维。前者见诸物质，直接影响经济、军

事和国力；后者见诸精神，直接影响人们的世

界观、行为方式以及对未来的思考。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

今天，科学已经居于历史舞台的中心 [1]，

但它并不在大众文化的中心。人们享受着现代

技术，然而对科学仍然陌生。

先行者一直在探索改变这种局面的途径。

1903 年首次对公众开放的德意志博物馆，标志

着现代科技馆的诞生，推动了世界科技馆事业

的发展。113 年实践表明，科技馆是连结科学

与公众的纽带，是科学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转

换之地。科技馆能够为现代社会培育不可或缺

的创造意识与理性精神，为社会发展造就重要

的思想基础。

文化往往有相应的物化实体，他们既是自

身存在的象征，又是传播自身观念的基地。寺

庙是宗教的象征，信众聚集之所；学校是文明

的象征，人类知识与道德传承之地；科技馆是

科学文化的象征，是人类科学智慧的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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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科技馆是人类科学智慧的集散地，是科学转变为大众文化的精神工厂。它的目标是为宇宙画真像，

为大众谋幸福，为人类谋未来。科技馆是公众的科学殿堂，不同年龄，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知识背景的

参观者在这里都能获得新知识，产生感悟，享受探究的快乐。科技馆从浩瀚的知识海洋中选择展陈主题，这

些主题应当是人类知识体系核心脉络中的节点。科技馆的展陈努力实现与参观者多层次互动，包括感官互动、

逻辑互动、情感互动与思想互动。建设科技馆，是为科学赋予人文价值的创造活动，使公众在短暂的参观中

感悟科学真谛，在思想史的意义上，科技馆是现代社会中助人“顿悟”的地方。建设覆盖全国的科技馆体系，

有助于实现中国科学普及工作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全覆盖，使科学普及工作不再有结构性空白。科学是朴素的，

科技馆亦然。人们喜爱亲切、自然、朴素的科技馆，朴素寓意深刻、深邃、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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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科学转变为大众文化的精神工厂。

科技馆的使命

一是全面呈现人类理解与改变物质世界的

核心科学智慧，为社会发展服务，为全体公众

服务。使公众获得源于科学的启迪与精神享受，

为青少年提供现代科学教育。

二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服务，

为八千万科技工作者服务。

三是推进科学与人文文化融合，探寻科学

的终极价值 [2]，努力促使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

化为文明的进步。

三项目标凝练为三句话：为宇宙画真像，

为大众谋幸福，为人类谋未来。

科技馆的性质

科技馆是公众的科学殿堂，应具有尽可能

丰富的科学内涵。它没有门槛，欢迎一切来访

者。不同年龄、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知识

背景的参观者，在这里都能见到新事物，获得

新知识，产生感悟，享受探究的快乐。如果愿

意，可以走到科学殿堂深处，到达人类科学活

动的前沿。

科技馆是人类理解物质世界的一种新方

式。它严格遵从逻辑与实证的原则诠释事物，

但使用大众的、生活的、人文的语言。

图 1  德意志博物馆——再现伦琴发现 X 射线的实验室

图 2  法国拉维莱特科学中心——为盲人设计的天文学展
         陈，讲述“秒差距”

在现代社会，人生 80％以上的知识来自学

校之外。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 年）曾

言：“人类知识只有两类，一类是关于物质的，

一类是关于价值的。”关于价值的知识，在岁

月流逝中相对稳定，关于物质的知识则日新月

异。在现代社会中，人的一生从社会获取的知

识，主要是关于科学技术的知识，科技馆是这

种知识的重要来源。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没有成为近代科学

的故乡，没有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产

业革命经历。在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与

理念没有成为大众文化。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伟大事业中，通过科技馆向公众传播现代科学

技术的知识与理念，能够为社会造就进取、探

究、创新的思想与知识基础。

世界上，许多国家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科技

馆对社会发展与人类繁荣的意义。人们对科技

馆事业的关注，远不如对学校教育的关注。即

使在发达国家，科技馆数量仍然不多，地域分

布亦不均衡，少有为公众免费开放的科技馆（在

美国，只有史密森学会下属的十多个博物馆免

费开放，其中科技类博物馆不多）。

在中国，科技馆事业已经纳入国家发展规

划，免费向公众开放。这是一项高瞻远瞩的决

策，将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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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馆的展陈内容涉及人类活动的众多领

域，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政治、

历史、经济、法律、哲学、心理学、教育学、

伦理学、文学，以及各种形态的艺术。历史学

家以人类活动的科学技术特征划分时代，因为

改变物质世界的创造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

基础。众多不同领域学术理念汇聚在科技馆中，

有助于揭示科学对人类活动的深远影响，揭示

不同领域间的关联。

科技馆运用一切有助于理解科学智慧，理

解科学对人类意义的展陈方式，包括文字、绘

画、图表、曲线、实物、互动操作、实验、模型、

仿真、影像、史料、艺术品、建筑、音乐……

寻求多种手段综合运用，努力实现与参观者多

层次互动，包括感官互动、逻辑互动、情感互

动与思想互动。

科技馆的展陈理念

一、选择展陈内容的原则

科技馆展陈内容应当同时符合三个条件：

重要、有趣、可以理解。

“重要”是指人类核心知识体系中的核心

内容。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人们的世界

观，是人们理解物质世界的基础。

“趣味”源于诠释物质世界现象与规律的

深刻性，改变物质世界方法的有效性、新颖性

与先进性。

“可以理解”指科技馆的叙事应当与公众

知识结构衔接，与人类真实的探索活动历程一

致。简洁、清晰，符合逻辑。

二、诠释科学主题的三个层次

科技馆展陈的每个科学主题，都应当包括

三部分内容：一是以凝练的文字表述的核心科

学事实与科学观念。二是相关内容的延伸与扩

展，如探究的背景、知识产生的过程、探究的

细节、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前沿活动，以及难

点所在，等等。为有兴趣的参观者提供个性化

服务，使展项具有丰富的科学信息。可以有更

详细的图表、曲线、照片、视频或网络链接。

三是有助于理解核心知识的模拟场景、模型、

实物，或可以参与的实验。它们是有助于理解

科学的入门道具，使人们获得体验科学的感官

实证。不同文化知识背景的参观者，会分别对

三部分内容产生兴趣。

三、寻求不同学术领域间的互相关联

在科技馆中着意展现多种联系，包括自

然史与文明史的联系；家园与宇宙的联系；

经验与科学普遍规律的联系；发现与发明的

联系；数学与物质世界的联系；科学与社会的

联系；科学与艺术的联系；等等。思考这种联

系，有助于人们理解“不同学科不过是宇宙这

部大书不同的章节”。了解不同学科之间的内

在联系，有助于人们理解真实的世界，理解科学。

使习惯于片段知识的头脑能够以新的方式思考

宇宙。

图 3  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宇宙探索

专稿中国科技馆事业的战略思考 <<< 张开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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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馆呈现的知识体系

科技馆从浩瀚的知识海洋中选择展陈主

题，这些主题应当是人类知识体系核心脉络中

的节点。这些节点具有鲜明的科学特征，承上

启下，继往开来，是理解物质世界运动、变化

的基础，是创造新技术的智慧之源。

每个科技馆都会受到展陈空间和资金制

约，必须分析人类知识体系的结构与层次，精

心挑选。使公众通过有限的主题，观宇宙之无

垠，思大千世界之新变。

科技馆呈现的科学，具有明确的含义。它

包括三部分：探究物质世界的正确方法；依据

这种方法获得的知识；由于获得这些知识，人

类具有的做新事情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基于

科学发现创造的新技术）。在科技馆讲述的知

识，同时包含人类理解物质世界的智慧与改变

物质世界的智慧。

不同于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术专著，科

技馆的叙事不限于物质世界本身，它十分关注

科学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在科技馆的知识体系

中，包含科学智慧产生的过程，科学对人类活

动的影响，科学的哲学意蕴，以及在现代科学

技术背景下对人类行为的反思。这种知识体系，

包含着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范畴。

不同的科技馆会选择不同的知识体系和科

学主题，充分展现人类的创造性与世界的多样

性。然而，面对同一宇宙，面对有共同需求的

人类，科技馆的知识体系会有许多共同之处。

在此谨提出一些科学主题的脉络，以供参考。

1. 宇宙——人类世界观的原问题

2. 地球——人类的家

3. 生命——使宇宙有了生机、有了意义

4. 水——宇宙与生命的纽带，文明的物质

基础

5. 健康——使每个人动心的话题

6. 数学——人类思维结构的基础部分

7. 关于物质运动与能量转换的趣味物理学

实验——像科学家一样思考

8. 关于物质相互转化的趣味化学实验——

动手改变世界

9. 关 于 认 知 的 趣 味 心 理 学、 脑 科 学 实

验——认识自己

10. 自然科学史——人类认知物质世界的

经历

11. 人类在科学前沿的探索活动——科学

家在忙什么

12. 人类的困境——全人类的麻烦

13. 材料科学技术——没有物质的世界是

虚无的世界

14. 动力、能量与能源——没有能量的世图 4  美国旧金山探索馆——巨大的机械钟

图 5  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1893 年的白炽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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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是死寂的世界

15. 从语言到互联网——不能交流信息的

世界是混乱的世界

16. 环境——人类的生存空间

17. 食物与农业——人类与动物和植物的

契约

18. 传感器、计算机与自动化——信息时

代的典型技术特征

19. 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会思考的机器

20. 互联网时代的人类活动——人类从未

有过的生存方式

21. 应对灾害——人类到底有哪些办法

22. 知识产权与金融——现代社会科学技

术活动的推手

23. 科学与艺术——两种最高尚的人类活

动相互启迪、相互欣赏、相互丰富

24. 缔造文明——人类如何造就一个高度

依赖科学技术的社会，这种依赖带来了人类从

未有过的繁荣，还带来了什么

以创新思维建设科技馆

建设科技馆，是为科学赋予人文价值的创

造活动。使公众在短暂的参观中感悟科学真谛，

萌生探究的激情，思索身处其中的世界，这对

科技馆是巨大的挑战。在思想史的意义上，科

技馆是现代社会中助人“顿悟”的地方。

人类科学探索活动没有固定的模式，科技

馆也一样。每个成功的科技馆都有自己的特点，

他们会针对自己的服务对象，根据自己的条件，

选择最好的方法。平庸的科技馆大多相似，杰

出的科技馆各有各的不同。

创新源于深刻的思索。科技馆必须有好的

顶层设计，对公众需求做出现实与前瞻分析，

确定展陈的科学主题，选择实现目标的途径。

在理解事物的时候，人们交替运用形象思

维与逻辑思维。中国传统文化习惯形象思维，

喜欢比喻、联想。遵循近代科学传统的探索活

动与知识体系，则以实证与逻辑为基础。科技

馆是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契合点，这种契合在参

观者大脑中实现。契合的媒介，是美与情。缺

乏这种媒介的展陈，会令人感到冷漠、乏味。

今天和古代最大的区别，是有了科学。人

类生活的历史，就是科学的历史。从生活切入

科学，是公众理解科学的快乐途径。人们从生

活中体验的事物，是科学的普遍规律在特定

条件下表现出的特例。从规律到特例，只需

要逻辑和演绎。从体验特例到理解普遍规律，

则需要归纳与想象。科技馆的创造性，在很

多情况下表现为启迪这两种思维方式的自由

切换。有创意的科技馆，可以信手捻取生活中

的事物诠释科学，使人轻松跨越常识与规律之

间的鸿沟。

图 7  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李林塔尔的滑翔机

图 6  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飞行器展厅

专稿中国科技馆事业的战略思考 <<< 张开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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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覆盖全国的科技馆体系

科技馆是人类活动的创举，是现代社会重

要的基础科学文化设施。同学校、医院一样，

它应当具有覆盖全国城乡的服务体系，使人们

能够就近与科学亲密接触。

为满足社会对科学文化的多元需求，应当

建设多层次科技馆体系。这种体系至少包含五

个层次的科技馆，它们分别是：

1. 国家科技馆

2. 省级科技馆

3. 市级科技馆

4. 县级科技馆

5. 乡镇科技馆

这些科技馆承担不同的使命，具有自己的

特色，呼应社会需求，为公众服务。

目前，我国基本没有市级以下的科技馆。

我国大部分人口生活在数以千计的县城和星罗

棋布的乡镇，这里科学资源稀缺，人们向往科

学、渴望科学，然而却难以系统、全面地了解

科学。现在正值中国社会与产业转型时期，生

活在基层的亿万公众，期待从身边的科技馆中

获得科学信息与智慧启迪，帮助自己提高创业

水平，提高生活质量，告别落后的生产方式。

建设覆盖全国的科技馆体系，有助于实现

中国科学普及工作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全覆盖，

使科学普及工作不再有结构性空白。

学校教育培养人才，塑造未来。科技馆以

科学理念影响人的世界观与行为，对现实社会

产生直接影响。科技馆与学校是一对绝配，共

同促进社会进步与人类繁荣。

人类建成今天的学校教育体系，大约经历

了 1000 年。科技馆诞生仅仅百年。科技馆事

业没有公认的最佳模式可以复制，应当根据社

会需求作出前瞻性规划，逐渐试点建设县城和

乡镇科技馆。

建设朴素的科技馆

科学是朴素的，科技馆亦然。人们喜爱亲

切、自然、朴素的科技馆。

科学自身的魅力足以震撼心灵。最有效的

传播，是将科学的核心智慧直接示之于人，勿

需无干科学的渲染与装饰。大道至简，简约、

简明、简洁。

当今世界不乏成功的朴

素科技馆。享誉国际的美国

旧金山探索馆，从 1969 年对

公众开放直到 2013 年，44 年

间一直在 1915 年世博会留下

的两间旧仓库里展示科学。

探索馆创始人弗兰克·欧本

海 默（1912—1985 年） 就 在

展厅中一节废弃的车厢里办

公。2013 年 4 月， 探 索 馆 迁

往新馆，这是一座建于 19 世

纪的旧码头（旧金山湾 15 号

码头）。这些不合时宜的建筑，

没有影响探索馆的形象与功图 8  美国旧金山探索馆——洒满阳光的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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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探索馆的许多展品，是日常生活的普通物

件，它们通过精彩的诠释，成为人们理解物质

世界的实证。许多展品制作成本估计不到 100

美元，然而它们呈现出不可思议的运动状态与

物性特征，令人围观、称奇、沉思。常常是一些

制作成本很低的展项，聚集的参观者最多，人

们在探索、思考寓于平凡中的真实智慧。许多

反映科学前沿的展品，没有华丽的包装，没有

漂亮的展台，没有对公众的苛刻限制，可以自

由操作。

旧金山探索馆执著坚守一个朴素的理念：

希望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不再对科学陌生 [3]。这

里的工作人员对弗兰克·欧本海默的怀念，深

情而且极富创意，他们用硬纸板剪出弗兰克·欧

本海默的身影，靠在展厅二楼办公室的玻璃窗

上，每天和员工一道在这里欢迎来自世界各地

的参观者。

朴素寓意深邃、深刻、深沉，朴素的科技

馆能够充分表达科学的真谛，呈现纯净的真、

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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