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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博物馆的功能正在从传统的展览教育和文

物保护向休闲娱乐、教育和文化旅游转变，越来越多的博物

馆正在利用现代科技，如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

及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手段创新展览形式和服务手段。

◎实习记者 孙 越

◎王渝生

“一起去逛博物馆好吗？”

相约“打卡”博物馆、拍摄制作文物表情

包、“种草”冷门博物馆、购买丰富多彩的博

物馆文创、在社交平台聆听文物故事……近

年来，随着“文博热”持续攀升，“看展式社

交”逐渐成为当下人们的新生活方式。

博物馆发展迎来“黄金时代”

在刚刚过去不久的“五一”假期，北京故

宫博物院游客如潮、人头攒动；陕西历史博

物馆，预售门票也在假期正式开始前早早售

罄……这些盛况反映出当前我国旺盛的博

物馆参观需求。据统计，这个“五一”小长假

中，全国有 5000万人走进了博物馆。

从古代的皇家“私藏”，到 1905年张謇创

建的中国第一座现代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再

到如今全国数千家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

旧时王谢堂前燕，已飞入寻常百姓家。而近

十年，更是我国博物馆发展的“黄金时代”。

“过去十年是我国博物馆发展最为快速的十

年，全国博物馆总数、展览数、参观人数都翻

了一番，平均一年半就有一座新的博物馆诞

生。”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

长何晓雷介绍说。

我国 2021年出台的《关于推进博物馆改

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建

成世界博物馆强国。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博物馆总数达 6183 家，其中

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总数达 1222家，增幅

达 59.9%。

科技为现代博物馆插上翅膀

当前，我国博物馆的功能正在从传统的

展览教育和文物保护向休闲娱乐、教育和文

化旅游转变，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正在利用现

代科技，如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

联及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手段创新展览形

式和服务手段。“智慧博物馆”建设成为中国

博物馆发展的新趋势，博物馆成为了一个参

与性、互动性更强的文化场所。

如中国文字博物馆运用了声光电场景

设置、触控红外一体机、多点背投互动、触摸

屏组、幻影成像、人影识别、雷达多点互动、

AI人像处理、Unity交互小游戏、大屏幕交互

等现代科技手段，使枯燥的文字“动起来”

“美起来”“活起来”。在“甲骨文猜字谜”互

动区，记者看到，该区域的多点背投互动设

施通过对红外激光发射器、视频捕捉及实时

处理系统等互动技术的妥善组合与改良，可

以使多名参观者同时在展示区域进行互动

体验并进行比赛，系统会自动判断对错，最

终得分最高者获胜。“甲骨文神秘久远又不

乏晦涩艰深，此展项可使观众加深对甲骨文

字型结构的认识。”中国文字博物馆讲解员

徐耀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此外，不少博物馆展览还通过新媒体平

台走向“云端”，摆脱了实物展览的时空限

制，以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和更大的信息

量，丰富了传统的博物馆语言，越来越多博

物馆在线上实现了“永不闭幕”。

“ 玉 楮 留 芳 ：上 海 博 物 馆 藏 宋 元 古 籍

展”“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

珍藏展”“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

特展”……在上海博物馆官方网站，不仅可

以看到该博物馆的常设展览、特别展览的

内容介绍和展讯，还能在网上对这些展览

一睹为快。记者点开“三维场景”按钮，宛

如进入了一个展馆的虚拟现实空间，只需

轻点鼠标就可移步换景尽览馆藏，通过放

大缩小操作，美术藏品的细腻纹理、古墓墙

壁上的砖画细节等都可一一清晰呈现，展

品介绍也随之弹出，让参观者在线上观展

效果却不打折扣。

文创产品让博物馆焕发新活力

拿起“洛阳铲”，敲去外壳，剥离土壤，轻

扫浮尘，一件珍贵的“文物”逐渐显露……

2020 年，河南博物院推出的“考古盲盒”，把

“盲盒”概念与考古发掘结合在一起，匠心独

具，使“沉浸式考古”一跃成为网红玩法。

在以前，博物馆给人们的印象是玻璃橱

里的文物展品，写满故事的雕像和画廊里的

抽象派画作，是久远的历史遗迹，曲高和寡

的艺术殿堂。而今日的博物馆，是孩子们吃

着的故宫雪糕，是年轻人热衷搭建的拼装模

型，是女孩子们涂的口红、抹的眼影。

近年来，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各具特

色、天马行空的文创产品。围绕博物馆特色

内容，把“文化”与“消费”链接起来，文创产

品让博物馆焕发新活力。

故宫博物院推出“故宫以东”共创计划，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搭建文博

业态融合平台，将“故宫文创产品平台”升级

为“故宫文创产业资源生态系统”；四川三星

堆博物馆开发的“三星堆面具冰淇淋”采用

了独具特色的馆藏文物青铜面具原型，以浓

浓的“出土味”和“青铜味”引领博物馆文创

的潮流，此外，还逐渐构建起包含动漫、电

影、小说、网游等文创产品在内的三星堆新

文创体系；甘肃省博物馆以铜奔马为原型，

开发出“马踏飞燕”主题文创系列产品，轻

松、搞怪的“丑萌”风格成为博物馆界的爆款

文创产品。这一系列新理念、新创意，让博

物馆脱下了神秘的面纱，变得越发平易近

人、生动可爱起来。

“越来越多的展览朝着趣味化、生活化、

新颖化发展，配套的文创产品、亲子研学等

活动丰富多彩，创意无限、寓教于乐。”中国

文物交流中心主任谭平说。

博物馆成为“第二课堂”

在一些有着悠久的博物馆教育传统的

国家，博物馆体验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

充。比如英国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其

馆藏为基础，根据国家教学大纲，设计了从

幼儿园到中学的教育教学资源，并将相关学

案和教案通过其官网完全公开，为学校师生

的教与学提供了抓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个博物馆就

是一所大学校”。在我国，博物馆“第二课

堂”的作用也正在凸显。各地博物馆与学

校、社会机构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合作，推

出了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公共教育活动，

博物馆已成为中小学教育中的重要一环。

今年新学期伊始，敦煌研究院文化弘

扬部的讲解员就走进甘肃校园，开展了“莫

高学堂——敦煌文化进校园”相关活动。

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副部长宋淑霞介

绍，在上学期的授课中，敦煌研究院在敦煌

市 6 所中小学开设并完成了《敦煌壁画中的

霓裳美仪》《石室音画 华筵唐音》《丝绸之

路上的精灵——飞天》等课程，以引领青少

年感受敦煌文化的魅力。敦煌研究院还开

展了“莫高窟小小讲解员”活动，该项活动

是“馆校合作”模式的有效探索，实现了文

化遗产地与学校的共通共融。宋淑霞表

示，目前已有 200 余名“小小讲解员”持证上

岗，成为弘扬敦煌文化实践中一道独特的

风景线。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将主题聚焦在“博物

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你为什么喜欢

逛博物馆？”答案有很多。但可以确定的是：

在未来，博物馆将以越来越丰富的形式融入

现代社会，以日久绵长的诗意浇灌着生活中

的美好。

让展览“动起来”“美起来”“活起来”
——从博物馆看文化中的科技密码（一）

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之

一，科技展是博物馆、科技馆进行科学普及

的重要形式。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科

技日报记者盘点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科技

展，为您提供观展参考。

到中国国家博物馆
领略“科技的力量”

了解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科技发展之路，

来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科技的力量”展览

就对了。

该展览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首个

中国科学技术通史专题展览。展览内容上

起甲骨文中的日食记录和干支表，下至“墨

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等当代科技成就，

分为格物穷理、天工开物、西风东渐、走向复

兴 4 个部分，共计展出文物 400 余件（套），模

型 50 余件，辅以图片图表、多媒体展示和互

动项目，提纲挈领地勾勒出从古至今中国科

学技术与工业发展历程的基本脉络，着重展

示不同时期科技的发展特点及突出成就。

本次展览还展出了多件（套）近年新征集文

物，着力反映了新中国科学研究和产业技术

发展历程。

据了解，该展览为长期展览，展览地点

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号中央大厅。

到中国科学技术馆
感受中国星际探索历程

要说最近的大火话题，“天舟六号货运

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一定有一席之地。

天舟六号的成功发射，不仅激发了中国人的

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更唤醒了很多人对我

国星际探索历程好奇。中国科学技术馆的

“星宇探索之旅——中国载人航天空间科学

与应用科普展”就为人们开启了了解这些知

识的窗口。

据了解，该展览面积约 2000 平方米，包

含“星海之路—载人航天工程及空间应用系

统发展历程”“宇宙之理—空间科学与应用

成果科普”“国家太空实验室—空间站科学

实验设施演示”“蓝星之外—载人月球探测

体验”“探索之心—载人航天精神、科学家精

神弘扬”等 10 余个主题场景，展项 30 余件，

通过“数字技术+沉浸式交互体验”，让观众

身临其境遨游“浩渺宇宙”。观众可以了解

国家太空实验室的基本情况，感受巡天望远

镜的震撼，体验空间实验的奇妙。

中国科学技术馆官网显示，该展览位于

中国科技馆短期展厅，于 4 月 29 日—6 月 15

日免费对公众开放，需提前登录中国科技馆

官方公众号预约参观。

到北京自然博物馆
了解身边的绿色“朋友”

夏天已经到来，树木繁茂。但是，你真

的了解你身边的树木吗？北京自然博物馆

的“一树花开·中国树木文化展”或许能让你

更了解我们身边这些默默无言的“朋友”。

该展览通过“识木”“用木”“崇木”“惜

木”4个部分，结合 110余件精美展品，从多角

度向观众宣传展示我国优秀的传统树木文

化。“识木”部分带领观众走进树木的世界，

追溯数亿年前最早树木的出现，了解自然界

中树木的种类和树干的结构特征。“用木”部

分讲述我国先民在长期与大自然的相处过

程中，如何利用树木资源改善生活。“崇木”

部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对树木的崇

尚。“惜木”部分则介绍了树木的重要性，和

我国从古至今对森林和树木采取的各种保

护措施。

该展览将开放至 9 月 17 日，在北京自然

博物馆临时展厅开展。

到中国地质博物馆
认识“天外来客”

在静宁的夏夜仰望星空，可能会看到流

星划过。“星坠至地，则石也。”陨石作为来自

天上的“星星”，带来了宇宙、太阳系和地球形

成的有关信息，也为研究地球生命的起源甚

至外星生命提供了线索，让人类对于遥远星

空的无限向往有了可以依托和触及的实体。

在中国地质博物馆展出的“来自太空的

礼物——陨石”展，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陨石

的一个窗口。该展览分为“神秘陨石”“飞向

太空”“月壤探秘”“文创天地”4个部分，展出

了种类众多、品质靓丽、学术价值较高的陨

石标本，并以陨石为媒，展示了我国在深空

探测特别是月壤研究等方面的科研成果。

在这里，观众可以欣赏到月球陨石、火

星陨石、灶神星陨石等珍稀陨石，可以亲手

触摸广西南丹陨石，还可以了解诸如陨石形

成、分类、鉴定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此外，展览还精心设计了互动设施，让

观众可以操纵仪器，发射“导弹”摧毁“小行

星”，保卫地球；操控“月球车”，做一回“航天

员”；旋转月球仪，观看月球地貌，了解人类

在月球上降落地点的环境等。目前该展览

正在展出中。

国际博物馆日，送你一份观展指南
◎实习记者 裴宸纬

编者按 如今，观展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博物馆的内涵和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博物馆的功能正在从传

统的展览教育和文物保护向休闲娱乐、教育和文化旅游转变。其中科技因素也逐渐凸显，科技主题展览数量和质量不

断提升，科技手段在展览服务中的应用也更加成熟。5月 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本版特推出专题内容和系列文章，展现

“博物世界”里的科技范儿和科技助力下的全新“博物之旅”。

“我要把这一天用来对整个世

界，从古到今作匆匆的一瞥，我要看

看人类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看

看历代的兴衰和沧桑之变，这么多

东西怎么能在一天之内看完呢？当

然我只能参观博物馆。”美国盲人女

作家海伦·凯勒如是说。

现在世界上大致有以下 4 类博

物馆：历史博物馆保存历史文物、传

播历史知识；艺术博物馆提供美学

欣赏和教育功能；科学博物馆则普

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科

学素质；行业博物馆展示该行业的

专业知识和技术。

科学博物馆的发展经历了 3 个

阶段，即自然历史博物馆阶段、科学

与工业博物馆阶段、科技中心阶段。

自然历史博物馆是科学博物馆

的早期类型，它至今仍然是人们了

解自然界、探索自然奥秘的绝佳去

处。世界上第一座科学博物馆——

1683年建成的英国阿什莫林博物馆

就是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距今已

有整整 340年的历史了。

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即我们通常

所说的“科技馆”，是随着西方工业革

命而逐渐兴起的一类博物馆。工业

革命使机器进入了人类社会，带来了

人们前所未见的蒸汽机、机车、轮船

等。200年前，1820年建立的世界上

第一座科技馆——法国国立技术博

物馆，不仅收藏了当时先进的机械、

仪器和其他各种发明的实物和模型，

还对公众开放，供普通民众和发明者

进行学习和参考。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前身——南肯星顿工

业艺术博物馆也在 1851年伦敦“水晶宫”万国博览会的基础

上创立起来，该馆着重反映工业革命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1906年在德国慕尼黑建立的德意志博物馆，成为了我在

20世纪80年代留学慕尼黑大学时节假日常去参观学习的场

所，我对世界科技史的深入了解就源于德意志博物馆。我深

深感受到博物馆在这里成为一种教育资源，公众教育已成为

它们的主要功能。这使我深刻认识到乔治·萨顿在《科学史

导论》中所指出的“科学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

史”“科学史（或知识的历史）应该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历史的

核心”，从而坚定了自己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决心和信心。

1937 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发现

宫”则成为最早创立的现代科技馆。它在摆脱博物馆传统

方面走在最前沿。“发现宫”几乎没有历史收藏，而是以教育

作为该馆的主要宗旨，这也是科学家和教育家明确地共同

赋予了科技馆科学教育的社会功能。现在全世界 80%以上

的科技馆是 20世纪 50年代之后兴建的这种现代科技馆，且

多以科技中心为名。

现代科技馆更突出自身的教育职能，科学界、教育界和

公众也逐渐认识到科技馆已成为学校科学教育的得力助

手。在博物馆展览思想上，传统科技馆主要展示过去的科

学技术成就，而现代科技馆侧重于探索科学技术的未来发

展，以及开发人类在科学技术上的潜在能力。在展览方式

上也从静态陈列型过渡到动手型。传统科技馆注重历代科

技文物，以向大众普及科技史知识，展品以陈列为主，一般

禁止观众动手触摸。现代科技馆则把展示、活动和参与有

机融为一体，主要展出反映现代科学原理及应用的展品，鼓

励观众动手操作，在动手互动的过程中学习和探索科学知

识，了解各种新技术与生活的密切关系。

中国最早的自然博物馆，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韩伯禄于

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徐家汇博物院，该馆的收藏以动植物标

本为主。1905年上海自强学会会员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的

南通博物苑是中国人独立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

中国的现代科技馆起步较晚。中国的国家科技馆——

中国科学技术馆是在 1958 年就开始筹建的，时称“中央科

学馆”。经时任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聂荣臻批准，科学馆的

建设被列入建国十周年首都十大工程之一。后因资金、材

料等原因，中央决定科学馆工程停建下马。

20 年后，在 1978 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包括茅以

升和钱学森在内的一批老科学家再次向中央提出建设中国

科学技术馆的建议。在邓小平和方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直

接关怀和支持下，国家计委批准了兴建中国科学技术馆。

1984 年 11 月，邓小平亲笔为中国科学技术馆题写馆名，中

国科学技术馆一期工程破土动工。1988 年 9 月 22 日，中国

科学技术馆隆重开馆。

2000 年 4 月 29 日，中国科学技术馆二期新展厅建成开

放。江泽民同志题词：“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

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同年 5 月，我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

学史研究所调任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在任 6年间，观众参

观量超过了千万人次。

2006 年 5 月 9 日，中国科学技术馆新馆举行奠基典礼。

2009 年 9 月 16 日，中国科学技术馆新馆正式建成开放。截

至 2023年 4月底，参观总量已超过 6千万人次。

新馆建设是中国科学技术馆发展历程中的又一个里程

碑，也是中国科普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对增强我国科普能力

建设，提高公民科学素质，贯彻落实国家科教兴国、人才强

国战略，宣传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将起到

积极的作用。同时，建成开放的中国科学技术馆新馆也会

对国内科技馆的建设起到示范和辐射作用。

《中国科普统计（2022版）》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

底，我国已建成运营的科技馆共有 488 个，建筑面积合计

371 万平方米，其中展厅总面积 180 万平方米，年度总参观

人数达到了 6300 万人次。2022 年全国共有科普专职人员

10971 人，科普兼职人员 5.8 万人，注册科普志愿者 7.53 万

人，平均每个场馆拥有科普专职人员 22.5人，科普兼职人员

119人，注册科普志愿者 154人。

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

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在这方面，科

技馆的科学普及教育工作大有作为！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研究
员、原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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