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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馆
讲座：用密码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3月23日10:00-11:30
嘉宾：李子臣（中国密码学会教
育与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
印刷学院教授）

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
讲座：《进化论与脊椎动物演化》
3月17日15:30-16:30
嘉宾：蒋原（中国探险协会自然
博物探索专委会秘书长）

河南省科技馆
讲座：低智生物涌现群体智能—

“乌合之众”也可以很“聪明”
3月16日10:00-11:30
嘉宾：石磊（工学博士、河南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博物馆
科普课：探寻远古的生命——琥珀
3月16日13:00-15:30
科普课：飞天刀螂——螳螂
3月17日9:00-11:30

山西省科技馆
科普影片：UFO与外星人
3月16日-3月17日

河南省科技馆（新馆）于 2022 年 2
月建成开放，目前正在试运行阶段，是
国内屈指可数的特大型科技馆之一。
该馆建筑外观融合了中原文化和仿生
科技，展览环境设计凸显科技与艺术
的融合之美，展品外观和形式具有美
感和视觉冲击力，观众徜徉其中，可感
受科技的魅力，获得艺术的熏陶。

展品造型变化多样

在展品尺度上，大型化设计突出
了科学现象的显著性和震撼性。例
如，放大后的蛇形摆悬挂于挑空空间，
启动后，犹如一个空中动态雕塑。观
众可以由近及远多角度观察蛇形摆的
运动轨迹，感受其中的韵律感。

在外观设计上，根据展示需要，展
品采用空间跨越式、墙面式、落地式等
多种灵活多变的造型，突破了科技馆
常规展台的限制，充分利用展示空间，
使整个展区呈现高低错落有致的展示
层次。

例如，“世界100个第一”展品采用
空间跨越式的设计，将动态的机械传
动与多媒体相结合，在视频展示时，利

用大型传动装置模仿电影放映，将反
映重大发明的图文呈现在观众面前，
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和代入感，使原本
枯燥的知识传播变得生动有趣，令人
印象深刻。

展品“镜中奇迹”造型精美，在现
象呈现上别出心裁。远远看去，观众
仿佛站在一座楼房的阳台上。走近细
看，才明白原来是利用了平面镜反射
的原理，地面楼房的图案投射到一面
巨大倾斜的平面镜中，孩子们在地面
上的活动变成了在楼房墙壁上“飞檐
走壁”。

科学运用色彩与光影

在展示技术上，展厅充分利用色
彩心理学规律和光影技术，营造和谐
绚丽的艺术化氛围，使观众轻松愉悦
地观展。

同一展区展品色彩和谐统一。例
如，光展区、声音展区的主色调为黑
色，点缀红色、黄色线条，沉稳神秘而
不失活泼。力展区、能量展区以白色
为底色，不同展区分别用粉色、黄色、
橙色等暖色块，以及浅蓝、浅绿等明度
高的色彩点缀，配色清新简约，给人轻
松明快的感觉。

此外，墙面色彩和图案设计也与
展品融为一体。将墙面作为展品的辅
助说明牌，绘制与展品现象相关的图
案，以及科学家的巨幅照片，用简洁明

了的提问突出展品涉及的科学问题，
提升展示效果。

展品“波的干涉和衍射”对光影技
术的运用恰到好处。水滴形成的涟漪
清晰呈现波的运动，其影子犹如一幅
幅图画，动静结合、引人遐想。该展品
由三个圆形透明水盘、聚光灯和点水
装置组成，点水装置以不同的方式击
打水面，水纹再被聚光灯投射在地面
上呈现三种不同的波动图案，分别是
单击波、双击干涉波和衍射波。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物理学家
李政道认为，“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
的，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的
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
都是真理的普遍性。”科技与艺术的融合
是河南省科技馆追求的目标，即用艺术
化的手法展现科学原理，用先进的技术
还原科学现象之美，让体验科学成为美
的享受，以达到增强科普展示效果、激发
观众的想象力和好奇心、提升观众审美
水平，实现事半功倍的科学教育效果。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科研管理部
助理研究员）

让体验科学成为美的享受
□□ 刘 琦

在西班牙西北部的拉科鲁尼亚，国
家科技博物馆里收藏了一架波音B747
客机的机头。它的货舱里有一张小标
签，上面印着西班牙艺术大师巴勃罗·
毕加索的代表作《格尔尼卡》。40多前，
这幅名画正是被安放在此，从美国踏上
返回西班牙的旅程。

栖身国外的名画

1937年4月26日，干预西班牙内战
的德国空军，轰炸了西班牙北部巴斯克
地区的小镇格尔尼卡，赶集的人们伤亡
惨重。此时，法国巴黎即将第七次举办
世界博览会，旅居巴黎的毕加索接受了
西班牙政府的委托，正在为博览会的西
班牙馆创作主题画。听闻格尔尼卡遭
受轰炸，他当即改变原有构思，在巨大
的画布上展现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

这幅名为《格尔尼卡》的油画，让西
班牙内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遗
憾的是，发动叛乱并挑起内战的弗朗西
斯科·佛朗哥凭借德国和意大利的支
持，最终在1939年推翻了西班牙政府，
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治。与此同时，刚
刚结束欧洲巡展回到法国的《格尔尼
卡》，也匆忙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途。
毕加索将保管的重任交给了纽约现代
艺术博物馆，并约定只有西班牙重新成
为民主国家的时候，它才有资格取回这
幅画作。

1975年佛朗哥病逝后，西班牙开始
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经过复杂
的谈判，美国方面最终同意遵照毕加索
的遗愿，让《格尔尼卡》返回西班牙。但
历经几十年的时光和多次巡展时反复

搬运拆装，这幅画已经变得非常脆弱，
想要让它平安“回家”并不容易。

“大图行动”秘密进行

当时，跨越大西洋最快的方式，是
乘坐英国和法国合作研制的“协和”超
音速客机。但这种飞机为实现超音速
飞行，在其他方面做了很多让步，缩小
机身的直径便是其中之一。而《格尔尼
卡》是长7.77米，高3.49米的巨幅画作，
不可能塞进它狭小的货舱。

因此，西班牙政府选择了当时世界
上最大的客机B747。它在长途飞行中
更不容易颠簸，只要将油画拆除支架后
卷好，放进专用的木箱里，让卷轴的朝
向和飞机的中线平行，就可以最大限度
地保护它不受损害。接下来的任务，便
是对这幅画返回西班牙的行程严格
保密。

1981 年 9 月 9 日，是《格尔尼卡》在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的最后一
天。这天闭馆之后，运画回国的“大图
行动”随即开始。展厅的管理员突然接
到通知，用最快速度拆除《格尔尼卡》的
支架，把它卷起来。同时，所有跨国运
输的文件都已经准备妥当，打包完成的
油画立刻被装上卡车，前往约翰·肯尼
迪机场。尽管当天晚上，纽约发生了大
停电，全城的红绿灯都无法工作，但《格
尔尼卡》还是按照计划时间被送到了
机场。

此时，西班牙国家航空公司的“洛
佩·德·维嘉”号B747客机已经准备请旅
客登机。但全机 319 名旅客和 19 名机
组人员中，只有机长知道“大图行动”的
全貌。甚至西班牙政府派出的安全员
和文化官员，在前往机场的路上，也不
知道油画究竟会被装上哪一架飞机。
他们直到确定油画被安全送进“洛佩·

德·维嘉”号的货舱，才在截止办理登机
前的最后一刻，在机场买下了这趟航班
的机票。

意想不到的旅伴

装有《格尔尼卡》的木箱，被安放在
货舱最前面，以免装卸托运行李的工作
影响到油画的安全。飞机在夜幕下腾
空而起，开始了飞越大西洋的航程。9
月10日欧洲中部标准时间8时27分，它
平安降落在马德里的巴拉哈斯机场。

直到这时候，机长才通过客舱广
播，公布了飞机上的秘密：“女士们、先
生们，欢迎来到马德里。我必须告诉你
们，飞机上有一位杰出的旅伴，你们一
直陪伴着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返回西

班牙。”他的话音刚落，客舱里便响起了
雷鸣般的掌声。对于很多在佛朗哥时
代被迫离开故土的西班牙人来说，《格
尔尼卡》也如同一位遭受流放命运的同
胞。当它终于结束漂泊，也意味着曾经
的苦难岁月一去不返。

随后，《格尔尼卡》被运到普拉多博
物馆附近的丽池宫，又在 1992 年被转
运到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成为那
里最引人注目的收藏。将这幅名画带
回西班牙的“洛佩·德·维嘉”号，在此
后又飞行了 25 年，于 2006 年功成身
退。它的机头成为博物馆里珍贵的藏
品，见证着当代西班牙社会的那一次伟
大转折。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送毕加索送毕加索的的《《格尔尼卡格尔尼卡》》回家回家
□□ 马之恒马之恒

▲西班牙艺术大师巴勃罗·毕加索
的代表作《格尔尼卡》。
“洛佩·德·维嘉”号飞机的机头。

（作者供图）

▲

“镜中奇迹”展品。（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