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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忘“形”谋发展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技类博物馆的认识”主题讨论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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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日新，艺亦须日新，新者生机也；不新则死。”——徐悲鸿

2018 年 11 月 26 日晚，由科技

部引智司、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

局、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

技新闻协会科普工作委员会支持，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承办的第 32

期科学咖啡馆活动，有幸邀请了中

国自然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兼任清

华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的徐善

衍先生作主题报告。

徐善衍，1968年毕业于北京邮

电学院有线通信工程系报话专业。

1996 年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任职，

参与领导和组织制定了国家《科普

法》，为推动我国群众性科技事业的

发展和科技人民团体建设作出了突

出贡献。近些年，徐先生专注于科

技类博物馆的相关研究，走访了很

多国家，参观了各类科技博物馆，

对博物馆有了科学而系统的认识。

在物理所M楼咖啡厅的报告现场，

徐先生畅谈“关于科技类博物馆的

认识”，对博物馆的概念、兴起及走

向，面对的机遇及挑战等问题与大

家深度交流。徐先生诙谐幽默的话

语，引发了在场嘉宾的兴趣与思考。

博物馆——文化呈现与传播的工具

“科技馆和博物馆，从头说都属

于博物馆。”徐善衍先生认为。作为

体现一个国家文化、科技和社会发

展形象的重要窗口，博物馆也是经

济、科技、社会和综合国力的标

志。它的主要任

务就是面向公众

普及科学知识、

传播主流思想、

倡导科学精神、

宣传科技成就及

其作用，从而培

养公众的科学兴

趣，满足公众的

科技需求，提高

公 众 的 科 学 素

养，为建设和谐

社会服务。“所有的博物馆无不是一种

文化的呈现与传播。”讲到博物馆的

概念时徐先生说到，“博物馆应该具

有3个基本要素：文化的传承；面向

大众的公共服务设施；固定的场所。”

科技类博物馆的出现与博物馆

有很深的渊源。第一代科技类博物

馆出现在17世纪，由基于传统博物

馆的收藏理念所演变而来。与其他

博物馆有所区别的是，科技类博物

馆旨在收集和展示与技术和物理科

学相关的收藏品。

19世纪20年代前后，工业革命

的发酵使得形形色色的技术不断涌

现并奇迹般改变着社会的面貌。有

些国家的博物馆尝试将它们展示出

来，让公众了解科技进展，于是出

现了世界博览会。各国以举办国际

博览会的形式，展出与生活范畴相

关的文化、科技和产业成果，借此

机会展示本国的技术实力。它们更

加重视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吸引

参观者参与体验某项具体的科学技

术，传递科学知识，培养公众科学

素养。后来，这些博览会逐渐演变

为科学中心。在科学中心的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是代表目前博物馆的发

展阶段的综合型科技馆。这类博物
徐善衍教授主题报告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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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嘉宾合影

馆不单纯为自然博物馆局限，也不

单纯局限在收藏工业科技，而是多

方融合紧扣当时当代的一些问题进

行展示。它注重向公众传播各类科

学思想，同时也是知识及创新精神

的大综合。“未来的展览馆，将是各

个专业与人类文明艺术的综合体

现。比如在21世纪艺术博物馆、达

芬奇博物馆，不约而同都有工业产

品的设计。”徐先生兴奋地说到。同

时，博物馆新的发展并不代表原有

博物馆的消失，四个阶段的科技类

博物馆都是照常存在的。”

一流博物馆建设要得“意”忘“形”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迎来了博

物馆建设的飞速发展时期。“近期国

家将会发布最新数据，我国现已建

成1439个科普场馆，其中，广州科

学中心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科技馆。”

科技部引智司处长兼活动主持人邱

成利自豪地透露。在博物馆的数量

上，我们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如何建设一流博物馆，如何实现创

新是我们当下应该迫切思考的问题。

如何实现博物馆的创新发展，

徐善衍先生认为要“得意忘形”。他

以自己练太极拳为例解释道：“太极

拳的招式是有限的，掌握了要义

后，你完全可以不计较打拳的形

式，怎样使自己的气在身体内部运

行，然后自行调解就可以了。这就

是‘得意忘形’，得其意而忘其行。”

听了徐先生系统又详尽的讲

解，大家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国科

技馆主任齐欣感兴趣“欧美博物馆

与我国相比各自有哪些较为鲜明的

特点？”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编

审张九庆问到“我国的科普水平与

现有科技发展水平不相符，徐先生

是否同意这一说法”；应急管理部科

技和信息化司调研员林岚女士感到

“我国的科技馆大都缺乏宣传，不接

地气、不吸引人”；科学普及出版社

主任郑洪炜提出“怎样更好地实现

博物馆的教育功能“等等。众位专

家就上述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徐先生也逐个耐心解答。

就中国地质博物馆副馆长刘树

臣“中国的自然博物馆应该怎样体

现自己的特色”这一问题，徐善衍

先生说到，建立在世界先进地区的

博物馆，并不代表它就是先进的，

考量博物馆的标准首先应该看它的

理念是什么。在理念创新方面徐先

生提到，纽约自然博物馆专门以一

个特别大的主题展示工业革命以来

纽约地区自然生态的变化，这就是

一种与时俱进。徐先生又以日本的

各类博物馆为例，指出博物馆的发

展应该与社会发展、人类文明、本

国本地的实际紧密结合。

博物馆建设，任重道远

博物馆的全方位建设不仅仅只

事关博物馆自身，而是需要整个社

会一起努力。需要国家机制的支

持，也需要借助市场机制。市场的

调节作用可以助力博物馆的建设。

“我想还是应该多学习。很多东西经

历完了以后，最后留下的就是得意

忘形。”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局长

周德进为沙龙活动作了画龙点睛式

总结。

“我们要担负起的社会责任是什

么？凝练成一句话，就是科技馆要

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我认为这个

目标的基本内涵应当是：适应时代

发展，传播科学文化，广受公众欢

迎，获得科普实效。”徐善衍先生在

他的《关于科技馆创新发展之路的

一些思考》中如是说。

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热烈

讨论中的科学咖啡馆活动即将结

束。然而大家的思维碰撞热度不

减，对于我国博物馆存在的问题及

未来发展的思考仍在升温。中国博

物馆的未来需要科学家们的付出，

也需要我们每个人为之努力。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吴桧榛 龚则周 魏红祥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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