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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亮
绘画：熊添竹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推荐理由：本书是国际

安徒生奖提名画家熊亮与
15岁女儿熊添竹共同创作
的，适合父母与孩子一起
读的绘本，也是一本以孩
子的视角看世界、开拓想
象力的奇思妙想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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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科学的历史足迹

吴国盛，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科学史系创系主任，兼任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科技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科技史学会科技史

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

育专业委员会主任。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

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什么是科学》《希腊空间概念》《技术哲学

讲 演 录》《时 间 的 观 念》《吴 国 盛 科 学 人 文 系 列》等 ，最 近《吴 国 盛

科学博物馆图志》出版面世。

对话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科学史系创系主任吴国盛
采访人：本报记者杨奕萍

中国环境报：为什么想到创作《吴国
盛科学博物馆图志》丛书，而且是 7册？

吴国盛：2013 年 9 月，湖北省科技馆
委托我主持新馆的内容建设，找到我的
原因不是因为我是科技馆专家，而是因
为我的科学史家这一身份，他们希望新
馆以科学史为主线进行布展。这是 我
进入科学博物馆界的缘分和契机。

我开始在全世界跑，去参观那些经典
的、著名的科学类博物馆。从2013年12月
到2015年8月，我访问了国 外 43 家 科 学
类 博 物 馆 ，地 域 遍 及 美 国 、澳 大 利 亚 、
英 国、意 大 利、瑞 士、法 国、荷 兰、比 利
时 ，拍 下 了 上 万 张 照 片 。 访 问 的 目 的
最 初 是 为了给湖北省科技馆的新馆布
展积累经验。

后来，中国科技出版社的杨虚杰女
士知道我去考察了这么多科学博物馆，
又拍了这么多照片，建议我整理一部分
照片出版成书。 当 时 我 考 虑 到 ，一 方
面 ，许 多 国 内 科 学 博 物 馆 的 从 业 人 员
也 没 有 机 会 像 我 这 样 参观这么多的科
学博物馆；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民众生活
水平的提高，出国旅游成为时尚，但中国
游 客 还 没 有 养 成 参 观 科 学 博 物 馆 的
习 惯 ，出版这么一本图文并茂的书可以
吸引一些热爱科学的年轻人去参观国外
著名的科学博物馆，甚至给父母带孩子
去国外参观科学博物馆时做一个参考和
借鉴。基于上述考虑，我决定着手编这
套书，书的文字并不多，主要以图片说话，
因此取名“图志”。

中国环境报：《吴国盛科学博物馆图
志》丛书适合哪些受众群？这套书的价
值在于什么地方？

吴国盛：刚才说了，应该是两大读者
群吧。一类是科学类博物馆的从业者、
管理者，另一类是旅游者。当然对那些
没有机会出国旅游的，读这套书也算是
虚拟地逛了一下国外的著名科学博物
馆。这么说，就应该有三大读者群。

在中国的科技博物馆工作的人多数
没有机会出国参观博物馆，即使有少量
的 机 会 ，也 无 法 一 下 子 看 那 么 多 场
馆。了解发达国家的科学博物馆，可以

帮助我们在布展、教育、管理上借鉴其先
进经验。

对于普通读者，在准备旅游时，可以
借助这套书 来 规 划 自 己 的 旅 游 路 线 ，
尤 其 是 准 备 参 观 科 学 博 物 馆 ，还 可 以
作 为 指 南 。 参 观 任 何 博 物 馆 ，事先都
要做功课，功课做得越细，收获越大。

现在国内图书市场上已经有不少艺
术类博物馆的旅游指 南 ，帮 助 艺 术 博
物 馆 爱 好 者 做 功 课 ，可 是 科 学 博 物 馆
的 指 南 非 常 少。参观科学博物馆和参
观艺术博物馆一样 ，都 会 面 对 许 多 陌
生 的 东 西 ，需 要 行 家 帮 助 解 释 ，否 则
会 看 得 一 头 雾 水 。 参 观 科 学 博 物 馆
似 乎 更需要帮助。艺术的东西，即使你
完全不懂它的历史背景，似乎也可以参
与审美。而科学的东西，若是一点都不知
道它的历史由来，很可能就直接忽略了。

这套书里有不少科学史上的重要器
具的照片（比如伽利略制造的望远镜、瓦
特制造的蒸汽机、达尔文使用过的显微
镜等），对于科学史的爱好者和从业者，
也容易引起兴趣。

中国环境报：游历过世界众多科学
博物馆，让您印象最深的一件科学展品
是什么？对国内的科学博物馆，您有何
看法和建议？

吴国盛：印象最深的是 2014 年初，
去澳大利亚的悉尼电厂博物馆看到的瓦
特蒸汽机。在此之前，我没有见到过蒸汽
机的实物，也很少见到科学技术史上的著
名实物。尽管之前我在美国参观了好几
家科技馆，但 美 国 的 几 家 科 技 馆 均 是
科学中心模式，没 有 历 史 收 藏 。 虽然
之 后 去 了 英 国 和 欧 洲 大 陆 ，见 识 了 更
多的科技文物，但因为见得比较多了，
都没有第一次见到瓦特蒸汽机实物的印
象深刻。

目前，国内的科技馆都是科学中心
模式，没有历史收 藏 ，全 是 体 验 性 的 互
动 展 品 。 这 固然有它的合理性，但作为
一个大国，特别是一个有着伟大历史传统
的大国，缺乏科技类的历史收藏，总归是
一个缺陷。因此，我也经常在多种场合
呼吁，国内一定要补上科学工业博物馆
这个环节。

中国环境报：走进一个陌生的国外科
学 博 物 馆 之 前 ，一 般 需 要 做 哪 些 准 备 工
作？参观过程中，要注重哪些细节？

吴国盛：为了让有限的经费、有限的时
间创造出最大的参访效率，动身之前就要
做大量的功课。首先要选定哪些科学博物
馆是重要的，一定要看的。这方面有许多
学术著作可供参考。

在确定了参观哪个博物馆之后，还需
要提前读 相 关 的 书 ，上 网 查 相 关 信 息 。
基 本 的 信 息 ，包 括 何 时 开 门 这 样 的 细
节 ，都 一 定 要 提 前 查 清 楚 。 讲 一 个 我 的
亲 身 经 历 ，因 为 忽略了英国国家节日这
个 环 节 ，结 果 牛 津 大 学 科 学 史 博 物 馆 就
没 有 看 成 。 尽 管 为 了 看 这 家 博 物 馆 ，我
连经过莎士比亚故居都没有进去看一下，但
结果到了牛津，这一天恰巧是中国人不太熟
悉的一个宗教节日，遇上博物馆关门，结果
没有看成。

除了开门时间之外，也需要大概知道
这家博物馆的主要收藏特色。可以在网上
先熟悉。现 在 的 互 联 网 实 在 太 便 利 ，著
名 的 科 学 博 物 馆 通 常 都 有 不 错 的 网 站 ，
博 物 馆 里 的 那 些“ 镇 馆 之 宝 ”级 的 东 西
都会有初步介绍。我们可以先上网看看，
形成一个基本的“概念”性意向，然后再实
地去“看”，以充实这个意向。这样，参观过
程就是一个颇富有建设性的过程，始终保
持一种张力。

参观之后，最好要写日记。有许多当
时的感受，如果不能诉诸文字，很可能将来
就忘了，确实很可惜。除了参观日记，我有
时候还会写一篇博客。但是，由于每次都
是高密度参观，因而日记记得较为简单。
不过，现在我准备毕生致力于科学博物馆
事业，以后就可以更加从容地参观，有些著
名的场馆还可以反复参观，这样可以积累
更多的参观体验。

写参观日记，要总结本次参观的经验
和教训。比如哪些工作没有准备到位，更
要记下令人感触最深的东西。当然，通过写
参观日记，可以帮助你进一步去读书，去查资
料，帮助强化对已经“看”过的东西的认知。

中国环境报：是什么激发了您对科学
史研究的兴趣？

吴国盛：青少年时代，我最喜欢的科学
家是爱因斯坦，我是读秦观根的《爱因斯坦
传》开始喜欢上我现在从事的科学史和科
学哲学研究工作的。

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对科学家的科
学成就和科学思想很感兴趣，特别想把西
方科学史上的伟大思想引入我们中国文化
之中。

现在我有机会推进科学博物馆事业，
当然可以更好地实现青年时代的理想。在
充分发挥科学博物馆的作用上，一方面可
以使科学史学科“学以致用”，为社会服务；
另一方面可以全方位提升全民的科学文化
素质。

中国环境报：从科学史研究到科普，您
如何看待青少年科普教育？

吴国盛：中国青少年的科学教育过分
注重应试、大量做题，过早地消灭了科学研
究之中的乐趣，这是初等和中等教育中的
普遍问题。把科学史 引入初等科学教育，
可以是一种纠偏的方法。让青 少 年 多 参
观 科 学 博物馆，也能起到一种 很 好 的 平
衡作用。

中国环境报：能否谈谈您近期的研究
工作和长远计划？

吴国盛：我刚刚在清华大学创办了清
华科学史系，近期的主要工作就是引进师
资，尽快把清华科学史系建成我国科学史
教学和研究的重镇。另外，就是筹办清华
科学博物馆。个人写作方面，正在准备写
一部学术版的《科学通史》，也可能还会出
版一些科学史游记之类的通俗作品。过去
几年在参观访问科学博物馆的过程中，我
还参观了大量的科学家故居、墓地，像哥白
尼、伽利略、牛顿“从摇篮到墓地”我都去
过，很多出版社都想让我写写这些科学名
家的故事。

参观之前做足功课，了解主要收藏特色

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科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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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吴国盛教授，源于他
在中国科技馆 的 一 次 讲 座 ，题
目 是“ 世 界 著 名 科学博物馆的
奇妙日”。那一日，随着他的讲
述，一起游历了世界著名的科
学博物馆。

以伦敦博物馆为例，目前
拥有超过 30 万件藏品，其中包
括著名的史蒂芬逊火箭号火车
头、普芬比利号火车头（现存最
古老的蒸汽火车头）、第一台喷
气引擎、克里克和沃森 DNA 模
型的复制品、瓦特蒸汽引擎、巴
比奇的差分机、万年钟等。据
悉，伦敦博物馆每年吸引 330 万
观众量，世界排名第 19位。

吴国盛教授认为，广义的
科学博物馆包括自然博物馆、
科学工业博物馆和科学中心 3
类，狭义的科学博物馆则指的
是科学工业博物馆。

根据在世界著名科学博物
馆的考察，他撰写了《吴国盛科
学博物馆图志》丛书，共 7 册，以
图 文 并 茂 的 形 式 记 录 了 在 英
国、欧陆、澳大利亚、美国等地
的多个科学博物馆和科学中心
的游踪。上述国家和地区不但
是科学博物馆和科学中心的发

源地，更是科学革命、工业革命
的发源地。

在这套丛书中，我们可以
看到，1929 年在佛罗伦萨开放
的科学史博物馆展出的关于科
学进展情况的珍贵文物，如伽
利略发现木星卫星的望远镜、
爱迪生制造的最早的圆柱体留
声机等。

也可以看到在悉尼电厂博
物馆（原“悉尼技术博物馆”）展
出的博尔顿和瓦特的蒸汽机原
件，这是他们在 18 世纪后期合
作制造的一台蒸汽机，也是目
前世界上剩存的最古老的转动
式蒸汽机（即把活塞的往复式
运动转化为轮式转动）。这台
蒸汽机在 1785 年被安装在伦敦
的一家啤酒厂，在那里工作了102
年。直到 1887 年才捐赠给悉尼
技术博物馆。

当然，在吴国盛教授的游
历中，还充满着对科学博物馆
人性化的描述。

在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
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即仿真煤
矿矿井的内部，讲解员的讲解
绘声绘色、神采飞扬，让吴国盛
顿时感受到欧美国家讲解员的

特点，极具个性、又带有表演天
赋，在他的讲解中，让人感受到
他对工作的热爱和富有创作的
激情。

而属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的劳伦斯科学厅，是一家面
向 公 众 特 别 是 儿 童 的 科 学 中
心 。 劳 伦 斯 是 著 名 核 物 理 学
家，1930 年在伯克利制造出第
一台高能粒子加速器。二战时
期参与曼哈顿计划，负责用电
磁法来提纯铀 235 的工作。在
这个科学展厅内，关于壁虎为
什么能爬墙的纳米的分析，可
以让人看得很认真，也玩得很
投入。

在国外的科学博物馆里，
无 论 是 小 孩 还 是 大 人 都 很 认
真。抓住这一细节，吴国盛颇
多感慨：在中国，许多大人去科
技馆纯粹只是陪同孩子，自己
根本不 看 、不 钻研、不学习，完
全起不到对孩子的示范作用。

在这套丛书里，我们看到
诸多有关科学的记忆、回顾和
观察，不仅包括知识的形成、智
慧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还有更
多 人 对 科 学 的 无 尽 探 索 和
向往。

作者：Pinko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推荐理由：这 里 有 成

长的欢笑，也洒满辛勤的
汗 水 ，但 天 空 永 远 蔚 蓝 ，
草地也永远青葱鲜嫩，不
折 不 扣 就 像 一 个 风 景 怡
人的动画桃花源。

作者：常怡
出版社：知识出版社
推荐理由：作为国内第

一部以故宫为背景的系列
童话，作者讲述了一个小
学四年级女生和故宫上百
种吉兽、神兽的故事，巧妙
地将故宫的历史知识、民
俗典故融入其中。

作者：聂峻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推荐理由：明 快 的 色

彩 、轻 松 的 线 条 、流 畅 的
分镜，童话般胡同生活的
细 腻 展 现 。 这 里 有 简 单
却无法实现的梦想，但在
老北京的梦里，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奇迹。

作者：托尔·汉森
译者：赵敏∕冯骐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推荐理由：羽 毛 是 演

化中的奇迹，它的起源可
以 追 溯 到 10 亿 年 前 ，然
而有关它的故事，却尚未
完整地呈现给读者。于是，
本书作者搜罗了自然史中
关于羽毛的详尽故事。

作者：付新华
出版社：上海锦绣文章

出版社
推荐理由：本 书 作 者

是 我 国 第 一 个 专 门 研 究
萤火虫的博士，书中以一
只 萤 火 虫 的 口 吻 讲 述 了
它们美丽而短暂的一生，
具 有 较 强 的 可 读 性 和 欣
赏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