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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展示的当代责任
徐善衍

如果建一座自然博物馆不

反映本地域的自然状况（历史

与现实的），如果建馆的主要

任务就是全国、全世界购买标

本，这肯定是错误的，也是一

种逃避和不负责任。

近 30 年来，我国各类自然

科学博物馆数量与规模快速增

长，目前已有千余座，并且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公益性科学文

化服务设施的作用。但必须坦

率地说，我国目前的自然博物

馆状况还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

需求。对于当代自然博物馆的

社会功能，应有更多反思。

对传统自然博物馆的质疑

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至

今只有 200 多年的时间，可开

采利用也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资

源急剧下降，人们享用着前所

未有的物质文明成果，但也出

现了资源匮乏并伴随着生态环

境不断恶化的局面。如果全世

界按照已走过的路子再走 200

年，人类面临的困境将不堪设想。

诗人和文学家总是虔诚地

把大地称为母亲，但遗憾的是

很少有人知道母亲的真实“模

样”和“健康状况”。这是人

类和科学传播工作者的羞愧，

也是自然博物馆的缺憾。自然

博物馆不能总拿着地球母亲年

轻时期最美好的照片给“儿孙

们”看，也要让他们看见、听

见拖着病患之躯的母亲的艰辛

和呼唤！

世界上的多数自然博物馆

为什么只重视展示自然演化的

历史而不重视自然演化的现实

与未来？为什么只重视展示地

下的矿物和宝石，而不重视揭

示地上的土壤、河流、植被和

人们一刻也不能脱离的空气？

为什么都重视展示恐龙而很少

关注人类自身的演化以及人类

学的传播？难道自然博物馆不

是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变革时

期了吗？！

应为生态文明发展服务

传统的自然博物馆是以藏

品为导向的，而现代自然博物

馆的内容建设应以功能和价值

目标为导向，使公众到这里不

仅能够学到必要的知识，更重

要的是接受科学的思想观念，

引导人们理性地参与社会实践，

履行时代责任。

当代自然博物馆的理念正

在发生重大的变革，从单纯博

物学的界、门、纲、目、科、

属、种的分类和自然演化史的

展示，向着自然与社会以及科

学间相互融合的科学发展观的

方向转变。

长期以来，自然博物馆坚

持的功能目标是“收藏、研究、

展教”，这六个字的提法无须

盲目变动，但重要的是收藏、
徐善衍，中国科协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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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展教的内涵必须给予新

的诠释和理解。收藏不只是动

植物标本的征集，也需要大量

生态信息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研

究，自然博物馆已不再是国家

自然史研究的主体，它的主要

研究任务是如何最有成效地面

向公众进行生态知识以及生态

文明建设的教育。

自然博物馆的地方特色应

当得到充分体现，这样才能做

到触及实际、接地气，取得实

实在在的展教效果。我们强调

自然博物馆一定要触及当代的

人类和生态关系问题，如果一

座自然博物馆不揭示本地的空

气质量、水质的类别、土壤的

成分、植被的覆盖、资源的利

用等情况以及它们的历史变化、

与其他地区的情况比较等等，

这样的展示教育就永远是不着

边际的经院式空谈。

在美国纽约的国家自然

博物馆里，有一个主题厅全面

反映了纽约地区的生态状况和

历史上的变化。我国浙江自然

博物馆虽然只是展示反映本地

生态及家乡之美的全省优秀摄

影，但这些展示都让公众感受

到一种家园的亲切以及对生态

变迁的思考。可以说，如果建

一座自然博物馆不反映本地域

的自然状况，如果建馆的主要

任务就是全国、全世界购买标

本，这肯定是错误的，也是一

种逃避和不负责任。

探索展教内容与形式的创新

传统的自然博物馆一般是

以标本为基础演绎着自然演

化史和展示着多彩的矿物宝

石资源。实践证明，这种展

示方式很难全面实现现代自

然馆的功能目标。如何改变

这种状况？近年来，国内外

一些同类场馆出现的一些变

化和进行的探索创新是值得

我们思考和借鉴的。

其一，各类自然科学博物

馆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

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局面。科技馆不能回避后工业

时代生态环境与条件已发生重

大变化这个社会热点问题，地

球家园、能源、水、宇宙、防

灾等题目愈来愈多地成为科技

馆主题展厅里的主要内容；自

然博物馆已开始把人类学纳入

了自己的展教领域，反映着人

类的生产、生活与自然生态环

境的关系。当代科技馆与自然

博物馆往往都把自己的功能定

位聚焦在科学、社会、自然三

者的关系上，这正是殊途同归

演绎着同样的时代主题，推动

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

其二，展示内容的结构开

始突破固有的模式，自然博物

馆也在探索主题制的表达形式。

传统的自然博物馆的内容展示

几乎都是按照年代序列反映演

化过程的，或是按照分类学的

大纲，对不同物种进行分类展

示。为了加强自然博物馆的展

出效果，国内有关专家开始提

出“主题制”的展出模式，如“适

者生存”、“生态系统”、“地

球资源”、“人与自然”、“地

域家园”等分设主题展厅或展

区。例如，我在加拿大萨德伯

里“北方科技馆”见到的自然

生态的展示内容，是按照水生、

湿地、沙漠地带等不同自然环

境里的生物种类与特点进行分

类展示，使人们加深了对生命

与环境条件相互关系的认识。

可以说，自然博物馆的展教内

容与形式正在改变和拓展自己

更新、更大的空间。

其三，在自然科学博物馆

的内容与形式设计中，努力实

现自然、科学、人文、美学价

值与意义的综合表达。

近年来，我两次去北美考

察各类博物馆过程中，与过去

比较，明显感到那里的展示内

容和表现手法已不再是那种单

纯摆放展品的局面，到处呈现

的是展品、图文板、多媒体与

空间综合运用和必要的情景化

设计。而且许多展项附有相关

案例、事件以及当事者的故事。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

莫言有一句写作感言，他说自

己悟到写作的一点玄机就是将

诸多生活中的寻常材料，用思

想之火焊接起来。借用其意，

我认为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建设

如果能用科学之思想、人文之

情怀、艺术之美好的火焰，把

丰富多彩的素材熔为趣味与理

性的一体，就能够打造一个现

代的、受到公众喜爱的科学文

化殿堂。

（转载自《中国科学报》

2014年 6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