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周 刊2023年5月22日 星期一

周刊主编：王小宁

收稿邮箱：xueshujiayuan@126.com

本刊编辑：谢颖 杨雪 张丽 郭海瑾

校对/郑原圆 排版/陈杰

第500期

论艺论艺谈文谈文谈文文化文化看看看

文化文化文化 信息信息

科
普
创
作

科
普
创
作

沉浸式体验科学文化

文化周刊：您从何时开始关注自
然科学类博物馆的发展？缘起是什么？

徐星：这与我的专业相关。我从事
古生物学研究，在这个领域，不少自然
科学类博物馆本身也是专业的研究机
构。比如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有中国古动物
馆，美国的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是顶
尖的古生物学研究机构，是很多新方
法、新成果的发源地。同时，古生物学
又是科学普及一个很重要、很受公众
喜爱的领域，比如很多儿童和青少年
对恐龙感兴趣。所以，在致力于科研的
同时，我很早就开始做科普工作，写文
章、作讲座，同时作为专家也参与了一
些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的建设，对博物
馆的规划、展览展陈设计、展品制作等
进行评审。

文化周刊：陈列展览是博物馆的
重要功能之一，在您看来，一个好的自
然科学展览是什么样的？

徐星：随着近年来我国博物馆事
业的迅速发展，展陈方式也在发生着
变化。传统上，好的自然科学展览首先
要有明确的主题，针对主题选择相关
的知识点。其次，要选择合适的展品来
体现这些知识点。展览是用展品说话
的，比如古生物学方面的展览，有精美
的化石等展品就很有说服力。最后，展
览的表述和形式要生动。我们常说，做
科普不是简单的事，要让观众对科学
感兴趣，你的表现形式就必须有意思，
增强体验感和互动感。

现在，在传统展陈的基础上，自然
科学类展览更强调训练科学思维和培
养科学精神。通过展览，在了解科学知
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中的科学
逻辑、科学方法，获得科学思维的训练
和提升。此外，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也
为科学博物馆赋能，比如以元宇宙为
代表的数字技术等，使展陈方式有了

更多的可能。
文化周刊：在不久前的五一假期，

不少自然科学博物馆成为人们青睐的
“打卡地”，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对于科
学普及和文化发展有什么重要作用？

徐星：科学普及有很多种形式，博
物馆属于场馆式科普，与书籍、音频、
视频等方式相比，因为直接接触展品，
沉浸其中，体验感和互动感更强一些，
也因此比较有感染力，令人印象深刻。
大家可能知道，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在
谈到自己如何走进科学领域时，都提
到自己小时候在博物馆看到某个展览
或展品，因此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我想，科学博物馆的这种特点是它
的优势，对科学普及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

令人高兴的是，公众对自然科学
类博物馆的热情越来越高。我在上海、
天津等地的自然科学博物馆作科普报
告，参与的观众很多，还有不少家长带
着孩子专程从外地赶来，这充分反映出
公众对于科学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

从博物馆的角度看，也是热情高
涨。几天前，我在广西桂林参加第六届
全国地质古生物科普研讨会暨地学旅
游（桂林·象山）论坛和第三届全国地
质古生物博物馆馆长专业培训班。在
会上，我为参加培训班的博物馆管理
人员授课，跟他们也有不少交流，感受
到他们想把博物馆事业做好的积极
性，希望博物馆能在科学文化普及、促
进社会发展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让博物馆惠及更多民众

文化周刊：今年“两会”，您提交了
《关于加强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建设推动
全民科学普及的提案》，提出推动多种
形式、多元化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的建
设，您为此做过什么调研？

徐星：前面我介绍了传统的自然
科学类博物馆的优势，但同时它们也
存在一定的局限。一般来说，国内的自

然科学类博物馆单个规模大，数量有限，
从地理分布上看，它们大多位于大中型
城市。近年来，我国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
数量有所增加，但总体上还不能满足公
众的需求，更是远远无法满足全民科普
的需求。

我在国外访学做田野工作时，去过
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住在当地人家里。
比如在加拿大、阿根廷等国家，我注意到

“家庭博物馆”的现象，人们在家里陈列
一些物品，并且做简要的说明，这其实就
是一座微型博物馆。现在，我国也开始出
现了一些小微型自然科学类博物馆，触
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两会”前夕，我
专门去了位于广州一家商场里的民营科
学博物馆调研，那里展示了极地动物、恐
龙化石等，很有特色。

科学普及的核心在于普及，这意味
着全民共享，要有更广泛的辐射面，使科
学文化无处不在。如何让场馆科普触及
更多的老百姓？仅靠公立博物馆是不够
的，还要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建立一
个覆盖面广、受众多、吸引力强和科学性
高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体系。

文化周刊：如何推动这个体系的建设？
徐星：一方面，从大中型自然科学类

博物馆来看，要进一步增加数量，发挥它
们科学普及的主战场作用。尤其是增加
中小城市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的数量，将
其作为当前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一
个组成部分进行推动；另一方面，积极推
动多种形式、多元化的自然科学类博物
馆的建设，如民营博物馆和小微博物馆，
鼓励在大型商业体和旅游度假区等人流

密集区，以及社区、校园等地建设多种形
式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为民营和其他
企业化运作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的建设
和运营提供各类优惠政策，在专业人才
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

此外，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蓬勃
发展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
变化和深远影响，借助和利用技术创新
发展，能够推动博物馆科普教育资源由
集中式分布转向分散式分布，使大中型
博物馆的优质科普资源转移和分配到小
微博物馆，惠及更多民众。

文化周刊：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
题是“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从
这个角度来看，自然科学类博物馆有怎
样的阐释空间？

徐星：我国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
康社会，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除了物质
生活的富足，还有精神生活的需求，其
中，科学文化非常重要，这是提高国民素
质的重要方面。我们要更好推动自然科
学类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让科学触及广
大人民群众，实现全民科学普及的目标，
为科技发展和文化建设发挥更大的作
用。

科学，无处不在
——全国政协委员徐星访谈

本报记者 谢颖

灰蓝色的屋顶古香古色，“掀开”
屋顶，满眼朱红翠绿，木制梁架结构精
巧，彩绘栩栩如生……这是一件样式
雷烫样，精细逼真，让人仿佛能透过它

“看”到真实建筑的风采。
5月 16日，国际博物馆日前夕，

记者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科技保
护中心（以下简称“文保院”），探访国
博馆藏圆明园同乐园建筑群烫样的保
护与修复工作。

在清代，皇家建筑样式的专门设
计规划机构叫作样式房，在样式房供
役时间最长的当推雷氏家族。“样式
雷”，便是对清代200多年间主持皇家
建筑设计的雷姓世家的誉称。

现存“样式雷”图档包括样图、现
场活计图以及烫样。其中，将平面的设

计图通过纸、秸秆、木头等材料组合变
成立体微缩景观，便是“烫样”，此类型
烫样在当时主要是为呈给皇帝审阅而
制作。时至今日，烫样不仅是珍贵的历
史文物，还是研究当时营造建筑形式
最可靠的历史资料。

“戏台一座，四面各显三间，明间
面宽一丈七尺二寸……”记者在现场
看到的圆明园同乐园建筑群烫样上，
贴有不少黄色贴签，记录着建筑的名
称、尺寸等信息。文保院器物修复研究
所的王熙林告诉记者，此件样式雷烫
样为圆明园重要建筑的基础模型，为
留存至今少量实体烫样文物中少有的
建筑群烫样，具有规格大、等级高、做
工精良等突出特点。1860年圆明园毁
于战火，经过百余年变迁，建筑群原貌

已经无从考证，此前仅有部分图档和绘
画资料可做参考，但图档资料仅限于平
面布局，而绘画资料普遍存在比例失调、
环境结构不稳定等情况。并且现存所有
该建筑群绘画作品中，因绘画角度及自
然环境等因素影像，其中东部永日堂建
筑群基本上被树木植被所遮挡无法看
清。此件烫样的出现可完全恢复圆明园
同乐园建筑群全貌。

“本次修复工作在查阅历史文献资
料的基础上配合科学分析检测技术进
行。”文保院副院长、研究馆员成小林表
示，在对烫样的工艺，材质、内部结构等
多方面详细探索、反复试验后，运用传统
工艺技术，在确保文物安全和技术的可
行性下开展保护修复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科学研究，在修复工
作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文保院藏品检测与分析研究所的杨
琴介绍道，对样式雷烫样的科学分析研
究遵循从宏观到微观、从无损到微损的
研究流程——首先利用可见光摄影、多
光谱摄影、X射线探伤、大幅面X射线荧
光成像等无损、非接触、宏观分析手段调
查记录文物的保存状态、病害信息、制作
工艺、历史修改等。然后结合宏观、无损
分析所获取的信息，制订合理的微损取
样分析方案，以获得具有代表性的样品，
同时最小化对文物的干预。

通过科学研究，为烫样的保护修复
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

杨琴拿起了其中一座建筑烫样的
屋顶。“烫样屋顶制作工序较为复杂，
一般认为样式雷屋顶瓦垅采用‘沥粉’

‘线香’制作，经显微观察，此件烫样的
屋顶瓦垅为纸卷制成。”她说，为了解

屋顶制作中的支撑结构，开展了X射
线探伤成像，揭示出屋顶内部支撑结
构分布、修改信息。结果非常有意思，
图像显示屋顶支撑结构上多处绘有彩
绘，研究人员推测可能是对烫样材料
的“回收利用”。

将极少量颜色样本放入仪器中，调
试观察，不一会儿，电脑屏幕上便出现了
这种颜色的分析结果。在文保院拉曼红
外光谱室，工作人员现场展示了拉曼光
谱的“超能力”。

通过拉曼光谱等先进仪器，样式雷
烫样色彩所蕴含的“秘密”被一一破解。
烫样所使用的颜料既有传统的矿物石色
颜料和植物水色颜料，如红色的为朱砂，
浅蓝色的是花青；同时也有合成的颜料，
如深蓝如墨的颜色是普鲁士蓝和炭黑的
混合物，绿色颜料为巴黎绿。这些发现与
烫样制作年代是相吻合的——1850年
以后，西方人工合成的颜料由于其成本
低廉、色彩艳丽且附着力好等因素，大量
进入中国市场，广泛应用于古建彩画、绘
画等行业中，传统颜料与现代合成颜料
同时使用，成为该时代绘画作品颜料使
用的一大特点。

成小林表示，通过拉曼光谱及其他
科学手段对这件样式雷使用材质和整体
结构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古建筑形制、样
式雷的相关制作工艺，也为后续修复师
开展保护修复及工艺复原工作提供了重
要的参考依据。文保院将以本次保护修
复工作为契机，以实体文物为基础，对已
经消失百余年的样式雷烫样工艺尝试性
全面复原。为此，文保院已制定详细的工
作计划，烫样修复预计在今年基本完成，
后年完成工艺复原。

看样式雷烫样的“前世今生”
——探访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样式雷烫样修复工作

本报记者 谢颖

今年电影“五一”档可谓新片云
集，各种类型片扎堆上映。其中，反映
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群像的影片《惊
天救援》以独特的体裁、惊险的情节、
感人的正能量打动了众多观众的心。
观影中，观众们都是在揪心和感动中
度过的。

“新时代的消防救援人员是一群
可爱可敬的年轻人。”影片主演之一、
青年演员王戈告诉记者：“为了真实反
映他们的工作情况和精神面貌，我们
演员进组前专门训练了一个月。”

电影《惊天救援》聚焦一场化工厂
爆炸。当整座城市被烈焰火海、滚滚浓
烟包围时，逆向而行的消防救援队员
们冲向火海，与火神展开一场惊心动
魄的生死搏斗。影片呈现了震撼人心
的灾难场景和高燃刺激的救援场面，
同时从消防救援人员个体视角切入，
刻画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普通人群
像。

王戈在影片中饰演消防救援小队
成员之一王文斌。在化工厂爆炸时，他
战胜了内心的恐惧，在楼房钢板砸落
的一瞬间，奋不顾身冲上前推开队长，
而自己却被钢板死死压住……此时此
刻，曾经是新人的王文斌，终于蜕变成
有信念、有担当的优秀消防员。

王戈平时从新闻报道和宣传片中
了解过消防员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也
看过一些消防题材的纪录片。为了让
角色更加贴近真实情况，他注意抓住
人物心理情绪的变化，从细节上丰富
角色形象。

比如，影片中，王文斌第一次出警
归来就接到爸爸的视频电话，他赶紧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表，问队友“我脸
上脏不脏”，并迅速调整好情绪。

“这个动作是我自己加的。”王戈
说道：“作为儿女，在外打拼总是不希
望家里人担心，尤其是像王文斌这样
孝顺的孩子更会注意细节，一定要让
家人更放心。”

再如，当抵达化工厂爆炸事故发
生地时，王文斌脸上露出害怕的神情。
对此，王戈认为，在面对如此重大、没
有经历过的灾情和救援现场时，王文
斌的害怕和犹豫是出于一个人的本
能。火场的救援经历则是王文斌的成
长过程，不仅是消防技能的提升，也是
意志品质的提升。当队长出现危险时，
王文斌毫不犹豫地做出保护队长的行
为，更是出于一个消防员的本能。

看过《惊天救援》的观众会发现，
影片中充满了各种高难度的惊险动
作。王戈坦言，面对挑战总会有一些担
心，但最终还是克服了内心的恐惧。

“其实，我们做的各种高难度动作，跟
真正的消防员比起来不算什么。拍摄
中，我们可以一遍遍反复练习，但是，消
防员只有一次救人的机会，争分夺秒，
差一分钟、差一秒钟都不行。所以，我们
总是最大限度地呈现消防员冲锋火海、

抢险救援时的艰难和不易。这也是我在拍
摄中必须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克服恐
惧，从精气神上更好地表现出消防员的精
神面貌。”他说。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了一个“小秘
密”：原来，王戈拍摄前接受专业训练一
个月，进组拍摄两个多月，体重减了 20
斤。“所有辛苦都是值得的，正是在剧组
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才呈现出这样
一部既震撼又感人的优秀影片。”王戈
同时也希望，通过消防员王文斌这个角
色，让广大观众朋友更能理解新时代的
消防员，更关心支持消防事业。消防员
也是普通人，也是父母心中的“宝贝”，
当这些年轻人穿上消防服投入工作当
中时，他们才会变得比常人拥有更大能
量。“就像我们电影想传达的那样——
消防员不是无所不能，而是竭尽所能。”
王戈说。

熟悉王戈的观众对他的作品并不陌
生，如电影《人生大事》《银河补习班》《动
物世界》，电视剧《余罪》等。不难发现，王
戈对人物塑造的拿捏很精准，这与他多
年的话剧表演经验是分不开的。

王戈认为，在塑造角色上，话剧和影
视剧的不同之处在于表现形式和分寸的
不同，话剧表演的肢体动作和台词更加
直接和清晰，这有助于他在影视拍摄中
能静下心来认真揣摩角色特点，通过表
情或动作的设计，加强人物性格的展现。

如今，《惊天救援》得到了各方的广
泛关注和一致好评，这让王戈感到很欣
慰。谈及接下来的打算，王戈表示，希望
能出演更多正能量、接地气的好作品，回
馈广大观众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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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可
持续发展与美好生活”。近年来，自然科学类博物馆越来越受
到公众的喜爱，体现出人们旺盛的科学文化需求。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云南
大学教授徐星多年来关注科普工作，参与国内外一些科学博
物馆的策划和建设，并围绕相关问题调查研究、履职尽责。本
报记者就推动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建设专访徐星委员。

徐星在上海自然博物馆作恐龙主题科普讲座徐星在上海自然博物馆作恐龙主题科普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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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6 日，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
局、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北京市商务
局、北京市体育局等联合主办的“骑游
北 京 — 边 骑 边 逛 · 有 FUN 有
YOUNG”2023 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
在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举行。活
动以线上直播、现场推介、实地体验的
方式，向广大市民游客和热爱骑行的
朋友发出邀请，邀大家共同体验21条

北京文旅骑行线路，探访沿线打卡地，感
受北京文化底蕴、艺术气息、潮玩风范。
活动当天，旅游企业代表围绕21条文旅
骑行线路向市民游客推介系列骑游产
品、释放绿色消费潜力，目前已形成包括
京味文化、红色文化、休闲度假、运动健
身4大类，实现了觉醒年代红色路线、中
轴线骑行路线、大运河骑行路线等 8 条
文旅骑行线路产品转化。 （谢颖）

“骑游北京—边骑边逛·有FUN有YOUNG”2023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举办

日前，“‘同心共进 先忧后乐’那
些《四库全书》的事儿——读书研讨
会”在苏州文正书院举行。与会嘉宾
表示，《四库全书》是中华文明智慧结
晶，应该把蕴涵其中的文化意义提炼
出来，以现代人能接受的方式阐述出

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希望以后定期举办关
于《四库全书》的研讨活动，邀请文化界
学人、爱好者一起探讨、交流，让更多人
了解《四库全书》的深厚内涵。

（郭海瑾）

“‘同心共进 先忧后乐’那些《四库全书》的事儿——读书研讨会”在苏州举行

5月18日，“妙手匠心——修复互
动体验套装”在国家图书馆发布。这款
修复研学产品内含古旧残页及专业的
修复工具，并邀请古籍修复师录制专业
修复教程视频，带领大众在修复体验中
学习除尘、补缺、溜口、折页等古籍修复
步骤，引领大众关注古籍修复事业，使
更多人加入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中，传

承古籍修复技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下一步，国家图书馆文创团队将持续探
索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方式，积极推动图
书馆社会教育资源“走出去”，聚合社会优
势力量，打造图书馆IP文创生态阵地，不断
探索文化与商业良性融合的新模式，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全社会古
籍保护意识，讲好中国故事。 （张丽）

国图推出古籍修复互动体验套装

5月15日、16日，国家京剧院在香
港高山剧场演出经典剧目《春草闯
堂》。此次演出是国家京剧院参加第
31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终评活动的重
要演出。京剧《春草闯堂》是国家京剧
院的经典保留剧目。青年荀派传人张
佳春携此剧参评第 31 届中国戏剧梅
花奖。此次赴港演出汇聚了实力雄厚
的演出班底，参与演出的各个行当、每
位演员都全情投入、满台生辉，充分彰

显了国家京剧院“一棵菜”的艺术精神。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京剧院院长王勇表
示，京剧《春草闯堂》首演至今 60 载，历
久弥新，此次赴港演出，剧院从舞台表
演、音乐设计、舞美设计等方面进行了创
新表达，竭力使这部传统剧目更显光彩。

演出后，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
记、驻会副主席陈涌泉向国家京剧院颁
发《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终评参演证
书》。 （杨雪）

国家京剧院经典剧目《春草闯堂》赴香港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