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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

航天构建人类文明的
终极梦想

在浩瀚宇宙中找寻 AI时代之后人类的位置，在无边界科普中点燃探
索热情，仰望星空，是叩问人类从何而来、去向何方，触碰星辰的奥秘，是
对 0.12个像素的地球最深沉的回望。

“航天构建人类文明的终极梦想。总有一天，人类要走出地球，创造星际文明。从猿进化
到有智慧的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一种工具的角色，人工智能将替代所有把人作为工
具的工作，未来人类将突破人的工具价值，在更宏大的背景中，创造前所未有的奇迹。 ”

2025年“中国航天日”来临之际，新闻晨报记者专访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探讨航天
探索如何关乎人类对自身起源与未来方向的叩问； 详述上海航天科普场馆体系的建构，如
何让更多人共享航天科普资源。

上海科技馆将于年底重新开放，天文元素将必不可少；上海天文馆有计划在青海冷湖
建设科普望远镜，让全世界的孩子都可以远程探索星空。

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更是通过场馆联动、馆校合作、资源外延和数字
化创新，将航天科学带出围墙，激发青少年乃至全社会对浩瀚宇宙的求知欲，共同迈向星辰
大海的新征程。

人类不去探索太空，
迟早会像恐龙一样

倪闽景馆长将航天科普的核心价值概
括为一项系统工程，涵盖认知普及、人才培
养和社会动员三个关键维度。
首先，构建科学认知基石。最基本的目

标是帮助公众建立起科学、理性的宇宙观和
时空观，普及关于宇宙结构、太阳系、行星、
小行星等基础知识，以对抗关于天文现象的
谣言和迷信。“七星连珠、观星预测吉凶，天
文领域稀奇古怪的信息很多，而天文科普就
在于传播正确的天文知识。迷信与谣言反映
了公众对天文的关注，这是很好的机会，有
好奇心科普就容易顺理成章传播。”
科普亦是育才之道。航天科普的另一

项重要使命是聚焦未来人才培养，通过激
发青少年对天文航天的热情，吸引他们投
身科学领域。倪馆长指出，航天科学教育为
航天事业储备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至关重
要。
航天科普还可提升全体公众对航天事

业的理解和支持。他强调，要让公众认识到
地球生命的独特性与脆弱，理解探索宇宙
关乎全人类的共同未来。
“如果人类不去探索太空，迟早会像恐

龙一样，而现在，人类已经在研究如何防御
小行星了。”而同时通过研究宇宙，又会给
人类带来全新认识和和重大科技成果。
针对中国航天日，倪馆长认为，这个特

殊的日子兼具学术探讨和大众科普的功
能，正可以提供不同层面的科普内容供
给。

传递人类思想的力量，
科技馆的科普暗线

倪闽景馆长透露，计划将于年底重新
开放的上海科技馆中，“必然会融入天文元
素，因为重要的科学发展都离不开天文。”
上海拥有丰富的科普场馆资源，上海

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发挥各自优
势，形成科普合力。倪馆长介绍，三个场馆
在定位上既有所区分又紧密关联：上海科
技馆侧重展示最新科技成果与科技发展历
程；自然博物馆则从自然视角出发，讲述宇
宙、地球与生命的演进；上海天文馆是航天
科普的核心阵地，聚焦宇宙、太阳系及空
间探索历程。“不同场馆，从不同切入点共
同呈现人类所处的宇宙空间，彼此间的呼
应与烘托，旨在引导观众在感受人类智

慧伟大的同时，也能体悟自身的渺小，引发
更深层次的思考。”场馆的呈现方式也各具
特色：天文馆强调沉浸式体验，自然博物馆
以开放式展示为特点，而科技馆最大的亮
点在于其思想性。
“科技飞速发展，但其背后的人类思想

相对稳定。”他认为，科技馆通过展陈传递
人类思想的力量，这正是其吸引众多参观
者的原因，“我们旨在让观众感受到思想的
强大，而非被科技本身所压倒。”

博物馆不是普通旅游景点，
是情感连接的精神家园

“博物馆不是普通旅游景点，尽管上海
科技馆是国家 5A级科普旅游景点，但博
物馆更是传播知识的地方，也是产生知识
的地方。”
博物馆不仅仅是对青少年进行科学教

育的场所，成年人的科普需求同样重要。科
学教育侧重于塑造和培养，而科普则更侧
重于知识的传播。
倪闽景馆长认为，成年人具备更强的

自主学习能力，可以通过参观展览、阅读展
品介绍等方式获取深度知识，成年人可以
在博物馆中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步调进行深
度阅读和探索。
博物馆也是重要的人文精神空间。倪

闽景认为，博物馆不仅仅是科普教育的场
所，更是人们休憩、修养、进行情感连接的
精神家园。
他动情地提到了天文馆“征途”展区

末尾的“暗淡蓝点”，这里有“旅行者一
号”拍摄的、地球仅为 0.12 个像素的照
片，以及卡尔·萨根为此创作的诗句，“很
多人成年人在这个点位都会感动流泪，那
0.12 个像素就是我们的地球，是我们的
家，我们爱过的人、认识的
人都在那个 0.12 个
像素上。”

拓展边界，
让科普资源走出博物馆

目前，上海科技馆正在实施“藏品倍增
计划”，目标是在五年内馆藏数量翻倍，同
时计划年内打造上百个“一平米博物馆”，
将展品和藏品送至学校、社区、商圈等公共
空间，让更多人有机会零距离接触科学自
然文化。
“展品进校园，有教育功能，也有示范

意义。博物馆走到外面去，是未来的大趋
势。”倪闽景表示，信息时代，博物馆是教育
最好的回归。
“到天文馆来，东西太多，就匆匆一眼

看个热闹。但如果把陨石标本放到学校去，
孩子们可以天天看慢慢看，甚至看到研究
者都没看到的东西，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打开博物馆的库房，把藏品带出博物

馆”的行动从去年开始推出，在松江、闵行
等区先行落地，并向全社会推出了进一步
开放计划，覆盖范围将由上海走向长三角
和全国。目前，上海科技馆也在策划天文相
关的展品进校园。
除了“一平米博物馆”，上海科技馆也

在构建多样的馆校联动模式。例如，“博老
师研习会”项目，不仅邀请学校来场馆实景
教学，也积极将博物馆的优质课程引入校
园，甚至为学校提供定制化的课程服务。
研学项目也是馆校联动的重要内容。

倪馆长特别提到了近期天文馆与人工智能
企业合作的“天文馆AI 奇幻之旅”研学项
目，“让孩子们深入了解人工智能如何助力
太空探索。”
此外，上海科技馆还通过多种方式提

供资源，比如“银河讲坛”邀请国内外一流
科学家带来科普讲座，“天象直播”呈现流
星雨、日食等特殊天象。

“每年夏至，我们都有
‘夏至约晖’直播，

正午时分，太阳

会透过天文馆球幕影院周围的环形天窗，
在地面上投射出完整的光环。通过直播，向
所有人呈现这每年仅此一次的景象。”

数据共享，
让仰望星辰打破时空壁垒

“数字化不仅是科普工具，更是天文航
天的‘常态’。”倪馆长强调，航天和天文领
域本身就是高度数字化的，大量信息必须
通过数字化才能被人类感知。人工智能在
处理海量天文数据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从宇宙探测到数据分析，从飞行控制到科
学研究，数字化技术都意义重大。
数字化技术对航天科普也至关重要，

它能打破时空壁垒，让更多人接触科普资
源，甚至提供身临其境的体验。
2024 年上海天文馆推出了“行走的天

文馆”项目，让观众戴上VR眼镜就能“游
览”天文馆，甚至体验到现场无法感受到的
建筑奥秘和展项细节，让更多青少年在家门
口就能触摸前沿科技。而在航天和天文领
域，数据是高度开放共享的。倪闽景透露，上
海天文馆正在青海冷湖积极筹建科普望远
镜，让全球的孩子都可以远程探索星空。
“资源共享，就会涌现大量的专业研究

人员、科普人员，也会涌现非常多有意思的
业余发现者。”

未来的工作主要在天上

“未来地球上的工作会越来越少，未来
的工作主要在天上。人类以前的工作往往
是工具的角色，未来真正成为人，是做任何
自己想做的事情。真正的人是什么？生活在
天上、长生不老，可以一个人经营一个小行
星，在行星上度假、挖矿。航天实际上是在
实现人类的终极梦想。”
倪馆长从当前人工智能热潮出发，点

明叩问星空的意义。伴随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发展，地球上的工作模式或将面临重塑，
而宇宙将为人类提供无限想象力。
“我们的前途是星辰大海，总有一天，

人类要走出地球，创造星际文明。”在倪闽
景看来，探索太空是基于对未来生存的考
量。“人类不能安于现状，不能永远受限于
地球这个‘摇篮’。”
而回归到人类最初的好奇心，天体运

行的规律与人类的生存繁衍息息相关，正
是这种古老的联系，激发了人类最初的探
索冲动。倪馆长指出，仰望星空是对人类存
在本源的叩问———“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向
何处去？”
针对社会上对航天投入“烧钱”的某些

看法，倪馆长强调，航天探索的价值远不止
于此。在追逐星辰大海的伟大梦想过程中，
往往会催生出许多意想不到的科技突破。
“这正是科学‘无用之用’的生动体

现———看似只为满足好奇心的研究，却常
常能孕育出深刻改变人类生活的创新技
术。”

见习记者 唐 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