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唐玮婕

上海为什么需要一座世界级天文馆
把最“硬核”的科学用最“柔软”的方式呈现于世人面前

全球建筑规模最大的天文馆———上
海天文馆 ， 今天开馆 ， 明起对公众开
放。 从2016年11月8日在临港滴水湖畔
的一片荒地上打下第一根桩算起， 上海
已经为这座世界一流天文馆等待了1700

多天， 而这份期待已久的 “星空之约”

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

上海为何执著于建设一座天文
馆 ？ 为了探寻宇宙之美 ， 为了仰望
星空的浪漫 ， 为了在下一代心中埋
下好奇的种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答案。 最终， 这些答案殊途同归———

从某种意义上说， 天文馆就是要把
最 “硬核 ” 的科学用最 “柔软 ”

的方式表达出来 ， 呈现于世人
面前。

科技创新 、 科学普及是
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对科
学精神的崇尚， 对科学规律
的尊重， 对科学家的爱重，

一直是上海这座创新之城
最硬核的软实力 。 上海天
文馆的建成开放 ， 不仅
意味着上海有了一处全新
的科学 、 文化地标 ， 更为
提升城市软实力提供了引
擎和注脚 ： 对星空的热爱
会让人产生豁达开朗、 只争
朝夕的宇宙观， 一座世界级
天文馆必然会开阔一座城市
的胸襟和视野， 进一步彰显上
海 “开放 、 创新 、 包容 ” 的城
市品格。

上海缘何半个世纪
“等待”一座天文馆

上海人对于天文馆的向往， 源于上
世纪70年代。 进入21世纪， 深空探测成
为各国科技竞技场， 我国也进行了卓有
成效的探索。 2010年， 著名天文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叔华建言在上海兴建
一座天文馆， 对公众进行天文知识的普
及， 加强对青少年的天文学教育， 在她
看来， 这件事至关重要。

这应该是一座怎样的天文馆？叶叔华
说：“无论妇孺老幼，不管专业背景，要有
一代代的人走进天文馆，每个走进天文馆
的人都要有所得、有所悟。”

上海市政府经过反复论证和积极推
进， 上海天文馆项目于2014年1月立项，

2016年7月初步设计方案及概算获得批
复，同年11月8日破土动工，并与市民许
下了 “滴水湖畔遥看牵牛织女星” 的承
诺。此后，在天文馆建设的1700多个日日
夜夜中，每一个节点、每一次进展都会引
发公众的持续关注。

五年后的2021年7月10日，上海天文
馆首次面向公众进行压力测试，18万人预
约购票，仅3000人预约成功；开馆前的“剧
透” 视频在抖音上的播放量很快过亿，相
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未开先红”的
上海天文馆，足以证明它在公众心目中的
地位与热度。

“除生命健康外，天文已成为最能吸
引公众的科学话题。”中国科技大学科技
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钮卫星说，天文“走
红”靠的就是它的神秘、浪漫与美丽，再
往深里想， 生命与宇宙都关乎人类重大
哲学命题的终极思考，诸如“宇宙起源”

“人类从哪里来”这些问题，始终让人魂

牵梦绕。

上海天文馆正是为回答这些面向未
来的问题而生。 宏大宇宙承载着人类的
好奇与敬畏之心， 浩瀚星空写满了关于
未知的答案， 在这样一座仰望星空的博
物馆，将留待更多人去探索、去发现。

浩瀚星空是触发想象
力的绝佳“开关”

在由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的时代，如果
要选出一种能够激发创新的力量，想象力
一定占有一席之地，而浩瀚星空恰是最能
激发想象力的“开关”之一。

上海天文学会副理事长邵正义说：

“天文学是对‘最极致’的研究，最远、最
暗、最早、最小……从天圆地方说、日心说
到宇宙大爆炸理论，天文理论的每一次变
革，不仅推动着科技的进步，更刷新着全人
类的认知。”

寻求颠覆性突破， 不少物理学家也
将目光投向星空。 李政道研究所所长弗
兰克·维尔切克说， 神奇的想象力帮助
他拿到了诺贝尔奖。 当他走在回家的小
路上， 天边的火烧云给了他灵感———火
红的光把蓝色的天染红时， 就像希格斯
粒子赋予其他所有粒子以质量。 在科学
探索的道路上， 维尔切克反复强调图像
的重要性， 他指出， 图像越精致， 科学
家对于研究的理解也就越清晰透彻， 而
这一切都需要激发想象力的开关。

正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的上海，需要一座能用好“大美语
言”讲述宇宙故事的天文馆。从有幸提前
“打卡”的观众反馈来看，人们对上海天文
馆的最大感受也是美， 即使对暗物质、引
力波、红移蓝移毫不了解，当看到阳光从
圆洞天窗倾泻而下、陨石刺破大气层撞击

地面、土星张开美丽光环，也会让你感到
不虚此行。

讲好中国“宇宙故事”
有了一个独特窗口

上海天文馆在布展中曾发生过一段
小插曲：在火星探索展区，原本摆放着好
奇号火星车，但当祝融号“落火”的消息
传来后， 中国人自己的火星车就取而代
之占据了“C位”。事实上，在上海天文馆
的网红打卡项目中， 可以走进去的空间
站———天和核心舱1∶1模型，热度高居榜
首。上海天文馆的建设、设计和策展团队
将国人对星辰大海的感悟倾注到这座场
馆的方方面面： 它是世界上建筑面积最
大的天文馆， 这意味着它拥有足够的空
间将最新、最亮的天文学知识娓娓道来；

它是一座建馆与布展同步进行的天文
馆，这使得人们能看到“倒转穹顶”“圆洞
天窗”这样天人合一的设计；它还是展示
中国航天成就的窗口，“走进” 天和核心
舱的经历，在别处很难体验到……

“如何讲好中国的‘宇宙故事’，是上
海天文馆无法逃避的母题。”中科院上海
天文台研究员李力刚说，在这方面，上海
天文馆交出了一份独一无二的答卷。

就像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与天文学家
哈勃在威尔逊山天文台会晤的那个房间
一样，过去100年里，一座圆顶天象厅加
上几个展示厅， 便是世界上大多数天文
馆的样子。

上海天文馆打破了以往天文馆的
样式，“我们不是在写一本‘教科书’，而
是创造一段沉浸体验。” 上海天文馆建
设指挥部总指挥忻歌这样总结她的建
馆思考 ，“未来的天文馆或许会以我们
为模板。”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本报记者 周辰

携手共圆伟大复兴中国梦
首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落幕

昨天上午，“携手圆梦———两岸同胞
交流研讨活动”在黄浦江畔落下帷幕。两
天来，与会嘉宾深入交流、热烈讨论，反
映两岸同胞共同心声和期盼。

在“携手圆梦与青年担当”议题的讨
论现场， 在座青年踊跃发言， 分享人生经
历。 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表示，

他在当代青年身上看到了希望、梦想。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台湾问题专家
于强在研究中发现， 近年来两岸青年共
用同一套网络用语， 说明两岸青年文化
交流到达了一个新高度。 “当前，我国正
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
期， 相信两岸青年都能找到各自擅长的
角色和职业，未来可期。 ”

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
说，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爱上国产电视剧，

《觉醒年代》让她看到很多过去不了解的
历史背景。在国家危亡之际，当时的进步
青年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舍身奋斗，正
因为他们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才有了今
天的美好生活。当代青年也应勇于担当，

携手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远望》杂志社编辑张玮珊说，求学
时的梦想是挣钱养家， 但进入杂志社工
作后慢慢意识到青年一代应当有更广阔
的视野， 这样才能在更大格局下有更大
发展。她的发言引发台下听众共鸣，有青
年在交流中表示：“作为台湾地区的年轻
人，在实现人生理想的同时，应当把成功
经验带回去，感染更多同胞，携手共圆国
家统一、民族复兴的梦。 ”

扩区提质，张江科学城公布“十四五”规划
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高端产业增长极、创新生态共同体、国际都市示范区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发展“十四五”

规划》昨天正式发布：到 2025 年，张江科
学城将打造成为大师云集的科技创新策
源地、硬核主导的高端产业增长极、共治
共享的创新生态共同体、 活力四射的国
际都市示范区。 张江高新区将率先成为
全国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 基本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
的高科技园区。

“十四五”时期，是张江科学城全面
提升创新策源能力的关键 5 年。此次《规
划》 的制定正是为了推动张江科学城扩
区提质，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建设国际
一流科学城。

四大奋斗目标绘就未来
美好图景

科学高度跨越攀升、 产业核心竞争
力稳步增强、创新浓度显著提升、城市温

度充分体现———这是张江科学城未来 5

年内即将绘就的美好图景。

上海科创办执行副主任彭崧表示，

“十四五”时期的张江科学城共有四大奋
斗目标。

一是努力建设大师云集的科技创新
策源地。张江实验室高效运行，一批来自
全球的顶尖科学家和青年科技人才从事
基础原创研究， 一批世界一流研究型大
学和顶尖科研机构集聚张江科学城，勇
攀前沿基础科学的高峰。

二是努力建设硬核主导的高端产业
增长极。 一批领军型高科技企业总部和
研发中心集聚张江科学城， 形成一批高
端特色产业园区，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工
艺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成为中国创新药
的主要发源地， 人工智能加快与经济社
会各领域渗透融合，新技术、新业态、新
产品蓬勃发展。

三是努力建设共治共享的创新生态
共同体。 建立起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建设
的治理结构 ，打造 “创新源 、产业核 、联

动廊 ”的产业创新生态体系 ，政务服务
水平和营商环境与国际标准全面接轨。

四是努力建设活力四射的国际都市
示范区。城市基础设施更加完备，交通体
系更加便捷高效， 国际化品质社区建成
投用，人才公寓供给满足多层次、多元化
人才需求，文化、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供给结构不断优化。

规划面积扩大至约
220平方公里

围绕建设上海科创中心核心承载区
的战略目标，《规划》 对张江科学城总体
空间进行优化调整，规划面积由 95 平方
公里扩大至约 220 平方公里，形成“一心
两核、多圈多廊”错落有致、功能复合的
空间布局。

“一心”：即张江城市副中心。强化科
技创新特色，布局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

打造国际化、高品质、活力开放的科创型
城市副中心。“两核”：即张江科学城南北

“一主一副”科技创新核。北部科技创新
核聚焦国家实验室、 未来科学中心等建
设， 南部科技创新核聚焦国际医学园区
发展， 共同提升张江科学城创新策源能
力。“多圈”：结合地铁站、产业节点等布
局产业组团与生活组团， 建设一批高端
产业基地和产业社区， 推动15分钟社区
生活圈全覆盖，构建集约紧凑、功能混合
的多组团式空间。“多廊”： 依托川杨河、

北横河、咸塘港、浦东运河等城市生态廊
道，纳入北蔡楔形绿地、黄楼生态湿地，

形成“三横三纵、蓝绿交织”的生态空间
格局。

《规划》明确，“十四五”时期，张江科
学城肩负着6项主要任务，包括建设具有
鲜明创新文化的全球人才高地、 提高张
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集中度和显示
度、 加快构筑硬核主导的高质量数字化
产业体系、 营造强化策源功能的国际一
流创新创业生态、 加快提升凸显科创特
色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和践行共建共治
共享的人民城市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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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与宇宙都关乎人类重大哲学命题的终极思考，上海天
文馆正是为回答这些面向未来的问题而生

■ 正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上海，需要一
座能用好“大美语言”讲述宇宙故事的天文馆

■ 一座世界级天文馆必然会开阔一座城市的胸襟和视野，进
一步彰显上海“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

上海天文馆核心展区 “家

园”内景。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左图：俯瞰上海天文馆。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天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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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仿真模

型内景 。

本报记者
袁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