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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中德天文馆建设的对比研究
黄胤博

（山东大学物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天文学属于六大基础学科之一，中国天文学会普及工

作委员会指出：对中学生来说，天文学是一门适合培养科学兴趣、

培养创新素质、树立科学宇宙观的学科。而国内对天文学的科普

工作和对天文馆的建设暂处于初始阶段。本文以北京天文馆、德

国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天文馆为例，对比中德两国在公共天文馆

建设和天文展出内容上的不同，促进国内天文科普事业与科研、

产业共同发展。同时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更好地培养中国青少年

对天文学事业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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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在人类社会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却也是六大基础

学科中唯一一门没有被编入我国中小学课程的学科。包括我国在

内，世界各国对面向青少年的天文学科普都十分重视，天文馆在

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自 1925 年 5 月 7 日全世界第一个天文馆在

德意志博物馆正式开放起，世界各国都在建设自己的天文馆。天

文馆以多种形式向观众普及天文学知识，时至今日已然成为了一

座城市科普活动的一份子，为无数青少年留下美轮美奂的宇宙图

景，激发了青少年们对天文学的热爱，埋下了未来从事天文研究

的种子。

本文将考察中德两国主要的天文馆，介绍展馆历史、运营现状、

展品、节目内容，对比两国天文馆各方面的差异，并结合笔者亲

身经历与感受加以总结。

一、中德两国公共天文馆现状

德国是天文馆的发源地，世界上第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天

文馆就是位于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天文馆，是工程师奥斯

卡·冯·米勒的心血，在伦琴等许多著名科学家的帮助下，米

勒在 1903 年创立了德意志博物馆。而海德堡天文台台长马克

斯·沃尔夫教授，则提议在天文馆中真实地复制星空的原貌。

1913 年，沃尔夫教授建议在天文馆中安放一个可以展示恒星，

行星等天体的位置和运动的装置。而耶拿卡尔·蔡司光学公司

把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

1923 年，蔡司公司的首席设计工程师鲍尔斯·费尔德，发明

了将星空投影在黑暗幕布上的装置，即天象仪。从此德意志博物

馆开始向观众解释星空和行星系统结构和运动，成为了第一座天

文馆。

我国作为天文科普事业的后起之秀，时至今日已经拥有包括

北京天文馆、上海天文博物馆在内的 100 多座大小型天文馆。而

面积不及云南省的德国，已经建成了超过 60 座天文馆。根据德语

区天文馆协会的统计，目前德国境内公共天文馆数量共计 66 座。

以笔者的观察，稍有规模的城镇均会拥有自己的小型天文馆，而

截至 2019 年，其中的 55 座均配备了天象仪。

二、两国天文馆展出内容区别

本文主要以德国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天文馆为例，德意志博

物馆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博物馆，也是世界最早的科技博物

馆之一。1903 年至今，该馆一直接待着世界各地的观众。德意志

博物馆拥有两座天文台。东侧的反射望远镜在中午时刻免费开放，

可供观测太阳、月球等天体。西侧的折射望远镜，由蔡司公司提供，

可供游客在夜晚观测星空，每周开放两次。在馆内还设置有太阳

望远镜，观众可以实时观测太阳圆盘、太阳黑子等。总体来说，

该馆的内部展出布置并不突出娱乐性，主要以展品与展板讲解为

主，涉及行星形成、宇宙大尺度结构，甚至是核物理、粒子物理

等较为专业和深刻的理论知识，且主要以大篇幅文字为主。在展

出上非常注重展品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物理学、天文学与各

个分支学科的交叉和融合。

从德意志博物馆的庭院，沿着伊萨尔河到慕尼黑市的动物园

附近，放置了一套真实比例的太阳系模型。在 1996 年建设该模

型时，冥王星仍被认为是太阳系大行星之一，故代表太阳的黄色

大球被放置在博物馆门口的庭院内，而代表冥王星的小球，则在

4000 多米外的动物园门口。通过游览太阳系长廊，游客可以亲身

感受到太阳系的真实比例。

1957 年正式对外开放的北京天文馆，是我国的第一座大型

天文馆，在当时也是亚洲的第一座大型天文馆。蔡司 9 光学天

象仪和世界上分辨率最高的全天域数字投影系统等，使北京天

文馆的内部设施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北京天文馆集展示

与教学于一体，不仅举办天文知识展览，还定期组织天文奥林

匹克竞赛，出版发行的天文科普杂志《天文爱好者》，成为了

中国天文学科普不可或缺的力量。虽然北京天文馆相较德意志

博物馆成立较晚，但凭借着中国的飞速发展和中国天文科普人

的不懈努力，使它成为了世界天文馆中的一颗明珠。1442 年建

设的北京古观象台，是保持连续观测最悠久的现存观象台，建

筑完整，且仪器配套齐全。清代的 8 架铜仪，在造型、花饰、

工艺等方面反映了中国的悠久传统，在刻度、游表、结构等方面，

还反映了西欧天文仪器的进展和成就，向观众展示着东西文化

交流的历史。

北京天文台的宇宙剧场、4D 剧场、3D 剧场、天文展厅、太

阳观测台、大众天文台、天文教室等设施，成为了青少年学生最

好的学校和乐园。近日上海天文馆已经竣工，新型光学天象仪和

一米级望远镜也将逐步开放，届时中国的天文科普事业必会迈上

新的台阶。

三、结语

德国天文馆分布广泛，展出内容有深度、有广度，又不乏趣

味性，且开放时间长久，在场馆运营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我国

天文馆属后起之秀，寓教于乐，适合不同年龄层面，娱乐性更强。

随着科技和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天文馆建设和天文

科普也必将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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