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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诺贝尔奖”有多远？ 
——走进中国科技馆    感悟诺贝尔奖         

王洪鹏 

在中国物理学会与《现代物理知识》联合举办

“诺贝尔物理学奖 110 年知识竞答”活动期间，“走

近诺贝尔奖”专题展览恰巧在中国科技馆举办。笔

者作为科技馆辅导员，既积极参加了知识竞答活动，

也认真参观了“走近诺贝尔奖”专题展览。展览中，

诺贝尔的浮雕铜头像上面的名言：“传播知识就是

播种幸福”，使我感到科技馆辅导员的工作很有幸福

感。众所周知，至今已走过 110 年辉煌历程的诺贝

尔奖，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具影响力且知名度、权威

性最高的奖项，分设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

文学、和平五个奖项，它所体现出科学精神与人文

精神融为一体的价值理念，具有显著的社会意义。 

2012 年 4 月 18 日至 6 月 18 日，“走近诺贝尔

奖”在中国科技馆展出，是在全国巡展的第一站。

该展览主要展示了诺贝尔的生平，诺贝尔奖的历史、

奖章和证书，以及历届诺贝尔物理、化学、医学奖

的重要发明和发现成果。展览分为“诺贝尔奖的历

史”、“诺贝尔物理奖”、“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

医学奖”和“‘诺贝尔奖’离我们有多远”五大主题

展区，共计 30 多件展品。展览采用机电一体化、多

媒体、虚拟仿真等多种技术相结合的手段，以故事

化、情景化和互动化的方式，通俗易懂地介绍了获

奖项目的科学原理、成就及其意义，这对于传播获

奖技术所蕴含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体现科技给

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引发公众追寻诺贝尔奖

获奖者足迹等都具有积极影响。 

由于专业的缘故，笔者对诺贝尔物理奖展区非

常感兴趣。这些展项让观众在历史时空重现的情景

中，感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社会价值；在模拟实验、

虚拟仿真等互动体验中，深刻理解科学知识，学习

科学方法，感悟科学精神。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伦琴是如何由意外曝光的

底片引发灵感，进而发现Ｘ射线。一天晚上，伦琴

的妻子来实验室看他，当时伦琴要求他的妻子用手

捂住照相底片。当显影后，夫妻俩在底片上看见了

手指骨头和结婚戒指的影像。于是伦琴的妻子就成

了在那不明辐射作用下，在照相底片上留下痕迹的

第一人。伦琴由于发现 X 射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荣获诺贝尔奖物理奖的人。 

在这里，你可以搅动木棍，模拟居里夫妇提取

镭的实验。居里夫人不仅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

女科学家，也是第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居里夫妇因发现钍及其化合物的天然放射性，与贝

克勒尔共享 1903 年诺贝尔物理奖。居里夫人一生获

得 10 项奖金，16 种奖章，107 个名誉头衔。有一天，

居里夫人的一位朋友来她家做客，忽然看见她的女

儿正在玩英国皇家学会刚刚颁发给她的金质奖章，

便惊讶地问：“夫人，这是极高的荣誉，怎能给孩子

玩呢？”居里夫人笑道：“我是想让孩子知道，荣誉

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不能看得太重，否则将

一事无成。”居里夫人对待荣誉的态度让人折服，对

于来之不易的荣誉，我们是应该珍惜的，但不要过

于重视它。荣誉不过是昨天取得的成就，要想取得

更大的成就，就必须继续积极进取。值得一提的是，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居里家族的荣耀与辉煌，已

经铭刻在诺贝尔奖章上。居里家族共有 5 人先后 4

次获得 3 类诺贝尔奖。以至于法国人笑谈，“全法国

最聪明的一批人，都跟居里家的人结了婚。”居里夫

人的故事被写入世界各国的教材，几乎每个孩子都

读着居里的故事长大。居里家族的成就与居里夫人

独特的教育理念分不开。居里夫人的“教育合作计

划”，被公认为“成功的人才培养方式”。 

在这里，通过“穿越时空的电话”展项，你可

以打一个穿越时空的电话给诺贝尔奖获得者，体验

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通过这个巨型电话，你只

要拨动某一年份，电话屏幕就会显示当年诺贝尔奖

得主。比如，你拨了 1921 年，当年的诺贝尔奖得主

爱因斯坦就可以显示在屏幕上，你就可以与爱因斯

坦交流了。通过直接交流，你可以得知他们究竟是

怎么作出如此不平凡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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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你可以亲自尝试用摩尔斯电码发报。

你左手按住绿色的发报按钮，对照摩尔斯电码表，

将发报内容译成字符，再译成电码，右手点击电

键发一份电报……你在亲手发电报的同时，也对

无线电报的工作原理有了更直接的了解。无线电

报的展台旁，是 200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光纤

通信的展台，百年来人类通信技术的巨大变化让人

惊叹不已。 

在这里，你还可以测试自己离诺贝尔奖有多远。

通过测试，对测试者进行个性和人格上的心理学分

析，判断其更接近居里夫人、爱因斯坦、伦琴、费

曼 4 位物理家中的哪一位。展板上共设置了 16 道心

理测试题。第一道题是风景画、肖像、抽象画等四

幅图画，让测试者选择最喜欢哪一幅。测试者选择

后，在灯光的指引下自动进入下一题。“遇到困难，

你是否首先尝试自己解决？”……一路“是”或“否”

答下去，最终箭头会指向某位科学家。最后，展项

还对观众进行个性和人格上的心理学分析，判断观

众将来是否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4 个结论均使用

科学严谨的分析和积极正面的鼓励语言，帮助观众

更好地认识自己的优缺点。比如，你是属于费曼型

性格的人，会给你这样的分析：“对身边事物充满了

好奇心，富有想象力，但欠缺一股钻研精神，如果

能将好奇心转化为理性思考，定比现在优秀更多。”

当然了，这个环节设置是以趣味性为主，并不是严

格意义的医学心理测试，主要是吸引更多公众关注

科学，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科学博物馆曾经引导很多科学家走上了科学的

道路。美国“探索馆”创建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

曾经这样评价科学博物馆：“在科学博物馆里，关键

的问题是如何创造最佳的学习环境。在这样的环境

下，人们可以充分地、自主地从自己的爱好和兴趣

出发学到知识，使参观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以发

挥……正因为科学博物馆有这样的作用，美国许多

科学家将他们的成就归于早期在科学博物馆的一段

经历。”无独有偶，1985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在

应邀写给中国青少年的信中说：“我对科学的迷恋

可能开始于一次参观科学博物馆，那时我大约七八

岁……我记得，许多展品都是可以操作的，而且还

可以观察其机械、电气特性。” 

“走近诺贝尔奖”展览的最大特点是大部分的

展品属于互动体验型展品，公众可以亲身动手体验

完成诺贝尔奖中包含的实验，从娱乐中学到科学知

识，从而让科学知识入脑，让科学精神入心，激发

公众对科学的热爱及对真理的追求。希望参观“走

近诺贝尔奖”的观众中，将走出中国本土第一位诺

贝尔奖获得者。 

（北京市中国科技馆  100012） 
 

 

封三照片说明 

枪，据史料记载我国宋朝就已制成突火枪和火

铳，那是世界上最早 “枪”的雏形。到了 14 世纪，

随着火铳流入欧洲，枪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两

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大推动了枪械的技术进步。

目前世界上枪的品种与型号林林总总多达数千种，

而在这枪海中最为让人称奇的是近年来研制出的特

种枪械，下面就介绍几种现代特种枪械。 

渔叉枪——这款枪发射的渔叉后部可拖动一条

长绳，可在抢险、消防、救援、侦查中发挥作用。 

催泪瓦斯喷射枪——可向目标人喷射催泪瓦

斯，使其就范，是一款国外常规配置的警用枪。 

拐弯榴弹发射枪——枪手可躲在工事、墙角、

大树等遮蔽物后面瞄准发射，保护了枪手的安全，

大大提高了战场生存率。 

“致僵”激光枪——是利用紫外线激光器发出

光束，在空气中电离出一条通道，使电流导向目标

人，使其肌肉抽搐僵直从而就范。 

电击枪——这是一款非致命武器，可发射两枚

带高压电的飞镖，可释放 5 万伏电压，可作用于人

的中枢神经，使其失去抵抗。 

超声波手枪——这是一款可发射“声波弹”的

枪，可向目标发射强脉冲，使目标人晕头转向巨痛

无比，其威力可放倒一匹骡子。 

水下手枪——用于水下专门对付蛙人的手枪。 

捕网枪——这款是警用枪，能在 10 米范围内向

犯罪嫌疑人发射尼龙网，就像猎人捕获猎物那样将

其擒获。 

国产“拐弯枪”——这是我国研制的特种枪，

持枪者可躲在遮蔽物后面向目标人喷射凝固汽油或

失能剂，使其就范。 

（博文/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