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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与人文内涵的融会
——从巴黎世博会到上海世博会

杨剑龙

摘 要；巴黎先后举办过7次世博会，注重创新精神、艺术色彩、交流特色、规范

特点，提供了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上海世博会设定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

题，规划了世博论坛、文化演艺活动。上海世博会传承发展了世博会的主题，进一步完

善了世博会的规范，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省市的作用，将上海世博会办成科学技术与人

文内涵融会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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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剑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

中心教授、上海市高校都市文化E一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上海2002．34)

在世界博览会的历史上，巴黎是承办世博会最多的城市，自1851年伦敦首届世博会后，巴

黎先后于1855年、1867年、1878年、1889年、1900年、1925年、1937年举办了7届世博会

(见表1)，19世纪的巴黎几乎过11年就承办一届世博会，巴黎为世博会的举办提供了诸多经

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如何借鉴巴黎世博会的经验，如何拓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的主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回眸巴黎举办的7届世博会，有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从某种角度说，巴黎在承办的7届世

博会中。已经提供了诸多典范，为形成世博会的传统作出了贡献。

表1

收稿日期：2009．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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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重世博会的创新精神。世博会历来是人类科技成果展示的舞台，激励与弘扬创新精

神已成为世博会的基本精神。“创新是一种精神，它激励人们探索历史、自然以及大千世界之

迷，提倡用科学的方法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世博会从创立的第一天起，就始终高举创新的旗

帜。通过搭建竞争和交流的平台，弘扬科技进步和创新精神。”①在历届巴黎世博会上，有诸多

具有创新精神的展品亮相巴黎：1855年展出新发明的混凝土、铝制品、橡胶和萨克斯管；1867

年展出了钢筋混凝土建材的“雏形”；1878年展出了电话机、冷冻船等新技术、新产品；1889

年展出了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柯达公司的民用胶卷；1900年展出了同步录音的环幕电影、光

菌灯；在1937年的巴黎世博会上，还专门辟有历史发明馆，陈列着世界上最初的发明：最老的

蒸汽机、最早的电视机、第一个展示血液流动和人体主要器官工作情况的玻璃人体模型、世上第

一辆自行车等；电影馆展示电影制作加工的全过程、印刷馆里展示印刷术发展的历史。

(二)强调世博会的艺术色彩。巴黎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都市，以罗浮宫为代表的美

术馆形成了巴黎重要的美术藏品宝库。在承办世博会过程中，巴黎始终强调世博会的艺术色彩，

在举办1855年巴黎世博会时就提出，绝不让“艺术”缺席，在世博会举办的同时，特地举办艺

术博览会。展出了来自29个国家2054名艺术家的5000多件作品，法国画家安格尔、维尔纳、

德康的作品分别设在独立的画廊，代表不同流派的典范。1867年巴黎世博会仍然设置了艺术品

展厅，展出绘画、雕塑等艺术品，由于缩小了展厅的规模，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国只能在各自

的国家馆中布置艺术品展。1925年巴黎世博会其主题为“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在世博会上装

饰材料的艳丽色彩、几何图案、金属的质感等，使装饰成为高贵张扬充满机械化时代的现代风格

时尚韵味。建筑设计师勒·柯布西埃设计的新精神馆成为新装饰艺术的代表作，以标准化生产构

件组装的方式，设计了美观实用舒适的小型住宅，提倡一种新型的城市生活形式。新装饰艺术昭

示着现代主义风格的呈现，也影响了世界的装饰潮流。1937年巴黎世博会主题为“现代世界的

艺术与技术”，世博会主办方邀请了两千名艺术家，在各展馆中绘制了七百多幅壁画，使此届世

博会成为壁画的盛会，毕加索的油画《格尔尼卡》就是为西班牙国家馆创作的，以象征性手法

谴责战争的残酷、呼唤世界和平。

(三)突出世博会的交流特色。世博会不仅是科技文明展示的舞台，也是各国进行交流的机

会，巴黎世博会突出了交流的特色。在1878年的巴黎世博会上，组织了29个国际会议，如邮政

会议、货币会议、度量衡标准会议、艺术与文学遗产会议等，涉及到诸多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

诸如动物虐待、酗酒管理、精神病治疗、国际货币兑换、知识产权保护等，开创了世博会的展览

与国际会议结合的方式，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切磋与交流。1900年巴黎世博

会举办了127个会议，与会人员达到68000人，1937年巴黎世博会举办了602个大会，在交流中

互相学习传递信息增强友谊。

(四)奠定世博会的规范特点。巴黎在成功地举办历届世博会的同时，不断规范世博会的某

些特点，如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由工程师弗雷德里克·勒·普雷(F．Le Play)确定了展品分类

体系，将全部展品分为十类，初步规范了世博会的展览布局。1878年巴黎世博会规定了世博会

的基本规章，包括世博会的时间、地点、送交展品的期限、主办国和参展国的义务、参展国提交

参展展品的目录等，初步确定了现代世博会的规范。在这届世博会上，主办方将法国知识产权保

护法作为世博会必须遵守的法规，对于展品的知识产权予以保护。1878年的世博会还产生了保

护文学艺术作品的国际公约<伯尔尼公约>、专利保护的基础性公约《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在加强各国之间的切磋与交流中，先后制定了若干国际的契约，使世博会的举办成为促进国际关

系的契机。在1937年的巴黎世博会上，第一次出现了“主办国地方馆”的形式，此后为历届世

博会所沿用。

①吴建中：‘世博文化解读>，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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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先后有诸多中国人亲历了巴黎世博会。王韬观摩了1867年巴黎世博会，成为中国

亲临世博会的第一人，他在《漫游随录》中记述了参观巴黎世博会的见闻。盛宣怀、郭嵩焘、

马建忠、黎庶昌等亲历了1878年巴黎世博会，黎庶昌写下了《巴黎大会纪略>一文，记述其观

感。张荫桓观摩了1900年的巴黎世博会，在其日记中记述了参观“百货杂陈目迷五色”的世博

会，描述其和陈季同、周子玉等驻法官员登上埃菲尔铁塔一览巴黎风光的情景。

巴黎先后主办的七届世博会，为国际上其他国家举办世博会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也

为世博会逐渐规范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894年，中国清代维新派人物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就有<赛会》一篇，在介绍

巴黎、维也纳、费城、东京世博会后，提出“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

始”，“上海为中西总汇，江海要冲，轮电往还、声闻不隔”。1910年，晚清小说家陆士谔在他的

长篇小说《新中国》中构想百年后的上海，他拟想百年后的上海将在浦东召开一个万国博览会，

中外游客都到上海来参观。百年前郑观应的构想、陆士谔的预言居然神奇地在今天应验了，2010

年上海世博会圆了中国人的百年世博梦。目前上海世博会的情况如下：

衰2

(一)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上海世搏会的主题为：Better City，Better Life，城市，让生活更

美好。其五个分主题为：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科技的创新、城市社区的

重塑、城市和乡村的互动。上海世博会对主题的阐释为：“城市是人创造的，它不断地演进演化

和成长为一个有机系统。人是这个有机系统中最具活力和最富有创新能力的细胞。人的生活与城

市的形态和发展密切互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的有机系统与地球大生物圈和资源体系

之间相互作用也日益加深和扩大。人、城市和地球三个有机系统环环相扣，这种关系贯穿了城市

发展的历程，三者也将日益融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①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关注的是城市

人、城市、地球，在城市化进程中关注城市内外的人，关注城市本身发展的特性与规律，关注地

球上城市之间、城市和生态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人类对城市美好生活的

追求。

上海世博会设定了与主题相关的五个概念：城市、城市人、城市星球、足迹、梦想，从而将

城市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将城市人的过去、目前与将来，将城市与世界、城市人与城市等联系

在一起。既思考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进程中给人类带来的发展与问题，也思考未来城市发展中如

何使人类的生活更美好的问题。上海世博会将根据如上的五个概念设置五个主题馆，在布展中深

入阐释这些与世博会主题相关的概念。

(二)上海世博会论坛。世博会是交流的盛会，上海世博会设定了在世博会期间举办世博论

坛，论坛分为1个高峰论坛、6个主题论坛和若干场公众论坛，从不同视角就“城市，让生活更

美好”的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就当前与未来世界城市发展的有关问题展开研讨，为各类

型城市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策略建议。

上海世博会高峰论坛将于2010年lO月31日在世博园区的世博中心举行，由中国2010年上

海世博会组委会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共同主办，由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领导人、世界

①参见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中国20lO年上海世博会主题内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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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城市市长、工商界、学术界、文化艺术界及主流媒体等各界国际知名人士约2000人参加。

高峰论坛的议题为“城市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将从宏观角度研究主要城市问题，探讨未来城市

的发展理念，发掘宜居城市、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高峰论坛是对世博会主题理念的

总结，论坛上将发布《上海宣言》，这是上海世博会各参展方对全球城市发展问题共识基础上的

一份意愿性宣言。

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将举办6个主题论坛。将围绕一个核心议题展开研讨，研讨全球化进程中

城市发展的某些关键性问题。2010年5月，在宁波举行“信息化与城市发展”主题论坛，论坛

主办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电信联盟、上海世博会执委会、宁波市人民政

府。2010年6月上旬，在苏州举行“城市更新与文化传承”主题论坛，论坛主办方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海世博会执委会、苏州市人民政府。2010

年6月下旬，在无锡举行“科技创新与城市未来”主题论坛，论坛主办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科学技术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上海世博会执委会、无锡市人民政府。2010年7月，在

南京举行“环境变化与城市责任”主题论坛，论坛主办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中

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上海世博会执委会、南京市人民政府。2010年9

月，在绍兴市举行“经济转型与城乡互动”主题论坛，论坛主办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世界银行、上海世博会执委会、绍兴市人民政府。2010年10月，在杭州市举行

“和谐城市与宜居生活”主题论坛，论坛主办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国

人居署、上海世博会执委会、杭州市人民政府。世博会主题论坛在长三角6城市举办，是上海与

长三角地区互动集中资源优势的体现。

除了高峰论坛、主题论坛外，还举办若干公众论坛，包括青年论坛、省区市专题论坛、上海

区县论坛、文化传媒论坛、高校论坛、妇女儿童论坛等，绝大多数公众论坛将于2009年5月至

2010年4月世博会筹备期间举办，诸如河南省的“环境与城市发展”、甘肃省的“丝绸之路和城

市发展”、黑龙江省的“资源与城市和谐发展”等世博论坛，都对于一些城市发展的问题展开了

深入研讨，也体现出全国办世博的理念。“上海石库门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承”论坛是上海区县论

坛的代表，呈现出全市积极参与世博的热诚。公众论坛已经成为宣传推介上海世博会、吸引公众

参与及全国全市参与办博的重要平台。

高峰论坛、主题论坛和公众论坛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于城市建设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展

开研讨与交流，在世博会筹备与展出期间，三类论坛相辅相成，既促进了参展国之间与论坛参与

者之间的交流，也努力展现一个国际化的中国形象。

(三)上海世博会的文化演艺活动。上海世博会追求成功、精彩、难忘的目标，在文化演艺

活动的策划与安排上，担当演绎主题、渲染气氛和分流人群的作用。世博会园区内有亚洲广场、

世博广场、庆典广场、大洋洲广场、滨江绿地广场、非洲广场、美洲广场、欧洲广场、博览广场

等30余处，估计世博园区内每天将举办文化演艺活动百余场。除了世博会的开幕式、闭幕式、

中国国家馆日活动、开闭同活动、高科技主题秀、原创舞台剧等重要活动以外，还有欢乐盛装大

巡游、“世界民俗仪式庆典”、“中华元素创意大赛”等“弘扬民族文化、演绎民俗风情、展示民

间艺术”的活动、“社区进世博”文化展示活动和“世博文化社区行”活动、世博主题月活动、

街头巡演等。在世博会文化演艺活动的筹备过程中，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已有参加的意象与策

划，诸如捷克爱乐乐团、布隆迪鼓乐团、英国大型歌舞剧《天鹅湖》、法国音乐剧《巴黎圣母

院》、奥地利新锐艺术《水晶天空》等，都将参加上海世博会的文化演艺活动。上海世博会不仅

是现代科技文明的展示，而且是世界文化精品的展演。

自巴黎1855年举办世博会已经过去了154年，自1937年巴黎举办世博会也过去了72年，

世界的科技文明已有了飞跃式的进步。上海世博会的举办，是建立在以往诸多城市承办世博会的

经验的基础上，巴黎世博会的经验也对上海世博会的筹办有着诸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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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51年伦敦举办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以来，已过了158年，世博会在各承办国的努力

下逐渐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不仅成为倡导文明进步的盛会，成为激励创新创造的世界舞台，

而且成为加强文化交流、信息传递的重要聚会。

曾经担任国际展览局副主席的加洛潘(Marcel Galopin)说：“为了成功地举办一次世博会，

组织者应注重主题的文化、历史及科学意义。”①世博会举办国家与城市为世博会设定了不同的

主题，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追求与思考：

衰3

①[法]可劳德·塞尔旺、[日]竹田一平：<国际级博览会影响研究)。上海图书馆。上海世博会信息中心”译，上海

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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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博会的主题设定看，从人类的发展、进步、和平等，逐渐转变到能源、环境、自然等；

从早期的注重科学技术等，逐渐转变到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从早期的注重具有创新色

彩产品的竞争展示，逐渐转变为注重人际交流、信息传递；从早期的注重展品的科学技术含量，

逐渐转变为注重展会的人文内涵。在世博会主题的演变过程中，巴黎世博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上海世博会首次将城市的发展作为主题，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进程的需要，是对于现代

城市发展中诸多问题的思考与忧虑。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基本主题下，不同国家的展

馆设定了不同的主题，共同阐释了世博会的基本主题：宁静祥和(法国馆)、和谐城市(德国

馆)、畅想之洲(澳大利亚馆)、创意之光(瑞典馆)、文明的果实(捷克馆)、让自然走进城市

(英国馆)、理想之城、人之城(意大利馆)、城市与和谐(印度馆)、我们世代相传的城市(西

班牙馆)等，不同国家展馆展品的陈列，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使上海成为了世界文化交流

的盛会。

上海世博会在国际规范中，确定了一系列有关的规范，其中《中国2010年世博会参展指

南》对于参加世博会的条件、建筑、安装、劳动安全、防火及环保、各类机器设备的安装、操

作和运行、展区总代表联席会议指导委员会的运作、官方参展者所属人员的住宿、保险、官方参

展者的商业活动、公共服务(包括清洁工作和卫生健康、安全监督、水、燃气、电、空调制冷

等的提供、电信服务等)、知识产权等，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上海世博会还拟定了《中国

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参展规范》、《上海世博会筹备和举办期间无线电管理规定》、《中国2010

年上海世博会规定保险方案》、《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与使用手册》、《世博会临时建筑物、构筑

物设计标准》等一系列世博会的规定与标准等，对于上海世博会的顺利进行有了较为切实的规

范。巴黎世博会的举办，为世博会的逐渐规范有序奠定彳重要的基础。

上海世博会充分发挥长i角地区省市的作用，不仅在宁波、苏州、无锡、南京、绍兴等城市

举办世博主题论坛，而且专门设计了“长三角世博主题体验之旅”，提出将长三角城市生活作为

“舞台”、城市环境作为“布景”、城市服务作为“道具”、城市历史作为“情节”，讲述动人的

故事、创造美好的体验，遴选了上海、无锡、宁波、舟山、苏州、扬州、杭州、绍兴、南京、南

通、泰州、常州、湖州、嘉兴、镇江、台州这16个城市的44个示范点，如美好的社区生活(上

海·闸北区临汾街道)、感悟和谐之城(舟山·普陀山)、中国第一水乡(苏州·周庄)、烟花三

月下扬州(扬州·古城探秘)、绿色清香的茶都(杭州·龙井茶乡)、天下第一江山(镇江·北

固山)等，通过长三角世博主题体验之旅能够让游客回味“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世博主题在

长三角城市中的现实演绎。

巴黎，是国际著名的文化之都；上海，曾经有过“东方巴黎”的美誉。2010年上海世博会

应该充分汲取巴黎7届世博会的经验，将上海世博会办成科学技术与人文内涵融会的盛会。

(责任编辑：李亦婷)

评审意见：论文站在世博文化和理念的高度，在对世博会的历史进行梳理的同时，也点出了

上海世博会精彩之处。为办好上海世博会，谋划世博后上海的发展提供了思路和指导。文章主题

明确，条理清晰，文字流畅，是一篇很好的结合学理与现实意义的论文。

评审专家：吴建中，上海图书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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