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性主义叙事策略在科普展览中的应用

　 　 ———以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 “神秘海洋” 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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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笔者曾基于 ２０１８ 年广东科学中心年度观众调查的结果ꎬ 从展项研发的视角出发ꎬ 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与阐释ꎬ 发现成年女性观众ꎬ 特别是亲

子家庭观众中的母亲ꎬ 是广东科学中心的核心观众ꎬ 提出展项研发部门需要成年女性观众ꎬ 研究与之相适应的展项设计属性ꎬ 以增强成年女

性观众对科技馆展项的参与度ꎬ 致力于让国内科技馆行业和学界关注观众性别差异导致的参观体验的不同ꎬ 针对成年女性观众这个核心观众

群ꎬ 开发更多面向成年女性观众的科技馆展项ꎬ 增强核心观众的用户黏性ꎬ 保证科技馆观众的可持续性参观体验ꎮ[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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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神秘海洋” 展将水的不定性、 流动性融入展览叙事ꎬ 通过解域化的故事、 话语和

空间构境探索主体向他者的生成ꎬ 重塑主体建构的可能性ꎬ 在静谧与幽暗中体验自我的消

逝与永恒的成为ꎮ 在故事层面ꎬ 选择海洋这一女性母题ꎻ 在话语层面ꎬ 采用翻译干涉的女

性主义叙事介入、 吸引型的叙事距离、 女性叙事者的叙述声音、 故事内叙事的叙事视角ꎮ

女性主义叙事策略的综合运用建构了女性意识ꎬ 为女性主义展览叙事提供了示范ꎬ 有利于

吸引女性观众更好地理解与参与科学ꎬ 回应了当代科普伦理的内在需要ꎮ

【关键词】 女性主义ꎻ 叙事ꎻ 科普展项ꎻ 海洋

　 　 科技馆界对叙事研究已不算陌生ꎬ 尤其在

展览研究领域ꎬ 如何利用叙事研究的方法和技

术做好科普展览已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ꎮ

尽管性别化差异已在科技馆参观行为中有所显

现②ꎬ 但目前国内科技馆叙事研究尚未涉及面向

不同性别观众的叙事策略ꎮ 科技馆展览的男性

化叙事与女性化叙事可与科幻小说中的硬科幻

与软科幻相类比ꎬ 前 者 惯 于 以 物 理 学、 化 学、

生物学、 天文学、 医学等硬科学为基础、 强调

科学性与准确性ꎬ 而后者则更倾向于采用文学、

哲学、 心理学、 历史学、 社会学等视角让科技

变得柔软、 温暖、 可及ꎬ 揭示科学的人文本质ꎮ

相较于疏远型的男性主义叙事ꎬ 女性主义叙事

是一种吸引型的叙述ꎬ 适用于科学传播与普及

过程中的叙事ꎬ 不仅可以吸引女性观众走进科

技馆、 走近科学ꎬ 也同样吸引着男性观众ꎬ 为

其提供了审视科技内容的新视角ꎮ

叙事学家将叙事作品分为 “故事” 和 “话

语” 两个 不 同 的 层 次ꎬ 前 者 可 以 理 解 为 作 品

“再现” 的外部世界ꎬ 属于 “摹仿” 层ꎬ 而后者

则可以理解为作品对外部世界的 “表现”ꎬ 属于

“叙述” 层ꎮ 将传统的言语叙事延续并迁移至展

项叙事ꎬ 保留故事和话语的叙事二分法ꎬ 在此

基础上探索女性主义叙事策略的表征与理据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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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神秘海洋” 展览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联合美英等国的科学家与设计师进行创意设计ꎬ 展览分为导言、 奇幻漂流者、 神秘生物、 遇见巨型生

物、 潜入深海、 无形边界、 丰饶的海洋和结语 ８ 个展区ꎮ 展览带领观众从阳光普照的海洋表面到达海洋幽深之处ꎬ 探索最新的海洋科学、 运用

最新的机器人技术及卫星技术揭开神秘海洋的面纱ꎮ 展览面积达 ８００ 平方米ꎬ 以荧光生物模型、 １８０ 度环幕、 海洋地形互动沙地、 科普剧场、
虚拟下潜游戏、 科研记录片等互动方式展示海洋科学知识ꎮ 让观众在交互中探索海洋深处ꎻ 在科学探索与趣味体验中ꎬ 思考如何保护海洋的

未来ꎮ 该展览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在广东科学中心展出ꎮ

以美 国 纽 约 自 然 历 史 博 物 馆 的 “ 神 秘 海 洋”

(Ｕｎｓｅｅｎ Ｏｃｅａｎｓ) 展览① 为例ꎬ 基于笔者的即身

(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与 寄 身 (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体 验ꎬ 观 察、

分析ꎬ 思考科技馆展览女性主义叙事策略的理

论与实践ꎬ 分析该展览采用的女性主义叙事策

略 (见图 １)ꎮ

图 １　 “神秘海洋” 展览女性主义叙事策略

一、 故事: 女性母题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ꎬ 是重要的生命载体ꎬ 孕

育、 滋养着世间万物ꎮ 人类无意识里对水的渴

望赋予水以母性ꎮ 水在人类原始记忆的物质联

想也使 许 多 诗 人 描 述 水 的 时 候 将 其 比 喻 成 母

亲[２] ꎮ 对水的母性想象与古希腊人对生命始源

的思考有关ꎮ 古希腊人在思考生命始源问题时ꎬ

就自然而然地将水意象与母性想象联系在了一

起ꎬ 泰勒斯 (Ｔｈａｌｅｓ) 提出 “水是万物的始基”ꎬ

认为万物最开始都是由水形成的ꎬ 并且万物最

终都可以 “还原于” 水[３] ꎮ 黑格尔 (Ｇ Ｗ Ｆ

Ｈｅｇｅｌ) 认为水不仅是生命的始源ꎬ 还是艺术家

创作灵感的源泉ꎬ 滋养着艺术家的灵魂[４] ꎮ 水

意象的母性想象可见一斑ꎬ 而作为水域概念的

海洋也是一种重要的女性母题ꎬ 法国当代科学

哲学家、 文艺诗学家巴士拉 (Ｇａｓｉｏｕ 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

认为孕 育 了 丰 富 生 命 的 海 洋 成 为 了 一 种 “ 粘

液”ꎬ 这种 “粘液” 让人联想到 “母乳” [５] ꎬ 而

海洋———水———母亲的联系成为了许多诗人灵感

的物质联想逻辑ꎮ

在 “神秘海洋” 展览中描述海洋的定语主

要分为两类ꎬ 一类与其孕育生命的母性特征相

关ꎬ 如: 生 命 的 ( ｖｉｔａｌ)、 丰 饶 的 (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等ꎬ 另一类则与其神秘莫测的女性气质相关ꎬ

如: 未 见 的 ( ｕｎｓｅｅｎ)、 神 秘 的 ( 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

秘密的 ( ｓｅｃｒｅｔ) 等ꎬ 可见ꎬ 展览中的海洋兼具

母性和女性双重特质ꎮ 展览开篇明义ꎬ 在序厅

中就交代了海洋隐喻的这种双重性ꎬ “站在沙滩

上看ꎬ 海洋一如既往ꎬ 安详、 舒缓、 波光粼粼ꎬ

但在海洋深处ꎬ 却是另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ꎬ

这种阳光照耀下温柔的海面给人的温暖与人类

无法抵达的、 充满未知的深海带给人的不确定

性构成了海洋母题的两个方面ꎬ 阳性的科学技

术与阴性的未知自然亦形成一对彼此对立的意

象ꎬ 在多重隐喻对偶和复合作用的影响下ꎬ 观

众积极地建构着对 “海洋母亲” 的想象ꎮ

二、 话语

(一) 叙述介入: 翻译干涉

女性 主 义 学 者、 加 拿 大 翻 译 家 弗 洛 图

(Ｌｏｕｉｓｅ ｖｏｎ Ｆｌｏｔｏｗ) 在 «翻译和性别: “女性时

代” 的翻译» 一书中归纳了女性译者常用的三

种干预叙事的翻译策略: 增补 (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ꎬ

加写前言和脚注 ( ｐｒｅｆａ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ｏｔｎｏｔｉｎｇ) 以及

劫持 ( ｈｉｊａｃｋｉｎｇ) [６] ꎮ 其中劫持是指译者因为质

疑原 文 在 语 言 和 思 想 层 面 的 表 达ꎬ 尝 试 改 写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原有叙事中不具有女性意义的文

本ꎬ 并采用创造性的译法对文本进行重新解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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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对原文的操纵ꎬ 使语言女性化ꎬ 从而让

女性的声音被听到、 女性的身影被看到ꎮ 法国

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苏 (Ｈéｌèｎｅ Ｃｉｘｏｕｓ) 认为

女人用 “白色墨水” (乳汁) 书写ꎬ 从躯体到欲

望ꎬ 女性的文字如河流般自由流淌ꎬ 说出了一

切未被言说的可能性[７] ꎮ 受西苏提倡的阴性书

写的鼓舞ꎬ 更多的女性拿起笔来书写只能被女

性所感知的独特的身体体验ꎮ

在 “找找我的小宝贝” 匹配游戏这个展项

的展台上印有如下文字: “Ｓｏｍｅ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ａｒｅ ｂａｂｙ

ａｎｉｍａｌｓ—ａｎｄ Ｉ ｕｓｅｄ ｔｏ ｂｅ ｏｎｅ! Ｔｏ ｆｉｎｄ ｍｙ ｂａｂｙ

ｐｉｃｔｕｒｅ”ꎬ 在引进展项的汉化处理后ꎬ 将上述文

字翻译为ꎬ “这些浮游生物里有一个和我小时候

长得一样! 在墙上找到我宝宝的照片”ꎮ 此处将

“ｂａｂｙ ｐｉｃｔｕｒｅ” 翻译为了 “我宝宝的照片”ꎬ 而

原文对应的一般意义上的中文表达应为 “婴儿

时的照片”ꎬ 可见ꎬ 译者在此处进行了翻译过程

中的改写ꎬ 即将 “我婴儿时的照片” 改写为了

“我宝宝的照片”ꎮ 这种改写在女性主义叙事上

具有重要的意义ꎬ 体现了弗洛图女性主义翻译

(叙事干预) 中的 “劫持” 策略ꎬ 在原本第一人

称、 自我中心式的祈使句中加入了 “他者” (孩

子)① 的形象ꎬ 通过话语构境ꎬ 在叙事中融入了

对子女的孕育和抚养体验ꎬ 而这种体验对于成

年女性观众ꎬ 特别是亲子家庭中的母亲具有独

特的吸引力ꎬ 能够产生认同感、 激发共鸣ꎬ 提

升展览对该部分核心观众②的吸引力ꎮ

(二) 叙述距离: 吸引型

女性主义叙事学领军人物、 美国学者沃霍尔

(Ｒｏｂｙｎ Ｗａｒｈｏｌ) 在 «性别化的干预» 一书中区

分了 “吸引型” 和 “疏远型” 两种叙述形式ꎮ

前者指叙事者的介入使读者与受述者产生认同ꎬ

后者指叙事者的介入使读者与受述者产生距离ꎮ

沃霍尔研究发现ꎬ 吸引型叙事者在女性作家的

作品中出现的频率要远远高于男性作家ꎬ 而疏

远型叙事者则更常见于男性作家ꎬ 因此可将吸

引型看作女性技巧ꎬ 疏远型看作男性技巧ꎮ 沃

霍尔进一步指出ꎬ 吸引型女性叙事策略的运用

对作品的虚构性产生了淡化的作用ꎬ 从而增强

了作品的现实性[８] ꎮ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 相较于

虚构性和疏远型的男性叙事策略ꎬ 女性叙事更

偏向于采用现实性和吸引型策略ꎬ 并运用这些

女性叙事策略建构女性意识ꎮ

在 “潜入深海” 剧场外墙的 “深海潜水员”

图文板中ꎬ 对海底测绘工作的科学传播是通过

第一位乘坐 “阿尔文” 号潜水器潜水的非洲裔

美国女性道恩赖特的工作经历与体验展开的ꎮ

暂且将这位双重边缘化叙事者的 “他者”③ 视角

问题搁置一旁ꎬ 聚焦叙事距离问题ꎬ 可以发现

在展板右下方印有这样的图文ꎬ “必要装备 ‘我

的史努比!’ ”ꎮ 作为世界上到过海洋最深地方

的三个人的其中之一ꎬ 赖特向观众讲述她下潜

的必要装备是史努比毛绒公仔ꎮ 严谨的科学性

表述——— “必要装备” 与活泼的日常语言———

“我的 史 努 比” 之 间 也 形 成 了 话 语 上 的 张 力

( ｔｅｎｓｉｏｎ)ꎬ 营造了一种诙谐的氛围ꎮ 深不可测的

海底、 陌生的科学探索工具 (潜水器)ꎬ 这些超

出日常 经 验 的 未 知 之 物 给 观 众 造 成 的 距 离 感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就这样被一个亲切可爱、 众所周知的

卡通动画形象消解了ꎮ 这种现实性、 吸引型的

女性叙事风格不仅有利于增强女性观众的驻足

力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ꎬ 还通过身份认同与话语构

境启迪了女性观众对科学事业的追求ꎮ

(三) 叙述声音: 女性叙事者

女性 主 义 叙 事 学 创 始 人、 美 国 学 者 兰 瑟

(Ｓｕｓａｎ Ｌａｎｓｅｒ) 在 «虚构的权威» 一书中区分

了 “作者型” “个人型” 和 “集体型” 三种叙

述声音模式ꎬ 其中 “个人型” 叙述声音是 “自

８５

①

②

③

在德勒兹 (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 “生成他者” (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ｏｔｈｅｒ) 的若干轴线中ꎬ 孩童ꎬ 因其非理性的行为和言语特征ꎬ 也是一种 “他者” (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ꎮ
«现代科技馆观众调查的研究与实践———以广东科学中心为例» 一书中记载了 ２０１８ 年广东科学中心年度观众调查的结果ꎮ 笔者从展项研发的

视角出发ꎬ 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与阐释ꎬ 发现成年女性观众ꎬ 特别是亲子家庭观众中的母亲ꎬ 是广东科学中心的核心观众ꎮ
在德勒兹 “生成他者” 的轴线中ꎬ 少数族裔和女人均为 “他者”ꎬ 而少数族裔女性则是双重边缘化的 “他者”ꎮ



身故事的” 第一人称叙述ꎬ 即将故事的 “ 我”

和故事的主角 “我” 为同一人ꎻ 而集体型叙述

又分为三种: “某叙述者代某群体发言的 ‘单

言’ (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形式ꎬ 复数主语 ‘我们’ 叙述

的 ‘共言’ (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形式和群体中的个人

轮流发言的 ‘轮言’ (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形式ꎮ” [９] 女性

主义叙事倾向于采用私下的 “个人型” 叙述声

音以达到倾诉的言语效果ꎬ 辅以 “集体型” 叙

述声音以实现自我权威化ꎬ 建构女性主体意识

的同时也建立了女性的话语权威ꎬ 让女性的声

音为人信服ꎬ 使女性的内心活动与生存境况得

到社会更广泛的关注ꎮ

在 “奇幻漂流者” (海面下 ２００ 米深度区

域) 展区的 “认识科学家” (原文为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ａｔ

Ｗｏｒｋꎬ 译为 “工作中的科学工作者” 更为准确)

板块 “食物链专家” 展项介绍了加州莫斯兰丁

的蒙 特 雷 湾 水 族 馆 研 究 所 的 女 科 学 家 Ｋｅｌｌｙ

Ｂｅｎｏｉｔ￣Ｂｉｒｄ 和她从事的海洋生态系统研究工作ꎬ

她的工作内容的视频在展项中被投影到倾斜的

圆柱形白模的剖面上ꎮ 整段视频投影中都未见

到这位女科学家的身影ꎬ 展项图文板以 “看不

见ꎬ 听” 作为标题ꎬ 颇具女性主义叙事意 味ꎮ

就像她所研究的大多数海洋生物一样ꎬ 女科学

家的身影无法为我们所见 (正如光波无法穿透

到海洋深处)ꎬ 但通过声纳 / 声音ꎬ 我们可以探

测 / 聆听———海洋生物 / 女性ꎬ 即通过女性的叙述

声音ꎬ 我们得以在想象的空间中与这位女科学

家相遇ꎮ

叙述声音由她本人ꎬ 即女叙事者的个人型和

集体型声音相互交织而成ꎮ 个人型的 “我” 的

声音再现了一种个性化的体验ꎬ “我最大的优势

就是我的爸爸是一位机械工程师ꎮ 我一直就是

爸爸的小助手ꎬ 很小就开始认识工具、 修理东

西”ꎬ 这里女叙述者仍在借用父亲这一男性的刻

板化印象 ( ｓｔｅｒｏｔｙｐｅ) 建立自己的科学家形象ꎬ

实则是在男性理解惯性与期待视野中的权宜之

计ꎮ 集体型的 “我们” 则讲述了她和研究团队

的共同经历ꎬ “我们知道这太难了ꎬ 但我们必须

要做到ꎬ 幸运的是ꎬ 我们全做出来了”ꎬ 这里女

叙事者采用了 “共言” 形式——— “我们” 的集

体型叙述声音替自己和研究团队发声ꎬ 而并没

有采用 “单言” 形式的 “我” 来代表她所在的

群体发言ꎮ “共言” 相较于 “单言” 更突出的是

女性群体的共在性ꎬ 建构属于女性群体的话语

权威的同时ꎬ 又保持了个体的差异性ꎬ 使女科

学家这一群体希冀被认可与尊重的女性意识得

以抒发与表达ꎮ

另一处值得注意的叙述声音出现在该展览的

剧场影片叙事中ꎮ 影片中的叙述声音呈现了男

女 “轮言” 式的集体型声音ꎬ 在女性叙事者安

详、 舒缓地向观众介绍所处水层环境及其间的

生物的叙述声音中偶尔掺杂着男性科学家急促

的实际操作潜水器的声音: “控制中心、 控制中

心ꎬ 生命维持系统正常ꎬ 通风口安全ꎬ 正在下

潜ꎬ 完毕” “通过 ２００ 米水深ꎬ 继续下潜ꎬ 完

毕” “我们要采集海面标本”ꎮ 可以看出ꎬ 男、

女叙事者处于同一空间、 共享同一视角ꎬ 但观

众却更容易与女叙事者产生身份上的认同ꎬ 这

是因为男叙事者在这里只是作为了孤独的机器

操作者ꎬ 做着机械化的陈述ꎬ 而女叙事者则敞

开自我ꎬ 拥抱海洋与生命ꎬ 以观众视角讲述着

海洋生物的故事ꎮ 这里女性叙述声音以更加开

放和包容的姿态ꎬ 接纳男性叙述声音ꎬ 通过与

观众的感同身受ꎬ 将潜入未知海域的冰冷ꎬ 转

化为了与尔同行的温暖ꎮ

(四) 叙述视角: 故事内叙事

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 文学理论家托多罗

夫 (Ｔｚｖｅｔａｎ Ｔｏｄｏｒｏｖ) 将叙述视角分为了全知视

角、 外视角和内视角三种ꎮ

全知视角又称为零视角或上帝视角ꎬ 用符号

表示ꎬ 即叙事者>人物ꎬ 指的是叙事者如上帝般

全知全觉ꎬ 比任何人物知道得都多ꎬ 而且可以

不向读者解释这一切他是如何知道的ꎬ 读者只

是被动地接受故事和讲述ꎮ 在传统科普展览叙

事ꎬ 乃至目前大部分科技馆的展览叙事中ꎬ 大

多数都是通过这种全知视角叙述的ꎬ 以此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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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原理和操作说明的严谨性和逻辑性ꎮ 叙事

者是权威化的中心ꎬ 观众被视为了 “空瓶子”ꎬ

被灌输着不容置疑的科学知识ꎬ 知识由权威中

心向观众进行着单向传递ꎬ 观众被边缘化ꎬ 与

权威中心处于非平等关系ꎬ 叙事者 / 权威中心与

观众 的 关 系 与 历 史 上 的 “ 缺 失 模 型” 对 应 的

“公众接受科学” 的早期科普形态相符ꎬ 但随着

公众与科学的关系由接受走向理解与参与的演

变ꎬ 这种全知视角的展项叙事已然无法匹配新

的科技传播形态ꎮ

与全知视角相反的是外视角ꎬ 即叙事者<人

物ꎮ 叙事者比所有人物、 甚至观众知道的都少ꎬ

具有一种 “无知性”ꎮ 理论上而言ꎬ 采用外视角

叙事ꎬ 就如同采用全知视角一样ꎬ 都会造成知

识的单向流动ꎬ 即外视角叙事会造成知识从观

众向展项的流动ꎬ 造成科学的 “ 反向” 传播ꎮ

在实践中ꎬ 这种逆向的传播适用于展示行动中

的科学ꎬ 而非形成了的科学ꎬ 在自媒体时代非

中心化ꎬ 或中心的非确定性与情境化环境中也

具有其独特的意义ꎬ 此处暂不展开详述ꎮ

内视角ꎬ 即 “叙事者 ＝ 人物”ꎬ 法国结构主

义学家热奈特又称之为 “内聚焦叙事”ꎬ 包括故

事内叙事和故事外叙事两种情形ꎮ “神秘海洋”

展览叙事的一大特点是大量采用了第一人称内

视角的故事内叙事ꎬ 叙事者讲述自己的事情ꎬ

这种叙事方法本身就带有亲切感和真实感ꎬ 是

一种天然的吸引型叙事ꎬ 既可以进行内心独白ꎬ

又可以让观众借由叙事者的感觉、 意识ꎬ 从她

(该展览的叙事者多为女性) 的视觉、 听觉及其

他身体感受的角度去接触科学ꎮ 除了第一人称

内视角故事内叙事的运用ꎬ 该展览叙事的另一

显著特点是自由引语的大量使用ꎮ 自由引语是

指不加任何引导句的引语方式ꎬ 是在现代小说

中才出现的新模式ꎬ 展现了叙事话语生成的新

可能ꎬ 仿佛女性叙事者直接跳脱了图文的束缚ꎬ

敞开心扉、 自由地对观众诉说自己最真实的感

受ꎮ 可见ꎬ 特定的叙 事 形 式 制 约 着 观 众 接 受、

理解与参与科学的效果ꎬ 观众的反应也将影响

策展人对叙事形式的选择ꎮ

三、 结语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

(Ｓａｍｕｅｌ Ｔａｙｌｏｒ Ｃｏｌｅｒｉｄｇｅ) 认为每一首诗歌都像

是一棵自然生长的植物ꎬ 根据自身规则长成最

终的 “有机模式” [１０] ꎮ “神秘海洋” 展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如水的有机美学ꎬ 将水的

不定性、 流动性融入展览叙事中ꎬ 通过解域化

的故事、 话语和空间构境探索主体向他者 (女

性、 孩子、 生物、 环境等) 的生成ꎬ 重塑着主

体建构的可能性ꎬ 在静谧与幽暗中体验着自我

的消逝与永恒的成为ꎬ 为女性主义展览叙事提

供了示范: 在故事层面ꎬ 选择了海洋这一女性

母题ꎻ 在话语层面ꎬ 采用了翻译干涉的女性主

义叙事介入、 吸引型的叙事距离、 女性叙事者

的叙述声音、 故事内叙事的叙事视角ꎬ 这些叙

事策略的运用建构了女性意识ꎬ 这在一定程度

上提升了女性观众、 特别是亲子家庭中的母亲

这一科技馆核心观众群对展览展项的参与度ꎮ

为进一步提升女性观众对科技馆展览的参与度ꎬ

乃至女性对科学事业的热忱ꎬ 科技馆在今后的

展览策划中需要更多地关注女性故事ꎬ 从女性

视角开展现象叙事ꎬ 鼓励女性策展人发声ꎬ 采

用女性叙事者ꎬ 关注女性观众群体ꎬ 让女性更

好地理解与参与科学ꎬ 确保不同性别的公众获

得适宜的科普服务ꎬ 这不仅是科技馆持续发展

的需要ꎬ 也是当代科普伦理的内在需求[１１]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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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 提出首个应对人工智能

应用程序中性别偏见的建议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德国政府、 ＥＱＵＡＬＳ 技

能联盟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合作出版了 «如果我能ꎬ

我会脸红» ( Ｉｄ ｂｌｕｓｈ ｉｆ Ｉ ｃｏｕｌｄ: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ｖｉｄｅｓ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该政策

文件探讨了全球在数字技能方面持续存在的性

别差距ꎬ 呼吁做出新的承诺和采取变革性的行

动ꎬ 以促进性别平等ꎮ 报告强调: 人工智能应

用 (如数字语音助理) 会固化女性顺从和服从

的有害刻板印象ꎮ 报告指出导致这一偏见的原

因ꎬ 在于引导前沿科技发展的技术团队中往往

存在着性别比例失衡ꎬ 并探讨了如何培养女性

在数字技能方面的政策实施方案ꎮ

报告建议各国政府及企业:

(１) 停 止 将 智 能 助 手 的 默 认 性 别 设 置 为

女性ꎻ

(２) 探索将语音助理的 “机器性别” 设置

为中性的可行性ꎻ

(３) 在智能助手程序中设置减少性别侮辱和

辱骂性语言的功能ꎻ

(４) 鼓励开发语音助理的互动性ꎬ 以便用户

根据需要更改智能助手设置ꎻ

(５) 要求人工智能语音助理的运营商在用户

使用初期就声明人工智能的非人类属性ꎻ

(６) 培养女性从事先进科技研究的能力ꎬ 使

其能与男性一同引领新技术的发展方向 (这一

点尤为重要)ꎮ①

(摘编: 中国科技馆 莫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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