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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壮观：中国馆

高 63 米的中国馆“势压群雄”，是其他
展馆高度的 3 倍。英国《卫报》的文章感叹
说，尽管中国是第一个举办世博会的发展
中国家，但展馆规模之大，凸显了其世界强
国的地位。

最昂贵：沙特馆

掩映在枣椰树树荫下的沙特馆预算据
报道高达 1 . 64 亿美元，钢铁立柱悬空撑起
的圆弧形展馆犹如一艘悬于空中的巨
船———“月亮宝船”。这艘“宝船”不仅充满
神秘的阿拉伯风情，更象征着自古以来由
“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的中沙两国人民之
间源远流长的情谊。之所以称“宝船”，是因
为船内藏“宝”——— 一个世界最大三维影
院，影院屏幕呈球状，面积高达 1600 平方
米，为观众提供气势恢弘的视觉体验。

最雅致：波兰馆

波兰馆外形抽象别致，创意来自剪纸，
表面布满镂空花纹。阳光透过缝隙射进大
厅，似乎也要聆听馆内演奏的波兰著名作
曲家、钢琴家肖邦的名曲。展馆充分显示了
波兰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演绎着“波兰在
微笑”的主题。

最象征：澳门馆

宛如一只可爱的玉兔的澳门馆依偎在
雄伟的中国馆前，其设计灵感来自中国华
南地区古时的兔子灯笼，寓意“和谐相容”
和“机灵通达”。它 19 . 99 米的身高寓意着
澳门在 1999 年回归祖国的怀抱。

最未来：日本馆

走进世博园区，远远望去，日本馆犹如
一个巨大的紫蚕宝宝趴在黄浦江边，因此
昵称“紫蚕岛”。调控展馆温度的“触角”，会
演奏小提琴的“伙伴机器人”，具有超高清
及望远功能的“万能相机”，以及客厅墙壁
与电视机一体化的“生活墙”，让观众提前
领略美好的未来。

最爱国：朝鲜馆

朝鲜馆外墙是巨大的国旗图案，展馆
内展示着 4 . 5 米的主体思想塔模型。一条
蜿蜒曲折的河流从展厅地面流过，象征源
源不断的大同江。展馆还运用高科技手段，
展示首都平壤古老而现代的城市风貌，朝
鲜美丽的风光、独特的文化，以及朝鲜在科
学、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取得的成就，表
现“人民的乐园”这一场馆主题。

最创新：英国馆

这是一个没有屋顶遮挡的开放式公
园，英国馆最大的亮点是由 6 万根蕴含植
物种子的透明亚克力杆组成的巨型“种子
圣殿”，犹如一枚巨大的“蒲公英”。其“触
须”顶端都带有一个细小的彩色光源，可以
组合成多种图案和颜色。随着“触须”随风
摇动，展馆表面光泽变幻，色彩万千。“种子
圣殿”周围的设计也颇具匠心，寓义深远，
仿佛一张打开的包装纸，将包裹在其中的
“种子圣殿”作为象征两国友谊的礼物送给
中国，表达英国对中国人民和上海世博会
的友好情谊。

最童话：丹麦馆

为了将丹麦馆打造成本届世博会最火
爆的场馆之一，丹麦方面可是煞费苦心，特
意将安徒生童话中的“小美人鱼”运来作为
镇馆之宝，以便游客亲眼目睹她的芳容，体
验美丽的丹麦童话。这也是“小美人鱼”铜
像自 1913 年落成以来首次漂洋过海，离开
故乡。

在她的新家，她静静地坐落在丹麦馆
水池中央，周围是湛蓝湛蓝的海水。游客不
仅能近距离参观“小美人鱼”，还可以下来
一试身手，在“小美人鱼”身旁戏水玩耍。

最快乐：荷兰馆

“快乐街”——— 一条长约 400 米、向空
中延伸的 8 字形街道，20 个独立的小型展
馆、50 把橙色的遮阳伞沿街分布，错落有
致，这就是充满奇思妙想的荷兰馆。400 米
长的街道没有大门，漫步“快乐街”上，观众
可以从展馆的任意一个方向进入展馆，加
入“快乐”的行列。夜色降临，变幻多姿的灯
光将“快乐街”映照得如梦如幻。

最浪漫：法国馆

漂浮于水平面的法国馆仿佛一座水上
“白色宫殿”，潺潺小溪，叮咚喷泉，尽显水
之韵，水之美。在为期 6 个月的世博会期
间，新人们只要身着结婚礼服来到法国馆，
就可以获得一张“法国馆浪漫婚典”新婚证
书以及一份精美的纪念礼物。新人凭证书
还可以参加一次抽奖活动，中奖者将有机
会赴法免费旅行一周。心动不如行动，您还
犹豫什么呢？

(中国日报供稿)

一场期待已久的文明盛宴已经开幕。在这个属于全世界、全人类的文明舞台上，您最期待什么？
也许，气势恢宏的“东方之冠”中国馆最能激发您的豪情：在这里，您不仅可以真实见证中华文化的神

奇，而且可以切实感受到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断追求进步、走向复兴的宏图伟志。
也许，令人目不暇接的新产品、新技术最吸引您的眼球：会呼吸的房子、能开上阳台的小汽车、会演奏小

提琴的机器人、剩饭剩菜能发电……
也许，未来我们居住城市的模样最能引起您的畅想：是充满屋顶和墙体绿化的“生态城”，还是如科幻小

说中描写的“太空城”抑或是“水下城”？
在这个被誉为“激发人类活力、进取心和智慧”的世界博览会上，每个人的活力、进取心和智慧的激发和

释放，都会成为让我们生活的世界更美好的动力之源。

从名为“伦敦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的首届世
博会开始，新科技就成为展会最抢眼的看点。在秉承
“科技世博、生态世博”理念的上海世博会上，各国参
展团队携各式科技“大菜”赶赴这场高新科技的盛
宴。本届世博会必将上演高新科技的大比拼，为人们
提供领略世界最尖端科技的绝佳机会。

上图：4 月 30 日，升旗仪式后，世博园区旗林广
场成为一片旗帜的海洋。 隔张弛 摄

主打菜：绿色环保技术

作为未来科技发展的重要趋势，绿色技术将主
导上海世博会科技大舞台。在规划、建设、运营、展示
的每个阶段和每个环节，绿色科技无处不在。

世博园区大面积使用太阳能；园区内公共交通
将实现“零排放”，为游客提供环保清洁的交通服务；
照明系统采用节能的半导体系统；经物理和生物技
术净化的黄浦江水和雨水用于园区绿化浇灌；世博
园区内使用的各种生活器具、用品均采用可再生或
可降解材料……

在本届世博会的一大创新———“城市最佳实践
区”内，各种稀奇的绿色环保创意也会令游客耳目一
新。“竹屋”、“空气树”、“被动房屋”、“零碳馆”，
光是听名字就足以让人浮想联翩了，如果能亲身体
验一把这些来自各国的绿色环保创新项目，必会震
撼于人类为保护家园、改善生活而贡献的这些绿色
“智慧”。

创意菜：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研究一直是各国科研热点之一，以机
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科技将成为上海世博会的一
大看点，各国研究人员将通过各种类型的机器人和
人工智能产品，展示他们最“精准”的创意，以及这一
领域的最新进展。

与以往机器人技术多用于展示不同，本届世博
会上，更多国家将机器人用于迎宾接待或展示引导，
用机器人“撑门面”渐成潮流。

法国巴黎大区馆的仿真机器人吉祥物“NAO”
也格外引人注目，别看他块头小，可拥有“大智慧”，
不仅能说会跳、会打太极拳，而且其身上密集的传感
器、摄像头和麦克风令他拥有高度的人工智能，可用
于教育孩子、监护老人等复杂工作。

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和企业还推出了具有特殊
功能的机器人，如日本丰田公司将展示一种会拉小
提琴的伙伴机器人，高度灵活的手部和腕部控制是
这种机器人的最大看点。意大利的垃圾清扫机器人
能区分各种类别的垃圾，是垃圾处理智能化方面的
有益尝试。

此外，智能化生活方面的展示也令人眼界大开。
德国将推出一个家庭中央控制解决方案，通过触摸
屏幕，人们坐在沙发上便可完成开闭门窗、开关电
视、音响、实时跟踪家用电器的使用情况等。

特色菜：新媒体展示技术

从近几届世博会的展示技术变化来看，新媒体
技术的展示方式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开始替代以实
物为主要载体的传统展示方式。

在本届世博会上，以 3D 虚拟成像技术为重要代
表的新媒体技术代替了大量的实物展示，它实现并
还原了许多无实物或实物不能实施的展示，大大节
省了空间、材料、运输等人力、物质资源。众多科技成
果通过虚拟成像、视频与互动感应装置呈现出来，使
参观活动集沉浸感、互动体验和娱乐性于一身。

美味小甜品：新奇的实用科技

美味甜点可以为一顿大餐增添不少情趣。上海
世博会期间展示的各式新奇实用科技正如一道道精
致甜品，为世博科技盛宴增添完美元素。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展示名为“i-REAL”的下
一代单人微型汽车，它是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单人三
轮汽车，类似三轮轮椅，有两个前轮和一个后轮。在
车行地区拉长轴距，i-REAL 便成为低重心、高速度
的交通工具。

此外，意大利设计者带来的能发电的风筝；德国
企业呈献的能显著节电、省水的高科技洗衣机、烤箱
等新技术都为人类改善未来生活提供了新思路。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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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 智能 新奇
——— 各国参展团队携各式科技“大菜”赶赴盛宴

大学生：“谢谢”是最好的鼓励

4 月 29 日，世博局新闻发布会上，大学生志
愿者张冠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的声音是沙哑
的，却十分动情：“志愿者是最可爱的一群人，
希望参观者在接受帮助后能说一声‘谢谢’，这
就是最好的鼓励。”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张冠是一名园区志愿者，
在最繁忙的世博轴附近服务。他说，“这几天，我们
平均每 10 秒钟就要接待 1 个参观者，密集的流量
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但大家都表示一定
会尽最大努力来做好志愿者工作。”
“说实话，我所在的团队中许多志愿者的嗓子

哑了、腿也酸了，甚至被风吹感冒了，但每一个人都
在坚守岗位，希望我们的辛苦能得到更多人的尊重
和理解。”说到这里，张冠显得有些激动。

境外志愿者：用心融入中国文化

每天伫立在世博园区中的众多“绿色”身影中，
有一张年轻的棕色面孔，他是来自孟加拉的一名境
外志愿者。
“这几天试运行，经常有中国参观者叫住我咨

询，当我一回头，他们通常先是表示惊讶，有的甚至
说找错人了。可是我继而用汉语回答他们的提问
后，他们都会给我送上赞许的微笑。”

谈起这几天在园区工作的感受，26 岁的孟加
拉志愿者扎坎用汉语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境外志愿
者，他最大的幸福就是通过自己的用心服务，获得
中国以及世界各地参观者的认可。
“世博会是世界文化同台交流的大舞台，成为

世博会志愿者，无疑将为我提供一次近距离感受中
国文化的机会，我一定会用全心服务好。”扎坎说。

“老上海”：尽一份力很开心

65 岁的顾孝仁，标准身材，穿着一身蓝色的志
愿者服装，是一名城市服务站点志愿者。

这个站点，正对着世博园区浦西片西藏南路入
口的大门，直线距离不过 300 米，可“我们这些志愿
者，都还没机会进去看看”，顾老伯笑着说了，“退休
好几年了，觉得现在自己还能发挥余热，给大家指
指路，真的很开心。”

在南码头街口的城市站点“七彩房子”里，还有
一位山东籍的“老上海”志愿者——— 潘莉华，早在多
年前，56 岁的她就和世博结下了不解之缘。

潘莉华原籍山东济宁，早在 3 年前，儿子投身
世博会的筹建工作，潘莉华也开始了解、关注世博。
“这两年我对世博的政策、信息都很熟了，从世博会
第一天开始招募志愿者，我就报了名，之前是给建
设世博的儿子服务，现在我想给更多参与世博会的
人服务。”潘莉华说。

潘莉华说：“看似志愿者只是做一些普通的平
凡的小事，但我不但帮助了别人，还收获了友谊，心
里非常快乐！” 隔本报记者 王爽

这是世界上最
大的派对。

5 月 1 日，一场
世界科技与文化的
盛宴在黄浦江畔拉
开帷幕。现在，就让
我们一起去品味“世
博之最”

德国人原打算在“汉堡之家”里重现那
种原汁原味的生活场景，但在世博会上，真
人秀不被允许，“汉堡之家”背后的精彩于
是只能通过转述间接呈现。

在人们的印象中，健康、悠闲是当地人
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很大程度与当地
的城市规划、城市布局有关。在汉堡，或者
说在欧洲很多城市，城市功能分区理论已
经没有多少市场，工作与生活的场景，和谐
地融合在一起。H2O 大楼就是一栋商住两
用的建筑。
“港口新城里大部分房子都是这样，一

半是办公的地方，一半是住的地方。”汉堡
驻上海联络处首席代表安克说，虽然这种
类似于 SOHO 的生活方式仍称不上非常
普遍，但已经越来越流行。

德国从十多年前已开始出台各种法规
政策，倡导低碳生活方式。“汉堡之家”同样
也是一栋节能环保的低碳建筑。房子是密
封的，一套控制空气流通的设备以及先进
的隔热保温材料是关键的玄机。在这样一
个封闭的空间里，即使室外温度高达 40
度，室内没有空调也可保证在 25 度左右。
“实际上它并不需要什么高技术。”安

克说，但在德国，它有一套严格的官方标
准，“德国有一个被动房学院，他们就专门
负责制定这个标准。”

在伦敦南部的贝丁顿，英国人也开始
了一种面向未来的探索。在一片曾是荒芜
废弃的污水处理厂址上，他们建起了世界
上第一个号称是零碳的社区。在这里，设计
师将废物、阳光、空气和水充分利用，与人
类、建筑物一起进行永续的对话。

贝丁顿是世博会伦敦“零碳馆”的故
乡。低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组合热力发电
站的作用——— 通过燃烧木材废物发电，燃
料来自附近地区的树木修剪废料。邻近的
生态公园还种了一片 3 年生的速生林，每
年砍伐其中的 1/3 用来提供热能，并补种
上新的树苗，如是循环。

贝丁顿社区的设计者 Bill Dunster 颇
为自得地表示，也许这就是人类未来居住
模式的雏形。 (王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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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堡之家”
——— 现实版“未来生活”

张冠沙哑的声音、顾孝仁的忙碌身影、潘莉华的醇厚笑
容……在他们背后，将是世博会 6 个月志愿服务的累积。试运
行期间，记者走近他们，从他们倾心服务的每一个表情、动
作，可以深切感受到志愿者对他人和组织的一份自觉意识，
以及对城市和国家的一种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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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大舞台上的快乐

在这个封闭空
间里，即使室外温
度高达 40 度，室内
没有空调也可保证
在 25 度左右

城市最佳实践区北部的“宜居组团”，
上海案例馆“沪上生态家”探讨了构建一种
资源节约、环境友善且能源自给的全新生
活模式的可能性。“光伏发电”、“风能发电”
和“燃料电池”等一系列能源技术的开发与
应用，为诸多“异想天开”的未来景象提供
了的坚实支撑。

在世博会这个小小的实验场里，似乎
一切皆有可能，低碳生活触手可及。但是，
经验一再表明，道路永远是曲折的。

即使是神话般的伦敦贝丁顿社区，潜
伏的危机也已经浮现。社区的可再生能源
利用方面一直存在问题。目前，可再生能源
比例从起初的 80% 已锐减到目前的 10%
左右。设计师 Bill Dunster 不得不承认，如
果维护成本太高，“低碳”并不经济。

在欧洲很多国家，新能源的应用与政
府高昂的财政补贴不无关系。德国传统火
力发电厂每千瓦时电力成本仅为 3 到 5 欧
分，但为了鼓励新能源的发展，国家为每度
风能发电提供 8 . 5 欧分的补贴，而每度太
阳能发电的补贴额则达到 48 欧分。

不管怎样，欧洲国家认为类似的补贴
是值得的。2009 年 9 月，伦敦市长鲍里斯·
约翰逊宣布，十个伦敦社区入选为“低碳
区”，可一次性获得至少 25 万英镑的“低碳
基金”，前提是必须承担起在 2012 年前实
现减排 20 . 12% 的责任。

在伦敦政府看来，成本过高的问题最
终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解决，加强开发应对
气候变化的技术，会有助于伦敦抢占未来
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但在国内，低碳发展仍为“雷声大雨点
小”。一个颇有意思的故事是，上海电力学
院太阳能研究所所长赵春江在自家阳台上
花了 12 . 2 万元装了一套太阳能光伏发电
装置，所发的绿电一直源源不断输入国家
电网，但国家统一使用单向运转电表，赵家
屋顶每天为国家电网输送多少电，就要为
此上交多少钱的电费。

赵春江估算，除正常交电费外，他每年
还得为自己生产贡献绿电额外上交大约
1250 元钱。

新能源危与机

也许这是可以
的：你在自家的跑
步机上锻炼，运动
中产生的动能被
“收集”起来，转化
为电能

走
马
看
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