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普」是指「科學普及」。即是通過各種方式，例如文藝、新聞、美術、電影、電視，將科學的技術、知識、思想和方法等，廣泛地傳播到社會的各個

階層，以提高人們對科學的認識，進而改善人類的生活。 

傻瓜 VS達人？ 國際鳥人逐夢天空 

想像力是科普推進的動能，如果說太空人阿姆斯壯登陸月球時所留下傳

世不朽名言「這是一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那麼如果沒有 1903年美國萊特兄弟這驚天

一飛，澈底改變了人類的未來，把人類活動範圍一舉從二度空間推進到三度

空間，阿姆斯壯成功登陸月球這人類劃時代的成就，不知道還要往後推遲多

少年。 

萊特兄弟這一飛，證明了人類可以像鳥兒一樣在天空自由自在的飛翔，但

證明了人類能飛起來，卻沒有澆熄人類想飛的渴望與熱情，一群群像是傻瓜，

又像是達人的「鳥人」以各式千奇百怪的方法，窮盡一切想像力，就是希望

把自己化身成為一隻鳥，或者是一架飛機能夠翱翔天際，於是不知凡幾的鳥

人在各國蔚為風潮，透過創意飛行牽引科普進化的活動如雨後春筍竄起，尤

其是近年來全球掀起一股超級英雄熱，開啟創意魔法的大門，「飛行」成為一

股實踐夢想的力量。 

 

1. 英國柏格諾國際鳥人大賽(International Bognor Birdman) 

標榜創意無價的英國老字號柏格諾國際鳥人大賽，起源自 1971年的塞爾

西海岸，由一群主張「只要敢夢，無動力也能飛」的狂人發起，1978 年間移

師至柏格諾地區，每年夏天吸引全球懷有飛行夢的民眾奮力翱翔，並勾起人

類飛行的夢想。 

 

2. 日本國際鳥人錦標賽(Japan International Birdman Rally) 

由日本讀賣電視台、日本航空協會共同舉辦的日本國際鳥人錦標賽，雖

承襲英國柏格諾鳥人大賽創新果敢的精神，卻著重航太科技的演進，特別是

精準的飛行距離，自 1977年起每年的夏季都會在琵琶湖華麗登場，也是日本

各航太相關系所、飛行愛好者追逐的目標。 

 

3. 澳洲墨爾本蒙巴節鳥人大賽(Moomba Festival) 

澳洲鳥人大賽承襲柏格諾重視創意，更多了幽默搞怪的風格，配合由墨

爾本政府當局舉辦的蒙巴節活力四射的慶典，在每年的三月吸引近百萬的遊

客前往。 

 

4. 法國馬賽趣味飛行器大賽 

與蒙巴鳥人系出同門，同樣以創意、搞怪聞名的法國馬賽趣味飛行器大

賽，每年九月總能吸引上百萬名遊客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