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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博物馆行业的发展越发迅猛，壁橱式和纵向推

进式的早期博物馆展示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对于更高

层面的精神追求，也无法更好地搭建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的

传播桥梁。而叙事性表达设计慢慢被运用到博物馆设计中，

这种设计可以融合展品与环境，让观众在这种叙事空间进行

信息获取与交流。

叙事就是叙述事件，简单来说就是描述一段故事。将

想要表达的事件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叙述出来，也就是叙述一

个或者一连串的事件，这种“叙事”的方式可以让人们来理

解未知的事物，就像是孩子通过故事来理解世界，用自己的

理解和现有的知识结构去构建想象一切未知的事物 [1]。叙事

性表达设计是以讲故事的方式来描述设计的主题，按照一定

的顺序用讲故事的方式在一个空间中表达设计主旨，观众被

展览中的故事所引导，可以通过环境进行信息的获取与交

流，更加丰富心理上的感受与体验。

叙事学与博物馆空间设计有着许多的关联，叙事学就

是研究讲故事的方式，而在博物馆空间设计中，故事的发展

需要空间场景的推进，空间所要展览的情节可以按照叙事顺

序来编排，让博物馆空间更丰富且具有感染力，呈现更好的

历史文化和内涵。同时，博物馆作为空间载体来提升展品的

可观性，营造展品所诉说的历史故事与氛围感，通过把空间

中所有的要素包含人物、时间、起因、过程和结果凝结到一

起后，就构成了叙事性空间。

叙事性表达设计可以提高观众的兴趣且丰富展示信息，

用讲故事的方式展示所要展览的情节，并从多个角度展示展

品内容，增加其情节性，加深其内涵性，更好的传达展示内

容，增强观众的心理感受，通过这些情节设计激发观众的好

奇心。这种叙事性表达设计还能促进观众、展品和空间的交

流，其展品陈列的背景有着丰富完整的故事情节，促使他们

继续探索下一个展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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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性表达设计的构成要素可以分为叙事媒介、叙事

主题及内容、叙事结构及手段（见图 1）。

叙事学中的叙事媒介简单来说就是讲故事时传递信息

的载体，用语言来充当媒介材料。叙事性表达设计的叙事媒

介包括有展品、多媒体、展台、展柜、展板、展架、陈列设

备等多种元素。其中展品本身就是具有历史文化的一个客观

存在，博物馆的场景空间是通过对展品的编排而产生，其体

现了展品所拥有的意义，实现了有结构、有层次的组织场景。

除了将展品进行展示的同时，还需要建立一个与观众产生互

动的平台，用多媒体科技来提升场景空间的感染力（见图 2），

使观众和展品产生互动交流，进一步完善博物馆的社会教育

职能，更好地发挥其可持续性。

叙事性表达设计需要有明确的主题，而主题的选择与

其他类型的空间设计不同，可存在并列主题，甚至多主题。

每一个空间场景都要有鲜明的主题特征，根据不同的展示内

容和风格，营造不同层次的空间展览体系，展现博物馆空间

的秩序性，让观众的观览流线更加流畅、完整，并且更加容

易的区分和记忆不同场景的展示信息。

叙事性表达设计的内容是要把展品的信息和背景相关

故事融入到场景空间中，在设计中结合故事性，根据每一

个特定场景空间中的主题特征，介入展示内容的故事情节，

按照区域功能和场景体验进行编排，使得观众在博物馆空间

中参与到展示内容的故事中，对场景空间产生自身的情感

感知 [2]。

叙事性表达设计的叙事结构由一系列展示内容所构成，

展品是每个场景空间中叙事结构的一种事件元素，推动着博

物馆展览的进行。叙事性表达设计中的叙事结构所研究的内

容就像是一篇著作或者电影一样，要具备起因、发展、升华、

高潮、结尾等一系列的情节特征，按照观众的观览流线进行

设计，将各个场景空间所要展示的内容串联到一起，使得整

个博物馆空间更有连续性，更具吸引力。

叙事性表达设计的手段是指采用一些设计手法或者措

施来实现某些场景空间的效果和目的。所有的艺术形态都会

有相应形式的构成手段，不管是摄影、绘画、室内设计还是

景观设计，叙事性表达设计更是如此。其设计手段将博物馆

场景空间中的多种元素包括展品、陈列设备、叙事装置、灯

光、色彩等混合构成一种形式美。

叙事性表达设计是一个双向的奔赴过程，观众也是叙

事的一部分，观众在听故事的同时会无意识地由被动接受信

息变成主动的探索信息。在叙事性设计中，要达到这种自然

的状态，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增加对展品的了解，在这种不

知不觉的自然状态下产生趣味性。同时除了趣味性，还要有

生活性的内容，通过更自然、便捷和人性化的方式，使得更

多的观众从叙事性的展览中获取一些知识信息。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下，人们无法正常出门参观博物馆，大量的文艺展

览就被“赶上云端”，博物馆也是推出了云展览（见图 3），

在家中打电脑或者手机，我们就可以浏览数字形式的博物

馆，通过这种形式逛博物馆也越来越生活化了。

叙事性表达设计还注重美感的提升，采用多样的艺术

形式，例如将文学写作中的叙述方式运用到叙事性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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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比喻、夸张、拟人、对偶、对比、烘托等技巧；或者借

鉴绘画的风格，对色彩、线条和形体的审美感受贯穿其中；

再或者采用多媒体艺术的信息化手段，将充满互动性、体验

性、场景复原性的展示方式通过艺术审美的加工设计体现出

来。互动性是博物馆叙事空间的一项重要特征，叙事性表达

设计需要确定主题，而主题的选择与其他类型的空间设计不

同，博物馆展厅可存在并列主题，甚至多主题，这样更好的

去满足观众心理对于展览的期盼性与展示内容的精彩性 [3]。

叙事性表达设计中的场景性指的是观众在一个特定的

场所内，通过场所的功能和其特性，促使观众和场所产生联

系，满足观众的情感需求，慢慢地对该场所产生认同感。观

众来到博物馆中，不仅仅是丰富自身的历史知识，还需要博

物馆中一个能和自身品味或者经历相投的场景去产生场景

共鸣。这种场景性不需要太多的文字语言说明就可以使观众

被展品所吸引（如图 4所示），更被空间场景的文化氛围所

熏陶，观众在这样的场景中，精神层面是震撼的、愉悦的。

所以，叙事性表达设计在设计中注重观众在场景的情感体

验，将观众也作为叙事性表达设计的一部分，发挥展陈空间

的文化连续性构成一个完整的场景。

叙事性表达设计的应用场景可以体现在各个方面，如

当前的政治、过去的历史、发展的经济、社会的文化、自然

的环境、科技的成果等。博物馆空间不再是简单的收集与陈

列，观众也不再单纯地对博物馆中的展品进行欣赏与评判，

他们来此更多的是“邂逅”与“学习”。博物馆建立的是分享、

互联、参与的文化，以及与艺术直接对话的环境。叙事空间

多采用沉浸的形式，利用空间里的线条“叙事”和光影“抒

情”，将过去“读书式观赏”变为“演绎式参与”。不仅如此，

叙事性设计可以再现历史空间，增强观众对于历史场景的感

受和记忆，这种设计形式更加人性化，更符合以人为本的设

计原则，从人的心理、生理等各个角度出发来考虑适合人的

最佳陈列手段，为了演绎一个主题讲述一段故事最后升华到

精神上的交流 [4]。

叙述一个故事，不能只考虑故事本身的内容，而是要

考虑观众的接受度，以及接受的程度等问题。比如创造一首

乐曲，需要有故事的情境支撑，听者也是一样，在有故事的

情境下，会更多的激发出自身的情感。同样，博物馆中的展

品通过故事的介入，可以升华展品本身的背景，观众在观展

中也会被其故事性所影响，甚至产生心灵的共鸣。

一个地域的灵魂根植在博物馆建设里，博物馆不仅储

存了人们对过去的思考，也表达了文化场所在现代环境下的

演变。博物馆作为一个可以“行走”的空间，它的场景空间

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展品，观众在观览过程中与展品和其背

后的历史文脉进行信息交流，叙事性表达设计就是他们之间

的一座桥梁，让观众更容易产生融入感。在科技与媒体迅速

发展的今天，生活在信息社会里的人们对感官体验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这必将推动展示手段朝着多变、复杂的方向演变，

叙事性表达设计的表达也应该顺应社会的需求，关注多元化

的发展趋势，充分考虑到观众的情感因素，更好地发挥博物

馆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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