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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博物馆展柜的设计，引入设计学中的叙事性设计方法以探索展柜设计更多的可能性。

方法 将叙事性设计引入博物馆的展柜设计中，围绕博物馆展柜与“物”“人”“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展品想要传达给大众的故事中，剥茧抽丝，寻找展柜设计的要点，比如收藏功能、外观造型、情感需

求、人体工学、类型组合等，强调展柜既要满足“物”的收藏与展示需求，又要满足人的生理与心理需

求，同时要与博物馆内外环境高度契合，体现其整体性和统一性，最终尝试提出叙事性设计下展柜的设

计新思路。结论 设计中的叙事性方法也可以运用于博物馆展柜设计，提出了一种具有普适性、系统性

的叙事性展柜设计新思路，这对我国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展柜设计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借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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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Museum Showcase Design under Narrative Design 

WANG Shuang 
(Nanjing University Librarie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design of museum showcase and introduce the narrative design method to ex-

plore more possibilities of showcase design. The narrative design method was introduced into showcase design with a 

main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eum showcase and "things", "peopl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story con-

veyed to the public by the exhibits, the key points of showcase design were found after analysis, such as collection func-

tion, appearance, emotional needs, ergonomics, type combination, etc. It was addressed that the showcase should not only 

meet the collection and display needs of "things", but also meet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of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the design of museum showcase should be highly 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museum, reflecting wholeness and unity. Finally, a design idea of museum showcase under the narrative design was 

put forward. The narrative method in design can also be applied to the design of museum showcase. Therefore, a new de-

sign idea of universal and systematic narrative showcase is put forward, which has certain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various types of museum showcas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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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蓬勃生命力的博物馆需要诸多支撑因素，从基

础设施设备到展览空间，再到建筑体本身，无一不相

互影响，博物馆一切工作的目的都是为更好地满足公

众和社会的需要。新博物馆设计应当以博物馆的功能

需求为第一原则，由内向外考虑。源源不断的既有思

想性、科学性、知识性，又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精品展

览[1]，是博物馆生命力不竭的基本保障。展柜是支撑

展览主线的脊梁，也是陈列展览主角（文物）的主要

承载者，它的设计水平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展览的整体

效果[2]，很多时候展柜的形式甚至直接决定了展览的

形式。过去，博物馆展柜被设计成一个放置和保护展

品的器具，它们曾经精美精致、光彩夺目，它们的出

现曾推动过博物馆的变革。现在，在现代工业化的大

环境下，简单、成本低的普适性金属展柜在各种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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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频繁出现，如果遮挡住展品的文字说明，很难区分

不同展览相互之间的差异、风格、地域等信息。作为

观众与展品之间的一个桥梁，展柜有些情况下甚至成

了观众与展品之间交流的障碍，进而对展览的效果造

成影响，影响博物馆的经营，这样的展柜可能并不适

合于向观众讲述先哲的智慧和各朝代生产生活的点滴。 

为修建一个和谐成功的博物馆，应当用创新的思

想理念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充当一只看不见的手，引

导观众更容易也更乐意走进博物馆，去感受人类共同

的遗产。因此，要考虑所有的设计所产生的效果和结

果，设计要有其目的性。展柜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角

色，它的外观和功能的设计和选择包含着能否更好地

保护和展示展品，让观众融入展览之中的目的。值得

欣慰的是很多博物馆近些年逐渐开始重视展柜的设

计。在博物馆这样一个透过文物讲故事的地方，展柜

实际装载和展示着故事，如果将叙事性设计方法引入

展柜的设计，也许能够为展示效果带来一些新的效果。 

1  叙事性设计 

叙事通俗地讲就是“讲故事”，叙事性设计方法

就是“用设计讲故事”。用设计学的方法来表达故事

的主题，人们在使用产品时，通过产品的形状、颜色、

质感来理解产品、使用产品，感受产品所传达的故事

和情感，从而产生思想和精神上的共鸣以及情感上的

体验[3]。比如，通过选用不同的材料来体现不同的文

化，用语义将自然形态融入产品的造型之中，在产品

的使用过程中得到预设的心理和行为体验。 

1.1  叙事性设计方法的组成要素 

叙述者把所要叙述的故事通过不同的媒介传输

给接受者，接受者接收到叙述者给予的信息并得到影

响，就是一个成功的叙事过程。由此可见，叙述者、

叙述内容、媒介、接受者是叙事方法的四要素。在叙

事性设计中，设计师对应叙述者，设计师将设计的目

标产品、目的以及限制性因素以叙事的方式重新整

合，从而构建一种新的沟通和交流方式，唤起产品使

用者内心的感受、记忆和联想，从而满足他们物质层

面和精神层面的需求。 

1.2  叙事性设计的特征 

1.2.1  整体性 

叙事的故事化结构特征，强调故事的完整性，在

故事讲述中四要素相互作用，任何一方的改变都会对

整个叙述活动的表达产生影响。叙事性设计通过产品

的设计手法来传达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进而通过

与人发生的关系来获得意义，从而成为一个完整的设

计，一个产品从设计到使用正是故事整体性的体现。 

1.2.2  互动交流性 

叙事是一种交流行为，目的在于向接受者传递故

事和意义，这种交流行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互动传递

过程 [4]。产品是设计师和产品使用者沟通的主要载

体，产品承载着设计和产品使用者两方面的信息，一

方面，设计师将价值信息、利益信息、属性信息等通

过产品传递给产品使用者。另一方面，产品使用者使

用产品、体验服务，通过各种接触方式来感知产品，

这是一个互动交流的过程。 

1.2.3  联系性 

叙事性设计中的三对关系为人与物、人与环境、

物与环境，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5]。人与物

是直接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人的需求与物的特性相

互制约。物放置在环境中，物的特性决定了需要一个

怎样的环境。而人在一个特定环境中与物发生关系，

最终就是在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1.2.4  组织性 

叙述同一个故事，叙述元素进行不同的组合重

构，可以产生不一样的叙述模式，会带给接受者不同

的认知和感受。产品的叙述是对产品的设计起因、目

标、习惯、情感、认知等因素进行重构，通过设计语

言与表现手法来传达叙事主题。 

1.2.5  情感性 

一个产品背后的情感故事，是产品被设计出来的

源头，包括了设计的动机、目标、习惯、认知等因素，

与产品紧密相连。如果人和产品沟通不畅，用户体验

就会变差，设计师仔细感受用户的潜在需求，与用户

产生共鸣，才能实现设计背后真正的目的。叙事性设

计的故事情景是视觉化、形象化、可参与和变化着的，

设计事件的高度可参与性，能够吸引更多的用户，给

用户带来更好的情感体验和情感共鸣。在很多时候，

产品为用户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功能，也是使用过程

中情感的变化和其独特的体验。 

1.3  叙事性设计方法 

叙事性设计首先要确立产品设计当中的叙事主

题，对人、物、环境进行分析，挖掘用户使用习惯及

潜在需求。对预期产品结构进行分析，寻找产品与需

求之间的契合点，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方案依赖于

现有的理论，前人的设计经验，以及设计师的个人素

养，产品是解决方案的载体，用户使用产品的过程是

人与物相互交流的过程，是叙事的发生过程，用户在

故事中获得全新的感受。 

2  博物馆展柜的叙事性设计 

从叙事性设计的角度看展柜设计，可以看出展柜

设计能够向受众传递信息，展柜实际起到的是承载信

息的作用。叙事学为展柜设计实践带来的全新意义在

于可以更好地保护文化，在设计过程中也许可以采用

更加丰富多样的方式，来获得独特的设计效果。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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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展柜是用于稳妥、安全放置并展示文物的专用展

示设备，其必须保证文物在其中的安全性以及满足文

物所需要的内环境（包括展柜内的物理、化学和生物

环境）的稳定和可控，同时能够对文物及相关信息资

源进行有效地展示和传播，以及与参观者进行互动[6]。

由此可以看出，展柜与文物、展柜与展示环境、展柜

与人这三种关系对展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展柜设计

的本质，最终要回到物和人本身。运用叙事性设计方

法原理，在三者关系的探讨中，确定展柜设计的技术

要点和精神需求。 

2.1  展柜与“物”的关系 

博物馆的展柜自身具有向使用者传达各类信息

的“叙事属性”，博物馆里的藏品是自然界和人类社

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见证物。每一个藏品必

然在它所在的时空中，以某种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方式

参与着时代的进程，从故事开始发展到故事的结束。

观众通过参观结果继而联想、读懂故事的整个过程。

将藏品放在博物馆里展出，它脱离了所处的时代，然

而其自身发生过的事件不会改变。观者通过了解它所

处的时代，了解它的质地形态、功能价值等，完成精

神层次的飞跃。在博物馆中，大部分藏品由于其特殊

的性质不能直接与观众交流，必须放置在展柜之中，

展柜成为一个缩小的展览模型，所以展柜与藏品是一

个整体，共同讲述着藏品要讲述的故事。例如，我国

中式展柜比较强调展柜中“柜”的概念，在基本功能

-收藏的基础上，注重柜的外观设计，强调柜与物结

合。大部分木质结构的展柜，木质边框四周镶有透明

玻璃，木质部分具有传统中式家具风格，用以放置文

物类的展品，相得益彰，见图 1。欧美的展柜则偏向

于降低展柜的存在感，突出展品展示，大量运用玻璃

与金属材质，极具现代感的展柜与不同展品的结合，

给文物类的展品赋予新的生命力，带来全新的参观体

验，见图 2。 

完美的展柜，试图把历史故事、生活故事延续下

去，但首先是满足功能的需求。展柜的基本功能是收 
 

 
 

图 1  南京市博物馆 
Fig.1 Museum of Nanjing 

 
 

图 2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 
Fig.2 Nanjing Grand Bao'en Temple Site Museum 

 

藏与展示，收藏的服务对象是文物，展示的服务对象

是观众。21 世纪新博物馆学强调以人为本、人与物

的结合，有助于人的发展和愉悦。以观众的需要为主，

展柜的基本功能应该是以展示为目的的收藏。 

藏品穿越千年，身披神秘色彩，人们有研究它、

了解它、欣赏它的主观愿望。但是这些藏品文物由于

存储环境的改变会迅速老化，失去原来的光彩面目，

所以要设计适合于藏品文物保存的展柜，最大可能地

减缓它的衰老。对于能够引起文物老化的各种因素，

比如空气温度、空气湿度、空气污染、光线辐射、昆

虫危害等，在展柜的设计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并给予

解决。展柜内部温湿度的调控是必须具备的技术。金

属类文物容易受到温度的影响，比如产生“青铜病”。

纤维类文物对温湿度比较敏感，容易起皱、变形，甚

至造成严重的后果。中央空调、电子恒湿机、硅胶药

剂等的使用已经十分广泛。展柜内部气密性是衡量展

柜合格与否的重要参数之一，密封性良好的展柜可以

有效控制柜内的温湿度，能够防尘、防止有害物质侵

入、减少空气污染等。气密性对柜内文物的保护也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展柜玻璃的选择对展柜的功能起到

了重要作用，光能够造成文物表面变质，导致文物材

料老化[7]。通常展柜玻璃选择超白夹胶防爆玻璃，中

间可用隔绝紫外线光的 PVB 胶片，有效避免紫外线

光破坏柜内文物物品。再采用密封条、密封胶、粘结剂

等材料来保证气密性[8]。展品文物的重要性决定了展柜

必须具备防火防盗等安全性技术要求。展柜材料的选

择要符合防火的专业标准，结构必须坚实牢固，能够

抗震、抗外力。安全锁、报警装置都是必备的设施[9]。 

为了满足不同类别、不同形态的文物收藏展出，

展柜亦有多种类型。博物馆展柜包括延墙通柜、平柜、

独立展柜、延墙挂柜等类型。展柜的设计与选择要与

展览主题和内容相贴合，要根据展览内容和文物的等

级、体积、形态、重量等确定文物的摆放位置和展柜

的类型，为后续的展柜设计确定基本方向[10]。例如，

博物馆里的巨幅画卷，体积巨大，一般采用大通柜，

这种展柜玻璃面顶天立地，视野开阔，柜内展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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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可以将巨幅画卷完整地存储于展柜之中，突出

画卷的雄伟气势，见图 3。 
 

 
 

图 3  南京博物院 
Fig.3 Nanjing Museum 

 
对展柜功能的分析解构和选择组合也是故事重

构的过程，在满足展品的收藏功能的基础上应该对展

柜的社会属性以及人文属性进行多角度和深层次的

探索研究。博物馆的展柜设计不应该简单地只表达外

在造型和表层信息，更应该注重内在文化含义与时代

精神的发掘。每一件展品都有一个生动的故事，展柜

的设计要通过造型元素的隐喻去发掘隐含于展品中

的深层的故事性情感性信息[11]。可以借用产品语义学

的一些方法，借用已为人熟知的造型、色彩、材质进

行设计，并使它的使用过程更符合人的行为特点，建

立更清晰的视觉形象和更具象征含义的造型来展示

更多看不见的内容。例如，它是哪个年代地域的产物，

当时的社会环境及使用方式是怎样的，使用怎么的材

料用怎样的工艺制造出来的，在历史变迁中发挥过怎

样的作用？比如上海博物馆的历史展厅，展柜使用了

古代祭坛的造型语言，抽象地还原了当时的使用环

境，人们进入展厅后仿佛时空互换，用故事情感打动

参观者，见图 4。 
 

 
 

图 4  上海博物馆 
Fig.4 Shanghai Museum 

 

让深奥的故事从简单的叙述中体现出来，深入浅

出，借小喻大，才能深入广大人民群众，打动更多观

者，产生广泛影响。博物馆展柜的设计也应当以少胜

多，简约但含义深刻、耐人寻味。 

2.2  展柜与“人”的关系 

博物馆收藏的展品是人类与自然的见证物，其收

集、研究、展示与传播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12]。早

期的博物馆对人的重视程度不够，博物馆理念的发展

经历了由传统的物，到物与人，再到人本身的转化过

程。在现代博物馆的展柜设计中，特别是造型语言的

运用应当更加注重人的心理反应、精神需求、知识获

得以及情感体验[13]。 

参观者在博物馆的参观行为是一个运动的过程。

参观者首先被展柜中的展品吸引，然后走进展柜，通

过观察、感受、理解柜内的展品以及展柜所营造的氛

围、文字说明等各种元素，获得知识，受到教育。展

柜营造怎样的氛围，需要研究参观者的参观心理，了

解参观者的喜爱偏好，研究参观者的需求。展柜的设

计要符合人体工程学，以人体肢体动态尺寸为基准来

确定展柜的高度不能高于 190 cm，人眼的垂直面内

视阈范围决定了展示的最佳范围在 125-185 cm[14]。照

明系统运用合理，尽可能地避免炫光的产生，减少杂

光的数量，可以带给参观者舒服的参观体验。例如现

代博物馆展柜的展示空间高度，必须以人的最佳视力

范围为参考标准，博物馆中最常见到的通透式联柜，

这种展柜顶天立地，展示空间大，可展示展品类型多

样化，如果是小的器物，常常通过将器物摆放于积木

之上，抬高展品的展示高度，满足参观者的观看舒适

度，见图 5—6。 
 

  
 

图 5  上海博物馆 
Fig.5 Shanghai Museum 

 

 
 

图 6  上海博物馆 
Fig.6 Shanghai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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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展柜与环境的关系 

展柜是博物馆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起到收藏展

示展品、分割展示空间等作用，在展柜设计的过程中

也应该充分考虑博物馆建筑的设计要素。其中包括博

物馆建筑外观风格，以及博物馆的周边环境[15]。新的

博物馆在设计之初会充分考虑展品的需求，力求体现

展品的精神风貌，博物馆在建成以后外部造型不可改

变，内部展柜设计考虑与建筑的外观契合，也是在不

断地强调和突出展品的特质。 

展柜是构成展示空间的主体，起到分割和创造展

示空间的作用，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决定了展览的形

式。博物馆建筑在建成之后，它的内部结构形制基本

固定，展示空间基本固定，但是却有各种不同的展品

需要在固定的空间中寻找恰当的位置，以满足不同的

展览主题。展柜相对体积小、灵活易移动的特点使展

柜成为分割、组合展示空间的实体，对空间进行再创

造。再创造主要包括空间的分隔和衔接，空间的分隔

是指将一个大的空间，根据展示内容的不同，利用不

同形式的展柜进行分隔，用以强调不同的展示主题。

比如可移动式联柜，柜体体积大，可移动，能够灵活

地拼接组合，分隔不同情况的展示空间[16]。一个大的

空间被分隔以后就形成了复合空间，复合空间中的一

个个单一空间要有序列地衔接起来，比如两个展厅之

间的过道，一般使用挂壁式展柜和贴壁式联柜，以墙

壁为展柜内壁，延伸柜体。这种展柜很好地节省了空

间，更好地衔接了两个主题。而在一些空间比较大的

过道，也可以使用独立展柜，增加空间变化，见图 7。 
 

 
 

图 7  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Fig.7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Museum 

 

当代博物馆的展览，展示信息庞大，信息之间相

互关联、相互联系。单个的展柜与存放于其中的展品

只是展示空间中的一个小故事，仅对单个展品进行造

型陈列设计，将破坏故事的整体性，弱化了传递的信

息。因此，将这些小故事串联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

完整的故事（展览）。一个完整的故事有情节的起承

转合，有高潮有平淡，这要求展览艺术要有节奏与韵

律的变化。在展陈设计中常常会面对展品数量众多、

自然形态各异、质地不同、体量悬殊等复杂的情况，

通常需要多种形式的展柜配合使用，比如独立式四面

柜、桌面柜、壁式柜等多样化的设计搭配，既能满足

各类展品的展示需求，也使展览的整体效果丰富、变

化多端，生动地再现展览的主题。例如，以收藏为主

的博物馆，由于展品门类众多，所以更加注重展柜的

设计搭配，根据展品不同的规格和外观设计桌面柜、

四面柜、两面柜以及不同尺寸的立柜等，再将不同展

柜进行合理的组合搭配，形成疏密有致、生动有趣的

展览路线，避免单调的相似场景重复出现，也可以减

轻观者参观的疲劳度[17]，见图 8。 
 

 
 

图 8  上海博物馆 
Fig.8 Shanghai Museum 

3  博物馆展柜的叙事性设计方法模型建立 

基于文中的分析，建立了博物馆展柜叙事性设计

方法模型，如图 9 所示。 

故事由人、物、环境三个要素组成，通过对故事

的深入分析来挖掘需求。设计师根据需求寻找恰当的

解决方案，方案必须以现有的博物馆、展览、展柜设

计理论以及以前的展柜设计经验为基础，同时设计师

的专业素养也非常重要。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也是对

故事进行重构的过程，故事中蕴含着收藏功能、外观

造型、情感需求、人体工学、类型组合等因素。展柜

是解决问题的载体，人与物的交流过程能够反映故事

发生的过程，人可沉浸在故事中得到全新的体验。 
 

 
 

图 9  博物馆展柜叙事性设计方法模型 
Fig.9 Model of narrative design method for museum show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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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展柜造型的达意与观众认知的关注是博物馆展

柜设计的根本。叙事在展柜设计中传达符号化的指示

及引导性的信息，表达一种象征性的含义，是一种内

化于过程、外显于形式的造型语言。在当代博物馆实

物性展览形式下，保护文物的技术需求和人体工程学 

的设计要求将展柜的形式限定在了传统的模式之中，
从叙事性设计的角度去审视展柜，希望能够进行变通
和创造，使展柜能更贴合文物的特性，营造展览格调，
加强观众的参观体验，更好地传播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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