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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江西省红色文物建筑展示设计中的相关问题，本文通过实地考察、对比分析、归纳研究等方法，

探讨了江西省红色文物建筑展示设计的新原则以及展示设计的新方法，论证了保护是展示的基础，展示是保护的有

效手段，做更好的展示设计的目的是提高全社会认识和保护红色文物建筑的自觉性，充分发挥革命遗址和文物建筑

的政治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有利于加强对红色文物建筑的保护与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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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江西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萍浏醴起义、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为民国的创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斗争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
[1]
因此，江西省留有很多红色文物建筑，然而其文物建筑的

保护、完善、修复展示工作却不尽如人意，随着近年来政府的重视，开发保护已经有所好转，但展示设计仍然无法与先进科学

技术结合，为此，本文提出红色文物建筑展示设计的新原则与新方法，力求建设结合先进科学技术、符合时代发展，科学化、

系统化的文物建筑展示设计。 

一、江西红色文物建筑展示设计现状及未来趋势 

江西省红色文物建筑展示设计总体来说还是停留在普通的展陈设计，缺乏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合，展示设计缺乏时代性、

先进性、科技性、数字化。大多数红色文物建筑内部展示设计以橱窗展示、平面展示、文字、图片配合展示、实物展示为主，

展示设计以“静”的状态为主，缺乏与参观者的交互体验，容易形成呆板、单一的展示效果，是最为原始的展示设计形式，是

一个静止不变的静态空间，缺乏生机与活力，与现代科技化、信息化时代设计产生分离，不利于红色文物建筑展示设计的发展

与传播。 

未来红色文物建筑展馆应走向产业化而不是单一的存储展示的场所，其空间的功能分区应逐渐趋于全面化，其中包括大厅、

售票处、衣帽间、休息厅、餐厅、图书馆以及小型商店等各种存在于文物展馆内的功能性设施。未来红色文物展馆应该同博物

馆、科技馆一样，非展示空间不断成熟，逐步走向产业化道路，从单纯的红色革命教育、文物存储展示发展为教育、休闲、娱

乐一体化的活动场所，使参观红色文物展馆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江西红色文物建筑展示设计新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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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色文物建筑展示设计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 

未来红色文物建筑展示设计必将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展示设计在当前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影响下如何向前发展，是值得人

们思考的问题。地球能源危机、自然资源枯竭，早已给我们敲响警钟，我们必须以科学的展示设计理念去思考，以积极的姿态

去应对。
[2]
未来社会只有贯彻可持续发展设计的原则才能是长久的设计。要保证展示设计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探

索开发新型环保材料、合理利用资源；从传统的物质设计展示向非物质设计转移。 

（二）红色建筑文物展示设计遵循信息化数字化原则 

未来红色建筑文物展示设计必将遵循信息化、数字化原则。随着社会发展进入信息时代，展示设计也区别于旧有的展陈模

式，向非物质设计信息化、数字化原则迈进。信息社会的到来，新技术与新媒介的涌现，改变了传统的展示方式。
[3]
新技术、新

媒介的运用可以使展览更具时代性，并赋予展品很强的时代感，其中计算机技术是对现代展示设计最具影响的技术之一。计算

机技术在展示设计中的成功运用使参观者“身临其境”。数码成像技术对于以展示自然过程的科普展览和难以再现的历史过程的

展览来说都是有效手段。计算机控制技术可以有效地控制各种声音、照明、视频播放时间顺序及强弱变化，还可以通过感应元

件判断参观者的状态和人数
[4]
，从而控制照明和音乐，大大节省了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还可以节约能源，符合未来展示设计发展

趋势。 

三、江西红色文物建筑展示设计新方法 

（一）注重体验性设计方法 

红色文物建筑展示设计应注重体验性设计方法切实符合“以人为本”。体验是一种情感体验，情感的赋予使展示空间更贴近

观众的心灵，更容易感染观众，从而使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体验性设计关键是在观众和展示空间之间形成一种双向交流，观众

在观展过程中得到精神上的愉悦感与体验感，从而产生情感的共鸣。设计者赋予这种对话的空间以生命、活力和情感。首先，

可以利用场景搭建的手法来形成体验性设计方法，对于红色文物建筑展示可以通过营造那个年代的革命场景或仿制某一真实场

景在特定的情境中，运用戏剧效果情境再现，展现出革命场景的发生、发展，营造出让观众陶醉、愉悦的情感体验，创造一种

时间穿梭的空间状态；其次，可以利用氛围营造的手法来形成体验性设计方法，氛围营造是创造展示内容和信息媒体与观众具

有亲和力的一种对话空间，使观众体验到造型、材料、实物图像、声音等的生命力。例如，在红色文物建筑展示设计中，可以

通过对图文及导览系统的更新，用全新的方式阐述展示内容，使红色文化革命基因渗透在展馆的方方面面。 

（二）注重互动性设计方法 

随着体验性设计的发展成熟，展示空间属性由物质功能需求向精神功能演变，互动成为展示设计发展的必然。[5]红色文物

建筑展示设计应注重互动性设计方法，形成人与机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互相交流的操作环境及身临其境的场景，打破原来

单一的通过视觉形象使观众获得感受的展陈模式。互动设计一方面可以使观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加深对展示信息的认知，另

一方面，使信息的传播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一种“主动探索”的过程。首先可以通过感官调动来增强设计的互动性。基于感

官互动的体验性展示，其本质就是通过调动人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动觉等，充分激发人内心的美妙感觉，实现

人与信息的互动；其次，可以通过行为参与来增强设计的互动性。行为参与是指信息通过一定的展示设施满足人与展品或空间

之间的互动关系，鼓励观众积极参与，并成为展示空间的一部分。
[5]
在红色文物建筑展馆设计中可以将展示的内容分解通过游戏、

接触、等行为方式，让观众亲身参与，体会展示内容所要传达的情感和主题，通过参观者的互动思考将体验的信息进行加工处

理并反馈至展示游戏中，形成一个完整的互动性体验，使观众完成对展示空间和展示信息的认知与了解。最后，通过数字化互

动来增强设计的互动性。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互动投影、多点互动触控系统、动力装置、虚拟现实技术等一系列数字信息技

术广泛应用，在其基础上，数字化互动技术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在红色文物建筑展示设计中，可以利用界面控制实现人与机的



互动体验，观众通过简单的点击、触摸、划动或红外感应捕捉系统完成对基本信息的阅读，还可以运用 360 度环幕影院来展示

革命的发展过程，让观众全身心参与和体验，从而实现与观众的“即时对话”。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江西省红色文物建筑展示设计的大量研究及展示设计现状分析，预测未来红色文物建筑展示设计的发展趋势，

从而得出新时代下红色文物展示设计应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新原则，探索开发新型环保材料、学会从传统的物质设计展示向非物

质设计转移。同时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新成果的不断涌现，还应该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遵循信息化、数字化原则。最后，

通过实地考察江西文物建筑展示，结合遵循新的设计原则，提出江西省红色文物建筑展示设计的新方法用来指导实践，提出未

来体验性交互式的展示空间设计，真正做到以信息化高科技等新型技术手段为载体的现代展示陈列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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