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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多重视角下 

的展览体系架构 

田甜
1
 

（南京博物院 江苏 南京 210016） 

【摘 要】：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展览体系架构自策划初期到落地实施，全方位围绕其定位和宗旨，力求创新展

览理念与展示手段，在多重视角下架构展览体系：从文化传播视角全面阐释中国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价值，从观众体

验视角打造新时代博物馆参观的多元体验，从文旅融合视角尝试创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综合休闲服务。中国大

运河博物馆多重视角下的展览体系架构可为新时代博物馆的展览策划提供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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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汇聚着中华文化自信的力量，流淌着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2019 年《长城、大运河、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的出台，标志着大运河沿线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开始。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以下简称“中运博”）是

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标志性项目，也是新时代文旅融合在大运河文化展示中的创新性尝试。 

随着博物馆内涵的丰富化、观众参观需求的多样化、展览阐释手段的多元化，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文旅融合等多重背景

下，博物馆的展览体系如何架构是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本文从文化传播视角、观众体验视角和文旅融合视角出发，探讨多重

视角下中运博的展览体系架构，以期为新时代博物馆的展览策划提供思考和借鉴。 

一、文化传播视角：大运河文化遗产价值的全面性阐释 

1.主题阐释的“全面性”和“差异性” 

展览体系是一座博物馆的展览整体结构，体现了各展厅之间以及展厅与博物馆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博物馆语境中，阐释是

指将展览的主题信息用观众易懂和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转化和展示[1]。因此，展览体系架构的成功应体现在对博物馆定位和宗旨

的精准解读与全面阐释。 

中运博地处江苏省扬州市三湾湿地公园，其定位和宗旨是集中展示涵盖大运河全流域，全面反映中国大运河作为文物保护

单位、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以及大运河带来美好生活的专题博物馆。可见，全流域、全时段、全方位是其展览体系架构的基

本特征。在对大运河文化遗产价值全面性阐释的基础上，借鉴南京博物院“一院六馆”差异化视角的策展经验，立体呈现大运

河的历史和文化。 

                                                        
1作者简介：田甜（1987-），女，南京博物院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理论与展览展示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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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运博的策展从不同角度、不同选题系统介绍了中国大运河的历史脉络、科技发展和人文生态。其展厅总面积约为 2 万平

方米，有 14个展示空间，包括 2个常设展览、6个专题展、2个数字沉浸式体验展、1个青少年互动体验展、1个小型剧场传统

戏曲展演以及 2个临时展厅。 

展览包括“大运河——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因运而生——大运河街肆印象”“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运河湿地寻

趣”“中国大运河史诗图卷”“隋炀帝与大运河”“紫禁城与大运河”“世界运河与运河城市”“河之恋”“运河上的舟楫”

等，分别从历史、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自然、艺术等不同角度对大运河主题进行全面阐释。 

中运博的展览阐释既强调大运河文化遗产价值的全面性，又虑及不同选题之间的差异性，是全面性和差异性的结合。如“大

运河——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中运博的常设展览，文物展示最为集中。展览以传统的历史叙事方式立足于世界文化遗产

的宏观视野，时间跨度从远古的运河萌芽到现代，对中国大运河的历史变迁、水利工程成就、国家管理治理、经济文化生活、

申遗保护传承进行全面性叙述。尾厅对大运河的新时代愿景进行展望，全景展示了中国大运河的历史面貌与文化价值，信息量

丰富。 

“因运而生——大运河街肆印象”作为反映大运河沿岸城镇历史景观的基本陈列，时间跨度从隋唐时代到明清时代，展示

空间划分为隋唐大运河段、京杭大运河以及浙东运河段。展览引入业态经营和“活态”展演模式，以大运河沿线典型城镇村落

作为依据复原街巷建筑空间，反映了运河沿线城镇商贸繁荣、百业兴旺的景象。展厅注重穿越式的情景体验，不使用文字叙述

和图文展板，而是运用科技手段模拟真实场景氛围，让观众有代入感，增强参观趣味性，营造沉浸式氛围。 

2.信息传播的“系统性”和“可达性” 

博物馆的文化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博物馆传播的内容具有系统性。博物馆依靠文物资源对展品进行不同的排列组

合，形成不同主题的展览，适于进行大众传播，实现大众共享[2]。其次，博物馆传播的过程具有可达性。博物馆的文化和信息传

播不同于学校教育，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选择性，虽然其传播均是有计划、成体系的，但是预期目标和参观效果之间并非完全

一致。 

这要求展览体系架构从展品的内容组织到展板的信息形式设计，都要考虑观众的认知水平和接收方式，确保在传播者与接

收者之间形成有效的文化传播链。中运博的展览体系架构在遵循博物馆展览内容、设计、制作等行业标准规范的基础上，将展

览大纲、学术研究、图片资料、展品遴选等转化为观众易于接受的展览内容设计文本，力求每个展览的内容设计均结构合理、

逻辑清晰、简明扼要，不同展厅的叙事风格均符合其主题特征，注重信息传播的系统性和可达性。 

信息传播的系统性体现在展览的逻辑结构层次分明。例如，“隋炀帝与大运河”作为展示隋炀帝与大运河关系的专题展，

以隋炀帝四下扬州为发展主线，通过“雄视”“宏图”“风华”“梦归”四部分，分别讲述作为皇子的杨广初到扬州追寻梦想、

登基后一展宏图和开凿运河、在运河一派繁华中下扬州以及最后一次别离中原在扬州故去的历史故事，客观地阐释隋炀帝开凿

大运河的动因及历史功过。 

“紫禁城与大运河”反映了紫禁城从最初的营建到日常的宫廷生活与大运河的紧密关系。第一部分“运河漂来紫禁城”从

“南都北迁”“十年筹建”“壮美皇宫”三个角度，分别讲述紫禁城营建过程中疏通运河、通过运河运输各地物料以及最终建

成皇宫的故事；第二部分“天下美物聚皇宫”是一个定期更换的展示区域，展览计划分期、分主题展示通过大运河运输到紫禁

城的各地美物，如瓷器、玉器、刺绣、漆器等，目前第一期主题为清代宫廷瓷器。 

信息传播的可达性体现在信息的有效传播。以“运河上的舟楫”为例，展览以运河上的舟楫为文化载体，以复原的船模为

展品，分为“乘风破浪”“百舸争流”“两岸繁绘”三部分，分别阐释运河上舟楫的演变、类型及其给运河沿岸带来的美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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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展览信息传播方式丰富多元，全方位地阐释运河上舟楫的知识信息：设有常规的展板、知识窗、说明牌；背景板上有关于

重点船只的延伸信息，比如船上纹样、工具的示意图放大和解读；选取了文献记载详实的 20艘船只，利用增强现实（AR）技术

提供互动体验活动，帮助观众直观感知舟楫在当时的航行状况。 

设有 6 个多媒体互动屏，介绍所有船模的知识结构，内容包括船模的名称、类型、航行区域、航行故事、图片资料来源以

及船模的关联知识等，让观众在互动探索中学习；复原清代康熙时期一艘 20米长的沙飞船，观众既可以登入船舱一探究竟，也

可以站在甲板上观看 360°环幕，沉浸式体验船只在运河上前行，此沙飞船与整个展厅的建造过程被制作成纪录短片，观众可在

展厅末尾观看并了解沙飞船的制作工艺。 

二、观众体验视角：新时代博物馆参观的多元体验 

1.参观体验的“丰富性”与“趣味性” 

新时代背景下，博物馆的展品内涵越发丰富，展览阐释更加注重分众体验。博物馆的发展应注重特色和多样性，不能完全

以文物为最基本的生产材料来发展，而应将博物馆融入社会发展中
[3]
，以多元的展示手段满足观众多样性的参观需求。中运博的

展览体系架构立足于观众体验视角，将 14个展示空间设计得主题鲜明、风格迥异、展示手段丰富且充满趣味，给观众带来最佳

的体验效果。如“运河湿地寻趣”是专为儿童打造的自然生态类体验展，“大明都水监之运河谜踪”是专为青少年打造的密室

逃脱类互动解谜体验项目，“河之恋”是为年轻人和时尚文化爱好者打造的数字多媒体沉浸式体验展。 

“运河湿地寻趣”作为反映中国大运河沿线自然生态景观的儿童体验展，展厅空间构思新颖，融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

为一体，以儿童的语言和视角拟定外环与内环两个展示空间：外环主题为“长长的运河满满的湿地”，展现运河流域从北到南

四个地理空间的典型动植物风貌，展品不仅有野猪、麋鹿、白鹭、丹顶鹤等珍稀濒危动物标本，还有蚊子、蚕、蜜蜂、蜻蜓、

蝴蝶等体现生长过程的标本，造型均生动有趣。 

内环主题为“鱼儿的乐园鸟儿的天堂”，设计为湿地生态环境的活态微缩场景再现，内有湿地代表性植物、动物及其他生

物，如芦苇、莲、菱角、水藻、青蛙、小龙虾、螺蛳、鱼等，小朋友可以走进湿地真实、直观地感受运河生态环境。“大明都

水监之运河谜踪”是面向 10—15 岁青少年群体的互动解谜体验项目，以“二次元+古风”的设计风格复原运河沿岸的衙署，设

计游戏互动、解密通关，打造一个个沉浸式空间，将青少年从游戏带入到虚拟的历史故事中。 

“河之恋”是数字化专题展厅，为年轻观众打造有创意、有新意的沉浸式体验，采用“科技+艺术+文化”的手段，以运河

之上流动变幻的水、花、船等抽象化、符号化元素，提炼出大运河“水”“运”“诗”“画”的象征意义，融自然、艺术与美

感于一体，让观众在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空间中与运河文化进行艺术对话。 

2.参观流线的“统筹性”和“舒适性” 

博物馆的运营理念经历了从“以物为中心”到“以观众为中心”的发展过程，展览的聚焦点也逐步由“参观客体”向“参

观主体”转变，博物馆在策划和设计过程中越来越注重观众“览”的感受。观众在参观流线行走过程中的舒适度和愉悦感是其

在博物馆获得良好体验的重要指标。曲折变化的流线设计让参观路径由单一转向多元，空间由三维转化为四维，路径曲折的策

略不仅延长了观众在博物馆的游览时间，还增强了观众探索的欲望。当然，要达到良好的体验效果，仅凭曲折的参观流线是不

够的，路径上的空间体验和视觉景观的节奏变化才是影响观众游览品质的决定因素[4]。 

为确保参观流线设计契合展览体系架构，中运博在规划之初就同步统筹展览策划与博物馆空间规划、展线设计的关系，充

分利用建筑的空间特色和参观流线，令 14个展示空间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展馆的负一层至二层区域。一楼作为观众参观的首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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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两侧规划为两个长条形的基本陈列展厅；中间为“运河上的舟楫”数字沉浸式体验展厅，根据大型船模展品的特色设计了

挑高 17米的展厅空间，以便于展线的变化设计。在一楼至二楼之间设置夹层规划了“世界运河与运河城市”展和小剧场，以此

来调节一层和二层平面类似的格局以及展厅数量较多的节奏。此外，馆方还在二层设置了临时展厅，展厅空间可根据展览主题

需要一分为二或合二为一，方便参观流线的调整。 

为确保观众有舒适的参观体验，中运博的整体展线疏密有致，在流线变换中注重节奏感，不时给观众带来视觉审美和知识

传播的“惊喜”：在行走过程中创造观众与展品交流的机会，在直线舒缓的节奏中穿插密集曲折的趣味知识，在历史文化的叙

述中点缀游戏互动体验，从而帮助观众在行走过程中无意识地调节身体感知，缓解观展的疲劳感，提升参观体验的舒适度。 

每个展厅展示内容和表现方式不同，所设计的空间格局和参观流线也各不相同。如“运河上的舟楫”是一个以船模为展品

的多媒体互动体验展，区别于多在水平地面设置展线的常规展览，展线跟随内部空间的起伏升降而变化，近百艘船模沿着展线

高低而错落有致地摆放，在高空中的船模也发挥了装饰作用。穿过展线丰富变化的船模展示区坡道，观众可进入沙飞船体验区，

体验包括“实体体验”和“多媒体虚拟体验”。此处空间净高 16米，“不知情”的观众将在此处收获惊喜，进入沙飞船尾舱，

穿过船舱内部走入甲板，近距离观看高 10米的 360°环幕多媒体视频。 

三、文旅融合视角：国家文化公园休闲服务的创新尝试 

1.观众参观的“认同感”和“满足感” 

文化公园是人文要素叠加环境要素的为大众服务的文化休闲场所，注重文化性、舒适性、景观性。“国家文化公园是在文

化公园的基础上创造的文化景观，体现出对中华核心价值的保护展示”
[5]
。随着 2014年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

越来越多的运河主题博物馆在大运河沿岸城市落地生根。但是，文物部门多侧重从遗产保护的视角考虑运河旅游业的发展，缺

少对于市场需求的思考，缺少对文旅融合发展的规划和思考，也缺少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实践[6]。 

作为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的标志性项目以及新时代文旅融合在大运河文化展示中的创新尝试，

中运博致力于打造成为满足观众参观需求的国家文化公园的示范场所，成为全国各地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为此，中运博借鉴了

南京博物院“一院六馆”展览体系架构的成功经验——“分众”教育理念，在策展阶段就考虑不同类型观众的参观需求，将观

众根据年龄、地域、参观目标等划分组别，在文化阐释方面涉及地域的均衡性，在展示手段上兼顾年龄的多样性，以满足观众

的差异化需求，让观众获得认同感与满足感。 

例如，“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反映中国大运河两岸非遗项目的专题展，从运河沿岸的音乐戏曲、传统工艺和节庆

习俗三个方面，重点展示与大运河直接相关的国家级或地方性代表非遗项目。为了让各地观众获得身份的“认同感”，展览挑

选的非遗项目充分考虑到观众地域的均衡性：展示的曲艺有京剧、山东琴书、扬州清曲、苏州评弹等；展示的年画有天津杨柳

青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河南朱仙镇年画等；观众在展厅还可听到南北各地的方言和民谣，如北京民谣“小孩儿小孩儿你别

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扬州民谣“乖乖隆地冬，韭菜炒大葱”，杭州民谣“年廿九，

家家有；到除夕，家家急”等。为了让不同年龄、不同参观目标的观众都能获得参观的“满足感”，展览注重展示方式的兼顾

性：既有常规展柜展示乐器、戏服、皮影等展品，也有半成品或制作工艺、表演过程的展示；有活态展演展示，在展厅设置戏

台，为戏曲爱好者提供传统戏曲的现场表演；有数字多媒体展示，观众可以在沉浸式的影音空间领略节庆民俗；有丰富的互动

体验，观众可以在唱吧互动区体验戏曲表演，可以动手表演提线木偶、杖头木偶，触摸真实场景的年画“互动门”。 

2.旅游服务的“休闲式”和“一站式” 

传统文化对于提升旅游品质和价值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文化旅游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高层次休闲活动，一方面满足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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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在游览中增进知识的需求，另一方面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7]。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博物馆不仅是展览空间，还是文化空

间、旅游空间、休闲空间以及购物空间。中运博致力于打造综合文化休闲空间，为来自各地的观众提供集展览、学习、活动、

剧场、文创、餐饮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one-stopservice)
[8]
。 

如“因运而生——大运河街肆印象”引入“实体”经营和“活态”展演模式，展厅可参观、可体验、可互动、可餐饮、可

购物，观众在展厅中可享受文化休闲和旅游的“一站式”服务。展厅以大运河沿线典型城镇村落为依据复原街巷建筑空间，如

街道、商铺、码头、米店、戏楼、民居、牌坊等，观众可在街巷中穿梭游览。该展厅注重观众的穿越式情景体验，运用科技手

段模拟昼夜变幻的真实场景氛围，从建筑形式、装饰元素、游戏互动到店铺商品均蕴含时代特征，观众可在茶馆喝大碗茶、听

相声和评书。中运博为观众营造沉浸式氛围，展厅中隐现有地域方言特色的叫卖声，观众可买到大运河沿线的特色非遗小吃和

工艺品，如点心、酱菜、剪纸、风筝、荷包、布鞋等，而对于一些需现场加工的特色美食，则可以通过购买“交子”样式的卡

券到公众餐厅兑换品尝，以增加餐饮的趣味性。 

“世界运河与运河城市”展览根据大运河的开凿时间及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意义，甄选了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 15条

运河与 15座运河城市，阐述运河的发展历程以及运河给城市带来的美好生活。展品以与运河城市相关的“旅游记忆”物件为主，

向 15座运河城市的官方文化和旅游机构征集展品，同时面向社会征集 15条运河和 15座城市的旅游照片、视频、纪念品等物件

及相关的旅游故事。展览还向观众介绍世界运河城市，展示这些国家的代表性纪念品和旅游特色并传播推广旅游文化。展览所

提到的世界运河城市也将在临时展厅中分系列依次展示，通过文化阐释和旅游元素的融合，增加运河城市间的对话与交流，拓

展和深化公众对运河沿线城市互联互通、融合发展的认识。 

四、结语 

博物馆的展览体系体现了各展厅之间以及展厅与博物馆之间的逻辑关系，即博物馆的特色主要由展览组成。博物馆的文化

传播效益、定位与宗旨的实现以及观众的参观体验效果，均与展览体系架构直接相关。当下，文博事业蓬勃发展，但博物馆展

览体系架构或多或少存在以下现象：如建筑施工先于展览策划，展示空间不能很好地满足展览主题需求，展线规划不合理；各

展厅之间逻辑关系不成体系，无法很好地阐释和传播博物馆的主题、发挥博物馆的文化功能；展览策划较少从观众的视角以及

文旅融合的视角考量，博物馆的参观体验与综合服务跟不上时代需求。 

在国家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博物馆建设应以文化服务为根本，关注当下，重视观众，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对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期待。这要求博物馆在策划初期就要对其定位和宗旨进行全面性解读，深入挖掘博

物馆资源，多重视角、全方位地架构展览体系：从文化传播视角注重主题阐释的全面性和差异性，以及信息传播的层次性和可

达性；从观众体验视角打造多元参观体验，统筹规划展览体系、空间规划与展线设计的关系，让观众在充满舒适性和节奏感的

参观过程中拥有丰富而有趣的文化参观体验；从文旅融合视角创新尝试国家文化公园的综合休闲服务，虑及不同观众的参观需

求，为观众提供具有认同感、满足感的参观观体验以及休闲式和“一站式”的旅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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