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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视角下的展览展示设计中的文化表达

郭温溪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摘要：在广阔的公共艺术领域中，展览展示设计不仅仅是一种空间和视觉的艺术，同时也是一

种文化和情感的传达。其以独特的视觉语言，富有创意的设计手法，把深厚的文化底蕴融于每一

件作品中，使观者在领略艺术之美的同时，更能深切地感受到文化的魅力。从公共艺术的角度来

看，展览展示设计正在逐渐成为联系过去和未来、传统和现代的桥梁，为城市文化的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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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共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展览展示

设计，其文化表达不仅体现在作品的选择和表

现上，而且体现在设计过程的各个环节。设计

师需要对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有深刻地

认识，在空间的安排、色彩的使用和光影的运

用中，充分体现出文化的精华[1]。这既是对传

统艺术的一种致敬，也是对当代文化创新的一

种探索和实践。

1 公共艺术的定义和基本特征

作为当代文化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艺术以其独特的魅力，超越了传统的艺术

形式，深入到社会的肌理之中，与大众生活密

切相关。公共艺术所具有的“公共性”、“互

动性”、“开放性”三大特性，构成了丰富多

元的文化内涵[2]。

1.1 公共性

公共艺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公共性，

意味着艺术品不能再被限制在美术馆、博物馆

等密闭空间里，而应该从艺术“象牙塔”中走

出来，走进公共空间，融入城市环境中去。公

共艺术作品多设在广场，公园，街道，社区，

甚至是网络平台上，对所有人开放，不分年龄，

不分性别，不分职业，不分文化。如此广泛的

可及性，使公众艺术成为沟通不同社区，增进

文化交流和了解的桥梁。

1.2 互动性

互动性是公共艺术有别于其他艺术的一

个重要特征，鼓励观者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信

息，更要积极地投入艺术经验中去，与艺术品

进行直接的对话与互动。这种参与可以是身体

上的接触，操作上的，情感上的共鸣，思维上

的灵感。公共艺术在交流中，既可以传达艺术

家的创意，又可以激发大众的创造力和想象

力，形成社会共识。

1.3 开放性

开放性表现为公共艺术在主题、形式、材

质和诠释方式等方面的多样性。它并不局限于

某一种特定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从雕塑到

壁画，从装置到光影表演，再到数字艺术，公

共艺术呈现出多元化和创新性[3]。同时它也鼓

励多元的阐释视角，不同的作品会因观者的主

观体验而呈现不同的意义，这种开放的阐释空

间使得公共艺术成为一种不断产生意义和启

发思维的文化场域。

2 展览展示设计中文化表达的意义

2.1 强化主题内涵，提升展览深度

在展览展示设计中，文化表现是增强主题

内涵，加深展示深度的重要途径。在展示空间

中融入特定的文化元素，可以更深入地揭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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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主题，让参观者在参观的过程中感受到浓厚

的文化氛围[4]。例如历史题材的展馆，可通过

复原古建筑风貌，展示传统手工制品进行文化

表达，这不但可以使观众对历史背景有更直观

地认识，同时也能唤起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尊

重。这样的文化表现形式，让展览不再只停留

于表面，而更能引起观者的深思。

2.2 增强观展体验，促进情感共鸣

在展览展示设计过程中，文化表达也起到

了提升参观者体验和情感共鸣的作用。每一个

地区、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

与故事，如果能将这些元素巧妙地融入展览之

中，就能创造出一种既亲切又亲切的参观气

氛。在参观过程中，观众会不知不觉地被这些

文化符号所吸引，并与之产生强烈的情感共

鸣。例如在民俗展览中，将节日庆典、传统风

俗等情景再现出来，可使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

的感觉，加深对展览内容的理解与记忆。

2.3 传承与弘扬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在展示设计中进行文化表达，是继承和发

扬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一种有效方式。随着

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文化多样性与独特性

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展览这个平台，设计师

能够直观而生动地向大众展示当地的、民族

的，甚至是世界的文化，从而促进文化的交流

和传播。这样既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

承，又可以激发人民的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

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尊重文化、热爱文化的良好

风气。

3 公共艺术视角下展览展示设计中文

化表达的策略

3.1 地域文化符号的提炼与创新

在公共艺术视角下，展览展示设计不仅仅

是一种视觉艺术，同时也是一种对地域文化进

行深度挖掘和创造性展示的艺术形式。作为联

系古今的纽带，区域文化符号承载着丰富的历

史信息和独特的文化内涵。设计者需要全面梳

理目标地区的历史、民俗、艺术、宗教等各个

方面，并从中选出有代表性、识别性的元素。

这些元素可以是传统的样式，颜色，建筑样式，

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民俗。在提炼过程

中，应注意符号的纯粹性和典型性，保证所选

取的符号能准确地表达出区域文化的核心特

色[5]。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对提取出来的区

域文化符号进行创造性地转换，以满足现代化

展示的需要。比如选择具有地域特征的剪纸图

案，如寓意吉祥的莲花、麦穗等，通过激光切

割技术，准确地将图案雕刻到亚克力、有机玻

璃等透明或半透明材质上。在此基础上，将切

割件按一定的顺序进行层叠排列，在灯光的照

射下，便构成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立体剪纸

艺术装置。这种设计既保留了传统剪纸艺术的

精华，又在现代科技的运用下焕发出新的活

力。同时地域文化符号的创新也表现为与当代

艺术形式的融合，例如把传统戏曲脸谱元素和

数码技术结合起来，创造出动态多变的数字化

脸谱墙。设计人员可先将戏曲脸谱数字化，并

提取其关键特征，如颜色、线条等。然后通过

计算机编程，将色彩渐变、线条流动等特征以

动态的方式呈现在数码屏幕上。观众可藉由触

摸荧幕或活动肢体，与数字化脸谱互动，体验

传统戏曲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

3.2 空间叙事与文化情境营造

展览展示设计不只是物品的展示，还包含

着空间叙述和文化语境的建构。设计师通过巧

妙的空间安排、场景营造、氛围营造等手段，

将参观者带入特定的文化情境中，让参观者不

知不觉地沉浸在展览所传递的故事和情绪中。

这就要求设计者具有较强的叙述意识与组织

空间的能力，叙事意识能让设计者像剧本作者

一样，构思出整个展览的故事主线和情节发

展；同时空间的组织能力也能让设计者在展览

空间内合理安排这条故事线，形成连贯的叙述

流程
[6]
。而文化情境的营造则要求设计者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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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文化有深刻地认识，并熟练地掌握其营造技

巧。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通过营造主题情景

营造文化氛围，如为表现某一地区的农业文

化，设计者可建立模拟农田的情景，采用真实

作物（如水稻、小麦等）与农具（如犁、耙的

复制品）布置，并配以土色墙面及地面装饰，

来模拟乡间情景。为营造氛围，也可播放田野

间的虫鸣鸟叫等自然之声，或者展示农人劳作

的雕塑或影像。这种情景构造，既能使观众对

农耕文化的物质层面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又能

在气氛的营造中，体会到农耕文化的精神内

涵，以及农民与土地的深厚感情。此外，虚拟

现实技术不仅能营造出真实的场景，还能创造

出一种文化氛围。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设计人

员可以在虚拟环境中创造出古代村落或古城

的场景，通过虚拟现实设备，观众可在虚拟的

世界里漫步，领略古镇的各个角落，领略古镇

独特的建筑风貌、生活风俗及人文氛围。这种

身临其境的体验，不但大大拓展了展览的展示

空间，也让参观者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氛围

中，获得更为深刻、独特的文化体验。

3.3 公众参与式设计与文化互动

公众参与式设计作为一种新型的展示形

式，强调受众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在与文

化的互动中加深对文化的理解与认同。这样的

设计理念，既增加了展览的趣味性、参与性，

又起到了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作用。公众参与设

计需要设计者具有开放性的设计思维，以人为

本的设计观念；开放式的设计思考，能让设计

师突破传统设计框架，接受并融合来自观众的

不同意见与建议；“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让设计师始终把观众的需要与经验放在第一

位，以保证设计符合观众的期望与偏好。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藉由设置互动装

置，促进市民参与与文化互动。比如，以传统

书法为基础，设计出一种互动式的装置，该设

备是一块大触摸屏，可在显示屏上显示不同字

体的笔划与结构。观众只需轻触屏幕，便可选

择所需文字及文字，并将其“书写”于银幕之

上。该装置能实时地识别观者的书写行为，并

将其转换成行云流水般的笔法，呈现在荧幕

上。同时该装置也能针对读者所书写的内容与

风格，给予适当的评估与建议。这种互动装置

既能让观众感受书法艺术的魅力，又能在互动

中加深对书法文化的认识与认同。除互动装置

外，研讨会及体验活动亦为市民参与及文化交

流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设计师可根据展览主题

组织一系列手工作品，如陶艺，剪纸，传统绘

画等等。由专业艺术家或手工艺者带领观众进

行手工制作，让观众亲身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与精湛的技艺。另外也可以设置一些文化体验

活动，例如传统服装试穿、民俗游戏体验等，

使观众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对传统文化有更

深层次的认识与体验。

3.4 多元媒介融合的文化呈现

随着科技的进步，展览展示设计呈现出愈

来愈多元化的趋势。多元媒介的综合利用，既

丰富了展览的展示形式，又拓宽了文化传播的

渠道，让文化更立体、更全面地呈现在观众面

前。多元媒介融合对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要求其具备跨媒体设计能力和整合思维。

跨媒体设计能力培养设计师对各种媒体的特

征与表达方式，如数字媒体、物理媒体、声音

媒体等；整合思维可以让设计师把各种媒体融

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多层次的展示系统。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采用数字媒介与实

体媒介相结合的方式来展现文化。如古代建筑

文化展，设计者可运用数字投影技术，将建筑

历史演变的全过程投影到实物模型上。在这一

过程中，可制作一座精美的古建筑物模型，比

如庙宇，宫殿等，之后采用数字投影技术，将

建筑物的历史、风格和建造技术等信息通过动

态图像的方式投影到模型上。观众在参观模型

的过程中，可了解到建筑的丰富内涵及其背后

的故事。这种展示形式既增加了视觉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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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使参观者在领略建筑之美的同时，获得更深

层次的文化底蕴。除了数字媒介与实体媒介的

结合之外，还可以通过声音媒介进行文化表

达，设计者可根据展览主题，设计出一系列的

音乐或音效作品，如传统乐器演奏，大自然的

声音，历史事件的模拟音响效果等等。这些音

乐作品可在特定区域或特定场景中进行表演，

使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

3.5 文化传承与当代对话的结合

文化传承与当代对话相结合，是展览展示

设计的重要内容。文化遗产是展示艺术的基

石，保证了文化的传承与稳定；当代对话是展

览生命力的源泉，它使文化在传承中得到创新

与发展。文化传承需要设计师深刻理解并尊重

传统文化，准确把握其核心价值与精神内涵；

“当代对话”要求设计师具有开阔的思维，具

有前瞻的眼光，对当代社会热点、潮流有敏锐

的把握，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之中。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采取对比展示的方

式，推动文化传承和现代对话相结合。如传统

服装文化展，设计者可设置对比展区，将传统

服装与现代服装并列陈列，传统服装方面，可

选用汉服、唐装、旗袍等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服

装；现代服装方面，可选用现代服装设计师所

设计的与传统元素相结合的现代服装。透过对

比陈列，观众能更直观地感受到传统服装与现

代服装的不同点与相似之处，感受到现代社会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除对比展示之外，

跨界合作也是推动文化传承和当代对话的一

种有效方式。设计师可通过与当代艺术家、设

计师、技术人员等的跨界合作，探索当代社会

对传统文化的新表达与应用。比如可以和当代

艺术家一起创作一系列关于传统文化的作品，

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产品设计中；或者通过与

科技专家的合作，使用新的科技手段来展示和

传播传统文化。这种跨领域的合作，不但拓宽

了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与应用领域，而且也为

现代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创造力。

结束语

公共艺术视角下展览展示设计的文化表

达，既能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又能提高市民的

文化素养，起到促进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作用。

未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及数位科技的普

及，展览展示设计会更多地关注跨文化的交

流，透过创新的艺术形式与技术，展现多元文

化特有的魅力，促进文化的共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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