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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园会中国馆看当代
展览中的“科技+艺术”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技与艺术”主题讨论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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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科学和艺术，就没有人和人的生活。”

——列夫·托尔斯泰

张烈副教授主题报告现场

科学咖啡馆

2019年 7月 29日晚，由科技部

引进国外智力管理司，中国科学院

科学传播局、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

支持，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承办

的第40期科学咖啡馆活动在物理所

M楼咖啡厅举行。科技部引进国外

智力管理司邱成利处长主持活动。

科普活动邀请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信息艺术设计系、交互媒体研究

所所长张烈作为主讲人。张烈副教

授长期研究交互设计并担任2019年

北京世园会中国馆展览总设计师。

他以世园会中国馆为例，与大家分

享了有关新型展览策划设计的感悟。

科技进步推动博物馆设计的巨变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获取知

识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观众的

需求也随之提升。因此各类博物

馆、博览会等展示活动为了达到更

好的传播目的，需要创造出足够的

吸引力，赢得观众的注意力以获得

更好的社会效益。新的媒体科技使

得观众在观展过程中享受更强的视

觉、听觉等多方位的感官体验，例

如 3D、VR沉浸式等技术，已经成

为展览必不可少的工具。万物媒体

化所具有的超强感染力，相比较纯

静态表现形式，具有更高的吸引

力；这些科技手段还给予博物馆互

动性，赋予万物灵性，使之与我们

对话。互动体验是人类获得认知和

情感的基本途径。这些手段的采用

使得博物馆具有了更强的吸引力。

新的媒体科技具有很高的传播

性。认识学家告诉我们，人们的经

历、知识、思想大都是以故事的方

式组织的，所以很好的叙事性能够

提高展览的吸引力及持久性。好的展

览需要博物馆设计师和历史学家、

考古学家、传播学者等一同去发现

故事，策划展览，通过故事吸引人。

此外，展览的一个重要立场还

在于要注重观众视角，站在他们的

立场思考观众喜欢什么，能被什么

打动，怎样的表达方式更容易被乐

于接受、认知和学习。

总而言之，当今博物馆的设计

通过感官体验打动人、叙述故事吸

引人、传播体验感染人，进而

为观众科普知识、传播观念。

一个博物馆的设计，往往需要

文学、考古学、历史学、设计

艺术学、计算机学科、传播学

等多领域跨界融合。也只有这

样，才能做出特色，避免千馆

一面的尴尬局面。

科技+艺术=世园会中国馆

设计展览第一步，策划先

行：一个展览，需要一个很好的策

划；第二步是设法将空间与故事相

结合：展览是在空间当中的一种叙

事。我们在博物馆中使用各种媒体

手段以达到更好的体验效果，同时

这些东西要和空间、展品结合在一

起，展示出它的特点；展览策划需

要跨学科的讨论和思考，展览形式

设计需要设计师的创意转化。

以中国馆生态文化展为例。最

初，为了寻找中国园艺发展特征，

张烈团队集合考古学家、历史学

家、植物园及林业农业高校专家等

一同研究讨论，从中收集并甄选出

既具中国园艺明显特征又能吸引大

家注意力且有趣的题材。

这不同于博物馆，博物馆需要

将知识的体系做得完整深入，需要

观众有一定的时间仔细品阅。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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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嘉宾合影

世园会的场合下，观众没有足够的

时间，因此需要更加明显的特征体

现和空间氛围的营造。所以地下一

层生态文化展采用了类似戏剧的表

达方式——形成“六和九幕”的叙

事逻辑，以突出的特征和富有感染

力的空间氛围，综合表达中国的生

态传统和生态观念。

其中，第一幕“生生不息”采

用传统夯土工艺，墙体利用采集自

全国各地的“五色土”夯筑而成，

代表九州广袤大地。墙面嵌有发光

亚克力棒，组成中国古代星象图，

棒中放置种子代表生命。上观天象

俯察地理，是中国人对天地的感

悟，生命于之萌芽，形成中国人最

初最朴素的生态观念；第九幕“和

而共生”，展示当代中国在生态文明

建设的12个典型成就。利用三维技

术，使大家身临崇山峻岭，鸟瞰祖

国河山。观众于其间可感受以园艺

植物为载体所表达展示的生生不息

的理念和锦绣中华的意向。

地下生态展将中国人对天地人

和的信仰、对绿水青山的钟情作为

中国的生态观念描绘出来，并利用

山水造型和整体生态环境进行呼

应，然后到人居环境，再到花草园

艺，最后从中国到海外，暗示全球

共赢的理念。

在整个作品中，反映了生态人

文的思想，其中大量动与静、虚与

实、当代与传统相融合，用诗意的

中国语言表现人类自然和谐共生的

中国生态文化精神，展示绿水青山

与园艺精品，彰显当代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成果，展现文化自信和国家

形象。

被问及中国馆设计的难点时，

张烈副教授认为最大的难点是如何

将各领域专家讨论得出的数百个题

材布置于展区。对于多个学科碰撞

总结的庞大的知识体系，中国馆两

千平米的空间明显不足以充分表

达，如何综合提炼这些素材并转化

为有特色的展览策划方案，并形成

一个个可实施的展项，需要大量的

思考和创新。

科技艺术路漫漫

谈及交叉学科建设问题时，张

烈告知当今艺术与科学的发展和融

合，使得许多学校开始建设交叉学

科，例如清华美院“交互设计”交

叉学科专业招收来自艺术设计、计

算机、传播学不同领域的学生共同

培养。这种类型的学科将成为一个

大趋势并且越来越多。

中科院传播局科普处马强问及

作为艺术家需

要的想象力与

作为科学家需

要的想象力是

否有相同点。

张烈认为艺术

与科学是一块

硬币的两面，

都 需 要 想 象

力、创新和突

破，两者在这

个过程中也会

互相启发、互

相影响，最新的科技一定程度上代

表了社会整体的审美意识。

被问及展览接下来的发展方向

时，张烈预测未来的展览将走向市

场化。如今，文化和旅游融合的项

目中，博物馆已经成为了旅游的重

要环节。这将促进经济增长，带动

地方文化发展。很多人探讨怎么和

市场结合，怎么走向市场化。能够

吸引观众才是最重要的。

此外，随着技术的发展，还将

出现大量新的表达形式。利用不同

表达形式打造成功品牌非常困难。

内容相对稳定，但方式随着技术的

发展其手段也无穷无尽，如何围绕

内容打造观众喜欢的品牌，形成品

牌效应，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

方向。

科技日报记者陆越问到对虚

拟现实展馆的看法时，张烈副教

授回答：虚拟现实展馆与现实展

馆有很大不同，补签尚不太成熟，

难有成功案例。在虚拟环境下长时

间保持注意力是很难的，因为除了

视觉，身体其他部位也是获取信息

的重要渠道，物理空间的体验不可

放弃。对此活动主持人邱成利处长

表示赞同，并且指出如何合理利用

空间是展览设计的重点考虑因素

之一。

在嘉宾们的热烈讨论中，咖啡

馆活动接近尾声，科技与艺术是一

个深刻且经久不衰的话题。对于科

学与艺术融合的典型方向——展览

的设计，我国艺术在文化中不乏优

秀的素材与题材，我们如今更需要

的是熟悉这些题材又精通新技术的

人才，将科学与艺术结合，才能在

这一行业争夺世界领先的地位。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曹 筱 成 蒙 魏红祥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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