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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空间 / ART SPACE

《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展》（下文统称青铜艺术展）是新国博开馆

推出的重要专题展览之一，其中的展品皆堪称稀世珍品。其中有被誉

为“中华第一鼎”的“后母戊鼎”，有商代最大的圆鼎“子龙鼎”，

有西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等共计103件。展览通过“夏商、西

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的青铜器在器型、纹饰、器物组合以及铭文书

法上的变化脉络来展现中国古代灿烂辉煌的青铜艺术的发展历程”。

作为展览的形式设计人员，以下将就展览空间布局的规划来简单阐述

此展览的设计特点。

一般来讲，任何博物馆展览都是是以展品本位为立足点，在展陈

道具形式作用下的空间形态。无论从博物馆展陈设计的本质与特征，

还是其设计范畴以及设计程序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空间”这个概

念是贯穿始终的。因此，博物馆展览本身就是一种空间艺术，是设计

者对空间组织利用的艺术创造活动，属于一种人为环境。因此，空间

规划就成为博物馆展览形式设计中的核心要素。设计心理学表明，不

同的空间形态和布局方式都会给观众以不同的视觉体验和心理感受。

在设计中，应当利用人的这一心理特性，根据相应的展览内容和思想

主题对展览的空间布局进行巧妙合理的规划，去创造一种“合理”

的，“美”的空间语言，从而更好的表达展览的思想主题诉求，同时

也使观众在文化品位与精神层面得到更高的享受。

从相关资料中了解到，《青铜艺术展》并非是全面介绍中国古代

青铜器的综合展览，而是以艺术展现为目的的精品艺术展。去掉了青

铜器制作工艺方面的相关内容，同时人为淡化历史信息，重点突出青

铜器的艺术性、观赏性和文化内涵。因此，空间语言的运用要与该展

览的内在特点、展陈目的相协调，并且有力地烘托主题。在对展览空

间的设计解读中，试图营造出一种文化背景的暗喻，从而使得青铜艺

术与文化相得益彰，互为表里。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此次展览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青铜艺术

展》与另外一个专题《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展》（下文统称为《佛造

像艺术展》）共处于新国家博物馆大楼三层的中央大厅内。并由贯穿

大厅南北出入口所形成的通道分割为东西两个面积相等的区域。西侧

为《青铜艺术展》，东侧为《佛造像艺术展》。整个中央展厅内部建

筑长度47米，宽度42米，高度6.5米，面积将近2000平方米。属于一

个规则的开阔且高大的方形建筑空间。

在展览前期的空间规划阶段，根据两个展览的内容，曾经构思

用隔断体将《青铜艺术展》与《佛造像》的展陈区域都围合成各自完

全封闭的空间，使其成为两个互不干扰的独立展厅。通过对展厅建筑

的实地考察后，发现这样的分割实际上使整个中央大厅形成三个封闭

式的狭长空间（《青铜艺术展》空间、《佛造像艺术展》空间、展厅

通道空间）。这种空间特点是密闭性强，可以形成不受外界干扰的独

立环境，但同时会给人一种视觉压迫感。特别是狭长性的还容易造成

空间张力不足。当然，创造何种形式的展陈空间必须要结合展品以及

展览的思想主题诉求来决定，简单说，就是要根据具体需求来设计，

只有“合适’的才是好的。那么，就两个展览中的重点展品来看，诸

如《青铜艺术展》中的后母戊鼎，子龙鼎，大盂鼎，还有《佛造像艺

术展》中的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彩绘木雕观音头像、彩雕贴金石

佛菩萨三尊像等一些文物都是外观硕大，体量十足，极具张力，它们

身上所蕴藏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是无可估量的。对于这些文物的

展示，就需要一个具有足够视觉张力的展陈空间作为载体。同时，在

一个更高的思想层面去解读展览，应该说《青铜艺术展》和《佛造像

艺术展》中的文物展品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与艺术的的最高成就，它

们不仅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象征，也是中华文明的一种象征，是一座

座不朽的历史丰碑。从这个角度去看，展览中所有的文物都已超越了

自身的含义。我们应该让两个展览中的“珍品”交相辉映，形成满目

琳琅之势。试想，人们身处在一个殿堂式的空间氛围之中，将这些象

征中华文明的“不朽杰作”尽收眼底，从中感受一份“震撼”，一份

“拥有”，一份“骄傲”，这将会是一种更大的心里触动。我想这也

是展览最深层的思想主题诉求。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如果采用最初封闭式的展陈空间分

割显然是不能达到设计意图的。从展陈空间的现有状况来看，中央大

厅的建筑特点是，方正、开阔、高大，这类空间形态会使人形成宏伟

庄严的感受，视觉张力较强，具有“殿堂式”的风格元素。这恰恰是

设计所需要的，因此，应当充分利用原有建筑结构中的有利因素。同

时，若要达到两个展览的“交相辉映”，展陈空间必然要具备一定程

度的开放性。但需要明确的是《青铜艺术展》与《佛造像艺术展》都

是独立的展览，只是共存于一个开放式的空间内。既要达到之前的设

计构想，又要做到两个展览有各自独立的展陈空间，这一点在空间规

划中是必须要考虑进去的。

具体的设计中，运用隔断造型对《青铜艺术展》和《佛造像艺

术展》的展区进行空间分割。隔断造型单体宽1.5米，高6.5米，直接

与展厅顶部相连。一共2行，每行数量为6个，对称置放。目的是明

确两个展览各自的展陈区域，为展标和前言提供置放区域。由于每块

隔断造型的间隔都达到了7米以上，因此不会对开放式产的展厅空间

产生很大影响，同时，这样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两个展览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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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博物馆展览本身就是一种空间艺术，空间规划是展览形式设计中的核心要素。设计心理学表明，不同的空间形态和布局方式都会给

观众以不同的视觉体验和心理感受。在设计中，应当利用人的这一心理特性，根据相应的展览内容和思想主题对展览的空间布局进行巧妙合理的

规划，去创造一种“合理”的，“美”的空间语言。

图1 《青铜艺术展》与《佛造像艺术展》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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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相互影响，以免造成整体光照混乱的效果。隔断造型上分别标注

了《青铜艺术展》与《佛造像艺术展》的主标题，矗立在展厅内，犹

如宫殿建筑中的巨大柱石，进一步强化了殿堂式展厅的概念。开放式

空间以及隔断造型的运用合理的利用了原有展厅建筑的特点，使《青

铜艺术展》与《佛造像艺术展》既独立又统一。这样的空间规划方式

让中央大厅内“国宝荟萃”，“青铜艺术”与“佛造像艺术”交相辉

映，置身于这样一个空间中，使观众深刻感受到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

带来的心灵震撼。

内容进行诠释。而相对于“动”来说，后母戊鼎、子龙鼎、大盂鼎则

是以“静”的方式出现，观众体味的是其瞬间永恒的文化韵味和艺术

美感。展厅自然形成了静态和动态两种展陈空间。这种“动静结合”

布局方式既清晰的阐述了青铜器历史发展的进程，又着重展现了青铜

器精彩绝伦艺术美感。纵观《青铜艺术展》的整体布局，采用的是中

轴分布，左右对称，递进包围的方式，展厅空间呈现出一种规整、均

衡的布局形态。这种布局强化了重点个体的展陈，但同时又注重了个

体展品间的联系，使展品在一种规范下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展现出

稳重和谐的视觉美感。

图2 开放式的展览空间

图3 隔断造型

图4 《青铜艺术展》展厅实景图

在《青铜艺术展》内部空间规划的设计上，采用了中轴布局，

左右对称的方式。根据空间美学法则中的理论，均衡对称的形态让人

产生视觉与心理上的完美，体验到稳定和谐庄重之感。而中轴对称是

要突出轴线上的视觉元素。这一点在古代宫殿建筑群中体现的最为突

出。中国古代宫殿建筑采取严格的中轴对称的布局方式：中轴线上的

建筑高大华丽，雄伟壮阔，轴线两侧的建筑相对低小简单。表现出皇

权至高无上和等级思想。而对于《青铜艺术展》而言，后母戊大方鼎

是商代晚期最高级别的重要礼器，是目前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不论

是其体量还是历史与艺术价值方面都是首屈一指的。同时由于其本身

承载的祭祀、纪念、礼制等功能，故后母戊大鼎的位置被选择在了展

厅南北中心轴线之上，在其左右距离相等的位置上分别置放了子龙鼎

和大盂鼎，前者是青铜时代最大的圆鼎，后者则是西周早期最为重要

的礼器，内有长篇铭文，具有意义非凡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时，将后

母戊大方鼎稍稍后移，与两侧圆鼎形成半月形格局。为了进一步强化

展陈效果，把后母戊鼎台座加高，使其基本达到仰视的角度。而两侧

的子龙鼎和大盂鼎台座则相对低矮。这样就从空间高度方面明确主次

关系，进一步强化了中轴线展品的展示效果。整体看来，后母戊大鼎

就如同一把宝座，环拥左右、鼎足而三，结构稳定，气态庄严。同

样，以后母戊鼎为中心，左右两侧还对称摆放了两组组独立文物展

柜。而最外围沿墙摆放的是一排楠木展柜，自南向北按历史时代顺时

针排列，展现了从商代晚期到战国晚期中国青铜器中的精品。独立文

物柜中的展品与沿墙柜中展品的时代相对应。这就从整体上空间上构

成了一个倒“U”字形的时间通道，沿着这个通道，观众可以从中感

受中国青铜时代最为辉煌发展的流程，这是用一种动态的方式对展览

在前文中提到《青铜艺术展》与《佛造像艺术展》共处于一个

开放式的展厅空间内，但是两个展览中的展品不论体量、造型、材质

以及展陈方式都各不相同，如处理不得当，会造成为了造成混乱无序

的视觉感。因此，在具体的设计上，除了采用隔断空间分割的方式来

避免照明光源的相互干扰以外，更重要的是在《佛造像艺术展》的整

体布局上同样是采用了中轴线对称呼应的方式，使《佛造像艺术展》

与《青铜艺术展》的空间布局大体相似。体量最大的展品彩雕观音菩

萨像位于轴线之上，并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通过展厅总平面图可以

看出，《青铜艺术展》中的后母戊鼎与《佛造像艺术展》中的彩雕观

音菩萨像这两个最重点的展品被一条东西向中轴线所贯穿，并遥相对

应，两个展览的展品都沿这条轴线左右对称展开，并且尽可能对方形

成一定的呼应，从而使所有展品的摆放排列形成一定的秩序。同时，

两个展览中的重点展品都采用裸展的方式，这也是为了追求一种视觉

上对称和平衡。整体看来，这种轴线对称的布局方式，不但在各自的

展览中体现出来，而且这条中轴线还作为连接两个展览的贯穿线，使

《青铜艺术展》与《佛造像艺术展》这两个独立的展览形成了分中有

合，合中有分的 “默契”状态。中轴线成为整体空间布局的核心线。

图5 《佛造像艺术展》展厅实景图

开放的展厅空间，轴线对称的布局，以上就是《中国古代青铜艺

术展》整体布局规划的设计分析，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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