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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性理论在展示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常静，廉喻哲，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 211100

摘要：叙事性理论诞生于20世纪的法国，它在展示设计领域的广泛应用和快速发展，引起了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并成为了研究

的热点。为了更好地提升叙事性理论在展示设计中的应用优势和价值，通过对叙事性理论与展示设计的相关理论进行对比，

分析两者在构成要素、行为过程及根本目的等方面的一致性特征，得出将叙事性理论应用于展示设计中的可行性结论。结合

具体案例，进一步探讨叙事性理论的叙事结构、叙事时空观、叙事思维、叙事手法等相关理论，对展示设计的空间形态构建、主

题表达、空间意境营造及受众情感体验等方面的重要影响，从而更加有效地发挥叙事性理论在展示设计中的应用价值。叙事

性理论作为表达目的和意图的一种重要方式，深受设计师们的喜爱，并已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创新途径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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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Narrative Theory in Displa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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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rrative theory was put forwar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France. In recent years, its extensive applicat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display design have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and become a hot topic of

research. To enhance the advantage and value of applying narrative theory in display design,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narrative

theory and display design in terms of constituent elements, behavioral processes and fundamental purposes was analyzed by

comparing their related theories and a conclusion that it was feasible to apply narrative theory to display design was made. By

combining with specific cases,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narrative structure, narrative space- time view, narrative thinking, and

narrative techniques of narrative theori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form, theme expression, spatial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the audience for display design was further explored to apply narrative theory in display design more

effectively. As an important way to express purpose and intention, narrative theory is popular to designers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novative approach and creativ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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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理论诞生于20世纪的法国，是一种涉及作品

的叙述结构及叙述性的理论[1]。早在20世纪60年代，

弗拉基米尔•普罗普就初步建立了叙事学的理论体

系。法国文学家罗兰•巴特进一步地发展了此体系，他

认为除文学作品外，叙事对象涉及的领域应该更为广

泛[2]。叙事性设计就是将叙事学概念作为一种表达方

式，并应用于艺术设计过程中的一种设计理念。近年

来，这种设计理念已逐渐成为设计学研究者所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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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在展示空间设计中，叙事性艺术思潮得到了充

分的发展。叙事性设计是通过叙事来传达展示空间主

题的一种设计语言形式，即以“说故事”的方式和思维

来阐述展览主题。这种语言形式的应用，不仅能够使

展示主题的意义得到更好地传达，而且能够使空间由

单纯的构筑物转化为积极主动的信息传递者。这提高

了受众的情感体验，受众不再是单向地接收信息，而是

与空间进行双向的互动交流。叙事性设计作为一种展

示空间设计艺术的新型表达方式，为设计师提供了新

的思路和理念。

一、叙事理论应用在展示设计中的可行性分析

所谓展示，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将一

个或多个物品进行展现、陈列，供人参观的活动。而展

示设计则是以招引、传达、沟通为主要机能，向受众进

行有目的、有计划的信息传递[3]。以一定的实物样本

或信息内容为基本要素，展示设计是通过一定的表现

手法及艺术形式，对展示空间的环境进行修饰和改造，

将展示内容以理想的方式传播给受众，以期与其进行

信息沟通，产生情感共鸣。展示空间是叙事性设计的

呈现载体，也是设计师将信息传递给受众的媒介。

展示设计是一种空间艺术，而叙事理论则是一种

表达方式。叙事理论之所以能够被应用在展示设计

中，是因为这两者在本质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一）构成要素的一致性

展示设计不是一个简单的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

而是融合了二维平面、三维空间、四维时空等设计因素

的整合设计，它能使信息及其特定的时空关系得到更

好的规划和实施。好的展示设计不仅是传递信息，更

是通过空间氛围，使受众对信息有更深层次的理解[4]。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发现展示设计永远离不开三个

基本要素，即设计师、展示载体、受众。这正与构成叙

事性理论的三要素——叙事者、媒介、接收者，一一对

应。这里所说的叙事者，就是意图“说故事”的人，是叙

事的发起者。在展示的过程中，设计师就是叙事者，即

是试图传达信息的人，把故事传达给受众。设计师也

是整个展示行为的筹划者，试图通过展示载体向参观

者传达信息。受众在整个叙述过程中是叙事者叙述的

目标，通俗的讲，就是“听故事的人”，即“故事内容”的

接收者。而在叙事信息的传递过程中，需要媒介的参

与，所谓“叙事媒介”就是信息的载体，它可以通过不同

形式将所要表达内容表达出来，如文字、图像等。与之

类似，展示过程也需要展示载体的参与，这里的展示载

体就相当于叙事过程中的叙事媒介，同样是信息的载

体。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展示设计的构成要素与

叙事过程的三个要素相对应。这种构成要素的一致

性，为叙事理论在展示设计中的应用提供了可能。

（二）行为过程的一致性

叙事并不仅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叙事者通过

媒介向接收者传递信息，同时，接收者对信息进行自我

理解和加工的过程。叙事者和接收者都是叙事行为的

参与者。传统的叙事行为仅由叙事者构建，接收者只

是被动地接受信息。然而，如今的叙事行为是动态、双

向互动的行为。首先，叙事者对叙事行为形成自我理

解，进行信息传递。然后，接收者会根据自我意识的选

择，对信息进行解构和重构。最后，叙事者根据接收者

的反馈，对叙事行为进行调整，以此往复。同样，展示

也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展示行为过程就是指设计师通

过物品、图像、光影、声音等形式，构建一个展示空间，

并通过此空间来向受众传达信息，而受众在参观中根

据自己的理解，提取和接受信息。因此，展示的行为过

程是与为叙事的行为过程相对应的。

（三）根本目的的一致性

展示设计的根本目的是让受众在有限的时空内有

效地接受信息，感受到展示者的表达意图，进而获得优

质的参观体验[5]。简单来说，展示设计的核心问题就

是展示者如何进行有效的表达，将信息传递给受众。

著名的设计师罗伯特·麦克菲·布朗曾说过，表达概念

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讲述故事[6]。叙事性设计实质上就

是一种将文学理论中叙事学的概念原则通过实践实现

在现实载体上的表达行为。在展示空间设计中，设计

师通过对空间、主题、受众间逻辑关系的重新梳理，使

用文学中所涉及的类似的创作方法，将空间关系与叙

事结构相互映射。叙事过程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虽然

在展示中所包含的展品、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以及围绕

它们所构建的叙事空间均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主体，但

设计师对这些要素间关系的解析、重组则是一个主观

的过程。设计师通过各种设计技巧、科技手段，使得需

要表达的内容在原本杂乱无章的展品与空间要素中得

到了提炼，并将其有效地传递给了受众。

二、叙事理论在展示设计中应用的优势分析

展示设计，是指在既定的时间和空间环境中，运用

艺术设计语言，采用视觉传达手段，借助展具设施，通

过对空间的创造，将信息和内容展示在公众面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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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持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展示设计理论

与信息、网络、媒体、哲学等学科的交融发展，其理论外

沿取得了进一步的拓展。其中叙事理论对当代展示设

计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相对于传统的展示设计，应用

叙事理论在空间形态构建、展示主题表达、空间意境营

造和受众的情感体验丰富等多方面，为展示设计提供

了优势。一方面，叙事性设计使设计师能够将主观的

情感和对叙事主题的思考体现在客观的展品上和空间

中。空间环境是为具体所叙述的一件事物、一个人物，

或是一种精神服务的，服务的方式就是通过在空间中

构筑故事发展的一连串情节意向来渲染场景氛围，使

得这些信息通过物质空间，传递到受众的意识之中。

这既扩展了设计的边界，又使“展示”本身的主题得以

表达。另一方面，展示空间实质上成为了设计师和受

众之间信息传达的媒介，设计师通过营造的空间将受

众带入故事，展示的整个过程就好比在体验整个故

事。这就将原本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转变成在参观

过程中体验信息的主动者，从而对展示空间及展示主

题产生属于自己的理解和认同。设计师与受众之间的

互动交流升级了受众的情感体验，这正是叙事性空间

设计所追求的意义。

（一）空间形态的构建

叙事结构是叙事内容的一种逻辑框架。这种逻辑

框架是对叙事内容和顺序的梳理，以便读者能够更好

地理解[8]。传统的展示仅是将展示的物品直白地摆设

在空间中，这会造成空间形态的混乱。而将展示设计

纳入叙事结构的逻辑框架之中，有利于对展示空间的

事件、功能、属性进行有序的表达，构建出逻辑合理、信

息明确的空间形态。叙事结构的组织一般以顺序、插

叙、倒叙的方式呈现。

顺叙作为叙事中最常见的叙事结构，它的结构安

排是根据故事的发展脉络来进行编排的，大致分为开

始、进展、高潮和结束四个阶段[9]。在展示空间的叙事

结构设计中，顺序结构是受众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建

构性语言。最为常见的顺序结构是按照故事在时间线

上的情节发展来展开的。插叙是对故事情节发展过程

中出现的某一关键节点的详细解读。插叙结构的运用

能够使故事构建更有目的性，关键节点事件更为突出，

空间形态的节奏感更强，并且使受众更易抓住设计师

所要传达的重点信息。倒叙是将故事的结果预先呈

现，更有利于聚焦受众的关注点，引起他们的好奇心和

探索欲。例如广岛和平纪念馆（见图 1），它的展示设

计很好地运用了插叙的叙事结构来构建空间形态。设

计师以原子弹爆炸地为起点，构建并还原了事件的空

间，沿纪念馆又布置了悼念空间（和平火炬、慰灵碑

等）、意义形成空间（纪念陈列馆、和平会馆等）等多方

空间的建设[10]。其中有一座造型残缺的建筑遗骸（见

图2）最为突出，它用具有强烈反差的造型去打破叙事

框架中平和的节奏，对插叙的叙事结构的应用突出了

设计的主题，其目的是为了强调和平的珍贵。

（二）展示主题的表达

叙事时空观是指由时间和空间共同组成的叙事结

构，它包含了叙事相关阶段的事件和历史环境中的场

所，针对该事件和场所的过去、现在、将来，进行集体再

现。主题一般来说是蕴含在文艺作品或社会活动中的

中心主旨。在叙事性的时空观中，主题中包含的情节

或故事的再现涉及到设计师的经验，这种经验源自于

设计师对故事的解读，也是其创作灵感的来源。明确

的主题有助于设计师传达信息，使受众对故事情节具

有整体的把握。

在叙事性空间设计中，主题涉及到历史或事件的

再现，这是展示空间的核心与灵魂。设计师围绕主题

设置空间中所有的时间节点，重现事件的历史情境，营

造出合适的空间氛围，利用受众的视觉、听觉、触觉等

图1 广岛和平纪念馆 图2 建筑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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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及心理感受，向其传达设计师对展示内容的思考

和理解。主题是叙事空间的信息传达主体，运用叙事

时空观来表现展示空间主题，将事件的前因后果展呈

现在历史的时间轴中，使故事主题贯穿整条脉络，从而

使故事情节的表现更加明确，更能与受众产生共鸣。

将叙事时空观理论融于展示设计，一方面需要设计师

基于历史场景对故事的发展脉络进行准确的解读和情

景的再现；另一方面还需要对受众有准确的定位和合

理的认知，从受众的体验和感受的角度来考虑，将信息

有效地传递给受众，以达到吸引受众注意和实现有效

信息传递的目的。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设计很好地运用了

叙事时空观来进行对展示主题的表达。设计师将大屠

杀的整个历史时间轴贯穿于展示空间中，从事件发生

之前的形势、事件发生时的情景、事件结束的情况到对

未来的展望，连续表达了“战争”、“杀戮”、“和平”三个

空间主题，并将其串联成完整的空间叙事，传递给受众

“承载悲愤、祈求和平”的展示主题[11]。“战争”空间主题

见图3。“杀戮”空间主题见图4。“和平”空间主题见图5。

（三）展示空间的意境营造

展示空间的意境是人们的主观意识感受与客观存

在的事物的复合体。简单来说，就是空间给人们带来归

属感、认同感，能够唤起人们的记忆，引起人们的共鸣。

叙事性设计能赋予有形的空间一种强烈的意象特性，

从而为受众提供强烈的方向感和认同感。这种意象特

性就是通过空间中展品与景观对现实的重塑，以及受

众在空间中对历史或事件的回顾而产生的情感共鸣。

展示空间的空间意境是通过“设计”营造的，叙事

的思维设计方式丰富了这种“设计”的形式，通过对展

示空间中展品、参观路线、多媒体设备等的设计规划，

将受众对背景故事的主观体验与客观空间相融合。以

叙事的思维方式来设计展示空间，需要根据故事发展

来引导空间组织。同时，受众也必须纳入“设计”考虑

的范畴，这样才能营造出主观与客体和谐共存的空间

意境。展示空间提供了场所与现实，当身处其中时，受

众能够与时间和故事产生联系。空间所营造的意境能

够让受众强烈地感受到设计师所要传达的信息，使他

们从旁观者的角度去体验叙述的故事。受众仿佛穿越

了时空，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去探索自己想要

的信息，去获得美好的互动体验。受众不仅可以到展

示空间中去接受信息，而且他们在展示空间的行为、状

态也能影响故事的发展和效果。在展示空间中运用叙

事性设计的思维，改变信息单向交流的问题，从受众的

角度出发，调动他们的主观性，促使他们主动去探索展

示主题。在让信息有效传播的同时，使受众也参与了

一次充满乐趣的探索，进而引起他们情感的共鸣。这

种受众对展示空间的体验过程就是对叙事思维方式的

认知过程。

德国柏林犹太人博物馆在进行空间设计时，正是

运用了叙事的思维方式，以展示空间作为叙事载体，重

现了犹太人遇难的悲惨境遇，使受众在参观过程中仿

佛回到了历史情境中，从而对其产生强烈的共鸣。当

受众站在博物馆入口处时，摆在眼前的是三道岔口，它

们分别体现了历史环境下犹太人的三种命运——死

亡、流亡和共存。当受众分别走向不同的道路时，将感

受到不同的环境所营造出的不同的空间意境。在寓意

“死亡”的参观路线上，受众需要推开一个沉重的金属

铁门，这象征着集中营的大门打开，随即进入无尽的黑

暗之中，这里的黑暗空间就是“大屠杀塔”的基层。在

20 m高的封闭、垂直的空间中，铁门的回声充斥着四

周，空间内唯一的光线是由顶部裂缝透出的，这些使受

众无不感受到大屠杀受害者临终前的绝望与无助。当

受众仰望上空，寻找更多光源时，看到的却是两边越来

越逼近的墙壁，感受到的是越来越压抑的空间。设计

师借助这种叙述方式，营造出无助和绝望的空间意境，

使受众在这种氛围中，感受到犹太民族在战乱中所受

的苦难。参观路线见图6，顶部裂缝图7。

（四）丰富受众的情感体验

在叙事性展示设计中，将受众引入“故事”是丰富

其情感体验的主要手段，为了更好地将受众引入“故

图3 “战争”空间主题 图4 “杀戮”空间主题 图5 “和平”空间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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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则需要设计师使用合适的叙事手法。随着科学技

术的不断进步，叙事理论的不断发展，叙事手法得到

了极大的丰富。近年，新媒体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

叙事手法，在展示空间设计上的应用越来越频繁。

新媒体技术强调受众与展示空间的互动，并且能促

使受众对展示空间及展示主题信息产生新鲜感和浓

厚兴趣。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使受众更加注重在展示

空间中的主动体验，这就需要空间与受众以合作的方

式，在展示的过程中进行互动。设计师通常需要顾及

受众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感官体验，将受众带入

故事，使其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西雅图音乐体验博物

馆的设计就利用了新媒体技术，并设置了许多休闲娱

乐的互动项目，例如可以点歌的个人电脑装置，受众可

以带上专业的耳机在上面寻找自己喜欢的歌曲。另

外，博物馆中还开设了特定的隔音区域，专供受众体验

各种乐器，比如架子鼓、电子琴、萨克斯等。如果 有一

定的音乐基础，甚至可以在这里登台表演和录制个人

唱片。在与这些项目互动的过程中，受众会自发地对

音乐产生好感或兴趣，进而促使他们主动对摇滚乐历

史进行了解。这也是一种增添情感体验的方式。西雅

图音乐体验博物馆见图8。

三、结语

在展示空间中引入“叙事性”的设计思维方式，不

仅是可行的，而且为展示空间的信息传递提供了新的

手法。这种方式有利于提升展示设计的实际功效，增

强设计师与受众之间的交流沟通，提高他们共同参与

的积极性。展示空间在叙事性的表达下所营造出的氛

围也为受众提供了所需的情感体验，使其服务于社会

大众。叙事理论的应用，更对当代展示设计的理论研

究和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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