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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示 设 计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物质水平的提高，展示活动以其强烈的直观性、参与性，已经在当今

社会、信息、商业、现代媒体等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特别是商业性的展览会、贸易会和博览

会，它不仅丰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还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展示设计作为一门综合型的专业实践类课程，其涉及的专业知识较为复杂，需要在设计中综合

运用空间布局、结构设计、色彩搭配、版面与比例、灯光照明、材料工艺等多方面的专业设计知识。

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作者根据展示设计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图文并茂，

系统地讲述了展示设计的基本理论，以清晰的脉络、详实的文字、丰富的图例介绍了展示设计的教

学内容，集中展示了最新、最有特点的设计作品，能够有针对性地帮助阅读者理解、领悟，较好地

开拓初学者的视野，增加其知识的积累。

本书不仅可作为高职高专与本科院校教材（适用于展示设计、室内设计、环境艺术以及建筑装

饰等设计专业），也可作为设计工作人员学习、培训参考用书。 

本书由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李琼、陈卉丽，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田志涌任主编，由包头轻

工职业技术学院杨敏、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王雅婷、山东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孔超、吉林艺术

学院李中闯、湖南城市学院孙红权、皖西学院秦厚威任副主编，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詹松、湘南

学院蒋钟东、西昌学院徐加茂、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黄月、商丘学院来娜和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

院周倩参编，同时本书的编写得到了河北美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由于编者学术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很多不足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以求本书更完善。本书参考并借鉴了不少国内外相关方面的书籍。书中有很多优秀案例因联系不便

未能与作者及时联系，在此深表歉意和感激。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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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设计概论

展 示 设 计

ZHANSHI SHEJI

课题概述 :

    本章主要介绍展示设计的基本以及相关概念、发展的历

史进程、应用领域和在现实中的意义。

教学目标 :

    通过学习，了解什么是展示设计，为什么需要展示设计，

进而了解分析其发展进程和社会作用，使学生在现实运用中

更深刻地理解理论基础。

章节重点 :

    了解展示设计的概念，并熟悉展示设计的发展进程和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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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展示设计概述

展示是一种人类综合性交流信息的方式。以高效、快捷地传达信息为目的，在一定的空间或地

域内，通过一系列诸如空间处理、气氛营造、道具设计、灯光设计、色彩处理等手法，并动用一切

可能的媒体技术，创造最适合于信息传播与接受的人为环境。设计是把一种计划、规划、设想通过

视觉的形式传达出来的活动过程，如图 1-1 和图 1-2 所示。

一、展示设计的概念

展示设计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伴随着

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其根

本就是集中地体现作品的内容，并考虑这些作

品的排序，让观众理解所展示的各个物品之间

的关系，使展出物品和参观环境相辅相成。越

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展示设计是表达创意的一

种非常有效的方式。时至今日，展示设计和其

他的艺术运动也相互交迭，如环境艺术、行为

艺术和装置艺术，它和室内环境设计、图形设

计、灯光设计等领域关系密切，而且随着高科

技的日新月异，在设计的过程中也越来越多地

使用影像、时尚、广告和新的多媒体手段来呈

现，如图 1-3 所示。

展示设计依赖一种直觉：从某种意义上说，

每个人的家都是一个展示，人们通过展示物品，

来告知自己和他人“什么是自己的生活和需

求”。人们天生是公共展示的能手：私人物品的

安排、个人的着装以及姿态，都在持续地宣告

着自己的生活品位、生活态度甚至人生的价值

观。我们可以称之为私人的展示设计，而与之

相对的公共的展示设计则更多地倾向于综合性

的信息交流以及产品和形象的推介，如图 1-4 

所示。

任何一个展示的中心概念都是以实现传

播为目的，而设计师的重点就是要让传播的信

息发出声音。通过设计一个清晰的空间关系秩

序，进而有效地达到表达作品内容并解析其想

要传递的内涵。展示设计师要安排参观的流线

图 1-2   上海玻璃博物馆

图 1-1   日本 CONDE HOUSE 家具店

图 1-3   美国移动影像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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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以便参观者更好地探索和理解展示空间

中所想要表达的所有含义。通过展示设计，展

品在全新的背景中将被再一次地解析、诠释。

被展示物品和所呈现空间之间的对话，决定了

展品之间信息传递的性质。康斯坦丁·布朗库

西（Constantin Brancusi）曾对相近的问题进

行过深入地思考，即作品和工作空间之间的内

在关系。他意识到“呈现艺术作品的环境不同，

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个理论在后来的艺术以

及设计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图 1-5

和图 1-6 所示。

二、展示设计的应用领域

在传统意义上，展示被分为文化展示和商

业展示，既可以是长期展示也可以是短期展示。

无论是艺术展览馆还是科学博物馆，展示的应

用范围都可包括来宾中心、潮流展示、品牌体

验、发布会以及各种博物馆大厅。各种展示类

型之间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技巧和概念

正在所有展示和陈列类型中有规则地转移。

在现代社会中，展示设计的应用领域则非

常广泛，包括各种商业性质和非商业性质的展

示展览，如商业性质的商品陈列、展销会、交

易会、博览会等。非商业性质的公益宣传、艺

术品以及图书馆展览等。一般来说，就其按社

会性的领域分类，有政治、军事、经济、科学、

技术、文化、艺术、教育等各个领域。

1. 政治和军事

通常情况下，政治和军事类的展示都是在

国际范围内进行的，其往往有一定的政治和历

史因素，并具有世界性的领先科技和综合性社

会文化，如图 1-7。

2. 经济和技术

在经济和技术领域，主要是以商业性质的

展示展览为主，并且其在整个展示设计中占有

首要的位置。每年世界各地的商家通过不同的

展览会和展销会，推出各自的代表产品，同时

在宣传产品的时候也推销本身企业的形象和展

图 1-4   梁志天家居设计

 图 1-6   德国 Suppakids 运动鞋店

图 1-5   耐克空军一号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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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实力。经济产品又与技术密不可分，所以通常

在经济为主的展会中相应地包含大量新技术的展

示。例如每年一度 IAA 法兰克福车展，其在展

示新的车型的同时也会发布相关的新型技术，如

图 1-8 所示。

3. 科学和艺术

科学和艺术的展示多以非商业性质为主，其

中科学的展会多以教育和传播信息为主要目的。

艺术展会则着重宣传艺术家和设计师本人及其艺

术或者设计理念，如图 1-9 和图 1-10 所示。

4. 教育和文化

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展会和科学艺术展会有着相同的作用和意义，只是其更侧重于宣传的新作用。

其展示的方向性与其他商业性的展示有着根本的区别，那就是教育和文化的展示内容是根据展示的

目的来定义的。而其他应用领域的展示是根据其要展示的对象来决定的，如图 1-11 所示。

图 1-7   北京警察博物馆 图 1-8    2011 年 IAA 法兰克福车展

图 1-11   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与时间对话展

图 1-9   德国 CULTURE 分子展厅 图 1-10   Marcel Wanders 作品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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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展示设计的进程

一、展示设计的历史

展示设计作为一门综合艺术设计，设计的主体是各种类型的展品，其包含的内容也可以分为现

实型的或者概念型的。但它根本的作用其实是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折射出当代的科学技术水平、

观念意识、审美情趣和意识形态等。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城市中展馆的多少，陈列水平的好坏来推

断城市的发展状况，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也完全可以通过展示的形式反映出来。纵观展示设计

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展示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从 1851 年英国伦敦海德公园的第一届世界博

览会开始，贯穿 19 世纪，世界性的博览会大都集中在英国、法国两个国家，因为工业革命从这里

开始；20 世纪初，博览会集中在美国，20 世纪中期转向日本，而 21 世纪开始不久，随着上海在

2010 年承办了世博会，展览的中心也开始慢慢地向新兴的亚洲地区偏移。纵观人类历史从古老的

货币集市模式到今天的大众资讯传播模式，展会作为展示设计的主要承载体已经经历了 150 余年的

发展历程。

追古溯源，人类由于图腾崇拜和进行宗教活动，进而在岩石和树木上绘刻图像等活动开始，由

此产生的场所就是当时人类的社会活动的综合场所，也可以视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展示空间，它们

展示的是当时人类对生活的一种记录和对未知的一种崇拜及幻想。在中国定期举办的庙会成为了当

时文化和经济活动最重要的空间场所。然而这个阶段的展示只是满足于人们对贸易的需求以及对信

仰和文化的个人向往，并没有形成以广泛宣传和促进销售为目的的展示空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的飞速发展带来商业活动的进一步繁荣后，真正的商品展示艺术才开始踏上人类社会这个综合

性舞台，而其发挥的作用和意义也逐渐地随着相应展示设计的出现而日益重要。

二、展示设计的发展和进步

历史上最早的展示方法是从博物馆领域开始发展衍生的。例如大英博物馆或者卢浮宫中许多巨

大的油画需要“吊起”并向下倾斜，以此使画面水平地面向观众。这是由当时欧洲的人文和经济背

景所决定的。这些早期的博物馆所遗留下的传统，促成了三种重要展示类别的流行：壁橱展厅、纵

向推进的走廊和按年代排列的展厅。其中，壁橱的展示方式至今仍在使用，并在展示领域占有重要

地位。这种将展品放置在观众不能触及位置的壁橱式展示手法反映了一种因传统的好奇心而建立起

来的展示方式。而它在之后也成为了早期的百货公司陈列新产品所采用的展示类型。纵向推进的空

间格局是由早期的建筑类型衍生而来，纵向推进使各个展厅之间形成一个清晰的进程，使相关的展

厅构成一个视觉链，使每个展厅和整个建筑内部产生空间上的对话。最后出现的是按年代排列的展

厅。这种展厅是各种成分的集合体（如油画、建筑格局和家居），由一套来自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

物品构成。随着柏林的凯萨·弗里德里希（Kaiser Friedrich）博物馆（1904 年，现在的博德博物

馆）的威廉·博德（Wilheim Bode）用这种方式进行改革，19 世纪终于出现了这种替代主流分类

方式的展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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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期，抽象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美学观。它对当时乃至于以后的

展示设计及空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成为了展示设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现代主

义展示空间，其宗旨是创造一个“与作品产生共鸣”而不仅仅是按目录罗列作品的地方。展示环境

的自我管理的特征和占支配地位的极简主义细节随后决定了许多当代装置试验，创作了一种审美概

念，产生了一个“寻求超越时空特质”的地方。最终的意义在于通过这种“语言”的公共性传达了

一个共享的场所：艺术转化为货物，而消费产品则在展示中具有了珍贵艺术品一样的吸引力。

随着时代的转移，技术的迅猛发展，展示设计的内在规律以及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多地被拓

宽，超越了传统的展示和影像设计的范围。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于不仅仅限制于单一媒体的展示和传

播，而且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由多种媒体以及技术的组合方式。数字科技和媒体影像，或者更大范围

的、专门的屏幕广泛地用于当代展览和零售场所，成为展示及公众联系的一种常见方式。让·努维

尔（Jean Nouvel）于 2001 年至 2002 年在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举行的一个装置作品中，我

们就能感受到一种新的效果，即主体空间沉在黑暗中，影像和放映就转换成房间的内部装潢，通过

控制灯光色彩、声音和移动图像进而创造一个模拟的、假象的空间。这是一种新的展示形式，使

原本沉默和固定的展示空间变得生动和有趣起来，并且更多地增加了人和展品、展品与展示空间以

及人和展示空间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这种影片式的陈列有助于吸引观众，并通过加入声音这个元素

创造出一个四维空间，使观众得到更好的一个体验效果，从而增加观众对整个展示设计特别是其展

品的反应和记忆。通过创造一个由艺术、时尚、影像、建筑和设计组合而成并形成更多相互联系的

意象世界，这种叙述性的展示方式开启一个新型的展示阶段。不同的空间形态、不同的展示方法以

及作品之间的对话场景的移动，对于形成丰富的作品体验至关重要。拉尔夫·阿佩尔巴姆（Ralph 

Appelbaum）曾这样描述：“展示设计的老式风格，就是将一系列黑色盒子摆放在庄严的大厅里，

盒子和盒子之间没有韵律，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联系。而我们试图控制观众的体验程序，我们在

展品之间设计了空间。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控制人们，而是说我们建构了一个强烈的线性体验，这种

空间设置讲述了一个清晰的故事，观众可以走入其中，并且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更加有深度地开拓展

示。”从古至今，作为展示空间主体的博物馆和展览馆一直是展示设计师发挥想象力和才华的殿堂。

面对日益发展的人文和经济社会、更具竞争性的休闲市场，展示空间和设计提出了新的原则，那就

是创造“体验”——一种真实的、多维的、触至心灵的体验。当大多数的展示空间都在采用源于商

业广告的、劝诱式的技巧时，这种让人耳目一新的展示手法令观众印象深刻。而传统的展示形象，

特别是博物馆和展览馆往往只是作为展品的存储器和摆设地，观众只是被动地参观和浏览展品，想

象一下在跟随着人流从一个展点走到下一个展点，在一种无聊而又匆忙的气氛中看完也许是让人激

动人心的新科技展品或者是美丽的艺术作品，所留下的印象也许只有“累”和“麻木”而已。正因

为如此，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展示设计随着参观者日渐提高的欣赏水平和要求正趋向于明确地将

注意力放在观众身上。从过去那种被动地驱使观众去观看和接受展品的方式，慢慢地转向更多的让

参观者能够参与进来或者享受整个展品的空间，在互动中潜移默化地使参观者接受展品并留下深刻

的印象。它的起点就是观众和品牌、产品、展品以及展示空间的三位一体的关系：无论是商业化的

展示空间，还是教育以及艺术性质以传播知识为目的的展示空间，个人的实时体验以及如何结合这

个元素是展示设计的核心主题。

随着展品的叙事情节的发展，体验设计并逐步构建展品或产品之外的背景，通过在情感上吸引

观众，并由此触发观众对这次参观体验的记忆。这个出现在 20 世纪末的新名词“记忆经济”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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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至将来的展示设计中占着举足轻重的位置。通过创造一个有着丰富记忆的体验以及至关重要的

实物放置特征的手法，使其特征中存在的立体图形、影像、声音、材料环境等整合成一个互动的、

多重感受的立体空间保留在参观者的记忆深处。以此为主要因素拉动参观者对展品的潜在共鸣。这

种特殊的经济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成功品牌设计背后的驱动力。

三、展示设计的范畴和现实意义

展示设计作为一种以信息收集、策划、传播和接收反馈为主要目的的设计活动，其拥有与广告

和视觉传达相同的重要元素和意义，只是前者是以三维空间为传播的基础，而后者以二维作为传播

的主要手段。展示设计的范畴涵盖了人类社会的绝大部分领域，从应用领域分类可分为政治、军事、

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教育等，而从其设计构成的范畴来说涵盖了平面设计、人体工程

学、建筑设计、影像技术以及声音设计等不同的技术领域，并且展示设计的各种表现手段和方法发

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条多元整合的设计链。

无论是商业化的展示还是公众性的展示，都对人类社会的进程和发展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和意

义。作为一种主体的信息传播方式，其肩负着深远的社会责任。不仅在传播产品的信息，推销展品，

还肩负着提高社会欣赏力和知识力的推动重任。就其具体的社会意义而言，它不仅在教育科研方面，

还在商业竞争与城市发展方面，特别是在文化传承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且重要的作用。

（一）教育科研方面

以博物馆、图书馆、剧院、科技馆以及记录

和展示知识文化、艺术展览为主体的展示空间，

给展览者和参观者提供了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

台，其不同的知识类型不仅能促进人类的多元化

交流，还可视为一定时期的人类文明史的纪录册。

对现在或者将来的人认识和研究关于教育思想与

科学实践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些具有

文化气息的展示场所，对当时的社会气氛也会起

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吸引更多的观众来开阔视野

和吸取新的知识信息，如图 1-12 所示。

（二）商业竞争和城市发展方面

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产物的展示，其

不仅是商业竞争的主要手段，也是促进其良性竞

争的关键因素。同时一个城市商业和贸易中心的

规模大小，反映着城市的富裕和繁荣程度。而商

业和贸易中心的空间展示的品质则反映了城市

的文化品位和生活品质。美丽而丰富多彩的展示

空间也把整个城市空间装点得五彩缤纷，如图

1-13 所示。

图 1-12   美国儿童艺术博物馆

图 1-13   意大利 Cdmper 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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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传承方面

各种文化性和教育性的展会和展馆反映着各个时段社会知识文化的水平，同时也是文化传播和

传承的载体。它一方面承载文化的印记，另一方面也传播给广大的参观者。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

有时候会建立一些纪念性的展示物，如贾谊故居、汶川地震遗址等。这些见证着历史和城市发展的

场所，既能够使后人不忘历史，又真实地传承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如图 1-14 所示。

  

图 1-14   北京警察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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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设计的分
类与设计流程

展 示 设 计

ZHANSHI SHEJI

课题概述：

    本章主要介绍展示设计的主要分类。随着商业领域的不

断发展，展示作为最常用、规模最庞大的宣传途径，其不同

的展品决定了展示空间的不同特色和风格，不同设计手段和

运用的材料也会产生不同的空间效果。通过本章的学习，认

识和了解常见的各种类型的展示空间以及展示设计的流程。

教学目标：

    通过学习展示设计的分类与设计流程，了解不同应用领

域的展示空间的特点和风格，学习和了解不同类型展品的特

性，掌握展示设计的流程，并根据其特性等最有效地发挥其

特色，以达到吸引观众、传递信息和加深记忆的作用。

章节重点：

    通过了解不同应用领域展示空间的特色和风格，学习如何

准确地把握展品的特质，进而学习不同展示空间的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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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展示设计的分类原则

展示设计在分类依据和标准上各有不同，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区分：

按展示的动机和功能分类可以分为观赏型展示（包括文物、珍宝、美术展）（见图 2-1）、教育

型展示（包括政治、历史、成就、宣传展）、推广型展示（包括各种科技成果展）、交易型展示（包

括各种展销会、交易会、洽谈会以及购物环境展示）等。

按展览规模分类有超大型（展区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上）（见图 2-2）、大型（600~1000 平

方米）、中型（100~600 平方米）、小型展览（100 平方米以下）或国际型、国家型、地方型展览。

 

 图 2-1   北京宋庄美术馆 图 2-2   上海世博会非洲联合馆

按展览时间分类可分为永久性展示（博物馆、美术馆、主题游乐园商业空间等公益展场或固定

的大型商业空间）（见图 2-3）、长期（定期举办的展示活动或长期开放的企业展示厅）、短期（在

较短的时间内进行的展示活动）、定期、不定期等。

按展示的形式类别分类有博览会、展览会、博物馆陈列、橱窗展示（见图 2-4）、购物环境展

示、观光景点展示、节庆礼仪展示等。

 

 图 2-3   中国电影博物馆 图 2-4   伦敦 HARRODS 百货橱窗设计

按展示环境分类可分为室内展示和室外展示设计两类。室内展示设计（见图 2-5）主要包括商

业空间的规划设计、商品陈列设计、专卖店设计、POP 广告设计、展柜展台设计、商业橱窗设计、餐

馆饭店室内设计、宾馆室内设计等。室外展示设计（见图 2-6）主要包括商业空间外观环境的规划设

计、商场店面外观设计、节庆和促销气氛的营造、指示标牌设计、店面形象设计以及户外广告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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