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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是功能分析和空间分析的综合

关 键

2016-01-13 首发于弘博网

本期弘博名家邀请到北京洛德国际文化发展公司总裁关键先生（博士，原自然博物馆研

究员，室主任， 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秘书长， 加拿大 LORD 文化资源资产管理公司中国总

裁），请他以丰富的自然博物馆、科技馆展览经验谈谈他对策展的思考。他介绍了自己做展

览的流程，从调查前的准备，到调查研究，再到基于此的功能分析和空间分析，以及力求通

过搭建社会资源众筹共享平台，寻求一种创新性的运作模式变革“自然中心”的理念。

弘博网（以下简称“弘”）：请您结合丰富的做自然博物馆展览的经验，谈谈您在策展

的思路？

关键（以下简称“关”）：作为一个策展人或者说一个策划人，需要具备一个很强的能

力——功能分析。展览需要综合功能分析和空间分析。

功能分析是什么？就是策展人想做的、通过文字在大纲上体现出来的东西，这是它的功

能——这个展览需要告诉大家什么东西，想让人知道什么。还有，我们要告诉观众 A，需

要解读 A。但是我们有自己的解读，通过展览是否能够让公众同样地理解 A 和对它的解读，

这是不一定的。因为策展人有他的专业、经验以及无法避免的片面性。所以一定要保证策展

人想说的内容能得到社会上的一些验证，让社会人理解它在说什么。就好比我要说眼镜，从

结构、演化历史来讲，我认为我说清楚了，那么观众是不是理解了这不一定。比如我要说眼

镜的历史，我就要把不同时期眼镜的样子都摆出来，进行强调，打上灯光，或者再做个场景

或者高科技，帮助人去理解你想说得。所以功能包括你想说的东西和你想如何表现成公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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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你想说的东西。这一点不得不说，有些博物馆做得好，但是大部分博物馆做的不好。这

可能与我国的展览设计制度有关，专业人员只完成大纲，也就是完成了第一步功能，而第二

步是由非专业人员（大多是艺术工作者）去完成的原因。

空间分析方面，目前国内博物馆常见有以下三方面问题:

1. 展厅分布。比如我们在做黑龙江省博物馆时发现，他们的新展厅与基本陈列所在的

旧展厅相隔很远，所以我们就对此做了重新规划。

2. 动线关系。这是指你要走多远才能看到你想看到的东西，保证展厅在功能上的连续

性。

3. 缓冲关系。现在国内博物馆很多都是一个厅接着一个厅，没有休息的地方，没有照

顾到观众的身体状况和兴趣。国内公共设施，包括商店和咖啡厅往往都集中在大厅，但是国

外往往是在结束参观一个展厅后就会有咖啡厅或者商店，这样更加人性化。这些应该都是在

开始进行展厅设计时候首先进行考虑的问题。所以最好是博物馆在开始建筑前就有一个整体

策划。比如中国国家海洋馆在规划时候，如果说这里将来要放一个大船，那么这边空间就会

设计的特别大。但是大多数博物馆的建筑和内容都是分离的。建筑公司直接把建筑做了，也

不会考虑内部陈设，只会看那个建筑外形，也不知道以后里面会放什么，这就导致后来做内

容就只能去迁就建筑形式了。展览传达的与观众接收的信息经常不一致

弘：请您详细谈谈观众接收到的信息并非展览希望传达的这种问题的具体表现情况，应

该怎么克服呢？

关：有些人想的用简单的文字来说清楚，但是说不清。举个例子，陕西自然博物馆曾经

用很多展柜来做动物展，原计划在展柜里面放些弓箭，然后写说明牌，希望大家保护动物。

但实际上调查时候发现 70%的观众不看说明，所以相反的他们以为是在狩猎。如果你给人



的是狩猎的概念，第一你违反了博物馆伦理学，第二你把观众想错了，表达的东西不对。后

来他们改了展览，才把这个东西说明白了。

案例配图：陕西自然博物馆

展览的跳跃性思维

又比如我在看一件东西，但是它旁边的这个多媒体所讲的和展览所呈现的完全不一样，

这种跳跃性的思维会给观众造成非常不好的印象。这种情况应该是博物馆竭力避免并且应该

由博物馆管控的。现在国内很多展览公司，它是以艺术表现为主，并不甚了解内容，所以在

摆放多媒体时可能会放错，应该有专业的人员把关。对于展览的表现内容，也要注意这方面

的问题。当你在系列展览中展示时候，必须照顾它的完整性，确保一个东西必须是完整展览

中的一部分，有关系性和连续性。

没有考虑空间

另外博物馆的展线也经常很混乱。在这种混乱的条件下，观众经常从一个单元就直接走

到另外一个单元。如果这种混乱不改，会让展览的功能和目的失效，并且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因为当展览完善了它的故事以后，还要分析它的空间。就比如这个空间可能由一个矮房子变

成一个高房子的时候，它绝对不能在一个平面空间做事，它要往上走，那么在这个时候，你

在原来很矮的时候考虑的那个平面、那条线的时候，一定要将它立体化功能化地体现出来。

所以实际上做内容的时候要将空间考虑进去，但是现在很多做内容的时候却不考虑空间。



没有做社会调查

做展览策划，功能分析如果准确的话，必须要做社会调查。做了社会调查后，你会发现

很多东西和你所想象的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大英博物馆做过一个恐龙展的社会调查，调

查中发现设计师往往都这么做（北京自然博物馆也是这样做）：做一个大化石骨架，放在展

示台子上，但是这仅仅只是骨骼，那么它复原后是什么样子呢，所以设计师往往会再做一个

很小的复原像放在旁边。但是根据调查报告发现，百分之七八十的小孩子在看展的时候，觉

得这个小复原像是大恐龙的儿子，这个思维完全是合理推断的，但是却和策展人想表达的想

法相反。

案例配图：美国史密桑尼博物馆

策展人一定要知道现在社会参观人群的文化水平、欣赏水平、基本技能和知识系统，也

就是说观众能理解到什么程度，对哪些东西熟悉或者不熟悉，都要有调查。比如美国最近的

一份调查问卷中提到的一个展览，展览中有一个体型巨大的霸王龙从森林中出来，大牙大嘴

大脑袋，这是希望让观众理解它是世界上最强悍的，是当时地球上的统治者。但是几乎所有

小孩关心不是它的大脑袋，而是它的小手，它有一对特别小的小手。孩子们会问为什么霸王

龙有这么大的脑袋这么小的小手呢。这说明策展人在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完全忘记了它的观众

是有这个知识基础，即霸王龙是当时最强悍的生物，而忽略了他们真真切切想了解是为什么

它的大脑袋和小手那么不对称。这些策展中的问题现在在中国比比皆是，你想说的东西或者

太深或者太浅，没有达到公众的兴趣，所以策展人想表达的功能内容是应该得到检验的。



调查的必要性

弘：您提到在做功能分析之前，要做调查，这是一种什么调查呢？

关：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以前做云南省博远古云南展览的时候他们本来有个大纲，我全

给改掉了。因为大纲里基本上都是书本的内容，结合了一些云南的东西，两张皮、很分离。

我当时就这个项目做了一个大概一百多人的当地社会调查，得出一百多个问题。这一百多人

主要是云南省博的参观者，并且是年轻人，因为他们是最活跃的，也是博物馆的重要受众群。

根据调查我们发现，人们对于云南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云南为什么四季如春，多山多

水多民族多文化……所以我们根据云南的自然，把云南的多姿多彩展现出来。根据这个想法

对大纲做了几个调整，比如喜马拉雅运动导致的山脉、河流形成以及气候变化，包括对植物、

动物、人的分布和文化的影响，从各个角度，分主要和次要的原因和后来慢慢形成的结果，

对这一百多个问题进行了解答。

案例配图：云南省博相关展厅掠影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有没有做到，这些还要看策展师的进一步工作。但是我们

可以骄傲地说，大家关注的关于云南的很多社会问题，我们在博物馆中做出了回答。博物馆

可以大胆地告诉任何人，你到博物馆来，我会告诉你这些社会上很普遍问题的答案。

社会调查，把我们想要传达的和社会需要的结合起来，这是很重要的。当然这和我们的

展品很有关系。如果我们把展品和社会作为一个主要的元素，可能会找到很多切入点。比如

在云南，元谋人、恐龙，这些都是很古老、很难找到标本的。所以我们就会建议博物馆去弄

一些模型。但是云南近几年有很多很重要很新的世界级发现，比如植物在四亿年前从水中上

陆，地球历史中第一个根、第一个叶子都是在云南曲靖发现的，还有像生命爆发的伟大意义

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却并没有人写进大纲的。这些东西都是新发现，可以采

集到一些标本和化石。这样就不仅增加了它的标本，还能讲到很多云南的重大课题，甚至解

决了世界的大课题，这些在博物馆里面一定要展示并且说明清楚。

弘：策展人需要做的调查与博物馆开展的观众调查一样吗？

关：不太一样。博物馆不太会借助除学校外的第三方力量或者是企业的力量，做咨询之

类的。一些学校会有博物馆观众调查方面的研究，但是很多人不重视，尤其博物馆不是很重

视。我做展览的时候也没有请其他人来做社会调查，虽然我发现学校里面很多有现成的资源

库，可以利用库里原有的调查资源充实调查结果，但是这样有可能不真实。举个例子：有个

加拿大的设计师，他曾在北京自然博物馆蹲了一天，就盯着小孩看，看他们在展厅里和大人

的关系。在观察中他得出一个结论，美国的小孩和中国不一样，美国的小孩到处乱跑，大人

就坐在一边休息，不管他们。但是美国的小孩经常会跑回来向大人提出很多问题，而中国的

小孩比较被动，经常是大人主动说话解读。所以他觉得在中国的展览里面，同样一个东西，

应该在小孩看完以后还能给大人一些有营养，让大人接收了这些营养以后，能够回去给小孩

去讲。但他在做澳门的恐龙体验馆的时候，没有直接用在北京的观察结果，他还要去澳门看



一看小孩是不是也这样。所以做观众调查和呈现展览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但毕竟不同于系

统的博物馆观众调查，重在强调设计是有所依据的。

案例配图：澳门恐龙体验馆



展览设计中如何分析？

弘：您在做自然博物馆、科技馆展陈设计时是如何进行功能分析和空间分析的？

关：比起自然博物馆，科技馆更社会化、互动化，它不像自然博物馆对展品有那么强烈

的需求。但是现在自然博物馆发展趋势也越来越社会化，因为现在自然与人的关系很近。并

且由于现在科技的发展，很多自然博物馆将科技手段运用起来，使两者之间相似点更多。但

是科技馆的社会性是由于很长时间他面对的群体都是儿童和家庭，互动和参与性是重中之

重。而自然博物馆是以物叙事，标本和对标本的解读是最重要的，所以还是有区别的。不过

现在这个区别越来越小，但是在展览上还是有所体现，这个体现主要表现在理念和实际操作

上，是以功能分析来解释，想做什么，想要观众得到什么，作为科技馆想让观众得到什么。

这个时候策展和策展人思维很重要。策展人在什么框架下做事情。从自然博物馆来说，策展

人需要知道有什么物——标本展品。但是在进行主题确定的时候往往是由专业人士进行主

观确定。

我现在做了三十多个展览，很多都是在以往展览的大纲上进行修改，但不是所有的都可

以，所以大纲和内容的确定是博物馆人责无旁贷、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功能分析的问题。科

技馆本身也有功能分析，在功能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它要做什么。 科技馆对展品标本的依赖

性不强，但是对传播的知识要有鲜明的立场和体现。这一点涉及到了科技馆的发展方向。

科技馆有几种类型，比如现在中国学得最多的是旧金山探索馆。我们从中学到的一个主

要的方面是，它完全是用一些互动的设备让观众、儿童去理解很多的科学原理。但是有一点

没有学到的是，在老的科学探索馆里面，其中有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面积是维修实验室，

他们会去不断地维修改造展览。但是中国在做新的科技馆的时候，仍然把它作为一个幕后很

小的单位。所以维修和改造展品成了它被动的一个任务。这样一来，它就和探索馆的性质不

一样了。再说说另外一种类型，比如北方科学中心——加拿大北部的一个城市做的科技馆，



在早年非常有名，它有名于做了很多环境设计，就是在环境里面做了很多展品，也就是说当

你在玩一个互动游戏的时候，你是在一个和互动游戏相关的环境里面。这样的设计在中国也

有，但不是很多。还有一种就是互动性极强的科技馆类型，比如芝加哥科技馆。我记得我第

一次去芝加哥科技馆，看大钟的摇摆和互动，另外还看了杂耍，人们完全是在那边玩，但是

这也是一个博物馆。这种互动就完全的社会化、大众化。这种类型的博物馆提供一个空间让

你去自由发挥，这种在国内不多，主要还是顶层设计、规划上的问题，是中国科技馆博物馆

都比较欠缺的。自然中心

弘：您曾提出“自然中心”的概念，追求“让中国的大城和小镇的民众同样拥有享受新

型的自然博物展览的权利”，寻求突破现有的博物馆体制和运作模式变革，为什么要做自然

中心呢，又该怎样理解这一理念？

关：提出这个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对博物馆概念的考虑。虽然现在国内都在

说博物馆学，但是还是要从博物馆这三个字本身去考虑一下。博物馆本身，在过去是个盒子，

装着东西和人，后来概念发生变化，变成是桥梁。但还有点不准确，如果博物馆全是为了沟

通，那么博物馆的文物保护怎么办，对于很多有珍贵馆藏的博物馆，文物保护应该是第一任



务。而社会性的博物馆，包括自然、科技博物馆。它面临的就是社会，它最重要的问题应该

是解读社会人所需求的东西。这种博物馆有它独特的，与有珍贵馆藏的博物馆完全不同的性

质。所以博物馆这几个字的概念还是有点混乱，而我们现在提出一种新的理念，叫博物馆

2.0 或者就叫中心。因为博物馆的三重性非常清楚：科研、科普、收藏。那么现在中小型博

物馆或者专业性博物馆，它的科研很难做得全面，科普是展览，收藏很难收集很多重要展品。

但是它面临社会、面临发展、面临符合当代信息的局势，所以它应该有所变化——就是下

架到社会。那我们能不能够把博物馆或者中心，做成一个社会型的、服务型的、展品标本型

的（也就是藏品）。当然这个藏品的概念会有一些更正，比如藏品是与社会相关，有一定价

值但是又不是特别需要专门保护的。它在经济上稍微容易点，内容上更贴近社会。

另一方面的考虑是自然中心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策展，要从世界高顶层角度做策展。

比如：对熊猫的保护，怎么去解读对熊猫的保护？熊猫如何灭绝了，对其它物种有什么的影

响？一个好的展览需要是提供给观众一个客观全面多角度的看法。比如我们面对自然界中各

种雨的时候，会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除此之外我们给你一个艺术家对于“雨”的看法，给

你看别人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总之， 自然中心的两大任务是“引起对“物”的好奇”和

启迪。

自然中心会为有需求的博物展示机构提供展览创意，提供以观众基础为起点的、不拘于

传统的设计，还包括组织、协调、实施、评估改进、研究与继续创新等服务。总之是众筹制

作各种社会性巡展，结合自然博物机构的“物”的资源和社会知识系统资源以及联系社会网

的平台开展综合服务。

那么如何做 2.0 博物馆或者说自然中心呢？它应该以地球上的自然资源为主，可以与社

会结合。对此可以先做一个平台，这个平台第一要有理念，第二要有规划，第三得做一些办

法。它应该是一个对自然中心的概念能够进行解读的平台，也就是我们想干什么。把自然当



成文化，把文化模块化，比如生存就是一个模块，爬行动物是一个模块，循环系统也是一个

模块，新陈代谢也是一个模块，这些模块又有小的模块，这些模块是展览的基础。展览又有

一个概念，叫展览商品化。意思就是说这些模块中有些可以去卖，有些可以组成大小展览，

而这些展览可以出售、开发、巡展。但是这些展览一定要非常社会化，是针对社会问题做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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