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家纪念馆陈展设计的新探索

—
钱学森图书馆陈展设计介绍

张 凯

钱学森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

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

钱学森图书馆是经中央批准兴建的一

座科学家纪念馆
,

2 01 1 年 12 月 n 日开馆
。

在本馆的陈展设计中我

们一直考虑如何使陈展展示既符合钱学森的爱国科学家身份特征
,

又彰显后世博时代的设计展示风格与趋势 ;既能展示好科学家的成

就
、

思想和精神风范
,

又能以恰当的陈展语言表达出来
,

让观众如同

光顾一次科学和艺术的盛宴
,

更获得一次爱国主义情怀的熏陶和心

灵洗礼
。

为此
,

我们在陈展设计中作了一些积极探索
,

希望用一种独

特的表达手法和现代感的氛围
,

找到一条人物纪念馆陈展设计的创

新之路
。

一
、

好的陈列设计需要对陈列内容的深度解读

陈列内容方案是整个陈列的基石和灵魂
,

如果说一个成功的陈

列是先进的思想性
、

严谨的科学性和完美的艺术性的有机结合
,

那么

思想性和科学性主要由陈列内容方案所决定
。

如何打造一个主题鲜

明
、

重点突出
、

内容丰富
、

逻辑清晰
、

富有个性的内容方案是陈列策划

中影响全局的关键环节
。

钱学森图书馆陈列内容方案的编研历时四

年
,

分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在扎实
、

系统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

一个陈列
“

内容文本
” ;第二阶段综合考量展品

、

展览面积
、

可选用的

艺术和技术手段及经费等因素
,

将
“

内容文本
”

深化
、

细化为陈列 内

容设计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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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的一生
,

波澜壮阔
,

多姿多彩
,

学术思想博大精深
,

涉足的

科学领域极其广泛
,

举凡 自然科学
、

社会科学
、

系统科学
、

思维科学
、

地理科学
、

军事科学
、

行为科学
、

建筑科学
、

人体科学等皆有涉猎
,

且

建树颇丰
,

著作等身
,

与他相关的文献和档案资料可谓汗牛充栋
。

要

想编写出能够准确表现钱学森精神实质和核心价值的陈列内容方

案
,

就必须系统地研究钱学森的生平事迹
、

精神风范
、

科学成就和学

术思想
。

为此
,

在钱学森图书馆项 目尚在酝酿之时
,

我们就提出了研

究的原则
,

花费三年多时间系统地梳理钱学森的论文
、

书信
、

手稿
、

著

作和剪报及相关研究文献和大量音视频资料
,

采访了 140 多个与钱

学森有学术和工作交往的专家学者及身边工作人员
,

并整理出近 50

万字的口述史料
。

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后
,

钱学森这个科学伟人的

风貌
、

风范
、

心路历程和精神世界在我们的头脑中就变得清晰
、

完整

起来
,

转化为文字就成为 20 余万字的
“

内容文本
” 。

为了确保该文

本观点正确
、

史实可靠
、

结构合理
,

国家教育部特地在北京举行了一

个由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孙家栋
、

王永志等十多位著名专家学者

参加的评审会
。 “

内容文本
”

对钱学森这位科学大师做了全面系统

的文字描述
,

它确定了陈列的主题
、

结构
、

各个部分和单元的观点及

基本内容
。

在这个基础上编写陈列内容设计方案
,

就可以像根据电

影文学剧本来编写分镜头脚本那样来操作了
。

将
“

内容文本
”

转化为陈列内容设计方案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

动
,

它不仅要求内容设计人员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

而且要考虑

展品
、

展览面积
、

可选用的艺术和技术手段及经费等诸多制约因素
。

对于钱学森图书馆内容设计方案的编撰
,

有以下两点值得一提
:

第一
,

对全部藏品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

考证和筛选
,

从中选出最

具表现力的作为展品
,

配以规范的文字说明
,

按照
“

内容文本
”

的逻

辑结构
,

配置
、

组合到各个部分和单元之中
。

对每一件展品
,

都根据

其重要性程度做出等级划分(分三个等级)并加以标识 ;对展品的排

布顺序和不同类型展品
,

如图片
、

文献
、

实物
、

模型
、

场景复原
、

艺术

品
、

多媒体等的组合关系及其传达的意义以及各个部分
、

单元中的展

示重点
、

亮点都作出说明
,

旨在提示形式设计师在设计和制作时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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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艺术处理
。

第二
,

对于艺术性辅助展品
,

如数字电影
、

视频短片
、

场景
、

绘画

等
,

不仅编写了背景说明
,

收集
、

整理了创作素材
,

而且对那些内容复

杂而又重要的辅助展品编写了
“

分镜头脚本
” 。

钱学森图书馆基本陈列中有 2 个数字电影
、

加 多个视频短片
。

在交付专业影视公司制作之前
,

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
。

首先
,

在

研究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了
“

分镜头脚本
” ,

包括片名
、

主题

说明
、

内容描述以及三维动画
、

特效的提示等
。

其次
,

为了让影视短

片制作人员准确把握主题
,

充分利用珍贵的历史影视资料
,

内容设计

人员反复观看了与钱学森有关的 2 000 多分钟的各种影视资料
,

从

中选出各个短片所需的视频 ;为弥补历史视频资料的不足
,

还挑选了

相关的历史照片
、

档案文献
、

手稿
、

书信等数字化资料
,

并做了初步剪

辑
,

编出 20 多个资料片
,

供影视制作公司参考利用
。

在样片制作完

成后
,

内容设计人员与短片制作人员多次沟通
,

反复审改
,

并为每一

个短片编写了解说词
。

对于那些内容特别重要
、

但仅有文字记载而缺乏视觉资料的展

项都安排辅助艺术展品
,

如油画
、

素描
、

模拟场景等
。

为了让艺术家

深人理解主题
,

准确把握所要传达的信息
,

内容设计人员向他们提供

背景资料
,

包括文字资料和相关人物及其所处环境在同一时期的照

片或视频资料
,

并在广泛研究文献
、

比对
、

考证的基础上撰写了故事

概梗
,

供艺术家创作时学习参考
。

二
、

人物纪念馆的陈展设计要凸现人物的特质与精神

一个陈列展览要与时俱进
,

仅仅靠个别
“

点
”

的创意是不够的
,

只在展项上
、

局部上去标新也是不够的
。

在钱学森图书馆的陈展设

计中
,

我们着力从设计手法的宏观层面和全局创意上寻找新的突破

方向
,

进而打造一个在整体印象上符合新时代
、

新观念
、

新审美的人

物纪念馆陈展设计方案
。

首先
,

整体的空间印象直观反映了展览的特质
,

它使展览的整体

效果与人物自身的气质相互衬托
,

能加深观众的印象和浸人感
。

在



·

胜
·

加13 中国人物类博物馆
、

纪念馆陈列艺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钱学森图书馆的陈展设计中
,

我们以科学家的定位对整体空间风格

进行了统一规划
。

设计紧扣
“

科学
、

严谨
、

冷静
”

的科学家特质
,

追求

纯净
、

简约的空间设计风格
。

展厅通体采用白色
,

结合明亮的漫射光

设计
,

给人以高洁
、

明快的现代感
。

此外
,

通过空间化
、

序列化的大幅

照片处理
,

给观众留下新颖大气的观感
。

同时
,

展厅还非常注意图版

和展柜的构成关系
,

使空间
、

版面
、

展柜经过系统性设计
,

严谨地咬合

起来
,

形成完美的空间构成关系
。

富有朝气和现代感的形式设计不

仅符合当下的文化审美潮流
,

更符合钱学森作为当代人物的时代特

点和具有高洁品质的科学家身份特点
。

其次
,

设计要符合人物特点
,

善于抓取人物最本质的特征
。

在设

计中
,

我们一直在思考
,

什么样的元素符合钱学森的人物特点及馆藏

特点呢 ? 本馆馆藏的最大特点就是以手稿
、

书信为主
,

而且在数量上

是其他人物无法比拟的
。

手稿是科学家探索活动动态过程 的记录
,

其中包含着体现其治学态度和治学精神的大量原始信息
,

因而成为

情感信息和审美信息的载体
。

钱学森一生留下的手稿有数万页
。

从

博物馆的角度看
,

这些手稿作为我国一位伟大科学家科研工作的原

始记录和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

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

展

示价值和教育价值
。

为此
,

我们在一些重点设计中
,

以手稿为载体进

行了深化
。

比如序厅
,

我们认为
,

人物纪念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

对人
“

精神
”

的传承和颂扬
,

不是用几个具体情节就能涵盖的
,

序厅

部分往往也不适合讲述具体内容
,

而是要做一个有高度概括性的形

式语言
。

因此
,

我们直接采用抽象手法
,

提取人物内在的灵魂特质
,

物化成陈展语言
,

更直接有力地表达主题
,

观众也会获得更多的想象

空间
。

我们通过一个现代装置艺术—
《升腾的智慧》

—
来演绎

,

近五千片红色的钱学森手稿在空间中放射开来
,

寓意钱学森以红色

爱国主义情怀点亮超凡智慧人生
。

这种艺术形式使人物特有的
“

精

神
”

与内在的
“

魂
”

得到最大的彰显
,

是人物特征最直接的提炼与升

华
。

无数升腾的书信
、

手稿正是钱学森一生爱国
、

奉献与智慧的化

身
。

而最后的尾厅设计中
,

当观众满怀深情要离开展厅的时候
,

一封

穿越时空的信笺飘落在展厅 中央
,

形式上与序厅首尾呼应
。

同样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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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的稿纸
、

同样熟悉的笔迹
,

在动态地书写着那句话
—

“

我将竭尽

努力
,

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 自己的国家
,

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

幸福生活
” 。

手稿伴随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一生
,

也伴随着观众穿

越了整个展览
。

这页稿纸上的内容最终将化作时代精神
,

指引着今

天的人们
。

三
、

要让建筑空间
、

文物
、

辅助展品纳入

到整体陈列空间中演绎

凡是去钱学森图书馆参观过的人
,

对其中的
“

导弹圆厅
”

大都印

象深刻
。

之所以如此
,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展区的展品及其布局

和环境氛围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
,

引起了他们的审视
、

联想
、

思考
,

进而对钱学森的个性特征
、

人格魅力
、

思想情感
、

丰功伟绩和成

功之道
,

有所理解
、

感悟
、

以至于由衷地敬佩
。

在策划这个展区时
,

我们秉承的是这样的设计理念
:
博物馆施教

最理想的形式应该是
,

观众置身于一个陈列展示空间无需依赖文字

的或言语的解释手段就能基本理解陈列内容
,

进而领会陈列主题
。

这就意味着陈列体系本身具有表达能力
,

也可以说
,

该陈列达到了以

它的特有语言向观众说话的境界
。

所谓陈列语言
,

实质上是一种独

特的艺术化的视觉形象语言
,

是人们在三维空间中将展品按照其内

在的逻辑联系加以组合
、

排布
,

并辅之以照明
、

色彩
、

音响等技术和艺

术手段而构成的视觉形象体系
。

为了构筑这种视觉体系
,

首先必须

充分利用空间
,

合理组织空间
,

要把传统的二维展示平面即展墙
、

展

面和天顶
、

地坪及其围合区域统一规划
,

融合为一个立体化的展示空

间
。

其次
,

必须充分把握陈列与空间的关系
,

要认识到陈列
“

不仅是

一个观赏展出资料的问题
,

也是一个关于在馆园内造成必要的气氛
,

便于观众尽快地领悟展出目的的问题
” 。

通过造型
、

灯光及其他艺

术手法塑造环境氛围
,

运用动静结合
、

虚实结合等表现方法演绎主题

意境
,

让观众在渗透着
、

弥漫着主体人物特征的气氛中
,

从视觉
、

听觉

等直觉上感受陈列主题和内容
。

“

导弹圆厅
”

的策划和设计较好地体现了上述理念
。

在
“

中国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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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事业奠基人
”

这一部分中
,

我们期望传达给观众的主题思想之一

是
:
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技术领导人

,

钱学森的工作并不限于运筹帷

握
、

宏观谋划
、

描绘发展蓝图
、

确定技术路径
,

而且经常亲临一线
,

不

畏艰难
,

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

主持重大技术方案的决策和实施
,

在关

键的时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

为此
,

我们选择了
“

两弹结合
”

这一重

大事件为展示案例
。

一方面因为它是钱学森航天岁月中最值得浓墨

重彩书写的一页
,

另一方面是因为第二炮兵部队捐赠给钱馆一枚中

近程导弹
,

而
“

两弹结合
”

试验中使用的正是这种型号的导弹
,

它成

为钱馆的镇馆之宝
。

由于钱馆筹建领导班子采取了内容策划先行
,

建筑设计与陈列设计协同配合的建馆方针
,

在建筑方案酝酿
、

形成阶

段
,

陈列设计人员与建筑师就经常进行沟通
。

建筑师为保证陈列主

题和重要陈列创意得以实现
,

对建筑方案做了多次修改
、

完善
,

最终

形成了
“

导弹圆厅
”

这个展区
。

钱馆整体建筑是地下一层
,

地上三层
,

而圆厅贯通四层
,

高 23

米
,

直径 20 米
。

高 21
.

3 米的中近程导弹盗立在圆厅之中
,

直指蓝

天
。

圆厅底部弧形墙面上有一幅长达 17 米的巨型场景画
,

画面表现

的是
“

两弹结合
”

试验最危险的时刻
:
实施核弹头与导弹弹体对接

,

操作员站在弹头与弹体之间的狭缝中正在紧张地连接各种电缆和管

线
,

钱学森和聂荣臻等领导泰然自若地站在操作员附近陪伴着他
。

背景是茫茫戈壁
,

漫天黄沙
。

此刻极易发生因静电感应等意外引发

的爆炸 ;如果发生意外
,

那将是毁灭性的灾难
,

整个发射场都将成为

一片废墟
。

大科学家钱学森坐镇操作现场
,

给操作员以极大的鼓励
。

在圆厅与一楼地坪平齐处有一个平台
,

在这个平台上既可以俯

视欣赏对面斜下方的巨型场景画
,

也可以观看对面正上方弧形幕墙

上定时放映的 5 分钟时长巨幕电影
。

影片运用珍贵的历史图像
,

辅

之以动画
、

特效和大功率定向音响
、

低音炮
、

现场环绕音响及补充音

响组成的高保真音响系统
,

以震撼人心的气势向观众还原 了
“

两弹

结合
”

这一震惊世界的壮举的一个个难忘的瞬间
。

在圆厅底部墙壁内开辟 出一狭小空间
,

模拟复原了当时的地下

发射控制室
。

在离其人 口不远处
、

围绕着导弹的环形护栏上铭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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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控制室里完成发射操作的被誉为
“

七勇士
”

的七名操作人员

的誓言
: “

保证做到勇敢沉着
,

坚守岗位
,

扳每一个开关
,

读每一个参

数
,

都绝对向党负责
,

向人民负责
,

坚决完成这次发射任务 ! 人在阵

地在
,

誓与阵地共存亡 !
”

字里行间弥散着坚毅
、

紧张和万分危险的

气息 !

在发射控制室入口附近设有一个液晶屏
,

播放
“

两弹结合
”

试验

时期与钱学森有关的感人故事
。

圆厅底部靠墙的展柜里摆放着钱学

森当年在发射场穿过的厚重的大皮靴和用过的军用水壶
。

展柜上方

的墙壁上排列着几张钱学森在
“

两弹结合
”

关键时刻的大幅照片
。

在环形护栏上还铭刻着聂荣臻元帅的语录
: “

我国进行的导弹

核试验圆满成功了
,

霸权主义者对我国进行核讹诈
、

核威胁的阴谋彻

底破产了 !
”

它揭示出了这次试验的重大意义
,

并与展厅中聂荣臻的

另一段语录相呼应
: “

我国导弹核武器得到飞速的发展
,

国防力量有

了很大的加强
,

从而震惊中外
,

使我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

这是与

学森同志出色的工作分不开的
。 ”

它极其精炼地概括出了整个陈列

的第一部分的主题思想
。

正是因为我们对科学家纪念馆的展示形式作了一些积极的探

索
,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认可
。

李长春同志在参观本馆的陈列

后指出
: “ 这个馆的设计本身就体现 了钱学森一贯表现出来的创新

精神
。

第二
,

这个馆的内容看了非常感人
,

对钱学森的爱国情怀
、

科

学精神和高尚情操
,

都展现得很全面
。 ”

我们将以此为动力
,

继续在

科学家纪念馆的陈列设计中不断探索
,

力争有新的做法和实践
。

(作者单位
:
钱学森图书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