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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设计

展示设计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涉及

领域广泛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课题。

在英文中，展示即 Display，译为展览、显

示，即清楚地摆出来或明显地表现出来的

意思。展示设计（Display Design）是基于

收集信息和资讯，通过策划后快速有效地

传播给受众并接受反馈的设计活动。展示

设计运用各种表现形式和方法，诸如策划

设计、空间设计、平面广告设计、多媒体

设计等，使人们通过以视觉为主，并结合

听觉、触觉、嗅觉等综合感官接受信息，

身临其境地感受展示艺术的魅力，从而达

到信息交流、传递、接受及双向互动的目

的。当今的展示设计已经发展成为涉及多

种相关学科的设计领域，包括建筑结构设

计、室内设计、工业设计、平面设计、广

告设计等。展示设计以其直观、形象、系

统、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魅力，提供了

人与展品进行交流、互动和观众之间沟

通、理解的时空平台。展示设计是科技与

时代的结合点，反映了历史脉络和演进，

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和特征，具有功能、精

神和文化层面的内涵。展示设计被人们誉

为“文化科技的结晶、历史的影子和经济

发展的晴雨表”。简言之，展示设计是以

高效的传递和接受信息为宗旨，在有限的

空间和地域内，以展品、展示道具、建

筑、室内空间、文字、图表、装饰、音像

等为信息载体，利用一切科学技术调动人

的生理、心理反应而创造宜人活动环境的

行为（图 1-1 ～图 1-6）。

图1-1　玉石壁画展厅

图1-2　橱窗展示空间

展示设计的概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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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Archiver’s品牌店面

图1-3　Disney展示空间 图1-4　广州城中一家音像店

图1-6　美国一城市里的品牌店

1.2.1　我国的展示活动

展示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原始的发自本能和精神要求的展示活动发展到现在，

展示活动的形式、功能和内涵在不断地深化和丰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展示艺术开始得到人

们的普遍重视，逐渐形成一个实用的专业学科。在我国，许多院校开设了“会展艺术与技术”这

一新兴专业，大多数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如环境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工业设计、服装设

计等专业）都开设这一门专业设计课，公众逐渐认识到展示艺术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

展示艺术的历史悠久。自从人类社会有了剩余劳动和社会分工，进行物品交换开始，便形成

了集市。在交换中，将货物置于明显的摊位前，并进行分类陈列，直接展示所售货物，后期还出

现了专门摆放商品的摊床。这就是最古老的商业展示活动，也是展览会最原始的雏形。

根据史料记载，在中国的商周时代，就开始有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到春秋战国时期，

出现了临淄、洛阳、邯郸等一大批商业城市，展示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唐宋时代，商贸

有了更大的发展。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形象地描绘了北宋年间汴京清明时节商业繁荣、

展示设计的形成与发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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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庙会的繁荣促进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也促进了贸易的发展。这虽然在商品展示的形

式和技术手段上与现代展示相去甚远，但可以说为现代展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石。

1.2.2　世界博览会

世界博览会是现代展示的主要形式之一，它是由某一国家的政府主办，有多个国家或国际组

织参加，以展现人类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取得成就的国际性大型展示会。其特点是举

办时间长、展出规模大、参展国家多、影响和意义深远。

世界公认的第一次国际博览会是 1851 年由

英国政府在伦敦的海德公园主办的万国产业成果

大博览会。这次博览会由英国皇家工艺协会主

办，主席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

为了世界博览会的举办，英国在海德公园兴建了

巨大的展厅——世界上第一个展览建筑，整座建

筑采用了现代的铁架和玻璃结构，由一系列细长

铁杆支撑起来的网状构架形成玻璃墙面，长 563

米，宽 124.4 米，高 20.13 米，建筑面积 7 万平

方米，被称为“水晶宫”（图 1-8）。这座展览建

图1-7　《清明上河图》中的展示空间

图1-8　1851年伦敦国际博览会的水晶宫

店铺林立的热闹场景。画中大街小巷、店铺林立，酒店、茶馆、点心铺等百肆杂陈（图 1-7）。自

北宋起已经有了定期举办的商业性的庙会。如《东京梦华录》记载：“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

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明清时期庙会更为盛行，在北京以隆

福寺、护国寺最为有名。各种戏剧杂耍、民间手艺表演、风味小吃、商品交流一应俱全，令人目

不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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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造就了透明广阔的空间，超越了传

统建筑的境界，以至于欧洲随后相继

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几乎无一例外地

采用铁架玻璃结构，以解决陈列和采

光问题。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国际性

综合博览会，参观的人数达到 600 万

人次以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伦

敦博览会以后，人们对大众传播与交

流媒介的需求空前强烈，于是展览活

动的形式被固定下来。 

1889 年，法国人为巴黎国际博

览会修建了超过 1000 英尺（约 300

米）高的埃菲尔铁塔，作为最著名的

展览建筑成为了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的

标志（图 1-9）。埃菲尔铁塔体现了整

个世纪的建筑技术成就，体现了最大

胆、最进步的建筑工程艺术。4 部可

容纳 100 人的电梯每天把数千名游客

送到 115 米的高空俯瞰巴黎，还可以

沿着 1792 级阶梯走下来。铁塔吸引

了 3235 万人次参观，使博览会取得

了极大的商业成功，以至于第 2 年的第 13 届工业博览会依然在巴黎举办。

从首次博览会到今天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世界性的博览会举办了 40 多次。这些博览会反映

出始于 18 世纪 70 年代的产业革命、始于 19 世纪 40 年代的工业革命、始于 20 世纪的以电力、化

学制品和汽车的发展为标志的第 3 次工业革命，以及目前以网络技术、生物工程、高新技术开发

为标志的信息革命的进程。可以说，展示设计的发展伴随着人类科学的进步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

随着世界博览会波及的范围逐渐广泛、对各个国家的影响不断扩大，1928 年 11 月 22 日，由

法国等国发起，31 个国家和政府代表在巴黎签署了《国际博览会公约》，展览朝着规范化、专门

化、定期化发展，展示活动逐渐步入健康的发展轨道。

1928 年，国际博览局（BIE）成立后要求各申请举办世博会的城市必须提出一个明确的申办

主题。从 1933 年美国芝加哥博览会开始实施，以后每届均有明确的主题（如表 1-1），主办者和

参展者为了使展示贴近主题，在遵循“按主题办展”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

从 1933 年以后无论是综合性还是专业性的博览会，其主题思想都与时代发展同步。进入现

代社会以后，“主题”更成为申办世博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新世纪举办的几次世界博览会

更是主题特色鲜明，体现了时代的进步。

图1-9　埃菲尔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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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国家 举办地 主　题　 年份 国家 举办地 主　题　

1851 英国 伦敦 1939 美国 旧金山 建设明天的世界

1855 法国 巴黎 1958 比利时 布鲁塞尔 科学、文明和人性

1862 英国 伦敦 1962 美国 西雅图 太空时代的人类

1867 法国 巴黎 1964 美国 旧金山 通过理解走向和平

1873 奥地利 维也纳 1967 加拿大 蒙特利尔 人类与世界

1876 美国 费城 1968 美国 圣安东尼奥 美洲大陆的文化交流

1878 法国 巴黎 1970 日本 大阪 人类的进步与和谐

1880 澳大利亚 墨尔本 1974 美国 斯波坎 无污染的进步

1883 荷兰 阿姆斯特丹 1975 日本 冲绳 海洋：充满希望的未来

1888 西班牙 巴塞罗那 1982 美国 诺克斯维尔 能源推动世界

1889 法国 巴黎 1984 美国 新奥尔良 河流的世界——水乃生
命之源

1893 美国 芝加哥 1985 日本 筑波 居住与环境——人类家
居科技

1897 比利时 布鲁塞尔 1986 加拿大 温哥华 交通与通讯——人类的
发展和未来

1900 法国 巴黎 1988 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 科技时代的休闲生活

1904 美国 圣路易斯 1990 日本 大阪 花与绿——人类与自然

1905 比利时 列日 1992 西班牙 塞维利亚 发现的时代

1910 比利时 布鲁塞尔 1992 意大利 热那亚 克里斯多夫 · 哥伦 
布——船舶与海洋

1913 比利时 根特 1993 韩国 大田 新的起飞之路中的挑战

1915 美国 旧金山 1998 葡萄牙 里斯本 海洋——未来的财富

1926 美国 费城 1999 中国 昆明 人与自然——迈向 21 
世纪

1929 西班牙 巴塞罗那 2000 德国 汉诺威 人 · 自然 · 科技

1933 美国 芝加哥 一个进步的世纪 2005 日本 爱知县 自然的智慧

1935 比利时 布鲁塞尔 通过竞争获取和平 2010 中国 上海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1937 法国 巴黎 现代世界的艺术和技术

表1-1　历届世界博览会简表

● 汉诺威世博会

2000年汉诺威博览会的主题是“人·自然· 

科技”，向人们展示了人类将如何借助技术的力

量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博览会设计发展的新

篇章，博览会展示设计转向对于多元文化以及

展示表现同资讯传达的一致性的发掘。计算机

与网络技术为展示设计提供了新的媒体手段，

资讯传达向互动的方式发展。博览会设计进入

发展的新阶段。场馆设计注重对历史文化及各

国多元文化的发掘，注重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

的营造，不再一味地追求高大新奇，而更加注

重个性（图 1-10）。 图1-10　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上的中国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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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知世博会

日本爱知世博会于 2005 年 3 月 25 日至 9 月 25 日在日本名古屋东部丘陵（长久手町、丰

田市和濑户市）举行。展馆面积 173 公顷，有 121 个国家和 4 个国际组织参展，观众人数达到

1500 万。

爱知世博会的主题为“自然的智慧”。通过展览活动，使参观者体验到“大自然的恩赐和人

类的智慧”，亲身感受到“取之于自然，回归于

自然”的“自然的智慧”。在爱知世博会会场，

环保无处不在，资源处处可以再生利用，仿佛

就是一个循环社会的精彩展示。

这次世博会中国馆的主题是“自然、城市、

和谐——生活的艺术”，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人类

生存、发展的生活艺术的思考和探索，中国政府

致力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图 1-11）。
● 上海世博会

2010 年的中国上海世博会，将为世界博览

会悠长的发展历程增添新的华彩与辉煌。这是

历史上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综合性世博会，

举办期为 2010 年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历时

6 个月。世博园区位于南浦大桥和卢浦大桥之

间，沿黄浦江两岸。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

市，让生活更美好”。副主题包括：①城市多元

文化的融合；②城市经济的繁荣；③城市科技

的创新；④城市社区的重塑；⑤城市和乡村的

互动。

世博园区内中国馆建筑外观以“东方之冠”

的构思主题，表达中国文化的精神与气概。国

家馆居中升起、层叠出挑，成为凝聚中国元素、

象征中国精神的雕塑感造型主体——东方之冠；

地区馆水平展开，以舒展的平台基座的形态映衬

国家馆，成为开放、柔性、亲民、层次丰富的

城市广场；二者互为对仗、互相补充，共同组

成表达盛世大国主题的统一整体。国家馆、地

区馆功能上下分区、造型主从配合，形成独一

无二的标志性建筑群体。中国馆的设计理念围

绕“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展开，极好地诠

释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图 1-12、
图 1-13）。

图1-11　日本爱知世博会上的中国馆

图1-12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东方之冠（设计图）

图1-13　东方之冠（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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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展示主题的不断丰富、展示功能的多元化和展示形式的多样性以及高科技

展示手段的综合运用，展示设计所涉及的范围日趋广泛。除了人们普遍认为的展览会，以及一些

常见的展示空间设计外，还包括商业环境设计、博物馆展示设计、演示空间设计、旅游环境设计、

庆典礼仪环境设计、广告设计等。展示设计已成为一个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展示领域广泛，分类

方法也有所不同，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按展览动机与机能分：

① 观赏型　包括各类美术作品展、毕业设计展、文物展、珍宝展、民俗风情展等。

② 教育型　包括各类成就展、历史展、古传展等。

③ 交易型　包括展销会、交易会、洽谈会、博览会等（图 1-14）。
④ 推广型　包括各类科技、教育、新材料、新工艺、新设计、新产品的成果展（图 1-15）。

展示设计的分类1.3

图1-14　交易型展览会 图1-15　商业推广型的展览会

（2）按展览内容分：综合型展览、专业型展览、展览与会议结合型展览、经贸展览、命题性

展览、人文自然展览。

（3）按展览手段分：实物展、图片展、综合性展。

（4）按参展者地域划分：地方性展、全国性展、地域性展、国际性展。

（5）按展览规模分：巨型展览或大型展览、中型展览、小型展览或微型展览，国际级、国家

级、省部级、地方级等展览。

（6）按展览时间分：固定的长期性陈列、短期的临时性陈列、定期持续展出、不定期展出。

（7）按活动方式方法分：固定展示、流动展示、巡回展示、可以组装的展示等。

（8）按展示的形式类别分：博览会、博物馆陈列、橱窗展示（图 1-16）、名胜古迹展示、商

业展示（图 1-17）、旅游景点展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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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展览会设计

展览会设计主要包括展览会、展销会、

交易会和博览会设计。此类展览既具有观赏、

教育功能，又具有推广、销售时效。在展出内

容、时间、规模和形式诸方面，具有极大的灵

活性。展出时间也长短不一，最长可达半年，

最短两天。在艺术设计方面，各类展览会都注

重创造丰富、活泼和热烈的气氛，追求招贴广

告式的强烈印象和宣传效果，形式多变，色彩

强烈鲜明（图 1-18、图 1-19）。

图1-19　突出广告式的宣传效果

图1-17　商业展示图1-16　橱窗展示

图1-18　展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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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展示设计类型

1. 商业环境设计

商业展示是展示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图 1-20 ～图 1-23）。商业环境设计是包

括各类商场、商店、饭店、宾馆、酒吧、画

廊等商业销售空间和服务空间的展示设计工

作。通过对展示空间进行设计和规划，综合

展示道具及照明、色彩的设计，达到突出商

品、传递商品信息、促进商品销售、取得经

济效益的目的。

图1-20　商业展示空间（1）

图1-21　商业展示空间（2） 图1-22　商业展示空间（3）

一个好的商业展示设计应该具有良好的环境，给顾客带来舒适感并使之留恋。在室内装修

设计中，要选择适宜的材料、工艺和形式，在保持整体风格的同时注重软装饰的协调和统一，才

能够营造温馨的环境；各类商店的主要功能是展示和销售商品。各种陈列道具的造型、色彩和尺

度应与室内空间装修协调，利于突出商品特征、便于顾客购买；各界面的色彩处理应利于突出主

题；照明设置要有主次，避免眩光，照明的光色、照度、投光角度也应有助于突出商品主题、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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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顾客挑选；广告招贴设计应醒目、协调，有

利于展示商品、便于导购；店面橱窗设计要新

颖独特，既能吸引消费者，又能与店面整体展

示环境相协调；在安全方面，要考虑防火、防

震、防潮和防盗等问题；要将交通标志、方向

标牌、安全出口、各楼层的功能分区和平面图

设计得突出、醒目；室内空间应有独立的“事

故安全照明系统”；空间规划及人流动线布置

合理，避免人流的大量交叉造成堵塞现象。

2. 博物馆展示设计

博物馆是科学技术知识普及的场所，是

青少年思想教育的阵地，也是展示设计的重

要组成部分。博物馆主要包括科技馆（如中

国科学技术馆、国家科技中心）、历史博物馆

（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艺术史博物馆）、专业性

博物馆（如钱币博物馆、地质博物馆）、名人

纪念馆（如鲁迅博物馆、齐白石纪念馆）、自

然博物馆、民俗物产博物馆等（图 1-24 ～图

1-28）。此类展示陈列有四大职能：信息搜集

和学术研究、解释和观赏教育。其社会价值主

要在于为专业研究和社会教育提供良好的环

境和条件。       

博物馆展示设计与普通的展览会有很大

区别，在技术和艺术方面具有较高的要求。在

设计中应该注意陈列密度适当、严谨，逻辑秩

序性强；体现展品的真实面貌；布局合理、参

观路线便捷、展品连贯性强、采用“流水线”

式的陈列方式，避免少看和露看；尤其以历史

体裁为展示内容的展览中，参展路线应有顺

序性和连续性；主题确定，整体色调宜柔和、

淡雅，要创造恰当的空间氛围；艺术形式符合

时代风格和主题特色；照明要避免眩光；在博

物馆展示空间中可以设置休息室及休息座椅

供人小憩，也可布置适量的绿化植物，改善小

气候，使参观者心情舒畅；由于博物馆中所

展示的展品多以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文献为主，

所以也要充分考虑到展品的保护和安全问题。

图1-23　商业展示空间（4）

图1-24　上海科技馆

图1-25　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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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6　卡诺瓦石膏像博物馆展示空间

图1-27　博物馆展示空间

3. 演示空间设计

演示空间设计包括剧场、电影院、歌剧院、报告厅、礼堂、影视舞台、歌舞厅等以表演活动

为主的空间环境设计（图 1-29、图 1-30）。这些场所的室内装修、风格的营造、装修材料与色调

的选用、照明光源的选择、道具及布景的装饰等，都要符合该演示空间特定的使用功能方面的要

求。如音乐厅对观众厅的音色、音质要求更高，以满足听觉方面的享受。而歌舞、杂技等则在满

足视觉要求方面比较突出。各个演示空间的特点在设计上要有所反映和侧重。通过优秀的设计，

使人既能传达和接收信息，又能得到视觉、听觉等感官及艺术上的充分享受。

图1-28　毛主席纪念堂

图1-29　报告厅 图1-30　演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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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旅游环境设计

旅游环境包括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环境。旅游环境设计是指历史文化古迹、古建筑、民族风

情区、旅游观光点、植物园、动物园、自然保护区等环境的规划设计与布置（图 1-31）。此类环

境设计中要着重强调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注意保护好文物古迹和各类观赏品，不破坏自然景观，

不破坏原来环境的格调，不能因建设现代文明而毁掉了自然文明；突出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不

同的旅游环境都有它们各自的个性（如风景如画的漓江和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在设计时必须使

其具有独特的观赏价值；对于周围的环境，如道路、绿化小品、环境设施、观众滞留空间、导游

平面图、停车场、售票处、入口处、小商品和纪念品销售部、休息区等进行精心的设计，在保护

环境的前提下给人们创造一个舒适优美、具有较高欣赏性、使人流连忘返的环境，使人们在游览

观光的同时得到身心的放松。　　                       

图1-31　旅游环境——德国科隆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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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庆典礼仪环境 图1-33　户外广告

5. 庆典礼仪环境设计

庆典礼仪环境设计是指各类节日庆典、礼仪活动、纪念活动等的空间环境的规划布置与装

饰设计工作（图 1-32）。如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开闭幕式、传统的节日庆祝活动、结婚、毕业典礼、

开业庆典、纪念先哲和革命烈士的祭奠活动等。通过对展示环境的美化装饰来营造热烈的环境气

氛。比如，节庆活动的平面布局规划，悬挂彩旗标语、装饰霓虹灯、陈设花卉植物、彩车、仪仗

队、文艺表演、燃放焰火等，以此来创造浓厚的节庆活动气氛。      
6. 各类广告设计

各类广告包括电视广告、报刊广告、路牌广告、平面海报、立体广告、POP 广告、灯箱广

告、影视广告、车身广告、人体广告、激光广告和烟雾广告等（图 1-33），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有平面的，也有立体的，有静止的，也有流动的，但多数为静止的。各类广告经过精心的设计，

通过准确生动的文字、简洁的造型、丰富的色彩，给人以视觉美感，从而达到打动观众、有效传

递信息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