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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之间——《富春山居图》人文数字

陈列”结合“人文”和“数字”，在浙江省博物馆

之江馆区4层“富春山居厅”内实现长久的山

水合璧。通过数字技术和多媒体设备，营建虚

实交融的富春山水氛围，令观众直观感受《富

春山居图》中所传达的精神世界。

展览用一个展厅（富春山居厅）、两个单元

（《富春山居图》+道化丹青）、三类展陈方式（实

物陈列+数字互动+沉浸剧场）讲述《富春山居

图》一件作品。以《富春山居图》所传达的“山水

性灵”为主要设计理念，归本复原，平实直观。

观众行走于展厅富春山水之间，在眼、耳的沉

浸之余，心灵空间上也能获得平静、自由、抽象

的延展，体会中国山水画中的“望而息心”。

“山水之间”延用了2011年山水合璧时

在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举办的“山水之间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与馆藏明清山水画

展”的主题，既符合《富春山居图》的精神指

向，亦呼应了浙江省博物馆从运河迈进之江

时代，更是对《富春山居图》曾经合璧的纪念

和再次合璧的祈愿。接下来将从四期策划案

来讲述“富春山居厅”的策展历程。

第一期策划案（前期调研）

从“技术形式”“专业内容”先后入手。
前期工作侧重了解“数字展览”的技术信

息和表现形式，主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
●了解国家文博行业“数字化”“数字展

览”相关信息
●回顾其他国有博物馆历年办过的“数

字展览”
●参观国有博物馆正在举办的“数字展

览”，留意文物实物展览中运用到的辅助数字展
项；参观社会上临时或长期的商业“数字展览”；
参观国内举办的国际“数字艺术大赛”展览。

●咨询美术类院校“数字艺术”“跨媒体”专
业情况，并参观“数字艺术”课题的已落地项目。

●通过网络自媒体平台持续了解“数字
艺术”的技术更新情况，并关注部分适合本展
览的数字商业项目、适合本展览的独立数字
艺术家作品。

●观察数字展项中设备的维护状况和使
用寿命

●试图了解观众对“数字展览”的现实需求
●专家咨询
●梳理技术路径
以上考察开展后，“专业内容”方面一同

跟进：
●收集所有相关《富春山居图》出版物
●收集2011年“山水合璧”展览的各类信息
●试图了解观众对《富春山居图》专业知识

的需求
●专家咨询
●梳理展览文本
经以上考察和梳理，对“数字展览”有了

一个大致的概念和印象。基于《富春山居图》
文物本身，结合馆里的要求（实物与互动共同
展示）、现实落地的可能性、调研观众的感受，
主要从需求分析、技术路径、文本内容三条线
路着手，形成了第一期的策划案，即：

●需求分析
展陈——人文（中国人的山水观）+数字

（体验感）
氛围——安静/纯净/望而息心/体验山

水中的生命感/启迪心灵
观 众 —— 普 通 成 人/青 少 年/低 幼/专

业→群体分析
●技术路径
场馆搭建——室内装修/消防/声光电硬

件设施
实物陈列——展柜
沉浸——投影/音乐
轻交互——体感/红外/手势交互/裸眼

3D/投影映射/增强现实/运动捕捉
●文本内容
1.《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富春山居图·无

用师卷》两卷画
本幅/流传（分离、合璧）
2.黄公望
存世作品/道学思想/诗文题跋/交游往

来/后世影响

——《富春山居图》人文数字陈列 谢佳玲

人文探索体验馆是以“十大镇馆之宝+”为
主题的展教融合文化体验空间，更是首次为《浙
江一万年》通史展览辅助教育的场馆。探索体验
馆以“零距离、无年龄、强互动、重体验”为展教理
念，注重静态展陈可触摸、动态展项重互动、声光
电虚拟场景沉浸体验的新颖传播形式，面向全龄
段观众开放预约体验。

探索体验馆是以教育为目的，以探索体验
为手段，引导观众科学认识历史，思考未来，树
立正确历史观，传承地域文化与中华文明，培养
爱国情怀的新平台。创意展示十大镇馆之宝，打
破文物与观众的界限，让镇馆之宝“走出展柜活
起来”，让观众触手可及，感受文物的鲜活与温
度，超大美学互动空间同时满足祖孙三代人的
需求，开启妙趣横生的探索之旅。

展厅分国宝展示区、多媒体互动区、积木拼
搭区、印拓艺术区、多元宇宙区五大体验区域，
囊括艺术光影秀、剑术体感游戏、玉琮万花筒、

积木拼搭、雕版印刷、锦灰堆制作等 16项创意
体验活动。在这里，博物馆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
的窗口，重现湮没在时光中的故事。透过人文现
象揭示探索浙江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区域特
色、时代特征、突出贡献的科技成就，引导观众
发现古人的智慧与创新精神，启发当下，开创未
来。活动内容和形式适宜各个年龄阶段体验并
同时提供无障碍手语讲解服务。

开馆以来，人文探索体验馆以至少每日两
场向观众开放预约，通关手册、集章卡、体验区、
扭蛋机、帆布包等专属纪念品等都受到观众喜
爱，呈现参与面广、实践性强、服务无间断的特
点。目前有每日通关活动、每月定期“文博有约”
专场和重要节庆专场三种活动形式，让观众常玩
常新，尤其是创设的通关模式参与感强，配套的
扭蛋盲盒吸引力大，成为浙博之江馆区最靓丽
的新名片。

（作者单位：浙江省博物馆开放与教育部）

2022年初，浙江省博物馆邀请了中国美术
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的专业团队，共同完善了
之江新馆整个四层所有展厅的第一期策划案。

该团队在“富春山居厅”着力尤深，大开脑
洞，拟引入“交感剧场+元宇宙”的形式，构建一
体两面、可孪生互动的“现实世界”与“虚拟世
界”相互交融的数字生态，打造可望、可行、可
游、可居的线上富春江人文生态，营建可沉浸、
可流连、可安放、可寄情的全景式精神归处。试
图以历史的影像、时空再览富春山水与人文景
观，凝聚一部全新的富春山历史图像志。以此

激活富春山居的人文基因和精神密码，诠释美
美与共的中国山水文化自然美学。在宏观上增
加了“富春隐士文化”、“富春山居”人文山水长
廊、“富春文脉”等内容。

但这个方案还不够大众化，更适合了解相
关内容的观众，而展览的面向人群是普通观
众，有的人甚至不知道《富春山居图》是两卷
画，有的人和乾隆帝一样把《富春山居图·子明
卷》当《富春山居图》……因此请该团队考虑到
观众需求，形成第二期策划案，用于接下来的
深化设计。

第二期策划案（完善文本）

2022年秋，深化设计公司中标后与各策展
人对接，对第二期策划案中的内容和形式进行
了具体的深化设计。

深化设计期间，馆方、策展人与深化设计公
司在设计方案中的理想情况和落地的难易度方
面，多有沟通来回，幸而最终都得以顺利解决。

之江新馆的楼体渐渐拔地，终于等来了正
式的标准展厅平面图。图中显示“富春山居厅”
的空间中心有一承重柱体，展厅空间分布遇
到难题；因展厅无窗，必须提升整体材料的消
防等级，原方案“纱幕”投影、绢布、沉浸剧场
门帘等可能易燃材料不得使用；还有涉及网络
安全，“元宇宙”设想和虚拟世界的使用也就在
深化设计过程中取消了。但调整后的展厅分布

更合理，内容也更精炼，没有了“元宇宙”，观众
除了拍照也无需用到手机，参观反而更沉浸投
入了。

在召开专家会议协商统一意见后，对第二
期策划案进行了改动和删减。在第三期策划案
中，敲定“厅中厅”的空间格局，即厅内部摆放

《富春山居图·剩山图》（真迹/复制品）、《富春
山居图·无用师卷》（复制品）实物陈列，厅外四
周为互动区域、沉浸区域。该方案一是出于安
全，隔绝实物与互动项目声光电的影响；二是
给观众参观真迹时提供进入殿堂的仪式感。另
外，对空间中涉及消防、地面坡度、装置的摆放
设计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始终把文物安全
和观众安全放在首位。

第三期策划案（深化设计）

2023年 3月，“富春山居厅”由第三标段的
展陈公司负责，对接较为顺利。同一标段中，其
他常规实体文物展陈几无改动，而对于该数字
展陈的互动设备和沉浸空间的投影设备，因担
心预算内设备的参数在实际使用中可能出现
的视频移动卡帧、程序使用卡顿、显色等问题，
各方心里还是有些忐忑。因此第四期策划案，
也就是落地前的最后一稿，大家主要着力于内
容、技术、设备三者之间的适用性、效果等方面
的沟通。

同年4月底，馆方要求策展人驻场。头戴安
全帽，踏入包满了木板的货梯，穿过满是粉尘
的公区，第一次进入展厅。展厅硬装刚进场施
工，在听完展陈公司的介绍后，对展览场地有
了现实的概念。接下来经历了多次设计细节讨
论，形成新的展览大纲和呈现形式。

同时，当年年初给相关单位发函授权的数
字图像、影像，也都有了反馈，将资料包整理好
及时给到各位设计师。

在完成硬装后，首先是安装设备，设备主
要是影片投影仪和互动项目设备（屏幕、轨迹
球、红外感应框、动态跟随等）两大类，“投影”

需写影片脚本及解说词，再配音剪辑。同时，
“互动”需安排程序内容，并编写程序脚本，由
笔者、美术指导、程序员、设备公司、展陈公司
五方协同设计设备内的互动程序并落地使用。
接下来是设备调试，每个程序都会有漏洞，也
会有设计时没完全照顾到的方面，大大小小
的问题也都在博物馆和展陈公司的协调下顺
利解决了。设备的调试还延续至开馆后，根据
观众使用频率及体验的丝滑或卡顿程度，随时
完善。

展览开幕后，展陈公司和笔者多次在网
络、自媒体平台刷新观众的带展览相关标签的
参观帖子，以了解观众的反馈。看到皆是好评
后，大家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翻看观众的评
语：有说沉浸空间的震撼，有说在厅内坐坐感
觉心很静，有说看了“流传与合璧”之后湿了眼
眶，有说人文知识、科技感、审美恰到好处，更
多的是祈愿尽早再现合璧……亦感谢相关博
物馆、单位的图像、影像支持，感谢博物馆各部
门同事的支持与付出。

欢迎大家来“富春山居厅”实地参观体验！
（作者单位：浙江省博物馆书画部）

第四期策划案（展陈落地）

“十大镇馆之宝+”
人文探索体验馆

张知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