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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域文化符号及展厅设计的界定

1.1 地域文化

所谓地域文化，指的是某个地区、城市或者居民生活社区
因为长期积累的生活习惯、民风民俗、方言特色而形成的固有

文化特色及文化传统，这些具有地理性质标准的文化经久发展之

后逐步传播到更广泛的区域，形成一定的文化传播效应，且代
代相传，具有明显的传统风格。

1.2 文化符号

对于文化符号的界定，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符号。依照符
号学的相关理论，符号主要包括“所指”与“能指”两方面

内容。前者是某个符号的内涵与寓意，后者主要为符号索要表

达的外在意义。而文化符号，是一种存在于现实中的符号，它
的“所指”包含了某种文化的内涵、价值与寓意，它的“能

指”则传达出现实世界中的某种交际情感、精神或者意志。

    对于多数文化符号来讲，由于其凝聚的人类文化活动
范围受限或种类单一，其中的“所指”通常为一种寓意或者内

涵，但对于某些文化符号来讲，却包含了多种内涵与意义，所以

它们的“所指”也不止一个。
1.3 展厅设计

所谓展厅设计，是通过展厅内外部环境的设计，以视觉艺术

的形式向观众展示其作品陈设、空间布置及文化氛围。展厅设计
具体涉及的领域包括商场、超市、酒店等空间的环境规划。一般

而言，展厅主要分为传统展厅、数字展厅及智慧展厅三类。

1.3.1 传统展厅
传统展厅的形式较为单一，通常以陈列图片、物件等物品为

主，这些物品传播的信息渠道较为单一，观众一般需要购票进入

展厅观赏陈列物品。传统展厅内，观众与观赏物品通常缺少互动
性，只能依靠单一的视觉、理解去领会展品背后的内涵与意义。这

类展厅模式下，观众观赏的兴趣较低，且极易产生乏味的情绪。

1.3.2 数字展厅
伴随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数字展厅逐步兴起和发展，成为

极具吸引力的一类展厅。凭借数字触摸屏设计、交互式数字沙盘

设计和动态电影播放等方式，数字展厅能让观众较好参与互动，
趣味性极大增强，丰富多彩的展示效果给观众带来无限观赏与体

验乐趣。

1.3.3 智慧展厅
和传统展厅与数字展厅不同的是，智慧展厅能通过展品宣传、

信息分析，具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联想判断的技术优势，可结合

观众的兴趣与需求，为其建立更广阔的感知世界，让观众除了观
赏与体验，还能感受到现代技术下智能展厅带来的全新认知拓展

体验。

2  地域文化符号在展厅中的应用研究
2.1 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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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文化特征、文化习俗都不尽相同，以此形成一定的文化符号，成为一个地区、国家、城市的文
化象征或者文化遗产。伴随时代的发展与文化差异化的日渐凸显，以地域文化为标志的文化符号渐渐兴起和发展，并被用于各类展
厅设计中，凸显其独有的文化传播价值。基于此，本文以地域文化符号在展厅设计应用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相关概念的介绍，就
地域文化符号下展厅设计的原则、基本方法及应用展开分析，以促使展厅设计中地域文化符号能更好传播其应有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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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展厅合理规划游览路线

在展厅游览路线的规划方面，考虑到观众前来参观展厅的路

线和展品陈列的秩序安排等因素，展厅设计人员需要科学设计和
布局游览路线，使得观众有充分的时间游览完所有的展品，且各

个游览空间有一定的关联，展品与游览路线要有所契合，遵循一

定的陈列顺序和布局原则，体现出展品摆放的错落有致，让观众
感受到展品变化带来的乐趣。

2.1.2 互助合作、和谐统一

展厅内的文化符号的空间布局应凸显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特征，
尽管每个展厅区域布局有所不同，但是不同的展区需要有一定的

关联点，这样才能在整体上体现出展厅的和谐性。

2.1.3 以人为本
文化符号在展厅设计中的应用，需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基

本原则。由于展厅最终面向的是广大观众，服务对象也是观众。因

此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观众的个性化需求，满足其观
赏习惯、文化需求等，尤其是考虑到不同年龄阶段的观众需求不

同，应在展厅设计上有所差异。

2.1.4 文化传承
基于不同地域的文化习俗和文化传统，展厅在文化传承上也

需要坚持“丰富多彩，全面统一”的重要原则。展厅的展示空间

既要展现传统文化的经久不衰，也要展现出现代都市文化的多元
多彩。

2.2 提炼与应用方法

地域文化符号根据地方文化特色的不同，通常给观众留下不
同的印象，而各个城市、地域的文化符号正是给观众传达这种文

化特色的承载者。在展厅地域文化符号的应用过程中，需要将重

点锁定在各个城市、地方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志上，例
如杭州西湖断桥、上海东方之珠等，以这些代表性的地域文化符

号为观众留下深刻的观赏印象。

2.2.1 采取方法
对于地域文化符号的提取，不仅要从人文历史中去提取，也

可从自然文化中提取。展厅设计之前，对于地域文化符号提取元

素而言，色彩、性状、其含有的内在价值与意义均是考虑重点。对
于地域文化符号的采取，具体法包括采集、简化、抽象等手段。

2.2.2 提炼方法

（1）形体
地域文化符号的形体，包含两层意义，一层是符号外在表现，

另一层是物体的内在神态。在展厅设计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地

域文化符号的这两种形体表现形式，从而确保设计的“形神兼备”
和“内外合一”。

（2）色彩符号

色彩是人们观赏物品过程中接触到的第一个敏感元素。经过
人们长期的视觉功能实践，色彩不仅反映了某种活力程度，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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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着丰富有效的文化信息，在展厅设计中，设计人员可借助

色彩这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传达地域文化的审美与价值，以展

现多样化色彩元素下不同地域文化符号的多变性。
2.2.3 应用方法

(1)收集地域文化

收集地域文化是展厅设计中应用地域文化符号的前提和基
础。一般需要收集的文化载体包括书本、杂志、传说、城市风貌

及建筑物等，这些事物中隐藏了某个地方地域文化特色的精华，

经过漫长的发展，城市文化活动、节日习俗中也包含了地域文化
特色，都可成为收集的对象。

(2)提取设计元素符号

在了解与掌握地域文化特色与特征之后， 可选取具有可行
性与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作为展厅设计的文化符号备选参考。

(3)通过现代的设计手法转化设计元素

收集、提取到地域文化符号之后，需要将其转化为现代人
可理解、可接受的方式融入在展厅设计之中。这需要借助一定的

设计手法，如历史重现、情境模拟、空间营造、直接展示等，这

些方式能刚好将地域文化中隐藏的价值与内涵传达给观众。而其
中一些历史遗留物品可通过直接展示的方式传达给观众，仅需搭

配一定解说文字。情境模拟则是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转化

为现实情况下可模拟再生的事件情境，让观众身临其境体验其内
涵与意义，这种设计手法对展厅幕墙、展板、标志有较高的要求，

要突出历史事件的主题，就要运用动态化的音频、动画等效果，以

此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要反应某个地区的民风民俗，便可采用
空间营造的设计手法，这一手法需要将当地民风习俗相关的声音、

画面、视频融入到展厅设计之中，让生动的民风民俗画面如同近

在咫尺，促使观众能更近距离接触和体验地方独有的文化传统。

3  结语

综上所述，如何将地域文化符号含有的文化信仰与文化精神
融入到展厅设计领域，成为当代不少展厅设计人员需要探讨的重

要话题。本文基于地域文化、文化符号、展厅相关概念介绍，

就地域文化符号下展厅设计原则、一般方法及应用手段展开了论
述希望凭借地域文化符号独有的优点，成为展厅设计中的一个亮

点与点缀，帮助更多人们通过展厅展示的方式更好了解地方文化

与地方民风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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