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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在文化展厅设计中的应用
——以富春山居·数字诗路文化体验馆为例

吴  梅　吴少梁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天津　300222

【摘　要】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文化展厅设计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挑战。展厅中的文化展览是一种传播文化、弘

扬传统的重要方式，而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为文化展览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富春山居·数字诗路文化体验馆是一座充分

利用数字技术的文化展厅，本文将以此为例，探讨数字技术在文化展厅设计中的应用，分析了其在文化展厅设计中的优势

和局限，并提出了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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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改变了许多领域，其中之一

是文化展厅设计。静态化的传统文化展厅设计过于单一，

观众被动地去获取展厅的所传达的信息。而信息时代的到

来，数字技术的出现为展览和文化传承提供了新的可能

性，为观众提供了更丰富的体验。本文以“富春山居·数

字诗路文化体验馆为例”，通过调查研究，梳理了数字技

术在文化展厅设计中应用的特点，以期为文化展厅设计领

域的研究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1  富春山居·数字诗路文化体验馆的背景和设计理念

富春山居位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

要组成部分。富春山居以其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历史

文化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为了更好地展示富春山居

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传承，富春山居·数字诗路文化体验馆

应运而生。在传统的展厅设计中，除了一些图片和文字，

就是一些文物，这些静态的展示方法比较枯燥乏味，很难

将参观者带入到文化变迁的环境中。而数字化技术的应

用，一些著名的历史文化场景，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进行

现场虚拟还原，让参观者身临其境参与互动，加深了解。

诗路文化体验馆的设计理念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

相结合，为观众提供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该文化体验馆是

以“富春山居”为主题，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充分挖掘

山水文化资源，融合了杭州富阳文旅大数据平台、运用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文字影像以及AI短视频智能生产、3D

全息投影等互动科技，打造了一座拥有大数据基因的诗意

场馆，呈现富春山居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该馆设计

师的目标是通过数字技术让观众更深入地了解富春山居的

故事，同时保留和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

2  数字技术在展厅设计中的应用

2.1  虚拟现实（VR）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是数字技术在文化展厅设计中的重要应用

之一。虚拟现实具有可控性与交互性，能够刺激观察者的

感官的体验。在富春山居·数字诗路文化体验馆中，虚拟

现实技术被用于模拟历史场景，使游客能够身临其境地感

受古代文化。通过头戴式VR设备，游客可以参观古代富春

山居的建筑、园林和风景，仿佛置身于古代。这种沉浸式

体验使游客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传统文化，同时可以增强展

览的吸引力和互动性。

2.2  增强现实（AR）技术

AR技术则将数字信息叠加在实际展品上，为观众提供更

丰富的信息和互动体验。增强现实技术结合了真实世界和

数字信息，为文化展厅设计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富春山居

数字诗路文化体验馆中，为了让观众更好地感受和分享当

地富阳的山水文化，体验馆中放置了十几个二维码，每个

二维码都是一把钥匙，打开一个可更新的云上展馆，观众

可以看到富春山水三重境的精美视频，能看到黄公望的数

据文化树、动起来的富春山水古画，更可以扫码带走自己

在展馆中互动的视频。这种互动方式使游客更深入地了解

文化艺术品，增强了他们的文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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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交互式展示

数字技术还可以通过交互式展示增强观众参与感。观众

可以通过触摸屏、手势识别等方式与展品互动，了解更多

信息。这种互动性不仅吸引了年轻观众的注意，还为所有

观众提供了更深入的了解文化的机会。在富春山居·数字

诗路文化体验馆中，有许多互动展示，如触摸屏幕展示、

手势识别互动等。这些展示可以让游客亲身参与到文化体

验中，例如，展馆内有许多生动的互动设备，感受到人在

古画中游览的意境。这些互动展示丰富了游客的文化体

验，使他们在参观的时候更加投入。

2.4  多媒体展示

数字技术还提供了多媒体展示的机会，如视频、音频、

动画等。这些多媒体元素可以丰富展览内容，使观众更容

易理解复杂的文化概念。在富春山居·数字诗路文化体验

馆中，多媒体展示使文化传承更加生动和有趣。体验馆通

过“数字＋技术”的提升，让游客能看到“山居四季：感

受文人墨客笔下的富春美景。

2.5  3D全息投影技术

3D全息投影技术也称幻影成像技术，能够再现物体真实

三维图像的技术。它无需佩戴3D全息眼镜，便可以多角度

的浏览三维的立体影像。在富春山居·数字诗路文化体验

馆中，展厅入口处的“春江漫游”展位，融合了富阳手工

木船制造技艺、大数据挖掘的诗歌和高清环幕投影等传统

文化、现代科技再现了“从流飘荡、任意东西”的文化意

境。借助3D全息投影和环幕投影，体验馆再现了富春山水

的诗意场景，让游客仿佛置身于诗人的世界，感受他们的

创作灵感和情感表达。

3  数字技术在文化展厅设计中应用的优势

3.1  提升观众互动和体验感

数字技术在展厅设计中所传递给观众的信息能够很大

程度地提升观众的参与感，从新颖的展示方式和从未接触

的体验方式，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传统的文化展厅是静态

的，观众很难去接近他们，也很难真正地去参与到接受信

息的过程中。数字技术的互动性让观众不再仅仅是被动的

观察者，他们可以通过触摸、探索和互动来积极参与展览

内容，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个欣赏历史文化。

3.2  拓宽知识传播途径

数字技术为信息传播提供了多样性的途径。观众可以

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多媒体演示等方式获取文化知

识，满足了不同学习风格和需求的观众。场馆设计中的数

字技术将复杂的文化数据可视化呈现出现，观众可以通过

触摸屏或其他交互设备与数据互动，深入了解文化背后的

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这种互动教育方法使观众更容易

理解抽象的文化概念，并在互动中学到更多。 

3.3  增加展览吸引力

利用数字技术创造的虚拟世界和互动元素吸引了更多年

轻的观众，特别是那些对传统文化可能缺乏兴趣的人，这

有助于扩大文化遗产的受众群体。

3.4  实现文化保存与传承

数字技术可以用于保存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副本，确保历

史文化的长久传承。这些数字档案可以在需要时进行恢复

和研究，以保护文化遗产的完整性。

3.5  提高社会参与和互动性

数字技术还可以促进社会参与和互动。通过社交媒体分

享和互动功能，观众可以参与到文化展览中，分享自己的

观点和感受，与其他观众进行互动和讨论。这种社会参与

可以增加观众的参与感，加深他们对文化的理解，同时也

为文化机构提供了反馈和改进的机会。

4  来发展趋势和建议

4.1  发展趋势 

未来，数字技术在文化展厅设计中的应用将继续发展。

首先，数字技术还可以将文化和艺术之间进行一些列融

合。通过数字艺术作品的展示，观众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文

化内涵。例如，根据本土的文化特色，将数字艺术与传统

的诗画、展品相结合，体现人机的交互性。文化与艺术的

融合可以为观众创造出独特的文化体验。

其次，未来的文化展览可以更加注重社交互动和观众的

参与性。数字技术可以创建虚拟社交平台，观众可以与其

他参观者互动、分享观点和体验。此外，参与性展览可以

鼓励观众自己创作、贡献内容，使他们成为文化传承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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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最后，数字技术还可以帮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文化数据

和历史背后的故事。通过数据可视化技术，观众可以探索

文化历史的趋势、变化和关联。这种深度解读有助于提高

观众对文化遗产的理解和欣赏。

4.2  建议

文化展厅应将数字技术视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积极

整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互动展示等技术，以提升展览

质量。同时，文化展厅可以不断创新互动方式，以满足不

同观众的需求，例如开发新的虚拟现实体验或增强现实应

用。提供培训和教育资源，以确保观众充分了解和善用数

字技术，增强其文化体验。持续改进：文化展厅应不断收

集反馈和数据，以改进数字技术应用，满足观众的需求，

提高体验质量。

采用数字技术意味着收集和存储大量观众数据，这引

发了隐私和数据安全的担忧。文化机构必须确保严格的数

据保护政策，包括数据匿名化和安全性，以保护观众的隐

私权。

结语：

展馆的灵魂在于文化，富春山居·数字诗路文化体验

馆通过科技的加持带来更多有趣的沉浸式体验，让更多的

富春文旅资源借助数字技术“活起来”，在提升游客的视

觉感、互动感、仪式感的同时，也让游客在玩乐的过程中

学习到此展馆所传递出的文化精髓。数字技术在文化展厅

设计中的应用为文化传承和展示提供了全新的方式，同时

也为观众体验提供了新的机会。富春山居·数字诗路文化

体验馆是数字技术在文化展厅设计中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充分展示了数字技术的潜力和前景。尽管文化展厅的数字

化面临着一些挑战，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改进，这些

挑战是可以被克服的。数字技术不仅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新

的工具和方法，也为观众带来了更丰富、更深入的文化体

验。可以说数字化技术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因此，文化机

构和设计师应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在文化展厅设计中的应

用，抓住机会，及时应对挑战，推动文化展览领域的进一

步发展，为观众提供更加精彩的文化之旅，共同创造更丰

富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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