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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静态展陈中帮助观众完善对文明的动态理
解，是展览的意义和策展的使命。尤其是呈现境外
文明的展览，如何强化观众视角，如何突破境外展
品的局限，讲好文明故事，让观众能够更深入地了
解古希腊文明；如何架构起古老文明间的交流互
鉴，实现文物间的对比对话，是本次展览策划持续
思考的初心与落点。

强化观众视角 讲好文明故事 提及古希腊
文明，中国观众并不陌生，无论是课本上古希腊神
话故事，还是备受国人关注的奥运会，都是古希腊
文明在中国观众心中的深刻印记。而如何结合利
用好这些印记，将它们化作更好实现展览传播目
标的切入点，展览主题的选择与确定尤为重要。展
览策划之初，策展人进行了一场展前问卷调查，结
合调查结果，在对展品进行系统梳理与背景解读
后，策展人选择了“理想生活”作为展览主题。在人
类文明发展史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是全
人类所共有的一种对自身有限性的超越，且古希
腊人正是以神话为基点，构建了理想生活的样态。
故而，“理想生活”这一主题既能够引发共鸣，又契
合观众的期待，进而更好地实现展览的传播目的。

本次展览的境外展品共计借出123件（套），类
别包括雕塑、陶器、青铜器、金器等。与以往关注于
文物材质、造型、装饰艺术等不同的是，本次展览策
划专注于对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图案的深度解
读和全面阐释，以引导观众更充分地感知古希腊文
明，实现对古希腊文明的深邃与古希腊艺术的美好
的讲述与呈现，将展品分布在逻辑清晰、层级递进
且环环相扣的三个部分中。展览从古希腊人的精神
信仰讲起，古希腊人信仰的众神和英雄本就是一种
理想化的存在，并无限且广泛地渗透在他们的生命
和生活中，古希腊人正是以神祇和英雄为最高指引
追求并创造着理想的城邦生活和个人生活。

为了更进一步强化观众视角，提升观众参观
体验，展览的语言措辞采取故事陈述式，以拉近文
物跟观众的距离，增强展览文字的可读性，更好实

现主旨传达；又特意将《荷马雕像》设置在序厅中
心位置，这样的设置不仅贴合展览主题，更契合国
内观众对古希腊文明的心理期待和认知逻辑，让
观众步入展厅即可产生强烈的交互感，引发观展
兴趣；展览时值暑期，青少年学生和年轻群体是本
次展览的主体目标受众，展览结合中小学课本中
的古希腊文明相关内容，采用适当的展陈手段着
意呈现，吸引青少年学生的兴趣。同时紧密贴合时
下热梗，如“古希腊掌管××的神”，以满足年轻群
体的交互体验；展厅内设置有多处复原场景，如以
奥林匹斯山为背景的众神栖居地、古希腊阿果拉
广场、古希腊剧场等，结合视频播放、氛围营造，用
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文明故事阐释尽致。

突破展品限制 增强文明对话 “伟大的古老
文明都是相似的、相知的，更是相亲的。”古代中国
文明与古代希腊文明同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
要存在，共同为世界文明的演进贡献了拓荒筑基的
力量。卡赞扎基斯曾说：“苏格拉底和孔子是人类的
两张面具，面具之下是同一张人类理性的面孔”，而
文物与艺术，则是文明延续和互鉴的实证与契机，
它们见证了历史的细节，让后人看到人类在理想中
的前行脚步。因而，策展人在展览的策划实施中持
续思考，如何实现器物层面的直接对话，让观众能
够通过文物的对比，直观地感知中西方文明的共性
与特性。在完成对展品的深入研究和内容设计中，
策展人精心选择了三件安徽博物院的馆藏文物，设
置在展览的三个部分中，分别从器物自身的文化意
义、图像内涵、创作技艺与表征手段方面展开对比，
勾连起两大古老文明，探查文物背后的文明密码，
实现古代中国文明与古代希腊文明之间具象且直
观的交流与对话，呈现了和羹之美、美美与共的展
览理念与展示效果。

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的文明各具特色、异彩
纷呈，而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是人类历史的常态。
在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今天，安徽博物院乘着发
展的东风，以共鸣共情重现古老文明的华彩。

2024年7月10日，“遥望奥林匹斯——古希腊人的理想生活”展在安徽博物院蜀山馆开幕，这是安

徽博物院“立足安徽看世界”展览体系的又一次成功实践，用精彩展陈搭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以

文博力量为观众提供了解世界文明的窗口，展现人类文明多元发展道路上的壮阔图卷。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2000多年前，古希腊文明与中华文明在亚欧大

陆的两端交相辉映，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了奠基性的重大贡献。古希腊文明被称作是“整个西方文明的

摇篮”，以其独特的艺术创作、哲学思考及人文理念为后世西方文明的发生发展贡献了宝贵财富。“遥望

奥林匹斯——古希腊人的理想生活”展览以“理想”为主题，以希腊神话、城邦生活、文学艺术、体育竞技

为线索，划分为“与神”“同乐”“并肩”三个单元，通过126件（套）中西方精品文物展现古希腊人在信仰的

指引下对自身、道德和命运的持续探索，以及对美和卓越的不懈追求，在勾勒古希腊人理想生活图景的

同时，架构起古希腊与古中国两个古老文明的连接与互动，探寻古代中华文明与古希腊文明间共通共有

的智慧与思想和各自独特的艺术创造，领略超越时空的艺术光辉。

以理想之名展文明图卷
促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

“遥望奥林匹斯——古希腊人的理想生活”
展览的策划与实施
安徽博物院

展览宣传
提前预热 全面立体

安徽博物院高度重视本次展览的宣传推
广工作，以多渠道、多形式、多角度、高频次的
宣推方案贯穿展览周期，提升展览的社会关注
度和影响力。

筹备阶段 多线并推 全面预热 自展览筹
备阶段，便开展了较强针对性的宣推。依托
安徽博物院官方网站、微信、微博、抖音等
线上平台和人民网、中新网、新华网等多家
国家级主流媒体，制作、发布大量古希腊文
明相关短视频、推文等，从展览预告到抢票
攻略，从文物起运到落地开箱，从探秘布展
到倒计时海报，持续营造展览相关话题，烘托
展前热度。

展出阶段 多项并举 立体宣推 展览展出
阶段，多项并举，展览全方位立体宣推。结合时
下热梗，持续制作系列宣传短视频多平台发布，
抓住目标受众眼球，营销展览话题热度；宣传视
频及灯箱广告覆盖合肥市内地铁1至5号线，通
过高曝光、广覆盖和高频次亮相，吸引广大市民
和外地游客的关注，辐射人群超过1000万人次；
设置媒体开放日，广邀媒体、平台采访宣发；安
徽博物院官网设置展览专题栏目，用以分享展
览简介、重点展品、展厅内景、全景展示等精彩
内容，与微信和抖音的宣传内容形成互补；推出

“策展人说”“设计者说”，从专业角度解析展览，
分享策展故事，吸引目标受众；接受大V自媒体
博主探展，制造话题吸引流量；线下推出多次文
化快闪活动，激发展览热度。展览开幕不到 10
天，便荣登“全国博物馆十大热门展览”（中博热
搜榜 Vol.61）榜单第三名；截至目前，各平台累
积阅读量近千万。

展后阶段 数字技术＋ 永不落幕 制作
360°线上云展览，计划展览闭幕后上线，既给未
能到场的文化爱好者们提供观展机会，也为喜
爱展览的观众留下可反复回味的空间，进而保
持展览的社会效应和影响力。

社教活动
类型多样 寓教于乐

本次展览，安徽博物院以文物为依托，精心
策划开展类型丰富、形式多样的系列社教活动，
让博物馆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沟通东方与西
方的文化桥梁，让更多的公众能够在这场文化
之旅中获得无穷知识、感受无限乐趣。

古希腊文艺讲堂 邀请专业老师授课，带
领参观者深入探索古希腊神话传说的神秘、哲
学思想的深邃、科学成就的辉煌以及艺术风格
的典雅，全面了解古希腊文明的多维度面貌，体
验一场思想与艺术的盛宴。

当非遗遇上古希腊 通过剪纸工作坊、手
抄制作，配合知识竞答等多样化的非遗手工活
动，激发公众对古希腊文明的兴趣，以入手、入
脑、入心的流程增进对古希腊文化遗产的认识
和欣赏。

河流与海洋 将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与安徽
地域文化中的神话故事《淮南子》相结合，推出
特色教育活动，打造了一场跨文化、跨时空的神
话之旅。通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丰富了博
物馆的展览内容，也为大家提供了一次了解和
欣赏不同文化的独特机会。

奥运加油 在 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更
是特别推出一系列以“奥林匹斯精神”为主题
的特色活动。通过体验古希腊体育、奥林匹克
艺术创作等形式，将奥林匹克的价值观和古希
腊文明的精髓完美融合，让奥林匹斯精神在当
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此外，为了进一步加深大家对古希腊文明
的理解认识，特别邀请历史学术大家、人气历史
博主做客“安徽文博讲堂”，以考古资料、精品文
物为基础，将古希腊神话、哲学思想、雕塑等进
行联结，为参观者带来一场思想与艺术的深度
对话。

展览策划
全新视角 全面阐释

温克尔曼的宣言：“我们变得伟大，如果可能
的话，伟大得无可比拟的唯一方式，就是模仿古代
人”。设计思路要如何在模仿中重现理想，首先要
提到古希腊造型艺术——追求规范有序而又自由
舒展的、根植于模仿却又充满着理想的重现。设计
理念秉承“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做到纯粹
的艺术展示，简朴的视觉表达和如实的自然模仿。

设计元素 经典柱式营造空间氛围 本次展
览的主要设计元素是经典的古希腊建筑。策展团
队将古希腊神庙建筑的列柱围廊做在了展厅门口
的公共区域，这样既能更好地渲染展览主题，增加
展览的空间氛围，同时也扩大了展示面积，将打卡
墙互动盖章等展项移到了这个空间，而展厅内则
最大化地利用空间展示文物本身。除此之外，在展
厅内也多处点缀了古希腊的经典柱式。

空间配色 海洋蓝＋肃穆灰交织呼应 古希
腊文明是海洋文明的重要代表，自基克拉迪文明
时期，古希腊人就开始着意使用海洋的色彩装饰
自身和环境。展览提取了蓝色搭配深灰色作为展
陈空间的主要色调，避免过多的色彩渲染掩盖了
纯粹的文物展示。在重点展品的展示上，做对比度
较大的跳色，以凸显展品的重要性。柜内积木的色
彩组合上利用浅灰配蓝色的 AB 色搭配，活跃同
类型展品的视觉节奏感，力求墙面、地面及柜内的

色彩组合协调统一，通过简单的空间配色来丰富
展览的空间律动。

展线设计 无墙＋展台打造舒朗流线 本次
展厅的一大亮点为“无墙”设计，展线依靠弧形来
设计结合流线型展台，给观众带来空、透、静的参
观感受，整体设计偏简洁，留白的更多空间给到观
众。众神雕像的摆放呈自由式无展柜布局，结合立
柱和灯光，渲染神圣的氛围，使之形成展厅中的视
觉焦点，让空间看起来更加丰富饱满，引导观众的
情绪，吸引观众进行打卡。在这样一个相对开阔的
空间里，观众可以静下心来慢慢欣赏每一件展品，
从任意角度去发现雕塑的美。

材料选择 厚重＋轻盈相得益彰 本次展览
材料的材质选择上也做了一些巧思，单元说明和
序厅外主副展标的设计，充分利用了旗帜的造型
和材质悬挂了起来，并非简单地以展板展墙呈现，
而是塑造出垂坠感和层次感。由于未搭建展墙，展
厅内的多处隔断使用了金属帘，这样的隔断既能
保证空间的区域性划分，又能打造多个较独立的
重点展示区域。隔断内侧采用深灰色金属圈编织
成一整面隔断，外侧则选用有轻微珠光质感的透
纱做底衬隔断，在两层隔断之间又加了一圈LED
灯带，透出微光。金属、纱与大理石雕塑展品之间
形成了材质的碰撞与结合，稳重且轻盈。

形式设计
匠心独运 亮点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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