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里克尼泽菲德：
匠心所致，展示文物之美

近日，第十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

与技术博览会在呼和浩特市举办，以“博物

馆高质量发展：教研并重 数实融会”为主

题，全面展示了党的二十大以来博物馆行

业的新创意、新技术、新成果。在“全国文博

企业发展成果展示区”，四川省克里克尼泽

菲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克里克

尼泽菲德”）携重要成果亮相，与全国百余

家文博企业共同展现企业助力博物馆高质

量发展所做出的积极探索与尝试。

克里克尼泽菲德成立于2009年，是英

国克里克尼泽菲德展示公司在中国的唯一

子公司和亚太地区生产基地，主要面向亚

太地区提供博物馆展柜设计、制造、安装及

维护等服务。15年间，克里克尼泽菲德与

中国博物馆行业共同成长，见证了中国博

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中国博物馆

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推进，为行业带来了新

机遇，从国家级博物馆到地方博物馆的建

设，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在这一进程

中，博物馆策展团队以较高的专业性，组织

着展陈内容、建筑、空间、形式等方面的表

达语境。众多落成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博

物馆展陈，是中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生

动诠释。作为博物馆建设服务领域的一员，

克里克尼泽菲德始终秉持“展示您的想象”

这一核心理念，基于前沿产品的研发能力、

匠心独运的设计理念、全球顶尖的制造装

备、高效准时的优质服务，已为国内近百家

博物馆提供展柜服务，协助博物馆完成了

精美繁杂的展示工作，为文物提供了安全

稳定的展示环境。

2021年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

2021 年 5 月 18 日，历经四年建
设的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正式开馆。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的主体建筑由中
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朱锫主持
设计，外形灵感源于景德镇的传统
柴窑，并在明清御窑厂遗址的基础
上精心规划，构建了八座拱形砖砌
结构的建筑群，整个建筑不仅照应
了窑炉的结构，更是构思出人与窑
炉的关系。

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馆的内部展
陈空间中，克里克尼泽菲德打造的极
简边框展柜，以独特的展示方式，向

人们讲述景德镇瓷器六百年的传承
赓续。馆方策展团队的设计理念极为
前沿，对于展示柜的要求更是近乎完
美，克里克尼泽菲德积极配合，对每
一个细微需求和每一种可能都全力
以赴。正如朱锫在“全球建筑大师论
坛”演讲时所说：“景德镇御窑博物馆
里的展陈方式是非常特殊的。展柜晶
莹剔透，我们用这种透明的展陈方式
结合展品数量的控制。展品就像是鱼
腹中的鱼骨，展品与建筑之间求得最
大的融合，让人与展品和窑体之间
形成一种很好的互动关系。”

2022年

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2022年 2月 5日，中国工艺美术
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正式对
外开放，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科学技术
馆、中国历史研究院、“鸟巢”体育馆
等建筑共同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集
群地。

中国工艺美术馆的建筑设计构
思巧妙，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
地人和谐平衡的“三才”理念，设有
14个展厅，围绕国家级场馆的定位，
集中展示工艺美术精品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相关实物，展览空间开阔，藏
品精美绝伦。中国工艺美术基本陈

列“文脉华滋”分为“天工开物”“大
国匠作”“美好生活”三个单元，展示
了中国工艺美术的历史、新中国工
艺美术的成就和融入新时代美好生
活的动人篇章。针对“文脉华滋”展
的展品内容和展厅特点，如何将展
柜与空间融为一体、成为中国工艺
美术匠心巨作的理想载体，是此次
设计的重点之一。克里克尼泽菲德
与中国工艺美术馆共同为珍贵馆藏
量身设计制作展示柜，使得展柜消
融于空间，同时运用中式传统榫卯
工艺打造木质展台、博古架，匠心工
艺使展品得到较好的保护与展示。

2023年

三星堆博物馆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2023 年 7
月 28 日，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
放。克里克尼泽菲德作为展示柜方案提供
方，负责设计多件重要文物的展示柜，Ⅰ
号大型铜神树便是其中之一。

Ⅰ号铜神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
成，分三层，每层三枝，共九枝；每枝上有一
仰一垂的两果枝，果枝上立神鸟，树侧有一
条缘树逶迤而下的身似绳索相辫的铜龙。

“无限、穿透、天与地的沟通”是神树展柜所
要表达的关键词，三星堆博物馆设计团队
要求通过柜外打光来解决主光源的问题，
展柜的顶部要采用透明的玻璃，不能有太
多遮挡。面对如此重要又充满挑战的项目，
英国克里克尼泽菲德展示公司主要负责人
亲自参与到设计过程当中，带领团队从方
案设计到深化计算，再到材料筹备和后期
的加工、制作、安装、调试等，逐一攻克难
点，历时 55天，终于将Ⅰ号青铜神树顺利
摆放入直径4米、总高度近6米的圆柱形低
反射玻璃对开展柜之中。这台超大圆形展
柜线条流畅自然，视觉效果通透，仿若无
形，宛如连接古今的奇妙通道，观众可深刻
感受古蜀文明的雄浑与神秘。

陈列展览是博物馆的中心工作，而展
示柜又是博物馆展陈中最基本的设施之
一，处于博物馆与观众“交流”的场所，且
是文物重要的保护屏障。行而不辍，未来
可期，克里克尼泽菲德将从提升观展体
验、保护文物安全、优化展品陈列、促进文
化交流等多方面对产品进行迭代升级，满
足博物馆展陈设计的多样化需求，为文化
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贡献力量。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外景

三星堆博物馆展厅一角

中国工艺美术馆的博古架展示台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的极简边框展柜

三星堆博物馆展示中的Ⅰ号铜神树

博物馆作为重要的文化旅游阵地，依托丰富的文化和文
物资源，能够满足观众探索求知、美学熏陶、放松休闲、亲子互
动等多元化需求，日益成为主客共享的“第三空间”。近年来，
安徽博物院坚持守正创新，以增强观众体验、提升观众服务为
核心，不断探索打造多元化场景的实践路径，以场景创新激发
博物馆发展新动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深挖文化内涵，推出丰富文化活动场景

充分挖掘安徽特色地域文化和馆藏文物资源，着眼增强
安徽文化归属感和软实力，打造中华文明、地域文化、红色主
题、考古成果等展览系列，丰富优质文化供给。近期策划推出
的“新安画派”“群舒文化展”“古希腊人的理想生活”等精品展
览，生动讲述“安徽故事”“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
中国式现代化和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宝贵精神资源和强大精
神动力。展览中注重营造特色文化场景空间，充分调动和满足
观众视、听、触等丰富体验，让参观者获得更好的参观体验。比
如原创展览“吾心安处——古琴文化空间”，采用“空间”叙事
方法，营造出雅室、庭院和山水三重物理空间，以空间讲文化，
传播古琴所蕴含的精神内核与美学思想。移步换景，场景多
样，互动体验性强，带给观众丰富、舒适的观展体验。常设展览

“江淮撷珍”特别设立“C位”展区，在一级文物中遴选精品独
立展示，并且不定期进行更换，让观众常看常新。在“徽州古建
筑”展厅中，有一座整体搬迁而来的古民居——清代冯仁镜
宅，原建在歙县霞坑镇鸿飞村，两进三开间格局，当地人称作

“花厅”，以天井为中心，平面布局呈“回”字形。徽州古民居“无
宅不雕花”，这座宅院的梁枋、撑拱、雀替等处均有精美的木雕
装饰，到处可见。木雕有八仙人物、戏曲故事等，图案造型千姿
百态，意趣盎然，反映了徽州人的精致生活。观众步入其中，可
以近距离欣赏徽州木雕、砖雕、石雕“三雕”之美，直观感受古
人颇为讲究的厅堂陈设美学，更进一步了解徽文化。特别在老
宅旁设计供长椅，供观众纳凉休息，可遥想徽商当年的传奇故
事，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安徽博物院积极发挥博物馆“大学校”功能，深入挖掘特
色资源，精心打造新安书院、徽学堂、安博剧场、三官庙考古体
验区、文物医院、公益鉴宝等多元活动场景，带领观众从社教
活动、民俗展演、考古体验、文物修复、文物鉴赏等多方位感受
历史文化魅力，让博物馆更加有趣好玩。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之际，安徽博物院举办“新安书院开
放日”活动，设置梦笔斋、翰墨居、碧纸阁、雪砚堂四大沉浸式
互动体验区域。观众可领取体验手册并根据手册的指引，体验
不同类型、难度各异的互动体验游戏，打卡好看、好玩、好学的
博物馆参观体验。加强跨界合作，创新打造“安博剧场”，观众
参观看展之余，还可以欣赏乐器演奏、歌曲舞蹈等精彩节目。
针对青少年、文博爱好者、亲子家庭等不同观众群体，开展“公
共服务小能手”“探秘考古现场”“博物馆里的‘文物医院’”等
特色活动，使博物馆成为全民教育的公共课堂。结合中华传统
节日，举办浓情端午、大唐风华秀、喜乐元宵·博物馆之夜、情
景剧本体验、非遗传习工坊等文化体验活动，让观众多角度沉

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开设“安博微党课”“云赏安
博”等线上教育专题课程，拓宽博物馆教育传播路径。

突出休闲体验，打造文化消费场景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积极构建博物馆消费新场景。加强
跨界合作，研发具有安徽地方特色的文化创意新品。与蚂蚁集
团、科大讯飞等科创企业深度合作，推出数字藏品、手机壁纸
等跨界文创。开设安徽博物院线上平台，拓宽文创营销渠道。
精心打造新馆一楼刻划符号·安博咖啡厅、四楼冯小姐的衣
橱·传统服饰妆造体验空间、徽徽狮系列文创主题展示空间，
推出安博慕斯蛋糕、刻划符号芝芝脆等特色茶点，徽徽狮盲盒
手办、精品卫衣等潮玩新品，赋能美好生活，让更多观众“把博
物馆带回家”。例如“徽徽狮的杂技人生”主题文创产品，将安
博6件镇馆之宝与观众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国家级非遗——
安徽阜阳临泉杂技的倒立、顶杆、蹬缸、顶碗、晃杆、空竹等巧
妙融合，以“文物+非遗+潮玩”的方式，以盲盒为载体，增加文
创趣味性，让观众进一步认识安博馆藏文物。

运用数字技术，营造沉浸式互动场景

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以“安小博游历记”为主题，

创意设计安小博等“小神兽”系列卡通形象，获得 9 个外观
设计专利。围绕江淮地区青铜文化，通过动画故事、互动
体验、VR 场景等方式，为公众营造集科技感、知识性、趣
味性于一体的沉浸式空间体验。小朋友们尤其爱逛“安博
智时空”展览，跟随可爱的小神兽们，重回春秋战国时期，
开启一场“有故事”的旅程。于近期上新的 AR 导览眼镜也
颇受青少年观众青睐，这种互动参观方式可沉浸式感受文
物魅力。围绕特色新展及时推出网上 VR 虚拟展览和短视
频，让观众在电脑前、手机上也能欣赏展览，将展览的影
响力发挥到最大。这些特色文博新场景，不仅让历史文化
更加鲜活起来，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安徽博物院，乐享
美好生活。

随着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观众对博物馆场景
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也在不断增强。文博工作者需要不断挖
掘博物馆特色文化资源，努力培养场景思维，积极运用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多种形式的创
意表达，不断增强观众参观体验，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摄影：李鹏飞）

观众沉浸式体验“安博智时空”展览

“徽徽狮”主题系列文创展示

“徽州古建筑”展厅中清代冯仁镜宅

安徽博物院：打造多元化文博新场景
潘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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