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跬步千里，渐入佳境——珍贵古籍特展设计笔记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金靖 

 

国家图书馆作为最大的古籍收藏单位，承担着 260 万余册古籍收藏与保护的重任。国家对古籍保护

工作十分重视，成立古籍保护中心、颁布《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国家

图书馆秉承“传承与保护”的理念，在近年连续举办了三次大型的古籍特展，向公众展示这些古籍珍品，

宣传古籍保护的重要性。 

2009 年 6 月国家图书馆为配合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于 6 月 13 日至 7 月 10 日举办了“第二批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展览从

280 家单位的 4478 种古籍中遴选了 99 家单位的 300 余件珍贵古籍。古籍馆在 2009 年 5 月初接到办展任

务，短短一个多月，筹备如此大型的展览，时间非常紧迫。根据领导的统筹安排，撰稿、选目、设计、

联络……大家按照各自分工开始忙碌起来。 

回想 2006 年 5 月“文明的守望——中华古籍特藏保护展览”，我们是委托了专业展览公司进行的设

计，到 2008 年 6 月“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则是配合专业展览公司设计制作，而这次“第二批国家珍贵

古籍特展”，要完全由我们独立完成，时间又比前两次展览更加紧张，压力很大，困难重重。  

按照既往的经验，就展览设计而言，第一步确定展场最为关键。“文明的守望”展览地点在国家图书

馆展览厅，那里的空间足够大，但从光线、温湿度、安全保卫等方面考虑，不太适合古籍展览。“第一批

珍贵古籍特展”展场设在文津街古籍馆的“临琼楼”，那里东临北海，配合古色古香的建筑，环境幽雅，

但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硬件设施不能满足古籍展示的需求。而且，现在国图馆区正在改造，读者大多集中

在新馆北区，国图南区、文津街馆区的读者流量都相对较少。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这次展览地点选定

国家图书馆北区新馆的珍品展厅——稽古厅和右文厅。这里是专为古籍展示设计的展厅，虽然面积略小

于前面两个展场，但恒温恒湿的环境、完善的安保设施更加适合古籍展览。 

场地大小和格局决定着展品和展板的数量，也制约着展线的安排，所以我们首先对展场情况进行了

考察：从北区新馆东门登上几级台阶，有一个平台，这里是准备作为开幕剪彩的位置，将放置一个背景

墙。前行走进馆内，南北向走廊的东西两侧，分列了两排灯箱，这里可以安装三十余个 150×200 厘米的

展板；南行右拐，进入到稽古厅，展厅呈 U 字形，南北墙各有一个长约 5 米的墙柜，在东墙和厅北部可

以摆放约 20 个卧柜。从稽古厅中间的玻璃楼梯下去，是长方形的右文厅，它的南、北、东面共有 4 个墙

柜，总长约 18 米。右文厅内有 4 个圆形立柱，因此卧柜要避让这些立柱，摆放在厅中部，呈“非”字形

排列，可放约 24 个卧柜。右文厅东面有两个小厅，因为此次展品较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再利用

这两个小厅摆放十余个卧柜。结合墙柜和卧柜的尺寸，初步确定展品陈列的数量上限。展厅上下两层均

为棕红色木栅格墙面，地面为黑色石材。这是展板设计时必须考虑到色调协调问题。    

分析了场地因素，根据展览内容，初步确定了布局方案：第一部分，主要是历年古籍保护成就的介

绍、入选名录的 62 家单位、40 家试点单位的介绍和第二批入选的珍贵古籍名录。这部分有大量的文字和

图片内容，但不涉及展品，因此可以利用一层走廊的灯箱。作为展览主体的第二部分是珍品展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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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次安排在稽古、右文两厅的

墙柜和卧柜内。方案确定，接

下来就是具体设计了。 

首先是开幕式背板。最初

选定的开幕式地点是北区东

门，需要做一个 440×240 厘

米背板。在询问了制作厂家

后，我们考虑搭设展架、做喷

绘背景，但如果只为开幕式一

时之需，很是浪费；不如改变常用的单色开幕背板，以户外海报形式设计，则一物两用。因为是放在读

者必经的东门，如整个展期都放置在那里，将会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这个想法获得批准后，我开始着

手设计。既然是海报，就得有亮点，有代表性的图案、抢眼的广告语、醒目的色彩。十平米的背板看似

不小，但放在若大的二期新馆外就感觉小多了，仅靠图案只能吸引进馆读者的注意，较远的路人就很难

看清了; 因为要同时兼作开幕背板，也就不适合放置广告语，而且展览有主、副标题，排成两行，再加

广告语不但显得混乱，还容易喧宾夺主……这样，就只能在色彩上下功夫了。在户外放置一个月，要经

得起日晒雨淋，颜色就不能太淡；北区新馆墙体主色是灰色，如用以往古籍展常见的朴素色调显然又不

合适。最终我选择了鲜亮的金黄色，边缘做了斑驳的效果，页面叠加了淡化的古籍珍本书影。金黄色不

仅醒目又带有皇家的贵气，斑驳的痕迹显示着展品历尽沧桑流传下来的不易，刻本、稿本的浓淡叠加强

调了古籍展示的主题。因为颜色已经很鲜明，标题就没有用特殊的艺术字体，只采用了简朴的黑色粗宋

体，每个文字有 50 厘米大小，加上窄窄的白色投影，让这些文字更加立体和抢眼。 

接下来是展览前言。位置选在稽古厅外一层走廊的正对东门的灯箱前，形式既要与周围的灯箱有所

区别，又不能显得太突兀。我们考虑采用古老的卷轴形式来展现，因为这既体现了古籍的早期装帧样式，

其古朴的色调也可以契合整个展览的主题。为此，我们特别扫描了年代最早的敦煌经卷纸作为卷轴底色，

将前言文字设计为竖排，不过考虑到现代读者阅读方便，最后还是采取了黑色简体楷书，没有用繁体。

载体选择了专门的喷绘布，裱在合适尺寸的背板上，两端再做成卷轴的造型。摆放这个长 300 厘米、宽

80 厘米的卷轴的，是一个前高 50 厘米、后高 70 厘米的坡面台，灰色的展台与灯箱的不锈钢外框相协调。

展台四周以矮株绿色植物装饰，新颖别致又不影响四周灯箱展板的展示。 

在前言的周围，39 个大幅面的灯箱整齐排

列。依次展示“古籍保护计划缘由、发展和现状”、

“第二批入选珍贵古籍名录的 62 家单位”、“40

家古籍保护试点单位”等内容。由于通道的光线

相对较暗，要展示的图文内容较多，同时还要与

展厅内的色调相协调，所以将灯箱背景设计为淡

桔红色，加以延绵的山脉和云层图案，悠远绵长，

脉脉相承，呼应了展览宣传古籍保护与传承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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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第一部分灯箱根据图文内容不同，分别设计排版；后两部分是各相关单位提供的素材，统一为左图

右文的版式，每版排列 3-4 家单位的内容。各单位提供的图片有外景图、修复车间照、书库照片、修复

保护工作照等，由于版面的限制无法全部选用，每家单位只能选一张。我们的原则是首先选择像素高的，

其次选择有代表性的工作照或书库照片，最后选择外景图。以往的展板制作，只是我和另外一个同事一

起，但这次的任务太紧张，不得不临时“培训”了几个年轻同事，共同制作。由于统一了背景和版式，

虽然之前没有太多接触过 photoshop 软件，但凭借她们的聪明和灵气，一点就通，很快就上手了。这样，

适当的流程安排和效率的分工协作，使原来一个人做十天的工作，不到几天就做好了。 

接下来就是展览的主体部分——“珍品展示”了。我们首先对两个展厅做了精确的测量，制作了平

面图，对于原有墙体柜的位置和尺寸、可摆放展柜的空间、可贴挂展板的墙面尺寸等，都做了细致的规

划。两层展厅共可摆放约 60 个灰色卧柜，展线长度约 120 米，6 个墙柜加起来约 30 米长，另外还有两个

汉式柜，可以放 2 件精品。在这些有限的空间里展示三百件展品，要尽可能利用所有可用的空间，还要

做到有条理而不拥挤，很有难度： 

首先，稽古厅是个 U 形厅，所有的展柜都会沿墙摆放，相应的墙面也大都可挂展板。而右文厅是一

个方厅，除四面的墙柜外，其它展柜只能排列在厅中部，也就是说这部分展柜将无法对应展板。 

其次，两个展厅的墙面都有一些暗门、开关等不能遮挡的位置，不能做太多大展板，只能用小展板

错开这些“机关”。 

再次，墙柜的纵深只有 33 厘米，远远小于卧柜的尺寸，同时也限制了展品的大小。 

综上考虑，我们制定出如下设计方案： 

对民族而言，古籍保护是盛世之幸，对公众来讲，亲近秘籍也是生平之幸。因此，展览的色调感觉

要突出喜庆与庄重。配合展厅棕红色木墙，灰色的展柜营造出庄重、素雅的风格，避免喧宾夺主；标准

展板背景采用单色——在淡米色的基调上加入一些红，接近于浅桃色，明亮而偏暖的感觉;；把传统吉祥

鸟纹图案旋转变形，节取局部，用棕色装饰在版面两侧，温馨简洁地衬托出展品的简介。标准展板尺寸

统一为 80×80 厘米，上面的文字为黑色宋体字，每板约 200-300 字，均不配图，已达到清晰疏朗的视觉

效果。 

珍品展示的九个单元：写本时代文献、宋元善本、拓本与钤印本、舆图、明清善本、少数民族文字

文献、稿抄本、佛教典籍、地方志，都配有相应的单元说明，字数限定在 400-500 字左右，对应的展板

尺寸为 80×120 厘米，棕色背景，上面文字为白色，配以抽象的旋纹图案，图案与背景同为棕色系，但

明度减弱到 50％，以缓和深底白字的突兀，同时与标准展板相区别。在展品摆放时按“单元”安排，保

证每一部分都有墙体衔接，方便悬挂展板。 

一层稽古厅的南北墙有几处可以利用的大墙面，可以用于制作表格、或附展品图，在整齐有序的展

板中加以变化。 

展品的摆放既要根据场地、数量来分配区域，又要考虑每件展品大小以适应不同尺寸的墙柜和卧柜。

因为墙柜过窄且长度有限，只好选择摆放异型规格的一部分写本文献、拓本、舆图、民族文献、佛教典

籍，一些高度超过 30 厘米的展品就用红木的阅读架托起，这样高低错落的展示，解决规格不同难于在卧

柜展示的问题，又可免去视觉疲惫，让展品更加生动。墙柜的柜体与墙面一样是红棕色，其中摆放泛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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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的展品不够醒目，因此在柜底铺上墨绿色的丝绒布加以衬托，使得展品“亮”起来。线装善本古籍

的规格相对整齐，而且数量较大，因此可以有序地摆放在卧柜里。卧柜是浅灰色的展柜，内衬是深灰色，

本身也很适合衬托线装善本古籍展品。而卷轴装、经折装的拓本、形态各异的民族文献，要做出最理想

的安排，还要费些心思才行。 

不论薄书厚本，在展柜中的展示只能是其中的一叶，而这一叶的选择需要古籍专家的专业权衡了。

为了布展和撤展方便，在布展的时候，要把宣纸书签“藏”在展示页的下一页，这样，既不影响参观效

果，也便于展品“归位”，提高工作效率。看着一册册珍品从函套中取出，又一一摆放到属于它的那个空

间，一块方正的展签是它的身份标识，一束灯光投射过来，光影下的这册古籍背后不知有着多少沧桑。

展品就位，布展工作也就完成了大半，每位参与者看到这时的成果，都会轻舒口气。（插图） 

之后，最小却又十分重要的就是展品说明展签。它的设计，要能适应大小、规格、材质不同的展柜。

通常，展签的主色要配合展板，这次的展板有浅桃色和棕色两种，展签的底色应从中择一。如用浅桃色，

容易夺了展品的“光”，而且这种颜色放在墙柜的墨绿色底上会“跳”，放在卧柜的灰色底上会“乌”，所

以我选择了单元标题板的红棕色调和图案。要适合不同尺寸的展品，展签不能做得过大或太小，所以取

了常用的中间值：20×8 厘米。展签的尺寸决定了说明文字必须简洁，短短百字，要概括出展品的名称、

版本、著者和特点。除了色调的考虑，要作到能够突出显示版本信息，又能保证读者可以看清简介，还

要注意字体、行距等排版问题。这次展签，我们采用的是办法是：首先以醒目的粗宋体标出展品名称及

著者，下面用小一号的黑体字安排简介内容，并注明该展品所属名录号码。展签设计完成后，还要考虑

如何摆放。因为展品很多，摆放时只好尽可能紧凑，而展品的开本大小不一，为避免给人零乱的感觉，

必须在“乱”中找“齐”。首先在展柜中统一墨绿色、灰色衬布的色调“齐”，其次就是展签摆放要高低

“齐”。为了统一标准，我们要求丝绒布要对折，单边朝外，绝对铺平；在摆放展签的时候，用镇尺作为

标准，所有展签的位置都是距离展柜边缘一个镇尺高。 

古籍珍本不同于文物展示可以一眼览其全貌，一册册的图书摆放在那里，只能隔着玻璃柜看到其中

一页。对古籍不甚了解的普通大众，只言片语的说明签中的介绍明显不够，而在墙面上挂满密密麻麻的

展板也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为了弥补这个不足，我的同事们想出了“小贴士”的办法，专门定制了一批

“L”型亚克力展架，A4 大小横向摆放，凡是需要补充说明的内容、典故都写在这里。对于大概看看的观

众，柜中的展品、墙上的展板已经能满足需要; 对于想深入了解的观众，可以从摆在展柜上面的“小贴

士”中收获更多。而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也便于值班同事在讲解时作为提示。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有领导的全盘统筹，有大家的集思广益，有同事们的协作配合，各项规划

一一落实，展览已经初具规模，接下来就是一些更加添彩的辅助设计了。 

其一，是很能体现数字时代特点的触摸屏。为了让更多的观众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更深入认

识到古籍保护的重要性，我们设置了 6 台大幅面的触摸屏。从这里，观众可以观看系列片《国宝背后的

故事》、可以看到以先进的数字技术制作的珍品展示、还可以仔细翻阅四千余种入选的第二批珍贵古籍名

录。 

其二，是导引图的设计。由于珍品展厅分为上下两层楼、大小四个厅， 九个单元又是分区摆放，没

有一个贯穿的展线观众找不到方向。于是我们把单元区域分别以不同颜色标识，制作了展区导引图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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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方便观众参观。 

其三，准备了观众调查表和留言簿。虽然以往的展览都有观众留言簿，热心的观众都会在上面留下

他们心中的感言和中肯的批评，但系统的回馈调查这次是第一次做。一张纸、十几个简单的问题，观众

只需划几个“√”、写几个字，就能给我们今后的展览工作带来很多有用的信息。 

其四，制作了展品目录册和纪念书签。目录册中是全部展品的说明文字，观众可带回家慢慢回味; 书

签用朴素的白卡纸印上单色的《天工开物》插图，观众可以钤上“展览纪念”的印章，作为留念。 

此外，配合这次展览举办的十余场沙龙、讲座也吸引了众多古籍爱好者，他们从中得到了更多的知

识，加强了对于古籍、对于保护和传承理念的认识。在线展览也于第一时间就在国图网上展示出来，以

弥补那些未能到馆参观展览的观众的遗憾。 

 

一个月的筹备、一个月的展示，同事们投入了全部的心力。大到展厅规划、说明文字撰写，小到每

件展品的摆放、每束灯光的投射，件件事都包含着设计与创作，每个人都是设计师。这样的展览，我们

苦在其中、乐在其中，也思考在其中——如何能够使我们的展览筹备少些忙乱，多些规范有序？如何使

大家的工作更有效，让每一份付出都有意义？如何能更好的宣传我们的展览，使其更具影响力？每向前

进一步，都停下来冷静反思片刻，下一步才能走得更稳更扎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