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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scope of spatial narrative is very broad, including the spatial form of narrative texts such as novels, 

architecture and films, as well as the creative activities outside the narrative texts and the viewer's participation and 

perception. The study of the exhibition of red relic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narrative transform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perce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of the exhibition of red relics,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inheritanc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red relics.This paper takes the old site of Nanchang Bayi Memorial as a 

case for analysis. Through field research, the display design and visiting route of the old site are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ers and visitor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elements,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narrative 

plots of the old site, the exhibition space of the old site is transformed into a language expression system.Through the 

visiting route, these language systems are connected together to construct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Red Relics 

Site. 

Keywords: Spatial narrative transformation, Red Relics Site, display design, visiting route , Nanchang Bayi 

Memorial Former Headquarters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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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空间叙事的研究范围非常广阔，研究内容即包含小说、建筑、电影等叙事文本的空间形式，又包括叙事文本外

的创作活动与观者的参与感知。基于空间叙事转换视角对红色遗址展陈进行研究，有利于观者对红色遗址展陈

信息的感知与解读，有利于红色遗址的传承、保护和利用。本文以南昌八一馆总指挥部旧址为案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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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地调研，以设计者与参观者的角度对旧址的展陈与展线进行研究，通过对旧址叙事要素、叙事结构、叙

事情节的分析，把旧址的展陈空间转换成语言的表达体系，通过展线把这些语言体系串联在一起，构建红色遗

址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空间叙事转换，红色遗址，展陈，展线，南昌八一馆总指挥部旧址 

 

1. 空间叙事理论与红色遗址展陈的联系 

红色遗址是中国特有的历史性遗产，反映了革命

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活动、重要思想，是蕴含纪念

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圣地。展陈是传承、保护、利用红

色遗址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空间叙事应用于设计的

各个领域，特别是展陈设计，空间叙事是从空间视觉

思维出发的叙事形式，其过程是将展陈空间的设计转

变为按一定方式编排的叙事过程。[1] 

空间叙事是利用空间来讲述故事的一种形式，空

间是参观者感知故事情节的媒介。红色遗址展陈是依

托于相应的叙事文本，通过展品以及展品的陈列向参

观者传达相应的信息。无论是空间叙事还是红色遗址

展陈，其目的都在于讲述故事传递信息，运用空间叙

事思维分析红色遗址展陈，有利于红色遗址充分发挥

爱国主义教育作用。 

2. 旧址展陈空间叙事性分析 

南昌八一馆总指挥部旧址（以下简称旧址）前身

为江西大旅社，最早建于 1924 年，是当时南昌最豪

华的旅社，1927 年起义军来到南昌后以国民革命军的

名义租下这栋大楼，领导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在此

成立，这栋大楼便是领导起义的总指挥部。 

2.1. 旧址展陈设计的空间叙事要素 

旧址内部空间呈现“回字形”（图 1)，主体建筑有

四层，第一层主要由 A 营业部、B 账房、C 战利品存

放室、D 卫生队救护室、E 喜庆礼堂、F 警卫连住房

等内容构成；第二层主要由 G 林伯渠同志办公室兼卧

室、H 小会议室、I 二十五号房间、J 若干以数字命名

的客房、K 中餐厅、L 若干以名贵花木命名的包厢以

及工作间等内容构成；第三层主要是 M 展览室、O 西

餐厅、N 若干以国外著名城市命名的包厢、P 红色历

史档案展览等内容以及文创产品售卖点构成；第四层

目前正在修缮尚未开放展示，在屋顶的正中间还有一

座名唤“摘星楼”的茶楼，茶楼上还有一根旗杆，据说

可以在摘星楼凭栏俯瞰南昌全城。 

 
图 1  旧址内部空间平面草图 

旧址以参观者观赏枪支、火炮、书画等展品时所

获得信息的体验时间，1927 年南昌起义时期起义人员

商讨、指挥工作的时间两个时间；参观者在观赏展品

时旧址这个实体空间，1927 年起义时期起义人员商

讨、指挥工作所在的江西大旅社这个曾经的空间两个

空间为线索，以第一叙述者设计师和第二叙述者叙述

媒介为主体向参观者和使用者两类受叙者（参观者为

主要的受叙者）展示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展

现出独特的红色文化内涵。 

2.2. 旧址展陈设计的空间叙事结构 

旧址的展线围绕内部空间结构展开，以“回字形”

布局，将各部分展陈空间串联在一起，使展陈空间产

生一定的次序。 

旧址中各个不同的展陈空间叙述着独立完整的

故事，每个空间的叙事文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却有相

同的叙事主题；在旧址整个叙事空间中，故事发展的

时间顺序错乱，整体没有连贯的剧情。因此，旧址用

缀合式团块结构和片段式结构相结合的方式来组织

空间，以展品和展品的陈列组合再现空间场景，营造

出炽热的革命氛围。 

2.3. 旧址展陈设计的空间叙事情节 

旧址的空间叙事性展陈内容围绕着“感受八一精

神，感悟红色初心”的叙事主题紧密展开，参观者还未

抵达八一馆，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一座中西合璧式混砖

建筑（图 2)，旧址的外观是典型的巴洛克建筑风格，

楼内围绕着天井布局呈现“回字形”，是典型的中国江

南传统民居风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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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旧址可以看到左右两边的柜台分别是营业

部和账房，南昌起义前期贺龙曾在账房处会见旅社的

员工，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革命；起义胜利后营业部

的酒水食品被人们欢庆的抢购一空。在大厅最显著的

位置可以看到一块石碑（图 3)，石碑上刻着江泽民同

志的亲笔题词-军旗升起的地方，这块石碑拉开了旧

址空间叙事的序幕。 

   
图 2  旧址外观           图 3  石碑 

旧址一、二层空间为革命历史的情景再现，通过

展品的“前世”“今生”叙述着由展品所组成展陈空间

在南昌起义时期的故事。起义时战利品存放室储存着

警卫部队从江西省银行取出的银元和纸钞以及国民

革命军第 20 军缴获敌人的部分武器；起义战斗打响

时国民革命军第 20 军卫生队在卫生队救护室救治过

伤员；在旧址叙事的第一个高潮部分-喜庆礼堂（图 4)，

可以看到穿衣镜、钟表、书画等静态展品，起义时以

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彭湃等为委员的党中共前敌

委员会在此地宣告成立，周恩来等人在此商讨起义的

事宜、决定相关工作，此处便成为领导起义的总指挥

部；起义前夕，周恩来在警卫连住房亲自向革委会警

卫队进行了政治动员。林伯渠同志的办公室兼卧室，

起义时期，林伯渠曾在此办公、休息；在旧址叙事的

第二个高潮部分-小会议室，可以看到书画、桌椅等展

品（图 5)，起义时期，周恩来、林伯渠等人在这里与

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商讨起义政纲宣言和革委会的

人事安排，接见南昌地区的群众代表和学生代表[3]；

起义时期，二十五号房间是周恩来的临时办公室，他

在这里日以继夜地工作，筹划和指导有关起义的各项

活动；“江天酒楼”即江西大旅社中餐厅，起义时，这

里聚集了当时全国的革命精英，在此期间餐厅停止对

外营业，大旅社的起义人员在客房里居住、在餐厅和

包厢商议工作情况。 

   
图 4  喜庆礼堂         图 5  小会议室 

在第三层空间中，参观者可以看到由静态展板构

成的展览室；“西江番菜馆”即江西大旅社西餐厅，起

义期间停止对外营业，居住和工作在大旅社的起义人

员经常在餐厅和包厢讨论起义事宜，书写宣传标语，

接待革命群众；在历史档案展览室，红色历史展板向

参观者补充展示了人民军队中海外归来将士的革命

故事。 

旧址运用并叙和补叙的叙事顺序，通过展品的陈

列还原历史场景；运用概述和静述的叙事节奏，将起

义时期二楼原本的 96 间客房简化为 9 间，对叙事文

本中相对次要的部分进行概述来推动叙事的整体节

奏，旧址的三层空间都放置有椅子，参观者可以停留、

休息；在参观历史档案展览室时，参观者不得不停留

对红色历史展板进行思考，这种情况下叙事的时间是

停顿的。这些叙事方式让参观者重回起义时期的江西

大旅社，伴随着叙述者的叙事,参观者仿佛参与了历

史的回溯。 

3. 旧址展陈空间叙事线路的分析与构建 

3.1. 旧址展陈流线的叙事性分析 

旧址由于自身空间结构以及内部并无明显指示

系统等因素造成展陈流线拥有多种可能，不同参观者

的观址路线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此对旧址展陈流线

的分析，以讲解员所带领的路线（图 6）为例。 

 

图 6  旧址展陈流线草图 

由图可知，这条展线串联 A、C、D、E、G、H、I、

J、L、K、B 等展陈空间。通过测量可知，此展线全长

约 110 米，参观者以此展线为观址路线时所需时间不

少于 4 分 20 秒。根据展线与前文中展陈空间的叙事

情节可知旧址展线的展陈逻辑流程（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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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旧址展线展陈逻辑流程图 

由此可知，旧址展线经过展陈空间的重点区域，

整体线路简洁明了，但是为了尽可能不走重复路线，

错过了很多展陈空间，不足以真实完整的反眏旧址内

的展陈信息。 

3.2. 旧址展陈流线的叙事性构建 

3.2.1展陈流线的定位 

真实完整的反映旧址内的展陈信息。对旧址科学

严谨的展陈即是对红色历史文化的尊重，也是为旧址

未来可持续发展负责。[4] 

展陈流线有助于旧址的展陈与诠释。旧址所展陈

的不仅仅是展品，更是展品背后所蕴含的百折不挠、

为民奋斗的八一精神；旧址所诠释的不仅仅是南昌起

义时期其内部的故事，更是以旧址为例的红色遗址在

当代如何得到更好传承、保护和利用的一种思考形式。 

建立展陈内容与观者的互动。只有将展陈内容通

过适当的方式与参观者产生互动，才能传达更全面的

展陈信息，才能使红色遗址得到更好的传承。 

3.2.2展陈流线的构建原则 

分析参观者的心理。参观者在观赏遗址时,经常

会有一种先大后小顺序的心理；人潜意识形态的诱导

性经常在观赏遗址时发挥作用，即人总是依赖熟悉的

事物和经验去判断陌生的事物。[5] 

尊重人居流动路径。在无明显指示系统的展陈空

间中，参观者往往根据自身的判断进行观址路线的规

划，虽然参观者的判断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但其判断

是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印象，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遵循旧址的空间结构。旧址内部空间总体呈现出

“回字形”，其展线设计要尊重自身的空间结构特点，

灵活运用旧址内空间布局的特性，根据不同的情况作

出不同的展线部署。 

3.2.3展陈流线的规划与布局 

旧址最重要的特点是通过历史场景还原传达为

民奋斗的八一精神。旧址的每层空间作为一个面，通

过对各个展陈空间进行叙事分析，把其作为点，用展

线把各个空间串联在一起，从而有条不紊的展示信息。 

用空间叙事思维来串联展陈空间，通过前文对旧

址的空间叙事性分析，把旧址的展陈空间转换成语言

的表达体系（图 8），设计出恰当的展线把这些语言体

系串联在一起，构建旧址的文化内涵，使八一精神和

红色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图 8  展陈流线展示逻辑体系图 

3.2.4展陈流线的构建展示 

根据展陈流线的定位与构建原则对其进行规划

与布局，设计出的展陈流线（方案一和方案二）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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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方案一草图 

 
图 10  方案二草图 

3.3. 方案一与方案二的叙事性分析 

3.3.1方案一的叙事性分析 

由图 9 可知，这条展线串联 A、C、D、E、G、

H、I、J、K、L、M、N、O、P、F、B 等展陈空间。

通过测量可知，此展线全长约 560 米，参观者以此展

线为观址路线时所需时间不少于 8 分 40 秒。根据展

线与前文中展陈空间的叙事情节可知方案一的展陈

逻辑流程（图 11）。 

 
图 11  方案一展陈逻辑图 

3.3.2方案二的叙事性分析 

图 10 可知，这条展线串联 A、C、D、E、L、K、

J、I、H、G、M、N、O、P、F、B 等展陈空间。通过

测量可知，此展线全长约 455 米，参观者以此展线为

观址路线时所需时间不少于 8 分钟。根据展线与前文

中展陈空间的叙事情节可知方案二的展陈逻辑流程

（图 12）。 

 
图 12  方案二展陈逻辑图 

3.4. 展陈流线的对比分析 

与方案一相比，旧址展线展示内容不全面，用时

较短，当遇到观址高峰期，旧址内接待参观者人数较

多时，过早重回一楼大厅容易造成拥堵。与方案二相

比，旧址展线所串联展陈空间的故事内容尚未形成完

整的体系，不足以诠释旧址的文化内涵。 

方案一与方案二展线在用时和长度上并无太大

差异，最大的不同在于展陈空间所展示故事的逻辑体

系（图 11 与图 12），在故事的发展和过渡阶段差异过

大，方案一展示故事分布的阶段不太合理，展陈路径

相对复杂；方案二部分故事的展示逻辑形式不太合理。 

4. 旧址展陈空间设计的不足与建议 

4.1. 不足 

展陈方式单一。旧址以静态的展陈方式为主，对

枪支、穿衣镜、书画等静态展品按照相应的叙事文本

进行陈列组合来再现故事场景。但在科技快速发展的

今天，单一的“看”已不能够满足参观者的需求，静态

的展陈方式不足以吸引参观者的兴趣。 

展陈空间叙事逻辑混乱。旧址的各个展陈空间作

为单独的“点”而存在，每个展陈空间叙述单独的故事，

每个故事之间没有因果关联，在革命历史纪念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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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叙事形式易造成参观者的逻辑混乱，不足以使参

观者清晰明了的理解故事的发展。 

缺乏与观者的互动。在旧址展陈空间中主要以桌

椅、字画、钟表等基础展品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开始追求更加独特的精神满足，旧址也应该顺应

时代的发展做出适当的改变，旧址中缺乏现代形式的

叙事手段，缺少与观者的互动。 

展陈信息不全面。旧址由于各种因素导致其内部

展陈信息不全面。例如：三楼的西餐厅、历史档案展

览室与四楼的整个空间长时间关闭，使参观者错过许

多展陈信息，未能使参观者全面了解展陈内容，不利

于红色文化的传播。 

4.2. 建议 

展陈方式多样化。旧址中可以运用不同的展陈方

式来叙事故事，比如:在三楼的展览室内运用影像艺

术在墙面进行投放，以多媒体形式来丰富展陈空间的

叙事手段，不仅能丰富展陈形式，而且也能缓解参观

者的疲乏感。例如：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中，史实展采用展板等静态的形式，展厅的陈

列主题墙上运用多媒体的形式不断变换遇难者的照

片，这种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方式，突出了叙事主题，

调动了参观者的情绪。 

完善指示系统与讲解内容。旧址内观址路线的多

种可能性导致展示内容顺序不同，从而造成展陈逻辑

的混乱；旧址内讲解机只针对一、二层空间来讲述故

事，讲解内容不全面直接影响参观者的体验感受。在

旧址内可以制作起义时期其内部故事的视频，把视频

的二维码张贴在每个展陈空间的讲解牌上，观者用手

机扫描二维码，就可观看视频，这种方式即能建立与

参观者的互动，又能使参观者清晰的理解故事的发展。 

建立与观者的互动。旧址中可以通过各种展陈形

式建立参观者对旧址的感知体验，比如：在旧址内开

展相关的观址活动、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模拟体验场景

等。例如：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中通过上

演红色情景剧的形式展现野战军首长指挥作战的情

景，历史场景浮现在观者眼前，使参观者变成了参与

者，身临其境感知到革命的氛围，这种形式增加了旧

址的感染力。 

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旧址内应该制定完善的规

章制度，提升服务和管理水平。参观者进入旧址内无

人咨询且无指示系统等问题，间接地影响了参观者的

体验。三楼的展览室时常展示与红色文化不相符合的

内容，不符合旧址的叙事主题，部分展陈空间长期关

闭不能满足参观者的精神需求。 

5. 结论 

本文从设计者与参观者的视角对旧址的展陈与

展线进行分析，力图在展陈空间叙事与展陈流线构建

中寻求最佳立足点，通过对旧址的研究分析，发现其

在展陈与展线上的问题并基于此提出一些微薄的建

议，从而使设计者通过叙事把展陈信息全面的传递给

参观者，使参观者通过观址路线获得更全面的展陈信

息，继而弘扬八一精神，传播红色文化。但本文只单

独对八一馆中总指挥部旧址的展陈空间进行研究，并

未对其与周边的建筑环境进行联合思考，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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