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步有故事 沉浸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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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陈亮点
    《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展览中，除了珍贵文物和图文史料的挖掘
外，高大敞亮的全新展陈空间、众多精心创作或捐赠的精美艺术品、真实生动的场景还原、

丰富先进的多媒体展示手段等亮点也不容错过。

组画 高温烧制工艺领先

走进中共一大纪念馆，三幅大型陶板装
饰浮雕让人印象深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日出东方———从石
库门到天安门》，上面画有一大会址、井冈

山、北京天安门等红色地标，层次分明，生动
立体。左侧的《中流砥柱》展现了长江三峡和

黄河壶口瀑布的壮美景观。右侧的《民族脊

梁》上，长城在崇山峻岭间蜿蜒盘旋。三幅画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征程。
据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胡

晓云介绍，作为整个展馆的前厅，这三幅画
用高温烧制，艺术效果的呈现达到了最好，

整个烧制工艺是目前国内领先的。

实景复原 1? 1展现一大会址

要说这次展览的最大亮点，一定是“开天辟地大事
变”展项。300平方米左右的小剧场空间，采用沉浸式

场景影像技术模拟旧址外貌和当时的周边环境。参观
者仿佛走入 1921年的望志路。红墙拱檐的石库门、高

低斑驳的弹硌路，加上偶尔路过的黄包车和巡捕警察，
展现当年的历史环境与氛围。

沉浸式影像空间慢慢打开，1： 1复原一大会址场
景。方桌、圆凳、靠椅、荷叶吊灯、茶几、茶杯、茶壶、荷叶边

花瓶、紫铜烟缸，均按会址原物高仿。还有木门、木格栅、
西面的山墙……几乎把一大会场完整地搬到了展厅。

展项采用虚拟人物与真实场景结合，精心选择特
型演员，实景拍摄还原中共一大 7次会议的全过程。沉

浸式画面同步演绎会议筹备、开始、激烈争论、转移到
嘉兴南湖红船的曲折惊险的历程。

展项运用国内相关最新技术手段，融合国内最新

沉浸式 CAVE影像系统与全息裸眼 3D、真人等身全息
成像技术、数控超大升降幕、超大折叠全息屏幕、多屏

多幕、LED艺术灯光、DTS 360度全景声声效技术等多
种媒体技术，打造沉浸式多幕全息（裸眼 3D?实景多媒

体展示效果。

油画 听《国际歌》欣赏《星火》

在展览的众多艺术品中，有一幅油画作品值得一看。来
到“早期组织、星火初燃”部分的最后，油画《星火》上，各地

共产党早期组织 50?位成员迎面走来。他们在马克思主义
的引领下，加入党的队伍，领导工人运动，开展建党活动，如

同星火燎原，为中国革命谱写了崭新篇章。油画是 2021年
4? 14日创作完成的。

站在画前，记者耳边响起了《国际歌》的音乐。上海美术
设计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沈黎明透露，这位军旅画家当时是

听着《国际歌》创作的，他希望这幅画在展览的时候，观众也
能够听到《国际歌》。在歌声中，画中人仿佛迎面走来，器宇

轩昂，把静态的动态化了。
在这幅画前面，有一个互动屏幕，上面显示在上海、北

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和旅日、旅法的 8个共产党早期

组织，用手点到任何一个地点，都会显示出这里的共产党早
期组织成员的介绍。

沙盘 多媒体呈“光荣之城”

在展览的“开天辟地、日出东方”的最后，一个 20多平

方米的沙盘让 20?纪 30年代上海的历史风貌跃然眼前。
伴随着讲解声，沙盘上不停地变幻着颜色和指示路线。沙盘

对面展墙辅助展示了“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大事记（1921-
1933?”。
中共一大纪念馆研究馆员张玉菡介绍，本展项“光荣之

城”运用了多媒体数字沙盘这一新颖展示方式，以 20?纪

30年代上海主城区城市专业制图为基底，搭建大型实景式
上海城市形态微缩模型，同时运用数字化影像、灯光、视频

等多媒体展示手段，全面展现了从 1921年至 1933年中共
中央机关在上海期间，党在上海召开重要会议，领导全国党

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红色足迹，独到形象地诠释上海
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以及“中国共产党从这

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的前期奋斗历

史图景。
为规避“传统规划沙盘”的视觉惯性，展项特意采用“微

缩景观模型”。建筑地块外观形态基本采取写实主义方式，

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细节。在制作比例上采取道路地块
1： 1350、普通建筑 1： 900、重点建筑 1： 500的比例，使主

次相得益彰。在色彩表现上，采取亮暖色调，统一视觉调性。
质感处理上采取全域手绘、局部重点刻画的方式，增加建筑

阅读性并调节视觉节奏。同时，将微缩模型作“场景化处
理”，增添“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整体提升场景的生动性。

电影《初心》回顾百年历程

来到尾厅，投影屏幕上正在播放《初心》。该展项以大写
意的风格，全面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展示党领

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不
同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表达“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
的根本动力，宣示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

斗”的坚定信念。

在屏幕对面的墙上，悬挂着一面党旗。中共一大纪念馆
副馆长周峥介绍，一寸缂丝一寸金，这面党旗是用古老的非

遗缂丝工艺手工制作而成，由上海丝绸集团捐赠。

本报记者 屠瑜 潘高峰 文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大型陶板装饰浮雕《日出东方———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 大型沙盘地图根据老上海地图制成，展现上海红色地标

■ 巨幅油画《星火》

■ 陈独秀和李大钊雕塑

铜像 代表亮相步伐坚定

从 1楼大厅下了电梯就到达序厅，高
大敞亮的空间让人没有一点在地下的感

觉，穹顶上一个圆形的 LED 屏动态飘动
着蓝天白云。13 位代表紫铜雕像是为了

这次展览新创作的艺术作品，代表们步伐
坚定地迈出石库门，象征中国共产党从这

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

政。两旁花岗岩墙上，镌刻着中共一大通
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金色的字

体引人注目。
序厅两侧在洞石上设置浮雕墙，一侧

以一大会址、博文女校等石库门元素，反映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另一侧以南

湖红船、烟雨楼等视觉元素，反映中共一大
南湖会议和红船精神。顶部设计发光顶棚，

采用灯光艺术效果，象征中国共产党诞生
后领导中国人民从苦难走向辉煌。

看过紫铜雕像，可以到展览的“开天辟
地、日出东方”部分去欣赏白铜雕像“本党

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它以中共一大代表和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共同讨论中国共产党的

第一个纲领、宣读纲领的第一条“本党定名
为中国共产党”这一历史瞬间，作为创作的

设计定格。代表们表情生动，肢体语言丰
富，或身体前倾，或立身正坐，或聚精会神

盯住宣读人，或侧耳倾听，或凝神沉思……
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

历史场景，再现了中国历史上这一开天辟
地的伟大事件。

此次布展，将这一雕塑与周围中共一大
代表展示版面和文物密切结合，观众进入这

一空间，既可以通过图片、文物了解到中共
一大代表的简要经历、参加中共一大之前的

成长历程和思想转变，又可以结合这一雕塑
回到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的历史场景中，

感悟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历史意义。

据胡晓云介绍，这组从老馆拿过来的
经典展品白铜雕像是 5年前创作的作品，

生动地表现出每个代表在那个历史瞬间的
状态。对人物背部作了艺术化处理，不管他

们今后的道路选择如何，但在那个时刻，把
他们特有的气质体现出来了：“这种艺术处

理是有质感和力量的，既是具象的，又有抽
象的，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这就是艺术的

魅力。不同的艺术样式来展现红色题材的
时候，也不是千篇一律的，既要遵循艺术规

律，又要把主题很好地表达出来。”

组合场景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离不开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
的努力，其中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一定要提的人物。在展

览的“早期组织、星火初燃”部分，以陈独秀和李大钊的
雕塑为核心的一组场景也是展览亮点。

在陈独秀和李大钊雕塑的背后饰以动态背景，一侧
设置上海老渔阳里 2号建筑场景，另一侧布置北京亢慕

义斋场景，同时配合播放“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动态连环
画视频，与该区域展示的图片和文物共同讲述“南陈北

李相约建党”的故事。即 1920年初陈独秀和李大钊相
约，分别在上海和北京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促进马克

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
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做好准备。

    在观展过程中，记者的头不小心碰到了展柜上的玻璃。

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项目副经理徐迅解释，展柜全部采
用低反射的玻璃，透视效果特别好。这次布置遵循了这样的

设计理念：第一是按照展品尺寸设计柜子，第二是可视面尽

可能做到最大。“我们公司研发的展柜设备层高度不到 50

厘米。所有的灯光系统、开启系统等都是重新开发，就是为

了让展柜的见光面、可视面放大，视觉效果更好，这也是特
别定做的，展柜里面恒温恒湿，能够更好地保护展品。”

走在展馆中，记者发现，这么多展品和图文放在一起，
不会感觉一丝混乱，视觉上也没有特别突兀的地方。徐迅表

示，这次布展的最大特点就是设计感，设计师考虑了所有细
节，定制了全套布展方案，达到了最佳的展示效果。同时非

常注重观展氛围，在展墙设计上研发了真空吸音技术，既有

美感又具备吸音功能。
胡晓云说，这次布展最大的挑战是，老馆已经非常经

典，要再布置一个新馆，在那么高的起点上要再做一个提
升，为此团队动足了脑筋，既要讲究史实，又要有艺术体现，

做到艺术性和史实的平衡。
最后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弘特别强调，展

馆的基础是柜子里的文物和墙上的图文，是真正的精华所

在。艺术品、场景、多媒体展项等丰富了展示手段，艺术家围
绕展示主题和内容来创作。从陈列艺术的角度来说，用多样

化的手段来展示，是为了使整个展览立体起来、生动起来，
让观众有一种沉浸式体验，使大家更容易理解。

■ 多媒体投影展示中共一大会议召开时的情景

■ 展柜玻璃透视效果特别好

展柜 透视性好恒温恒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