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足基本展陈 探索人物展示新路径——以杨殷展示为例

□沈申甬

不懂历史的民族没有根，淡忘英雄的民族没有魂。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一个社

会的价值标杆。那么，中华民族的英雄是谁？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又该如何传承他

们的精神？

经过近一年的紧张筹备，《英雄壮歌》上海英烈纪念展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在龙华烈士

纪念馆隆重开展。展陈紧扣“英雄之城孕育英雄，英雄精神激励后人”主题，以创新发展为

指导，以“讲英雄精神，讲好英雄故事”为要求，全面展示了以杨殷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英

雄在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中，百折不挠、鞠躬尽瘁、慨然赴死的气节和精神。

一、寻找英雄——内容新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

样需要英雄情怀。为此，龙华烈士纪念馆本次改陈首先从内容方面找突破口，希望打破人物

纪念馆的传统内容构成，以有冲击力的内容要素让观众走近英雄，传颂他们的故事，学习他

们的精神，让这曲英雄壮歌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

（一）展陈体例新

《英雄壮歌》展首先突破原展陈中“人物与历史脱离”的传统展陈方式，采取了编年体

和专题体相结合的体例，通过以史叙事、以事带人，以人见精神的手法，在重大历史事件中

凸显展陈人物事迹和精神。在展陈的主体部分，采用了以上海革命斗争史为线、展陈人物为

珠的体例。同时在展示历史事件方面，不是机械地套用上海革命斗争史的全部内容，而是选

择与龙华英烈相关的历史，坚决避免出现有历史无人物、有人物无历史的情况。

以杨殷为例，从宏观上看，本次展陈将人物放入大历史的视角中，即以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后中国共产党人擦干血迹，继续进行不屈斗争的历史为背景，帮助观众构建了一幅杨殷在

白色恐怖期间于上海不畏强暴与敌斗争的画面。从微观上，展陈将杨殷置于军委四烈士这个

群体中，又构建了一幅他在上海工作期间不幸遭敌人出卖被捕，在狱中坚持工作、不屈不挠

的画面。展陈通过宏观和微观的叠加展示，让观众以有故事感的情节大致了解杨殷的事迹，

形成初步印象。

（二）内容构成新

同时，《英雄壮歌》展以拓展展陈要素为突破口，在表现英雄个体经历的过程中，除展

示传统的人物肖像、简历、图片、实物等传统要素外，还精心挖掘英雄格言及其身上的重点

和亮点，加深观众对英雄本身特点的印象，从而走出了一条以格言和故事突出英雄精神，引

领展陈灵魂的新路。

在格言展示方面，甄别选取了英雄最感人的语录，将人物语录放置于展板最醒目的位置，

并通过变幻格言字体的大小来凸显重点内容，让英雄富有感染力的话语对观众形成冲击。此

外，为使英雄形象更加丰满，让观众深入了解他们的事迹，本次展陈还拓展了小故事这一内

容元素来丰满英雄形象。在故事的创作中，展陈始终紧扣英雄生平的亮点，让观众对英模最

感人的事迹一目了然，形成深刻印象，感受他们所蕴含的精神魅力。

以杨殷为例，展陈通过他“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话语，通过他与家人及同乡的合影，

通过他写给女儿的信，通过他用过的木箱，展示了一个具象杨殷。此外，展陈还对杨殷人物

事迹进行了创作，通过描写他变卖家产支持党的工作以及为了革命不惜辞去高薪工作，并将

子女交给亲友抚养的小故事，提纲挈领地点出了他是一个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人，从而让观众

对杨殷的人物个性形成一个直观的印象。

（三）内容表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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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丰富展板内容，在有限的版面中将尽可能多的信息以生动的形式呈现给观众，

《英雄壮歌》展大规模运用了各类多媒体屏幕，包括：口述史屏、内容扩充屏、知识屏。

在口述史屏的运用上，展陈秉承英雄也是普通人，他们也有亲情、友情、爱情的理念，

采访了近百位展陈人物的亲人、朋友或是资深研究学者，还原了一段段历史，呈现了一个个

信仰坚定、不怕牺牲却又对亲人、爱人、朋友无限爱恋的英雄。在对杨殷的表现上，展陈使

用了杨殷的外孙女崔燕薇的采访视频，在近 120 分钟的原始视频资料基础上，整理了 7 分钟

的精华内容。视频中，外孙女口中的杨殷是一个有坚定的信念的人，一生中虽有过各种挫折，

却始终没有动摇，为了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同时，他又是一位严父，

对待女儿亲切却不失严厉，他在给女儿的信中提到让她“要节省”。通过崔燕薇的回忆，观

众穿越历史了解了一个真正的杨殷，一个忠贞、坚定，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人，

从而拉近了观众与杨殷之间的距离，想他所想，感怀他所为，真正地走近他。

展陈为让观众更全面地了解英雄的个体经历，向相关单位征集了大量的原始影像资料，

对版面进行了内容的补充，即采用内容扩充屏的方式对他们的事迹进行展示。在对杨殷的展

示中，展陈使用了 4 分钟的剪辑视频，全面展示了杨殷一生的革命经历，让观众在有限的静

态版面上，通过动态的视频更深入地了解杨殷的革命事迹。

同时，为照顾青少年观众的观展体验，希望他们将历史知识带回家，将英雄精神放于心，

《英雄壮歌》展首次以知识屏的形式将版面中的相关知识延伸拓展到互动屏幕中，即在知识

屏中放入两大类的内容，包含人物信息和史实信息，其中人物信息囊括了人物的头像、简历、

大事记、小传及相关的图片等；史实信息则通过动画、互动游戏、知识问答等形式来展现相

关革命斗争史的内容。以杨殷为例，整个屏幕分为两大内容，包括：事件和人物。其中事件

又设三个问题：中共中央机关为什么设在上海？中共中央如何设置各类秘密机关？中共中央

机关都做了哪些工作？通过这些知识问答和游戏互动，让青少年观众了解当时中央军委的性

质及所担负的主要工作职责，从而对杨殷所担任的中央军事部部长这一职位有更深刻的理

解。而在人物部分，则囊括了杨殷的大事记、传记、照片、参考书目等方面的内容，通过点

击触摸屏，让青少年观众以熟悉的方式更加了解杨殷。

二、展示英雄——形式新

如果说内容是传播历史、弘扬英雄精神的基础，那么如何运用好形式，让形式更好地切

合内容、表现内容，从而使观众不忘历史，继承英雄的精神是《英雄壮歌》展想要解决的课

题。此次《英雄壮歌》展从版面形式的设计到多媒体展项运用经过多重考量，使整个展陈张

驰有度，节奏平衡。

（一）版面形式的设计

《英雄壮歌》展在版面设计上采用了整体与部分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设计理念。

以杨殷为例，展陈先对以杨殷为代表的军委四烈士事件进行了整体展示，紧跟其后的是四烈

士的头像和简历，然后再对四位人物分列展示设计，并形成多层次的信息版面。以杨殷为例，

第一层为他的语录版；第二层为他的图片版；第三层为家属的口述史屏幕和相关内容扩充屏

幕；第四层为腰线上的故事版和知识屏；最后一层为他的文物挑柜。多层次的信息带叠加，

以及多种类屏幕的使用，使得整个版面动静结合，版面的色彩层次也突破了以往的黑白色调

而更为丰富，让观众在严肃的参观氛围中不再审美疲劳，而是有了更多了解人物的兴趣。

（二）多媒体展项的设计

《英雄壮歌》展在多媒体设计上打破了以往多媒体展项原素单一的做法，采用了多媒体

屏幕与艺术品叠加使用的设计理念。以杨殷为例，展陈专门开辟了一块近 160 平方米的独立

空间来表现杨殷以及相关英雄。观众一进此区域，首先看到的是一幅巨型的原创玻璃刻画。

其中玻璃刻画上部雕刻的是杨殷等 25 位在白色恐怖中没有被吓退继续战斗的著名英雄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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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下部刻画的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上海和龙华场景，代表了英雄们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中

部则是在三大块红色血迹映衬下的屏幕，通过 3 个连续的画面，展现了大革命失败后，在上

海工作的共产党人如何坚持斗争的片段。而在整幅玻璃刻画的右边则是毛泽东“他们从地下

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的语录，通过这句话点

出了以杨殷为代表的英雄面对敌人的强暴，不畏生死，继续前行的高尚情操。

（三）艺术品的设计

纪念场馆中的艺术品是至关重要的“绿叶”，它对渲染作为内容的“红花”，有着营造氛

围、升华境界、传达寓意等作用。为了更好地反映内容，与内容结合地更为相得益彰，《英

雄壮歌》展在艺术品的形式运用方面进行了创新。以杨殷为例，在人物版面的对面，创作了

一幅大型锻铜浮雕，表现杨殷等军委四烈士在狱中斗争的场景。整幅铜浮雕以杨殷等 4 人被

捕入狱为背景，以杨殷和彭湃在狱中写给党中央的信衬底，截取了他们写信的场景，表现了

杨殷等人在龙华监狱极其险恶的环境中，面对已经暴露身份的情况，却不畏牺牲、坚持斗争

的精神。整幅浮雕线条流畅，人物表情坚毅，让观众能瞬间进入故事。

三、纪念英雄——功能新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

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展示英雄是为了更好地纪念英雄，学习英雄的精神，为此

《英雄壮歌》展还努力探索新的路径，对如何纪念英雄做了新的尝试。

如展陈利用新技术延伸陈展内容，在休息区增加了全国目前最大的多人同时操作多媒体

魔屏展项。它显示的内容有三类，分别是：上海 15085 位烈士的英名录、龙华馆藏以及上海

重要革命遗址。屏上所有的信息点都可以点开，其实际的内容量远远超过本次展陈的内容。

以杨殷为例，通过触摸魔屏，观众不仅可以找到杨殷生平事迹、龙华烈士纪念馆有关他的所

有文物展示以及他生前工作过的中央军委旧址，还可以为杨殷点赞献花，献上对他的敬意。

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屏幕有关杨殷的信息可以与时俱进，常换常新。此外，《英雄壮歌》

展还设置了将英雄事迹、英雄精神带回家的观众互动小展项，即在整个展陈的结尾设置了书

签墙，墙上放置了印有英雄简历和语录的精致小书签，观众可以将杨殷等 256 位英雄的书签

免费带回家。通过这些手段让英雄的故事和精神不仅贯穿在展陈中，而且能延续下去。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如果一个民族

不崇尚英雄、不尊重英烈，这个民族将很难再出英雄，更难造就英雄辈出的局面。”做好生

动反映英雄事迹、弘扬英雄精神工作永无止境，必须始终坚持在实践中求创新，在创新中求

发展，从而让英雄们的故事真正传播开来，让英雄们的精神真正传承下来。

（作者系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陈列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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