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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概况及展陈亮点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

物馆，自1988年起便悄然筹备，历经十二载春秋，终于在2000

年，经北京市文物局批准，正式亮相，成为中国服饰类博物馆的

璀璨先驱。这座集收藏、展示、科研与教学之大成的博物馆，宛

如一座服饰文化的宝库，静候着每一位热爱文化的访客。[3]

（一）展厅与藏品

展厅面积：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以2000平方米的

广阔展厅，精心布局了多个展厅空间：少数民族服饰厅、汉族服

饰厅、苗族服饰厅，每一厅都散发着独特的民族风情；金工首饰

厅、织锦刺绣蜡染厅，则闪烁着中国传统工艺的璀璨光芒；奥运

服饰厅、图片厅，记录着服饰文化的时代变迁与珍贵瞬间。[7][9]

藏品数量：博物馆收藏珍藏超过一万件中国各民族服装、饰

品、织物、蜡染、刺绣等瑰宝，以及近千幅珍贵的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彝族、藏族、羌族等民族生活服饰的老照片，它们共同织就

了一幅中国服饰文化的壮丽长卷。[9][10]

（二）社会教育与服务

志愿者团队：民族服饰博物馆建立了一支以馆内教师与学生

志愿者为主的讲解团队，通过系统培训，志愿者们对传统服饰文

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并能够将知识以简要易懂的语言传达给参

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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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推送服务：博物馆深度运用微信公众号这一媒

介，针对广大民众，在工作日定期每周推出系列推送内容。该服

务集高清美图展示、专业详尽的文字阐述及鲜活的视频记录于一

体，多维度呈现博物馆的日常运营、丰富多彩的民族服饰藏品以

及特色展览等，旨在全面揭示传统服饰文化的独特韵味与深度

内涵。

这些创新的服务方式，不仅让观众更加便捷地获取展品信

息，也增强了博物馆与观众的互动。

（三）科研与教学

学术研究：民族服饰博物馆在文物修复实践中，不断挖掘本

民族传统文化，从不同侧面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将研

究成果通过展览等方式向公众推介。[1] 教学实践：博物馆为学生们

提供了宝贵的教学实践平台。通过参与博物馆的各项工作，学生

们能够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提升实际操作能力，为未来的职

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些活动不仅促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也

为教学实践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四）荣誉与认可

民族服饰博物馆荣获“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市科

普教育基地”及“北京市青少年外事交流基地”等称号，彰显了

其在传承、创新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杰出贡献。这些认可

不仅是对博物馆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其未来发展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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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服饰博物馆现状

（一）北京服装学院博物馆展陈现状分析

1. 实体展示形式的多样性与创新性

多样性：国内服饰博物馆在实体展示上展现了高度的多样

性。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通过分类法将服饰藏品按内容

设计确定的展品结构分门别类地排列，同时采用支架支撑、平面

铺排、人模展示等多种形式，以丰富展示效果。此外，还利用模

拟宫廷格局作为展示背景，渲染华美氛围，增强展示的文化内涵

和视觉冲击力。[6]

创造力：在国内博物馆的设计展览上，我们看到了他们持续

寻求新颖的方法。例如，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采用动画技术生

动、具体地向游客介绍了《康熙南巡图》《云锦天衣》和云锦的

制造流程。精致的图像与美妙的音效相结合，让观众仿佛置身其

中，惊讶不已。此外，这个博物馆也采用了皮影剧的方式来展现

服装文化的直接视觉效果并增添趣味。[3]

2. 数字化展示技术的广泛应用

随着科技的发展，国内博物馆纷纷采用数字化展示技术，如

虚拟服饰博物馆、动画、视频、图片等展示形式。这些技术不仅

丰富了展示手段，还提高了展示的灵活性和互动性。参观者可以

通过数字化手段随心所欲地观看藏品，放大或缩小都在自己的掌

控之中，从而更全面地了解服饰博物馆中的展品。[3][6]

（二）国外博物馆展陈现状

1. 先进的展示技术与理念：

国外博物馆在展示技术和理念上通常更为先进。他们注重利

用最新的科技手段，如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等，

为参观者提供沉浸式的参观体验。[6]

英国银行博物馆聚焦于金融领域，生动描绘了英国百年来的

波澜壮阔历史。利用建筑元素与历史投影融合的沉浸式纪录片，

向观众娓娓道来一系列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这部纪录片融合了

3D 建筑再现、视频映射及 VFX（视觉特效），观众可环绕四个屏

幕（右侧、左侧、正面及下方）逐一领略视觉盛宴。

2. 丰富的展示内容与形式

在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一间藏有中国文物的展

厅内，一名身着盛唐华服的女子脚步轻盈徐缓，仿佛正在穿越历

史的烟尘，走向今天的世人，诉说“当年的故事”。本场活动是敦

煌复原服饰展首次“出海”。吉美博物馆主席扬尼克·林茨在活动

现场说，本次敦煌复原服饰展也是吉美博物馆首次在馆内举办时

装秀。

3. 注重观众体验与参与

国外博物馆非常注重观众体验和参与感的培养。他们通过设

计各种互动环节和体验活动，让参观者能够亲身参与到文物的保

护和研究中来。这种参与式的学习方式不仅提高了参观者的兴趣

和积极性，还促进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4. 国际化视野与合作

国外博物馆通常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合作精神。他们积极与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进行交流和合作，共同举办展览和活

动，推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这种国际化的合作不仅丰富了展示

内容，还提高了博物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综上所述，国内外博物馆在展陈现状上各有特点和发展方

向。国内博物馆在实体展示和数字化展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但仍需加强创新性和多样性；而国外博物馆则更注重展示技术的

先进性和观众体验的培养。[6]

三、优化策略提升博物馆的可观性和观众参与度

（一）更新陈列内容

许多服饰博物馆的展品陈列多年未变，导致观众对展品失去

了新鲜感和兴趣。这不仅削弱了博物馆的吸引力，也未能充分发

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2]

博物馆应及时更新陈列内容，引入新的展品和主题，以吸引

观众的注意和兴趣。可以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展示不同历史时期

的服饰文化，让观众在参观过程中获得新的知识和体验。[5] 例如：

2024年6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与北京服装学院的“五彩锦

簇——中华服饰文化展”，展览分为“民族服饰”“服饰保护”“服

饰复原”和“服饰创新”四个板块，全面展现中国不同时期、不

同地域的服饰形态及服饰相关非遗技艺。展览中的服饰文物代表

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服饰文化，每一件服饰都承载着特定的历史

背景和文化内涵。

（二）创新展陈手法

一些服饰博物馆的陈列展览手法陈旧，缺乏新颖的展陈手法

和设计理念。传统的展示方式无法吸引现代观众的注意，使得观

众在参观过程中感到乏味和枯燥。[5]

博物馆应改变传统的陈列展览手法，引入新的展陈设计理念

和方式。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手

段，增加展览的互动性和新颖性。同时，也可以借鉴商业橱窗展

示的手法，注重美化和艺术化处理，提升观众的视觉体验。[3] 例

如，上海科技馆的“时间之门”是中国首个大型时间穿越类多媒

体互动装置，将参观者的形象投射到一个虚拟世界中，让他们体

验从恐龙时代到未来世界的时间旅行。

（三）提升展览质量

部分服饰博物馆在陈列展览设计、展品展示和交互体验上存

在不足，导致观众的参观体验大打折扣。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观

众的满意度，也限制了博物馆的发展。[4]

博物馆应加强对陈列展览的设计和制作质量的把控，提高展

陈的专业性和创新性。设计师在进行展览陈列设计时，应注重整

体性和系统性，确保展品布局合理、层次清晰。

（四）强化实际讲解

实际讲解是服饰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观众获取展览

信息的重要途径。博物馆应加强对讲解员的培训和管理，提高他

们的专业素养和讲解能力。讲解员在讲解过程中，应注重与观众

的互动和沟通，激发他们的兴趣和思考。同时，还可以利用音

频、视频等多媒体手段，丰富讲解的内容和形式。例如，讲解员

在详细介绍每件服饰的历史背景、制作工艺和穿着场合之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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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鼓励观众仔细观察服饰的细节，如刺绣图案、颜色搭配等。

在讲解过程中，讲解员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如“这件服饰上的图

案有什么寓意？”或“这件服饰的颜色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引

导观众思考和讨论。这种互动和沟通的方式，使得观众不再是被

动的接受者，而是成为了主动的参与者。他们通过观察和思考，

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清代宫廷服饰的文化内涵和制作工艺，同时也

增强了他们的兴趣和参与度。[2]

（五）关注观众需求

博物馆应加强对观众需求的调查和分析，了解观众对展陈内

容和形式的喜好。根据观众的需求和反馈，及时调整和改进展览

内容和形式，提升观众的满意度和忠诚度。[4] 近年来，马面裙等中

国传统服饰突然在时尚界流行起来，这不仅让服饰类主题展览中

的传统服饰更加引人注目，也让大众有机会“看得到”这些精美

绝伦的服饰。更重要的是，随着马面裙等服饰的流行，传统服饰

不再仅仅是博物馆中的展品，而是变得“摸得着，穿得上”，让

中华传统服饰文化变得更加可知可感。[8]

为了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求，服饰博物馆需要更加关注观众

的兴趣点和体验感受。纺织服饰考古与修复工作，如同为文物注

入了生命力，让它们得以“活下来”。

四、结语

当前，民族服饰博物馆的数字化展示手段主要聚焦于技术实

现层面，而对于数字化展示的交互性设计以及视觉表现手法的探

索尚显不足。例如，江宁织造博物馆所呈现的服饰文化三维动画

中，人物动作显得较为生硬，服饰的质感未能细腻展现，色彩运

用也相对粗犷，缺乏强烈的视觉吸引力。另一方面，国家对服饰

博物馆支持力度不够，展示设备落后，加上数字化展示设计人才

的缺少，导致服饰博物馆在数字化展示设计方面出现一些问题。

服饰博物馆作为传承和弘扬服饰文化遗产的重要平台，在实

体陈列和实际讲解方面应注重创新和优化。通过更新陈列内容、

创新展陈手法、提升展览质量、强化实际讲解和关注观众需求等

措施，可以更好地美化展品，提升观众的参观体验和教育效果。

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服饰博物馆的实体陈列和实际讲解提供有

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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