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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浅议议近近现现代代人人物物类类展展览览中中展展品品说说明明文文字字
的的撰撰写写

———以“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文物文献特
展”为例

牛李佳

(宋庆龄陵园管理处 　 上海 　 200336)

内容提要:展品说明文字是观众获得展品信息的重要渠道,其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观众对展览内容

的接受和理解。 这种影响在近现代人物类展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本文以“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文物

文献特展”的内容策划工作实践为基础,对近现代人物类展览中展品说明文字的撰写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指
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办法,以期能对人物类展览的策展人员有所启发,提升博物馆的内容策划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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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界早已意识到只侧重收藏、研究等内部

职能的机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只有将内部

职能扩展到外部职能,博物馆的工作才是完整的。
因此,他们逐渐将目光聚焦于教育普及与公共服务

等外部职能的发挥,在做好收藏、研究等工作的基础

上,进一步对外开展主题展览、社会教育等活动。①

展览作为博物馆向社会公众输出的最主要的文化产

品,其质量直接影响到公众对博物馆的评价与印象。
好的展览离不开专业的内容策划。 展品说明文

字

信

的撰写是展览内容策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 展品的 的定义。 本文之所以将近现代人物类展览作为研究

息首先会通过说明文字传达给观众。 因此,若想

让已脱离其历史背景、各自孤立的文物在既定的主

题和逻辑框架下讲好自己的故事,策展人员必须在

展品说明文字撰写上下功夫,要用简短精练的语言

尽可能有效地做好展品信息的传达。
本文以“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文物文献特

展” (以下简称“为新中国奋斗展” )的内容策划工作

实践为基础,探讨近现代人物类展览展品说明文字

撰写过程中常见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希望能对其他

同类展览的内容策划人员有所帮助。

一、近现代人物类展览的概念界定与特点

“人物类展览是指以展示一个著名人物生平事

迹及其贡献和精神风范为内容的展览。” ②近现代人

物类展览作为人物类展览的一个分支,并没有明确

对象,是因为其在事迹和精神展示方面具有鲜明的

个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相关支撑材料多为原始资料

在近现代人物类展览前期所收集的资料中,原
始资料占比相当可观。 这里所说的原始资料是指展

览中的人物所撰写的文章和著作,以及所发出的信

① 陆建松:《博物馆展览策划:理念与务实》,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第 5 页。
② 陆建松:《博物馆展览策划:理念与务实》,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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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和声明等未经旁人加工过的资料。 这些原始资料

与展览中的人物有着直接、必然的联系,可信度非常

高,既可以作为展品讲述人物的经历和贡献,也可以

作为重要依据突出展览的主题和重点,在人物的形

象塑造、精神面貌表现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以“为新中国奋斗展” 为例,该展览的主标题来

源于宋庆龄的个人文集《为新中国奋斗》 ,三个二级

标题也均突出了“奋斗” 二字。 展览通过宋庆龄的

个人文集《为新中国奋斗》 、宋庆龄创办的《 中国建

设》创刊号等原始资料,全面展示了她为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事业以及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所作

的独特贡献。

(二)文献与照片类展品占比较大

文献与照片类展品占比较大是人物类展览区别

于自然科技类展览、艺术类展览以及历史类展览的

一大特点。 既不同于标本、化石等自然文物,也不同

于陶瓷、玉器等器物类文物,文献类展品虽然已经脱

离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但其本身就是历史文化的真

实记录,包含了大量的文化信息。 在展览中,往往通

过一件文献类展品便足以说明人物在某方面或某特

定事件中的经历与贡献。 照片是真实记录某一历史

时刻的图像资料,具有形象逼真、一目了然的特点,
是记录和研究历史本来面目的重要依据。

(三)展览具有较强的政治性

近现代人物类展览中的很多人物均为中国革命

与建设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他们的生命轨迹与党

和国家的发展历程相互交融,他们的形象也在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党和国家的形象。 近现代人物类展览

的举办既是为了纪念过去,也是为了服务当下和未

来,此类展览的展期一般是党和国家的重要纪念日

或展览人物的诞辰日、逝世纪念日,因此,展览的政

治性比较强。

二、近现代人物类展览展品说明文字

撰写应注意的问题

近现代人物类展览的特点决定了其展品说明文

字撰写的特殊性。 本文以“为新中国奋斗展” 为例,
分析近现代人物类展览展品说明文字撰写应注意的

问题。

(一)确保基本信息的准确性

确保文化产品内容输出的准确性是博物馆在相

关学术领域保持权威性的基础,严谨的研究成果不

仅是博物馆的重要标志,也是博物馆履行其公共服

务职责不可或缺的要素。① 不同于历史类、艺术类

和自然科技类展览,人物类展览的展品说明文字中

会出现大量人名、地名、日期等信息。 这些信息往往

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动,极易出现错误。 因

此,策展人员必须对这些信息严加考证,以确保其准

确性。
首先,要确保展品说明文字中人名的准确性。

一方面,要避免误写人名,如“为新中国奋斗展” 的

策展人员在撰写日本外务省档案《孙文动向》 的说

明文字时,曾将“宋蔼龄” 误写为“宋霭龄” ,这种情

况是必须要避免的。 另一方面,要注意人物的排列

顺序,尤其是在撰写照片类展品的说明文字时,要注

意说明文字中人名的排列顺序与照片中人物所处位

置的对应关系,切忌出现图文不符的情况。 例如,图
1 这张“七君子”与救国会领导人马相伯及爱国实业

家杜重远的合影,最初的说明词为:
被救出狱的“七君子” (右起:李公朴、王造时、

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沙千里)与救国会领

导人马相伯(坐者)以及爱国实业家杜重远(右一)
合影。

观众很可能在看到第一个括号里的说明文字时

就开始将括号中的人名与图片中的人物对号入座,
这极易导致观众误将马相伯看作是“七君子” 之一。
此外,杜重远也并非图片中排在“ 右一” 的人物,而
是排在左边第一位的人物。 为了确保说明文字的准

确性,策展人员最终将这张合影的说明文字修改为:
被救出狱的 “七君子” 与救国会领导人马相伯

以及爱国实业家杜重远合影 (右起:李公朴、王造

时、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沙千里、
杜重远)。

其次,要确保展览说明文字中地名的准确性。
一地不同名的情况并不罕见,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

地名变更频繁,因此,展馆工作人员应在充分考证的

基础上确定某一历史时期某地的准确名称。 例如,
“为新中国奋斗展” 中有一张宋庆龄等人为孙中山

① 美国博物馆协会编《博物馆教育与学习》,外文出版社,2014,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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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七君子”与救国会领导人马相伯及爱国

实业家杜重远的合影

守灵的照片, 陈列大纲初稿中对其的说明词为:
“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在北平逝世。”经查,北
京改称北平是在 1928 年至 1949 年这一时段① ,所
以陈列大纲中应将“北平”改为“北京” 。

① 　 嘉言:《“北京”、“北平”切莫混用》,《中国编辑》2004 年第 4 期。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编《纪念宋庆龄同志》,文物出版社,1982。

③ 　 尚明轩:《宋庆龄年谱长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 921 页。

④ 　 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第 187 页。

⑤ 　 严建强:《从展示评估出发:专家判断与观众判断的双重实现》,《中国博物馆》2008 年第 2 期。

最后,展馆工作人员还需要注意展览中日期的

准确性。 与历史人物、事件相关的日期是说明文字

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相比历史类、艺术类等展览中

的日期表述,人物类展览中对日期的表述要更加精

确,经常需要具体到“某月” 甚至具体到“某日” ,所
以极易产生错误。 历史照片的日期更易出错,除了

极少数标注日期的照片外,历史照片本身一般不会

携带时间信息,因而需要相关人员从其他资料中查

阅考证以获取照片对应的准确日期。 如“为新中国

奋斗展”的第二部分有一张宋庆龄视察云南的照片

(图 2 ) , 笔者最初查阅的图册上注明, 该照片为

1956 年 2 月宋庆龄出访印度等国回国后,在昆明停

留并视察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所摄。② 但有人指出,宋
庆龄于 1956 年 2 月出访归来,从仰光飞抵昆明已是

4 日下午,第二天就从昆明起飞前往北京了③ ,从时

间上来看宋庆龄不可能穿插视察工作。 宋庆龄在回

到北京后,于 1956 年 2 月 18 日所作《视察云南省工

作的报告》中也写道,“我由于出国访问印度、缅甸、
巴基斯坦,这一次在云南省和昆明市只做了六天的

视察工作。 自十一月二十八日开始至十二月三日止

……” ④ 文中完全没有提及 2 月飞抵昆明后还进行

了视察一事,因此,可推断出这张视察云南的照片不

是拍摄于 1956 年,而是摄于 1955 年底。

图 2　 1955 年底宋庆龄视察云南

(二)提高说明文字的可读性

“一个展览,不管它在历史文化资源的利用上

多么成功,无论其展品选择是多么精到,也不论其叙

述与再现多么准确,如果不能激发观众的兴趣,不能

挽留观众的脚步和视线,那么一切都将变得没有意

义。” ⑤ 展馆工作人员在撰写展品说明环节应坚守的

底线是保证说明文字的准确性,而在传播文物知识

环节则应保证说明文字的可读性。 这里所说的可读

性不仅指语言的通俗易懂,还包括文字与主题的相

关度、文物信息传递的有效性等。
前文提到,展品中文献占较大比例是近现代人

物类展览的特征之一。 从“为新中国奋斗展” 来看,
展览的 120 余件实物展品中,文献类展品有 70 余

件,占展品总数的一半以上。 文献展品包含的信息

量较大,在撰写说明文字时,展馆工作人员需要对文

献中的信息进行筛选和提炼,以使说明文字紧扣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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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主题。
“为新中国奋斗展” 第一单元的展品中有孙中

山编著的《实业计划》 一书,在编写说明文字时,展
馆工作人员并没有重点介绍书籍本身的内容,而是

将宋庆龄与这本书的关系,特别是将孙中山在宋庆

龄的大力协助下完成该书的过程作为说明重点,充
分地体现了文献展品与展览主题的关系。 展览中还

有一件文献展品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

《西行漫记》 。 这本书介绍了他在陕北苏区的采访

见闻。 此书并非宋庆龄所著,没有相关知识背景的

观众很难将其与宋庆龄联系起来。 但事实上,埃德

加·斯诺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去往陕北的,此书也是

斯诺专门赠送给宋庆龄表示感谢的,扉页上还有他

的手迹:“送给勇敢的革命家庆龄同志,你是中国第

一位鼓励我写作此书的人,而且是此书的第一位读

者。 对书中的不妥之处请见谅。 斯诺。” ① 展馆将

《西行漫记》 放在这一部分展示是为了突出宋庆龄

在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认可度、为中国共产党争

取国际支持等方面所作的贡献。 展览中 《 西行漫

记》的说明词以“ 1936 年 6 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
埃德加·斯诺成为第一位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的西方

记者”开头,与这一版块的展览主题高度契合,也能

更好地帮助观众了解宋庆龄。

① 　 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图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第 126 页。

② 　 刘宏宇:《呈现的真相和传达的策略:博物馆历史展览中的符号传播和媒介应用》,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第 6 页。

③ 　 刘燕:《博物馆的政治传播功能释读》,《东南文化》2018 年第 1 期。

“为新中国奋斗展” 展品中包含大量宋庆龄撰

写的书籍、文章、声明等,这类文献是展览的重点,但
是纸制文献容易损毁,不允许观众自由翻阅,这导致

观众不能直观地了解史料的具体内容。 为解决这个

问题,展馆工作人员在编写说明词时,应重点阐述书

中的主要内容,而不是简单地罗列书名、发表时间和

出版方等信息。 展览第二单元展出了《新中国向前

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 (图 3)一书,陈列大纲初

稿中给出的说明是:“1951 年,宋庆龄撰写的视察东

北的报告———《新中国向前迈进》 。” 除了出版日期

外,其余信息均可从展品封面上获得,这样的说明文

字显然不具有可读性。 而实际上,此报告是宋庆龄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视察工作的证明,报告为国

家制定大政方针提供了依据,体现了宋庆龄作为国

家重要领导人的职责与担当。 因此,展馆工作人员

在编写说明词时,应对报告内容稍做介绍,以方便观

众了解宋庆龄视察东北地区农业、工业、福利文化事

业等行业后的感想。 综合以上考虑,该报告的说明

词最终改为:
1951 年,宋 庆 龄 撰 写 的 视 察 东 北 的 报 告———

《新中国向前迈进》。 该报告列举大量事实与数据,
讲述了东北城乡巨变。 宋庆龄指出:“东北证明了

新中国确实是在朝着它光辉的未来,向前迈进。”

图 3 　 宋 庆 龄 的 视 察 报 告 《 新 中 国 向 前 迈

进———东北旅行印象记》

(三)充分考虑展览的政治性

博物馆有着独特的政治传播功能,作为文化和

教育机构,博物馆的文化职能在于保存特定社会群

体的“ 集体记忆 ” 并且维护他们的 “ 文化身份认

同” ② 。 它“作为一种大众媒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

器展示政治意图、传播政治信息的文化教育机构,是
维系和支撑权力运作的空间载体” ③ 。 展览以实物

展品为基础,以学术研究为支撑,是博物馆面向社会

公众输出的重要文化产品,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

导公共舆论的作用。 近现代人物类展览因展览人物

的特殊性,政治性更加明显。
展馆工作人员在编写展品说明文字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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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语句的规范性,特别是与国体、政体、国家领

导人、重大历史事件等相关的表述的规范性,如在编

写过程中对某个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定性时,必须借

鉴权威材料,切忌想当然。 此外,展馆工作人员在编

写展品说明文字时,还应尽量避免使用敏感或易引

起歧义的词汇,如果无法确定某些词汇或语句是否

触及敏感因素,最好在不影响文本内容的前提下对

语句进行删减或修改。 例如,“为新中国奋斗展” 中

展出了一张保卫中国同盟艺术团参加义演的照片, 工作人员在编写策划方案时,既要保证所述文字的

这张照片是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与其

他工作人员的合影。为避免触及敏感因素,在不影响

展品信息传递的基础上,展馆工作人员将这张照片

的说明 文 字 修 改 为 “ 美 国 著 名 歌 唱 家 保 罗·罗

伯逊” 。

三、结语

“虽然博物馆的‘展览语言’ 以物为主,但明显

除了以审美为目的的艺术品罗列展览,对大部分展

览来说,针对各类展品实物和相关信息而展开的自

然语言表述也是不可缺少的环节。” ①展品说明文字

是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前言、结语、标题说明

文字共同承担着叙述展览故事的职责,在所有版面

文字中占有较大比例,直接影响着观众对展品、展览

的理解与认识。 所以在编写展览说明词的过程中要

格外注意文字的准确性、可读性和政治性。
展览的内容策划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 展馆

真实性和准确性,又要兼顾展览的普及性和趣味性,
工作难度较高。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说明文字的编写

工作进行理论研究和探讨,这能为日后同类工作的

顺利开展提供有益借鉴。
由于时间和能力所限,本文只是以一次项目经

历作为切入点,进行了浅层次分析。 实际上,许多问

题有待在未来的工作和研究中进一步探索,如某一

类展览的展品说明文字是否存在普遍适用的编写思

路、什么样的说明文字能在保证展览质量的同时引

起观众的兴趣等。

① 俞文君:《人物纪念馆展览内容设计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