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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油脂博物馆是我国油脂领域唯一的大型专业科普教育场馆，不仅向公众展示我国悠久的

油脂历史文化，还充分展示现代辉煌的油脂科技成果，其展陈设计独具匠心。基于空间叙事理论，以

中国油脂博物馆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参与观察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从空间叙事的结构

建造与氛围营造两个维度分析中国油脂博物馆的展陈设计原理，挖掘油脂博物馆建设背后的感人故

事，并深入了解现代油脂科技，总结提炼油脂科普场馆空间设计模式与现实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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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ils and Fats Museum is the only large-scale professional science education venue in the field 

of oils and fats in China, which not only displays China's long history and culture of oils and fats to the 

public, but also fully demonstrates the modern brillia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oils and 

fats. Its exhibition design is unique and ingeniou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patial narrative,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Oils and Fats Museu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employing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the study analyzed the exhibition design principles of the Oils and 

Fats Museum of China from two dimens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atmosphere. It explored the touching stories behi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il museum and provided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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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oil technology, which could ultimately summarize and refine the spatial 

design mode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science education venues in the oil sector. 

Key words: the Oils and Fats Museum of China; popular science of oils and fats; spatial narrative; exhibition design 

中国油脂历史源远流长，油脂文化博大精深，

油脂人的奋斗故事激励后人。作为全国性的知名

科技社团组织，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高瞻远瞩。

2015 年，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在福建厦门提出

“举全行业之力共同努力建设成一座精致、厚重，

融知识性、科普性、文化性于一体，填补国内博

物馆类型空白的中国油脂博物馆”。自此，长达六

年的中国油脂博馆建设工作拉开帷幕。2021 年 10

月 1 日，令海内外数以万计油脂人牵挂的中国油

脂博物馆终于建成开馆。中国油脂博物馆的建成

离不开老一辈油脂科学家的精心规划与身体力

行，离不开全国油脂界的慷慨捐赠，离不开社会

各界的关心支持，将成为“灿烂中国油脂文化的

展示基地、油脂科技人才的教育与培养基地、油

脂科技的研发与创新基地、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基

地”[1]。千年油脉一馆承。在中国油脂博物馆迎

来三周年华诞之际，多维度解读中国油脂博物馆

的展陈内容，深层次分析中国油脂博物馆的文化

意涵，挖掘中国油脂博物馆背后的科学家故事，

是让油脂文明活起来、传下去的重要前提。因此，

在中国油脂博物馆运营阶段，亟需对中国油脂博

物馆的展陈设计进行深化研究，提升科普场馆的

协同育人功能。 

近年来，博物馆建筑设计不断向多元化方向

发展，博物馆不仅限于展览收藏的功能，还向科

普、教育、社交等功能进行拓展。研究表明，空

间叙事理论将博物馆的建筑空间与博物馆自身的

文化故事相结合，量身“定制”一整套情节变化，

用建筑空间艺术化的方式呈现博物馆主题[2]。本

文作者通过搜集中国油脂博物馆建馆以来的相关

史料，梳理建馆背景与历程，并以志愿者的身份

对展陈进行长期观察，结合对我国油脂界领军人

物王瑞元、何东平等老一辈学人的深度访谈，了

解中国油脂事业发展的基本脉络。在此基础上，

运用空间叙事理论对中国油脂博物馆室内展陈设

计进行剖析，试图以一个新的视角解读中国油脂

博物馆的建设模式，为我国油脂科技自立自强的

阐释提供参考。 

1  空间叙事理论 

叙事，指运用语言或其他媒介再现空间和时

间中发生的事件。叙事最早产生于文学，美国学

者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在《现代小说

中的空间形式》（1945）中提出形式的空间化，并

提出“并置”的概念。叙事理论最早来源于文学

作品和符号学研究，后逐渐衍生为建筑领域的思

维范式，即空间叙事[3]。空间叙事是叙事者以空

间（物质或者非物质）要素作为媒介，借助符号

学中的能指与所指的含义，以叙事的方式进行信

息的表达，以此让接收者基于自我的认知意识获

得一定的感知与体验[4]。叙事空间不仅展示展陈

的空间，且将其作为二维时间叙事转换成三维立

体叙事的媒介。人与空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以

空间作为媒介，可以通过一定的表达形式，对处在

空间中的人传达特定信息，不论是叙事者还是游客

都可在空间中去表达他们的文化观和价值观[5]。通

常情况下，博物馆的空间叙事包含预想、设计和

实践，凝练为空间叙事语言分析、叙事结构建构、

空间氛围营造[6]。根据博物馆的空间叙事理论，

可从两方面解析中国油脂博物馆展陈设计模式，

中国油脂博物馆的叙事表达模式如图 1 所示。 

第一，空间叙事的结构建造。不同的叙事结

构可以带给人不同的空间感受，根据需要展现的

故事情节进行合理设计，选择合适的叙事结构有

助于叙事空间更好的“讲故事”。如，中国油脂博

物馆的情节顺序，运用了正叙、插叙、倒叙的排

列方式，使馆内的空间秩序得到排列整合，更容

易突显馆内叙事效果；再如该馆的情节节奏，运

用基本节奏、伏笔、出乎意料的情节的表现方式，

更易促进参观者的情感波动。 

第二，空间叙事性氛围营造。空间叙事氛围

是参观者进入展示空间后，在色彩、灯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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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油脂博物馆的叙事表达模式 

Fig.1  Narrative expression patterns of the Oils and Fats Museum of China 
 

空间形态等特定环境下营造的能影响参观者心理

感受的一种感应。如，在空间中表现出来的叙事

内容，能适应参观者认知、给参观者带来深刻的

辨识度、与参观者形成双向交流。 

2  空间叙事理论在中国油脂博物馆的运用 

中国油脂博物馆坐落于武汉轻工大学金银湖

校区，是由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和武汉轻工大

学共建共管的一座高质量、高水平的博物馆，也

是我国唯一的一座油脂博物馆[7]，展陈设计由创

立于 1970 年的广州市美术有限公司承担，室内展

陈面积约2 500 m2，室外油料文化园面积约6 200 m2，

馆藏展品丰富，馆内收有 10 000 余件藏品。迄今

为止，中国油脂博物馆接待观众已逾 3 万人，接

待团队 400 余个，提供免费讲解 600 余场，是中

国油脂界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交流和展示油脂

文物的重要平台。 

2.1  中国油脂博物馆的空间叙事情节顺序 

2.1.1  正叙 

中国油脂博物馆整体叙事呈正叙的表现形

式。根据历史时间脉络对油脂文化进行叙事描述，

表现为“古代——近代——现当代”情节顺序，

馆内空间按照陈列品的背景发生年代及其背后所

蕴含的故事进行排列。参观者按照故事发展顺序，

中国油脂博物馆参观流线如图 2 所示，在一层空

间进行参观，从对古代油脂业的探索到近现代油

脂工业的发展，到现当代对先进制油工艺的科普、

国家对粮油安全的重视。由此入手，根据其他叙

事表达手法进行再细分，共分为古代油脂业的探

索、近现代的油脂工业、现代油脂科技、近现代

油脂工业的腾飞、油脂行业名家、油脂学会名企名

校、油脂科技及粮油安全、油品展区等八大展区。 

正叙的排列方式虽然增加了博物馆的叙事层

次感，也易让参观者理解其叙事表达内容，但长

时间的参观会让参观者感到单调枯燥，所以中国

油脂博物馆在叙事过程中增设插叙、倒叙，打破

其内部层次，突出精彩部分，使空间叙事的表述

变得主次分明。 

2.1.2  插叙 

为了展示我国先进的油脂科技及制油工艺，

运用插叙的排列方式，将现代油脂科技展示区布

局在近代和现代两个主叙事厅的衔接处，将原先

的叙事顺序先中断，突出强调的叙事部分，烘托

出主要内容情节，有助于参观者清晰了解博物馆

的叙事脉络，起到承前启后的联系作用，让馆内

叙事构建丰富，进一步升华中国油脂博物馆叙事

主题。 

在现代科技展区，展示了武汉轻工大学何东平

教授团队的三项先进榨油制油工艺。展区导言结束

后，首先展现的是该团队的先进榨油工艺——米糠

油浸出法。米糠油又被称为稻米油，是稻米加工

后对所剩米糠进行压榨、浸出等工艺得到的副产

品，能够复原稻谷的精华，其拥有亚油酸、谷维

素、维生素 E、角鲨烯等营养成分，米糠油所含

营养成分及功效作用见表 1，是世界卫生组织最

推荐的三大营养油之一，极具营养保健效价，备

受人们欢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生产国和

消费国。稻米与小麦、玉米一样，是我国的主要

粮食品种[8]。一般来说米糠的含油率为 18%~20%。

米糠的含油量相当于我国的大豆含油量，是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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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油脂博物馆参观流线 

Fig.2  Visiting flow of the Oils and Fats Museum of China 
 

表 1  米糠油所含营养成分及功效作用 

Table 1  Nutrients and efficacy of rice bran oil 

营养成分 主要功效 

亚油酸 
亚油酸是人体所必需的脂肪酸之一，人体自身不能合成。有助于抗肿瘤、抗氧化、提高免疫力、提高骨骼密度、增

强肌力等。 

谷维素 
谷维素有提高胆汁排泄作用，减少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量，能阻止血小板凝集，促进皮肤微血管循环，保护皮肤，

能缓解脑震荡等疾病。 

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生育酚和生育三烯酚的总称。生育三烯酚具有降低血小板凝聚、抗血栓及抑制肿瘤、预防阿尔茨海默氏

病（老年痴呆症）等作用。 

角鲨烯 
角鲨烯是生物体代谢中不可缺少的物质，能生化合成胆固醇，再从胆固醇中生化合成副肾皮激素、性激素，从而调

节人体新陈代谢过程。具有降血脂、降低胆固醇等生理活性，还能促进胆汁分泌、强化肝功能、增进食欲。 

 

宝贵的油料资源[9]。如果加大对米糠资源的利用，

就可以减少对大豆的进口量，提高我国食用油的

自给能力。为了保障国家粮油安全，将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何东平教授团队历经二

十余年研发，突破了米糠保鲜、精炼功能成分保

留、提高得率和品质等关键技术，并将逐步实现

产业化[10]。 

在现代科技展区，展示了江南大学王兴国教

授、河南工业大学刘玉兰教授、益海嘉里首席科

学家徐学兵等油脂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及著名的

“李川江先进榨油操作法”，现代科技展区部分研

究成果展示见表 2。从近代粗糙落后的油脂制取

工艺到现在精细先进的油脂制取工艺，都离不开

我国油脂科技工作者秉持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勇

攀科技高峰的初心，此处叙事空间彰显了我国油

脂科技工作者爱岗敬业、求真务实的精神。 

2.1.3  倒叙 

在博物馆空间设计中，依据叙事的表达要点，

将最重要的叙事内容前置，再按原先的顺序描述，

是一种逆时顺序的表述，即叙事学中的“倒叙”。 

在中国油脂博物馆，通过对展陈逆时顺序表

达，将何东平教授及其团队创作的《油脂轮》提

前放置于古代油脂展厅。该作品清晰地呈现油脂在

各行各业的广泛运用，如陶瓷、军事、日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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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现代科技展区部分研究成果展示 

Table 2  Display of some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hibition area 

序号 科研团队 研究成果 

1 王兴国教授团队 食用油适度加工技术及大型智能化装备开发与应用 

2 何东平教授团队 米糠浸出法取油技术、微生物油脂发酵与加工技术、油茶籽加工关键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应用 

3 刘玉兰教授团队 食用植物油风险因子控制关键技术与应用 

4 徐学兵教授团队 食品专用油脂品质调控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 

5 其他 李川江先进榨油操作法、木榨棉籽油/菜籽油榨油、动力螺旋榨油机棉籽/花生仁榨油 

  

有助于参观者理解汉代陶仓、兔型灯等古代油脂物

品的意义，印证了油脂从古至今都是日常必需品，

中国油脂博物馆的“油脂轮”如图 3 所示。同时，

也为后面相关展品的展示提供铺垫，如王瑞元先

生捐赠的火花、益海嘉里等企业提供的食用油等。

总之，《油脂轮》的提前展出，有助于打破正叙排

列方式造成的乏味感，激发参观者的兴趣。 

2.2  中国油脂博物馆的叙事空间情节节奏 

2.2.1  基本节奏 

中国油脂博物馆整体叙事是正叙的排列方

式，对应到博物馆空间叙事的节奏中，呈现“发

生-发展-高潮-结局”的构成模式，即：从原始人 
 

 
 

图 3  中国油脂博物馆的“油脂轮” 

Fig.3  The grease wheel, the Oils and Fats Museum of China 



第 32 卷 2024 年 第 5 期  油脂加工 

 

 113  

发现动植物油脂（发生），经过古代、近代先辈们

对油脂研究的不断探索（发展），到现代油脂科学

家、油脂行业科技工作者不断钻研油脂科学技术

（高潮），最终实现我国油脂事业腾飞、跻身世界

先进行列（结局）。通过场景还原、展品展示、文

字信息、文献书籍、屏幕互动等多种形式，对基本

情节节奏进行叙述，体现馆内叙事内容的节奏感。 

2.2.2  伏笔 

如同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进入叙事高潮时往

往留下一个暗示，为后面的故事情节埋下“伏笔”。

在博物馆空间叙事过程中，通过展陈的布置来埋

下“伏笔”，暗示参观者即将进入高潮的叙事展厅，

引发其对参观重点的关注。 

在该馆现代科技展区，陈列一台 200 型榨油

机，这是新中国第一滴浓香花生油的榨取设备，

全国最早定型的国产小型榨油设备。在设备的正

前墙面，展出了我国制油设备选定型工作历程。

通过陈列品展示、文字展示，加上人员讲解，描

述我国制油设备选型定型及标准化的历史背景与

过程，为中国油脂工业巨擘王瑞元先生的卓越贡

献埋下“伏笔”。 

随后，引出叙事高潮情节——油脂行业名家

名人展厅。在该展厅的中心位置，陈列了中国粮

油学会首席专家王瑞元先生奖章、任命书等物品。

王瑞元先生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粮油专

家，曾获“中国粮油学会终身成就奖”[7]。据对

王瑞元先生的采访，他出生于无锡一个贫困家庭，

六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中国人吃油这一“天

大的事”，积极推动粮油事业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起在全国积极推广米糠、玉米胚芽榨油和浸

出法制油，为国家增产油脂，并提出粮食加工要

向粮油食品方向延伸、植物油加工业要向油脂化

工和综合利用方向延伸；1979—1986 年推进粮油

加工装备的选型、定型、标准化，1987 年起对国

外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国产化，为我

国油脂工艺及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奠定坚实基

础；2001 年提出在面粉中取消添加增白剂，从而

提高出品率；2008年又提出粮油加工业要贯彻“适

度加工”，防止过精、过细、过白等过度加工，最

大限度地保留粮油产品的营养成分。中国油脂博

物馆建成后，王瑞元先生将他一生的重要物品、

书籍捐赠，陈于馆内。 

2.2.3  出乎意料的情节 

从叙事空间的情节节奏来看，按照常规节奏

进行展陈的展示，能够使参展过程的节奏自然和

谐，虽然给予参观者舒缓感，却缺少“激进”的

节奏感，空间环境设计追求展出的叙事内容能够

“抑扬顿挫”，增加出乎意料的情节，和电影彩蛋

一样带给观众惊喜。 

通常，“出乎意料的情节”会增设在比较有特

色的空间中，运用较特别的呈现方式，以区别于

普通的展示空间。在中国油脂博物馆特色粮油票

长廊，增设了一处排队打卡的场景，成为馆内的

“网红打卡点”。这一精心安排，还原了计划经济

时代人们在供销社排队的场景，给参观者穿越时

空的体验感。并陈列了国内最齐全的粮油票，一

张张粮油票，一群排队买油人，让参观者体会粮

油来之不易，务必珍惜。同时，记录在物资匮乏

年代，油脂人克服困难，为保障食用油供应付出

的艰辛努力。显然，这种“彩蛋式”的设计布局，

让空间叙事形式更为丰富，同时加深了对叙事内

涵的表达。 

2.3  中国油脂博物馆的空间叙事氛围体现 

2.3.1  营造更舒适的参观环境 

实践证明，只有叙事内容与参观者的认知相

适应，空间的基础叙事氛围才能更好地体现。在

中国油脂博物馆，空间呈现的信息密度有高低错

落的节奏感，通过对文字和图片有序的交替排列，

消减参观者的压抑感。例如，展示我国现代先进

油脂制取工艺时，若一味展示技术流程可能晦涩

难懂，过于使用文字介绍又显呆板沉闷。因此，

设计者在东面墙板展示米糠油浸出法时，以制取

流程图为主，在西面墙板则加入油茶籽加工关键

技术的图片、文字介绍，使空间叙事节奏感有张

有弛，便于参观者在舒适的环境下对叙事内容加

深理解。 

2.3.2  增强参观者的辨识度 

博物馆展陈布局中，通过几处能给参观者留

下深刻印象的展陈或展区，加深参观者对空间的

辨识度。在油脂行业名家名人展厅，设计布局了

三根 LED 立柱，自动播放红色文字信息和蓝色图

纹，营造浓郁的氛围。通过灯光、声音等环境要

素，烘托出高潮叙事情节中最主要的情节点，加

深对老一辈油脂科技工作者的认知度。这样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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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也是考虑到馆内展示信息量较大，参观者的注

意力有限，通过宽松的环境消除疲惫。 

2.3.3  促进空间内的双向交流 

通过展陈和参观者互动交流，传递叙事信息，

营造叙事内容场景，增强体验感和趣味性。例如

在古代油脂展厅，明代卧式木榨是当时人们使用

人力进行榨油的设备，展出时并没有用围栏围起

来，可以让参观者动手体验，有助于参观者了解

古人榨油过程及原理。再如数字油脂博物馆的上

线，让参观者克服物理空间障碍，轻点鼠标就能

进入油脂博物馆，全景式、多维度了解展陈信息。

概言之，叙事空间中采用互动模式，加强空间的

交互性，便于参观者沉浸式感受油脂文化，使整

体叙事更加流畅。 

3  结论 

本文从空间叙事的结构建造与氛围营造两个

维度，分析中国油脂博物馆的展陈设计原理，挖

掘油脂博物馆建设背后的感人故事，总结提炼油

脂科普场馆空间设计模式与现实意涵，为弘扬科

学精神、传播油脂文化提供新的视角。然而，由

于该馆运营时间较短，室内空间的优化有待提升，

尤其在呈现方式、设计语言的表达方面亟需细化。

例如，展示米糠油浸出法时，仅通过文字信息、

图片的展示，未能让参观者深度了解技术研发过

程、运行机理、实施效果，建议增加动态表现手

法，满足部分专业观众的参观需求。此外，对榨

油机等老旧设备展示要考虑空间的局限性，避免

造成拥挤，可通过小体量模型展示，提升博物馆

的展陈品质。 

总之，以空间叙事框架建构的博物馆，建筑

空间与文化主题能引起参观者的共鸣，使得博物

馆自身的空间逻辑更加凸显。本文基于空间叙事

理论，分析中国油脂博物馆室内空间结构，紧密

结合参观者的现场体验，多维度彰显博大精深的

油脂文化，使参观者能够且行且思。同时，鞭策

油脂界同仁奋发有为，为保障中国食用油安全再立

新功。以中国油脂博物馆为阵地协同育人，加快培

育油脂青年科技人才，为油脂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

量。扩大“中国油脂博物馆”的品牌影响力，让中

国油脂历史和文化更加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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