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 钧 儒 纪 念 馆沈 钧 儒 纪 念 馆



沈钧儒纪念馆自2008年对外开放至今，基本陈列和相关设施陈旧，已

14年未进行改版调整，消防、安防等设备无法达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的监管要求，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实施本项目，是提升沈钧儒纪念馆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功能、提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防能力的重要举措，是

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改进完善展陈形式、纪念沈钧儒先生逝世60周年暨建

馆25周年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宣传爱国统一战线、传承嘉兴城市文化记

忆的重要内容。



现有的内部隔断增设及展览平面布局已不符合新时期展览的陈列要求，

也无法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在保持原有文物保护建筑本

体不动的情况下，有必要对其文物保护展示工程进行提升，以现有的陈列大

纲为依据，利用现存的有价值的实物为展品，发挥沈钧儒纪念馆教育功能，

改进完善展陈形式，充实深化展示内容，更好的为广大观众参观沈钧儒纪念

馆提供服务，学习先贤高尚的道德情操，激发广大观众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次设计是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修缮设计，是指对建筑现存展

览进行改版提升。要求保护文物本体最小干预，不改变文物本体的现状，

所有做的陈列展览提升均具备可逆及可识别。

在保持原有建筑格局、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对上次陈列展陈的轻质

隔墙进行拆除、重新组织展览参观动线。考虑参观情绪，适时设置重点

亮点，例如壁式景观、场景、艺术品等展项。



项目主要对馆内展陈改版提升，并对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强弱电

智能化设备设施、安防、消防设备设施进行更换，新增多媒体系统等。项

目涉及改造面积720平方米，其中前厅120平方米，后楼358平方米，西厢房

42平方米，东厢房40平方米，门头160平方米。



拆除时对建筑及文物的保护措施：

区分拆除方式及部位，共分为三种拆除方式：

●保护性撤场：展品、文物、艺术画作的撤场，首先应与业主沟通存放地点，提前测量展品尺寸，

定制保护箱。上述条件具备后，在业主及监理单位监督下，进行有序撤场，登记造册。撤场后移交

记录单给业主单位留存。

●保护性拆除：展板不得随意拆卸、丢弃、掩埋，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应提前登记并报

备给业主单位。由业主单位指定拆除形式，以粉碎、归档或焚毁（焚毁需得到环保、消防等相关单

位同意）等方式撤场。

●正常拆除：满铺防火地毯，在地毯上采用竹胶板或木板（至少15mm厚度），满铺在地毯上并

装订以防拖动，保护地面。然后将原展览轻质隔墙、顶部格栅、线管等进行拆除，拆除时不得破坏

原建筑内墙。原展览若与建筑内墙有固定或生根材质，应用小件器具。



沈钧儒纪念馆展陈项⽬提升数据分析⼀览表

现在的展览 提升的展览

展区名称
⼤爱⽆垠

——沈钧儒⽣平史迹展
爱国楷模 君⼦⻛范

——沈钧儒⽣平史迹展

展线⻓度（m）

序号 展区名称 ⼀层 ⼆层 ⼀层 ⼆层

1 后楼 97 70 104 91

2 清⻛堂 21 / 26 /

3 ⼩计 118 70 130 91

总计 188 221

4 ⼩结 提升的展览展线总⻓度⽐现有展览⻓33⽶，提升了18%

展区⾯积（㎡）

序号 展区名称 ⼀层 ⼆层 ⼀层 ⼆层

1 始⾔堂 75 / 80 /

2 后楼 126 106 130 111

3 临时展厅 / / 52 52

4 清⻛堂 / / / 27

5 与⽯居 / / / 27

6 ⼩计 201 106 262 217

总计 307 479

4 ⼩结 提升的展览展区⾯积⽐现有展区⾯积多172平⽶，提升了56%

其他对⽐项⽬

序号 项⽬名称 现在的展览 提升的展览

1 ⽂物展示数量 86余件（套） 102余件（套）

2 ⽂物展示形式 展柜靠墙摆放 通体展柜、龛柜、定制造型展柜等相结合形式

3 展陈技术⼿段 暂⽆多媒体技术运⽤ 放置与内容结合适当的多媒体展项

4 展陈艺术⼿段 “七君⼦”艺术群雕
“七君⼦”庭审现场、开国⼤典等艺术创作画

及特定场景艺术还原

5 展线内容布局 展墙内容与展品有错位
展墙内容与展品⼀⼀对应并结合馆藏家具

还原特定场景



轴测图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突出“保护”为主

展厅格局复原民居

在民居中穿插展览

恢复部分生活场景



轴测图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融：故居、建筑、传统纹样

雅：文化符号、文人风骨、

精神品格

实：精练、质朴



书信展厅 办公中控

始言堂

与石居

展览

前厅

廉洁
展厅

“清风堂”

总平面图（一层）



总平面图（二层）

字画展厅
（临展）

展览



俯视图

始言堂

故居 主展厅

主入口

廉洁展厅
“清风堂”

书信展厅
字画展厅
（临展）

办公中控

与石居
东厢房西厢房



后楼立面空间位置图



从东到西的生命循环曲线



東西

青朱

金



进门向东参观，上二层参观再下到一层西侧
象征沈老一生的生命循环，东升西落

东侧复原故居书房，西侧复原故居卧室

参观动线示意

陆



第四部分 拥护和平 开国功臣

第六部分 至诚之爱 后世榜样 第一部分 青年才俊 探索救国
第二部分 共和卫士 民主先驱

第三部分 勇赴国难 坚持抗战

参观内容示意

陆

第五部分 参政议政 人民公仆
第六部分 至诚之爱 后世榜样



平面布局图



参观流线图



始言堂

历史评价：

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沈老生平摘录：
1875年 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原籍浙江省嘉兴府（今嘉兴市）秀水县。
1904年 应殿试中二甲第75名，得“赐进士出身”衔。签分刑部贵州司主事。
1905年 赴日本留学，入东京私立政法大学速成科。
1911年 参加辛亥革命浙江起义。
1936年“七君子”事件
1942年 与救国会一起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8年 赴港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
1949年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席。
1963年 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



始言堂

沈老生平：
1875-1963
. . .

始言堂浮雕采用岩板沙画



始言堂



前厅设计方案



前厅东侧入口



标题墙 前言 一级标题



一层：轻型展览结构，轻巧丰富

故居墙面悬挂的照片

北京孔庙进士碑拓片

第一部分 第一单元



一层：轻型展览结构，轻巧丰富

故居墙面悬挂的照片
第一部分 第二单元



1-1 1-2



第二部分 探索救国 民主先驱

一层：轻型展览结构，轻巧丰富

故居墙面悬挂照片



2-1



2-3



二层 第三部分 勇赴国难 坚持抗战 第一单元 成立救国会

二层：以展览为主，风格厚重、丰富

墙面局部贯穿通透、减少空间封闭感

每组内容增加对应性，不分散展示

展墙增加细节层次

展柜采取轻型设计，增强通透感



3-1



“七君子”还我河山小场景复原 第二单元 “七君子”事件

局部空间场景复原

窗外设置屏幕，显示声援“七君子”游行影像

场景底部增加地台，四周围合玻璃



3-1



“七君子”庭审现场艺术创作 第二单元 “七君子”事件

特别加入庭审对话内容

在展板组织中表现庭审现场对峙的紧张氛围

感受第三视角参与庭审现场



3-2

特别加入庭审对话内容

在展板组织中表现庭审现场对峙的紧张氛围

感受第三视角参与庭审现场



3-3



第四部分 拥护和平 爱国楷模

加入通柜

增加展品展示形式



4-1 4-2 4-3

加入通柜

增加展品展示形式



第五部分 履政尽职 人民公仆



5-1



国画创作艺术化形象示意



开国大典



5-1



首任大法官办公室场景复原
办公环境场景复原参照北大红楼场景

利用现有馆藏沙发



北大红楼办公场景复原实景拍摄



5-2



第六部分 至诚之爱 后世榜样



6-1



6-1



6-1



故居西侧卧室复原
在不破坏展厅原墙面前新建展墙结构

展板均固定于新建展墙结构之上

利用现有馆藏家具

嘱家人制作的一面小国旗

置于其书桌案头，直至去世

象征沈老的爱国精神永存



6-2 6-3

在不破坏展厅原墙面前新建展墙结构

展板均固定于新建展墙结构之上

利用现有馆藏家具



前厅西侧出口

在不破坏展厅原墙面前新建展墙结构

展板均固定于新建展墙结构之上

装饰线条减弱融入背景



结语 照片墙

在不破坏展厅原墙面前新建展墙结构

展板均固定于新建展墙结构之上

装饰线条减弱融入背景



东厢房 清风堂



东厢房 清风堂



东厢房 清风堂



西厢房 与石居



西厢房 与石居



临展厅 一层 书信展厅



临展厅 一层 书信展厅



临展厅 一层 书信展厅



临展厅 二层 字画展厅



临展厅 二层 字画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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