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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定位



项目概况



秋瑾槐庭书院位于秋瑾故居左侧二楼，分秋瑾文化书画院、秋瑾与

辛亥湖湘人物展、辛亥革命时期图书展示、秋瑾参加同盟会会议场景四

个展区，布展总面积为273㎡。灵活生动地对秋瑾生平事迹陈列进行延

续补充，同时在秋瑾故居自成较为独立的子体系，丰富故居展陈内容与

形式，传承秋瑾精神文化，促进秋瑾故居的运行发展。

秋瑾槐庭书院



新群中学校史陈列位于秋瑾故居一楼右侧，分校史陈列与场景复

原两个部分。展陈面积约 82平方米。主要讲述新群中学由毛泽东与

黄笃杰、王洪伦等集资1921年创办；1941年，为避日军空袭轰炸，

迁往锦石，教学条件极其简陋。这时，秋瑾之子王重民把株洲清水

塘王家大屋（现株洲秋瑾故居）赠给新群中学。通过校史展陈与场

景复原再现革命年代新群中学的历史文化与株洲人民的爱国情怀。

新群中学校史陈列



提质分析



在原陈列中融合 原陈列扩增空间

原生平事迹陈列体系已经完备，且本来

展陈空间紧凑。若硬性融入，会搅乱原有

展陈逻辑，破坏原陈列整体性。

原陈列内容布局、展陈逻辑、观览游线

已自成体系，若扩增新空间，内容突兀，空

间分散，参观游线难以续接自然。

秋瑾+书画+湖湘辛亥人物+书籍+秋瑾参加同盟会会议场景=秋瑾槐庭书院

新群校史+场景复原=新群中学校史陈列

？？

独立并行的
故居子体系



新群中学
历史痕迹：场景复原，体悟历史。

精神传承：振兴中华，激励后辈。

挖掘文化亮点

助推文旅发展

槐庭书院 

    秋瑾精神：赤诚爱国，巾帼先锋。

辛亥革命：解放思想，自由奋进。

秋瑾故居

特色展陈：融入特色，紧扣文旅。

运营创收：整合资源，民国风情。

美丽乡村

地理条件：交通便利，环境优美。

政府民间：政府引导，共同推介。



展馆定位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秋瑾文化精神传承基地

辛亥革命历史文化研究平台

书画文化传播窗口

秋瑾生平历史补充展陈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基地

抗日时期教育展示窗口

新群中学校史研究平台
秋瑾槐庭书院

新群中学校史陈列



项 目
策 划



设计理念



建筑基调
↓

故居
↓

时代特色
↓

民国
↓

内容核心
↓

文教
↓

人文亮点
↓

秋瑾
↓



围绕秋瑾故居建筑特色，立足株洲近代历史以及湖湘文化，紧扣槐庭书院以及新群中学的校史，

提炼秋瑾书画、民国书籍（辛亥时期为主）、辛亥人物、新群中学抗日时期课堂等作为设计元素，

融合美丽乡村建设、文物保护建筑合理使用等相关政策，通过对秋瑾故居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进行深

入挖掘，再进行有机整合，灵活开发运用，凸显历史底蕴与文化特色，兼顾文旅性与经济性。



展陈大纲



秋瑾与辛亥湖湘人物

以图文形式展示秋瑾相关的辛亥湖湘人物对秋瑾革

命生涯的影响，分三个篇章。其中，导师篇有谭嗣

同、黄兴、陈天华等；战友篇有宋教仁、刘道一、刘

揆一等；女杰篇有唐群英、葛健豪、李闰等。

秋瑾文化书画院

以秋瑾诗词以及秋瑾精神文化诗词为核

心内容，用书画形式发扬传承秋瑾精神

文化。展陈数量以实际情况为准。

秋瑾槐庭

书       院

     秋瑾参加同盟会会议场景

秋瑾组织同盟会中留日的黄兴、陈天华、宋教仁、

刘道一、唐群英四位湖南老乡讨论抵抗《清国留学

生取缔规则》之策，讨论开始大家意见稍有些不统

一，后经过慎重地商讨，主张全体同学罢学回国。

辛亥革命时期图书展示

以辛亥革命时期图书为核心展示内容，同时

配套民国相关书籍以及辛亥历史文化研究的

书籍，设阅览区，供参观者阅览。打造辛亥

革命历史文化研究平台（中心）。



新群中学迁到槐庭，

正是抗日战争最激

烈时期，师生们同

仇敌忾，在认真学

习的同时，积极参

与抗日救亡运动。

激情岁月

1921年，毛泽东及湖

南一师的校友黄笃杰

等7人集资创办新群学

校，开办30年，成为

当时湘潭规模最大、

教学质量最好的中学。

学校。

光辉历程

新群中学自民国以来，

在科技、教育、商业

等领域涌现了大批翘

楚之才，新群的许多

年轻老师也成为教育

界的名师。

桃李芬芳

第一
部分

第二
部分

第三
部分

新
群
中

学
校
史
陈

列



方 案
设 计



内容布局



秋瑾文化书画院
秋瑾与
辛亥湖
湘人物

辛亥革命
时期图书
展   示

秋瑾
日本
求学
室展

秋瑾槐庭书院

①秋瑾文化书画院,S=120㎡；

②秋瑾与辛亥湖湘人物,S=45㎡；

③辛亥革命时期图书展示,S=63㎡；

④秋瑾日本求学室展,S=45㎡。

S总=273㎡。



株洲本地
书法家

国家级的书法家 省级书法家 著名文人

秋瑾槐庭书院

秋瑾文化书画院展陈说明：

1、充分考虑作者政治与社会地位，宏观上分国家级、省级与市级；

2、再以创作水准为前提，分专业书法家与文人业余书法者两大类；

3、结合空间实际情况，展陈暗自划分四个区域（照顾作者面子，不在空间标出）：国家级书

法、省级书法、著名文人书法、株洲本土书法展区；

4、作品排序，双重考虑。社会地位高的在前，同社会地位的，创作水准高的靠前；

5、目前设计可展31件作品，实际只有23件，预留7件空位。株洲本地展区预留3个空位，省级

及以上级别的预留5个空位；

6、考虑目前展陈紧凑性，预留空位全都靠后。相关的作品排序适当调前。

秋瑾参加同盟会

会议场景还原导师篇 战友篇 闺蜜篇
阅读桌椅与
一体查询机

导览牌



秋瑾文化书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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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与辛亥湖湘人物

辛亥湖湘人物一共12位：

第一组  导师篇 

谭嗣同、黄兴、陈天华、曾广钧

 

第二组  战友篇 

宋教仁、 刘道一、刘揆一、宁调元

 

第三组  女杰篇 

唐群英、葛健豪、李闰、张默君 



辛亥革命时期图书展示

1、内容组成

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军事、文化等。在内容上文化类的书籍要占整体的

60%。含现代研究民国的著作。实际情况以业主书籍收集采购情况为准。

2、著名作家

鲁迅、老舍、曹禺、巴金、茅盾、胡适、石评梅、夏衍、丁玲、汪曾祺、萧红、

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柔石、徐志摩、梁实秋、林雨堂、郁达夫、戴望舒等。

此类书籍可日后持续充实。

3、革命星火

孙中山、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等等红色作品。

4、当地特辑

株洲当地名人民国时期的作品，各地域的县府志、名人传记等。



     秋瑾参加同盟会会议场景

清末，留日的中国学生推翻清王朝的趋势

越来越明显。1905年,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颁发

《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这条规则对留日的

中国留学生限制极大，刚刚颁布就遭到了全体

留学生的抵抗。在此情形下，秋瑾组织同盟会

中留日的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刘道一、唐

群英四位湖南老乡讨论抵抗之策，讨论开始大

家意见稍有些不统一，后经过慎重地商讨，主

张全体同学罢学回国。

人物形象参考图



校史展陈主要分前言、光辉

历程、激情岁月、桃李芬芳4个

方面展开，核心内容是创办与发

展（在株洲秋瑾故居上课期间），

展陈面积32平方米。场景复原展

厅，面积50平方米，除教学课堂

形式外，还在四周墙壁适当增加

校训，校规等能体现学校核心文

化的历史点缀。

校史陈列

场景复原

新群中学校史陈列



抗战歌
曲视频

一体机查询新
群中学校史

展柜陈列校友捐赠
的校史实物

新群中
学标牌

地理老师喻秉诚老师特
型人物像



流线设计



秋瑾槐庭书院

秋瑾故居
二层平面图



主线流线长约140米，参观时长约45分钟，书院单批最大接待量

约为100人。由于原建筑限制，空间比较狭窄，将流线单向设计，

在秋瑾日本求学室空出部分空间，缓冲人流高峰。同时考虑辅线

引导。

秋瑾槐庭书院



新群中学校史陈列

秋瑾故居
一层平面图

增加了这个空
间



流线长约30米，参观

时长约10分钟，陈列

单批最大接待量约为

30人。

新群中学校史陈列



空间效果



以秋瑾诗词以及秋瑾精神文化诗词为核心内容，用书画形式传承发扬秋

瑾精神文化。

秋瑾文化书画院



充分利用原建筑风格，灵活展陈书画。活动

式展件设计，方便书画展件更换。

秋瑾文化书画院



图文结合，简洁肃穆，突出湖湘辛亥特色，再现辛亥湖湘人物对秋瑾

革命生涯的重要影响。模块化设计，灵活生动。

秋瑾与辛亥湖湘人物



秋瑾与辛亥湖湘人物



秋瑾与辛亥湖湘人物



秋瑾与辛亥湖湘人物



以辛亥革命时期图书为核心展示内容，同时展出民国相关书籍以及辛亥历史文化研究的

书籍。原木桌椅、老式台灯与孙中山先生像以及遗言，充满浓郁的民国风，简约明快，

清新自由，营造辛亥时期奋进自由的氛围。配套一体查询机，提升研究查询功能。

辛亥革命时期图书展示

秋瑾辛亥书籍.xlsx


日式风格的室内场景，素净典雅，清新明快。秋瑾与黄兴等同盟会的湖南老

乡（特型硅胶人）热烈讨论如何抵抗《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人物形象生

动，精神饱满呈现他与同学研讨的场景，再现其女侠先锋形象。

秋瑾日本求学室展



 秋瑾参加同盟会会议场景

清末，中国同盟会等诸多革命组织先后成立，留日的中国学生推翻清王朝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为了扑灭这股愈演

愈烈的革命火焰，1905年,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颁发《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这条规则对留日的中国留学生限制

极大，刚刚颁布就遭到了全体留学生的抵抗。

      在此情形下，秋瑾组织同盟会中留日的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刘道一、唐群英四位湖南老乡讨论抵抗之策，

讨论开始大家意见稍有些不统一，后经过慎重地商讨，主张全体同学罢学回国。

       会上主张影响巨大，在留日学生中形成较为激进的一派。而另一派以汪精卫和胡汉民为代表，主张忍辱负重留

在日本继续求学。后来两派之间斗争激烈，以致于到了最后留日学生总会的干事们为了不承担责任都纷纷辞职不干

了。这种情况受到了日本的鄙夷，《朝日新闻》更是侮辱中国留学生为一群乌合之众，是“放纵卑劣”的一群。陈

天华就是看到这份报纸，当天就留下著名的《绝命辞》，第二天就跳海自杀了！



运用翔实的图文资料、实物陈列以及一体查询机生动呈现革命

年代的新群校史与师生爱国情怀。

新群中学校史陈列



新群中学校史陈列



新群中学校史陈列



新群中学校史陈列



地理老师喻秉诚正在给同学们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复古的桌椅，简易的教学器材，

生动的老师形象，将参观者带入抗日时期的星群中学课堂现场，感受星群学子的爱

国情怀与发奋上进的精气神。

新群中学课堂场景复原



 新群中学课堂场景复原

1937年，新群学校开办初中（1941年初春搬到槐庭）， 喻秉诚加入校

董事会，担任教导主任，并兼任地理教师，担任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成了

不是校长的校长，从开办初中到增办高中（1946年），喻秉诚主持新群中

学校务共15年。喻秉诚在主持新群中学校务期间，注重引进、关心和依靠

优秀教师；对学生既注重知识的传授，也重视爱国与抗日教育。

        当时外蒙古由于外部政治力量干扰，1921年宣布脱离中华民国独

立,1924年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当时国人的剧痛，也充分显示国民政

府的无能。在抗日高潮时期，日军压境湘北，株洲成为抗日前线，喻秉诚上

地理课时经常以此为例子，激发学生爱国情怀与救国宏愿，发动学生向周边

宣传抗日救国。

毛泽东同志的母校东山学校课堂复原实景及
未来新群中学复原陈列游客参观体验参考图



文创商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