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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大众带来了更多选择的空间，如今，获

取知识和学习技能的途径不再单一，与传统

展览形式相比，线上艺术展览有诸多优势，

是展览积极探索艺术传播的新途径，但线下

艺术展览发展相对成熟，并不能完全被替

代。以学校美术馆为基础，中央美术学院线

上建立的一个1:1的虚拟空间开展了系列拓

展教学和线上展览策划与实施工作。近年

来，中央美术学院也将毕业展线上线下同时

进行的形式向大众开放。青岛西海美术馆的

“TAG新时代艺术展”与美术馆一层展厅

的展品同步线上呈现，大家在观展的同时，

还可以与艺术家本人“面对面”，通过美术

馆对艺术家专访，更好地了解展品背后的创

作理念。线上展览和线下展览都是艺术传播

的途径，策展人需要打破固有的思维，树立

一种包容、多元的策展理念，最大化发挥线

上和线下展览各自的优势。目前很多线下展

览以云直播、云课堂、云展览的方式进行线

上的互动，利用数字媒体，进行产品展示和

故事演绎，对艺术作品进行诠释，引导大众

感受艺术作品的魅力。为了更加广泛地传播

艺术，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艺术展览目前

正在线上、线下多维度协同发展。［6］

2.虚实结合的沉浸式体验

随着时代发展当下艺术展览，展示空间

从静态的实体场景转向动态的虚拟场景，动

态化设计的艺术展览构建出了一个虚拟与现

实结合的沉浸式艺术场域。沉浸式体验是与

很多心理活动相关联的，例如注意、吸引、

感知、反馈、记忆等。通过借助这些心理活

动的流程进行空间营造，引导观众产生沉浸

式体验感。沉浸式艺术展览为人们创造出具

有个性化和虚拟性的参观场景，通过数字化

的方式，可以在“数字内容+实物产品”的

双重模式的帮助下，建立一个高质量的国潮 

IP的商业生态。由凤凰数码科技打造的“画

游千里江山”，采用了大型动态投影、虚拟

实景混合影院等多种技术手段，对现实与虚

幻相融的艺术感受进行了一次全新的探索。

三星堆 MR导览“古蜀奇幻之地”通过 AR/

MR技术，将虚拟内容和真实的展陈点位融

合在一起，为游客营造出具有真实视觉效果

和丰富内容的增强现实参观空间。为展示带

来新的经验。

3.富有感染力交互式设计

利用交互技术让观众实时互动，在此基

础上实现有体感的交互活动。目前常用的交

互式数字媒体技术有媒体交互技术和数字视

听技术，媒体交互技术将传统数字视听技术

与现代高速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有机结合，

观众在获取展品真实图像或虚拟的影像图例

的基础上，具有更生动真实的视听体验。数

字媒体的陈列技术以文字和图像为主要元

素，观众可以通过触屏等互动了解特定的展

品详细信息。同时，数字媒体技术大多以科

技设备为载体，观众在虚拟现实技术的支持

下，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展品，并借助人机

互动等技术获得相对真实的交互体验。北京

“塞尚•四季艺术展”将艺术家所描绘的人

物与景物赋予了生命，在三个交互区中，通

过对塞尚画作中花朵绽放、树木抽芽、苹果

碎裂等画面进行交互式游戏设计，光影区则

是360度的三维空间，将观众带入塞尚的画

笔所描绘的世界。上海展览“疯狂兔子宇宙

博物馆之大展宏图”有3台Switch和电视大

屏，大屏影院＋体感座椅实现人机交互。王

璜生在《作为知识生产的美术馆》中提到，

目前人们严重缺乏美术馆“知识生产”的意

识，普遍认为，美术馆只是一个简单做些展

览的场所，而展览是艺术家向社会亮相的一

种手段。可是，“展览”实际包含着美术馆

的一种“知识生产”的运作系统。［7］在动

态化交互设计的应用下，艺术展览实现观众

和展示内容的双向互动，实现生产知识、输

出知识的效果。

（二）国外应用现状

国外方面，由于国外艺术博物馆起步较

早，展览的有关研究也相对深入和多元化。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艺术史学发生了

一些新的变化和理论上的转型。艺术的研究

和创造也逐步转向大众化。菲力普·德·蒙

特贝罗在《谁的缪斯》书中从自身性角度论

述了艺术博物馆应同所有形式的娱乐区分

开，不是一味争夺观众， 而是要利用自身

的特点、差异来让观众体验艺术的奇妙。玛

丽琳·霍德通过六年的艺术博物馆观众体验

研究得出，人们最希望在自由参观中获得社

交互动、行为参与、舒适环绕和挑战新鲜不

寻常事物，而并不是高格调的优越感。这些

例子不断在向时间证明，将原本主要的学术

方向扩展到社会的公共性与价值性方向，是

当代艺术展览伟大的尝试，也是让观众获得

互动体验的实际意义。［8］ 

2022年，纽约惠特尼双年展继2019

年之后重新回归，这次展览涵盖了许多新

媒体的艺术呈现，运用VR、视频等电子输

出，反映在疫情之下很多艺术家对现状的反

思与纪录。高古轩画廊(Gagosian)首次采

取虚拟现实技术，呈现了日本艺术家村上

隆的全新个展“穿越历史的一支箭”（An 

Arrow through History），推出两个纽约

画廊的数字渲染空间。展览现场打造一种

沉浸式数字虚拟空间，不管你身在世界的

哪个角落，都可以登陆网站，或者带上 VR

头盔，进入虚拟空间，进行线上沉浸式观

展。理查德·塔特尔（Richard Tuttle）在

纽约画廊空间另一场同期线下展“粒子”

（Particles）的拓展，佩斯画廊的展厅“记

事本”（Notebooks），以线上展览的方

式延伸了艺术家理查德的作品。展览主题和

系列作品的动态多样，让观众可以从多重角

度读懂塔特尔的创作线索。可以看出，国外

展览当下也在向动态化设计发展，数字媒介

技术在艺术展览中的应用，线上展览与线下

展览相结合，关注大众与展览空间产生双向

互动的沉浸式体验感。

1.  TAG新当代艺术展启航VR线上展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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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今的艺术展览中，人们希望能够和展

览空间产生双向互动的体验感，这正是艺术展览设计

需要思考的问题。本文以大众与空间的互动体验为导

向，以数字媒介为基础，对艺术展览动态化设计进行

研究，分析在数字媒介下，动态化设计的应用现状以

及在艺术展览中的特征和设计策略。讨论虚拟艺术展

览的沉浸式互动体验，探索虚实相交的艺术展览的动

态化趋势，这一应用研究对于艺术展览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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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进步和数字媒体等新技术的

驱动，各个行业朝着数字化转型，国务院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

“十四五”期间必须要大力推动社会数字经

济的健康发展，这也意味着中国自工业化进

入信息化之后，将开启数字化转型之路，伴

随着社会数字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大众对信

息的接收处理水平的加强和审美需求的不断

提高，传统的艺术展览无法满足大众新的需

求，静态化陈列展览艺术作品不再成为一种

标准，数字媒介下，艺术展览设计将打破艺

术展览固有的模式，动态化设计成为艺术展

览发展中强有力的优势。

一、数字媒介下动态化设计的定义

数字媒介本质上而言是一种依附于计

算机信息技术，主要通过计算机处理一些比

较复杂的图像、音频、文字、视频等，并

对这些进行采集和存储。［1］相较于传统媒

介，数字媒介可以将内容无限次进行复制，

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

伸》中提到媒介研究的最新方法也不光是考

虑“内容”，而且还考虑媒介及其赖以运转

的文化母体［2］。从传统展览的固定作品展

出到运用光线、声音、电波等元素创造的虚

拟现实展示场景，再到如今运用数字媒介技

术将传统的“观看模式”过渡到“体验模

式”的展出，数字媒介技术的不断完善让新

型的多媒体展示形式成为艺术展览设计的新

趋势。数字媒体的应用让作品不再是一味地

放置于展览空间中，并且数字媒介技术的应

用，从内容采集、制作、分发、审核到市场

营销、客户服务的产业链深度转型，能够重

构艺术展览生态和商业模式。实现精准传

播，提升线下、线上艺术展览浏览量，人工

智能在海量作品中进行规格化、模式化处理

等方面尤其高效，当前全球已进入数字化发

展时代，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媒体艺术的相

互融合，正在快速重构并颠覆人们对艺术设

计领域的认知，新的设计手段与艺术表现形

式已然产生，更有业内人士将此种全新的数

字媒体艺术定义为“数智艺术”。［3］“数

智艺术”的生成必将会带来“数智艺术”展

览时代。

动态化这一概念在多元的环境中形成，

自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4］动态化最本质

的属性即为“动”，动态化设计在艺术展览

中表现为：在遵循一定的展览规则基础上，

进行可控性的动态策展，依据特定的视觉感

受和呈现方式，将艺术作品进行灵活的组

合，不限于单一标准之下，使之成为变化和

发展相统一的空间，并联合多种数字媒介和

科技手段，突破二维空间的局限，实现从静

态到动态、物质性到非物质性的转化，最终

形成一个由静态转向动态化的艺术展览空

间。进而成为一个促使文化、艺术、科技相

互碰撞的“动态”场所。

二、艺术展览动态化设计的应用现状

随着我国进入数字经济时代, 涵盖大数

据、社交媒体、云计算、人机交互、物联

网在内的数字媒体技术在现实中的应用，

艺术展览作为一种表现艺术和传达信息的

媒介，必然要做到良好的精神输出和情感

体验。［5］这时，通过动态化设计将展品与

技术结合成为一种重要手段，目前艺术展览

动态化设计的应用主要体现为多维度的空间

展览形式、虚实结合的沉浸式体验、富有感

染力的交互式设计。

（一）国内应用现状

1.多维度的空间展览形式

科技的发展不仅丰富了大众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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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化设计的非线性、互动性、虚拟

性三大特征将艺术展览打造为一种沉浸式体

验空间。动态化设计下的沉浸式展览是艺术

与科技融合下的数字时代产物，也正是当下

艺术展览设计所要考虑和践行的。具体实践

中，结合5G、AI、XR技术进行一系列场景

创新，增进人在空间中的观展体验，促进展

品跨越时空的艺术交融，从而创新艺术展览

行业发展的新模式，引领未来新趋势。

四、艺术展览动态化设计策略

艺术展览成为一个多元化的陈列空间，

由于地方文化、经济条件的不一致，以及受

众的素质差异，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动

态化设计的呈现。动态化设计的艺术展览难

以用统一的发展标准来衡量，但可以看出，

如今多数艺术展览在各方面体现出这种动态

化特色。

（一）展示框架动态化

相较于传统的实体展品展示框架而言，

数字展示框架开始拥有巨大的优势，空间中

的展示形式从一个单元内的展示框架过渡到

选取每个单元中共性的部分，作为展览的整

体框架。数字媒体的介入让展览和观众具有

更大的自由度，最终让展览的整体框架动态

化地进行重构。贵州博物馆一次名为“裂

变：数字艺术的全球化浪潮”的艺术展览，

以全球化数字艺术为主题，展览整体框架共

分为四大部分，将数字媒体作为一把钥匙，

借助数码艺术品，关注在充满矛盾和冲突的

全球化时代里，人口、技术、资本与信息的

交互关系，聚焦科技与媒体如何重塑今日世

界。另外，艺术展览也朝着空间框架多元的

方向发展，例如第二届BIGGER广州艺术

书展，从“个性”与“差异”出发，打造出

一个多角度、个性化的艺术展览，共同呈现

出国内国际优质的艺术作品。艺术展览还可

以通过联合使之汇聚为一个艺术集市，达到

艺术和娱乐的融合。苏州的梵融美术馆策划

了一场名为“一个青年艺术节”的展览，现

场共有15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

汇聚手工、音乐、影像、国潮等众多艺术元

素，许多艺术家都会到场，热情地介绍设计

的理念，分享创作中有趣的事情。馆内每天

有艺术分享时间，现场还会有乐队表演，整

个空间成为大家进行艺术交流的综合性艺术

场所。

（二）主题叙事动态化 

“主题”是作品的内在意义，展览设计

通常为线性排列，按照不同阶段的不同主题

内容依次展开，我们处于一个数字化时代，

当代艺术展览中，各个展示内容和主题之间

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并且当下展览的主题内

容更具有叙事性。［10］在北京展出的“非物

质/再物质：计算机艺术简史”数字艺术展

中，根据这一主题，展览共分为四个章节，

展览的内容代际横跨70年，主题内容重新回

顾了数字艺术的起源、发展、当下和未来。

是对数字化时代这一主题的叙述和重现。在

世界多个地方都进行巡展的沉浸式梵高展，

是以梵高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为叙事脉络来分

别展出和介绍了梵高各个时期的画和生活。

名为“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的展览，主

题采用意大利作家奥里亚娜•法拉奇的作品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展览从书中提

取了6份思索，由6个篇章组成这场叙事展

览。还有很多展览同样如此，将展览的主题

内容以叙事的手法进行策展，让观众沉浸到

艺术展览的主题内容之中。

（三）观览流线动态化

流线能够将空间划分，同时又能将空

间组织起来，艺术展览中的流线设计影响到

观众在参观过程中对内容的把握，巧妙的设

计和规划观览流线对于观众有节奏地观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媒介属性的不同，

艺术展览设计中的流线在数字媒介的介入下

具有动态化的观览流线。流线类型不再是串

联式、放射式、大厅式几种，流线组织也根

据展览空间的不同进行动态化设计，思考更

加自由灵活的流线组织形式，一些展览空间

会利用几片纵横的墙体分割，实体开洞使流

线和空间融合到一起，让空间内的活动方式

决定流线。有些甚至抛弃墙面分割空间的方

式，利用内墙隔断，曲线围合，轻质的布帘

分割空间，进行开敞式的平面布局，流线更

为多变。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受到很多人的

关注，除了展览的作品本身和一些有趣的装

置以外，场地也很耐人寻味，是由一个旧啤

酒厂改造而成，展览与场景空间联合进行动

线布局，由嘉人打造的策展空间，打造了一

个汇聚摩登、创新、时尚元素的艺术化空

间，在主题单元Le Journal ｜山在那，艺

术家将“山”搬进了展厅。以侗布本身的光

泽和褶皱质感为参考，使之悬挂与空中，组

成了如贵州山川一般的流线。成都博物馆的

梵高百年无极特展，策展人采用的是放射串

联式，在展览动线方面并不是单向的，而是

让不同的展览单元之间可以穿梭回顾，展厅

中还设置多个多媒体展项和座位。这样的方

式在人流量很大的情况下可以很好调剂观众

在作品前面停留的时间，更好地进行分流，

避免堵塞情況的发生。随着全球信息化、数

字化特点的显现，艺术展览的流线设计也在

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创新，越来越多的艺

术展览开始强调流线的动态化，给予观众最

大限度的观展自由度。

（四）观察视角动态化

尽管国内外许多展览都不同程度地运

用了诸多动态的展示装置进行展览，但从观

众的体验视角上来看，很多设计依然让观众

以一种静态视角来观赏，即便是互动的展览

装置，观众很可能还是站在原地进行交互体

验。动态化设计中，展览运用空间的垂直高

度差，利用坡道或阶梯，让观众的视线一步

一步从具体的展览内容中抬升，观众从第

一视角中解放出来，运动过程中形成面性

的第二视角，两种视角形成了独特的反差

对比。艺仓美术馆展出艺术家简明 (James 

Jean）个展“无尽之旋”，结合展览主

题，美术馆的旋转楼梯独家定制了墙纸与地

贴，顺着旋转楼梯盘旋而上，进入一条聚焦

的螺旋式上升的动态视角。雷诺•奥德霍恩

的展览中，作品需要移动着看，随着观众的

视角变化，会发现作品的立体变化。整个展

场由一条1.65米高的隐形水平线串连起每一

件展出作品。当数字媒体时代到来，利用数

字媒体技术可以让同一空间产生不同视角，

更加方便观众在第一视角的参观中加入二维

性欣赏。

（五）科技手段动态化

当下动态化艺术展览有着与科技更为

密切的联系，腾讯数字文化展，光影交互赋

能文字多元化展示，空间中包括汉字触摸互

动墙，触摸之下，让文字形态变化万千，裸

眼3D与巨幕投影打造的博物馆数字艺术展

览，传感装置互动墙，通过触摸实体绿植，

传感到墙面之上。星宿主题的光影科普展

厅，动态展示出九州和二十八星宿的知识，

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创意体感互动游戏

墙、光影雕塑互动装置、双屏联动投影等动

态装置和技术都开始初步应用于展览中。今

从艺术展览动态化设计的应用现状中可

以看出，“动态化”趋势在近年来有着较强

的发展势头，而“动态化”的优点并不在于

其规范的执行更为统一，而在于通过“动态

化”，使艺术展览的策划思路更为灵活，表

现出更多的创造性。然而这样的发展模式

既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也缺少了一些

科学的分析。尽管“动态化”的总体趋向

在国内外艺术展览设计中隐隐存在，但只

有经过仔细的分析与研究，这一趋向才得

以有效地发展与科学地运用。近几年来，

“动态化”倾向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来，审美特征也较为明显，艺术展览并不

只是为了观看，所有助于艺术展览“动”

的要素都应该被发掘出来。

三、数字媒介下动态化设计的审美特征

动态化设计的艺术展览更加灵活积极地

与当下社会建立一种信息互动，甚至可以在

世界范围内交流。艺术展览将在每一个细

节中加强艺术品展示、艺术教育、艺术研

究和艺术体验。动态化发展趋势经过长期

演变，形成了显著的特点和极强的共性。

文章将从非线性、虚拟性、互动性三个方

面更深一步剖析在数字媒体浪潮下动态化

设计的审美特征。

（一）非线性 

现如今，艺术展览的展品布局不再仅

以色彩构成、作品种类来进行线性分布，会

更多增强艺术媒介、作品主题等领域的内容

呈现，强调展览非线性化表达。数字媒体技

术的发展，让动态化设计的艺术展览具有非

线性的特征，体现在展示要素之间是曲线的

或是不确定性的方式，抛开比例关系，讲求

一种无规则、不对称的原则，展览的流线设

计、展品的排列组合和展览的空间划分都具

有不确定性，看展的观众不会受限于规划的

有限展览区域中，可以根据展览的各个要素

随意变动，增加艺术展览的延展效果。非线

性也是一种独特的创造性思考方法。它是以

新型的数字媒介为基础搭建的总体架构。这

是对传统艺术展览设计的一次新的突破。它

需要在多维空间中组织设计元素，包括虚拟

空间、时间和音效等，为展览提供新的空间

构成和设计视角。

（二）互动性

互动性不仅是观众的需求，也是艺术展

览的现实需求。展览不仅关注其艺术展览内

部，也会结合布展将建筑外观、建筑构造作

为策展的关注点之一，使展厅内部和建筑外

观打破空间上的界限，让艺术展览的主题与

建筑内部相呼应，形成具有地域性的艺术展

览。这样既强调出整体上的视觉效果，又能

让参观的群众感受到空间上的联系和互动。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派恩同詹姆斯·H.吉

尔摩提出：体验经济是从服务经济中分离出

来的，它是继产品经济、商品经济、服务经

济之后的第四个经济阶段。在体验经济时代

里，人们追求与众不同的感受，人们渴望参

与、体验过程并因此受益终生［9］“互动”

是指围绕展览所设计的一些具有互动性的装

置以及一些陈列作品，可以让观众和展览之

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动态化的艺术展览设计

就是通过一些数字媒介技术，创造一种互动

感知的氛围，将艺术创作者的主观意志进行

放大夸张化的展示手法，“人”和“物”真

正连接起来，展览想要传达的文化知识和信

息转化成直观的、清晰的互动方式，体现艺

术展览的双向互动模式。观众是艺术展览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如今，过于雷同的艺术

展览，对于很多观展者而言，展览空间是冰

冷、没有情感的。艺术展览既要研究展品和

内容，也要根据观众喜好进行动态化设计，

通过展览场景设计，让观众融入空间叙事的

场景中，成为展示展览的一分子。

（三）虚拟性

虚拟现实技术不断成熟，让艺术展览

与元宇宙产生碰撞，在元宇宙视域下，空间

感并不仅仅是指给予一个虚拟的数字交流空

间，更会让用户具有一种身份认同感和归

属感，通过数字孪生技术进行虚拟场景的搭

建，有效还原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场

景、人物风貌，场景会更加逼真，用户可以

体验到进入到这一历史时期的场景中，甚至

可以和这一场景中的人物元素进行对话，相

信随着技术的发展，展览将会消除展品和观

展者之间的距离感。实现跨时空的文化传

承。元宇宙数字空间展览超越展示界限，实

现“多次元”观展，激活展览等无限可能，

将文化、艺术、科技三者融合， Web3D技

术是重要的科技力量之一，借助其Web3D

技术可以真实还原艺术展览的虚拟空间布

局，以及对各种展品进行交互，用户（观展

人群）可以通过链接进入其虚拟展览空间

中，随时随地、自由地对艺术展览进行参观

和了解，为用户提供一种沉浸式的文化体

验。线上虚拟展览可以更长时间保护展览中

的作品，将之前由于各种原因发生脱色、剥

落等现象的作品通过构建可视化、情景化的

三维立体动画进行展示，并且利用AR技术

将这些数字文物放置在真实的文化场景中，

这一技术的应用，也能够化解艺术品保护和

展示之间的矛盾。

2. 村上隆的个展“穿越历史的一支箭”（An Arrow through History），图片来源：高古轩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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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艺术展览动态化设计将打破时空界限，

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文化传播能力，朝着智能

化、个性化、精准化发展，动态的艺术品展

示形式，虚拟和现实相融合，达到即时、无

距离、无边界、情感化交互体验的展览效

果。通过艺术品、空间和文化资源的数字化

建构与互动式表达，打破物理世界和虚拟世

界的次元壁，实现从线下到线上的转换，带

来感知即互动的沉浸式体验，让展品成为活

起来、动起来的艺术生命。元宇宙数字藏品

就是让艺术展览中的各种作品“活”起来的

一种新形式，它是一种运用区块链技术，对

作品生成WEI（数字凭证）在保护其艺术品

的版权基础上，实现数字化艺术品的发行、

购买、收藏，带动展品的自身价值，实现艺

术品的可持续发展，为艺术展览的商业化探

索开辟道路。

数字媒介语境中，展品不再仅是展示

在大众视野中，而是要让人与展品之间建立

持续、深层的情感连接，增进艺术品的文化

内涵和多元价值的认识和记忆，展品和空间

相互融合，打破程式化的约束关系，观众与

展览空间之间加强体验，艺术展览要以人为

本，提供标准化、便捷化、均等化、社交化

的服务体验。强化科技与文化的交叉创新，

裸眼3D、全息投影等多媒体技术的加持，

让交互展览突破传统展览的局限性，拓宽艺

术展览的设计边界。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先进技术，贴合参观者的兴趣，提供个性

化导视、展品推荐和沟通互动空间。为用户

打造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感，重塑人和展品、

空间之间的关系，拉近参观者和展品之间的

距离。将数字孪生及人工智能、区块链、

NFT、X2E、AR、VR眼镜、裸眼屏幕、

多人交互设计智能虚拟解说员等“数智艺

术”落实。让更多人认识到传统艺术与现代

科技的结合，感受艺术文化的魅力，促进虚

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文化产业的

发展。

五、结语

新时代下，艺术展览呈现出生机勃勃的

发展力量，在数字媒体技术不断创新和普及

的背景下，艺术展览在展品主题内容、展示

框架、动态流线和观察视角、科技手段方面

都采取了动态化设计的策略，大众与展览空

间的互动体验感提升。动态化设计作为一种

展览空间设计思路，带领人们进入到一种全

新的沉浸展览的时代。眺望当下的后数字时

代，艺术展览应当拓展更多新媒介下动态化

设计的特殊属性，挖掘数字媒体、人工智能

和当下艺术展览更深层次的融合，创新艺术

展览的动态化设计，推动艺术资源的传播和

共享。数字技术将带领艺术走向何处，数字

媒介向人工智能转化的未来艺术形态是怎样

的，这将留给人们反思和探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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