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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展览背后的故事 

——从《样式雷图档展》到《大清世相》 

翁莹芳  白鸿叶 

2016 年 1 月 2 日，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合作

举办的《大清世相：中国的生活 1644-1911》展览在澳大利亚国家图

书馆盛大开幕。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的 88 件珍品漂洋过海，展现在

澳大利亚观众面前。其中许多展品是首次迈出国门，甚至在中国国内

都未曾与观众谋面。 

这次展览是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国家图书馆自 2012年 12月签署

《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合作备忘录》以来的成果之

一，也是直接服务于公众的一项成果。展览之实现，得益于近年来优

秀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节奏；展览之精彩，有赖于中华文化的源远流

长以及国图馆藏的丰富和珍贵。展览的成功，自然离不开各级领导的

大力支持，同样也离不开相关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作为此次展览的

两位参与者，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带领大家了解展览

背后的故事。 

事实上，早在备忘录签署之前，两馆已经开始探索展览的内容和 

形式。由于中澳两国语言不

通，我馆希望将展览主题定

位为可以跨越语言的图像。

因此，我馆古籍馆舆图组在

当时准备了一个以图像（年
馆藏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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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为主的展览。之后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接到相关的工作指示。直

至 2014 年初，舆图组接到准备一份样式雷图档的目录、图片和介绍

并翻译成英文的任务。后来得知，这是展览正式筹备的开端。这也可 

以算作澳大利亚展览的第一版大纲。 

第一版大纲 

样式雷图档是有关中国清代传统建筑的珍贵记忆，图文并茂。澳 

方对此很感兴趣，认为样式雷图档是非常适合的展品。鉴于澳方对我

馆藏品并不了解，双方商议后，决定由我馆先来拟定展品清单并且制

作展览大纲，同时对借展费用、保险费、运输费、人员费和制作费等

进行评估。 

我馆相关人员初步讨论后，决定将馆内已有的样式雷图档展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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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精选后移植到澳大利亚展出。相应的展品清单给对方过目后，澳方

认为，尽管样式雷图档以图为主适合展出，但是建筑资料作为单一文

献展出，对于并不太了解中国文化的澳大利亚观众而言仍然有些单调

和晦涩。我方人员根据澳方的反馈意见，从澳洲观众的角度调整了展

品，减少了样式雷图档的比重，增加了善本、普通古籍和年画等文献

类型。 

基于当时展品仍以样式雷图档为主，且澳方希望多展现中国明清

时期平民百姓的生活，于是第二版展览大纲出炉了。我们设定了一个

以第五代样式雷雷景修（化名小修）的一生为线索的大纲，从介绍世

界记忆名录中的样式雷图档入手，在进一步介绍样式雷家族及其成就 

的基础上，逐步展现雷景修的出生、童年、教育、从业、生活、晚年、

成就等。之所以选择雷景修，一则他的生平资料相对较多，二则他是

在关键时期承上启下的一代样式雷，三则他在普通百姓的身份之外又

和皇家息息相关。 

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与澳方就这一版大纲进行了交流，随后根据对

第二版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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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意见进行了改动。修改后的第二版大纲从世界记忆名录迅速引入样

式雷图档，按照时间先后介绍八代样式雷及其相关文献，其中重点仍

然放在第五代样式雷传人雷景修身上，从他的出生、成长、成家、创

业及辞世体现一个普通中国百姓的一生，文献展览贯穿其中。 

大纲终稿 

2014 年 4 月初，澳大利亚方面提出与我馆召开电话会议。刚得

知这一消息时，我们有些不太理解，一则语言不通导致的表达不畅可

能造成沟通障碍，二则之前的邮件联系非常顺畅，已经解决了不少问

题，我们不认为电话会议更有效率。怀着这种忐忑的心理，2014 年 4

月 9 日，在陈红彦主任的带领下，我们和澳方相关人员召开了第一次

电话会议，讨论了目录以及流程进展等问题。因为双方都有精通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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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人员，而且事先都做足了功课，所以电话会议非常成功，直接沟

通的效果也显而易见。双方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进程，对整个展览有

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在整个展览筹办期间，双方共举行了六次电话会议，后期主要参

与者是萨仁高娃副主任、舆图组白鸿叶和善本组彭福英。双方同时往

来的电子邮件更是不计其数。整个 4 月中下旬，高娃副主任、善本组

的李坚和彭福英，普通古籍组的董馥荣、舆图组的白鸿叶、金靖和翁

莹芳都在反复讨论和修改展览大纲。 

澳方代表计划于五一节后来馆

商议展览大纲。然而，他们来华前向

我馆电邮了一份大纲，着实打乱了我

们的计划。澳方希望从时间、空间、

人间的角度来反映明清两代中国普

通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当于给我馆制定了一个新的展览大纲框架，

这与我们既有的展纲有着不小的差距，而且时间紧、任务重，给我们

造成很大的压力。 

五一节后，澳方两位代表如约来到文津街分馆。在一周的时间里，

双方代表开会议事、讨论展纲、观看展品，日程紧张但是气氛愉悦。

最终，我们在 5 月上旬重新制作了一份展览大纲，即第三版大纲。我

们放弃了以样式雷图档及样式雷家族为线索，而是以一个普通清代百

姓的一生为轴线，以文献的形式来展现中国古代的生活。从诞生与启

蒙、成长与奋斗、成家与迁居、日常生活、立业与成就直至辞世与祭

双方讨论展览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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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一幅清代中国生活的画面徐徐铺开。 

澳方代表回国后，双方仍以电子邮件和电话会议的方式联系和沟

通，展品仍在调整、展纲仍在完善。同年 10 月底 11 月初，澳方再次

派出代表来访，这次前来的是中国学专家吴南森博士（Nathan Wolley）

一行三人。时值典籍博物馆首展九大展开展期间，高娃副主任、彭福 

英和翁莹芳陪同吴博士参观了典籍博物馆各个展览，唯一的遗憾是当

时的舆图展已经撤展。吴博士对金石展览尤其感兴趣，因此，我们随

后在展品清单中增加了许多金石拓片。 

吴南森博士一行三人在展厅看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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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初，中国春节前夕，澳方在我馆展纲的基础上进行

修改，结合他们对展览的设计，完成了第四版展纲。展览计划以“清

代中国人的生活”为主题，分五个方面开展介绍，“时间与空间”部

分介绍中国的天文、地理、政区等，“皇家文化、官员文化”部分介

绍皇家园林、宫廷文化、帝后生活等，“民间文化”介绍百姓的日常

生活、科学技艺等，“外国观点”部分展示西方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认

知，“清代末年”部分则力图展现清代末年中国社会在科技、贸易、

我馆展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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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流方面的变化。第四版大纲成为最终展览的基础。 

2015 年 5 月，我馆最终确定了 88 种参展品，包括 48 种善本和

普通古籍、16 种舆图、12 种金石拓片、7 种年画和 5 种样式雷图。

其中《盛朝七省沿海图》、《五百罗汉图》、《积古图》和清乾隆五十六

年萃文书屋活字印本《红楼梦》这四种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从 2016 年 1 月 2 日开始，在为期将近半年的展览上，来自中国

国家图书馆的 88 件珍品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 80 件藏品，以“圣

治”、“文风”、“红尘”“番邦”和“变迁”五大主题展现在澳大利亚

观众面前。在众多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来自中国这个文明古邦的

文化在遥远的南半球绚烂绽放。 

事实上，实际的工作远比我

们文中所述更为繁复。另外，

尽管我们几乎关注了全程，仍

然只是负责一两个方面的具体

工作，还有更多的工作是我们

未曾了解也未能记录的。“国之

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

相通”，文化是人类心灵沟通的

重要渠道。我们能作为工作人员参与澳大利亚展览这一盛事，服务于

中华文化的传播，甚感荣幸。我们衷心希望作为收藏典籍、传承文明

的两国国家图书馆，在今后仍能继续加强合作，为不断增进两国人民

的相互了解贡献一份力量。 

展品点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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