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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世相》展览策划及文字翻译 

吴南森  朱亚云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大清世相》展览由澳大

利亚国家图书馆与中国国家图

书馆合作推出。本次展览为期

五个月，地点位于澳大利亚首

都堪培拉的国家图书馆。其中

88件展品由中国国家图书馆提

供，75 件展品由澳大利亚国家

图书馆提供。展品以清代印刷

书籍、手工拓本、民间彩绘和

地理輿图为主，既有反映宫廷

生活的图文资料，也有反映士大夫趣味的扇面小品，也有体现民间地

方信仰风俗的占卜书籍；真切

展现清朝旗制统治下，贵族阶

层与市民乡绅的多彩生活。我

馆也借此机会向澳大利亚参观

者介绍清代的中国社会。展览

分为圣治、文风、红尘、番邦、

变迁五个章节。此次展览旨在用文本叙述配合的绘本图画的形式介绍

清代不同阶层的文化，宗教生活及社会状态。本次展览的意义不仅在

展品清单 

展厅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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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单件文物的品鉴，展品在展柜中的布局及与周围其他展品的互动，

也能够创造出更丰富的意义。展览试图通过每个版块中的几十件展品，

勾勒出十七世纪中期至十九世纪末的晚近帝国的复杂图景，包括贵族 

展厅中国颜色 

及士官生活，地方及平民风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遴选展品在

澳大利亚极为罕见。展品不仅涉及清代的印刷及出版文化，中国传统

的地理輿图，宫廷建筑匠师的技艺成就；澳方所藏珍品还反映出了当

时西方眼中的清代社会，视角别具一格。考虑到游览者的参观体验，

我们的展厅安排富有层次感，展签介绍简约大方，避免了冗长的文字

给观众带来的疲倦感，尽量给予参观者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欣赏藏品。 

展厅的色调设计和布局安排以展览的主题为基础，提取了展品中的满

季色彩和中国元素，来作为后景烘托展品，再配以精致的框裱和灯光。 

此次展览大多数为中文展品，为了方便澳大利亚参观者，我们别

具匠心地在展厅中央设计了一个大型触摸屏（20*120cm）；其界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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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清代一统图为背景，

试图借用地理位置，分类介绍

展览中的各式展品。展品多以

书籍文字与卷轴图画为媒介，

一旁附有英文翻译与介绍。 

随着驻澳华人的增多，策

展过程中我们考虑了华人参

观展览的体验，其中展签介绍语

言为英中双语，参展物品方面也

提供了在中国颇为罕见的资料。 

同时，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借本次展览的机会，安排了相关

活动介绍中国文化和历史。展览

期间，我馆通过与澳大利亚国立

大学的中华全球研究中心合作，

举办了与清朝旗制、清代民间宗

教、医药典籍、晚清势变等主题

相关的系列讲座，为对展品感兴

趣的观众提供了进一步了解中国清代文化的机会。此外，我们还举办

了其他文化活动，介绍中国电影、书法及饮食文化等。 

大型触摸屏 

展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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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世相》的展签及主题导词

均为中英双语合璧，这在澳大利亚的

大型展览史上也是不得多见的实践。

由于展品是中澳两国珍藏的善本古籍，

我们在翻译每件展签前会详细阅读该

作品的背景与内容，以求译词的准确

与真实。我们小组成员花了几个月探

讨切磋了大量展品的内容，这对我们

的工作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帮助。我们

认为翻译时不必逐字逐句地拘泥于原

文，而是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发挥自

己的理解与行文特色。因此，我们尽

可能地使用一些有点古韵的措辞，并

花费了很多时间推敲，权衡各种表达方法。由于展签对字数限制很高，

我们也尽力做到简明扼要。澳图的工作人员与澳洲国立大学的汉学研

究师生的意见及润色尤为重要，避免了因我本人才学疏浅而造成的错

误及不当用词。所以我们认为，该中文展签也是中澳学人共同合作努

力的结果。 

  

展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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