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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世相”展览工作札记 

董馥荣  李江波 

2016 年 5 月 22 日，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大清世相”展

览闭幕了。这个为期近半年的展览是由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国

家图书馆共同主办的，共有 170 件展品向人们展示了清代社会不同阶

层的生活场景。作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一员，能够亲身参与这

项开创性的工作，感到非常庆幸，而那些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也成为

一个个令人难忘的回忆。 

 

一、 普通古籍的海外之旅 

“大清世相”

展览中中国国家图

书馆的藏品有 88

件，其中普通古籍

有 21 册件，是普通

古籍参加海外展出

数量最多的一次。

展览的主要策划者吴南森博士设计此次展览的目的是向澳大利亚民

众展示中国清代各阶层的生活情况，从而使参观者对于中国的历史有

所了解。我们最初给澳方提供了近 30 种文献，经过反复斟酌筛选，

最终确定 21 种文献参展。其中有反映清代科举情况的《道光二十年

庚子科会试金榜录》、《道光庚子科会试朱卷》（翁同书的会试卷），《清 

清光绪八年壬午科江西乡试题第一场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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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八年壬午科江西乡试题第一场四书》。《万寿盛典初集》卷四

十一至四十二，反映了康熙六十岁生辰庆典的宏大场面。一册折装装

《婚书》，封面用龙纹红

绫装饰，里面记录了各色

礼品的名目数量，是清代

贵族婚礼活动的真实记

录。《新宁刘宫保七旬赐

寿图》描绘的是清末著名

将领刘坤一七十大寿时，

慈禧、光绪给他的赏赐以

及寿宴的各种场面。《诰赠光禄大夫永安苏公仁轩褒忠崇祀图》则反

映了清代官员去世后的丧葬情况。此外还有反映百姓日常生活的《八

段锦坐立功图诀》、《北京民间生活彩图》；反映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

《二十四孝图说》；反映政治活动的《咸丰九年邸抄》；还有反映中国

古代对宇宙认识的《心香阁考定二十四气中星图》、《大清嘉庆九年岁

次甲子时宪书》等等。这其中《北京民间生活彩图》可以说是普通古

籍中的明星展品，它以绘图加文字说明的形式，再现了晚清时期北京

城中的小商贩及杂耍艺人的活动场景。因为它的内容与展览的主题十

分贴合，加之彩绘画片也生动有趣，所以澳大利亚图书馆还用其中的

一幅画制成了冰箱贴，作为展览的纪念品发售。这些文献从我们的角

度看，并不是反映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性的著作，但吴南森博士却从

中找到了观众的兴趣点，这也许是我们因为对于展览功能认知不同而

北京民间生活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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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差异吧。 

二、 短暂的澳洲之行 

3 月 14 日我们来

到了堪培拉，我们此行

的目的是为展品翻页

维护。因为此次展览的

时间将近半年，考虑到

长时间受到灯光的照

射不利于古籍的保护，

又无法更换展品，所以

采取了更换书籍展页的方式。为了不影响展览正常进行，换展示页工

作需在每天开展前两小时内完成。翻页工作开展之前，我们和澳方的

古籍保护工作人员先逐一查看了国图参展藏品的情况，并讨论工作方

案。根据书籍纸张的老化程度和书籍的薄厚，同时兼顾展出的效果，

确立了翻页的基本原则。原书纸张比较脆的，装订页数比较多的，彩

绘本或套印本的均进行了翻页处理。整个翻页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只是有两种册页装的展品费了些周折。一个是《万里长城图》，因为

打开后比较长，重新翻开后开头部分有些厚，建议增加一个书托。澳

馆的修复人员很快就做好了书托，当即投入使用。拓本《神策军碑》

原来是平放的，可能是因为打开的时间比较长，感觉书页有些鼓涨，

翻页后因两边薄厚不均有翘起的问题，影响展览的效果，因此考虑做

个书托。加之书册比较厚，书托的角度需要调整，只得暂时撤展，放

展场维护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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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修 

复部处理。不巧赶

上他们内部要开会，

所以书托制作等到

下午两点半才开始。

我们在试验了几个

角度的书托后，仍

然觉得不够理想。最后决定还是采用平放的方式，为了维持书面在一

个平面上，在比较薄的一侧加了一层垫板，针对册页翘起的情况，又

请澳方工作人员用一种特殊的“胶带”做了固定。在反复的讨论和试

验中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结束的时候已经快四点半了。 

在短暂的工作接触中，对方的工作方式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

印象。他们的工作人员分工比较细，每个人各司其职。就我们所见到

的，有专人管理展柜，负责展柜的开启和关闭；有古籍保护专业人员，

负责记录展品的情况，我们翻页的过程中她全程记录、拍照；有专人

做装具的，负责书托或是固定用

的辅助工具的制作，此君不直接

接触古籍；修复人员可以直接接

触古籍，所以当做装具的人员需

要使用“特殊胶带”固定书页的

时候，是由专门的修复人员来操

作的。这样明确细致的分工，保

展品翻页维护 

澳方展览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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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各个环节都有专业人员负责，保证了古籍文献的安全性，对于相

关工作的顺利进行也起到了保障作用。 

由此也联想到在他们展览的准备阶段所做的准备也是很细致的。

初选阶段对方就给每件展品拍了书影，因此他们给我们的选目清单上

是配有书影的。再次来看展品的时候，他们进一步测量了展品的开本、

板框、平铺尺寸，及准备展示的页码等。在我们做翻页工作的时候，

吴南森博士根据他准备的资料，提出备选的页码，而不是临时勘查，

保证了我们的翻页工作顺利进行。据他讲，他还为这些新的展品内容

准备了讲解资料，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也让我们心生敬意。 

 

三、 观展小记 

结束了早上的工作之后，我们有

机会参观了“大清世相”展和澳洲图

书馆的“馆藏珍品展”。虽然是在澳大

利亚展出，但“大清世相”展览的展

签和单元说明都采用了中英双语的形

式，我想这个设计可以使展品在整体

上有统一感，另外也可能与澳洲华人

数量众多有关系。因为展览中图的比

重相对比较大，所以说明文字写得比

较详细，人们可以通过文字介绍了解

展品展示的内容及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而对中国清代的历史有所

展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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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据了解，这些文字说明的撰写者，除了吴南森博士外，还有些

外聘的专家，因此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平。 

展厅里的灯光比较暗，配着低

缓的中国古曲，给人一种静谧深沉

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展厅并不大的

缘故吧，作为领展的《大清舆地全

图》悬挂在展柜里，气势恢宏，具

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应该说这个

设计是展览的点睛之笔。五个单元

的中文名字分别为“圣治、文风、红尘、番邦、变迁”，颇有中国风

的味道，也足见设计者的用心。 

除了我们馆的展品以外，在“大清世相”展览中我们还看到了一

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其他图书馆的藏品。这其中主要是澳大利亚图书馆

所藏的藏品，还有几种是从日本、韩国等国借来的，非常难得的是能

够看到太平天国的文献。由于历史的原因，太平天国刊刻的文献实物

在中国大陆存量极少，澳大利亚图书馆所藏的太平天国文献是上个世

纪 90 年代新发现的一批文献，具有非常大的历史文献价值。太平天 

国运动是清朝历史中的一件重大事件，对清王朝的统治和中国历史的

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讲述清朝历史的展览中没有相关的内

容，那么这个展览就会显得不够全面，而恰恰澳大利亚图书馆就有这

样一批珍贵的文献，弥补了这一缺口。不能不说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除了中国古籍以外，展览中还有一些展品是当时的外国人记录中

澳图展品展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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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情的照片和绘画作品，这些展品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清末中国

社会的景象，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也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一种

交流和碰撞。 

通过参加此次展览的各项工作，我们开阔了眼界和思路，也引发

了一些对今后工作的思考。感触最深的还是自己对于馆藏文献的认识

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我们对于一些文献的整理还需要细化和深入，

这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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