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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世相》展撤展随笔 

刘家平 

《大清世相》展于 2016 年 5 月 22 日闭幕，展期历时五个多月，

观众达 7 万余人。我有幸作为赴澳撤展人员，从 5 月 21 日离京至 5

月 29 日护送藏品回国，历时 8 天。在这八天的时间里，我用眼和笔

记录下了每天的点点滴滴。其中，让我感受颇深的是澳方人员对待工

作真挚的感情投入、认真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流程以及澳方对此

次展览的宣传力度。 

 全情投入的工作精神，令人感动 

在抵达堪培拉的当天下午，我们不顾旅途的劳顿，作为最后一批

参观者，在澳方人员的陪同下观看了即将闭幕的《大清世相》展。在

观展的过程中，澳方的吴南森博士向我们详细的讲解了从展览的筹备、

设计理念、布展工作的开展、展中情况以及闭展后等方方面面的情况。

在展区讲解过程中，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吴南森博士对这个展览是满怀

深情的。尤其是在图书馆的大门外，南森博士感叹道：“明天，悬挂

在图书馆的招贴海报条幅将会落下，在大厅的借展品（清代马车）也

将归还，悬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招贴画以及富有中国民俗的各色灯笼

也将撤下，明天，展厅大门的帷幔将落下，我们澳方展出团队的任务

也将告一段落。”当吴南森博士讲到这些的时候，都是眼框湿润、嗓

音哽咽，就像在与自己的珍藏宝物告别一样。 

据澳方展览团队的胡璇女士介绍，吴南森博士为此次展览倾注了

全部的精力，基本上每天（双休日也不例外）都会亲自为观展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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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他会根据不同的参观人员变换讲解角度和方式，有时甚至还要

用中、英、日、韩四种语言讲解。 

当我们驻足在《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的电子触摸屏前浏览时，

看到的是一幅幅与展品相关的精美画面。吴南森博士感慨万千：“这

个电子触摸屏，从设计到实际展出，反反复复几易其稿，历时大约有

半年的时间。它既要满足和照顾西方人士的观展习惯，还要展示出本

次展览的主题，既要体现出中国历史文化的璀璨文明，同时还要与原

图的形式、色彩等基本相同。”当我问他，这个触摸屏是否可以保留

时，吴南森博士很无奈的说：“根据协议，这个也是要拆除的。但是，

我们已经将这个触摸屏的设计图和设计软件设法保留了下来，可以说

弥补了拆除后的缺憾。”当我们问他，通过这次展览的成功举办，博

士是否有兴趣设计并酝酿下一个展览时，南森博士摇头表示不想搞了。

究其原因，他说“为了举办这个展览，历时将近三年，投入的精力太

大了，撤展后自己在感情上一时难以平复，想休息些日子，还想再读

读书、学习下新的知识。至于搞下一个展览，自己没有任何准备和想

法。”没有看过这个展览的，或对这个展览没有实质性接触的人，或

 

中澳撤展人员撤展前在《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的触摸屏前以及撤展工作结束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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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澳方布展人员的工作状态没有直接认识的，对南森博士的话，可能

无法理解。但作为中澳双方展出团队的每个成员都会对南森博士的话

深有同感。 

 

 工作认真、流程规范 

澳方展览团队为藏品撤展的顺利进行，早

已提前做好撤展规划图。按照展厅的布局，对

藏品内容、展柜位置等分门别类的进行编号，

用不同颜色进行标识，将双方的撤展人员按颜

色划分出不同的撤展负责区域。虽然参与撤展

的人员不多，但大家都会按照撤展方案各负其

责，工作起来真是井井有条，忙而不乱。特别

是老彼得，他负责展柜、展墙的开启工作，几

天来他开着升降车，手拿各种的开启工具穿梭

在每个工作区域，时不时的还与大家风趣幽默

一下，偶尔也会做个调皮的动作，活脱脱就像

一个老顽童。 

展品下展墙、出展柜和进行第一次包装，是撤展中的重头戏，澳

方人员对待此项工作的认真态度和严谨的工作流程给我们留下了很

深的印象。每当要取某一个展柜中的藏品前，他们都会提前做好准备

工作：首先要搭好藏品出展柜后放藏品的工作台，上面铺好软的纸布

并加以固定，然后将展品对应的原包装纸（盒套）放置工作台的一角，

  笔者和老彼得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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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后，再与我们进行沟通，询问这样布置是否可行？

当得到肯定后的回答后，他（她）们才会同我们一起小心翼翼的取出

藏品，放在工作台上。他（她）们首先会用 LED 手电筒对藏品的状况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进行仔细认真的检查，检查是否与布展前藏品的

记录相符，直到认为没有问题，然后再请我们用相同的办法来检查藏

品的状况，直到双方对藏品都表示认可后，才开始进行包装。尤其是

在所有卷轴的撤出、包装过程中，澳方人员主动向我们表示他（她）

们对卷轴的撤出以及包装不会操作，但他（她）们会认真的看观看我

们的操作流程，同时也会非常小心谨慎的配合我们一点一点的卷起、

打结、包装，每当撤出~检查~包装完一件藏品时，他（她）们的兴奋

之情溢于言表，ok 之声不绝于耳。 

 

 

 

 

 

 

 

 

中方撤展人员在清点藏品以及中澳双方代表在点交单上签字场景 

当《北京内外城全图》下展墙时，澳方人员从库房取出来一个小

塑料袋，告诉我们，这里面装的小飞虫就是他们在展览期间日常巡检

时发现的（给我们发过照片），并且几个人共同指出这个小东西当时

是在《北京内外城全图》哪个位置发现的。当得知这个飞虫对此图不

会造成伤害后，他们如释负重。 

 

 文献包装细致入微、运输过程有着极高的专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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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文献出柜、下墙以及包装是此次撤展的重头戏，但是作为文

献的装箱工作同样是撤展中的关键。每一箱、每一层、每一个位置，

均有详尽编号的图纸，而且为了保证装箱的万无一失，在布展时对箱

子里的所有文献位置都进行了拍照。尤其是出国前的包装有时会与撤

展的包装不太完全一致时，澳方人员总是先用照片和出箱的图纸仔细

的进行比对，然后再用包装好的文献反复的确认，确认无误后，再请

老皮特根据文献装箱的具体情况来加工箱子内的填充物，以确保文献

在整个运输途中的绝对安全。在整个装箱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是各负

其责：专人码放、标记、拍照；专人检查、验收、整理；专人封箱。

专职专责，丝毫不乱。 

 
撤展的重要环节~中澳双方撤展人员对藏品的包装精益求精 

特别是在运输过程中，按照协议，由澳方委托的物流公司负责整

个在澳境内的运输工作。我亲眼目睹和记录下了物流公司人员从澳大

利亚国家图书馆出库→装车→物流仓库→卸车→物流仓库→装车→

机场→办理出关手续→卸车→上机场托盘→再次包装→等待上机→

香港转机的全部运输流程。在悉尼机场再次进行包装时，托运部的包

装人员应我的要求，在包装箱的两侧用包装绳打了两个盘扣。在香港

转机时，由于悉尼航班的延误，所有转机的行李都迟迟未能下仓转运，

港方负责转运的人员也是焦急万分（此时距转机起飞时间还有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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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正是由于我提供了咱们包装箱上的特殊标志（盘扣），港方转运

人员很快找到了这个托盘，马上联系拖车转运（旅客个人行李大多都

没能赶上本次航班，第二天才送到）。藏品在整个转机过程中，我们

都处于高度的紧张、焦急状态，当看到转运拖车载有特殊标志的藏品

箱子缓缓而来并顺利进了转机的货仓后，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紧张

的神经也一下子平复了下来。 

 
笔者对藏品再包装及运输过程进行全程监控 

通过护送藏品回国的整个过程，深感澳方人员对待工作的认真、

专业上的高素质、乐观的态度、以及尽力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此次

撤展工作的顺利、平安的完成，完全得益于中澳双方工作人员的细致、

认真的工作态度，双方配合的相当默契。 

 

 铺天盖地的宣传力度，让人佩服 

《大清世相》展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展出信息，我们在国内

偶尔会从澳方展览团队的信息中有所耳闻，得知该展览不仅得到了当

地政府、政要支持（新当选的澳总理、州长等都亲自出席了展览的开

幕式），而且在展前、展中的宣传力度也是很大的（全国大城市的公

交车有车身广告、大型商圈等有海报、并制作了一批小宣传册免费发

放），同时也拉来了许多赞助单位：其中就有国产华为手机、香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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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港龙航空（据说在飞机上也有展览宣传册和展览的宣传视频播

放）、以及澳洲的一些酒店等等。 

作为撤展人员，既未能亲眼目睹到展览的开幕盛况，也未曾亲身

感受到此次展览铺天盖地的宣传景象，实属遗憾。但往往在遗憾的同

时，真的也会有奇迹的发生。当我们在堪培拉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利

用暇余时间，从堪培拉到新南威尔士州参观了当地的图书馆、博物馆、

艺术馆。在乘公交车时外面突降大雨，在等雨停的时候，公交司机（华

人）主动与我们攀谈，问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没加思索的说来自堪培

拉（一时忘记说来自中国）。让我们惊呀的是，司机说堪培拉的图书

馆有个来自中国清代的展览，你们有否看过？答“是《大清世相》展

吗？”，司机连声说是的。我们追问道，你是怎么知道有这个展览的？

他说当时（展览前）许多的公交车上（包括悉尼等大城市）就贴了《大

清世相》展览的海报，可惜的是，因忙于事情，没能亲自去看。又说，

这个展览要是能在悉尼举办，还会产生更大的轰动。当我们说，我们

就是这个展览的中方人员后，大家纷纷投来敬重的目光。更大的惊喜

来自车后座的四位姑娘，“我们有去看过，我们是今年二月来悉尼读

预科，准备九月考学的。五月初到堪培拉国立大学参观时特意去看了

这个展览，真的挺好的”。“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在悉尼大学图书

馆看到的海报”，“洲艺术馆和图书馆都有”，“公交车也有”。于是，

众人围绕着展览交谈甚欢。此时此刻，我们唯一的遗憾，在不经意间

被弥补了。 

试想，如果没有如此的宣传力度，单凭堪培拉这个人烟稀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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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道都找不到人，绰号“堪村”的城市，绝对是难以达到如此观展规

模的。瞬间，又一次真正体会到了澳方展览团队对这个展览的依依不

舍之情。 

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联办的《大清世相》展从

筹备到正式展出，历时三年，近七万余人次的观众参观，在中澳双方

的共同努力下，在双方展览团队的精益求精的合作下，外加各种媒体

上的报道，赞助商的合作，更有各个行业的宣传，还有澳洲政府和政

要的支持，《大清世相》展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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