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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世相》展览撤展随感 

董蕊 

撤展归来已经两个多月了，在那里工作、生活的很多细节仍历历

在目：展览团队的敬业与专业、澳方几位老师的热情与友善、大家对

文化对展品的热爱与尊重……

有太多的内容值得回味和留恋，

相信我馆参与澳展的几位同事

都会对这几方面夸赞有加，我

就不再赘述了。我想说说给我

留下深刻印象的“规范化管理”

以及由此体现出的规则意识。 

撤展前一天，负责展览流程管理的胡璇老师将撤展方案发给我们

每人一份，以便于我们提前了解撤展的安排。撤展方案做的很细致，

第一页是展场布局图，每一个展柜上都标注了编号。按区域用蓝、黄、

绿三种颜色将展柜分为三组，非常醒目。方案的后面几页用表格的形

式详细地罗列出每一组中包含的展柜数量和藏品信息，表头也分别采

用蓝、黄、绿三种颜色，与展场布局图相对应。表格中以展柜为纲，

罗列出每个展柜的区域、类型、展柜中藏品的详细信息，不仅有藏品

的类型、题名、尺寸，还包括展品序号、展品所在包装箱的编号以及

EMS的 ID号。通过表格能够对每一组有多少展柜多少藏品一目了然。 

 

标有不同颜色的展品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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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撤展之前，所有撤展人员先 

集合、分组，每一种颜色区域由一组人

员负责撤展，高娃主任和刘家平老师分

别被分到蓝色和黄色区域的一组中（注：

绿色区域无我馆藏品），负责从展柜中

撤出展品、对照目录核对藏品信息、检

查藏品状况并包装。澳图的两位老师从

库房将展品的包装材料取到展厅，库房

中展品的包装材料都整齐有序地摆放 

着，每份包装材料上都放着该展品的序

号，序号的颜色跟展柜区域的颜色一致。

取包装材料的两位老师往返于库房和

展厅之间，按照撤展顺序每次取走几种

包装材料，提前放在为撤出展品专门搭

建的工作台一角。 

我跟李晓莉老师在库房中负责装箱前的最后核对，并要准确地将

每一件藏品放回到托运箱中的原始存放位置。三个托运箱的内部构造

很复杂，有的是用塑料泡沫将箱子内

部空间分为三至四层，还有的是先用

2-3 个小木质箱体将大托运箱分割成

几部分，小木质箱体中再使用塑料泡

沫分层，每一层都按照藏品的尺寸预 

标有不同颜色的展品清单 

将展品原包装送到展厅 

澳方修复老师认真查看展品装箱 

库房检查展品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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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出相应的位置。晓莉老师前期准备

工作做的很充分，不仅将开箱时每一

层藏品摆放的位置拍照后打印出来，

还将三个大托运箱内的布局画出了示

意图。因为展品撤回的顺序并不是按

照装箱的顺序，为了能让各个位置的展品都能及时归箱，我们将托运

箱中的每一个独立部分都拿出来，晓莉老师都认真地给它标记出箱号 

及上下左右的位置。展品送回来后，我先在藏品目录表中标记该藏品，

参考布局示意图将藏品放入原始存放位置，再参考托运箱的照片将辅

助的包装材料如盖板垫板等也都原样放好。晓莉老师工作非常细致且

有条理，高效而没有一丝忙乱，让

我心生敬佩，受益匪浅。 

因为装箱工作是整个流程中

的最后一个步骤，在展品未撤回之

前只是偶尔帮助取包装材料的老

师推推车就显得无所事事了。我想

提议去展厅帮忙撤展，但又怕打乱工作安排。正巧晓莉老师要去展厅，

我也跟着上去了。可刚帮忙给撤下来的一件藏品包装好，就听说第一

批撤下的展品要入库，我跟晓莉老师连忙赶回库房。看来在已经规划

好的工作流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对整个流程正常运转起着重要作用。

每一个人都应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不要顾此失彼，影响全局。胡

璇老师说：“事先设计好一套规范化的工作流程，即使我不在，大家

展品放入箱中的固定位置 

整齐有序地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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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以按照这个流程完成工作。”确实如此，这样可以减少工作的

盲目性和随意性，减少随机问题产生的几率。依据规范的流程可以准

确估计工作的程度和工作量，便于统筹规划。我一边按照规范的流程

操作，一边也在联想着哪些方法是我们在库房管理、布展撤展等工作

中可以借鉴的。联想到我们现在正在撰写修改的《图书馆古籍工作手

册》其实就是这种规范化流程管理的一个很好体现。在一套严谨规范

的工作流程中，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按流程做事，按规则执行，

环环相扣，工作高效而质优。大家长期按照规范化流程做事，每个人

都潜移默化地将规则意识内化成一种习惯。 

在澳洲的几天里，我被当地人的这种规则意识深深感染着。例如，

澳大利亚图书馆对于员工的考勤管理，完全是自我管理。规定每天的

工作时间为 7.5 小时，一周内工作满 37.5 小时。如果当天工作时间未

达到规定时间，员

工会按照这一规

则，自觉补上所缺

时间，无需监督；

再如，堪培拉的街

道岔路和弯道很

多，在主路行驶的

车看到岔路上有

车驶入，不用犹豫

是该按着喇叭抢跑过去又担心对方也抢路而相撞，还是谨慎地让行却

展品运输箱出库等待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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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对方也让行而停在路上对峙。在那里可以完全从容地原速使过，

因为交规规定从岔路准备开进主路的车，一定要停车等候观察。即使

当时主路上并没有车通过，也是如此。所有人都会自觉按照这一规则

执行，所有人也会因为信任对方都遵守这一规则而少了很多纠结与担

忧。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果在中国出现以上两种情况时，一定会

有一部分人存有侥幸心理寻找漏洞钻空子，甚至还认为越过规则漏洞

获取利益是智慧的体现。由此也引起了我的思考，在中国，提到制度

和规则，人们都会想到约束和不自由，进而有排斥感和恐惧感，甚至

希望钻些空子。为什么澳洲人都具有很强的规则意识，而且是愉快而

自觉地执行规定呢？这让我想起了中学历史书中讲过卢梭的《社会契

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当时并不是特别理解。现在有些

感受了，对契约的尊重、对规则的敬畏，确实能为人类步入文明和国

家社会的进步起到重要作用。一个国家一个组织，必须在一个好的制

度和规则的基础上来架构和维持。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也蕴含着丰富

的规则意识，儒家的“礼”，道家的“道”，法家的“法”都教育人要

有规则，有秩序，守承诺。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规则意识，还是

代表西方文明的契约精神，都是遵规与守信的契合。这种契合是由他

律到自律，从被动到主动的改变。对契约、规则的尊重，长期以来便

可内化为一种自觉意识。 

“我说了，一定做到；你说了，我相信你。”在这样的语境下，

人与人之间会有更多的真诚与信任，人与环境也会更和谐美好。我想

这应该是当地人为什么都快乐自觉地遵守各项规则的原因，因为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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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遵守规则中收获了更多的信任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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