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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与文化

刘建芳

世界博览会已有 159年的传奇，又称国际博览会，简称世博

会。世博会是由一个国家的政府主办，有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参

加，以展现人类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取得成就的国际性

大型展示会，其特点是举办时间长、展出规模大、参展国家多、影响

深远。按照国际展览局的规定，世界博览会按性质、规模、展期分为

两种：一种是注册类（以前称综合性）世博会，展期通常为６个月，

从 2000年开始每 5年举办一次，注册类世界博览会不同于一般的

贸易促销和经济招商的展览会，是全球最高级别的博览会，如上海

世博会；另一类是认可类（以前称专业性）世博会，展期通常为 3个

月，在两届注册类世博会之间举办一次。认可类博览会分为 A1、

A2、B1、B2四个级别，A1级是认可类博览会的最高级别，世界园艺

博览会是最高级别的专业性国际博览会，也叫世界园艺节，是世界

各国园林园艺精品、奇花异草的大联展，如 1999年我国昆明举办

的就是 A1类大型国际园艺博览会。世博会诞生于工业革命全盛时

期的英国，一诞生就取得巨大成功，这给后来紧随着英国完成工业

革命的欧洲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标杆，说明举办世博会是一个国

家强大的标志，举办世博会也会使这个国家更强大。

世博会的起源是中世纪欧洲商人定期的集市，集市起初只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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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到经济贸易，到 19世纪，商界在欧洲地位提升，集市规模渐渐扩

大，商品交易的种类和参予的人员愈来愈多，影响范围愈来愈大，

逐渐发展成为定期的、有固定场所的、以物品交换为目的的大型贸

易及展示的集会，这就是世界博览会的雏形。公元 5世纪，波斯举

办了第一次超越集市功能的展览会。18世纪，随着新技术和新产品

的不断出现，人们逐渐想到举办与集市相似，但只展不卖，以宣传、

展出新产品和成果为目的的展览会。1791年捷克在首都布拉格首

次举办了这样的展览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展览会的规模也

逐步扩大，参展的地域范围从一地扩大到全国，由国内延伸到国

外，直至发展成为由许多国家参与的世界性博览会。正像“一切始

于世博会”的名语所言，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系统中的很多因素

都是从博览会孕育诞生的。如将许多商品汇集一处买卖的百货店，

组织观光游览的现代旅游活动，提供休闲娱乐的各类公园、游乐

园、渡假村、俱乐部等，无不经由世界博览会获得启示、萌生创意，

从著名的埃菲尔铁塔到电影的发明、到爱迪生的白炽灯和留声机，

到柯达胶卷，甚至人们吃的蛋卷冰激凌、乘坐的奥蒂斯电梯、使用

的固特异轮胎、吹奏的萨克斯等，它们都从世博走向世界的。

自 1851年英国伦敦举办第一届展览会以来，世博会就因其发

展迅速而享有“经济、科技、文化领域内的奥林匹克盛会”的美誉。

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是 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也称“万国工业

博览会”。在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年）统治时代，英国萌发了举

办一次大型博览会的想法。其实博览会并不是英国人发明的，早在

1798年，法国就在巴黎举办过第一次国内工业博览会，法国要求专

门展出新产品，并重赏在制造新产品上能胜出英国的高手，这次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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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获得成功，但法国保守地将博览会限制为国内的盛会。1849年维

多利亚女王的丈夫，当时担任英国皇家艺术协会主席的阿尔伯特

亲王提议在英国举办万国工业博览会，当时是英国女王说了算，维

多利亚女王就让她的丈夫督办万国工业博览会。筹备博览会的英

国大臣亨利·科尔问阿尔伯特亲王，“将正在筹备的 1851年展览会

办成国家级的还是国际级的”，阿尔伯特亲王很坚定地说：“英国的

展览必须包括外国展品，展览必须是国际性的。”阿尔伯特亲王自

小就在欧洲接受教育，非常开明，他曾说过：“艺术和工业创作并非

是某个国家的专有财产和权利，而是全世界的共有财产。”当然，亲

王有底气做这样的表态，还在于英国工业革命获得巨大成功，1850

年英国的铁产量超过了全世界总量的 50%，煤产量占世界总量的

60%，英国被誉为“世界工场”，生产了当时世界上近一半的工业制

品。当时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各大洲，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斯坦

利·杰文斯骄傲地说：“北美和俄国是我们的玉米田，加拿大和波罗

的海沿岸是我们的木材森林，大洋洲是我们的牧场，秘鲁提供白

银，南非提供黄金，印度和中国人为不列颠种茶，而地中海是我们

的果园。”英国可谓是世界上一流的强国，其强大而带来的巨大召

唤力使英国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英国万国工业博览会的地

点选择在英国首都伦敦的“海德公园”，展期是 1851年 5月 1日至

10月 11日，主要内容是世界文化与工业科技，维多利亚女王发出

外交邀请信函，有 10多个国家接受了邀请。具有绅士风度的英国

人动用了全国的经济力量为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布展，当时维多利

亚时代的建筑风格是笨重的，多为庞大的石头建筑，但在这次世界

博览会上，英国人一改往日风格，在著名的海德公园内建造以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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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为主要建筑材料的水晶宫作为展馆，这个水晶宫相当于现在

上海大剧院规模，4个月完成。1851年 5月 1日 11时 30分，九驾

华丽的皇家马车从白金汉宫威严地驶向海德公园，在海德公园新

落成的水晶宫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盛会的开幕大典等待着英国

女王维多利亚的到来，中午 12时，伦敦上空回荡起庄严的钟声，维

多利亚女王自豪地宣布“万国工业博览会开幕”！水晶宫里，万众欢

腾，各国来宾纷纷向雍容华贵的女王表达敬意，中国一位商人在开

幕式上情不自禁地走出人群，独自向维多利亚女王行了标准的绅

士礼。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在热闹非凡的气氛中开幕，展品用的桌

子总长约有 13公里，14 000件来自英国及世界其他各国的展品，

包括一块 24吨重的煤块和一颗来自印度的大金刚钻，还有一头标

本大象，此外还有大功率蒸汽机、高速汽轮船、桥梁模型、引擎、水

力纺织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向参观者展示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和人

类焕发出的无限想象力。因此，这届博览会被确认为现代意义上的

首届世博会。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的主办地伦敦曾向中国发出

了邀请，但却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不过广东商人徐荣村却早识

先机，将自己经营的“荣记湖丝”装成 12捆托运到英国，终于质压

群芳，脱颖而出，独得金、银大奖。当时的奖牌和证书由其后代保存

至今，这一史实的发现，在当年上海申博时引起过不小的轰动。

1851年伦敦世博会，向公众展示工业革命的奇迹，有力地提高了英

国的国际威望。英国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后来被世界各国效仿，并一

直延续下来，逐渐变成了今天的世界博览会。

英国伦敦世博会举办的这一年，占据了欧洲工业总产值的

2/3，世界商业贸易的 20%，于是别国也纷纷效仿英国举办世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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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不甘心的就是法国。1853年，雄心勃勃的拿破仑三世便发布命

令，宣布法国将于 1855年在巴黎举办世界博览会，更全面展示人

类的文明成果。1851年的世博会是工业博览会,但是世博会落到生

性浪漫的法国人手里,便首次被融入了艺术气息。法国第一次创造

性地将工业展与艺术展结合起来, 他们将 1855年的这届世博会称

之为“巴黎世界工农业和艺术博览会”,艺术展也从此成为世博会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画家安格尔、维尔纳、德康的作品分

别设有独立的画廊,代表不同流派；葡萄酒也作为法国农业方面的

成就展出，当时也很轰动。值得一提的是沃斯展出了一种新礼服，

使人耳目一新，拿破仑三世的妻子欧仁尼皇后非常喜欢沃斯服装，

建议并促成沃斯在 1855年世博会上展出他最新设计的样式，一炮

走红，一个宫廷裁缝一跃成为“世界时装“之父。这种服装肩部下

垂，线条别具一格，成为世博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几乎吸引了每

一位女士艳羡的眼神，最终荣获金牌。为了这件礼服的设计，沃斯

还请他的夫人一遍一遍试穿并来回走动展示，以观察和修正效果，

可谓时装模特表演的开端。萨克斯管也正式亮相这届博览会，萨克

斯管发明者阿道夫·萨克斯是比利时人，他于 1841年发明制成了

这种神奇的乐器,人们便以阿道夫·萨克斯的姓把它命名为“萨克斯

管”。1841年萨克斯管在布鲁塞尔工业博览会上首次亮相，但由于

萨克斯害怕对手竞争仿制，仅在幕后吹奏一曲便很快收场。1855年

在巴黎世博会上，萨克斯管正式亮相,并成为巴黎世博会最风光的

展品之一。1867年春，法国人皮埃尔·米肖和他的儿子联手打造的

一辆装有脚踏板的自行车，交付 1868年巴黎世博会展出，广东书

生王韬有幸在现场一睹自行车的风采。当时《上海新报》专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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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的新鲜事，自行车在其中多次提及，中国人将这两个轮子的玩

意称作“洋马儿”。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自行车发烧友是

末代皇帝溥仪，他结婚那天，他堂兄送他一辆自行车做结婚的礼

物，随从见后大骂溥仪堂兄混账，认为送给皇帝这样危险的东西。

不过，喜好洋货、戴着洋眼镜的溥仪很快就迷上了自行车，为了骑

行方便还将皇宫里的门槛给拆了。以后自行车成为巴黎时尚人士

的出行首选，很多人曾骑着自行车去看世博展览。百年之后，中国

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王国。

世博会从 1851到 1933年经历了近百年的演绎之后，到 1933

年在美国的芝加哥举办了第一次有主题的世博会，主题为“一个世

纪的进步”。要求参展者围绕共同的题目设计和创作自己的展品。

这届博览会展出了经过百年科技的成果，值得一提的当数有绚丽

的霓虹灯景、航空技术、空调设施以及新建筑等，真正使人看到一

个世纪以来科技的巨大进步。从此以后，每届世博会都确定了一个

富有意义的主题。如：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把原子球置于园区

的中央，突出了科技的主题。1962年西雅图世博会以五个主题馆生

动地表现“宇航时代的人”的主题。到了 20世纪下半叶，随着人类

对地球的过度开发和资源的过度消耗，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发展方

式。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首次以环境为议题的国际会

议。两年以后在美国的斯波坎举办了 1974年世博会，称之为“国际

环境博览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环境问题作为主题的世

博会。1982年举行了第一个以“能源问题”为主题的诺克斯维尔世

博会，从那时起，人类开始酝酿新一轮的发展课题—————“可持续

发展”。1992年 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全球各国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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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即《21世纪议程》。从那以后，

每一届的世博会基本上都延续了“可持续发展”的主线，例如：1998

年里斯本世博会的主题“海洋，未来的财富”；2001年汉诺威世博会

主题“人、自然、科技”；2005年爱知世博会主题“自然的睿智”；2010

年上海世博会也将从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探讨全球城市

发展。有了主题，展品也就有针对性，美国 1962年西雅图世界博览

会的主题是“太空时代的人类”，展示了人类借助宇宙飞船进行的

环地球飞行的航天壮举，预言人类将在 21世纪向火星迈进，进而

征服太空。1974年在美国华盛顿州的斯波坎举办了世博会，重要的

展品是瀑布，这届世博会被联合国确定为第一个“世界环境日”的

活动主办地，这届博览会的主题是“无污染的进步”，流水、森林、废

电器第一次成为世博会上的展品。

在亚洲，日本与世博会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 1867年，日本首

次参加了巴黎世博会。日本的浮士绘艺术（日本江户时代流行的一

种描写风俗人情的民间绘画）、日本花园、茶叶等展品风靡巴黎，欧

洲通过世博会从中了解了日本和东方文化。“明治维新”后，日本先

是参与了 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日本政府深知世博会是学习西方

科学技术最好的课堂，在参加维也纳世博会中，日本的 77人代表

团中，有 66人是工程师，这些专家在世博会的工厂和车间专心致

志学习研究。回到日本后，他们撰写了一份 96卷的报告。可以说，

日本从世博会中吸收了西方许多科学技术。1877年，日本开始在国

内举办相当规模的工业博览会。1928年日本参与了《国际展览公

约》的制定，成为缔约成员国之一，并筹划在 1940年举办世界博览

会，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流产。 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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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振奋了国民精神，1965 年，日本正式向国际展览局申请举办

1970年大阪世博会，主题为“人类的进步与和谐”。日本认为 20世

纪 70年代，交通和通讯已经比较发达，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小，整个

世界可谓“地球村”，这时的发明创造已无需在世博会上张扬、传

播，人们都已清楚高科技产品，日本世博会的策划者们认为世博会

的重心应放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上，要使世博会变为一个“世界文化

的盛大节日”。这届博览会地址选在大阪市郊约 15公里的千里山

丘陵地带，安排有 4.2公里的环园轻轨铁路，全程设有 7个站，每小

时运量 13000人。园区主要大道上设计有 3.5公里自动人行道的高

架桥，椭圆形封闭管道里，以每分钟 40米速度作双向运动，并为母

子和残疾人安排了专用车厢。此外，还有 30米高的室外缆车，33个

球形吊舱，每个载量 15人，不停地在园区循环。当然，世博园内的

所有交通工具都要另外收费。大阪世博会的建筑风格各异，法国馆

象大型的高尔夫球、美国馆像莫列顿呢鸭绒被、日本馆像一组大铃

鼓、象牙海岸馆则像是一支大象牙、瑞士馆像一株巨大的水晶树，

澳大利亚馆像一头带着奶酪和食品袋的恐龙，菲律宾馆像一只大

海蚌，展馆建筑稀奇古怪、形态各异，直接冲击人们的视觉，更显现

出主题和创新的时代精神，大阪世博会成为历史上成功的经典之

一。1985年日本再次举办世界博览会，会址是在新城筑波市，一座

距东京 50多公里的全新科学文化城，博览会的主题是“居住与环

境、人类的家居科技”。1990年日本大阪举办丁 AI类专业性的国

际花绿博览会，展出世界园艺内容，再次在亚洲实现了举办大型国

际园艺博览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上海世博会首次以“城市”为主题，这在世博会 159年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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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有，这一主题凸显了人类社会已经迈入了一个重要的时

代———城市时代。这一时代仅仅历经了两百年历史，1800年全球只

有 2%的城镇化率，1900年上升到 13%，2007年 67亿地球村民中

已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城市，如何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如何

在展现希望的同时，让人们应有挑战的信心，本届世博会提出这一

个主题，是契合时代发展的一种表现。上海世博会主题是“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据称灵感来自亚里士多德说的“人们为了生活来

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好留在城市”。随着人类社会城市化的推进，

如何完善城市本身作为人类生活的载体和机制的功能，以及塑造

城市与乡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正成为全球关注的命题。

（本稿由南通市社科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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