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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著名的大都会在19世纪纷纷举办各类博

览会，让革新家和实业家在那个经济空前繁

荣的时代汇聚一堂。

INDUSTRY OF NATIONS

万国展会

撰文 克里斯托弗·斯托克斯（Christopher Stocks）

历史长河波澜起伏，横扫世界的大潮带来诸多巨变，其中又

以工业革命最为影响深远。工业革命起于 18世纪末，迅速

席卷欧美，吸引数百万工人迁移到不断扩张的城镇，推动交

通运输、生产制造和通讯技术高速发展，为现代社会奠定了

基础。法国从 1789年大革命中复苏之后，加快了工业化的步

伐，这一期间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传统，其中就包括政府

主办的各种博览会，令全国各地的制造商汇聚一堂。

1844年，法国工业博览会（French Industrial Exposition）在 

巴黎香榭丽舍大道的一栋巨型临时建筑中举行并大获成

功。安东尼·罗伯特·百达（Antoine Norbert de Patek）正是在此

次展会上偶然发现了阿德里安·翡丽（Jean Adrien Philippe） 

了不起的发明：无匙上弦机械装置。虽然两人在博览会上 

缘悭一面，但这一事件却标志着Patek & Cie公司的开始。即

便在公司的起步阶段，百达先生就已开始思考国际市场以及

如何在海外推广公司等问题。这位流亡海外的波兰人曾经 

走遍欧洲，后来在瑞士找到安居之所，也因此深谙依赖单一

市场的风险。虽然年轻的百达热切支持祖国波兰谋求独立，

但 1848年横扫欧洲的革命烽火令君主制摇摇欲坠，国际奢

侈品贸易也陷于混乱之中，百达先生身为商人，内心必然深

感忧虑。

幸运的是，当时还有一个富裕而稳定的国家能持续提供

商机：那就是英国。正如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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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在伦敦
万国博览会购得这枚 

百达翡丽怀表（见上 

图）；一幅展示了瑞士 

展览区的彩色版画 

 （前跨页）。1895年的
一张照片展现了水晶宫
内景（右图），1860年
以来的早期彩色雕刻
版画也描绘了同一座建 

筑（38页及39页）。 

百达与翡丽都参加了
巴黎博览会（下图），却
没有会面。

根据官方指南，水晶宫的其余空间划分给其他

国家作为展厅，以中央主廊为中心，然后“按各国

与赤道的距离分配场地，即热带地区的产品陈列

在最接近中央主廊的地方，而寒带地区产品则展

示在场馆最外围。”每天都会有数百位访客排队

等候欣赏陈列于金色笼子内的皇冠珠宝——“光

之山”钻石（Koh-i-Noor），可惜这枚巨型宝石沉闷

的外观令人大感失望。

展馆南翼的瑞士钟表展无疑是推广百达商品

的绝佳橱窗。1851年5月1日至10月11日期间，超过

600万人参观了水晶宫，相当于英国当时人口总 

数的三分之一。翡丽先生对此说：“就怀表而言，

我们的展品无疑是整个博览会中最重要、最卓

越的作品。不仅如此，百达先生还收获了伦敦一 

位重要钟表制造商丹特先生（Mr. Dent）的赞美。

在写给表兄弟普鲁士国王（King of Prussia）的信 

中所言：“我们这里完全没有对暴动或暗杀的恐

惧。”或许是受到 1844年巴黎工业博览会成功的

启发，阿尔伯特亲王宣布伦敦将在 1851年举办万

国工业博览会。这个世界最强经济体及其最大的

城市伦敦自然获得了百达的关注，此时他已做好

行动准备。

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既是 19世纪的一大壮

举，开启了日后一系列世界博览会的先河。矗立

在海德公园南侧的水晶宫是一栋巨大的预制结

构建筑，完全由钢铁与玻璃构成，长约560米，其

高度足以容纳成年大树。这座“宫殿”的一半空间

用以展示英国产品，包括巨型蒸汽机、早期自行

车、诺丁汉蕾丝等，还有一座高逾8米的粉红玻璃

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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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细心查看过我们的展品后说：‘百达先生，您是钟表工匠之王！’”不过百达

翡丽真正荣获皇家认可是在8月。维多利亚女王亲临瑞士展厅，并购入一枚粉末

蓝珐琅怀表（现为百达翡丽博物馆馆藏），其后又为阿尔伯特亲王订购了一枚黄

金款式的带盖天文台表（猎表）。从此之后，百达翡丽与英国王室的联系便从

未间断。

然而，瑞士展厅的幕后工作并非想象般十全十美。来自不同制造商的数百件

钟表作品密密麻麻地塞满一个巨大的展柜，每件展品仅靠一张编号卡识别，但没

有人想到要把卡片固定。百达回忆道：“我看到科拉顿教授（Professor Colladon）一 

次次重新整理并摆好编号卡，他的执着却徒劳无功，因为片刻之后，来往的人流

和地板的震动又会令展柜乱作一团。”

无论在经济效益、参观人数方面，还是作为向世界展示英国富强的方式，伦

敦万国工业博览会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引得其他国家竞相效仿，筹办自己的世界

博览会。当时自视为新兴超级大国的美国率先行动，而其大

规模制造业也的确远较英国先进。1853年7月14日，美国在纽

约水库广场（现为布莱恩公园）举办世界博览会，除建造自

己的水晶宫外，还有一座90多米高的瞭望塔。

纽约博览会的参观人数只有100万，亏损达30万美元，远

不及伦敦成功。尽管如此，它却是百达翡丽首次参加美国

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在 1853至 1915年间，百达翡丽共参加过5

次美国举办的博览会），并借此在美国牢牢确立了公司的声

誉。纽约博览会也促成百达先生的首次访美之行，他在博览

会开幕后数周启程，可惜旅途并不顺利，本来只需10天的横

越大西洋之旅，因恶劣的冬季风暴延长至 14天。到达纽约的

第一晚，百达先生的房间又遭逢失窃，行李箱内的贵重财物

被洗劫一空。

百达翡丽（1851年公司正式定名，

全称为Patek，Philippe & Cie – Fabricants à  

Genève）在纽约世博会上不但赢得了一

枚银牌，更与蒂芙尼公司建立起紧密

的商业伙伴关系。蒂芙尼后来成为百

达翡丽在美国最重要也是合作最久的

代理商。1844至 1923年间，百达翡丽在

国际展会上一共荣获 20枚金牌。这些

奖牌曾自豪地展示在日内瓦专卖店入 

口处。

虽然世界博览会的规模日益庞大

也更加完善，但百达先生认识到，通过

博览会开拓新市场的方法已经走到尽

头。1877年百达先生逝世之时，大众传

媒已经可以广泛传播资讯，将商品宣传

推销到更为广阔的市场，就连最大型

的博览会也望尘莫及。至于金牌，用来装点专卖店固然华

丽，不过在百达眼中，金牌的光环在 1873年后已逐渐被日内

瓦天文台精确计时赛所取代。原因其实不难想象：计时赛设

立翌年，日内瓦天文台奖的前5名均由百达翡丽时计包揽。

及至 19世纪末，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地继续前行。虽然

直到20世纪初，百达翡丽依然会参加世界博览会，但真正

帮助公司建立名望的仍是那些早期展会。也许百达先生在

人生之初不幸成为时代的受害者，但他却证明凭借意志和

想像力，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驾驭历史洪流，顺势而行。

如需了解有关本文的更多独享内容，请访问 patek.com/owners，

点击 Patek Philippe Magazine Extra。

曼哈顿市中心的水晶宫 
 （左图及下图）是1853年
纽约世界博览会的举办
地点，1858年不幸被烧
毁。19世纪末至20世纪
初是博览会的“黄金时

代”，美国在纽约世博会
后曾多次举办博览会。 

百达翡丽在1893年芝加
哥博览会中同时以评审
和参展商的身份亮相。 
 （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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