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大利有没有“民族唱法”
■文艺杂谈　□文/孙焕英

有一天 ，我和一个朋友漫无边际
地侃大讪 ，侃到了红红 火 火 的 全 国 青
年歌 手 电视大赛 ，他突然问我 ：

“ 你是音乐科班 出 身 ，你知道意大
利有没有 ‘民族唱法 ’？”

“ 若要说意大利的 ‘民族唱法 ’，那
就应该是现在中 国人所说 的 ‘美声唱
法’。”

“ 着哇！”朋友拍着大腿，“既然是
‘ 民族唱法’，怎么又成了 ‘美声唱法 ’
了呢？”

我无言以对 。
朋友继 续 问 ：

“ 中 国 的 所谓 ‘民
族唱 法 ’，到 了 意
大利 ，又成了什么
唱法呢？”

“ 按推理 ，应
该叫“美 声 唱
法。”

“ 乱套了吧？既然是意大利的 ‘美
声唱法 ’，到了 中 国 ，怎么又成了 ‘民族
唱法 ’？”

我仍无言以对 。
这老兄近乎于穷追不舍了 ：
“ 中 国的所谓 ‘民族唱法’，究竟具

体的是指畲族山歌的 ‘平讲调 ’、‘假声
唱’、‘放高音 ’呢 ，还是指侗族大歌的

‘ 嘎所 ’拟天籁 ，或指蒙古族的一个人
同时唱 出两个音的叫什么 ‘呼满 ’呢？
再不就是指汉族的 ‘信天游 ’？”

我还是无言 以对 。

老兄简直是没完没了啦 ：
“现在 ，有一种 ‘戏歌 ’很时髦 。你

说，京剧艺术家李维康演唱的 ‘戏歌 ’
毛泽东诗词 《咏梅》，又属于什么 ‘唱
法’？”

“ 应该叫 ‘戏曲 唱法 ’吧！”
“ 李维康的 ‘戏歌 ’叫 ‘戏曲唱法’，

那孟广禄的 ‘戏歌 ’叫什么唱法？”
“ 那它们就叫作 ‘女民戏唱法 ’或

‘ 女戏民唱法’‘男 民戏唱法 ’或 ‘男 戏
民唱法 ’吧！”“好 ！又 出 来了两个 ‘民戏
唱法 ’或 ‘戏民唱 法 ’。再举个例子 。歌

唱家吴雁泽唱民歌 ，却吸收了 西洋歌
剧的即所谓 ‘美声唱法 ’的发生技巧 。
你再说 ，他属于什么 ‘唱法 ’？”

“ 那就只好叫 ‘民美唱法 ’或者叫
‘ 美 民唱法 ’了 。

“ 喂 ！老弟 ，到此先打住。你给我扳
着指头算一算 ，如今 已 经有 多 少 ‘唱
法’了？”

“ ……”

“ 哈哈！再说下去你就算不清啦 ！
任何人永远也算不清！”朋友清了清嗓
子，“还是让我这个音乐外行人来给你
这个音乐科班人补一堂音乐常识课吧

——所谓 ‘唱法 ’，它的定义 ，就是演唱
者对作品的诠释方式及 表达技术 。就
此而言 ，每个演唱 者 ，都有其 自 己 的

‘ 唱 法 ’。这正应验 了 一句 关 于艺术的
誓言 ：有一百个观众 ，就有一百个哈姆
雷特 。

既然如此 ，那么 ，为什么会 出现所
谓‘三种唱法 ’的误区呢？原因是这样
的：歌唱艺术 ，有几个分类 ，如民歌 、创
作歌曲 、歌剧 、戏 曲 等 。当 出现了 第一
个对某种歌唱 艺术作品作 出较完美 的
诠释和表现的 人之后 ，接下来便是后

来人的趋同 或 日传承 ，于是便 出现了
群体。有的还称这种群体为 ‘流派’，如
中国的戏 曲 界 。这种群体性 ，实质上还
是其鼻祖创始人的个体性 ，仅仅是一
个‘哈姆雷特’。你们音乐界不是有句
行话叫 ‘表演是二度创作 ’吗？成千上
万的演唱人 ，难道就只有 ‘三种 ’再创
作的 ‘唱法 ’？他们究竟是有心灵感应
呢，还是所有歌唱家 内 只有三种思维
方式？

我再说一遍 ：一件声乐作品 ，有一
百个演唱者 ，就有一百种 ‘唱法 ’，只要
他不是留声机。所以 ，把 ‘唱法 ’仅仅归

结为 ‘美声’、‘民族’、‘通俗 ’三种 ，是
不符合实际的 ，因而也是不科学的 。有
句格言 ：音乐 无国 界 。如果将 三种唱
法’再扩大到世界范围去 ，想成为国 际
准则 ，那 肯 定 是一 个 国 际 级 的 大 笑
话。不信 ，你让意大利也搞个 “三种唱
法”歌手大赛 ，人家准认为你在发烧说
胡话 ！

那么 ，这个 ‘三种唱法 ’是怎么提
出来的呢？有文字表述 ，它起 自 于中央
电视台的人 ，并非音乐界 。人们都知
道，中 国 的 电视台 ，是垄断行业 。垄

断行业 ，往往会 出
口霸语 。如今有那
么多的音乐 界人 士
如参加全 国 性歌手
央视大 赛 的 评委 、
参赛选 手 ，认 同央
视人提出的 ‘三种

唱法’，并以此为纲来进行这种全国
性的歌唱大赛 ，我 以为 ，这不过是他
们对霸语的盲从或屈从而已 。这种现
象的 出现和存在 ，实在令人觉得不是
滋味且无奈 。不信 ，你以 第 四种 ‘唱
法’报名参赛 ，准被拒之门外！”

老兄的这些话 ，实在是让我产生
了顿开茅塞之感 ，因为 ，朋友的这番大
论，通篇显示着唯物论和辩证法 。今
天，我所 以将这段朋友间 的 私下闲聊
公布 出 来 ，不过是想给 “三 种 唱 法 ”论
者敲一下边鼓 ，让他们听到一种 不 同
的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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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 是 要 老 的 ，这 是 不
可逆 转 的 事 实 。宇 宙 万 物 ，谁
也难 逃 新 陈 代 谢 的 规 律 。然
而，退 休 的 朋 友 们 聚 在 一 起
攀谈 ，也 免 不 了 发 出 些 许 惶
惑，不 禁 怀 疑地 问 周 围 ，我 真
的老 到 这 种 程 度 了 吗 ？

所以 ，随 着 年 龄 的 增 长 ，
笑声 渐 渐 少 了 ，绝 不 要 以 为
是严 肃 和 成 熟 的 表 现 ，很 可
能是 心 灵 老 化 的 结
果。其 实 ，当 我 们 对
一切 一 切 都 感 到 习
惯，泰 然 ，无 所 谓 ，不
再是 具 有 浓 厚 的 新
鲜感 的 时 候 ，也 就 意
味着 心 灵 已 经 在 老
化之 中 。如 若 对人 总
是重 复 地 讲 同 一 话
题，听 的 人 也 不 好 意
思不 听 你 老 人 家 津
津有 味 地 讲 ，其 实 ，
这种 感 觉 的 迟钝 ，也
是心 理 衰 老 的 早 期
表现 。惟 其 老 ，记 忆
才不 灵 光 ！

现实 生 活 中 ，桑
榆晚 景 的 老 年 人 怕
过年 ，怕 别 人说 自 己
老，怕 别 人 看 自 己 须 发 皆 白 ，
最恼 恨 骂 “老 不 死 的 ！”其 实 ，
这种 心 理 障 碍 ，就 是 老 态 的
表现 。所 以 ，已 跨过 七 十 的 门
槛的 著 名 作 家 李 国 文 著 文 提
醒人 老 要做 到 “几 个 不 要”，
实在 是 忠 言 逆 耳 、一 付 清 醒
剂。这 里 不 妨 摘 录 如 下 ：

不要 怕 别 人 遗 忘 ；不 要
怕受 到 冷 落 ；不 要 不 识 时 务
地抛 头 露 面 ，还要插 手 管 事 ；

不要 怕 失 去 讲 话 机 会 ；不 要

怕后 来 人 否 定 自 己 ；不 要 当
九斤 老 太 ，谁 也 看 不 进 眼 里 ，
做出 失 态 举 止 ；更 不 要躲在
自己 的 阁 楼 里 ，用 嫉 恨 的 目

光，诅 咒 一 切后 来人 。
在我 们 的 前 面 ，有 过 前

人；在 我 们 的 后 面 ，还会 有 后
人。我 们 做 过 了 我 们 应 做 和
能做 的 事，我 们 走 过 了 我 们

应走 和 能 走 的 路 ，老
是再 自 然 不 过 的 ，应

当坦 然 面 对 ，相 信 未
来。白 居 易 诗 云 ：“自
此光 阴 为 已 有 ，从 前
日月 属 官 家。”这 对 大
批退 休 老 人 实 在 是 忠
告。退休 以 后 ，按 照 自
己的 意 愿 活 着 ，不 再
受他 人 的 支 配 与 差
遣，眼 前 不 见 倨傲 态 ，
耳边 不 闻 呼 喝 声 ，那
些以 其 昏 昏 、使 人 昭
昭的 庸 官 俗 吏 ，没 谁
再有 资 格 在 面 前 指 手
划脚 ，发 号 施 令。“领
导”二 字 在 心 中 已 彻
底抹去 ，“上 级 ”一 词
在头 顶 完 全 消 失 。这

颗半 超 脱 、半 世 俗 的 心 ，也从
而不 再 因 遭 受 种 种 歧视 与 不
公而 烦 恼 。没 了 “日 月 属 官
家”的 日 子 ，人 际 关 系 也 不 是
令人 心 烦 的 问 题 ，这 样 一
“ 想 ”，反 而 觉 得 面 前 海 阔 天
空。

老不 是 罪 过 ，老 而 不 达 ，
则让 晚 辈 讨 厌 了 。坦 然 面 对
退休 路 ，头 顶 便 是 一 片 蓝
天！

老鼠的故事
■寓言　　□文/冯贵华

一只老鼠 ，呆在一户人家 ，但这户人家很
穷，很少偷吃到粮食和食物 ，因而 ，它一直瘦小
枯干 ，毛色灰暗 ，身上又脏又臭。看见别的老
鼠，一个个身肥体壮 ，皮毛光滑 ，整 日 逍遥 自
在，它羡慕极了 。

这只老鼠成天苦思冥想 ：要改变命运 ，满
足口 腹之欲 ，必须寻一个好位置 。于是 ，它寻啊
寻啊 ，终于寻找到了一
个富翁之家 ，偷偷溜了
进去 。一看 ，噫嘻 ！好多
的粮缸呀 。它暗暗庆幸
自己找到了一片乐 土 ，
在这 里 就可 以 享 尽 一
生。

这么 多 的粮缸 ，把老鼠看得眼花缭乱 ，它
恨不得一 口 全吞进肚 里 去 ，只 怪 自 己 肚皮太
小。想 想 还 是找 一 口 最 大 的 粮 缸 慢 慢 享 用
吧。它 看 中 了 一 口 最 高最大 的粮缸 ，借着墙
壁爬 了 上去 。嗬 ！满满的一缸 大米 ，味道好极
了，它 饱 餐 了 一顿 ，不愿离去 。又 吃 了 几天 ，
它想跳 出 米缸逃走 。但一想起 自 己 过去 的 肚

腹之肌和 寒碜 、肮脏的样子 ，便不寒而栗 。况
且自 己 又 没被主人 发现 ，何不继续 留在这 里 ，
享受这天堂般 的 生 活 。于是 ，它 就地躺 在这
口米 缸 里 ，吃 了 睡 ，睡了 吃 ，直 至把 满缸 的大
米吃了 个精光 ，渐渐耳肥头大 ，挺起 了 “将军
肚”，一副 “官 ”相 。

老鼠 正 为 自 己 当 初 的 选择而洋 洋得意之
际，抬头一看 ，不好了 ，
这米缸又高又滑 ，怎么
才能逃得出去呀 ！它跳
啊，爬啊 ，耗尽了全身
力气 ，也没有逃出这一
米多 深 的米 缸 。这不

等于是 自 掘坟墓？自 己寻死吗 ？老鼠痛心疾首 ，
流下了忏悔的泪水 ！

这时 ，主人发现米缸空 了 ，缸底有一只奄
奄一息的老鼠 ，一把抓住骂道：“小蟊贼 ，你寻
死呀！”随手扔给了那只懒猫 。

心不可动于利禄之诱 ，目 不可眩于五色之
惑。老鼠幻想拥有一个天堂般的生活 ，然而贪
欲使它跌入了毁灭的深渊 。

哥俩 好
诗/张翟西滨　画 /李伟

同年 同 月 同 日 生 ，
同吃 同 住 同 劳动 。
某年 某 月 某 一 天 ，
哥俩人生 不 相 同 。
一个摇 身 变 老 总 ，
一个成 了 手 下 兵 。
过去 开 口 直 呼名 ，
如今非 得称 老 总 。
不称 官 名 不 应 声 ，
愈称 官 名 人愈 生 。

一只山羊，一群鹿
■散文　□文/张亚凌

芳是我 从 小 学 到 高 中 毕
业同窗 10余年 的好友 。在我
的记忆 中 ，芳一直很要强 ，属
于那种 “给个杠杆就可以撬起
地球”的人，——芳从语言到
骨头 里 都没 服 气过任何一个
同学 ！

这次相 见 ，不 足 36岁 的
芳，显 得 很 是 颓
唐。她说 自 己 一直
急切地抓来抓去 到
如今 还 是 两 手 空
空。她的话将我拉
回到 10多 年 前

高考前三天 ，疼爱她的姥
姥病危了 ，据说姥姥直叫着她
的乳名到撒手而去 ，为了 备战
高考她硬是没 回 去 看 最 后一
眼，最终还因三分之差没冲进
她梦 中 的 “清华园”，我们都替
她感到遗憾 。

她说 ，进了单位 ，想如鱼
得水 平 步青云 ，又学 会 了 乖

巧。跟着科长学搓麻将 ，随着
主任享受高品位 ，说着言不由
衷的 话做 着 情 非 所愿 的 事依
旧没有飞黄腾达 。

后来 ，她放弃了深爱她的
大学 恋 人 嫁 给 了 市 委 书 记 的
儿子 ，以为从此就可以 出 人头
地了 。可短暂浮华的背后是长

长的孤独 ，自 己嫁给的 ，不只
是“酒 囊 饭袋”，还是个超级
“ 花花公子”。

一她 讨 厌 婆 家 人 如 自
己般虚荣张扬 ，又忍受不了娘
家人 那 种 “可 笑 的 安 贫 乐
道”。她就只能游离于婆家和
娘家 之 间 ，很 不 快 乐 地 生 活
着。

芳说 ，回过头来 ，自 己也

真够傻的 ，还 以为 自 己能干成
天大的事 ，折腾了 10几年 ，不
是孝顺的女儿 ，也不是称职的
妈妈 ！

“ 不傻不傻 ，有 人 比你傻
多了！”我开玩笑般给她讲了
一个故事——

一个 小 伙 子 发 誓作 一 名
优秀的猎手 ，给 自 己订
了目 标 ：第一次 出猎必
须猎到一头山羊 ！他找
了大半天 ，别说 ，远处
真的有一只 山羊 。他就
开始追呀 ，追呀 ，他眼

里只有那只 山羊 ，途中 ，一群
鹿竟成 了 影 响 他猎取 山 羊 的
障碍……到头来 ，山羊还是跑
脱了 。

“ 瞧他 ，为了一只 山羊 ，丢
了一群鹿 ，多蠢！”

芳走了 ，依旧一脸郁闷 。
你，我的朋友 ，还会为了

一只 虚 幻 中 的 山 羊 而丢 失一
群实实在在的鹿吗 ？

考验
■小小说　□文/阎冬

伟和莹是大龄青年 ，也 都 曾 有过 爱 的 经
历，俩人相识后相处得很平淡 ，但很真诚 。

伟是一名推销 员 ，常常东奔西跑去推销产
品。莹是一名 机关公务 员 ，上下班时间 很 固
定。伟和莹约会 ，只有在每天下午下班后 。伟的
企业和莹的单位相距一个小时的路 ，伟每次去
约会 ，先给莹打个 电话 ，莹将一切安排好后 ，他
俩便一块去吃饭或到处走走。伟陪够了莹 ，便
乐呵呵地回家 。这样相处了半年 ，熟悉的人都
说他俩该结 婚 了 ，莹却对别 人
说，不行 ，他俩还没有摩擦出 爱
的火花 ，她还需要考验一下伟 。

伟又要外地出 差 ，这次要去
一个 月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 ，他
和莹吃饭时都喝了 点酒 ，莹有点
醉。她主动吻了伟 ，伟又吻了她 。他们有了 第一
次亲 密接触 。伟是带着 对莹 的 深 深牵挂上路
的。

从外地回来 ，伟给莹打电话 ，要去找她 ，伟
心中渴望见到莹 ，他还给她买了一个钻戒和项
链。莹接到 电话 ，心中特温暖 ，她让伟仍到办公
室找她 。

伟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莹的办公室 ，莹却没
有像往常一样在那儿傻等他 ，没见到莹 ，伟很
着急 ，以为莹 出 了什么事 ，就给莹打手机 。其实

莹躲在对面的楼里一直看着伟上楼 、下楼 ，又
站在楼下打电话。伟站在那儿 ，心急如焚地给
莹打手机 ，莹要么不接 ，要么接了 又挂断 。莹的
几个闺 中 密友和她一起观察着伟的举动 。

见不到莹 ，伟抽着烟 ，隔一会儿给莹打一
个电话 。伟边打边踱步 ，抬头蓦地看到了莹和
几个女孩在对面楼 的 一个窗户 里冲 自 己 恶作
剧地笑 。伟心里很委屈 ，但他依然执着地打着
莹的手机 。这样一共打了 100次 ，莹都未接，在

打第 101次时 ，莹终于接了 ，并
让伟再等她一会儿 。

莹挂了 电话 ，飞奔下来 ，伟
却不见了 ，只留下满地的烟头 。
莹很伤感 ，她的朋友劝她：“算
了，这样的男人靠不住 ，还没怎

么考验就受不了 了！”
以后好长一段 日 子 ，莹都在 等 待 伟 的 电

话，可伟再也没打来 。莹想不通 ，为什么伟那天
能给 自 己打那么 多 电话 ，最后却毫不回头地走
了呢 。

后来 ，莹和别人草草地结婚了 。婚后她一
点也不幸福 。她常常在心 中 怀念和伟在一起的
日子 ，因为她知道 ，伟是真心爱她的 ，她也是真
心爱着伟 。她常常告诫身边的女孩 ：爱需要考
验，但不可作弄 。

刘铭传四代护虢盘
■收藏故事　　□文/王兆麟

电视剧 《台 湾 首 任巡 抚 刘 铭 传 》
在央 视一 套 晚 上 黄 金 时 间 热播 。清 末
劲旅 淮 军著 名 将领 刘 铭传（1836—1895
年），是 19世 纪 80年 代 后 期 保 卫 台
湾，抗击 法 国 侵略 军 的 骁将 ，后担任
台湾 首 任巡 抚 六 年 ，对 台 湾 的 开 发 、
建设颇有 建 树 。这 里 要 说 的 ，却 是他
偶得 出 土 陕 西 宝 鸡 的 国 宝 虢 季 子 白
盘，一 家 四 代人 86年 间 从藏 宝 、护宝
到最后献宝于 国 的传奇事迹 。

我国 古 代 形体 最 大 的 青 铜 盘
虢季 子 白 盘 与 毛 公 鼎 、大 盂 鼎 、

矣人 盘一 起 ，被 誉 为 晚 清 出 土 的 四 大
国宝 之 一 。青铜 盘 是 商 周 时期 王 室 贵
族用 于盥 洗 、存 水 之 器 ，造 型 纷 繁 多
样，但虢季 子 白 盘 器 型 奇特 硕 大 ，呈
直口 鼓腹 长 方体 型 ，是我 国 迄 今 已 发
现的 商 周 青铜盘 中 唯 一 的 孤 品 。虢 盘
长103.2、宽 82.7、高 41.3厘 米 ，重
215.5公斤 ，为迄今 已 发现 的 形体最大
的青铜 盘 ，整体造 型 雄浑厚 重 ，显 示
我国 古 代 的 冶炼技 术 和 铸造 工 艺 的 高
度水 平 ，是西 周 工 匠 高 度 智 慧 和 精 湛
技艺 的 结 晶 。

虢盘最 引 人 注 目 的 是 在 盘 内 底 部
的111字 铭 文 ，其 大 意 为 ：周 宣 王 十
二年 （公 元 前 816年 ）六 月 初 ，虢 季 子
白铸 此 宝 盘 。其缘 由 是 ，宣 王 十 二 年
发生 了 一场西 周 王 室 军 队驱逐俨狁 （古
匈奴 ）骚扰王 畿 的 战 争 ，虢季 子 白 受宣
王之 命 ，率 兵 去 洛 河 北 部 参 战 ，斩 首
五百 ，俘敌 五 十 ，后 宣 王 设 宴 庆 功 ，
赏赐 乘马 、弓 矢 、斧 钺 以 示嘉 勉 。故
特作 此盘永志纪 念 。

这篇铭 文 记载 了 距 今 2800多 年 前
周宣 王姬静 时 期 的 一段 史 实 ，语 言 凝
炼，字 体 拙 稚 ，对研 究 西 周 历 史 和 古
代文 字均具重要价值 。

清道 光 年 间 出 土 为 徐 燮 所得
西虢 季 子 白 铸 盘 刻 文 想 永 传 后

世，谁 知仅 过 45年公元 前 771年 周 幽
王就被 犬 戎 杀 死于骊 山 ，西 周 王 室 仓
惶东 逃至 洛 阳 ，西 周 灭 亡 。虢 盘 的 继
承人 在 避 难 出 走 之 前 ，把 它 埋 入 土
中，谁 知 其 主 人 再也 没 能 回 来 ，在 地
下沉 睡 了 两 千 多 年 后 ，此 盘 在 陕西 宝
鸡虢镇 附近 出 土 。据 学 者 罗 宏 才 据 光
绪年 间 《庐 州 府志 》记载 并作 调 查 ，
在清 道 光（1821—1850年 ）年 间 ，当 时

郿县 县 令 兼 理 宝 鸡 县 篆
徐燮 ，在 宝 鸡 县 虢 川 司
一农 民 家 中 看 到 一 个 给
牲口 饮 水 的 大 铜 盘 ，他
见此 盘 古 色 斑 斓 ，盘 底
铭刻 古 篆 文 ，知 非 寻 常
之物 ，便 命 随 从 搬 回 县
衙，公 余 欣 赏 把 玩 ，后
来把他运 回 家 乡 江苏常 州城 内 保存 。

清同 治 年 初 刘 铭 传 闻 声 获 宝
18世 纪 中 ，太 平 天 国 运动爆 发 ，

淮军将 领刘 铭传奉 命 赴 江 苏 南 部 与 太
平军 作 战 ，同 治 3年（1864年 ）4月 攻
人常 州 城 ，驻 扎 在太平 天 国 护 王 陈 坤
书的 王 府 内 。一 天 晚 上 ，他 在 灯 下 看
书，忽 然 听 到 外边 时 断 时续 地传 来 金
属碰 撞 之 声 ，感 到 奇 怪 ，便 提 灯 出
室，循 声 寻 觅 ，到 廊 房 看 到 一 匹 马 在
吃草 料 时 ，笼 头 上 的 铁 环 碰 撞 到 “马
槽”而 发 出 声 音 ，他 举 灯 细 看 ，才 知
是铜 制 。第 二 天 ，他 让马 夫 把 它 洗 刷
擦拭 ，拿 到 阳 光 下仔 细 审 视 ，发 现 盘
内底 部 刻 有 8行 古 文 ，他 虽 武 夫 ，颇
通文 墨 ，喜 读 兵 书 古 史 ，并 有 诗 名 ，
认定 此 盘 为 不 可 多 得 的 珍 贵 古 物 ，便
派专 人运 回 安徽肥西县刘 老圩家 中 。

七年 后他解 甲 回家 ，在府 第 内特建
精致的 “盘亭”珍藏此盘 ，并作 《盘亭
小录》，记载偶得宝盘经过等 ，令家 人
不得外泄 ，常年锁亭 ，轻易不肯示人 。

千方 百计 竭 力 藏 宝 护 宝
不过 刘 铭 传 秘 藏 宝 盘 之 事 ，后 来

还是让 光 绪 皇 帝 的 老师 翁 同 龢 得 悉 。
他派 人 游 说 ，愿 出 重 金 购 买 ，被 刘 铭
传婉 言 谢 绝 ，翁 又 生 一 计 ，托 人 前 来
说媒 ，愿把女 儿嫁给刘 的 儿子 ，借姻亲
得宝 ，也未成功 。翁 怀恨在心 ，在光绪
皇帝面前说刘盖房采取皇宫 建筑形式 ，
心怀 不轨 ，通过 光绪将刘撤职罢官 。

刘铭 传 去 世 后 ，一 个 美 国 富 商 喜
爱中 国 古董 ，便 托 人 带 信给 刘 传铭 后
裔，欲 以 巨 资 收 购 ，并 可 为 其 全 家 在
美购置 房 产供其 定 居 ，其 家 人 断 然 拒
绝，表 示：“我 是 中 国 人 ，怎 能把 国
宝卖 掉 ，成 为 祖 先 的 不 肖 子 孙 ，民 族
的败类 呢！”

辛亥 革 命 后 ，北 洋 军 阀 统 治 时
期，河 南 军 阀 刘 镇 华 在 皖 北 扩 充 势 力
范围 ，得 知 刘 家 珍 藏 古盘 ，派 人 前 来

搜掠 ，但刘 家 早有准 备 ，刘 也 未 能得
逞。

到1940年 ，当 时任 国 民 党 安 徽省
主席 的 李 品 仙极 喜 收 罗 珍贵 古 董 ，曾
派人 去 寿 县 盗 掘 楚 王 墓 ，窃 取 一 批重
要随 葬 品 。他 先 派 人 到 刘 家 ，以 高
官、重 金 为 饵 ，进 行 诓骗 ，遭 到 刘 铭
传第 四 代孙 刘 肃 曾 拒 绝 后 非 常 恼 火 ，
让合 肥 县 长 带 人 把 刘 家 数 十 间 房 内 地
板全 部撬 开 ，挖 地三 尺 ，终 无 所 获 。
后又 派 心 腹 兰 宗 明 营 长 率 兵 进 驻 刘
家，诬 告 刘 家 之 人 把 他 室 内 一 只 内 装
金条 、烟 土 、银 元 的 箱 子 偷 了 ，用 手
枪对 着 刘 肃 曾 胸膛 逼 他 赔偿 ，命 写 欠
条以 虢盘作 押 ，刘 借 口 外 出 筹 款 ，逃
出家 门避难 。

抗日 战 争 时期 ，日 寇 据 点 距 刘 家
只有 六 华 里 ，声 言 要 刘 家 交 出 虢盘 ，
刘家 便在 屋 外 挖 了 一 丈 多 深 的 坑 ，将
虢盘埋 入 地 下 ，地面 上 移栽一 棵小槐
树，并铺 上 野 草做 伪 装 ，然 后 全 家迁
居他处 暂避 。

建国 初 捐 献 国 家 郭 沫 若 赠诗
1949年 1月 21日 ，刘 肃 曾 的 家 乡

解放 。刘 肃 曾 对 共 产 党 及 其领 导 的 部
队十 分 熟 悉 和 亲 切 ，原 来 在 抗 战 初
期，家 乡 土 匪 猖 獗 ，曾 纠 合 千 人 攻
打、围 困 刘 老圩 20多 天 ，后适 逢新 四
军四 支 队 从 大 别 山 开 赴抗 日 前 线 ，路
过此 地 ，他 配 合 新 四 军把 土 匪 消 灭 ，
与支 队 司 令 高 敬亭 结 下 深 厚 友 谊 。建
国后 ，刘 的 世 交 郭 崇 毅担 任 皖 北 地 区
政协 副 秘 书 长 ，他 与 郭 谈 起 虢 盘 之
事，两 人 一 致 认 为 ，此 宝 由 私 人 收 藏
风险 甚 多 ，如 今 新 中 国 成 立 ，人 民 当
家作主 ，把 它 献 给 国 家 ，使 国 宝 回 归
全民 共 享 ，最 为 得体 。刘 肃 曾 于 1950
年元 月 初 率 领家 人 把他 14年 前 亲 手移
栽的 槐树 锯 掉 ，挖 出 虢盘献 给 国 家 ，
皖北 行 署 为 其 隆 重 举 行 庆 功宴 会 ，并
奖励 大 米 五 千 斤 。政 务 院 副 总 理 郭 沫

若给 安 徽 省政 府 发 来 贺 电：“国 宝 归
国，诚堪荣 幸！”

至此 ，虢盘从 1864年 为 刘 铭传所
得，到他第四 世孙刘肃曾将它再次 出 土
献国 ，这个历经 86年之久 、四代人为国
藏宝 、护宝 、献宝的坎坷历程 ，在 中 国
收藏史上写下了动人心弦的篇章 。

虢盘运京 之 前 ，于 1950年 元 月 在
合肥曹操 点将 台 遗址公开展 览一个 月 ，

轰动全城 ，广 大群众争先
恐后 ，亟 欲 一 睹 国 宝 丰
姿，对 刘 家 义 举 深 表 钦
佩。中 央政府文化部 电影
局还把刘家 献宝经过及公
展盛况拍摄成新闻 简报在
全国 放映 ，成为新 中 国把
文物搬上银幕的 第一次 。

1950年 2月 ，刘 肃 曾 在 皖 北 行署
派的 专 人 陪 同 下 ，乘 火 车 护 送 虢盘到
达北 京 ，董必 武 副 主 席 亲 切接 见 了 刘
肃曾 ，文化部于 2月 28日 给他颁 发 了

“ 褒 奖 状”，并于 3月 3日 在 北 海 团
城承 光 殿 举办特 展 ，郭 沫 若 副 总 理 、
文化 部 长 沈 雁冰 、教 育 部 长 马 叙 伦 以
及陈 叔 通 、范 文 澜 、唐 兰 、马 衡 等 领
导、学 者 前 往 参 观 ，大 家 对 之 赞赏 不

已，郭沫若 、沈雁冰和文物 局长郑振铎
与他合影 。当 日 晚 又在北京饭店宴请了
他，郭沫若 于酒酣之际 ，诗兴大 发 ，请
人拿 出 笔 墨宣纸 ，挥 笔赋诗相赠：“虢
盘献公家 ，归诸 天下有 。独乐 易 众乐 ，
宝传 永 不 朽 。省 却 常操 心 ，为 之 几 折
首。卓卓刘君名 ，诵传妇孺 口 。可 贺孰
逾此 ，寿君一杯 酒。”

国家 对 刘 肃 曾 的 工 作 和 生 活 非 常
关心 ，准 备安排他在北京工作 ，他考虑
到家 中 人 口 众 多 ，要求仍 回 家 乡 ，安徽
省政府安排他在 省文物部 门 工作 ，将他
全家 由 刘老圩迁居合肥市居住，1977年
刘肃 曾 在 合 肥 病 逝 。刘 家 所献 的 虢 盘
原藏 故 宫 博物 院 ，后 移 入 中 国 历 史 博
物馆 （现 为 中 国 国 家 博物 馆 ），公 开 展
示陈 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