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好现在　回 归 中 庸
□ 文/胡树勇

猴年正 月 初五 ，我的 一个 同 学打来 电
话 ，曾 同室而居三年的另一位同学不敌癌细
胞扩散 ，撒手归西 。

说心底话我对高寿者离世感情虽触动 ，
但大抵心还不痛 ，但对年轻同事好友早早去
世 ，心里便觉倍受打击 ，坏情绪要持续几
日 。痛心的是 ，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好几桩了 ，
在过去的十年中 ，我的一位年轻记者同事因
心脏病突 发不治而亡 ，一位 同学患肠癌离
世 ，一位同事骑车与汽车相撞走了 ，一位同
事开车翻下山 崖告别人世 ，一位同事下河游

泳没有活着上岸 。
生命多 么宝贵 ，活到世上多么幸福啊 ！

然而 ，这些人都没有长寿 ，而是早早离开了
人世间 ，实在可惜 、可叹 ，有人说这是没有办
法的事 ，命中 注定的呀 。

我就在想真的是命中 注定的吗 ？假如真
是这样 ，我倒是想起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
一句话。这句话出 自 前几年美 国大片 《泰坦
尼克号》里 男 主人公对女主人公说 的一句
话 ：活好现在 。这是美 国人及时行乐 、不管将
来观念的翻版。公允地说 ，活好现在的观念
我以为不错 ，想想看 ，我们说了 多少不管现

在 、放眼将来这类骗人骗 己不负责任的话 ，
到头来放眼将来的事一件也没有办成 ，从这
个角 度说 ，今天就做 ，现在就做 ，真的才能办
成事 ，真的不会让人留下遗憾 。

但是 ，细细想 来 ，命 中 注定 的 说 法 也
是难 以让人认可的 ，我的 那几位早早辞世
的 同 事 、同 学应该可 以 活得更长一些 。据
我所知 ，他们在人生 的 旅途 中 对某些追求
看得太重 ，心态失去 了 平衡 ，郁结 秽气 ，早
早染下重病 ；或 是想 当 官 的 欲望太强 烈 ，
想发财 的 心事太旺 ；或是一时兴奋过头 ，

自 信超人 ，饮酒驾车 ，惹下祸事 。于此 ，我
想到 了 中 国 传统 的 中 庸之道 。三十 年 前 ，
有人 曾批判过 中 庸之道 ，但哲学意 义 上 的
中 庸之道是有生命 力 的 ，它值得我们辨证
地汲取 ，生 活 中 的 事我 以 为应 回 归 中 庸之
道 。回 归 中 庸之道我 以 为最重要 的 是把握
行事的 度 ，心态 的 中 庸 ，要保持一种平和
的 心态 ，避免走极端 。回 归 中 庸不是 消 磨
意志 ，摒弃进取 ，而是 以 科学求实 的 精神
状态赢得更大 目 标 的 实现 。总言之 ，我 以
为 活 好 现 在 ，回 归 中 庸 这 八 个 字 对 于 生
命 、生 活 、工作很有意义 。

来来往 往 的母亲
□ 文/苁蓉

地面剧烈地震动起来 ，随着一
声尖利的长鸣 ，火车风驰 电 掣般地
冲进了站台 ，带动的气流猛烈地掀
起了母亲 的短发 ，高高扬起像一面
醒 目 的旗帜 ，上面落满的星星点点
顿时刺痛 了我的眼睛 。

记不清 多 少次在这熟悉 的站台
上送别母亲 了 ，一眨眼 ，母亲 已经在
这条成渝线上来 回 奔波了 十年 。记
得第一次在这站 台上送别 母亲是十
年前的一个秋夜 ，那时母亲 刚 刚退
休 ，去成都照顾临产的二姐 。母亲
乘坐的 是夜车 ，昏黄的路灯下站台
显得空荡而寂寥 ，秋风肆虐地挟带
着黄叶在路基上尽情翻卷着 ，让人
油 然生 出 些寂寥和黯然的情绪 。可
母亲 的脸上却 写满 了 喜悦和期盼 ，
她背着两个大 包轻轻松松地上了 火
车 ，里面是她亲手为外孙女缝制的
婴儿用 品 ，母亲 的 笑脸始终映在车
窗上直到夜行列车驶离了站 台 。从
此 ，站台成了她后半辈子生命旅程
中 不可缺少的部分 。她就像一只不
知疲倦 的母鸟 ，在她分布在成渝线
上四个城市的女儿们的鸟巢 中 来回
奔波 ，当 这些鸟巢在风雨 中 飘摇的

时候 ，她及时地衔来枝桠和泥土把
它们一个个补缀好 ，使其恢复 以往
的温暖和坚固 ，而她 自 己原本柔软
丰满的羽毛却在这十 多年的风雨兼
程中 日 渐褪去光泽和美丽 。

最难忘的一次是送母亲去重庆
大姐家 ，那时母亲正在我这边照料
幼小的 儿子 ，那天晚上 ，我们突 然接

到了重庆大姐的 电话 ，外甥 因 为急

性肠炎住院 ，听到这个 消 息母亲马
上显得焦急异常 ，坐立不安 。第二天
醒来后我望着窗外 白 茫茫一片雨的
世界 ，心里正在疑惑 着要不要送母
亲去重庆 ，母亲却 已 经收拾好了行
李 ，她眼圈 发黑看起来非常疲倦却
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着我动身 。我们
打车到了车站 ，大雨中 的站台一改

往 日 的嘈杂和喧嚣 ，只有稀稀拉拉
几个乘客 。已经进入初冬 ，寒风不断
地夹带着雨丝飘进站台 ，打湿了 母
亲 的头发和衣服 ，母亲禁不住连续
打了 几个寒噤 。我鼻子一酸 ，紧 紧 拥
住母亲 的肩膀 ，母亲轻轻拍了拍我
的头 ，笑了 笑没有说话 ，当 火车慢慢
启动着冲进雨帘 的时候 ，我的眼前
一片模糊 ，分不清究竟是雨水还是

泪水 。
母亲渐渐老了 ，经历了 两次大

的手术 ，身 体也大不如从前了 ，我们
都劝母亲不要再来 回奔波了 ，可是
母亲却说她 已经 习 惯了 ，习 惯了坐
火车时的那份感觉和期盼 ，其实我
们都知道 ，她还是放不下我们 。这十
多年来 ，那一个个被母亲宽厚温暖

的怀抱迎接着来到人世的小家伙最
大的 已经上初 中 了 ，他们现在每年
一次聚在母亲 的家 中 像一帮入室的
强盗 ，恣意地破坏着母亲 多年建立
起来 的井然秩序 ，可是母亲 只是微
笑地望着他们 ，眼神 中 写满了 亲切
和慈爱 。

这一 次 ，母亲 是去妹妹家 。妹
夫 到 云 南 去 创 业 ，母 亲 就担心起
妹妹和 外甥 的 生 活来 ，也 不顾膝
关 节 长 了 骨 刺 的 疼痛 ，执 意要 去
照顾他们 。

母亲随着人群慢慢地上了 火
车 ，在台阶上 ，她的脚步踉跄了一
下差点摔倒 ，徐徐启动的车轮终于
载着母亲缓缓驶离了站 台 ，不一会
儿就消失在长长的路基尽头 。我站
在空荡荡的站台上 ，每次在这站 台
上送别母亲 的场景像 电影蒙太奇的
镜头一样在眼前闪现。这熟悉 的站
台 ，它曾经承载了 多少的风风雨雨 ，
也曾经承载了多少的生离死别 ，可
是它能够承载得起一个母亲那份沉
甸甸的浓得化不开 的爱吗？来来往
往的 母亲啊 ，我们该如何报答您那
天高地厚 的恩情啊 ？

书 法　李 九龙

父爱沉沉

从小我就有些恨父亲 ，我
几乎从不主动与他讲话 ，心里
总有意无意地疏远着他 ，据我
母亲讲 ，她生我时 ，父亲正在戏
院里潇洒地看戏 ，全然不知家
中母亲临产的痛苦。以致当 时
母亲不得不一边强忍疼痛 ，一
边 自 行剪下脐带。母亲在月 子
里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 ，受了
风寒 ，落下了每年夏秋必犯的
毛病 ：坐也
劲咳嗽 。母
亲 的 病 时
时 揪 着 我
年 轻 的

心 。对于父
亲 ，虽说他忙里忙外 ，十分劳
累 ，但是我心里 ，却始终有一块
难以融化的冰 ，直到发生了那
件事以后 。那年八月 ，我收到了
校方来信 ，让我去城里尽快交
费……一夜之间 ，父亲一下子
苍老了许多 。七拼八凑 ，最后还
是差千元左右。就在离报到还
剩两天的夜里 ，父亲匆匆地从
镇上赶回来。像是害了一场大
病 ：一脸的苍 白 ，不见一丝血
色 ；十分吃力地对我说 ：你 ，你

把东西收拾一下 ，明天 ，我们就
去城里。说完倒下就睡了 。第二
天 ，我死 活不肯去城里 交 费
——因为我深知家 中 的处境 。
父亲火了，“啪”地甩过来一巴
掌。这一巴掌打得很没力气 ，随
后父亲竟慢慢地倒下了 。姐姐
迅速上前一把抱住父亲 ，冲我
喊 ：快 ，快去叫车……经过抢
救 ，父亲没有大碍。医生说 ：老
人家抽血太多了 ，身子虚弱 ，需

要 慢 慢 调
理。——什
么？这 ，这
怎 么 会
呢？这 ，这

怎么可能呢？我被 当 头一击 ，霎
时心里涌出 千般滋味 ，哽咽在
喉。父亲 醒后 ，开 口 第一句话
便对姐姐说 ：你 ，你送他去 ，明
天 ，就去……毕业后我留在了
城里 。每到 月 底打 电话 回 去 ，
父亲 总 会一再地叮咛 ：孩子
啊 ，有空回来 ，你娘她想你 。那
时 ，不知怎地 ，我的喉间又是
一阵难言的哽咽 。都道是 ：谁
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写得真
是啊 ！　（雷震 宇 ）

陕南老 民居　郭 玉 军

抗战胜利

60周年抒怀
□ 文/姚炳旭

千 里狼烟 暗碧 天 ，

八年 浴血撼人 寰 。

咆哮黄 河抒慷慨 ，
血 肉 长城驱 凶 顽 。

旗跃铁军 滚滚去 ，

血 染 山 河 寸 寸 丹 。

天 为 中 华存正 气 ，
凯歌 高 奏慰先 贤 。

无
话
可
说

□
文
/
李
新
刚

这是上个星期六的早晨 ，起床
不久 ，我 刚 刚 坐到 电 脑前准 备 写
作 ，忽然 电话响了 。这是老婆打来
的 ，她也刚 刚 出 门不久 ，她嫌家 中
这 台 电 脑 旧 了 ，说要买 台新 的 回
来 。早晨一起床就让我和她一起
去 ，可我最烦去商场 ，就让她独 自
一人 去 了 。这会她打 电话
有什么事呢 ？

我接起 电 话 ，电 话那
端传来 她很冷 漠 的 声音 ：
“我包里的钱不见了 ，你拿
了吗？”我惊异地回答：“没
有 啊 ！是 让 别 人 偷 走 了
吗？”她冷笑着说：“我现在
还在车上 ，没和任何人接
触 ，钱 一 定 是 在 家 里 丢
的 ！”我对她说：“那我就在
家 里找找 ，你大概放到什
么地方？”她说：“昨夜我把
钱放到包里 ，钱包一直在
床头。”我在家找了半天却
没 有找到 ，就给她 回 了 电
话 。她冷 冷地说 ：“谁拿 的

谁心里明 白 ，昨夜就我们两人在。”
我蓦然大悟：“原来你在怀疑我？”
我啪 的摔了 电话，一股怒火冲起 ，
烦躁 的 在家 中 走来走去 ，烦躁过
后 ，一股悲凉从心里凉到了脚底 。

5 年前 ，我从一个遥远而贫穷
的 山 区 ，来到了这个小城打工 。是

怎么遇见她的 ，我都忘记了 。以后
又是怎么恋爱的 ，也在我的记忆中
模糊不清 。只记得 当初看到她们家
在这个城市里有房有车 ，这样的条
件对我这漂泊的打工者来说 ，那诱
惑 力 简直像中 弹一般 。可这时 ，我
却感到这有房有车的地方好冷好

冷 ，遥远的故 乡 ，遥远的小
山村 ，在我的记忆中充满了
温馨 。故 乡 的 山 山 水水 、父
老乡 亲又浮现在眼前……

下 午 的 时 候 ，老婆 回
来 了 ，她 只 冷 漠 而鄙视地
看 了 我一眼 ，我也 只 冷漠
而 不 屑 一 顾 地 看 了 她 一
眼 ，我们之间无话可说 。

过 了 三 天 ，还 是我正
坐在 电 脑前写作时 ，我看
她走进 了 我 的 工作 室 ，我
没有理睬 ，继续 自 己 的 工
作 。她走到我的跟前 ，拉起
我的 手摇 了 摇 ，我看 了 她
一眼 ，她神 色尴尬地低下
头 。我知道 ，这就是她的道

歉方式 。也许 ，是她又在什么地方
找到了 那笔钱 。见我没有理睬 ，她
继续一个劲摇着我的手 ，我不耐烦
地说：“好了 ，我知道了 ，你走吧。”

我是知道了 ，对这场婚姻我已
幡然醒悟 ，也许回头是岸现在还为
时未晚 。

收
藏
升
温
　
投
资
需
谨
慎

在 7月 29日 上 午 举行的 中 邦 国 际拍卖
公司 2005年夏季大型书画拍卖会上 ，最受
瞩 目 的拍品——张大千 的 巨幅 山 水画 《江
山 万里 图》，以 4800万元起拍 ，最终 以 7300
万元成交 ，创下 国 内 书画单 品拍卖最高价 。

不过 ，该幅画的拍卖师表示，7300万元的
成交价格与他预想的还是有一定差距 。他认
为 ，这幅画作每平方尺的成交价应该在 50万
元左右 ，而 目 前仅有 20多万元 ，因此今后还
有很大的升值空间 。

近年来 ，国 内收藏品市场 日 益升温 。有业
内人士称 ，国 内拍卖市场正处于爆发式增长
的临界点。2004年 ，中 国各大拍卖行的总成交
额高达 69亿元人民币 ，加上民间交易 ，全年
的收藏市场交易总额在百亿元之上 ，而中 国
的收藏爱好者不低于 6800万人 。

有资料显示 ，美国近 10年的投资 回报率
按投 资 种 类 分别 为 ：房 地产 4.7%、股 票
17%、收藏品 24%。而在国 内 ，向来走在投资
潮流前沿的温州人 ，在经历了炒房 、炒车 、炒
煤之后 ，如今又把资金投入到了书画 、古玩 、
瓷器等收藏品上。据统计，2004年 ，全国艺术
品拍卖 中将近一半的购买者是各地的民营企
业家 。

在如今的收藏界流行一种观点 ，只要货
真 ，就不怕价高 ，买了肯定会升值。但有专家
认为投资收藏品也需要谨慎：“价高也有个限
度 ，脱离了藏品本身的历史 、文物 、艺术价值
而炒作出来的离谱天价 ，谁也不敢肯定在接
手之后不会被 ‘套牢 ’。”　（江南 ）

钧 瓷鉴赏 与 收藏

民 国 时期钧瓷 的特征是什么 ？

民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前赴后继 、勇往直前 、迎接新生的
时代 ，反映到中 国钧瓷这一文化艺术领域 ，则显现出一种感
慨 、无奈 、抗争和新生 。

民国时期 ，钧瓷有两次大的盛举 ：一是1914年美 国 旧 金
山 举办的万国商品赛会 ，二是1936年英国伦敦皇家学会在
伯灵顿举办的 中 国艺术品博览会 。两次盛会上 ，钧瓷都以神
奇绝妙 、回归 自 然的艺术风格为世人所注 目 。这一时期 ，钧
瓷的釉色 多 以青 、绿为主 ，以天青 、豆青 、冬青 、粉绿 、瓜皮
绿 、麦芽绿 、孔雀绿 、铜绿为多 ；偶有红色调 ，但发色沉稳 、暗

浊 。著 名 的有 “红星乱紫烟”、“青花钧”、“龙肝马肺”、“天
蓝”、“大火蓝”等 。

钧瓷的造型 多倾向于仿古 ，有洗 、炉 、樽 、花盆 、鼎 、花
托 、盒 、钵 、瓶等 ，也有寿桃 、动物类 等异形类 产品 。这一时
期 ，钧瓷 已有耳饰 ，多为龙 、凤 、虎头 、辟邪 、狮首 、玄武等造
型 ；口 颈微有变化 ，以荷 口 为代表 ，讲究线条流畅 ，追求对
称 、平衡和韵律 。

在工艺操作上 ，仍以手工为主 ，拉坯 、雕刻 、捏形 ，鲜有胎
模 ，整体作品厚重 、坚实 ，有一种力感 、张度 。底款方面有了新
的突破 ，改变了传统
的数字编码 ，而为刻
制 姓 氏 ，如 “郗 ”、
“温”等 。　（杨牧之 ）

鉴 定 青 铜 器 五 要 素

一 、夏 、商 、周 三代青铜器锈层复 杂 ，锈
色关 系互错而有层次 ，最基层有原氧化层
“ 地子”，用 40%的碱水泡之锈 色不脱 。

二 、古器 多有土腥味 ，仿品则以汗腥 、铜
腥 、酸味偏多 ，重量较沉。商周古铜敲声沉
朴、铜质枯
朽易损 ，断
面 灰 白 泛
黄，胎体厚

度 、纹饰镶嵌及造型都必符合时代特征。真
品鼻闻舌舔无辛酸咸涩及漆蜡味 ，用丙酮棉
签和香蕉水拭之无反应 ，锈体结实 。

三 、真铭文 只 见琢磨而无刀 痕 ，字 内 底

大 、字 口 小 ，笔 力转折 自 然 流畅 ，字 口 内外
锈 色一致 。

四 、现代仿品 见打磨粗糙锉痕及石膏
粘附 内 胎 ，锈 色 是色泥喷漆或酸蚀长埋法
制成 ，既无层 次变化又显得松糠平薄 。

五 、三

代 古 器 铸
造 工 艺 常
有三类 。模

范 法 见 垫 片和 模 块 接 缝 范 线 ，失 蜡 法 器
表 光 洁 而 精 美 细 致 无 痕 ，焚 失 法 制 作 的
铜 器 表 面 有 细 巧 纹 饰 及 金 银 错 花 图 案 ，
很少锈蚀 。　（鉴彝 ）

陶 俑 的 特征 与 鉴 别
陶 俑 在 古代 雕 塑 艺 术

品中 占有重要的位置 ，早在
原始社会 ，人们就开始将泥
捏的人体 、动物等一起放入
炉 中 与陶器一起烧制 。到了
战国时期 ，随着殉人制度的
衰 落 ，陶 俑 替 代 了 殉人 陪
葬 ，秦始皇陵 出土的七千兵

马俑气势壮观 ，令人叹为观
止。山 东陶乐舞杂技俑 、四
川 陶说唱俑 、河南技乐俑等
等形象真实 ，栩栩如生 。

商周时 期 的 陶 俑 给 人
以朴拙疏略 感 ，处 于雕塑
艺术的 初级 阶段 ，春 秋 战
国 时期 简 洁 生 动 ，秦代 已
经达 到 了 准确 写 实 的 娴 熟

程 度 。汉 代 陶 俑 的 种 类 、
数量 、材质 、水平 等 都达 到
了 新 的 高 度 ，陶 俑造 型 优
美 ，动作滑 稽 可爱 。隋唐时
期陶俑的艺术达到了一个新
的高峰 ，文官 、武士 、仕女 、牵
驼 、牵马俑 、骑俑 、胡俑成为
这一时代的常见种类 。尤以
色彩斑斓 、奇伟多姿的三 彩
俑 堪称 中 国 陶 俑 的 压 卷之

作 。及至五代 ，陶俑之风大
变 ，镇墓 的 神怪 俑 受 到 重
视。宋代以后 ，葬俗转易 ，尤
其是焚烧纸 在丧 葬 中 的 盛
行 ，陶俑的使用骤减 ，至清初
遂告绝迹 。

目 前 ，随着收藏者的增
多 ，制假者 已将 目 光转向 陶
俑 ，他们主要是利用真俑翻

制模具 ，用 古人曾用之原土
制成陶俑 ，埋于地下 ，使其
生有土锈 ，或用 白 芨 （中 药 ）
熬成稀水 ，刷在假俑上 ，再
撒上原土 ，如此数十次 ，与
真 陶 俑难 以 分 辨 。鉴别 真
伪 ，主要观察土锈 ，古代陶
俑必有土锈 ，且与原物凝结
一体 ，难以刮掉。作伪陶俑
则轻易可去除 。

古玩行当
骗术知多少

如今 ，古玩 、字画等 藏品正越来越 多 地
走进寻常百姓家 ，古玩文物交 易也 日 趋红
火 。不过 ，很 多 外行人士想进行收藏投 资 ，
却苦于初 出 茅庐 ，怕上 当 受骗 ，不敢下手 。
近 日 ，温州市古玩商会会长欧阳 德康先生
向 记者透露 了 古玩行 当 骗人 的 内幕 ，提醒

市民 “知 己 知彼 ，百战不殆”。
据欧 阳 德康透露 ，古玩买卖 中 ，有三类

骗术 ：

一类 是 “被迫 ”骗人 。明 明 是件赝品 ，买
主看是好东西 ，卖主就不能说是赝品 。本来
是雍正仿宣 德的青花瓷器 ，买主说是真正
宣德的 ，卖主就不能说是雍正仿的 。主要原
因 有两个 ，一来是说实话卖不了 好价钱 ；二
是有 的买主 自 恃高 明 ，如果驳他 ，买主会认
为 卖 主 看 不
起他 ，再也不
会 来 光 顾
了 。

第 二 类
是 卖 家 本 身
不懂 。他把一
件 赝 品 当 真
品 ，所以 对买
主保证是真 的 。

第三类是故意骗人。故意骗人的方法有
很多 ，归纳起来不外乎物理和化学两种 。

在物理的方法 中 ，有 “移花接木 ”术 ：即
通过粘贴 、镶嵌和挪移 的方法 ，把一些 旧
的 、残破文物上 的 部件 、皮壳 ，粘贴到新 的
文物上面 ，然后 沾上土 、上色 ，仅仅把真的
那一部分露 出 来 。还有 “老料新工 ”术 ：用 古
代的材料 ，通过新的工艺进行仿造 ，把破碎
的文物磨碎 ，重新作样 、烘干 ，这种作伪 ，有
时人可看 出 来 ，机器却检测不 出 来 。也有
“ 老底接胎 ”法 ：有些瓷器 的 底部是真 的 ，在
上面接一个新的 身 ；有 的 在有年代的 白 色
瓷器 上 ，绘上五彩 、粉彩 ，或者在瓷器 的 底
部加款 ，民 窑变成官 窑 ，价格可 以成倍提

高 ；有 的 甚至把完整的 瓷 器砸碎 ，一般这些
瓷器都是仿南宋五大名 窑 的 器物 ，敲碎 以
后 ，涂上泥 巴 再 出 售 ，让买主看不 出真假 ，
有些造假者还故意不把这些瓷 器补全 ，来
迷惑 买主 。

化学方法被广 泛运用于 “作旧 ”，即 用
化学溶 液对仿品进行浸泡 ，慢的 3天 ，快 的
几分钟就能使 器物变样 。有些化学溶液能
使 铜 锈 从 仿 品 中 自 然 长 出 来 ，抠 都抠 不
掉 。经过浸泡 的 仿品 ，还需要 同 原墓中 的墓
土 ，一起埋到地下 ，再在其上种些有根 系 的
植物 ，这就叫 “养”，经过三到五年 ，植物的
毛细管就长到 了 仿品上 ，这时再拿 出 来 出
售 ，很能乱真 。

如果仿 的 是传世之物 ，造假者 则需要
在 手 中 把 玩
几年 ，或者放
到 农 村 老 百
姓家 中 ，接受
自 然 的 烟 熏
火燎 ，使其慢
慢 旧 掉 ，这样
“ 养 ”了 几 年
之后 ，就和真

品很接近 了 。欧 阳 先生说 ，自 己 经常遇 到别
人邀请他去 乡 下 ，说是有传世的宝贝 ，而实
际上这些人就是制作 赝 品 的卖家 。

欧阳德康提醒 ，在古玩市场购买古玩时 ，
千万不要被带到旅舍去 ，因为一到旅舍 ，卖主
就会开始编故事 ，更有甚者 ，还会利用买主急
迫的心理 ，带买主去盗墓 ，而实际上这些墓是
早就被盗过的 ，而买主在墓里发现的东西 ，实
际上是卖主故意埋好的 。

中 国 历 朝 历 代 都有 文物仿造 ，假 东 西
多 ，作 伪 手段 不 断 翻 新 、提 高 ，不 经 磨难 、
难 出 “慧 眼 ”。因 此 ，欧 阳 德 康 认 为 ，想 要
投 资 、收藏 古玩 ，还 是需 购 买 一 些 自 己 把
玩 ，把玩 多 了 ，时间 一久 ，也 能 看 出 点 门 道
来 。　（钟 捷 音 ）

散落国外的中华国宝

据联合 国 教科文 组 织 统计 ，世 界各地
的 200多 家博物馆收藏 了 中 国 160多 万件
流失 的 绝 世珍品 ，民 间收藏预计是馆藏 的
10倍 。

放 在地 窖 里 的 乾 隆牌位 与 寿 帐
李寿 昆 于 6年 前去 德 国 讲学 ，在 当 地

认 识 了 在 德 国 做 生 意 的 经 济 学 博 士 薛 小
丹 。

一 年 前 ，他们与 一些热爱 中 国
文 化 的 德 国 各 界 人 士 共 同 成 立 了
“ 德 国 中 国 传 统 文 化及 养 生 协 会”，
并在 电 视和 电 台 发 布 广 告 ，愿意帮
助收藏 者鉴定 文物 ，同 时希望收购
各种 中 国 文物 。

德 国 人迪 亚 克 看到 广 告后 ，对 自 家 地
窖保存 多 年 的 艺术品产生 了 好奇 ，并把薛
小丹请到家 中 。

薛小丹来 到迪亚克家 的 地窖 ，发现不

乏来 自 中 国 的 佛像 、器皿 、书画 等 。其 中 的
一个牌位和半幅寿帐 出 自 清宫 。迪亚克 的
父 亲 曾 是一位工 厂主 ，地窖里 的 一 些艺术
品是其二战时期收藏 的 。其祖父 曾 于清 朝
末年在 中 国 北京 、上海 、南京 、武汉 等地传
教 ，十 多 年 间 ，其祖父 四 处 搜寻 中 意 的 “宝
物”。回 国 后 ，就将这些文物藏在地窖 里直

到现在 。

流 失 海 外 名 画 达 2.3万 件

南京艺术学 院教授林树 中 表示 ，目 前
已 查 录 流 失 海 外 的 中 国 历代 名 画 多 达 2.3
万件 。

目 前 中 国 流落 海 外 的 历代 名 画初 步统
计 ，有记录可查 的 ，美洲 （主要是美 国 、加拿
大）、日 本和欧洲各 占 1/3。欧洲主要分布
在德 、英 、法 、比利时 、瑞典等 国 。

流失到海 外的唐代卷轴画有 20余张 。
敦煌石窟 的 挂幅佛教画 ，在英 国 大不列颠
和 巴 黎吉美 博物馆就收藏有 300卷 。流失

的 宋 代卷轴画也 有二 三 百 张 ，元代近 200
张 ，其余 明 代名画流失 约有 8000余件 ，清
代约 有 1.2万余件 。

八 国 联军抢走 的东 晋顾恺之 的 《女史
箴 图》，是世界 美 术 界 公 认 的 中 国 超级 国

宝 ，现 在 被 英 国 伦 敦 大 不 列 颠博 物 馆 收
藏 。顾恺之 的 另一幅名作 《洛 神赋图 》的 最
早摹本现藏于美 国 华盛顿弗 利尔博物馆 。

流 失 国 宝 备 忘 录

● 日 本侵华期 间 ，流失文物 360多 万件
又 1870箱 。

● 1860年 ，英 法 联军 火烧圆 明 园 ，《永
乐大典》被掠走海外 。

● 大 英博物馆 中 中 国 历代珍
稀之品现有 3万 多件 。

● 法 国 枫丹 白 露 宫 中 的 中 国
馆收藏 了 中 国 文物 3万 多件 。

● 美 国 收藏绘画最 多 ，大 英
博物馆所藏 中 国 绘画最精 。

● 美 国 国 会 图书馆有 中 国 的 9000多 种
地方志 、古籍善本与家谱 。

● 在流失海外 的近 3万片 甲 骨片中 ，日
本有近 1.3万片 。　（陈 凡 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