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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不间断，收集图版20万张

日本为中国文物编“户口簿”

流失海外140多年

圆明园四大兽首集体露脸

去岁，圆明园管理部门赴美国进行的海外流失文物调查风波不断。在日本，对于中国
文物的调查却另有一番景象。60年来，日本学术界不间断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散失于中国
以外的中国文物进行调查，拍摄文物图片，为中国文物编制带照片的“户口簿”。

本报讯 时值火烧圆
明园150周年，保利地产与
保利艺术博物馆在密云北
京保利花园举办“民族瑰
宝 情动中华——— 2010圆
明园珍品兽首国宝展”，流
失海外140多年的圆明园
四大兽首，日前正式与数
十万市民见面。

十二生肖兽首铜像是
原圆明园喷水池中“水力
钟”的构件，为铜首石身造
型的铜首部分。该“水力
钟”的全称为“十二生肖报
时喷泉”。十二生肖兽首铜

像呈“八”字形，分列在喷
水池两旁的人身石台上。
每个动物就是一个喷泉机
关，每到一个时辰，相应的
动物口中就会喷水两个小
时。因为古人的一个时辰
就是两个小时，十二个时
辰正好是二十四小时。不
过到了正午，它们就要一
起喷水，此时，景象蔚为壮
观。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期间，英法联军入侵圆明
园后，将铜质兽首从石身
上砸下来带走。

据了解，牛首、虎首、

猴首是2000年保利从香港
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行斥
巨资购回的，猪首是2003
年澳门赌王何鸿燊 以 700
万港元购入，其后转赠保

利集团。这四件兽首造型
精美、工艺水平极高，但明
显带有人工毁坏的痕迹，
猪首顶部有人为凹痕。这
些散布于兽首上的伤痕，

就是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
的铁证。

其他兽首现在身在何
处？鼠首为法国私人收藏
家收藏；兔首为私人收藏

家收藏；马首上世纪80年
代由台湾收藏家从欧美购
入；鸡首、狗首、龙首、蛇
首、羊首下落不明。

(原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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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调查成就巨制

文物是文化的载体，
中国文化又与日本文化的
形成密切相关，因此日本
政府一直对中国文物的调
查和研究相当关注，这一
切研究的基础便是资料的
搜集。

对于中国以外的美
术品的调查工作，由日本
东京大学东亚美术研究
室负责，这个机构的前身
是成立于19 2 9 年的东方
文化学院美术·考古部。
1948年，东方文化学院并
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
究所，成立了东亚美术
室，由米泽嘉圃担任美术
史和考古部门的教授，米
泽及其弟子成为中国文
物调查的第一代学者。经
过20多年的努力，上世纪
70年代，东亚美术室出版
了两部有关“宋元佛画”
的研究报告书。

从1975年到1979年，
米泽嘉圃的学生、第二代
调查学者铃木敬率领团
队到美国、加拿大、东南
亚和欧洲进行了第一次
世界范围的调查工作，其
间拍摄了5 . 1 万张图版照
片。198 2 年，连同日本国
内的资料，调查组编辑
出版了《中国绘画综
合图录》正编5卷。在
此基础上，户田祯
佑团队在1990年-
1992年到中国香
港 和 台 湾 、韩
国、欧洲、美

国、加拿大进行了第二次
补充调查和拍摄工作，共
拍 摄 了 5 . 3 万 张 照 片 ，
2004年编辑出版《中国绘
画综合图录》续编4卷。

两次世界范围的调
查，加上日本国内的资
料，调查组共收集了20万
张图版，详细地记录了分
散在中国以外的中国绘
画的名称、内容、材质、尺
寸、所藏地和收藏单位的
基本资料。9 本图文并茂
的目录巨制，等于为流散
在中国以外的中国绘画
编制了一本带照片的“户
口簿”。

从1999年到2004年，
经过5 年的努力，日本完
成了20 万张图版照片的
数字化检索编录工作。现
在，全世界爱好中国绘画
的人士，都能在东京大
学的网站上查阅正续二
编目录上所载中国绘画
的基本资料，包括作品
的所在地和收藏单位等
信息。

第三次文物

调查进行时

两次调查的成功，为
日本学术界积累了丰厚的
人脉资源。2007年，日本又
开始对散失于中国之外的
中国文物进行第三次调
查。调查属于一个名为“文
化·国家·自我同一性”的
学术研究项目，由日本东
京大学东亚美术室出面，
组织绘画、雕刻、建筑方
面的著名学者，对日本国
内外的中韩绘画、雕刻、
建筑进行调查并编制图
录，目前调查工作正在进
行中。

这项调查并无政治和
商业目的，而是从美术角
度研究日本文化在形成过
程中所受到的中韩文化的
影响。

仅以绘画为例，2007
年，项目组在加拿大和美
国拍摄了1500张中国古代
绘画的照片，2008年在欧
洲拍了860张，2009年在美

国拍了1256张，到目前为
止共计完成了3000多件中
国绘画的调查。

第三次调查的成果要
等目录出版之后才能知其
全貌。据笔者所知，在日本
国内新发现的须磨弥吉郎
收藏品和日本滋贺县观峰
馆博物馆所藏1万余件近
现代中国绘画，应是本次
调查的亮点。

前日本外交官须磨弥
吉郎酷爱中国书画，上世
纪20年代，他在日本驻中
国大使馆工作期间，收集
了大量的近现代中国书
画。几年前，其长子代父将
1000余件藏品捐赠给日本
京都国立博物馆永久收
藏。

须磨不仅藏有齐白
石、徐悲鸿、高剑父、张大
千等代表作家的作品，而
且从未来画史研究的角度
出发，同时收藏他们的门
生与友人的作品，已成系
列。其中有齐白石的巨幅
山水《宋法山水轴》，徐悲
鸿油画《蒋碧微肖像》，国
画《马图》以及陈树人、高
剑父兄弟、苏仁山、张大
千、刘海粟、吕凤子等名
家的代表作；清朝石涛作
《着色山水册页》、高其佩
及其传人的指画系列等
古典精品也有许多。对此
种捐献之举，日本政府只
发奖状，并无分文奖金。

1970年到1990年间，日
本书道大家原田观峰在中
国收集了1万余件近现代
中国书画，他的观峰馆博
物馆就是以这些作品为核
心藏品的。略微夸张地说，
书上能找到的近现代画
家，观峰馆几乎都有其作
品。如若研究中国近现代
书画流派，观峰馆是一个
宝库。

须磨藏品与观峰藏品
合二为一，形成了不可忽
视的研究中国近现代书画
的重要藏品系列。待第三
次中国文物调查的目录出
版之后，读者可以有全面
的了解。

(据《世界新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