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卢芹斋的古董被查封后，曾有国民政府“大人物”出面替古董商说情，甚
至有人用子弹和恐吓信威胁杨宽，但杨宽不为所动。杨宽此次帮助拦截文

物外流，间接导致卢芹斋破产，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国家文物。 在失去这

17 箱古董后，卢芹斋说：“中共政权接管上海后，立即查封了我收购的大

量文物，那一刻我意识到，我的中国古董生意做到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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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杨宽如何保护了
343 件重要文物？

法 国 学 者 罗 拉 所 写 的

《卢 芹 斋 传 》让 我 们 更 为 亲 近

地 了 解 了 卢 芹 斋 （1880—
1957，浙 江 湖 州 人 ）其 人 。 卢

芹 斋 是 20 世 纪 初 国 际 著 名

的 文 物 贩 子 和 大 古 董 商 ，我

们 熟 知 的 昭 陵 六 骏 中 的 二 骏

“飒 露 紫 ”和 “拳 毛 騧 ”就 是 由

他 贩 卖 出 中 国 的 。 叱 咤 文 物

往 来 生 意 的 卢 芹 斋 是 如 何 迅

速 走 向 衰 落 的 呢 ？ 罗 拉 言 ，卢

芹 斋 之 所 以 迅 速 衰 落 是 因 为

上 海 海 关 查 封 了 卢 氏 准 备 发

往 美 国 的 17 箱 古 董 ，至 于 细

节 如 何 ，罗 拉 并 未 明 言 。 笔

者 日 前 正 与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合 作 整 理 历 史 学 家 杨 宽

先 生 的 著 作 、散 落 在 报 刊 杂

志 上 的 文 章 和 书 信 集 ，在 此

过 程 中 ，了 解 到 这 批 古 董 的

相 关 信 息 ， 因 此 ， 今 据 上 海

市 档 案 馆 所 藏 档 案 对 具 体

细 节 略 作 补 充 。
杨 宽 时 任 上 海 市 立 博 物

馆 馆 长 ， 他 对 当 时 古 董 商 偷

运 国 家 文 物 至 海 外 痛 心 疾

首 ， 也 曾 撰 文 呼 吁 政 府 应 对

此 有 所 作 为 。 他 于 1947 年 4
月 23 日 在 《中 央 日 报·文 物

周 刊 》上 发 表 《从 速 严 禁 文 物

出 口 》， 文 中 言 ：“古 物 出 口 ，
早 已 悬 为 禁 例 。 可 是 上 海 的

‘古 玩 业 ’中 依 然 有 专 门 从 事

‘出 口 ’的 ，我 们 不 是 胡 说 ，只

要 一 查 本 年 度 新 出 版 的 《电

话 分 类 号 簿 》，其 中 除 ‘古 玩

商 ’以 外 ，另 有 一 项 ‘古 玩 出

口 商 ’， 这 便 是 最 确 实 的 证

据 。 就 电 话 簿 上 看 来 ，‘古 玩

出 口 商 ’已 有 十 余 家 ，而 不 登

入 电 话 簿 的 ，怕 数 量 更 多 ，这

样 明 目 张 胆 地 经 营 ‘古 玩 出

口 ’，即 所 谓 ‘走 洋 庄 ’，政 府

怎么可以熟 视无睹呢 ？ ”4 月

29 日 又 致 函 上 海 教 育 局 ，呼

吁 “市 府 及 教 部 并 咨 请 海 关

设法严禁 ”古物出口 。
1948 年 7 月 ， 杨 宽 从 上

海 江 海 关 得 到 准 确 消 息 ，有

一 批 珍 贵 古 物 已 运 到 上 海 海

关 ， 有 关 人 士 正 和 古 董 商 谈

纳 贿 条 件 ， 条 件 谈 妥 就 可 放

行出口 。 依照正常程序 ，检查

出 口 文 物 ， 须 报 告 上 海 市 教

育 局 ，请 转 呈 市 长 ，然 后 由 市

政 府 下 令 ， 如 此 则 会 拖 延 时

间 且 可 能 走 漏 消 息 。 如 果 为

公 事 见 市 长 ， 须 由 市 府 办 公

厅安排日期 ，一样会拖延 。 幸

运 的 是 ， 时 任 上 海 市 市 长 吴

国 桢 会 定 期 接 见 一 班 民 众 ，
只 要 预 先 申 请 登 记 ， 可 以 较

快见到市长 。 因此 ，杨宽选择

了 最 后 这 个 办 法 ， 很 快 就 见

到 吴 国 桢 ， 并 当 面 向 他 汇 报

情况 。 吴国桢很爽直 ，当即表

示 可 以 ，请 杨 宽 回 去 等 信 。 7
月 26 日 ，上 海 市 政 府 送 来 海

关检查的命令 。 7 月 28 日 ，杨

宽 带 着 市 博 物 馆 艺 术 部 主 任

蒋 大 沂 、 干 事 张 子 祺 及 海 关

负 责 人 张 学 庚 一 起 对 亚 细 亚

商运公司运销美国 纽 约 的 17
箱 古 物 进 行 鉴 定 ， 这 一 工 作

直至 30 日上午才告结束 。 事

后 ， 杨 宽 曾 致 函 上 海 市 教 育

局 报 告 这 一 事 情 ， 检 查 结 果

如下 ：
（1）前 项 古 玩 商 运 销 美

国之古物 ，计十七箱 ，共古物

三百四十五件 ，经逐件审核 ，
其中属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

会公布 “暂定古物之范围及

种类大纲 ” 第十二类器具类

者二百九十三件 ， 属于第十

二 类 杂 物 类 者 四 十 九 件 ，计

共三百四十二件 。 或为古物

时代久远者 ， 或为本 身有考

古上历史之价值者 。 核与古

物保存法第一条 “本法所称

古 物 ，指 与 考 古 学 、历 史 学 、
古生物学及其他文化有关之

一切古物而言 ”，确相符合 。
（2）前 项 运 销 美 国 之 古

物十七箱中 ， 尚附带书籍一

百六十六册 ， 均为清末刻本

及 民 国 时 代 之 铅 印 石 印 本 ，
不在古物保存法所指古物范

围之内 。
（3）前项十七箱古物中 ，

仅有一〇六三号 、 一〇六四

号 、一〇八四号三件 ，纯出伪

作。核与考古学、历史学、古生

物学及其他文化无关，不在古

物保存法所指范围之内 。
由 上 可 知 ，17 箱 345 件

古 物 中 有 3 件 是 伪 作 ， 其 余

全 部 属 于 古 物 。 《卢 芹 斋 传 》
告 诉 了 我 们 这 批 古 物 为 谁 所

有 ， 它 的 价 值 如 何 及 为 何 会

有 3 件伪作 。
1948 年 7 月 29 日 ，正 在

巴 黎 的 卢 芹 斋 被 一 封 电 报 扰

乱了假期 。 电报称 ：“出事了 。
货物被扣 。 取消保险 。 ” 这封

电 报 报 告 的 就 是 17 箱 古 董

被查扣事 。 当时 ，卢芹斋的内

心 很 紧 张 ， 因 为 这 批 货 是 他

近 年 来 最 重 要 的 搜 集 ， 其 中

有 不 少 国 宝 ， 共 计 342 件 古

董 。 货物中有 23 件是从山西

浑 源 县 李 峪 村 搞 到 的 青 铜

器 ， 其 中 就 有 著 名 的 青 铜 器

牛尊 。 卢芹斋花了 9 年时间 ，
斥资 29 万银元才获得 。 据卢

芹 斋 自 己 估 计 价 格 超 过 100
万 美 元 ， 但 是 他 只 投 保 了

12400 美 元 ， 为 的 是 掩 人 耳

目 。 古董中还混入 3 件赝品 ，
这 是 卢 芹 斋 合 伙 人 叶 叔 的 惯

用伎俩 。
在 卢 芹 斋 的 古 董 被 查 封

后 ，曾 有 国 民 政 府 “大 人 物 ”
出 面 替 古 董 商 说 情 ， 甚 至 有

人 用 子 弹 和 恐 吓 信 威 胁 杨

宽 ，但杨宽不为所动 。 杨宽此

次 帮 助 拦 截 文 物 外 流 ， 间 接

导 致 卢 芹 斋 破 产 ， 更 重 要 的

是 ，保护了国家文物 。 在失去

这 17 箱 古 董 后 ， 卢 芹 斋 说 ：
“中 共 政 权 接 管 上 海 后 ，立 即

查 封 了 我 收 购 的 大 量 文 物 ，
那 一 刻 我 意 识 到 ， 我 的 中 国

古董生意做到头了 。 ”1949 年

7 月 18 日 ， 杨宽 致 函 上 海 市

军 事 管 制 委 员 会 ， 详 列 5 条

理 由 ， 请 求 将 这 批 古 物 拨 交

上 海 博 物 馆 陈 列 。 后 来 这 批

文 物 成 为 上 海 博 物 馆 的 镇 馆

之宝 。
这 批 文 物 能 顺 利 被 查

获 ，密 报 人 功 不 可 没 ，但 是 谁

报 的 信 ，现 在 不 得 而 知 ，从 上

海 市 档 案 馆 所 藏 档 案 来 看 ，
可 能 是 上 海 江 海 关 某 位 职 员

的义举 。 1949 年 8 月 2 日 ，上

海 江 海 关 致 函 上 海 市 高 等 教

育处 ：
七月二十八日函 袛 悉 本

关 缉 获 走 私 古 物 十 七 箱 ，一

俟尊处备妥运输工具 ， 可随

时点交接管 ， 至本关业已垫

付之缉私费用及缉获人员应

得之奖金 ，亦可免计 。 惟该项

古物系凭秘告缉获 ， 按照现

章 ， 该告密人应得奖额计合

罚金或货物变价所得百分之

十 ， 现该项古物价格本关未

能确估 ， 该告密人奖金拟请

尊处酌定送阅转发为荷 。
遗 憾 的 是 ， 此 事 最 后 处

理 结 果 如 何 ，档 案 并 无 报 告 。
扣 留 17 箱 古 物 至 今 已 69
年 ， 如 果 不 是 杨 宽 办 事 有 魄

力 ，勇 于 承 担 和 尽 心 尽 责 ，这

批 古 物 必 定 会 被 偷 运 到 国

外 。 1936 年 ，杨宽尚未于私立

光 华 大 学 毕 业 ， 即 被 聘 为 研

究 部 干 事 ， 并 参 与 上 海 市 博

物馆的开馆工作 。 1937 年 ，上

海 市 博 物 馆 正 式 开 馆 后 ，一

人 布 置 艺 术 部 的 陈 列 室 并 撰

写 陈 列 说 明 。 上 海 “八 一 三 ”
淞 沪 会 战 前 ， 杨 宽 挑 选 馆 内

比 较 重 要 的 文 物 ， 由 时 任 馆

长 胡 肇 椿 送 往 震 旦 博 物 馆 寄

存 。 1945 年 ， 抗 日 战 争 胜 利

后 ， 杨 宽 作 为 上 海 市 博 物 馆

复 馆 办 事 处 主 任 ， 成 功 使 得

上 海 市 博 物 馆 重 新 开 馆 。 博

物 馆 复 馆 后 ， 在 馆 长 杨 宽 的

带领下， 进行了举办展览会、
保 护 文 物 、考 古 调 查 、创 办 杂

志等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对保

护 国 宝 毛 公 鼎 与 扣 留 卢 芹 斋

盗运往美国纽约的 17 箱古董

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9 年，上

海解放，杨宽继续主持领导上

海 博 物 馆 的 工 作 ， 直 至 1959
年 7 月 调 任 上 海 社 科 院 历 史

研 究 所 专 任 副 所 长 。 经 历 民

国、新中国建立的杨宽为上海

文 博 事 业 工 作 总 计 超 过 16
年，他为上海博物馆事业及文

物保护事业所作的贡献，我们

不应忘记。
（作 者 单 位 ：大 连 大 学 历

史学院 ） ■

《隐私权的匮乏》
赫亚拉·布里奇斯 （Khiara M.
Bridges，波士顿大学法学和人

类学教授）
本书的主要观点简单而富

有争议：美国的贫困母亲们被剥

夺了隐私权。
由于政府权力不受限制，穷

人的隐私权饱受威胁。甚至不少

法学学者也习惯性地认同，边缘

化群体相对于其他人而言，享有

“薄弱版本”的隐私权。 作者调查

了诸多贫困母亲在美国社会的

实际经历，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

国家如何干预贫困母亲各方面

隐私权的整体观点。 比如，妇女

的家庭信息、生育信息等理应受

到保护，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该书试图表达：只要“贫穷=不道

德” 的文化叙事方式一日不打

破，贫困母亲的权利就一日得不

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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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自由的爱情》
保 罗 · 科 特 曼 （Paul A.
Kottman， 纽约社会研究新学

院比较文学副教授）
不同于一般认为的爱情是

一种自然的情感，这本书将爱情

视为一种实践———随着时间的

推移、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而变

化。爱情帮我们解释了社会历史

的巨大转变，从女权主义兴起到

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出现，再到争

取堕胎权和生育自主，以及性别

导致的劳动分工逐渐减少。作者

引用黑格尔的思想来阐述：爱情

使得自由生活的可能性产生并

扩大。 具体内容上，通过分析历

史上有关爱情这一母题最重要

的哲学、文学描述，包括莎士比

亚、柏拉图、尼采、奥维德、福楼

拜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从而引出

结论： 爱情是人类了解世事变

化、尤其是理解生老病死的基本

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