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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知的艺术史，其实是片面的艺术史。 它所聚
焦的，仅仅是少数幸存的重要作品。 而更多的艺术品，失
落在了浩瀚的历史长河。 它们存世之时，可能与不少幸
存的经典艺术品同样重要，同样值得赞美，甚至有过之
而无不及。 日后，由于盗窃、战争、天灾、有心或无意的毁
灭等种种原因，它们消失了，只有少数失而复得。 若将它
们汇聚在一起， 构成的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艺术史负空
间。 比如，达·芬奇失落了的巨型雕塑《斯福扎马》应该与
《蒙娜丽莎》同等重要，毕加索焚毁的《朵拉·玛尔》应该
骄傲地挂在他的《玛丽·特雷莎·沃特》旁边。

新近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引进出版的《失落的艺
术》一书，带领人们走进的就是这样一座“失落艺术品博
物馆”。 该书作者美国学者诺亚·查尼指出，这家博物馆
的经典藏品数量， 超过全世界现有博物馆藏量的总和。

它刻骨铭心地提醒着世人，人间珍宝得之难而失之易。

———编者

太多失落的艺术品，

构成了一座刻骨铭心的博物馆

或许，最著名的艺术盗窃悬案发生在

1990年圣帕特里克节， 地点是波士顿的

伊莎贝拉·斯图亚特·加德纳博物馆。两个

窃贼乔装成警察，在员工通道入口猛敲了

几个小时。 他们声称这里发生了骚乱，警

方派他们前来调查。 没有确认他们的身

份，没有听从馆长的指令，值夜的门卫开

了门。结果门卫被立刻抓起来，捆住手脚，

堵住嘴巴。 两个窃贼弄坏监控，在博物馆

里如入无人之境，肆意偷窃。其实，这不是

他们第一次企图破门而入。 几天前，是不

同的守夜人值班， 其中一个窃贼就疯狂

地敲击过员工通道入口， 高呼遇到拦路

抢劫，乞求门卫相救。是夜值班门卫严守

馆约，没有开门。过后，他们看见这个“受

害者”主动跟着“拦路抢劫犯”走开。

但是，由于不同的门卫当班，两个窃

贼的第二方案奏效。他们最终偷走 13 件

作品，包括伦勃朗的《加利利海风暴》、维

米尔的《演奏会》、马奈的《在托托尼》、埃

德加·德加斯的五幅纸画和盖瓦尔特·弗

林克的《方尖碑风景画》（1638）。 值得注

意的是， 两个窃贼没有选择偷窃通常认

为更有价值的作品，如提香的《掠夺欧罗

巴》、波提切利的一幅作品、拉斐尔的两

幅作品，相反，选择偷窃了一面中国商代

的鼓。 他们设法从画框中撕下一些十七

世纪的荷兰画，结果没有成功，就把画作

连同画框扔在地上，胡乱践踏。他们还想

打开一扇玻璃格， 里面放的是一面拿破

仑战旗，相比于他们忽略的其他艺术品，

这面战旗价值有限；在尝试失败后，他们

没有打碎玻璃， 而是拿走了鹰形的旗杆

叶尖饰品。对于这种奇怪的偷窃方式，调

查人员仍然不解：窃贼忽略名作，却对价

值远逊的物品下手； 小心翼翼地盗走一

些艺术品，却对另一些艺术品肆意践踏；

强行进入博物馆却又不忍心打碎里面的

玻璃格。 这件案子是迄今美国历史上最

大的艺术盗窃案， 也可能是历史上和平

时期案值最大的盗窃案。据估价，失窃艺

术品价值高达五亿美元。

这个案子最初进行的是冷处理 。

1994 年，赎金要求送达加德纳博物馆馆

长手中，要价只有 260 万美元，不及失窃

艺术品总价值的零头。 博物馆方面答应

了要求，他们遵照对方指令，在《波士顿

环球报》上登载了一则加密信息。但他们

再也没有得到窃贼方面的消息， 或许是

因为执法部门卷入， 或许是因为这是虚

假的要求。 1997 年，有人带新闻记者汤

姆·马萨伯格到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家

库房， 让他瞟了一眼可能是失窃的伦勃

朗作品，但这条线索没有进展。马萨伯格

得到一些画屑， 被告知取自伦勃朗的画

作。鉴定分析报告显示，尽管这是十七世

纪荷兰的颜料， 但不可能来自伦勃朗的

失窃作品， 而是可能来自另一幅失窃的

画作。 自盗窃案发生到第一次收到赎金

要求，空窗期长达三年，这个时差表明，

窃贼最初想为这些艺术品找买家， 或者

有一个买家，但交易失败，因此才转回头

来勒索赎金。

明确知道偷什么，不偷什么，这暗示

窃贼心中有一张艺术品的心愿单， 尽管

委托偷走某种艺术品的犯罪艺术品收藏

家几乎不存在。 每年世界各地有上万宗

艺术品盗窃案报道， 艺术品盗窃是自古

以来就有的活动， 艺术史学家只知道几

十桩和平时期的案子， 是盗贼接受委托

专门偷窃某件指定的名作。 加德纳博物

馆盗窃案究竟是何人所为， 猜测是接二

连三：爱尔兰共和军、科西嘉黑手党、波

士顿黑帮老板怀特利·巴尔杰、 或是内

鬼。 但无一得到证实。

加德纳博物馆悬赏金额丰厚， 高达

五百万美元，希望得到线索，寻回失窃的

艺术品。这份赏金一直激励着侦探，不管

是职业还是业余，继续搜寻艺术品下落。

窃贼忽略名作，却对价值远逊的物品下手；小心翼翼地盗走一些艺术品，却对另
一些艺术品肆意践踏；强行进入博物馆却又不忍心打碎里面的玻璃格。 这件案子是
迄今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艺术盗窃案，也可能是历史上和平时期案值最大的盗窃案

失窃———1990 年，两个乔装成警察的窃贼闯进加德纳博物馆，偷走了 13 件作品

二战期间，许多艺术品，特别是但不

完全是欧洲犹太人家的艺术品， 为了筹

资出逃，只有被迫出售，或以冠冕堂皇的

理由没收。 古斯塔夫·克林姆特的画作

《特鲁德·斯坦纳》就是个例子。这一幅空

灵的肖像画完成于 1898 年，是克林姆特

的少作， 那时他还没有成为维也纳社会

的娇子。 1938 年 3 月 12 日，就在纳粹占

领维也纳后，画中少女的母亲珍妮·斯坦

纳仓促出逃。这一幅画被收缴，冠冕堂皇

的理由是抵税， 尽管没有记录显示她家

欠税；事实上，他们没有多少产业，也不

可能欠税。 欠税的借口是纳粹的惯用伎

俩，用以夺走他们早就看中的东西。这幅

画没收后的命运暧昧不明。 1941 年 4 月

它被拍卖，此后再没有消息。 特鲁德·斯

坦纳十三岁就死了，这是她死后的画像，

因此，这幅画的幽灵更加令人恐怖，它是

幽灵的幽灵。

但是， 相比起某些已经遭抹杀的艺

术品，《特鲁德·斯坦纳》下落不明的命运

要好得多。塞雷娜·莱德尔（珍妮·斯坦纳

的妹妹；她们都是普利策奖得主）收藏了

许多克林姆特作品。 1940 年，就在纳粹

浪潮卷来前夕， 她从维也纳逃到布达佩

斯。 盖世太保打包了她家的藏品———包

括所有的克林姆特作品———运到专门存

放劫掠艺术品的伊明道夫城堡， 这是纳

粹的许多藏宝地之一， 他们计划将宝物

藏到战争结束后。 但在 1945 年 3 月 19

日， 希特勒下达了臭名昭著的 “尼禄法

令”，特别强调用焦土政策毁灭一切有价

值的东西， 以免落入来势汹汹的盟军手

里，给他们送去利益。希特勒想到的是烧

毁工厂、矿山和粮仓。不清楚他是否也想

烧毁成千上万的艺术珍宝———这些艺术

品主要通过从事艺术品和档案盗窃的纳

粹组织 “罗森堡国家指导总部” 掠夺而

来。有证据显示，希特勒可能不想销毁艺

术品，因为他的私人秘书马丁·鲍曼就设

法阻止奥古斯特·恩格拉布炸毁盐矿。恩

格拉布是负责奥地利奥尔陶斯一处古盐

矿中劫掠艺术品收藏设施的纳粹地方官

员。 古盐矿里藏了七千多件最珍贵的劫

掠艺术品，包括米开朗琪罗的《布鲁日圣

母》（1501-1504 年）和扬·凡·艾克的《对

神秘羔羊的崇拜》（约 1432 年）。 恩格拉

布决定按照他所理解的 “尼禄法令”执

行，而鲍曼认为，希特勒的意思是只炸掉

盐矿出口， 将盐矿封起来， 不准盟军进

入，由此保存里面的艺术品。 幸运的是，

在奥地利矿工和地下抵抗组织的英勇斗

争下，他们挫败了恩格拉布的计划，拯救

了这批艺术品。

其他珍宝不是那么幸运。 1945 年 5

月 7 日，随着希特勒死亡，面对势不可挡

的盟军进逼， 党卫队炸毁了伊明道夫城

堡，一并焚毁的有几十件艺术品，包括克

林姆特的十五幅作品。不过，总有一线希

望，有些艺术品会漏网。 一份 1946 年的

警方报告显示，在炸毁城堡的前夜，党卫

队“在城堡里彻夜狂欢”。 这次炸毁行动

经过了周密安排， 城堡里的艺术品甚至

得到纳粹的欣赏， 城堡炸毁前还留有时

间举办告别晚会，这一切表明，在炸药被

安装到城堡四个童话般的塔楼里之前，

其中一些艺术品可能早就秘密转移。 当

这座城堡化为灰烬之后， 小道消息传回

维也纳，无一件艺术品幸存。令人伤感的

是，这很有可能，但人们还是心存一线希

望，也有人从阴谋论的角度暗自揣测，这

样一份警方报告正是狡猾的党卫队希望

我们相信的东西。

或许，克林姆特的几件作品在某个

秘密的地方正等待发现，就像德国艺术

收藏家科尼利厄斯·古力特在慕尼黑的

公寓。 他的父亲希登布兰德·古力特当

过纳粹 ， 后来从事劫掠艺术品经营 。

2012 年， 科尼利厄斯因偷税漏税被查，

在他慕尼黑公寓里发现了打包好的失

落艺术品 ，一共 1406 件 ，包括马蒂斯 、

夏加尔 、迪克斯 、雷诺阿和莫奈等人的

作品。 古力特在 2014 年去世，他把藏品

捐赠给了伯尔尼美术博物馆，这是一个

有趣的决定，将这些艺术品从德国转移

到瑞士。 是否应该接受这批作为礼物的

劫掠艺术品，媒体上有许多争论。 伯尔

尼美术博物馆最终决定接受捐赠，前提

是艺术品的前主人没有异议。 （在这批

艺术品中 ， 只有几件有争议而物归原

主，博物馆承诺将配合今后的申诉。 ）在

这个例子中 ， 一次性发现如此多的宝

藏，简直难以想象，但这提供了希望，其

他一些消失的艺术珍宝，可能隐藏在某

个地方等待被人发现。

2012 年，一共 1406 件打包好的失落艺术品现身德国艺术收藏家科尼利厄斯·古
力特在慕尼黑的公寓。 一次性发现如此多的宝藏，简直难以想象，但这提供了希望，

其他一些消失的艺术珍宝，可能隐藏在某个地方等待被人发现

战争———1945年，随着伊明道夫城堡被炸毁，克林姆特的 15幅作品不知所踪

莱昂纳多·塞拉伊奥将蜡烛靠近 ，

在一瓶墨水中蘸了一下鹅毛笔，在一张

粗糙的小纸片上写下日期：1518 年 2 月

5 日。 纸笔发出的沙沙声在寂静而空荡

的画室中低语。 他在给逝去的主人米开

朗琪罗·博纳罗蒂写信， 说他已经焚毁

了所有米开朗琪罗与原物大小一致的

素描和草图。 “我虽心痛，但您的遗愿要

完成。 ”

乔尔乔·瓦萨里提到过米开朗琪罗

（1475-1564）只是“在他生命尽头”才焚

毁素描；但这封他助手塞拉伊奥的信，证

明他经常这样做。

瓦萨里是最早主动出击收藏素描的

藏家之一， 他认为素描是一种值得保存

和展览的艺术形式。 这个文艺复兴时期

画家、建筑师、写他艺术家同行的传记作

家，收集了许多他崇拜的同行的素描。他

把这些同行写入 《艺园名人传》（1550），

一本被认为是艺术史的开山之作。 除了

为《艺园名人传》收集传记信息之外，他

还收集素描，作为这些艺术家的遗迹，从

中洞察每个艺术家的创造过程。 在所有

失落的艺术珍宝中， 最伟大之一是瓦萨

里本人的《素描图册》。 它开始于瓦萨里

得到的伟大佛罗伦萨雕塑家洛伦佐·吉

贝尔蒂（1378-1455）收藏的素描。 瓦萨

里丰富和拓展了这批收藏， 他利用多卷

的空白书，将包括契马布埃和米开朗琪罗

等艺术家的素描贴进书页。他会在这些真

迹的页边勾勒自己的素描。他的素描的灵

感来自这些真迹， 是向它们的风格致敬。

《素描图册》是一个人便携式的博物馆，直

到几百年后，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博物馆才

出现，艺术品经纪人和收藏家才开始搜求

素描。在那时，《素描图册》页边的素描，只

是看成是绘画和建筑的草图，就如一栋房

子的蓝图，房子建好后，你保存房子就行，

没有必要保存蓝图。

在16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家在创作伟

大作品时要尽量不要表现出或尽量不要

承认着力的痕迹 。 这种风格被称为

“sprezzatura”。 这个词汇可译为“轻松”，

它是一种故意装出的漫不经心风格，有

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味道， 不用费心血或

汗水（关于这种风格，最著名的描述见于

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1528年畅销

作品《廷臣之书》中的对话）。对于“轻松”

的文化强调， 导致米开朗琪罗摧毁了自

己的几十幅素描，将它们付之一炬，以抹

杀草图的痕迹，确保他的画品是观者所见

的那么完美。 1568年，在出版了新修订的

《艺园名人传》后，瓦萨里还出版了一本薄

薄的选本， 只记载米开朗琪罗的生平，书

名为《米开朗琪罗传》。 他在书中写道：

我知道，就在他临终前不久，他亲手

焚毁了大量的设计、草图和素描，为的是

不让任何人看出他的劳作，看出考验其天

才的方法，看出他并非显得的那么完美。

当时， 艺术家在创作伟大作品时要尽量不要表现出或尽量不要承认着力的痕
迹。 对于“轻松”的文化强调，导致米开朗琪罗将作品付之一炬，以抹杀草图的痕迹，

确保他的画品是观者所见的那么完美

物主销毁———16世纪，焚毁自己的素描，是米开朗琪罗经常做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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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8 日，一群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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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犯， 潜入巴勒

莫的圣洛伦佐教

堂， 盗走了悬挂在

祭坛上方的这幅卡

拉瓦乔巨幅画作

《圣弗朗西斯和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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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暗格内沉寂

了 25 年

荩

这
幅
委
拉
斯
凯
兹
的
巨
幅
绘
画

《
宫
娥
图
》
曾
在

1
7
3
4

年
阿
卡
萨
宫
大
火
中
被
拯
救
出
来
，
但
它
还
是
受
到

了
一
些
损
毁
，
日
后
经
过
了
艺
术
家
的
重
新
修
订

文/诺亚·查尼 译/李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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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19 年 2 月 14 日 星期四 11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