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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贸易格局中的重要性! 同时
他还提醒我们" 在全球化的格
局中看中医中药的西传" 恰好
反映出中国本土学者在对外宣
传中医中药上的被动无力和中
医中药在世界医学网络中的被
边缘化! 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
由感到喜悦和满足!

但中医中药传到周边国家
如日本# 韩国和越南的效应是
否会不同呢$ 因为当时汉字是
邻国人民能通读的语言!的确"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
研究所肖永芝研究员的论文
%中医古籍域外拾珠&描绘的是
另一幅场景" 她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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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早
期珍贵的中医典籍流传到邻邦
的情形" 如唐代官修药典性质
的 %新修本草& 早已在本国失
传!由于当时即东传日本"后来
的抄本才得以流传下来" 弥足
宝贵!同样"中国最早的北宋人
体解剖原图也已亡佚" 但借日
本镰仓时期的医籍%万安方&得
以完整保存下来!

除了药用植物" 大批观赏
植物也西传欧洲! 记者# 策展
人# 作家周文翰先生西行万里
考察西传的中国植物" 成果已
收在其散文集 %花与树的人文
之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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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 此处不
赘! 英国当代学者基尔帕特里
克 '

&'() *+,-'./+01

( 在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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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写道)*我们欠
中国园丁的情" 我们必须要向
他们道谢! +今天在欧洲司空惯
见的桃花#牡丹#梅花#玉兰花#

茶花#玫瑰#绣球花#竹子等等"

其实都是来自中国! 感恩和谦
逊是人类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
础"此道之不行"久矣, 无论东
方还是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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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柏林! 连日阴
雨"一直宅在家里"实在

气闷!既然不能去伊斯坦布尔托
普卡普宫看瓷器"能就近看看普
鲁士的皇家瓷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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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该厂是那位自称
*国家第一仆人+的腓特烈大帝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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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从私人手上买下"比
迈森瓷器厂晚了半个多世纪 "

但至今也有
"CD

多年! *皇企+

的一大亮点是拒绝童工# 设立
企业医保和退休金# 照顾鳏寡
孤独" 成为日后德国社会福利
制度的先驱!

看着这些瓷器业的后起之
秀和百年老店"我感慨不已)这
些欧洲*学生+的产品目前已占
据世界各大百货商店的橱窗 "

价格昂贵" 一个普通白瓷杯也
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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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以上"而瓷器祖师
爷中国的瓷器则在西方商店踪
影难寻! 想起与会的日本冈田
美术馆副馆长寺元晴一郎先生
的发言---他丝毫不掩饰自己
对中国瓷器的喜爱# 甚至可说
是膜拜!他说"人才是最重要的
美术品" 只有中国人才在古代
造出了鬼斧神工般的瓷器珍
品" 成为东西方其他国家的老
师!中国人把最好的东西送人"

人伟大"产品才会伟大!这样的
人#这样的产品"才会影响到使
用者的灵魂!

瓷器也是那些年代的奢侈
品和时尚品"只有皇室#贵族和
僧侣才消费得起! 来自荷兰莱
顿大学区域研究所的王文欣博
士的论文 %十七世纪全球贸易
与消费中的 *赤壁赋 +瓷器 &视
角独特" 梳理出明万历至清康
熙年间生产的以北宋苏轼创作
的%赤壁赋&为主题的瓷器的外
销情况! 一艘带有船篷的小舟
和三名男性围坐于一张几案的
图景"有几个西方人能理解$更
不用说印在瓷器上的中国文

字!但就是这样一种外销瓷"却
热销世界各地 "日本 #英国 #荷
兰#德国#土耳其的博物馆收藏
即为明证! 它们也散见于马来
西亚#印度和埃及的考古遗迹!

循此痕迹" 可勾勒出赤壁赋瓷
外销的线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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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始"

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先船运到阿
姆斯特丹" 欧洲各国皇室和贵
族则派人在那里搜求中国瓷
器" 如欧洲对赤壁赋瓷的最早
著录就出自显赫的瓷器收藏
家# 萨克森选帝侯及波兰国王
奥古斯都二世! 赤壁赋瓷在欧
洲的销售 "正表征出 *中国风 +

在欧洲所呈现的热度!

运抵欧洲的珍贵中国瓷
器" 有些主人竟然还要对它们
进行改装和重饰"为什么$复旦
大学文博系的刘朝晖教授和硕
士生崔璨合撰的论文 %中国外
销瓷在欧洲的改装和重饰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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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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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法国的金属镶嵌
为中心&指出"这种现象明清时
期在法国较为普遍" 并在欧洲
产生了辐射性的影响! 究其原
因"既有审美上的需求"也有炫
富的心态" 还与对异域的想象
有关! 这为我们理解中国产品
如何适应欧洲文化提供了一种
讨论的路径!

以上两篇论文涉及皇室和
贵族"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董
少新教授在%瓷器上的天主&一
文中则专门讨论了基督教僧侣
与中国瓷器的关系" 这是以往
学者很少关注的视角!他说"中
国生产的带有天主教题材的这
批瓷器" 很少出现在当时的文
献记载中! 欧洲的贸易公司或
商队的贸易订单" 一般只记录
货品种类#数量和价格信息"不
会描述瓷器上的纹样. 由于文
献资料匮乏" 我们对此类瓷器
具体的订购者# 制作者# 运输
者#使用者所知甚少!在这种情
况下" 似可从三个方面加以探

讨) 一是把这批瓷器放在东西
方陶瓷器与宗教信仰的传统脉
络中加以考察" 欧洲人向中国
订制这类瓷器" 是其原有传统
的延续" 只不过中国的瓷器比
欧洲本土的陶器更加精美! 二
是此类瓷器的用途) 各修会定
制的带有修会会徽的瓷器 "一
般是供该修会神父或修士在教
堂或住院使用"或用于生活"或
用于装饰! 典型的例子就是耶
稣会所属的澳门仁慈堂的瓷
器" 其中一些是用于盛药的药
罐! 三是从纹饰风格上看这批
瓷器的跨文化变化" 包括人物
身材走形和出现中西合璧的题
材" 但这不能视为天主教本土
化的表征!

!

"

月
BE

日 "柏林 "西方
人的除夕夜! 去年此时

还兴致勃勃地在裤裆大街看彩
灯和烟火" 今年则不敢去热闹
地方! 幸好波茨坦的一位华人
朋友邀请参观其新购的一座具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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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历史的文保大别
墅"我才得以再次外出游玩!别
墅内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浴室里
的瓷砖)图案是鲜艳的罂粟花"

绿叶衬托着红花" 极为艳丽生
动! 主人介绍说"瓷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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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纪荷兰制造的!这提醒我"老房
子藏有新史料" 亟待搜集和整
理!罂粟的产地在亚洲"中国虽
不是主要产地" 但这幅瓷砖却
明显呈现出中国画的画法 "这
瓷砖的背后"至少涉及荷兰#德
国和中国.罂粟和中国画法"是
否又涉及植物# 外销画和外销
瓷三个方面的中器西传$ 瓷砖
的发源地是波斯" 先是传到西
班牙 #葡萄牙 "再传到意大利 #

荷兰" 荷兰人受到来自中国的
青花瓷颜色的启发" 发明了风
靡欧洲的青花瓷砖! 从瓷器到
瓷砖" 反映着中国制造的发散
性的传播和影响" 值得触类旁
通"扩大研究范围!

此时此刻" 又想到波茨坦
的无忧宫里的中国亭---中国
园林西传德国的痕迹" 脑子里
浮现出会议上所讨论的中国园
林在西方传播的议题! 暨南大

学历史系纪宗安教授在其论文
%岭南园林与中外文化交流&中
提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岭
南正是中西园林艺术双向交流
的地方" 中国园林艺术从这里
走出去" 西方园林从这里走进
来! 英国宫廷建筑师钱伯斯爵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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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访问广州"后来他主持
英国皇家园林时在邱园内修建
了砖塔和凉亭!而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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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中后期" 广州的私家园林更是
*番鬼+们经常造访的胜地!

说到中国园林被引入英国
的历史"就不能绕过钱伯斯之前
的另一位爵士坦普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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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是
把中国园林艺术引入英国的第
一 人 " 而 且 他 用 一 个 怪 词
I7'/'J'8=+

来表述自己的园林
美学观念" 这一词多年来聚讼
纷纭"有人说它源自汉语"也有
人说它源自日语! 复旦大学历
史系王维江教授和自由撰稿人
吕澍合撰的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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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踪& 详细梳理了该词的产生
和流传过程" 最终呈现的结果
是) 坦普尔在担任英国驻荷兰
公使期间从荷兰著名外交家和
诗 人 惠 更 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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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私人
庄园接触到东方园林" 而惠更
斯是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
过来的日本和服上的山水图案
接触到日本园林! 其实两人都
不懂中#日文"完全是误打误撞
地接受了经由日本转手的中国
园林艺术!那么"坦普尔发明的
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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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中似日又非
中非日"就毫不奇怪了!重要的
是" 他的充满想象和误解的中
国园林概念" 却极大地影响到
E;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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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
学思潮" 而这一思潮又反过来
影响到英国园林的观念和营
造!历史的实相往往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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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骤降"雪花飞舞!电
视里正播放意大利拿波里的风
光 "让我想到自由撰稿人许敏

荷兰国立博物馆举办的特展#亚洲在阿姆斯特丹$展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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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来自亚洲%模仿亚洲风格的器物 周文翰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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