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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的结果!

谢燕"张伯驹词研究#第二
节 $民国四公子 %与 "蛇尾集 #&

试图给出一个'民国四公子%的
时间断限& 和这个名士圈的活
动平台((("北 洋 画 报 #&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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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张伯驹刚刚加
入这个圈子& 声名不著& 只是
'一心一意想要作个名士 %&当
然无法) 也没有可能与张学良
齐名&张伯驹真正算进入圈子&

可 以 连 载 于 " 北 洋 画 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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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 "蛇
尾集# 为标志& 可之前&'

%"&'

年&张作霖死后&张学良退出这
个名士圈%&两人交集的可能几
乎没有+显然&张伯驹能过张扬
的名士生活&声名广播&交游遍
天下& 在时间上无论如何要往
后推几年, 直到

%"($

年&张伯
驹

+)

岁生日时&为赈济河南旱
灾义演 "空城计 #&张主演诸葛
亮&并广邀名角登台献艺&连余
叔岩都在 "失街亭 #中饰王平 &

才使张伯驹名声大噪,此时&张
学良已因善后 '西安事变%&被
判处

%)

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民
权

,

年&后国民政府发布'特赦
令%&但仍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
会严加管束, 张学良从此开始
幽居生涯, 张伯驹与张学良如
何交集-

我们再从张镇芳的身份来
看,

%'"&

年&

&"

岁的张镇芳考
中进士&在北京做官,

%"))

年&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逃时 &

张镇芳微服出京& 在潼关赶上
銮驾&被任命为陕西司行走&为
两宫尽力效命,两宫回京后&张
镇芳官升两级&成为四品京官,

而袁世凯与张镇芳都是项城
人& 张镇芳的姐姐嫁给袁世凯
的大哥&两家有姻亲关系,

%")%

年
%%

月 &李鸿章病故 &袁世凯
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对
张镇芳大加提携, 张先后出任
北洋银元局会办) 直隶差委总
办&天津河间兵备道)长芦盐运
使等职务, 张镇芳也确实有经
营方面的才干& 几年间为国库
增收

,-

万两白银 & 还成功完
成与英国人的谈判& 将英国人
独霸的开滦煤矿改为中英合
办& 因此升任二品大员,

%")'

年& 光绪) 慈禧先后去世& 袁
世凯受到排挤 & 被迫退隐安
阳 ,

%"%%

年武昌起义后 & 北
洋新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
革命的力量& 袁世凯被重新起
用 & 张镇芳被袁世凯委以重
任 & 署理直隶总督 ,

%"%&

年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

任命张镇芳为河南都督兼民政
长, 张镇芳主政河南期间& 贸
然杀害 "民立报 # 数名编辑 &

搞得怨声载道 . 尤其是
%"%+

年
!

月& 豫西起义的白朗穿越
京汉铁路&攻破潢川/商城及安

徽六安等地& 项城一带受到严
重威胁& 使袁世凯大为震怒&

"

月&就以'剿匪无方&乱杀青年%

之名&将张镇芳撤职&仅担任总
统府顾问的闲职,

%"%,

年为袁
世凯称帝& 张镇芳任更变国体
全国请愿联合会副会长和登基
大典筹备处副处长,

张镇芳向袁世凯提议以盐
税结余办一家官商合股银行 &

%"%,

年
(

月
&-

日& 经北洋政
府财政部核准&成立盐业银行&

'以辅助盐商& 维护盐民生计&

上裕国税& 下便民食为宗旨%&

总资本额计划
,))

万& 由财政
部拨款

&))

万元为官股& 私商
集资

())

万元作为商股, 张镇
芳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开业
时仅收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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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中官
股盐务署出资

%)

万元&商股出
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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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袁世凯称帝遭举国反
对&不久在忧愤交加中病逝,盐
务署将以前所拨资金全部抽
回&盐业银行转为普通银行&全
部改招商股& 大半股份落入张
镇芳手中, 此时适逢第一次世
界大战& 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
难得的发展空间& 北洋各大军
阀都愿意把钱财存在盐业银
行& 连溥仪小朝廷也愿意在该
行抵押借贷 0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 "清皇室内务府以宫中珍

宝向盐业银行抵押借款的合

同 #$ "民国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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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另请参阅叶秀云"逊清皇室

抵押!拍卖宫中财宝述略#$"故

宫 博 物 院 院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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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 盐业银行业务发展迅速&

存) 贷款额逐年递增& 利润丰
厚, 该行以巨额资金购入国内
公债和外币债券& 执当时银行
业之牛耳, 特别是购入的善后
借款公债)中法五厘美金公债)

中比六厘美金公债) 沪宁铁路
英镑公债) 克利甫斯以盐税担
保的英镑公债等& 为银行取得
了巨额利润, 该行成立当年纯
利 润

"*,$

万 元 &

%"&,

年 达
%''*,

万元 &增长了
%'*$

倍 &

%%

年累计纯利润
%((&*"

万元 &为
同期实收股东年累计额

('&,*'

万元的
(+*'+.

, 其中从
%"%'

年起& 连续四年股东年纯利率
超 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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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曾 高 达
+$*-#

&效益之高居当时各行之
首0郭凤岐总编纂"天津通志%金

融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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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1,在
北洋政府时期& 与浙江兴业银
行交替为私营银行之首,

%"%$

年& 张勋复辟& 张镇
芳成为张勋最重要的支持者 &

张勋部队的一切开支和军饷 &

都用盐业银行的支票& 溥仪再

度登基& 张镇芳被任命为度支
部0相当于财政部1大臣, 张勋
复辟仅持续

%&

天就事败&张镇
芳以内乱罪被捕, 张伯驹为营
救其父四处奔走& 在多方通融
下&张镇芳被判处无期徒刑&又
保外就医& 才把他 '捞出来%,

%"&%

年&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
支持下& 张镇芳出任盐业银行
董事长,

张镇芳这样一位在政治上
跟随袁世凯)张勋之流的人&他
的儿子& 是断断不会被人们称
作'民国公子%的,何况在

&)

世
纪

&)

年代初&张伯驹也没有表
现出一位 '公子 %应有的风范 &

或许这时期他还在蚌埠长江巡
阅使府咨议任上& 与当时的北
京)天津)上海等繁盛之地相去
甚远& 不可能进入官少集中活
动的场域 &自然与 '民国公子 %

的称呼难有交涉,

这样&似乎张伯驹所说'人
谓近代四公子22此说盛传于
上海 &后传至北京 %差强人意 &

也与张伯驹的履迹接近, 张伯
驹

%"&$

年进入金融界 &

&)

年
代末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
总管理处总稽核& 在那里得识
潘素 0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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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与潘素结婚& 时间行事都正好
相合,

但我们从所谓'四公子%的
组成来看& 实际上也不可能有
这样组合的'四公子%存在, 中
华民国是在'驱除鞑虏&恢复中
华%的口号声中成立的&民国初
年&旗人的境遇是极为不好的&

当时有很多旗人纷纷改从汉
姓&影响至今&今天对于清代帝
室的许多秽言都起于民初, 实
在难以想象&溥仪族弟/爱新觉
罗氏的溥侗&会被人称作'民国
四公子%-而且溥侗的年龄比袁
寒云大

%'

岁& 比张伯驹大
&'

岁 &比张学良大
()

岁 &差了辈
分&如何能并称-何况张伯驹出
名时溥侗已近古稀& 难道还称
'公子%-同样&袁世凯虽然做了
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但

%"%-

年
的洪宪称帝& 使他为国人所唾
弃&袁家是树倒猢狲散&其诸子
以后的命运可见一斑, 如在洪
宪帝制前& 袁世凯之子被称为
'民国公子%&尚在情理之中&但
到了

&)

年代&其子还能被称为
'民国公子%& 则实在是不敢想
象的,何况袁寒云死得早&袁寒
云死时&张伯驹还籍籍无名,

张宏武 /梁转琴 "'民国四
公子 %探颐 #指出 4'5民国四公
子6 是近百年来流传于坊间的
一组豪门后裔& 其说法在北洋
军阀时期出现+ 5四公子6的产
生是反对曹锟而结盟的果实 +

5四公子6指四名当时大名鼎鼎
的政军显贵的后代4张学良/孙
科/卢筱嘉/张孝若+ 5民国四公
子6 不含前清宗亲红豆馆主溥
侗&5民国四公子6将袁寒云/张

伯驹列入纯系民间误读 + %因
此&我们可以说&再来说张伯驹
的所谓 '民国四公子 %之说 &是
毫无意义的& 更不用为削足适
履而去重新搭配组合'四公子%

有哪几个更合适+

所谓 !张伯驹为抢

收中华稀世文物 "

不惜倾家荡产#

张镇芳在盐业银行期间积
累了雄厚的资本&张伯驹自述4

'一九三三年我父亲张镇芳去
世&遗有盐业股票五十万元&但
那时股票已不如以前值钱 &我
以三十万元归天津家用& 自己
拿去二十万元作为北平家用 +

我以这些钱购进了我喜爱的宋
元字画& 以后陆续向盐业透支
到四十万元收购字画 +% 0张

伯驹 "盐业银行与北洋政府和

国民党政权 #$ "天津文史资

料选辑# &第
*+

辑'$ 天津人

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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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张伯驹在上海被汪伪
特务绑架 & 被勒索高额赎金 +

在当时盐业银行上海总管理处
与在天津的盐业银行董事长兼
总经理任凤苞的往来函电中 &

有关于张伯驹财产的叙述 0邢

建榕 "盐业银行关于张伯驹被

绑案的来往函电 #$"档案与史

学#

&..*

年第
*

期1+ 这些资本
为张伯驹的收藏提供了重要的
资金支持+

大约在
%"&$

年&一个偶然
的机缘& 张伯驹买了一块康熙
早年题写的 '丛碧山房 %匾额 &

从而爱上了收藏&一发不可收+

雄厚的资金与历史的机遇 &使
张伯驹收藏到诸如西晋陆机
"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

唐李白"上阳台帖#/唐杜牧"赠
张好好诗卷 #/宋黄庭坚 "诸上
座帖 #/ 宋徽宗 "雪江归棹图
卷 #/宋蔡襄 "自书诗 #/元钱选
"山居图卷# 等重要古代书画+

张伯驹自云4'三十以后& 嗜书
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
债&犹事收蓄+ 人或有訾&笑焉
不悔+ 多年所聚&蔚然可观+ %

0张伯驹)"春游纪梦#$*丛碧书

画录%序+$沈阳)辽宁教育出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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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1张伯驹
最初收藏只是出于爱好& 后来
就生发出了一种责任& 要保护
文物不外流+ 张伯驹说4'不知
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
一掷千金&魄力过人+ 其实&我
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

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
它们不是为了钱& 是怕它们流
入外国+ %为了购藏文物&张伯
驹时常一掷千金& 有些确实付
出了令人瞠目的价格& 如买米
友仁的 "姚山秋霁图#

%

万元/

黄庭坚的"摹怀素书#

,)))

元&

收"杜牧之赠张好好诗卷#

,

千
数百金 &李白 "上阳台帖 #并唐
寅"孟蜀官妓图#轴/王时敏"山
水#轴/蒋廷锡"瑞蔬图#轴共花
费

-

万元& 范仲淹传世的唯一
楷书 "道服赞 #黄金

%%)

两 &陆
机 "平复帖 #

+

万大洋 &宋蔡襄
的 "自书诗 #

+,)))

元 &展子虔
"游春图#黄金

&))

两+

张伯驹有时手头一时筹不
上那么多钱& 而不得不借贷鬻
物 &如为购 "道服赞 #&'乃于急
景残年鬻物举债以收之%.特别
是买"游春图#&'时余屡收宋元
霁迹&手头拮据&因售出所居房
产付款%&使得大家似乎更愿意
用类似'张伯驹不惜倾家荡产&

抢收中华稀世文物 %/'张伯驹
毁家救国宝% 这样的语言来表
达对张伯驹的敬意+

其实&张伯驹收藏古字画&

虽然花费巨大& 实与 '倾家荡
产%背道而驰&如果仅从经济角
度讲& 收藏行为本身是巨额的
财富积聚+至于卖房子&也只是
变现而已+一个人有多套房子&

拿出一套来变现&用来投资&是
一项最正常不过的经济活动 +

张伯驹以
+

万大洋购得的 "平
复帖#&溥心畬一直要价

&)

万&

'时白坚甫闻之&亦欲得以帖转
售日人 & 则二十万价殊为易
事%+ "游春图#在玉池山房掌柜
马霁川手中待价而沽时& 要价
黄金

'))

两&张伯驹买到"游春
图#'月余后& 南京政府张群来
京&即询此卷&四五百两黄金不
计也+而卷已归余有+马霁川亦
颇悔恚%+ 由此可知&张伯驹购
藏书画名作& 绝无可能倾家荡
产+在今天很多人看来&收藏是
一种投资方式& 收藏是为了升
值/赚钱+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的收藏界& 张伯驹的学识和眼
力得到高度认可& 是公认的最
优秀鉴赏家之一& 古字画只要
经他的手&肯定升值无数+

张伯驹是收藏家中的另
类&他的收藏不是投资&不为赚
钱&收藏是为了保护文物&而且
'收%而不'藏%&凡'收%必捐&颠
覆了'收藏家%的概念+ 这大概
就是收藏的最大意义4 记录历
史/保存文化&使一个民族的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遗产由此得
以传承/延续+张伯驹说4'予之
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
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
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
录之所愿也+ %这或许就是张伯
驹收藏文物的最大动力& 也是
他捐献文物的最重要原因+ 崇
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
神&使得他为我们所纪念+但我
们要记住4 无论是历史研究还
是人物纪念& 必须遵循实事求
是的原则&切不可有意拔高+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故宫

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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