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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大英博物馆哪些好东西没来

本报记者 范昕

这个夏天， 登陆上海博物馆的 “大英博物馆百物
展： 浓缩的世界史” 正在掀起一股同样火热的观展狂
潮。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排队数小时， 竞相争睹佘
盆梅海特内棺 、 拉美西斯二世像 、 “大洪水 ” 记录
板、 印度文明印章、 康侯簋、 刘易斯棋子、 阿拉伯铜
手等串起世界文明史的器物。

事实上 ， 碍于漂洋过海的周折 、 保险费用的高
昂、 展出条件的严苛等诸多因素， 大英博物馆更多的
好东西没来， 其中就包括镇馆之宝罗塞塔石碑、 帕特
农神庙雕塑。 尽管脱胎自大英博物馆与 BBC 合作的广
播节目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 及其同名图书， 百物
全球巡展的展品相比广播节目、 图书的 “权威版本”，
吻合率也仅约为一半。 比如， “权威版本” 中的 《女
史箴图》， 即便在大英博物馆馆内展出 ， 也是难得一
见， 需要多年等一回。

大英博物馆尤以古代收藏品涉猎广博而著称。 这
里所珍藏的， 更像是人类文明的记忆。 太多的历史文
化宝藏， 有待于人们走进大英博物馆所在的伦敦大罗
素街上那幢古典建筑 “朝圣”。

对 外 开 放 于 1759 年 的 大 英 博 物

馆， 至今走过两个半世纪。 和基于王

室收藏的法国卢浮宫、 俄罗斯艾尔米

塔什博物馆不同， 大英博物馆的起点

是私人收藏， 更确切些说， 是汉斯·斯

隆爵士的一只私人收藏柜。
斯隆去世前夕 ， 将毕生积累的 7

万余件博物式收藏托付给当时的英国

国王， 其中图书与植物标本不在少数。
在这样的背景下， 1753 年 《大英博物

馆法》 出台， 确立大英博物馆的成立。
除了斯隆的收藏以外， 还有两个系列

的收藏同时进入了博物馆， 分别是柯

顿家族与哈利家族以手写本为主的收

藏。 它们共同构成了大英博物馆的第

一批藏品。 彼时这些藏品其实未必价

值连城， 然而大英博物馆的收藏与展

示理念却让它备受瞩目———博物馆不

归属于教会和国王， 藏品涵盖各个领

域， 让公众免费共享并获益。
大英博物馆建成之初， 图书和自

然历史方面的藏品占有重要地位， 渐

渐地 ， 古物藏品后来居上 。 1756 年 ，
博物馆有了第一具木乃伊和其他埃及

文物， 那是由威廉·莱修里尔上校馈赠

的 ； 1772 年 ， 从威廉·汉密尔顿爵士

处 ， 博 物 馆 购 得 最 早 的 古 典 时 期 藏

品———一系列希腊花瓶；1802 年，包括

罗塞塔石碑在内的拿破仑科学探险中

所得的古物藏品，由乔治三世带来……
早期的大英博物馆， 反倒是自己所在

地域的古物乏善可陈， 截至 1850 年，
古代英国和高卢的全部文物仅用 4 只

箱子就足够盛放。 19 世纪后半世纪开

始， 博物馆才有意识地收藏本地域的

文明记忆。
彼时， 伴随着 “日不落帝国” 的

崛起， 大英博物馆的藏品规模与藏品

质量都让人刮目相看， 它们几乎来自

整个世界， 并且被置于系统、 科学的

分类之下， 简直算得上一部世界文明

指南。 而为了陈列这些藏品， 博物馆

新馆的修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总在继

续。 如今博物馆所在的建筑物是 1823
年至 1852 年间建成的 。 1881 年 ， 大

英博物馆的藏品第一次面临分散， 其

自然历史类资料被转移到南肯辛顿区

的新馆里， 日后那里成为了英国自然

历史博物馆。 1973 年， 图书部门则从

大英博物馆分离出来， 变身大英图书

馆。 历经藏品调整的大英博物馆， 古

物收藏的特色愈加深入人心。
古埃及文物可谓大英博物馆的骄

傲。 从 19 世纪末开始， 实地考察发掘

就是大英博物馆埃及文物的重要来源。
这类藏品总共有 11.1 万件， 囊括尼罗

河河谷周围从公元前 5 世纪太平盛世

到公元10 世纪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古

代文明方方面面。 其中， 大型石雕就占

了一个楼面， 另一个楼面则主要给了彩

绘的木乃伊棺木、 墓室壁画等。 约 80
具完整或近乎完整的木乃伊藏品在这里

陈列， 不仅包括人也包括猫、 猎鹰、 公

牛和其他动物的木乃伊， 这些动物都是

古埃及宗教中代表不同神祇的圣物。 和

木乃伊一起保存的， 还有其他葬礼用

具， 如人形棺、 石柩、 小沙伯替身、 护

身符、 带有保证人死后进入美好生活的

咒语的纸莎草纸等等。
同样耀眼的， 是大英博物馆的希

腊与罗马古物系列收藏。 它们几乎覆

盖希腊和罗马艺术的各个方面， 古物

制造的最早时间可以追溯自约公元前

3000 年 左 右 发 端 的 青 铜 时 代 早 期 文

化。 其中牵引了最多目光的， 是美轮

美奂的希腊古典雕刻。 大英博物馆把

一整座高约 8 米的希腊神庙搬来镇住

了一整个展厅 ， 这正是海仙 女 神 庙 ，
又名涅瑞伊得斯纪念碑。 另一个展厅

里陈列的， 全是帕特农神庙的雕像和

浮雕， 出自希腊古典时期最优秀的雕

刻家菲狄亚斯 。 许多雕刻已 经 残 缺 、
断裂、 无法复原， 它们的美却非但无

损， 反而引来人们的无尽遐想。
大英博物馆绕不开的， 还有古代

东方文物的收藏。 早在 1866 年， 博物

馆就成立了东方古物部， 有计划地接

受中国和日本的藏品， 这是欧洲第一

个承认东方考古和历史研究地位的机

构。 仅来自中国的历代稀世珍宝就多

达 2 万余件， 囊括绘画、 书法、 雕塑、
陶瓷工艺、 金工、 漆器、 玉器、 古代

乐器等中国造型艺术各个门类。国宝名

单就是一长串，《女史箴图》、康侯簋、元
至正青花龙纹大瓶、敦煌壁画……这些

中国文物打破了惯常的分类方法呈现

在观众眼前， 按照年代排列， 让人们

一览文化物证撰写的文明史。

它用两个半世纪
收集了人类文明的记忆

绝大多数 的 埃 及 文 物 出 于 墓 葬 之

中。 木乃伊及其棺材、 黄金玉饰、 壁画

纸草 、 雕塑器物等形形色色 的 埃 及 艺

术， 几乎都不是描绘给活人看， 而是为

死者所准备的 ,传递的都是 “事死如事

生” 的观念。 有学者将古埃及艺术称为

“彼岸世界的艺术”， 古埃及人为他们的

来生打造了一个瑰丽的彼岸世界， 却让

此岸的我们为之激动不已。
大英博物 馆 所 藏 的 这 类 埃 及 文 物

中 ， 堪称镇馆之宝的 《亚尼 的 死 者 之

书 》， 就是古埃及生死观的明白表现 。
死者之书是古埃及常见的随葬物品。 笃

信来世的古埃及人用水生植物纸莎草芯

制成长长的纸卷， 在上面记载死者为获

永生所必经的各种磨练、 审判、 所需的

咒文等等并配以插图， 以求死者逢凶化

吉， 安然到达极乐世界。 收藏家佛里斯

班士于 1887 年在尼罗河中游克索西岸

的墓室中发现了 《亚尼的死者之书 》，
墓主亚尼是距今约 3200 年前的真实人

物。 这一死者之书可谓迄今已知以草纸

记录的死者之书中保存最完善、 描绘最

精美的。 其中， 最有名的段落是 “秤心

仪式”： 天平上， 死者的心脏与正义女

神翅膀上的一根羽毛加以比较， 心脏若

不重于羽毛， 则说明死者生前积德， 可

享永生， 否则， 心脏便会被画面右边的

怪物所吞噬 ， 死者没法进入 来 世 。 画

中， 有的神在调整天平的精确度， 有的

神准备记录测量， 有的神在担任陪审，
一个神与人共存的世界跃然纸上， 反映

出古埃及人对神灵的虔诚信仰。
一尊稍显另类的铜制猫神贝斯特雕

像， 则揭示出古埃及的猫神崇拜。 这座

雕像以身材苗条高挑的埃及猫为蓝本，
坐姿与神情充分体现了猫的本色， 笔直

坐立 ， 眼神机灵 ， 脖子上佩 戴 着 刻 有

“荷露斯之眼” 的铜饰板， 前胸绘有一

只头顶日盘展翅欲飞的圣甲虫。 公元前

2000 年的尼罗河三角洲就有猫神崇拜

了， 人们不仅给猫神贝斯特造像， 在猫

去世以后也为它们制作木乃伊， 这样的

“猫乃伊” 在大英博物馆同样可以看到。

最为典型的希腊艺术之美， 得从希

腊雕塑中寻找。 大英博物馆珍藏的一大

批帕特农神庙雕塑， 可谓古希腊艺术的

顶点。 这帕特农神庙， 修建在雅典卫城

山 ， 为雅典娜女神而建 ， 距今约 2500
年。 它代表着人类文明童年时代理性精

神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晶。 其中很多雕

刻就保存在大英博物馆。 那些由巨石塑

造出来的神的形象全然是在参照人的形

象制造， 艺术家赋予他们更为理想的艺

术形式 ， 用外在的形式表现 内 在 的 力

量。 人们从中能够读出的， 是生命体的

饱满、 深刻内涵。
大英博物馆珍藏的帕特农神庙雕塑

中， 最为摄人心魄的， 当属 《命运三女

神》。 命运三女神是希腊神话中宇宙混

沌之初最早产生的神， 也是能量最为强

大的神。 她们分别名为克罗索、 拉克西

丝和阿特洛波斯， 都是众神之王宙斯与

女神忒弥斯的女儿， 负责掌控整个欧洲

神话系统中所有神的命运， 也支配每一

位凡人的命运。 在帕特农神庙的东侧山

墙上， 古希腊最负盛名的艺术家菲狄亚

斯主持制作命运三女神雕像。 当时， 他

面临着两道难题， 一是怎样在山墙横向

长条三角形的空间限制下创作雕刻群，
二是通过什么样的造型来传 递 神 的 形

象。 对于第一道题， 艺术家的作答是，
巧妙安排众神的姿势， 最终一位女神高

高端坐， 一位蜷腿席地而坐， 一位斜倚

着， 这样的组合自然而生动， 各自的姿

态显得随意与放松。 艺术家给第二道题

的答案则是， 塑造三位丰满动人的女性

形象 ， 她们身上纤细而又繁 复 的 湿 衣

褶， 随着人体的结构而起伏， 尽现女性

人体优美的轮廓， 她们仿佛不是神， 而

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今天人们在大

英博物馆看到的 《命运三女神》 其实早

已失去头部与四肢， 但那些仅存的飞扬

衣衫、 丰盈身躯、 潇洒姿态通过鬼斧神

工般的雕刻加以呈现时， 已足够令人惊

艳。 扑面而来的是一种生命之美。

远古时期的石器 ， 6000 多年前的

陶器， 新石器时期的玉器， 商周的青铜

器， 秦汉的漆器， 魏晋的石佛经卷， 唐

宋的书画， 明清的瓷器……标刻中国各

个历史时期文化登峰造极的器物在大英

博物馆都能看到， 其间蕴含的是含蓄秀

美的东方风雅。
东晋顾恺之 《女史箴图》 唐摹本算

得上大英博物馆珍藏的最重要的东方文

物。 尽管入藏大英博物馆百余年， 这幅

长卷能从库房走进展厅为人们亲睹的机

会依然十分有限， 只因历经岁月冲刷的

它极其脆弱。 这是已知存世最早的中国

绢画， 集高水准的绘画、 书法、 诗文于

一身， 在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意义非

凡。 长卷依西晋张华集各代先贤圣女事

迹写成的 《女史箴》 而画， 原文 12 节，
所画亦为 12 段， 每段画一个故事， 各

有箴文与之相匹配。 画家采用如春蚕吐

丝的游丝描手法， 线条循环婉转， 均匀

优美， 每一根都仿佛充满生命， 笔下女

史们下摆宽大的衣裙修长飘逸， 形象生

动。 这幅 《女史箴图》 曾是乾隆皇帝的

心头好， 长卷上乾隆皇帝盖的收藏章就

多达 37 个。
大英博物馆藏有的一对元至正青花

龙纹大瓶， 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至关重

要的里程碑， 也几乎是世界上最著名的

瓷瓶。 这对瓷瓶在今天看来其实均有伤

残， 且器型略有歪斜， 但至少有这样几

点奠定了它的 “瓷王” 地位。 一来， 瓷

瓶的确切纪年直接书写在瓶颈上， 一目

了然 ， 那是元至正十一年 ， 也即 1351
年。 二来， 瓷瓶几乎囊括除人物外元青

花绘画的全部元素， 如龙纹、 海水、 蕉

叶 、 扁菊 、 云纹 、 杂宝等 ， 且绘 制 精

良 ， 难有与之比肩者 ， 尤其龙纹 的 绘

制， 形象凶猛， 腾云驾雾， 生动之极。
三来， 它是公认的元青花断代标准器，
没有这对瓷瓶， 藏家与学者还不知道世

界上存在元青花。 在上个世纪， 包括这

对瓷瓶在内的千余件中国古陶瓷都是英

国 大 维 德 爵 士 的 私 人 收 藏 ， 2007 年 ，
这些中国陶瓷精品由大英博物馆托管，
两年后被陈列于展厅永久向公众展出。

埃及文物：彼岸世界的艺术

希腊文物：雕塑展现的生命之美

中国文物：登峰造极的东方风雅

正于上海热展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之外的故事

▲东晋顾恺之 《女史箴图》 唐摹本 （局部）

▲奥克瑟斯战车

模型。 这是阿契美尼

德时期遗留下来的最

重 要 的 金 银 藏 品 ,可
以追溯至约公元前 5
至前 4 世纪。

荨埃及猫神贝斯

特 雕 像 。 公 元 前

2000 年 的 尼 罗 河 三

角 洲 就 有 猫 神 崇 拜

了， 人们不仅给猫神

贝斯特造像， 在猫去

世以后也为它们制作

木乃伊。

茛帕特农神庙雕

塑 《命 运 三 女 神 》 。
这尊雕塑其实早已失

去头部与四肢， 但那

些仅存的飞扬衣衫 、
丰盈身躯、 潇洒姿态

通过鬼斧神工般的雕

刻加以呈现时， 已足

够令人惊艳。

（本版图片均为
资料图片）

▲ 《亚尼的死者之书》 （局部）

这些珍宝有待人们走进大英博物馆一探究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