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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画是如何入藏美国博物馆的？
———“翰墨荟萃”热展期间访上博书画部主任单国霖

“翰墨荟萃———美
国收藏中国五代宋元
书画珍品展”正在上海
博物馆热展，吸引参观
者无数。众人一边赞叹
这些数百年前、一千多
年前的书画作品的精
美，一边打探这些珍品
是如何漂洋过海让美
国的博物馆收藏的？昨
天，上博书画研究部主
任单国霖在馆内向本
报记者解读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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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棣的%摩诘诗意图&

《溪岸图》揭开神秘面纱
展览以五代南唐画家董源巨制

《溪岸图》打头阵，这是一张颇具传
奇性的作品，《溪岸图》是否董源所
作曾多次引起国际辩论。单国霖告
诉记者，上世纪 !"年代，身处陪都
重庆的画家徐悲鸿忽声称自己觅得
了古画《溪岸图》，不多时他将画转
让给了画家张大千，张大千随身把
玩 !"年后，又转让给了收藏家王季
迁。然而两个大画家的旧藏，却给此
图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世纪末，王季迁也垂老九旬，纽
约大都会博物馆在购藏这幅古画之
前，特举办了一场有关此图是否董源
真迹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有人认定为
董源真迹，并否定一切现定为董源的

作品；也有人认为至少是北宋作品，
第三种意见直指张大千造伪。
时隔多年，著名书画家、鉴定家

陈佩秋先生分析认为，此图无疑是
十世纪的绘画作品，根据画上的题
款，可以认定它是董源的作品。从目
前所能见到的有关董源的画作看，
只有《溪岸图》符合十世纪绘画的时
代风格，因此，可以进一步认定，《溪
岸图》是目前传世的唯一董源真迹。

四大博物馆来历不一
大展首次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

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纳尔逊艺术博
物馆和克利夫兰美术馆所藏的中国
古代书画珍品聚集到一起，#"件展
品涵盖五代、宋、元 $""多年跨度。
单国霖告诉记者，事实上，上述四大

美国博物馆的珍藏，分别对应着美
国博物馆收藏中国古代翰墨名迹的
四个阶段。

波士顿美术馆早在 %&'"年创
立了日本艺术部，且在 %'""(%'%"

年间率先奠定了以人物画见长、多
佛释主题的中国画基本馆藏。这批
早期藏品由该馆首批研究员 )*+,-.

/,+0110-2和冈仓天心从日本征购而
来。%'!!年开放的纳尔逊(阿特金
斯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得益于馆长
324*,+5, 675892+在 %'!"(%'!:年
间暂居北京时有幸收购了大量早期
名迹。%'$:年，身为首批美军入京，
他借用负责保管的军饷又购得一批
明清遗珍。战后时期，克利夫兰美术
馆曾是中国古代绘画最积极的买
家。馆长李雪曼（6;,*92+ )<3,,）利
用从当地实业家手里获得的 !!""

万美元，从纽约藏家王季迁手里成
功购藏了一批宋元佳迹。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董事会曾在

%'%=年委任传教士福开森（>0;+<?<
/,*@4-0+）带 :万美元在清朝灭亡

之时在中国征购文物，一年征得
!""件，其中 %'&件是书画。率先征
购书法作品，确认中国书法与西方
绘画同等的艺术地位，福开森的前
瞻性较同行遥遥领先。但大都会系
统收藏中国画起步较晚，%'A%年普
林斯顿大学教授方闻领导远东艺术
部后，征得了不少张大千和王季迁
旧藏。

两位大藏家不得不提
大量中国书画入藏美国博物

馆，有两位大藏家不得不提。大藏家
王季迁（%'"A(=""!），苏州人，师从
顾西津、吴湖帆学画，其收藏之富，
为华人魁首。%'$'年，王季迁移居
美国纽约，而在中国古代书画方面，
更因当时大批私人收藏流散于海
外，王季迁便凭藉精准的眼力收藏
了不少书画精品。张大千的诸多旧
藏均转入王季迁处。%'A=年，方闻
决意增强大都会博物馆在早期绘画
方面的收藏实力，从王季迁手里购
得了 =:件宋元名迹，其中 $件作品

此次来到上海展览，其中，罗稚川的
《古木寒鸦图》即为其中一件稀世作
品；唐棣的《摩诘诗意图》仿李成(

郭熙笔意，是作于 %!=!年的挂轴巨
制，说明了李郭风格在蒙元宫苑画
师中的余绪绵延。
美国收藏中国书法最早的大收

藏家是顾洛阜（>0;+ ?*2BC0*D）。顾
洛阜是个文物商，他在上世纪 :"年
代，收进了许多重要的中国书法作
品，如黄庭坚的草书《廉颇蔺相如
传》，三位南宋皇帝的扇面以及鲜于
枢和赵孟頫的重要书迹，此次这些
作品都来沪展览。%'&&年逝世后，
按其遗嘱承诺，将大量珍藏赠予了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单国霖告诉记者，在英法有关

收藏机构里，有不少文物是从中国
抢掠过去的。但此次展览的书画来
源不涉及抢掠，都是收藏家的捐赠
或从收藏家手里收购而来的，而且
大部分都是在 %'$'年以前收购的，
所以就不涉及程序上的合法性问
题。 本报记者 乐梦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