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博物館收藏了很多中國古代藝術的經典
作品，其質量之高，足以和中國各博物館的收
藏相媲美。美國斯坦福大學坎特視覺藝術中心
講座亞洲主任楊曉能教授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
中國文化中心演講，便綜述了部分展品的歷
史。

英國博物館的收藏
談到歐洲博物館在中國展品方面的收藏，就

一定不得不提及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
（Marc Aurel Stein，1862－1943）。他曾經分別
於1900年-1901年、1906年-1908年、1913年-
1916年、1930年-1931年進行了四次著名的中
亞考察，其考察的重點地區是中國的新疆和甘
肅。其中，第二次中亞考察是最為人所熟悉
的，現在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收藏
的絕大多數敦煌文書便是源自這次考察。

斯坦因剛到敦煌時，從一個維族商人處首次
聽到有關莫高窟藏經洞的消息。他之後曾匆匆
忙忙地訪問了一次莫高窟，雖然當時執掌藏經
洞門鎖鑰匙的王道士圓篆外出不在，他卻從另
一年輕和尚處看到一件寫本佛經，並對其產生
了極大的興趣，決定對這裡的寫本進行有系統
的調查。於是乎，在考察完敦煌周圍史跡後，
斯坦因再次來到莫高窟。

第二次到訪莫高窟，斯坦因利用王道士的無
知，花了七天的時間，運走了藏經洞出土敦煌
寫本二十四箱、絹畫和絲織品等五箱。他把所
獲敦煌文書，凡漢、粟特、突厥、回鶻語及怯
盧文梵語的原歸大英博物院東方印本與寫本
部，凡于闐、龜茲、藏語及婆羅迷文梵語的原
藏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繪畫品則在大英博物院
東方古物部與印度德里中亞古物博物館之間平
分。其旅行記為《沙漠契丹廢址記》（1912），
其中有敦煌之旅的詳細記錄；正式的考古報告
則為《西域考古記》（1921），共五卷。

除敦煌展品外，大英博物館的著名收藏還包
括傳為東晉時顧愷之繪畫的《女史箴圖》。此
作品的絹臨本原為清宮藏畫，在英法聯軍火燒
圓明園時被運到英國。相傳晉惠帝時，賈后專
權善妒，當時的大文學家張華便作《女史箴》
一文來諷刺她，並藉此教育宮廷婦女。顧愷之
根據張華原作的主要內容作畫十二段（現剩九
段），講述古代宮廷女人的「模範」故事，並
在每段前抄錄張華的賦文。

英國另一著名博物館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
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則主要收
藏服裝藝術及裝飾設計，當中並以明、清時期
的收藏為主。除了明式黃花梨傢具外，這裡還
藏有明早期及清代的剔紅傢具若干，很多都為
海內外難得一見。

德國科隆博物館的收藏
有關敦煌文物的收藏，還要提到另一位法國

漢學家保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
1945）。他於1906年至1908年間進入新疆絲綢
之路北道， 發掘巴楚、庫車等地的佛教遺
址，並深入敦煌莫高窟抄錄題記、攝製大量壁
畫照片。與斯坦因不同，因伯希和能操流利漢
語，並熟悉中國古典文獻，在取得藏經洞王道
士的同意後，便將洞中的遺物全部翻閱一遍，
選取了敦煌寫本的菁華、佛教大藏經未收的文
獻、帶有題記的文獻和非漢語文獻，並運走大
量為斯坦因所遺的絹畫、絲織品，當中的歷史
價值極高。這些收集品運到巴黎，寫本部分入
藏法國國立圖書館東方寫本部，絹畫、絲織品
等入藏集美博物館（Musé e Guimet）。集美博
物館收藏了大量的亞洲藝術品，為亞洲地區之
外最大的亞洲藝術收藏地之一，展品包括大量
中國青銅器及瓷器。

其他收藏了經典中國展品的歐洲博物館還包
括 位 於 德 國 科 隆 的 的 東 亞 藝 術 博 物 館

（Museum Fü r Ostasiatische Kunst）。著名的《紫
光閣功臣像》之一的〈明亮像〉便藏於此。中
南海紫光閣在明清時期為皇家演武的場所，明
朝的皇帝在這裡觀看射箭比武，到了清朝，這
裡又成為皇帝殿試武進士和檢閱侍衛大臣的地
方，名曰平台，後來廢台建閣，取名「紫光
閣」。清乾隆年間，為了加強國家的統一，中
央政府曾多次派兵出征，平定邊疆地區的叛
亂。為了宣揚其「十全武功」，每次軍隊凱旋
歸來，乾隆皇帝都要下令為征戰中的功臣繪製
畫像，並將它們懸掛在中南海紫光閣內。據考
證，《紫光閣功臣像》包括「平定西域准回部」
前後功臣各五十、「平定大小金川」前後功臣
各五十、「平定台灣」五十功臣、「平定廓爾
喀」功臣三十，總計二百八十幅。分別位於瑞
士蘇黎世的萊特柏格博物館（Ri e t b e r g
Museum）及俄羅斯聖彼得堡的隱士廬博物館

（Hermitage Museum）在中國古代藝術方面的

收藏亦十分豐富。

美國博物館的收藏
與歐洲的博物館相比，美國的博物館歷史相

對較短。然而，這不代表其收藏品的價值會較
低。位於華盛頓的弗瑞爾藝廊（Freer Gallery
of Art）建於1923年，當中最著名的藏品就是
中國古代青銅器，其館藏佔全美的五分之一，
在數量和質量方面皆名列世界前茅。博物館的
珍藏絕大多數是工業家弗瑞爾（Charles Lang
Freer 1854－1919）所捐贈的。弗瑞爾生前熱
衷於收藏中國及日本文物，當中尤對良渚文化
有興趣。楊曉能教授並特別提及館中另一繪畫
藏品、元朝畫家趙孟頫的《雙羊圖》。

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的館藏亦十分豐富，是全美最大博物館之一。
此館除藏有大量從漢墓出土的文物外，繪畫藝
術方面的藏品亦十分值得留意。比方說，唐代
畫家閻立本所作之《歷代帝王圖》（又名《十
三帝圖》）生動地刻畫了歷史上自漢至隋間十
三位帝王的形象：開朝建代之君，在畫家筆下
體現了王者氣度和偉麗儀範，相反，昏庸或亡
國之君，則呈現委瑣庸腐之態。另外，波士頓
美術館還藏有宋徽宗所繪之《搗練圖》及《五
色鸚鵡圖》。前者為仿摹唐代畫家張萱之作，
描繪了唐代城市婦女在搗練、理線、熨平、縫
製勞動操作時的情景，人物動作凝神自然，細
節刻畫生動；後者顏色溫和，筆法生動自然，
鸚鵡的神姿風采栩栩如生。

其他中國展品豐富的美國博物館還包括大都
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克利夫蘭美術館（Cleveland Museum of Art）、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及 費 城 藝 術 博 物 館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等。楊曉能教授
最後表示，講座中提及的許多藝術品無論在藝
術或歷史研究的層面來說均具極高價值，如聽
眾及讀者有幸一睹實物，當屬難得。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梁實秋曾在文章裡談到清人梁紹壬的《兩
般秋雨庵隨筆》，記有湖南某地辦喜宴，受
邀的親友都不送實物，只送現銀，從一錢到
七錢不等，根據各自的經濟能力、親疏遠近
而定。不同禮金的客人雖然同席吃喝，待遇
卻是不一樣的，送一錢者只能吃一道菜，送
三錢者吃三道菜，送五錢者可終席，送七錢
者主人會額外加菜。於是，酒席每端上一道
菜，旁邊就會有人敲鑼，高聲提醒「一錢之
客請退」，「三錢之客請退」。來客也就根
據自己所送的禮金數額，不斷離
席散去。

梁實秋之所以鄭重其
事地把這段軼事記錄
到文章裡，是他不
敢相信竟有這樣的
風俗，竟會有這
樣的喜宴，故指
責 為 「 鄉 曲 陋
俗」。實際上，
這樣的喜宴在現
代 並 不 算 是 新
聞。我曾經參加過
一次喜宴，到了酒店
現場，發現酒席被分為
兩個區域，不明就裡的我
剛想走進其中一個宴會大廳，
主人就善意地攔住我，指示我坐到
另一個大廳裡去。問了我才知道，不同區域
的酒席，等級標準也不同，一檔是接待城市
賓客，另一檔是接待農村的親友。至於主人
設置不同的酒席標準，是因為農村親友封的
禮金，普遍不及城市賓客，主人為了穩賺不
蝕，遂定此策。

參加這樣的喜宴，我雖然是坐在豐盛酒席
旁，亦是如坐針氈，一直在揣度坐在另一區
域裡的客人，會是怎樣的一種心情。如此心
境下，食亦無味，菜上數道便已匆匆告辭。

不過，相比起更雷人的喜宴，這不過是小
Case。某地的一場婚宴，為了防止來客的禮
金中夾帶有假鈔，主家當場拆開紅包，用驗
鈔機逐一查驗禮金。女方家長的上司當天也
作為嘉賓受邀出席，不巧的是，他的禮金中
就有一張50元的假鈔，於是在驗鈔機的語音
提示下，眾人的目光齊聚到他的身上，嘉賓
被鬧了個大紅臉，當即怫然變色，抽身離
去。見開罪了上司，新娘的母親一 急，心

臟病就犯了，當場暈倒在地。本是一場
喜劇，最後卻演成了悲劇。

有雷人的東道，也有刁
鑽的客人。我有一個熟

人第N次再婚，且和
以前一樣筵開數十
桌，只要是點頭
之交都在他邀請
範圍內。大伙
都心知他是想
藉 辦婚宴發
筆小財，心中雖
覺厭煩，卻又礙

於 情 面 不 得 不
去，就串通起來要

捉弄他。於是，一大
幫 人 經 過 事 先 商 量 籌

劃，赴宴時把所有的禮金湊
集到一起，或買鞭炮燃放，或買

花、彩紙烘托婚禮現場的熱鬧氣氛，然後把
單據發票放到紅包裡。主人不知是計，見眾
人買來這麼多東西給他捧場助興，笑得合不
攏嘴。雖然未能目睹，但我相信等筵席散
後，主人拆開紅包清點禮金時，定會將這批

「刁客」的稱謂直接升格為「法客」。
婚宴其實也是一個體現人情、人際、人脈

的江湖。當人的價值觀念過於商品化，行為
方式就會受功利思維的主導，喜宴也會變
味，形成一場潛在的博弈。

時下已進入春分，真乃春天苦短，在春天尚未結束之前，
我想說說古人珍惜春天的時間意識。

古人不僅將一年四季分為24個節氣，還將春季最後一個節
氣的穀雨細分為穀雨三候：第一候萍始生；第二候嗚鳩拂其
羽；第三候戴勝降於桑。每候只隔五天，更替迅速，隨 三
候的變更，人們亦可大飽眼福，看到大自然演變的特色景
觀。

第一候的「萍始生」就是說：進入穀雨後，因降雨增多，
浮萍長勢迅速，在短短的幾天裡，只要留意，人們便可在各
處水域飽覽浮萍驟增的一派繁榮景象，那些平時缺少綠意的
的水塘、河畔、湖面等等，在穀雨到來的幾天裡，浮萍就會
快速地生長起來，茂密起來，綠油油的成片，彷彿漂在水上

的一塊美麗畫布。
第二候的「嗚鳩拂其羽」則是說：布谷鳥（嗚鳩）也開始

適時蠢蠢欲動起來了，牠不住地抖動渾身的羽毛，終於按捺
不住滿腔的熱情放聲鳴叫了起來。布谷鳥之所以稱之為布谷
鳥，是因為牠的叫聲是近似於「布穀」「布穀」的樣兒。另外

「布穀」又與「播穀」諧音、近義，有提示人們不要耽誤農時
播種的意思。布谷鳥自古以來就是農家人心中的益鳥、春
鳥，在我們的閩北武夷山區一帶，每年穀雨來臨，蒼翠的山
巒間總是這裡那裡隨處可以聽到「布穀」「布穀」或者「布布
穀」的陣陣鳴啼聲，布谷鳥在盡情地謳歌 新春呢。

見過布穀鳥的人肯定會說，這鳥蠻漂亮可愛的，小巧玲瓏
且羽毛豐澤亮麗。且慢，比布穀鳥還要漂亮的當數戴勝鳥。
在布穀聲聲滿山迴盪的之後，穀雨便進入了第三候，人們繼
而可見戴勝鳥飛臨桑樹的枝頭。牠雖然叫起來不甚悅耳，可
滿身的漂亮羽毛卻能吸引人的眼球：牠頭上的羽冠長而闊，
呈扇形，棕紅色或粉紅色，有黑斑或白斑點綴其間，彷彿是
一頂絕美的皇冠。

說起來穀雨本身只有十五天就要結束的，古人為甚麼還要
在這短短的半個月裡再分出穀雨三候？我想，這可能是出於
對春天的留戀吧，面對春天即將過去的殘酷現實，想留住春
天的腳步是不可能的，再見春天得明年了。那麼，就動腦筋
在春天最後的十五天裡做文章，把它再細分為三候，好讓人
們去仔細品味三候的不同特色，深情擁抱春天最後的美好時
光。

黃昏閒步，遇鄰家小女，五歲，舉
一枝開得正艷的粉紅花朵，因短髮

無處插戴，便以手扶在頭上，邊走邊
笑，可愛至極。春風從旁經過，也要
駐足留連。

女孩子頭上滿把青絲天生就要插花
戴朵的。李白《宮中行樂詞》寫了一
個幼年小宮女的裝扮，「小小生金
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寶髻，石竹
繡羅衣。」小宮女滿衣繡 石竹，滿
頭插 山花，天真無邪，嬌憨可人。

早在漢代，就有婦女以鮮花戴在頭
上作為裝飾。四川成都揚子山墓中出
土的女俑，髮髻正中插一朵大菊花，
兩旁還依附 數朵小花。漢以後，簪
花之俗歷久不衰。元稹《村花晚》
詩：三春已暮桃李傷，棠梨花白蔓菁
黃。村中女兒爭摘將，插刺頭鬢相誇
張。杜牧《杏園》詩中慨嘆：莫怪杏
園憔悴去，滿城多少插花人。足見戴
花者之眾。

唐代女子常以茱萸、石榴、薔薇、
牡丹、芍葯、芙蓉、杏花等鮮花插在
髮髻或頭上，尤以牡丹為重。唐畫家
周舫《簪花仕女圖》中的女子，體態
豐腴，雲鬢蓬鬆，碩大的芍葯、牡
丹，連枝帶葉高高地開在髮髻之上，
多麼地富麗華貴。

除了鮮花，也有用羅絹、金玉、通
草等原料製成的假花，名字很雅，鬧
娥，是絲綢或金紙剪做花或蝶、蟲的
形狀；雪柳，是以絹花裝簇的花枝。
立春，婦女多剪綵為燕形小幡戴之頭
鬢，辛棄疾詞裡有「蛾兒雪柳黃金
縷，笑語盈盈暗香去」、「春已歸來，
看美人頭上，裊裊春幡」的句子。

假花做工精細，常開不敗，頗受人
喜愛，卻少了新鮮花兒的靈動丰姿。
鮮花有生命的活力，更有自然生成的
嬌媚的顏色，芬芳的氣息，綻放僅此
一次，不能重來。李清照有一首《減
字木蘭花》：賣花擔上，買得一枝春
欲放，淚染輕勻，猶帶彤霞
曉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
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
教郎比並看。小詞透 女主
人對時令鮮花的喜愛，明明
對自己容貌很自信，仍然

「雲鬢斜簪」，任性地要讓郎
君看看，花美還是人美。

曹雪芹筆下女子，除了寶
釵，恐怕無有不愛花的，管
園子的媽媽每日裡將各房姑

娘丫頭戴的及插瓶的各色花兒折枝送
去。劉姥姥二進榮國府，備加熱鬧，
李紈準備了各色折枝菊花，盛在一個
大荷葉式的盤子裡，賈母揀了朵大紅
的簪於鬢上，劉姥姥則被鳳姐將一盤
子花橫三豎四地插了一頭，不僅不生
氣，還湊趣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
了甚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又言
年輕時也愛個花兒粉兒的。每逢此時
便會想像劉姥姥年輕的模樣：荊釵布
裙，頭上小花朵朵，坐在村口樹根
上，聽老人們講古。

花開爛漫，山野路邊，隨處可見，
董永與七仙女長工百日滿雙雙把家還
的時候，順手摘下花一朵，與娘子戴
髮間。牛郎牽手織女，為她插在鬢邊
的是紅艷艷的石榴花。這些戲裡出現
的戴花的溫馨場景，生活中很少見
了，似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聽齊
豫的《船歌》：姐兒頭上戴 杜鵑花
呀，迎 風兒隨浪逐彩霞，船兒搖過
春水不說話呀⋯⋯一組散發 質樸氣
息的畫面，隨 悠遠空靈的歌聲搖到
眼前，勾起淡淡鄉情，想起了江南小
巷，經常有衣 整潔的大娘髻上插朵
梔子花或白蘭花，挎 小竹籃，裡面
是剛摘下的白色花朵，沿街叫賣。五
月的時光在花香裡那麼寧靜美好地穿
行 。

花開爛漫，山野路邊，隨處可見，
董永與七仙女長工百日滿雙雙把家還
的時花，嬌艷無匹，人們多以貌美如
花來稱讚女子容顏，即使容貌平常的
女子，鬢邊插花一朵，也增幾分嫵
媚。年年歲歲花相似，然花之一季，
卻是一霎光陰，或於枝頭老去，或隨
春風流水，或與女子萬縷青絲共守，
聽她的歡笑與心事。千載春光，花的
前世今生無比美麗：誰在梳洗時「照
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誰又在春
日陌上被杏花吹滿頭？那時，花正好
顏色，人正好時光。

藝 天 地文

喜宴的江湖

那時花開

■文：陶　琦

■文：許亮生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文：翁秀美亦 有 可 聞

浮 城 誌

詩 意 偶 拾

中國古代藝術品在西方
歷 史 與 空 間

來 鴻

穀雨「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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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董　濤

夏啊，白晝越來越長，

黑夜延遲了降下帷幔的時間。

久違的熏風呵，吹散了、吹散了世間的沉沉孤寂和冷

清，

將你的清新溫情傳送給我，傳遍天空與大地。

我──敏感的精靈、永恆的赤子！

乍暖還寒中業已提前換上了短衫；

渾身激盪 你活力的騷動，心靈駕馭 漫遊的遐思，

馳迷於你輸予我的瓊漿玉飲。

啊──飄飄欲醉了，

眼前這一壟壟的鵝黃 綠在隨風搖曳、翩翩起舞⋯⋯

敞開胸懷，深深地攝取霏霏細雨時的潤澤，納入進心

脾：

想橘子洲頭觀千帆競渡應隨大江歌罷掉頭東；

春天裡的一抹餘暉，它渲染出的簇簇桃紅──

已在絳紫色的熊熊暮靄下點點樹立、連成了一片。

識天地為座標，冥冥中的那顆理想之星：

夏呵，永遠是、永遠是我奔赴你的遙遙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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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宋徽宗之《五色鸚鵡圖》。■楊曉能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