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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和法中文化
藝術交流中心聯合主辦的「2013盧浮宮中
國書畫藝術邀請展」，已於法國當地時間
11月2日圓滿結束。展覽吸引了大批中外
書畫愛好者前來參觀，高質量的參展作品
亦贏得了中外藝術家的青睞，紛紛給予了
相當高的評價。

展覽層次之高超以往

本次藝術邀請展自法國當地時間2013年
10月30日開始，一連4天在法國盧浮宮卡
魯塞爾廳舉行，每天早上10:30到下午6:30
免費對公眾開放。本次展覽共展出120餘
幅來自全國各地優秀藝術家的書畫作品，
國畫包括人物、山水、花鳥等；書法則包
括了真、草、隸、篆等不同字體的作品。
其規模之大、層次之高、品質之優超過盧
浮宮以往舉辦的類似展覽。
是次展覽引來了不少海內外藝術愛好者

的踴躍參觀，法國中國書畫研究會會長呂
高表示，很高興能在巴黎盧浮宮看到中國
書畫作品的展覽，隨 改革開放，中國的
文化到外國宣傳的機會越來越多，但是像
這次可以一次看到很多以前藝術大師們的
作品機會卻很少。中法兩國民眾對彼此國
家文化的了解程度有很大的差異，很多中
國人都能說出法國著名的藝術家的作品，
如梵高的向日葵，莫奈的睡蓮等；而法國
人卻並不了解中國有甚麼著名的藝術家和
作品，「這次展覽給中國藝術家們提供了
一個很好的宣傳平台，讓法國人了解我們
在藝術方面的成就。」他表示，身為海外
華僑，能在盧浮宮這樣的地方看到屬於我
們中華民族自己的作品，讓他感到既欣慰
又驕傲。呂高說很喜歡香港吳任先生的書

法作品，認為其書法筆體蒼勁有力，頗有
古風，令人賞心悅目。山東李冰奇先生的
繪畫很有功力，可以看出他在用心和靈魂
進行創作。呂高希望未來中國能有更多的
優秀書畫作品來國外展覽，讓全世界都看
到中國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中華文化的驚人
之處。

書畫作品令外國觀眾驚訝

通過這些天的展覽，記者看到，很多國
外的藝術愛好者們對中國傳統文化都表現
出了濃厚的興趣。一位來自巴黎當地的女
士對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言恭達的草書
作品非常喜愛，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
示，雖然她不懂中文，但是她十分喜愛這
幅書法的氣勢，當工作人員向她解釋了書
法作品的內容後，她驚訝地說：「沒想到
簡簡單單的幾個字可以表達出如此深奧且
富有哲理的意思，這真是太令人欽佩
了！」
另有一對法國夫妻對賈新光的國畫《雲

水故園》情有獨鍾，認為很有詩意和想像
力。現場提出收藏的意向。
主辦方之一的法中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主

席佟愛明在為參展藝術家頒發證書的儀式
上再次對參展作品給予了肯定：「本次香
港文匯報所帶來的參展作品規格相當高，
其中有不少已故的藝術大家的作品，如關
山月的《竹》，吳作人的《翱翔》等。能
在盧浮宮看到這樣的作品真的十分難得，
絕對值得民眾前來觀看欣賞。」她並表
示，相信本次展覽能夠增強法國民眾對中
國文化的了解，加深兩國的友誼，為推動
中法兩國各個領域更廣泛的交流合作做出
了貢獻。

大巴一路穿過高樓林立的鬧市，拐進漸行漸窄
的小路，宋子文的外孫馮英祥、其子馮永康

以及宋子安兒媳宋曹琍璇三位宋家人，回到這棟位
於上海東餘杭路的宋氏舊居。蛛網般交錯連接的

電線，居民懸掛的晾衣桿，曾經中西合璧的建
築風格，已被居民自行搭建的閣樓和天井「摧
殘」得面目全非。這裡盤踞 多達五六十戶人

家，老屋內部早已被割據得七零八落，其中大部
分租給了收入不高的外來客。

租客安置成難題　

見到大批外人到來，住在這裡的居民紛紛跑出來
圍觀，詢問是否來「拆遷」。據記者了解，此前幾
番傳出過要將虹口區東餘杭路的宋氏舊宅改建成紀
念館的消息，宋家人也是意向很濃。但這裡的居民都
是房客，只有使用權，沒有實際的產權，房屋產權依
然歸虹口區房地產公司所有。租客的安置成了一大難
題，改建之事只能不了了之。
目前學界主流觀點認為，宋慶齡的出生地為浦東川

沙，而非老宅所在的虹口區，這也是這棟舊宅多年來
沒有受到重視的原因之一。復旦大學歷史系吳景平教
授用「慘不忍睹」形容這棟老宅，起先宋家人雖然亦
是神情感慨，稍後漸漸釋然。宋曹琍璇說，一棟房子
裡住 幾十戶人家，也不是新鮮事，這樣的狀況他們
早就想到過，能看到舊居就很高興。據透露，宋曹琍
璇和宋仲虎事實上前幾日就已探訪舊居，昨日再度前
往，可見對宋家人而言，意義非比尋常。

早前參觀蔣宋成婚舊居遭拒

宋家人一行原本還要去參觀蔣宋成婚的陝西北路
舊居，這棟西式建築如今已經成為高級會所，宋家
人的請求遭到會所經營者拒絕。「以前宋慶齡一再
想要保護宋子安在中國的財產，希望宋子安的後代
回來以後能夠把財產還給他們，」宋曹琍璇說，
「現在這些老宅被用作娛樂會所，我們看在眼裡十
分難過，滿是心痛，可是我們也無能為力。」宋曹
琍璇表示，這是宋家的老宅，他們自然希望能夠保
存得更好。她希望，這棟舊宅能夠像孫中山故居一
樣，成為一個紀念館。
除了這兩座建築之外，上海現存的宋氏物業還有

東平路11號，這裡曾是宋子文的幾處公館之一，現
在是上海幾乎人人
皆知的著名酒吧
Sasha's。岳陽路145
號曾是宋子文的另
一處公館，目前這
個地址是上海市老
幹部活動中心。當
年宋子文買給宋美
齡作為陪嫁的東平
路9號「愛廬」目前
則屬於上海音樂學
院中等音樂專科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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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王珺、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正在上海參加「宋氏家族與中

國近代史的變遷」研討會的宋家後人，昨日回到位於上海虹口區東餘杭路的家族舊居參

觀。這座120年前由宋耀如親自設計建成的住宅，如今已破敗不堪，復旦大學歷史系吳景平

教授用「慘不忍睹」來形容它。不過宋家後人對老宅尚存已覺感恩。至於另一座位於陝西

北路的老宅被開發為娛樂會所，宋家人則是難掩心痛，深感無能為力！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王珺、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據虹口區區誌記載，宋耀如與倪桂珍結婚
後曾住今東餘杭路530號、526弄17號、23號和31
號，宋慶齡、宋子文等皆在這裡居住過。宋氏老
宅有前院、後院，主體分上下兩層，樓上、樓

下各四大間房屋。由美國作家斯特林．西
格雷夫編撰的《宋家王朝》一書中有對
東餘杭路老宅的描述：宋耀如的老宅
樣式仿照了朱利安卡爾在達勒姆的一
座建築。據書中所述，宋耀如擁有單
人書房，一間餐廳、一間中式花廳還
有一間美式客廳，房裡更有鋼琴和精緻
的手扶椅。

一位在此居住了60多年的沈惠沖老人告訴記者，
他曾聽父親說起，孫中山在上海期間曾居住於此。
1894年，宋耀如在雲南路、漢口路的慕爾堂（今稱
沐恩堂）結識了孫中山。之後，孫中山來上海時，
常住朱家木橋（今東餘杭路）宋家。宋耀如更為孫
中山等領導的興中會、同盟會等印刷大量宣傳品。
據稱，孫中山還在此處謀劃廣州起義。
據載，當時宋耀如因薪水微薄（每月美金15元）

不夠家用，為維持生計，他自辦了印刷廠，承印
《萬國公報》和其他英文書刊，而妻子倪桂珍則幫助
校對。這家印刷廠則開在了自己家中，即東餘杭路
的老宅內。當時，許多講述革命之道的印刷品就從
這裡被印刷傳播出去。

宋氏家族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家族之

一。宋慶齡的父親宋耀如原籍海南文昌，曾是孫

中山的摯友和主要資助者。宋氏三姐妹為世人所

熟知。大姐宋藹齡曾是中國第一批赴美接受高等

教育的女性，1914年與孔子第75代旁系孫孔祥熙

結合，當上「孔氏錢莊」的老闆娘。宋慶齡排行

第二，1915年不顧父母和親友的激烈反對，堅持

嫁給父親的好友、大她27歲的孫中山。妹妹宋美

齡，1927年底與蔣介石聯姻，成為現代中國政壇

聲勢顯赫的「蔣家王朝」的第一夫人。

大弟宋子文，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碩士畢業

後，曾先後出任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總裁、財政部

長、外交部長、行政院長等重要職務。二弟宋子

良與小弟宋子安雖名聲不及三位姐姐和大哥顯

赫，但也身居國民黨政府外交、銀行等部門的要

職，充當宋子文的左膀右臂，加之其「宋氏家族」

的特殊地位和身份，也使得世人對之另眼相看。

■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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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家老宅淪為會所，宋家後人欲探

訪卻不得而入，這則消息一時間成為

上海「宋氏家族與中國近代史的變遷」

研討會中的焦點,使內地文化名人老

宅的窘狀再次浮上 面。

在內地「大拆大建」的城鄉發展

中，地處都市黃金地段的名人故居往

往被當成阻礙開發的絆腳石。在搜索

引擎中鍵入「名人故居」四個字，滿

屏皆是唏噓、遺憾和憤怒的文字。今

年端午，已拿到官方「保護令」的兩

棟廣州民國建築金陵台和妙高台，被

開發商漏液拆除；2012年正月，位於

北京市東城區北總布胡同24號院的梁

思成、林徽因故居在「維修性拆除」

的幌子下消失殆盡；同年3月，本就

缺乏保護破敗不堪的康有為故居也險

遭拆除。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統

計，30年來全國消失了4萬多處不可

移動文物，一半以上毀於各類建設活

動。

文化具有長久積澱的特徵和穩定的

生命力，不論社會如何變遷，歷史文

化都具有普世價值。名人故居往往能

起到托物寄情，托物寄人，托物寄史

的積極作用，是愛國主義的生動教

材。但在政績考核體系下，新建「仿

古」建築和保留老宅於其政績價值並沒有本質的

區別，新建還能成為拉動GDP等更為顯而易見的

政績。儘管主事者們在輿論上是處於絕對的弱

勢，但在權力交易的天平上卻處在絕對的強勢。

老舍短住處 英倫專人護

放眼世界，文化名人故居均被視為重要的歷史

文化遺產，像眼珠一樣倍受愛護。俄羅斯人對大

文豪托爾斯泰莊園的保護範圍，覆蓋了方圓1,000

英畝的範圍，包括莊園、公園、草地、果園在內

的一切周邊建築都在保護範圍內。筆者在報章上

閱讀過一則報道，作家老舍曾在倫敦住過5年，

其租住時間最久的是荷蘭公園聖詹姆斯花園31

號，這個地點2003年被英國遺產委員會正式鑲上

「名人故居」保護標誌，法定不得拆除。英國的

文物遺產委員會還設有專人，負責每年核定批准

文物遺產點。

連外國人都對中國的文化名人遺存如此敬重，

我們有甚麼理由對其棄如敝屣？我們總是喜歡對

外講，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悠久燦爛，倘我們

自己都不尊重和愛護

先賢遺跡，憑甚麼去

要求別人尊重它呢？

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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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居宋家謀劃廣州起義

■法中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主席佟愛明在盧浮宮為參展藝術家們頒發了證書。

■法國中國書畫研究會會長呂高在吳任的

書法前接受記者採訪。

■一對法國夫妻在賈新光的《雲水故

園》前合影留念。■展覽吸引了不少觀眾流連駐足。

■言恭達之書法作品。

小資料：宋氏家族

今 忍慘不 睹
宋家後人探訪舊居 盼改建成紀念館

■宋曹琍璇（中）和學者在

孫中山像前合影。

本報實習記者王珺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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