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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專家分析案件焦點

「凡是國寶 我們都是要爭取的」
鄭振鐸信札入藏國圖 講述重要文物在香港搶救過程

由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捐贈
的「鄭振鐸等搶救流散香港文物

往來信札」，包括1952年至 1958年
間，鄭振鐸等與「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
組」成員之間的往來信件、電報存根等
共計166頁，涉及收購小組成立、文物
收購原則、真偽鑒定、資金籌措等多方
面內容。今年9月，國家文物局獲悉這
批信札將在香港拍賣，遂與中國嘉德國
際拍賣有限公司聯繫。中國嘉德國際拍
賣有限公司在尊重商業規則前提下成功
競購，並慨然捐贈國家文物局。昨日，
這批信札正式入藏國家圖書館。捐贈劃
撥儀式結束後，「鄭振鐸等搶救流散香
港文物往來信札入藏紀念展」正式開
展。

「與國家做事 抱必勝決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展廳看到，這批
信件字跡已經淡化，卻詳細記錄了新中
國成立伊始，京港兩地老一輩文物工作
者，為搶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所付出的
艱辛及努力。其中包括香港著名鑒藏
家、「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在港回
購事務負責人徐伯郊與鄭振鐸及文物局
幹部的信件往來。
在信中，鄭振鐸給予徐伯郊在港工
作充分肯定和感激，他寫道「這個工
作，雖是麻煩，但成績是很大的，效果
是很大的。務望繼續努力，不怕麻煩，
為人民服務，必應全心全意地，革命工
作就是麻煩的事。」徐伯郊在給鄭振鐸
的信中亦表態「我這一次與國家做事，
完全抱了必勝的決心，多爭取一件東
西，覺得多與國家做了一件事。至於個
人的事，現在全不計在心裡，這一點我
想您是可以信任的。」

周恩來特批回購「二希」
1951年周恩來總理特批50萬港幣，

回購流落在港的文物「三希」中的王獻
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展覽
罕見地對外公開了這份重要指示。並展
出了鄭振鐸為此所寫的信件，其中包括
轉告徐伯郊設法買下「二希」以及後來
回購成功等內容。鄭振鐸在信中說「凡
是國寶，我們都是要爭取的。」
此外，展出的信件還披露了當時搶

救在港文物的總體原則、回購目標、搶
救重要文物名錄、文物鑒定方法等內
容，亦有部分信件列出當年在香港展開
工作所遇到的困難與問題。
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表示，這些

信札記載了很多重要文物的搶救過程，
是黨和政府重視開展搶救流散香港文物
工作的重要史料。他說，以鄭振鐸為代
表的老一輩文物工作者，為搶救流散香
港文物工作付出了巨大心力，搶救文物
的確定、價值來源的考證、資金調度的
安排、轉移運輸的協調，事無鉅細親力
親為。在他們的努力下，中秋伯遠、瀟
湘五牛、熙載祥龍、郇齋善本、陳氏珍
泉等國之重器陸續「回家」，同時開啟
了流失文物回歸的恢弘篇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鄭振鐸等搶救流散香港

文物往來信札昨日下午正式入藏國家圖書館，並於當日首次對外

公開展出。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看到，這組60餘年前來往於京

港兩地間的珍貴信札，披露了新中國成立後文化部文物局首任局

長鄭振鐸先生和「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成員之間搶救諸多流

散香港文物的過程與細節，其中包括著名文物「三希」中的「二

希」《中秋帖》、《伯遠帖》回購過程。

新中國成立之初，鄭振鐸出

任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長。不

久，他從各方面獲得消息：解

放前夕，內地收藏家所藏的古

代書畫、版本圖籍及古泉幣等，有很多流

往香港，因此香港市面上有大量的中國古

代文物正待出售，這其中，有不少屬於國

家級的稀有文物。一些外國機構、公私收

藏家和國際文物販子聚集香港，隨時準備

將這些國寶級文物攫之而去。鄭振鐸得知

這一情況後，憂心如焚，遂向政務院文化

教育委員會主任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長沈雁

冰作了緊急匯報。於是，1951年3月，在周

恩來的直接關心和領導下，為搶救流失海

外文物，國家文物局「香港秘密收購小

組」正式成立。

小組由徐伯郊、沈鏞、溫康蘭三人組成。

具體分工是：由時任廣東省銀行香港分行經

理的徐伯郊負責接洽、鑑定及議價等事宜，

由時任香港分行中國銀行副經理的沈鏞與溫

康蘭負責付款等事。於是，受中央委派，以

徐伯郊為首的「香港秘密收購小組」開始了

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文物收購、搶救

工作。

徐伯郊家學淵源深厚，其父徐森玉被譽為

「中國百年十大著名文物考古學家」之一。

他幼承家學，很早就隨父親學習書法、版本

學等，以後更是刻苦用功，乃至學識淵博，

文物素養極為深厚，精於古代書畫和古籍善

本鑑定。其本人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被稱為

當時「香港十大收藏家」之一。

在眾人的努力下，在香港為國家搶救了許

多宋元書畫。如收購了香港王南屏收藏的趙

孟頫《墨蘭卷》「畫中九友」山水和明夏昶

《畫竹》等 11 軸又 1 卷。此外還有唐韓滉

《五牛圖》、宋趙佶《祥龍石圖》、宋李唐

《採薇圖》、宋馬遠《歌圖》、宋米友仁

《海岳庵卷》、元吳鎮《漁父圖》、元朱德

潤《秀野軒卷》、元商琦《春山圖卷》、元

王晉卿《蝶戀花詞卷》，還有元王蒙等人的

畫，都是堪稱一絕的國寶。

「香港秘密收購小組」前後存在了五年，

直至 1955 年夏收購工作才基本結束。5 年

間，徐伯郊堪稱為國寶大搶救立下汗馬功勞

的首位功臣。

■資料來源：綜合新浪網、百度百科

港收藏家為搶救國寶立汗馬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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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鐸等搶救流散香港文物往來信札入藏
紀念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澎湃新聞、中新
網及新華社報道，近日，「李小龍女兒
起訴真功夫」的相關新聞引起社會關
注。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已於

2019年12月5日，受理了Bruce Lee Enterprises，LLC
（李小龍有限責任公司）訴上海真功夫快餐管理有限公
司、廣州市真功夫餐飲管理有限公司、廣州真功夫快餐
連鎖管理有限公司一般人格權糾紛案。原告以被告涉嫌
共同侵犯著名影星李小龍肖像權益為由，訴請被告立即
停止侵權行為、公告澄清、賠償經濟損失並支付因制止
侵權行為而產生的合理費用。該案目前尚未開庭。

李小龍女兒：向真功夫索賠2.1億元
據媒體報道，李小龍有限責任公司法人代表為李小

龍女兒（Shannon Lee，中文名：李香凝），公司要
求真功夫立即停止使用李小龍形象、在媒體版面上連
續90日澄清其與李小龍無關，並請求法院判令真功夫
賠償其經濟損失2.1億元人民幣，以及維權合理開支
8.8萬元人民幣。
真功夫前身為「168甜品屋」，由潘宇海於1990年
在廣東東莞創立，後在姐姐及姐夫蔡達標夫婦加入後
更名為「雙種子」蒸品餐廳。2004年，真功夫為了打
開一線市場，委託葉茂中營銷策劃機構為其進行品牌
策劃，啟用「真功夫」新品牌，並配合了酷似李小龍
的企業圖標。
據真功夫官方介紹，目前真功夫已經進駐全國30多

個城市，在全國共有員工16,000餘名。

國家商標局：真功夫已申請相關圖標
昨日，澎湃新聞記者致電葉茂中戰略工作室，對方
稱該案例已經非常久遠，並未向記者作出回應。
國家知識產權局商標局信息顯示，真功夫的確是從

2004年起開始申請酷似李小龍的圖標，分別用於咖啡
館、自助餐廳、餐廳等場所。2008年和2010年，真功
夫又繼續申請了多個酷似李小龍的圖標。
據原告代理律師葉芳向媒體透露，上述商標涉嫌侵

權李小龍在電影《精武門》中的形象，以及香港星光
大道李小龍雕像。
事實上，李香凝在2010年就公開對真功夫表示過不

滿。據2010年媒體報道，李香凝在美國已經陸續將其
父親的影片和商標所有權購買回來，計劃將資源重新整
合，使「李小龍」成為全球品牌，但其父親成為某連鎖
快餐企業的代言人讓李香凝覺得有必要進行維權。
昨日，真功夫通過官微稱：「我們的商標是否侵
權，多年前也曾有過爭議，但我們的商標一直沒有判
定侵權或者撤銷的行政或司法結論。時隔多年被起
訴，我們也很疑惑，正準備應訴。」當日晚，真功夫
再度發聲，其向中新網回覆稱：只是收到法院關於美
國加州的Bruce Lee Enterprises，LLC公司訴訟的相關
材料，除此之外，李方並未與我們溝通。我們沒有侵
權，不會尋求庭外和解。沒有更換真功夫品牌商標的
計劃。2.1億元的索賠額沒有任何事實和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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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龍女兒起訴侵權李小龍女兒起訴侵權
真功夫稱不尋求和解真功夫稱不尋求和解

■李小龍女兒李香凝將真功夫餐飲告上法庭，索賠2.1億元人民幣。 網上圖片

■觀眾觀看展覽。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原告代理人葉芳
表示，真功夫的商標圖案與李小龍在其遺作《死亡遊
戲》中的造型高度相似，但真功夫在設計之初卻並未
向李小龍後人取得授權，「對於普通公眾而言，此穿
着與格鬥姿勢的組合已與李小龍緊密聯繫在一起，構
成了辨識他的重要特徵。」
對於原告的訴求，內地律師丁金坤在接受記者採訪

時表示，本案爭議焦點在於真功夫所使用形象圖標是
否真為李小龍肖像：如是，則真功夫侵犯肖像權；如

僅是貌似李小龍的圖像，便是誤導消費者，構成不正
當競爭，但李的家屬則無權主張賠償。
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趙占領認

為，真功夫商標圖案與李小龍的形象非常相似，且真功
夫公司在對商標圖案進行登記時的備註信息以及對外宣
傳時的表述中，也認為圖案中的人物是李小龍。所以，
真功夫公司的商標圖案涉嫌侵犯李小龍的女兒對於李小
龍的肖像所依法享有的利益。即使是判定商標圖案不是
李小龍的肖像，真功夫也涉嫌虛假宣傳。

■鄭振鐸等搶救流散香港文物往來信札捐贈劃撥儀式暨入藏紀念展開幕式在京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依託安徽省巢湖市槐林鎮漁網產
業，建設漁網特色扶貧產業基地

27個，惠及貧困戶1,000餘戶；依託
江淮丘陵地貌，建立茶葉產業扶貧園
16個，茶葉產業總面積達3.38萬畝，
惠及貧困戶1,500餘戶；引進瓜蔞籽
加工龍頭企業儂安康有限公司等企
業，做長產業鏈，種植面積2萬畝，
惠及貧困戶2,000餘戶；創新稻蝦共
作等產業，種養面積達8.1萬畝，帶動
900戶貧困戶；依託國家農產品地理
標誌「中堤番茄」，推動種植面積1.8
萬畝，惠及貧困戶近500戶……
近年來，巢湖市始終把培育產業作
為推動脫貧攻堅的根本出路，堅持以
「產業可持續，群眾得實惠，集體增
收入，振興有基礎」為目標，積極探
索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無縫銜接，
拓寬貧困群眾增收路徑。2015年以
來，巢湖市共實施產業扶貧項目1,240

個，投入財政扶貧專項資金2.3億元。
通過特色種養業、光伏、電商、旅
遊、資產收益等產業扶貧項目，已探
索出產品多樣、結構合理、收益穩定
的產業扶貧模式，貧困戶均年收入增
加2,000元左右。同時，巢湖市立足
自身實際，充分發揮地域茶葉、漁
網、中草藥種植、稻蝦共養、番茄等
「五大」特色產業優勢，突出「公司+
農戶」的品牌效應，積極引入新的技
術，構建「五大產業+」扶貧格局。
今年以來，該市「四帶一自」共完成
戶數6,119戶，其中「四帶」共帶動
4,912戶，「一自」完成2,358戶。
為激活集體經濟，巢湖市利用土地
流轉、資產置換、量化入股等形式大
力發展產業，共實施資產收益扶貧項
目1,176個，投入扶貧專項資金2.1億
元，通過標準化廠房建設、資金折
股，茶葉基地、瓜蔞子種植、設備採

購等形成，實現年增加村級集體經濟
收入 1,600 餘萬元，帶動貧困戶
18,966戶次，年戶均增收1,000元以
上，年人均增收600元以上。同時，
根據貧困戶困難程度，將全市建檔立
卡貧困戶分成五類，運用分類結果，
進一步完善資產收益扶貧收益分配方
案，通過資產收益分紅，縮小有勞動
能力的貧困戶和無勞動能力或弱勞動
能力的貧困戶之間收入差距，實現
「共同脫貧、共同富裕」。
為切實解決貧困村、貧困戶增產不

增收、產品銷路窄等突出問題，促進
貧困群眾農產品與市場需求有效對
接，延伸產業鏈條。截至目前，巢湖
市共有1,225名貧困人口參與享受消
費扶貧政策，愛心人士共幫助銷售農
產品達 311.65 萬 元，戶均增收
2,544.15元。

文：徐小中 張 磊

綠色巢湖 魅力之城 （系列七）

安徽巢湖：做實扶貧產業 讓貧困群眾得實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