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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前的 1984 年 10 月，为促进浦东开

发，我执笔撰写了《上海的曼哈顿在哪里？》一文。

当时对于曼哈顿，只知其是美国乃至全世界金融

中心，其他方面可谓一无所知。多年来经常会想，

什么时候能去曼哈顿实地看一看呢？

    王纲怀

旅美三章

一年前，在编写《华夏龙鉴》一书时，正

为缺少详细的龙纹铜镜资料犯踌躇，凑巧在网

上发现美国几大博物馆已经公开了他们的馆藏

高清大图，且公开申明“欢迎使用”。其中，

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品的多而精，深深地吸

引着我，期盼能够一睹为快。于是，美国之行

的愿望就更加强烈——几十年来游览曼哈顿的

心愿亦可得以了结。

在母校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

飞教授的帮助下，我与弗利尔美术馆的安明远先

生取得了联系，很快便决定了日程，并由精通英

文、熟悉美国文化的女婿陪我前往。

漫步华尔街

2019 年 9 月 28 日，我们出发飞往纽约。在

肯尼迪国际机场有早年移民美国的亲属接机，并

直接送往位于曼哈顿上城区的酒店。曼哈顿乃是

美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纽约市中央商务区，

汇集了世界 500 强中绝大部分公司的总部，还是

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作者在华尔街铜牛雕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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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初到的第一感觉是，曼哈顿的地区规划

颇有章法，无论大小马路都是横平竖直，而且用

数字编号，极易辨识。美国历史虽短，但美式文

化也很有特色，而且传承保护做得相当专业，中

央公园、大都会博物馆、自由女神像等都给人以

深刻印象。

第三天，我们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全球金

融中心华尔街，从圣三一教堂到老市政厅，从华

尔街的证券交易所到铜牛雕塑，无不给我留下了

美好回忆。三十五年前，在上海陆家嘴建设金融

中心的设想，就源于对曼哈顿的向往，回首往事，

历历在目；今天终于能探访实地，身临其境，感

慨万千。漫步在华尔街林立的高楼间，比较着陆

家嘴与曼哈顿不同的气息，深深地感觉到：中华

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虽有近代百年的屈辱和

落后，但只要假以时日，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必定能在复兴之路上走得更加稳健。

探望小学弟

2018 年 10 月底，我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的一场小型演出中，结识了母校交响乐团的优秀

小提琴手、哲学系 2019 届的李林峰学弟。当时

得知他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发展”专业深

造，此行我特意安排在由纽约前往华盛顿途中顺

路在费城停留，探访一下这位小学弟。

他乡遇故知，实乃人生幸事。小学弟来自美

丽的山城重庆，为了缓解思乡之情，也为了我自

己的“中国胃”考虑，由我做东，选择了一家名

为“大汉王朝”（Han Dynasty）的川菜馆。出

乎意料的是，这家坐落于宾大校园的餐厅，不仅

店内极具中国特色，菜品口味纯正，而且午餐时

刻高朋满座，各种肤色年龄的客人熙熙攘攘，可

见中华美食是真正的文化输出典范。

饭后，小学弟带我们参观了宾大的环境与建

筑。有着第一商学院美誉的沃顿商学院大楼尤其

引人注目。这座深红色建筑外形将传统与现代相

结合，室内装饰则是商业与文化并重，令人印象

深刻。一路上我们一起回忆往事，畅想未来，言

谈甚欢。小学弟的音乐特长在宾大继续展现，应

了一句老话：“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真心祝

愿他能如诸多清华前辈一样，未来学有所成，报

效祖国。

造访美术馆

参观弗利尔美术馆是这次旅美的重头戏。这

座美术馆收藏东亚文物约三万件，尤以大量的中

国古代文物著称，其中包括南宋《洛神赋图》在

内的中国古代名画，就高达一千两百多件，已成

为中国书画在海外收藏的一个重镇。承杜鹏飞老

师牵线，我们受到了该馆中国部主任卫其志先生

和中国书画部主任安明远先生的热情接待，得以

直接进入库房与文物近距离接触，享受了高规格

的待遇，幸哉！

穿过悬挂着弗里尔先生肖像的楼梯和一串狭

窄的走廊，在位于地下的库房中，安明远先生做

作者与李林峰（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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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点介绍，他曾对近百年来未曾露面的 4 幅佛

教题材的丝质古画作了深入研究。前两图出自北

宋的周季常和林庭桂，作品主题来自宋代的五百

罗汉图：第一幅《洗濯》，此图有款“淳熙五年

（1178）”；第二幅《天台石桥》，年代同上，

此两图画风飘逸，意境深远。后两图则来自敦煌

藏经洞，因为存于顶部，保存非常完好，因此，

又是最早被学者研究的敦煌作品，王国维先生曾

编目录。第三幅《水月观音图》，年代在公元

968 年，其特别之处是观音呈男相（据悉在南宋

时才改为女相）；第四幅《地藏菩萨图》，其特

别之处在于：1、头部为半侧像，有着印度—西藏—

敦煌之文化传播路线。2、头上顶光蓝色出自阿

富汗北部。3、头巾、服饰有朝鲜风格。此画虽

出自敦煌，然在其内涵中包括了三个地区的文化。

安明远先生还运用 X 光透视和电子显微镜观测等

现代手段，并结合传统，对历史

记载、绘画风格进行了考证，成

功地确定了这些作品的准确年代

和部分作者的信息。他对中国文

化的热爱和严谨的研究态度令人

肃然起敬，使我们颇有相见恨晚

之感。 

馆方特地安排我们欣赏了馆

藏的中国古代铜镜，不少唐镜引

人注目。尤其难得的是，在这里

见到了一面东周晚期帝王所用之

六龙镜。此镜不仅纹饰面有错金

银龙纹，还是上下两层复合的奇

妙之器（照容面凸起）。我伫立

东周晚期帝王所用六龙镜（弗利尔美术馆藏）

水月观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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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带走任何实物。在早年书信中，他就以“伟大”

一词来形容中国人民，并断言中国未来必定会赢

取与其辉煌历史相称的国际地位。

美 国 之 行 已 经 结 束， 弗 利 尔 先 生 名 言：

Study in connoisseurship （直译为：在鉴赏中研

究）深深地启发了我：在传承中华文化的事业中，

我们不仅需要科学的方法和态度，还要提升自身

文化与美学修养，才能聆听到中华民族祖先穿越

数千年历史与我们的对话。 

（作者 1964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他

曾先后向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捐赠铜镜 274 面，

这些捐赠品现已成为该馆的重要馆藏。）

良久，细细观览，

欣喜莫名。这面错

金银六龙镜，曾载

梅原末治《洛阳古

墓聚英》第四十九

图，故知此镜当由

洛阳金村出土。

洛 阳 金 村 地

处 中 国 河 南 洛 阳

汉 魏 古 城 东 北 角

金 村， 一 直 是 东

周 皇 家 古 墓 所 在

之 地， 墓 葬 年 代

前后历经 138 年之

久。1928 年， 一

场 大 雨 使 得 洛 阳

金村的地面陷落。

查 找 原 因， 其 下

竟 是 一 片 古 墓，

此 事 很 快 惊 动 了

加 拿 大 传 教 士 怀

履 光 及 美 国 人 华

尔纳。数年之内，

在他们的指使下，8 个周天子的王陵被全部挖空，

这些大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金银器、漆器、玉

器等数以千件稀世珍宝大量流散海外，而后成

为世界各大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的珍藏，这是

近代中国文物流失的一个缩影。

经馆方同意，我对此镜资料做了采集，其图

片已用于拙著《华夏龙鉴》之封面。

查尔斯·朗·弗利尔（1923-1983）生前决定

将全部财产都捐赠给弗利尔美术馆，之后别的藏

品也均来自个人捐赠和市场收购。弗利尔本人曾

多次访问中国，并曾资助过河南安阳的考古活动。

令人感动的是，他在中国期间仅留下影像资料而

作者与弗利尔美术馆中国部主任卫其志先生（左一）、中国书画部主任安明远（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