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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明堂玉佛头失窃案

我小时候就对爷爷充满
好奇，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
到，他会是一个汉奸！

黄克武看到我的反应，没
有流露出丝毫同情，继续冷酷
地讲述——

“五脉自唐初始创，以鉴
宝知名于世，历经唐、五代、
宋、元、明、清，一直延续到民
国，声望不堕。那时候还没有
中华鉴古研究学会这个机
构，时人都把五脉称为‘明眼
梅花’。清末时局大乱，无数
古董流落民间，一时泥沙俱
下，良莠不齐，正需要鉴宝人
掌眼把关。那时候，五脉的掌
门正是白字门的家长、你爷爷
许一城。”

“许一城是个天才，五脉
在他的带领下声望达到巅
峰。那时节，在京沪等地，提
起许一城和‘明眼梅花’，人们
无不佩服。买家若是一听这
玩意儿被许一城鉴定过，问都
不问，直接买走。”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
五脉却出了一件大事。1931
年，许一城鬼迷心窍，跟一个
叫木户有三的日本人勾结，木
户有三潜入内陆。木户有三
回到日本后，在《考古学报》上
发表了一篇游记，说在中国友
人许一城的配合下，寻获了一
件稀世珍宝‘武则天明堂玉佛
头’，还附了两个人的合影和
那个玉佛头的照片。”

“日本媒体大肆宣扬了一
阵子，消息传到中国以后，舆

论大哗，纷纷指责许一城是汉奸，五脉
也因此在藏古界声名狼藉，几乎站不住
脚。”

“这件大案被媒体起了大标题《鉴
古名宿自甘堕落，勾结倭寇卖我长城》，
着实哄传过一阵子。拜他所赐，我们五
脉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五脉的家
长找到许一城，要求他澄清或解释，他
却拒绝了，什么都不肯说。民国政府将
他逮捕，判决很快就下来了：死刑。”

“许一城很快被押赴京郊某一
处的刑场执行枪决。与此同时，五
脉的家长也罢免了他的掌门之职，
同时把许家开除。从此，五脉就变
成了四脉。”

“许一城的老婆倒是个有志气的女
人。她带着儿子离开五脉，从此再无音
信。经过这一次打击，四脉气象大不如
前，后来又赶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更加衰微。一直到建国以后，在总理的
关怀下，四脉才重新改组成中华鉴古研
究学会，获得新生。”

听黄克武讲完以后，我惊愕得说不
出话来。如果他的话属实，那我爷爷还
真是一个大汉奸。

武则天明堂，在中国建筑史上属于
空前绝后的杰作——可惜建成以后没
两年，就被大火烧没了，不然留到现在，
绝对能与故宫、乾陵、长城并称古代奇
观。武则天对明堂如此重视，里面供奉
的东西自然是奇珍异宝。随便一件东
西流传到现在，都是国家一级保护文
物。我爷爷许一城居然盗卖明堂里的
玉佛头，那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你现在明白了？当初许家做下那
等无耻之事，还牵连了其他四脉，五脉
根基几乎为之不保。你若想重回五脉，
就先把你爷爷的罪孽清算清算！”

刘局估计是看出了我的尴尬，轻轻
拍了拍桌子：“黄老您别激动。许一城
做错了事，那是他的问题。小许与许一
城虽是爷孙，可许一城死的时候，他还
没出生呢。”

黄克武冷哼一声：“照你这么说，我
们就该像没事一样，跟这个许一城的孙
子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荒唐！”

刘局赔笑道：“依您老的意思，小许
该怎么样才能重回五脉？”黄克武思忖
片刻，开口说道：“若想让许家重归五
脉，也简单。他爷爷不是把那个玉佛头
卖出去了吗？他若是能弄回来，我黄家
亲自把他抬进五脉！”

“小子，你能做到吗？”黄克武问。
我心中愤懑，转身要走，刘局微微

一笑，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就不想替你
爷爷许一城平反？”

（摘自《古董局中局》马伯庸 著）

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加减
法，我们的目的是把那些被有意
或无意淡忘的、被驱逐到记忆深
处的历史情节“打捞”出来，并把
它们链接成一个时代、一个历史
阶段的篇章，为您轻松展现那个
时期（1901～2000年）洛阳历史的
来龙去脉！

洛阳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
建都时间最长、朝代最多、年代
最久的古都。公元 1071 年，著
名的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来到当
时的西京洛阳，开始了历史巨著
的编撰工作；1084年，名垂千古
的历史名著《资治通鉴》完成。

“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
阳城”，他在完成了这本史学巨
著之后，写下了这一让后世洛阳
人很受用的千古名句，发出了对
这座城市辉煌历史的由衷感慨！

不过，北宋时期，洛阳前朝
的建筑毁灭殆尽，洛阳城中的居
民大都流离失所，后来不断迁来
移去的洛阳人，对曾经辉煌的历
史已经知之甚少。直到20世纪
50 年代，学者们才进一步弄清
了建都洛阳的九个朝代及其各
代君王所经历的年代。50年代
末期，时任洛阳市委书记的李立
编写了一本名为《洛阳变迁》的
散文集，其中简述并计算了建都
洛阳的朝代以及各朝历经的时
间。

李立认为，建都洛阳的朝代
有10个。其中，东周、东汉、曹
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
这9个朝代先后在洛阳建都，时
间共计934年；由于五代时期的
后晋虽然在洛阳建都，但只1年
时间即迁往开封，因此，学者们并
未将后晋计算在内。洛阳“九朝
古都”由此而名扬天下！

195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徐旭生率队来洛阳作夏墟调
查，在偃师城区西南 9 公里处
的二里头村南高地上，发现了
沉 睡 地 下 几 千 年 的 夏 都 斟
鄩。考古工作者发现，洛阳在
夏代太康、孔甲、帝皋、夏桀四
个帝王统治时期，都曾是都
城。1983 年，考古工作者又发
现了偃师商城，是商代早期的
一座大型城址。城址位于偃
师城区西部，地处洛河北岸，
与二里头遗址东西相对，两者
相距约6公里。

历史学家还发现，在商
朝晚期，周武王姬发继位后
积极准备灭商，经孟津会盟
和牧野大战之后，商纣王自
焚，继而商亡。武王回师镐
京，正式建立了西周王朝。
灭商后的第二年武王病死，
其子姬诵继位，是为成王。

成王年幼，武王弟弟周
公旦摄政，引起了“三监”（武
王之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
处）的不满，他们与纣王之子
武庚及商朝在东方的残余势
力联合起来发动叛乱。在局
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周公
旦毅然率兵东征，经三年苦
战平定了叛乱。

成王5年，周公卜洛，在
洛水北岸修建了一个陪都洛
邑，作为周王朝统治控制东
方的政治、经济中心。著名
的历史故事“周公卜洛”正是
发生在那个时候。

1958 年以后，通过对
夏城和商城的考古发掘以
及后来的不断发现，历史
工作者基本上搞清楚了其
他 朝 代 在 洛 阳 建 都 的 年
代。在经历几十年的考古
发掘之后，有“九朝古都”
之称的洛阳成了举世闻名
的“十三朝古都”。

这些朝代分别是：夏、
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
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
唐、后晋。

（摘自《洛阳这百年》紫
城 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