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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头归还的缘起（下）

上期介绍了日本女子木户
加奈来中国归还玉佛头的原
因，本期接着介绍此事的前因
后果。

当年，许一城和木户有三
并没有跟随大部队行动，他们
被李济委托去执行一项秘密任
务。他们于1931年7月出发，
一直到8月底才再次出现，消失
了一个半月时间，却没有提交
任何报告，也没留下任何记录。

李济的这次大排查后来因
为时局变动无疾而终，许一城
回到北平，木户有三回到日本，
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称在中国
寻获武则天明堂玉佛头，并称
赞许一城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
用。

于是，国内舆论哗然，无论
是李济还是五脉都承受了极大
压力。后来，许一城被枪决，五
脉因此元气大伤，李济也因此
事受到了牵连，一怒之下与日
本方面打起官司来。后来抗战
爆发，李济护送文物南迁，便无
暇顾及此事。

这尊玉佛头流落日本后，
落入“支那风土学会”手中。可
木户有三提出一个要求，希望
这件文物不公开展示。于是它
被收藏在“支那风土学会”专属
的博物馆内，只有有限的几人
能够看到。木户有三从那时
起，身患重病，一直卧床休养。

抗战胜利后，日本右倾组
织包括黑龙会在内都被美军取
缔，“支那风土学会”逃过一劫，

改名东北亚研究所。李济曾经代表战胜
国中国东渡日本调查和收回被掠夺的文
物，结果东北亚研究所搪塞说玉佛头已
在轰炸中被毁，李济无功而返。

木户有三在20世纪40年代去世，他
最疼爱的孙女木户加奈长大成人，继承
祖父衣钵学习考古。她在一次无意的调
查中发现了玉佛头的下落，这才知道玉
佛头与中国的渊源。出于对中华文化的
热爱，她认为祖父当年做错了事，希望能
把佛头归还中国，以抵偿她祖父当年的
罪过——当然，最后这句是她的说辞。

我听了这个故事，与黄克武的故事
对照来看，许一城的经历差不多可以搞
清楚了。可是，这两个故事都缺少最关
键的一个环节：在1931年两人消失的一
个半月里，木户有三和许一城去了哪
里？做了什么？

这段经历至关重要。可是三个当
事人里，许一城已经被枪毙，木户有三
死了，李济在台湾也没活几年就去世
了，唯一的指望是他们会不会留下一些
文字记录。

我问木户加奈：“木户有三当年不
是在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玉佛头的
论文吗？请问你手里有论文原文吗？”
她转身从里屋取出一个文件袋，里面装
的是一份学报剪报的复印件，旁边还附
着中文译文。

我读完以后有些失望。这报告很
短，倒更像新闻稿。木户有三有意无意
地省略了细节，只是含糊地说“在中国友
人许一城的协助下在内地寻获玉佛头”
云云，没有有用的信息。全文大部分段
落在吹嘘大日本帝国在文化方面的丰功
伟绩，跟“文革”大字报很像，全是空话。

木户有三能得到李济的青睐，学术
水平一定不低。他把论文写成这样，似
乎是故意隐瞒1931年的经历。

“这么说来，玉佛头现在在你手
里？”黄烟烟问。

“准确地说，是在我家族中收藏，其
处置权则在东北亚研究所手里，我也无
权单独决定。我能拿到的，就只有这几
张照片而已。”

药不然怒道：“那你还跟我在这儿
废什么话！我告诉你，中国人民的感情
被严重伤害了，你可要吃不了兜着走！”

木户加奈连忙解释道：“玉佛头我
一定会归还贵国的，只是相关的协调工
作还在进行，现在距离成功只差一步。
只要贵方能够帮我，我有把握说服东北
亚研究所的那几个老头子。”

她说得轻声细语，我们听起来却别
有一番味道。图穷匕首现，这个女人果
然不像她的外表那么柔弱。

（摘自《古董局中局》马伯庸 著）

上期讲述了两宫游览龙门石
窟遇险的经历，这一期介绍两宫祭
拜宋太祖庙，然后驻跸偃师、巩义、
开封，离开河南的情况。（编者注：
有学者考证，两宫在洛期间其实并
未祭拜宋太祖庙。）

据史料记载，慈禧太后和光绪
帝九月二十日回到洛阳行宫。二十
一日，慈禧太后去了爽明街，也就是
曾经的双龙街。慈禧太后为什么要
去爽明街呢？因为在这条街上曾经
出生了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
赵匡胤及其兄弟赵匡义，在这条街
上还有一座宋太祖庙。

据民间流传，后唐天成二年
（927年），洛阳城北出了一件异事：
赵弘殷将军的家被一股红光紫气
笼罩，大家惊讶这是天现异象。赵
家有儿子出生了，就是后来开创宋
朝三百年基业的宋太祖赵匡胤。
后来，大宋王朝的军队就驻扎在这
里保护赵家的祖基，故称“甲马
营”，宋以后人们误为“夹马营”。

宋太祖庙西边是赵匡胤和赵
匡义的出生地。宋太祖当上皇帝
后，下诏对其父赵弘殷的“宣祖旧
宅”进行扩建，时经七年，至道元年
（995年）正月完工。建筑规模占了
整个兴道坊，分为265个小区，宋
太祖还赐名“洞真宫”。庙东，明朝
福王朱常洵在沟北修建了洛阳城
最大的、金碧辉煌的寺院“护国迎
恩寺”，崇祯皇帝还亲笔为此寺题
名，因寺在城东，人称“东大寺”。

寺西建有药王庙；寺南在元代
后期建起一座岱岳观（泰山庙），为
洛阳最大的奶奶庙，面积5400平
方米，观内有四进大殿，60间厢房，
内供泰山奶奶。泰山庙西北就是
慈禧和光绪皇帝18日烧过香的千
祥庵以及存古阁。在存古阁北还
有一个三贤祠。千祥庵隔街正对
有贾谊祠，街南头有洛神庙。

宋太祖庙于1958年被拆毁；
“夹马营”石碑已失，只留下碑座，
2000年后修路时碑座被废弃；洞
真宫毁于宋金大战，护国迎恩寺
（也就是后来的洛一高所在地）被
日本飞机炸毁；药王庙在新中国成
立后修建三乐食品厂时被占，后被
毁；泰山庙、千祥庵、三贤祠在1951
年修建洛阳林校时被拆除；贾谊祠
在新中国建立后归洛阳地区医院
所有，后由于建设被毁。可以说，
东关爽明街是洛阳老城含金量最
高的历史文化街道。

明清两代还特别注重理
学。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
对关公大力表彰的同时，也没
有忘记洛阳的两位理学大师
程颢、程颐兄弟，后来还为二
程故里写了两块扁，并嘱咐文
悌制成匾额代为嘉许。

据史志记载，慈禧太后和
光绪皇帝九月二十四日离开
洛阳城，开始向东进发，当天
直达偃师，住在偃师县城。

九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
和光绪帝来到巩县，当时的巩
县仍属河南府管辖。巩县的康
姓富豪为了迎接两宫回銮，捐
资修建了巩县的行宫。慈禧太
后和光绪帝听说此事后非常高
兴，因此赐匾“康百万”，“康百
万”由此而名扬河洛大地。

出了巩县就出了河南府
（洛阳）的境地，慈禧太后和光
绪帝经由荥阳、郑州之后，来
到河南省会开封，并在开封度
过生日。农历十二月十五日，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离汴渡河
北上。据《河南近代大事记》
记载，河南当局奏报清廷，全
省为回銮共花费银两187万
余两。

两宫回銮，驻跸周南驿七
日，龙门一晚。河南知府文悌
迎驾有功，升任贵西道台，相
当于今日的副省长。河南巡
抚于荫霖于十二月二十日，也
就是慈禧太后离开开封的第
五天被调任，陈燮龙接任巡抚
署理河南。（摘自《洛阳这百
年》紫城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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