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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上午，记者进入河南博物院主
展厅。在这个展厅内陈列文物20余件，均
为造型生动的唐三彩，胡人俑、天王俑和骆
驼等虽历经时代变迁，却仍色彩艳丽，此外
还有部分用于展示唐三彩烧制工艺的窑具
和模型。

河南博物院陈列部主任李琴介绍，此次展
出的唐三彩一部分由河南博物院提供，一部分
由台北历史博物馆提供。其中，台北历史博物
馆提供的文物共有10件，5件是出土于洛阳、
在抗战时期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河南博物院
前身）南迁最终送到台北历史博物馆的，另外
5件是该馆后来征集的。

为了更好地配合台北历史博物馆送来
的展品，河南博物院也特别选择了两部分拥
有不同“身世”的唐三彩，其中一部分同样是
出土于洛阳、经历南迁，最后又回到当时的
河南博物馆的，另一部分是该院面向社会征
集的。

“原本同处一地，同样经历了南迁，之后隔
海相望60多年，现在这批精美的唐三彩又在
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在家乡团聚，不得不
说这是一种曲折、奇妙的缘分。”李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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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南迁等种种经历，一批出土于洛阳的唐三彩一部分回到河南，一部分被送往台湾，
它们如今在河南博物院“联袂”展出

隔海相望六十余载，今朝“兄弟”再聚首

了解了此次展览“台前幕后”的您
是不是有兴趣去参观一下呢？此次展
览将持续至3月20日，下面就根据记者
实地参观后的感受，给您提几个建议。

1.要看一对儿摆在同一个展柜内的
唐三彩骆驼。这对儿骆驼一大一小，非常
有趣。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布展时间有
限，加之一时又难以确定来自台北的小骆
驼放在哪里最合适，大家灵机一动，决定
将它和河南博物院的一只大骆驼放在一
个展柜内。这对儿骆驼，一只来自大陆，
一只来自台湾，一大一小相互守望，不得
不说，是巧合，更是缘分！

2.要看两件天王俑。工作人员介绍，
一件天王俑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另一件
藏于河南博物院。这两件天王俑放在一
起，相貌相近，好不威风。

3.要看展厅内的介绍，里面的文字资
料上有许多唐三彩的编号，根据这些编号
再去对照文物底下的编号，或许能深切地
感受这批文物曲折的“经历”。另外，您也

可以绕到文物的背后，去看看哪些文物上
写着“宙”字，要知道，这可是它们得以相
认的“密码”。

4.河南博物院附近正在修路，目前只
能从西门进入，如果您要去参观，最好直
接从位于郑州文博西路上的河南博物院
西门进入。此外，河南博物院目前还在进
行的有“大象文明——河南历史文化展”，
该展览对河南历史文化脉络进行了整体
展示，其中有不少和洛阳相关的珍贵文物，
如果您有兴趣，可凭身份证免费领票参观。

“虽然这次我们送到大陆的唐三彩数
量十分有限，但意义是特殊的，应该说迈
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几天前，台北历史博
物馆馆长张誉腾曾到洛阳博物馆参观，他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台北历史博
物馆馆藏河南文物有很多，其中唐三彩有
120多件，半数都出自洛阳。

“我们希望能以此次展览为基础，建
立良好的开端，进行两岸文化，尤其是台
北历史博物馆和河南在文物交流方面的
再次合作。”张誉腾说，台北历史博物馆
是一个以收藏中原文物、展示中原文化
为主的公立博物馆，馆藏文物8万余件，
以出土文物为主，包括陶器、铜器、玉器、
甲骨文、钱币、袍服等。

关于台北历史博物馆的历史，张誉腾
也进行了介绍。该博物馆筹建于1955
年，最初的名字为文物美术馆，但在开馆
之初，由于台湾当局拨交的文物尚未到
位，馆方也没有经费收购文物，因此展示
的多是文物模型或复制品。1956年春，
台湾当局下令，将原河南博物馆那38箱
文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归还的51
箱文物拨交文物美术馆典藏。后来，文物
美术馆更名为台北历史博物馆。

“台湾人对台北历史博物馆的感情很
特殊，因为这里展示的多是中原文化，大
家觉得在这里能感受到华夏文明在台湾

的延续。”张誉腾说，在该馆，有安阳的甲
骨文，有许多出自河南的青铜器，还有精
美的唐三彩，这些文物让台湾百姓觉得，
虽然台湾和大陆隔海相望，但两岸百姓是
一家人。

记者了解到，这些年来，台北历史博
物馆和河南博物院及洛阳博物馆一直保
持着密切联系。就在去年，由河南省文物
局和台北历史博物馆主办，洛阳博物馆承
办的“盛世风华——洛阳唐三彩特展”在台
北历史博物馆举行。在那次展览中，我省
和台北历史博物馆分别选取唐三彩文物
60件（套）“联袂”展出。“2015年在台北的
展览，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也正是基于那
次展览，我们决定带着台北的文物回到家
乡，和家乡的唐三彩团聚。”张誉腾说。

对于这次团聚，双方都觉得十分难
得。为让文物顺利来到大陆，此前张誉
腾和工作人员，以及台湾当局文化主管
部门进行过反复沟通，可谓费尽周折。

“结果让人喜悦。”洛阳博物馆馆长谢虎
军表示，海峡两岸一衣带水，一件件文物
更是历史的见证，有了此次“破冰之旅”，
今后两岸的文物交流应该会更顺畅，也
会更加频繁，该馆今后会继续通过举办
联展、开展学术交流等方式，让双方的关
系更密切，让海峡两岸的百姓更好地感
受河洛文化、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

□记者 李燕锋 通讯员 白雪/文
记者 张晓理 张斌/图

它 们 本 是 出 自 一 家 的“ 兄
弟”，却因历史原因隔海相望。在
海峡两岸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下，分离 60 多年的它们又在家乡
团聚了……

日前，由省文物局主办，河南
博物院、台北历史博物馆和鸿禧艺
术文教基金会合作举办的“盛世风
华——两岸唐三彩交流展”在河南
博物院举行，一批都出土于洛阳的
唐代宝物“联袂”展出。

连日来，记者分别采访了台北
历史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的相关
负责人，探寻这批洛阳唐三彩背后
的曲折故事。

这些唐三彩已经分离了60多年，其间经历
了因抗战而南迁等各种历史变化，如今又能奇
妙地一起展出，您是否和记者一样，对它们的

“身世”充满了好奇？您是否会惊讶，它们身上
到底有什么标签，能在分离这么多年后顺利

“相认”？在展厅里认真欣赏这些精美的唐三
彩的同时，记者的心中充满各种各样的疑问。
在李琴的介绍下，谜底被一个个揭开。

李琴指着一件标有“唐代 传1928年河南
洛阳出土，现藏台北历史博物馆”的唐三彩天
王俑说，这件天王俑，除了造型精美，大家或许
会觉得其就没有其他特别之处了。那么，他们
是怎么识别它确实是出自原河南博物馆的
呢？“因为它的身上有一个标记。”李琴绕至这
件天王俑的后面，指着其身上的一个“宙”字
说，这就是那个标记。

随后，她又绕至一件标有“唐代 传1928
年河南洛阳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的唐三彩
镇墓兽后。在这件镇墓兽的身上，我们同样看
到了一个“宙”字。

“秘密就在这个‘宙’字上。”李琴说，

在通常情况下，在对文物建档记录时，是
按照《千字文》里的顺序来排列的，天地玄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出自同一个
地方的文物，他们会按顺序用其中一个字
来做统一标记。“有了这个标记，即使它们
分离的时间再长，也能证明它们的‘身
世’。”李琴说。

那么，除了“河南洛阳出土”这几个字，又
有哪些证据能证明此次展出的这批唐三彩的

“家”都在洛阳呢？
“我们翻阅了很多历史资料，其中在‘中华

民国二十五年’出版的《河南博物馆馆刊》上，
对这批文物的出处有明确记载。”李琴说。

随后，记者跟随李琴在展厅外的展柜内找
到了这些发黄的历史资料。其中一本馆刊上
写有“戊 十七年十月第四师第十旅旅长董振
堂在洛阳检查出土之瓦质器物二百六十余件、
呈由鹿总司令锺麟派副官孙恩荣运送到省、交
古物阵列所保存”。

李琴说，这本刊物重点介绍的是1928年
原河南博物馆一批文物的主要来源。来源

共有7个，按照“甲乙丙丁戊己庚”的顺序来
排列，而“戊”即第5个来源，“瓦质器物”即
唐三彩。

除了标记和刊物，展厅里的4个充满沧桑
感的老式木箱子也证明这批文物所经历的曲
折历史。

李琴介绍，当年为躲避战乱，这批文物进
行了南迁，正是装在这种箱子里跋山涉水，几
经辗转，从河南到汉口，又到重庆。“当时南迁
的文物共有68箱，其中38箱共5000余件（组）
文物在1949年到1950年被最终送到台湾，其
余的又运回了原河南博物馆。

李琴说，虽然经历了战乱，但庆幸的是，这
批文物无论是回到河南的也好，还是到达台北
的也好，多数保存情况较好。

记者注意到，这些箱子上大多还保留着当
时运送时贴的封条，虽然多已脱落，但还是能
看到“解放军”等字样。

李琴打开一个木箱子，记者看到箱子的内
部也有不少文字，记录的是这个箱子保存文物
的情况及来源。

隔海相望六十余载，今朝家乡再聚首

团聚

发黄的历史资料和老式木箱见证文物多舛的命运曲折

文物团聚是“破冰之旅”，两岸文物交流将更频繁

意义

如果您去看展览，这些信息别错过

建议

一件唐三彩背后标有“宙”字

精美的唐三彩

一大一小两只骆驼分别来自大陆和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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