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5月11日 星期四
编辑／刘婷 校对／闫方 首席组版／绿萝 文化洛阳 13B

廖宝秀可没乾隆皇帝那么高调。她
与古物打了多年交道，常有人向她请教收
藏之道，她只是摆手：博物院工作人员不
事收藏。

这是条不成文规定，她从入行开始恪
守至今。

兴趣就是兴趣，太有目的性就无趣
了。喜欢古物不一定要占为己有，用眼睛
爱抚过它，把它放在心里，不必整日担心它
丢了、碎了，无忧无虑，反而愉悦。

就如饮茶，很多茶人到哪儿都带着讲
究的茶碗。廖宝秀精通古今茶事，那么爱
茶，此番来洛讲学，也并未刻意打点茶具。
讲课讲得喉咙发干，她顺手拿起保温杯啜饮
两口，也不问杯中茶是浓是淡，随意舒坦。

“喝茶是生活的一部分，累赘过多，乐
趣就少了。”这是她的品茶观。

她是怀着游历观摩的心态来洛阳的。
此前，“洛阳”二字对她来说，只是书本上记
载的千年帝都，青铜器、唐三彩的故乡，厚
重而沧桑，遥远而模糊。今日，她闻到了真
切的牡丹花香，见到了热情的洛阳人，方知
何为洛阳，何为河洛郎。

生活也是这样吧，水到渠成，大巧不
工，情到浓处情转薄，千盏饮遍始知真。

廖宝秀不愿一辈子被绑在台北“故宫
博物院”，自从来过祖国大陆，她的心便有
了不同寻常的律动。

每隔一段时间，她都会来一趟祖国大
陆，追寻不同瓷器的烧造窑址，探访清代乾
隆皇帝的御用茶坊。

乾隆皇帝风流自负，好在文物上题诗
留名，偏偏诗写得不咋样，章又盖得不是
地方，让很多文物专家愤愤然。

廖宝秀对乾隆皇帝倒很宽容：“当真得
感谢乾隆皇帝啊，他的题诗注解，为我们提
供了许多史料依据。”

她一直想了解不同朝代的茶饮方式，
譬如唐代的煎茶、宋代的点茶、元代的煮
茶、明清的泡茶……“这不能随便说，必须
要有出处，有史料记载”。

为了印证史料，她开启了寻访乾隆茶
坊之旅：杭州、北京、承德……原址还在，
无奈时过境迁，物不是那些物，人也不是
那些人。

那些名盛一时的茶坊已几近消失，北
京北海公园尚存乾隆茶社“焙茶坞”一匾。
廖宝秀解释，此乃乾隆巡幸江南时见茶农
辛苦，回京后留名纪念的。

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器物处研究员
王建华，对珐琅彩瓷器有研究，也想与
台北的同行交流交流。

2005年秋天，两位学者在北京见
了面，相谈甚欢。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
心，几件修复好的清代珐琅彩瓷器引
起了廖宝秀的注意。

它们的花纹与台北“故宫博物院”
珍藏的某些珐琅彩瓷器如出一辙，好
似原本是一对，只是瓷器身上有明显
的裂痕。

“我去查了查，发现它们的器名跟
台北的完全一样。好奇怪，怎么北京
这边刚好有这些东西？为什么它们会
破损呢？”

是啊，怎么回事，好好一对瓷器，
为什么一件在北京，一件在台北？

这要从当年国宝迁台说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躲避日军

战火，北京故宫博物院将一大批珍贵
文物打包装箱，悄悄藏到了南京。

万万没想到，抗战胜利后，这些国
宝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颠沛流离。

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撤往台湾，
不甘心丢下国宝。于是，从1948年到
1949年，共计5606箱文物被陆续运
往台湾。本是一对的瓷器，可能是装

箱时不小心打破了一件，国民党便将
其留了下来，只带走完好的那一件。

箱中宝物价值连城：东汉玉辟邪、
良渚玉琮、珐琅彩山水楼阁碗、汝窑无
纹水仙盆、定窑婴儿枕……还有从洛
阳、新郑、安阳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唐
三彩、甲骨。

随着这些文物去台湾的人，如今
大都离开了人世。在前往台湾的那
一刻，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台湾只是一
个中转站，谁知这一去，至今未能回
归故土……

廖宝秀感慨万千，写了一篇文章
《寻找另一半——为故宫珐琅彩瓷
配对》。

它们被分隔在北京、台北两地的
博物院中，文物不言，却是明证，证明
海峡两岸同根而生，中华文化的薪火
相传绝不会因为海峡相隔而中断。

好比《富春山居图》，火焚而断，一
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半在台北“故
宫博物院”，历经多少年分离，终在两
岸爱国人士的团结协助下，于台北“故
宫博物院”合璧重现。

廖宝秀在现场见证了那个历史时
刻，“每天都有好多人一大早来排队看
画”。她说，除了“感动”二字，再没什
么言语可表达她当时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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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两个故宫博物院，一个在
北京，一个在台北。

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65
万件，其中超过九成的文物来自北京
故宫博物院旧藏及遗存。

1979年，廖宝秀从日本留学归
来，经过几轮考试，进入台北“故宫博
物院”工作。

一开始，她被安排做日文导览，专
门接待日本游客。日本人对中国陶
瓷、书画大有兴趣，廖宝秀近水楼台先
得月，每天都在看陶瓷、讲解陶瓷，逐
渐对瓷器研究入了迷。

后来，她转到器物处工作。在收

集、整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献资
料时，她发现文献记载的一对清代珐
琅彩瓷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实际
馆藏仅一件。

另一件瓷器遗失在哪里了？廖宝
秀多方打探寻找，未果，直到她偶然看
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发行的纪念图册。

图册上有一件残缺的珐琅彩瓷
器，她感到十分眼熟：咦，这件瓷器看
起来跟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件一模
一样，莫非它就是自己遍寻不到的另
一件？

为了得到更详细的信息，她决定
到祖国大陆走一走。

寻找另一件

国宝跨海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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