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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黑暗中走过来的人，最能感受到阳光的可贵。
由于无知，而把珍宝当作废品毁掉的人，一旦醒悟，对珍宝会倍加珍爱。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毁坏的古董艺术珍品不计其数，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
有些人现在回想起来，深为惋惜，深感无知，后悔莫及，教训沉痛也。
事情就是这样，当把珍宝视为废品扔掉以后，方感珍宝更加珍贵。
改革开放后，遍布中华大地逐日形成的古董、字画收藏热，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曾经被划为大右派的张伯驹，在反右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得“臭不可闻”；如今，张伯
驹则成了国人赞许、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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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藏家张伯驹》张伯驹是我国现代最着名的收藏家，他一生收藏了百馀件具有极高文物价值和艺术
价值的书画作品，如西晋陆机《平复帖》和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等，解放後将其捐献给了国家。
《大藏家张伯驹》作者是张伯驹的老朋友，他根据回忆和采访，以真实的历史事实，生动地再现了张
伯驹为了保护国家文物不致流失，克服重重困难，倾其所有收藏这些文物珍品的传奇经历。
书中穿插了张伯驹丰富的艺术活动和感人的爱情故事。
书后附有张伯驹捐献的二十六幅书画照片、以及他为这些书画所作的鉴定。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藏家张伯驹>>

书籍目录

序言引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附录
一 陆士衡《平复帖》附录二 隋展子虔《游春图》附录三 张伯驹夫妇捐献书画图录及张伯驹所作的鉴
定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藏家张伯驹>>

章节摘录

第四章一1935年，中国盐业银行的总管理处迁到上海，地址在北京西路860号。
但银行总经理和上海分行的经理很少在上海坐镇。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方各地相继沦陷，北平、天津的各大银行纷纷南迁上海，盐业银行也不例外
。
在上海静安路上远东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既是达官贵人寻欢作乐的场所，也是实力雄厚的盐业银行
等四家银行储蓄会的总部。
不久，日本侵略者侵入上海，“八·一三”松沪战事以后，盐业银行的业务同其他银行的业务一样，
一天不如一天。
金融界巨头、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左思右想，最后选定挂名盐业银行的总稽核张伯驹，调他到上海
分行兼任经理。
吴鼎昌祖籍浙江，生在四川，留学日本，曾在大清银行任职。
吴先是受到段祺瑞的重用，后又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吴除任政府财政部长，还同时兼任盐业银行总经
理。
显然，吴鼎昌在上海也是位身份显赫的人物。
一条京沪铁路，把京、津、沪的距离，一下子系在了一起，彼此间的距离，缩短了许多。
张伯驹像串亲戚一样，随时都可以往返京、津、沪。
吴鼎昌在国际饭店办公室里，同特地从天津赶来的张伯驹进行着长谈。
“伯驹先生，现在上海被日本人控制着，业务无法开展。
这是您知道的。
”吴鼎昌看着张伯驹，叹息一声说。
“想必是这样。
”身着长衫，手执纸扇的张伯驹看了看吴总说。
“谢谢张公子，您能想到就好。
”吴总渴望地看着伯驹，继续说道，“上海分行的地位，对我们的盐业银行来说，十分重要。
所以不能无人主持。
我想来想去，还是请老兄您出山，来沪屈就分行经理吧？
”“吴总，您老兄是了解余的脾气秉性的。
余从来就不喜欢做官、经商，业已闲散惯了。
”伯驹轻轻摇动着团扇，说，“余这个总稽核是挂名的，当初要不是挂名，余是不会答应的。
您现在怎么又让余到上海活受罪呢？
”“挂名一说，也不是从您张公子才有的，清朝就有，到了民国，挂名之风不过是更加变本加厉罢了
。
”吴总恳切地说，“挂名不挂名，这还要循时局需要。
老兄啊，现在时局不好，行中实在乏人，你不去担任这个职务，又有谁能胜任呢？
”“据余知道，想谋求这个职位的人可有的是。
”伯驹还不太愿意地说，“干吗非要赶着余这只笨鸭子上架呢？
”“张兄，有人已经死死地盯上了这个职位。
实话实说吧，我不放心呀！
”吴总摇摇头说，“张兄，您说我赶着鸭子上架，那么我也就赶着鸭子上这一次架吧。
连大爷您都不能替我想一想，又有谁能替我想一想呢！
嗜钱如命的人，无论如何，我是不能用他的。
”有人一定会说，难道天下无人了，让怪爷、玩爷张伯驹出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这是不是在
开玩笑啊！
其实不然，张伯驹虽然心不在“正业”，但是，他也有别人无法想象到的经营才能。
因为，有时候他却能独出心裁，令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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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一年紫禁城里要出卖一批旧地毯，雇人四处兜售，却没人答理。
但是，当兜售人找到总稽核张伯驹的时候，让人万万没有料到，怪爷听完了介绍，又看了几条旧地毯
，略加思考，便微微一笑，说：“留下吧，我全要了。
”这位银行总稽核为何要把这些破地毯全部买下来。
对于他的这种“怪”想法，在场的人们谁也无法理解。
其实，张伯驹的这种被大家认为是“怪”得让人无法理解的思维逻辑，正说明了他在收购旧地毯这个
事情上，如同他鉴赏绘画一样，独具慧眼。
是他首先发现了旧地毯中夹有金丝。
于是，张伯驹请人把其中的金丝先抽出来。
结果，光金丝就卖了三万多元。
然后再卖掉旧地毯，共赚了六万元。
当时，一百元就能买一亩地，这六万元能置多少土地哇！
此事一传开，人们无不称赞张伯驹在经商上也独具慧眼，另有一套。
显然，吴总经理挑选张伯驹兼任上海分行经理，不是没有道理的。
“要是吴兄这么说的话，我张伯驹也就只好再多一个挂名的分行经理了。
”张伯驹突然想到，应该找个机会携妻子潘素重游大上海，如今机会来了，表面上到上海当个挂名的
分行经理，实际上同妻子一起玩玩，这也很好嘛！
张伯驹想到这里，也就点头答应了。
当然，他若是知道后来为此带来的绑架之祸，即使是打死他，也是不会答应的。
“谢谢张兄对我吴某人工作上的大力支持！
”吴经理高兴地站起来，紧紧握住伯驹干瘪的双手说，“再给您物色一二个好帮手，协助工作。
”张伯驹回到家同妻子一说，潘素表示支持。
这个时候，女儿小传彩活泼可爱，非常讨人喜欢。
一家三口，稍做准备，夫妻二人携带女儿张传彩，一起启程前往上海。
当他到达上海站时，迎接他们夫妇的吴鼎昌总经理，已经恭候在车站了。
那时，张氏的房产主要集中在京、津二市，上海还没有他购置的房产。
所以，银行把他暂时安置在陕西北路培福里16号一幢洋房里。
张伯驹上了吴总的专车后，在吴总的陪同下，直接送到了16号洋房里。
房子宽敞，闹中取静，伯驹感觉还不错。
张伯驹名义上是分行经理，实际上兴趣全无，还是照旧生活在艺人文人圈里。
日常帮他处理行务的是会计科长陈鹤孙和文牍科长白寿芝。
张在洋房里住了些日子，感觉不是太方便，张伯驹同妻子潘素一商议，便把家搬到了鸭儿牌楼一处十
分安静的地方。
怪爷张伯驹，人在上海可心并不在分行，而在名士圈子里。
在名士圈里，他很活跃，下围棋、玩古董、弹古琴、赋诗填词，乐在其中。
草死了又生，花落了又开。
一晃几年的时光就过去了。
张伯驹多年养成的习惯是晚睡、晚起，可这一天不知为何，他却比往常起床都要早。
起床后，刚从卫生间方便完，还没顾得上洗漱，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妻子拿起电话，然后说：“伯
驹，您的电话。
”张伯驹接过电话，说是有一位朋友从北平来上海，乘坐的客轮在早上八点多钟抵达外滩码头，要他
去迎接一下。
到底是谁？
也没有交代清楚。
张伯驹心想，不管谁到码头见了面就知道了。
他放下电话，匆匆吃了点早餐，就走出了家门，太太潘素站在大门口，一直目送他坐上他那辆牌号
为6010的小轿车，这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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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驹想先去接朋友，然后再到分行办公室上班。
车刚出弄堂口，行人稀少，突然从旁边冲出三人拦住车。
说时迟那时快，三个蒙面人忽地拔出枪来，一跃登上小车，一把拉开车门，将开车的师傅老孔拖下车
来，其中一匪徒迅速坐进驾驶室里，另俩匪徒在其后排，一左一右，将张伯驹牢牢挟持在中间，车子
急驰而去。
老孔是分行的职员，有着多年开车的经验。
张伯驹到上海后，他就被指派专给张伯驹开车。
当时日军尚未占领租界，暗杀、绑架之风，在租界内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肆虐，因此老孔毫无防备。
他见状吓得两腿哆嗦，目瞪口呆。
等蒙面绑匪远去后，他这才缓过神来，赶忙跑回家，向女主人潘素诉说了事情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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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藏家张伯驹》由万卷出版公司出版。
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也是我国现代最着名的收藏家。
善诗词、好书画、精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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