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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COVER STORY

马蒂斯的作品，令人陶醉。

　　在花大把金钱收购舶来品之外，美国人亦在不断耐心、细

心地收藏正在创作鼎盛期的本土艺术家作品。

　　记者在费城艺术博物馆遇到过一位老先生。当时，这位老

者在当地画家玛丽·卡萨特（Marry Cassatt）的一幅女性肖像作

品前伫立良久。记者上前探看，发现老者用一支铅笔在白纸的

笔记本上奋笔疾书，间或一遍遍看画，或者又陷入沉思。仿若

这幅画是活的，画中人正与他对话。

　　老者自称是 DON Brewer 的记者，名叫 DON。想来，这

家叫做 DON Brewer 的媒体，很可能是老人的自媒体。老人称，

对于费城本地人来说，自己身边的艺术家，也许比来自海外的

艺术家更能激起人们的欣赏热情。

　　与美国不同，中国有着五千年历史。无论是故宫博物院，

还是陕西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单体拉出来，

都能够在世界上占有很高的位置。《新民周刊》记者今年初曾

到成都博物馆参观，都被其六个楼层，从三星堆到西汉、东汉

乃至近代的展览精品深深震撼。

　　如果说中国如今缺乏的，可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品。从

一个东方大国的角度，类似大英博物馆这样的跨洋而来的临时

展览，无疑是能够拾遗补缺的。事实上，近几年来，凡海外来华，

特别是来沪所办精品展，都曾引起轰动。但中国目前很少有真

正常设的海外精品博物馆。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富商办博物馆之事早已不鲜见。特别

是在房地产领域，譬如在国家房地产改革之初捞到第一桶金的

樊建川，如今早已不以房地产商的面目示人，也似乎不搞房地

产项目了。提及樊建川，当年的成都人会指着市中心体量巨大

的建川公馆项目，而如今，大多数知道樊建川的中国人，许多

人并不太知道这一楼盘，更多人知道的是位于成都郊外的建川

博物馆聚落。

　　还有证大的戴志康，也号称在房地产下半场退出不玩了，

去搞喜玛拉雅美术馆。国家是否能从政策面扶持各界商人所办

博物馆，让其有机会升级，有机会收藏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品呢？

　　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一个民族是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

一个重要指标，那就是其博物馆里是否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文物。

当然，如今已不是丛林草莽弱肉强食的时代了，中国不可能像当

年的英国、美国那样四处收赃，还把别国文物砸碎了运回国来放

置在博物馆。怎样以今日的手段与智慧，去完成一个民族成长过

程中需要完成的使命，正在考验中国的这一代人。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不断丰富的过程，也正是美国在二战后迅速崛起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