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金图书馆
地址：武进路455号

巴金图书馆是上海文学馆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以巴金先生命名的上海文学馆“馆
中馆”和新型文化空间，坐落于上海文学
馆整体区域的两栋历史建筑内。该建筑
群原名扆虹园（原上海公共租界靶子路
111号），清末建造，扆虹意为“映在屏风上
的彩虹”。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曾三次
莅临扆虹园。抗战胜利后，此处曾开设太平
洋印刷所和两江汽车运输公司。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
地址：多伦路201弄2号

这幢三层楼洋房建成于1924年，砖混
结构假三层，水泥拉毛墙，红瓦木窗木门。
沿街立面山墙呈曲线形，带着欧洲传统住宅
特征，是英国19世纪新古典主义住宅建筑
的经典之作。该建筑自建成后常年出租，
1929年—1930年被中华艺术大学租用。
1930年3月2日在中华艺大的教室召开了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

·广告

杨宽 守护国宝“牺尊”的往事
杨宽，历史学家，上海博物馆、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重要创建者和最初的主持

工作者。在7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他留下了专著十余部，论文360余篇，还参与了
修订《辞海》古代史条目、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秦部分、标点《宋史》等工作。杨
宽在四川北路上的“上海市立博物馆”担任馆长时，曾经为保护文物与古董商斗智
斗勇，这批文物中就有上博镇馆之宝“牺尊”。

周边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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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博物馆事业
杨宽在青浦白鹤江镇长

大，那里留有他美好的童年
回忆，“我童年时期爱吃蓴
菜，听到这种叫卖声时，必然
要请父母亲提着水桶到港边
购买。这种吃蓴菜的嗜好一
直继续到老年，如果在上海
的土产商店中看到瓶装莼
菜，必然要买回来。我爱吃
新鲜青豆、新鲜蚕豆、大青菜
和新鲜淡水鱼以及虾蟹的习
惯，都是在童年养成的。”

1926年，12岁的杨宽考
取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初
一，杨宽听历史老师讲胡适
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和梁启
超的《墨经校释》。当时，他
对《墨子间诂》很感兴趣，上海
扫叶山房的石印本《墨子间
诂》成为他通读的第一本古
书。杨宽18岁便发表了第一
篇文章《埃及古算考略》，刊登
在当时的《苏中校刊》第53、54
合期上。其实，此前他曾将
《墨经校勘研究》一文投寄知
名的《燕京学报》，但这篇高中
生论文因种种原因未能刊发。
杨宽1932年入读光华大

学国文学系，师从史学大家
吕思勉、蒋维乔、钱基博。大
四时，他加入当时“上海市博
物馆”（今长海路174号）的筹
备，担任古物的陈列布置和
编写说明等工作，并被给予
“研究干事”的职位，从此与
博物馆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为了方便工作，杨宽迁居到
博物馆附近的职工宿舍。
1937年1月，由著名建筑师
董大酉主持设计的“上海市
博物馆”正式开馆，但仅仅7
个月之后便因日军轰炸关
门，幸而藏品迅速转移，没有
遭受什么损失。
此后，杨宽先后在湘姚

中学、诚明文学院、无锡国专

（沪校）、光华大学等兼课。
1941年6月，杨宽的成名作
《中国上古史导论》收入《古
史辨》第七册上，由开明书店
出版。上海沦陷之后，他避
居青浦老家，其间编辑战国
时代二百四十年的史料。

为文物四处奔走
抗战胜利之后，杨宽受

蒋维乔邀请担任鸿英图书馆
临时史料部主任。同年11
月，“上海市立博物馆”复馆
筹备委员会成立，杨宽被聘
为委员。1946年1月至1949
年5月，杨宽担任“上海市立
博物馆”馆长。他在回忆文章
中透露，当时考虑到江湾新市
中心区的原“上海市博物馆”
馆舍曾受到炮火的损害，而
且地点太偏僻，不适宜再在
原址恢复，需要在旧市区内
另找合适房屋加以改建来
用，“决定暂时将四川北路横
滨桥原日本居留民团第一小
学校的二楼改建权充馆舍。
这座大楼共三层，经接管后，
底层作为市北中学校舍，三
楼用作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
校的校舍（校长是戏剧家熊
佛西），二层用作上海市立博
物馆的馆舍。二楼原来共有
十三间教室，除当中有一间
教室以外，东西两部的南北
两侧，都各有并列的三间教
室。我们保留当中那间教室
和西部南侧的三间教室，用
作办公室、库房和图书室，其
余东部南北两侧和西部北侧
的并列三间教室，都打通成
为一个陈列室，布置成石器、
青铜器陈列室、陶瓷陈列室
和明器（墓葬陶器）陈列室。”
四川北路上的“上海市立博
物馆”旧址，如今是虹口区教
育学院实验中学，1916年落
成的学校教学大楼由挪威建
筑设计师摩拉设计，是典型
的早期现代派建筑风格。

作为博物馆馆长，杨宽
对当时古董商偷运国家文物
至海外痛心疾首，曾发表《从
速严禁文物出口》一文呼吁
政府应对此有所作为。1948
年7月，杨宽从上海江海关得
到准确消息，有一批珍贵古
物已运到上海海关，有关人
士正和古董商谈纳贿条件，
条件谈妥就可放行出口。杨
宽想尽办法尽快见到市长，
当面汇报了情况。拿着市政
府发出的海关检查命令，他
带着博物馆艺术部主任蒋大
沂、干事张子祺及海关负责
人张学庚一起对亚细亚商运
公司运销美国纽约的17箱古
物进行了鉴定。对于当时的
情景，杨宽曾经透露：“除了
开箱和装箱由海关人员帮助
外，我们三人整整忙了三
天。其中有不少珍贵文物，
包括一批一九二三年山西省
浑源县李峪村出土的著名青
铜器如‘牺尊’等，这是我们
早在商承祚《浑源彝器图》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一九三六）中见到过照片的，
想不到会在这里邂逅原物。”
当时，古董商还采取过威胁
手段，“一方面在古玩市场上
放出谣传，说以前有人为了
争夺这批浑源出土铜器，曾发
生过一件杀人案；另一方面寄
恐吓信给我，白信笺中心有一
大摊红墨水，上面有中文打
字，命令我见信立即辞职离
馆，否则请看颜色。颜色是指
鲜血，就是说要暗杀。另外还
寄来一本厚书，中间挖有一
孔，夹有一粒子弹。我没理
睬，只是自己往来博物馆时多
加注意。”后来，这批文物一直
扣留在海关。1949年5月上
海解放，这批扣留文物成为
“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首批
接管文物，之后成为上海博
物馆的藏品。
文 沈琦华 图 金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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