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音简介 

国宝100，件件精彩！ 

002 昭陵六骏 

开篇 

今儿讲的这国宝是石头的，个儿还大，非常沉，特别不

好运输，但它愣是让人给运走了，运到哪儿去了呢？运

到了美国。什么时候运的呢，一百年前。 

昭陵六骏——它在今天的陕西省礼泉县。昭陵就是唐太

宗李世民和他的皇后的合葬墓。 

六骏的来历 

昭陵墓旁边本来有一长廊，这长廊有点像我们的光荣榜，

把皇上生前的业绩都搁上面，所以这青石高浮雕的昭陵

六骏呢，就安放在这上面。大型石雕有圆雕、浮雕两种。

单独存在，四周可看的就是圆雕，依附于石面之上凸起

的叫浮雕。昭陵六骏是中国文物史最著名的浮雕。六骏

是六匹马，它是有原型的，这是唐太宗李世民最喜爱的

六匹战马，是他辅佐他爹高祖李渊平定四海建国立邦时

所乘的坐骑。 

（李世民画像） 

这六匹坐骑有大名，分别是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

特勒骠、青骓、什伐赤。你听这些名字起得都特洋，一

听就是外来的，其实这真没什么洋的，这六个名字里有

五个说的都是颜色。飒露紫、白蹄乌、特勒骠、青骓、

什伐赤说的都是颜色。 

飒露紫这个紫啊其实就是咖色；白蹄乌这马可是黑的，

就四个蹄子是白的；然后就是青骓，骓本身就是青白杂

色的马；再有就是特勒骠，这骠就是毛色黄里透白的马；

什伐赤，不用问了，这马是枣红马。 

李世民当时多重视这事儿呢？贞观十年（公元636年）

李世民下诏，命当时的大画家阎立本先画出六骏。你现

在在市面上看见的阎立本的画可全是假画啊，甭打开。

阎立本是唐代首屈一指的大画家，但无一真迹存世。阎

立本画完这六骏以后呢，唐太宗就命工匠把它雕出来。

有多大呢？高一米七，宽两米，厚有尺余啊，有几吨重。

李世民还嫌这样不够庄重，亲自赋诗6首。李世民写了

《六马赞》，找人给誊抄下来，他找的是谁呢？全是牛

人。他找的是欧阳询。欧阳询写过最重要的五个大字，

你们有机会一定要看一眼，那就是我们的“观复博物

馆”。本馆建设之初，我不愿意找任何人题字，我觉得

谁也写不过古人，找来找去，我就在欧阳询的法帖里集

了这五个字——“观复博物馆”。 

（欧阳询九成宫碑） 

飒露紫和拳毛騧 

你们如果看昭陵六骏，就会发现这六骏，一共中了20

箭：青骓5箭，什伐赤5箭，飒露紫1箭，拳毛騧9箭。

中箭最多的就是拳毛騧，前面中了六箭，后面中了三箭，

身上那一个旋儿一个旋儿的都快成靶心了。 

（飒露紫） 

飒露紫是六骏中唯一旁边站着人的。这人叫丘行恭，正

低头给马拔箭。丘行恭的故事在《旧唐书》里是有记载。

李世民在洛阳邙山与王世充交战中，遭到围追堵截，李

世民当年年少气盛，孤身一人被围，他的坐骑飒露紫被

一箭射中前胸，丘行恭随即翻身下马，把自己的坐骑让

给李世民，两人拼死杀出重围。此画面是丘行恭为“飒

露紫”拔箭之前的瞬间。箭拔出之后，“飒露紫”就倒

下了。情景悲壮啊！李世民特许丘行恭入画，成为六骏

唯一带有人物的一幅。 

丢失的两骏 

1911年，中国过去的帝制社会崩盘了，兵荒马乱。袁世

凯任临时大总统后授予一个叫张云山的人陆军中将头衔。

他是陕西的军政要员，他就先挑了两匹状态最好的马——

飒露紫和拳毛騧，就拉到了他家的府邸。结果没两年，

地方势力又洗牌，袁世凯把张云山给抹了，派了陆建章

来做陕西将军，张云山费劲巴拉弄来的二骏就落在了陆

建章手里。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那年秋天，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派来一个叫毕世

博的美国人来中国调查文物，实际上就是来找点儿中国

文物。毕世博他曾经看过一个欧洲人编的《世界名马

图》，那里收录了六骏之一“飒露紫”，幸好没都全收

录，他一看那照片俩眼儿就放绿光，心说怎么能把这东

西弄到手呢？然后这毕世博就跑到了北京，找到了一个

叫赵鹤舫的古董商，这古董商三打听两打听，这飒露紫

和拳毛騧就给打听出来了，就在西安陆建章的府邸。 

那究竟这飒露紫和拳毛騧是怎么从西安运到北京的呢？

说法特多。 

（卢芹斋） 

第一个说法是卢芹斋说的。卢芹斋说1915年袁世凯下

令移至北京，他就是一干活儿的。这卢芹斋肯定是自个

儿择清自己。卢芹斋，新中国刚建国时候说他是一文物

大盗。袁世凯又是一粗人，他根本就不好这事儿，他老

说“这古玩有什么稀奇的，将来我用的东西都是古玩。”

可见卢芹斋说的不靠谱。 

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古董商赵鹤舫是受袁世凯二公子袁

克文的委托，是他给搞到北京的。 

再有一个说法和前一个贴近，就是古董商赵鹤舫主动要

求为袁世凯修花园，献奇花异草、怪石古树，他怕路上

出事儿，就从袁克文那儿搞了个封条，就是一通行证，

往上边一贴，所以一路就畅通运到了北京。 

当时这美国人毕世博并没有能力把这东西运出国，最后

古董商赵鹤舫就把这二骏卖给了卢芹斋。卢芹斋、戴润

斋、仇炎之的抗希斋，是清末民国时期西方人眼中最大

的三个古董商，这仨人过去都定性为文物大盗。他们在

民国时期跟外国人做古董生意都发了大财，解放后没人

敢回来。 

191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新建的博物馆落成，宾大希

望把昭陵六骏作为重要陈设。毕世博知道了飒露紫和拳

毛騧的下落，就建议馆长高登联系卢芹斋。1918年，

二骏运到了费城，拳毛騧和飒露紫抵达费城距今整整100

年。我们听着心里好沉重啊！ 

卢芹斋把这二骏——拳毛騧和飒露紫呢，他先借给宾大

展览，然后翻过来又向宾大借钱。这宾大博物馆就不借

他，这时候波士顿博物馆来参观庆贺。卢芹斋立刻就拿

这事儿来要挟宾大。所以卢芹斋就跟宾大博物馆说：“贵

馆能否放弃其中之一，把另一个让给波士顿博物馆。”

他说：“我缺钱呐，他们对我有帮助啊。”结果宾大博

物馆就中了招，表示要购买两骏。卢芹斋借机开了一个

高价——15万美金。这钱啊，你今儿听着不算什么大不

了的钱。这钱在今天，在北京二环路边上连个房子都买

不起啊，可这钱在100年前的北京，差不多能买半个城。

所以宾大博物馆就到处找富翁，找到了一个富翁，叫约

翰逊。美国人叫约翰逊的多了。这富商就说“得了，我

捐你们15万。” 宾大最后又跟卢芹斋讨价还价，以12.5

万美金成交。这两骏——拳毛騧和飒露紫，就陈列在宾

大博物馆入口的一侧，展柜下你们注意看，写着一行小

字，叫“约翰逊先生捐赠”。 

（宾大的两骏） 

六骏难重聚 

这昭陵六骏两骏抵达美国以后呢，还有四骏呢？这毕世

博蛇心不足，又跑到中国来了。但中国这事儿变动快呀，

物是人非，陕西都督又换人了，换成了陈树藩。毕世博

又联手古董商赵鹤舫，在1918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把

另外四骏搁马车上盗走了。 

（陈树藩） 

结果他们忽略一事儿，就是这个拳毛騧和飒露紫离开昭

陵以后呢，周圈的老百姓都不干啦。你想想，这六骏在

这呆了1300年了，周圈的老百姓乡亲们自打生下来就

看这东西，突然没了，这心里空落落的。说你们拿走了

俩，你再回来拿我这四个，肯定是不成。于是当地的乡

绅和民众就集合起来拿着家伙追赶，追上的时候这四件

石马已经被毕士博等人打成碎块，装箱了。整块太大，

太重，没法装运，所以就打碎了，太可惜了。陕西督军

陈树藩命人将四骏追回，先运回了陕西图书馆保存。 

解放以后，1953年陕西省博物馆，就是今天的西安碑

林博物馆成立的时候，接收了这四件石刻，拼合修复陈

列。前些日子我还去了西安碑林博物馆，又看到了剩余

的这四骏，另外两骏是复制品，再想想这故事，心里啊，

百感交集。 

1972 年中美关系解冻，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

前呢，想跟中国示好，就向美国的一些名流智库征求意

见说，送点什么礼品给中国最好啊？据说当时杨振宁曾

建议说你把那昭陵六骏中的这两骏运回中国，这礼物就

算够格。但这事儿太难成了。 

马爷说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我去过三次，每次间隔的时间大

概都是七、八年，十来年。当你站在中国唐代最重要的

文物——李世民骑过的两匹战马雕塑面前，每次都会感

慨世事炎凉，岁月如梭。 

这故事，从李世民打江山到今天已经有1400年了，那

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从今天这个节点往后想， 1400

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呢？那一年是3418年。 

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