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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坝的中国
人若问起：“哪个是
戴谦和？”答曰：“就
是冬天喜欢穿‘抱鸡
婆棉鞋’那个洋人。”

戴谦和于 1908
年踏上中国的土地，
是华西协合大学开
办时的第一批教师，
直到1948年退休回
国，在成都生活了40
年。

名如其人，真是
“谦和”，中国人叫他
“戴洋人”。据他的
学生回忆：“先生非
常简朴，衣着很不讲
究。老穿一件过时
的旧西装，袜子破
了，皮鞋坏了，衣服
烂了，修理补缀了再
穿。他是西洋人最
不 讲 究 的 一 位 先
生。冬天喜欢穿中
式棉鞋，夏天爱穿黄
色短裤，进城总是跑
路。他说：‘跑路又
经济，又可以运动一
下身体’”。

戴谦和五次任
理学院院长、数次兼
任数理系系主任，曾
培养了中国最优秀
的天文学家李珩（晓
舫）等一大批人才。
最值得称道的是，他
创建了华西协合大
学博物馆，并担任了
18年的馆长。博物
馆集收藏、陈列、展
览、研究、教育于一
体，戴谦和承担了馆
内全部事务。他支
持了葛维汉发掘三
星堆，真是奇功盖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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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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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在博物馆，
从石器时代几步就跨
越千年，走到汉代。
汉砖、汉阙拓片、陪葬
的陶制人物，让我们
听到了两千年前的笑
声。说书人在笑，杂
耍人在笑，农妇在笑，
家禽在笑。一座农家
院内，有家禽，有猪和
牛，与至今犹存的川
西农家大院没有太大
的差别。

走 近 了 汉 代 的
“农家乐”，陶俑都带
着笑，有抿嘴微笑，有
捧腹大笑，真是笑得
丰富多彩。那时人们
过着简朴、单纯的农
耕生活，容易满足。
再看现代人，整天忙
忙碌碌，不时皱紧眉
头，哪有这种天真的
笑。可见，百倍的物
质财富，并不能给人
们带来百倍的欢乐。

除了叶长青，另
一位帮助戴谦和的人
就是内地会传教士陶
然士，擅长用中文写
作的考古学家。他为
博物馆收购了5000件
藏品，主要是汉代和
羌族文物。1908 年，
他就在乐山发掘了一
座崖墓，就像打通了
一条时间隧道——他
到了东汉。陪葬的，
几乎没有一样物品被
当地老百姓认为是值
钱的东西，全是大大
小小的陶俑，人人，狗
狗，马马。而在考古
学家眼中，却看到了
近两千年前东汉人鲜
活的生活场景。

陶然士还是发现
和考证称为四川“蛮
子”遗址的第一个西
方人，也是最早发现
华西石棺葬陶器遗物
的学者。他致力于四
川 古 代 历 史 研 究 ，
1916年成都华英书局
出版了他的学术著作

《成都早期历史：从周
朝 到 蜀 汉 王 朝 的 灭
亡》。1922 年翻译了

《华阳国志》中有关蜀
国的章节，并发表在

《华西教会新闻》上，
将古蜀文化介绍给西
方读者。陶然士亦是
羌族研究的先行者，
其最重要的学术贡献
是对羌族的宗教信仰
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
阐述，专著有《青衣羌
——羌族的历史、习
俗和宗教》、《羌族宗
教的基本精神理念》
等。因其在华西考古
学和文化人类学方面
的卓越建树，被当代
民族学和人类学家李
绍明视为中国人类学
华西学派的主要人物
之一。

熟知他的朋友说：“戴谦
和不是考古学家，却是最热
心的‘票友’。他的兴趣爱好
实在太广泛了，一生都在研
读百科全书。”

他喜欢仰望天空，关注
风吹雨晴，每天详细记录成
都天气，坚持了40年。他还
请华西协合大学数理系毕业
的张静如作助手，帮他作记
录，以此研究太阳辐射和气
温，了解哪些作物适合成都
地区生长。华西坝的人士
说：“要知道成都的天气如
何，去问戴谦和吧。”

他还注目大地，从地理、
地质到地下埋藏的文物，都
怀有极大的兴趣。在广汉三
星堆文物初露端倪之时，他
就预言：“这个地区，将可能
发现早期人类化石。”说这话
25年后，在广汉以南，果然发
现了“资阳人”头骨化石。

最早来华的传教士对中
国少数民族文化不太重视，
更谈不上了解与尊重。莫尔
思、戴谦和改变了方针，华西
边疆研究学会将华西这块土
地上的人文活动作为研究重
点时，博物馆的独特与个性，
就变得更加鲜明。

走在老街古巷，戴谦和
的眼睛老盯着窗户？对，他
就是在钻研中国的窗户。经
30年努力，他竟收集了6000
多种从秦汉到明清的窗格式
样。他喜欢中国的窗户，在
华西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凌空
吊下的雕花窗户，成了独特而
典雅的装饰，真令人叫绝。
1937年牛津大学出版其所著

《中国窗格图案》，1943 年哈
佛燕京学社再版。该书运用
西方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传
统建筑艺术，融科学与艺术
为一体，是国际汉学界研究
中国窗格图案的权威之作。

他曾邀请博物馆的同事
到他家做客，同事们发现了几
只毛色鲜亮的小鸟在小院里
盘桓。再细看，在一片草坪的
角落，有一个石头打制的圆
盘，盘内有浅浅的清水，还有
一碟鸟食。小鸟们飞来饮水，
啄食，欢快地啼鸣着。戴谦和
压低了嗓门，向同事介绍：“这
是我家的常客，老朋友。”原
来，戴夫人喜欢观察、拍摄鸟
类，有了这鸟儿们戏水、饮水、
啄食的好地方，给夫人创造了
极佳的研究与拍摄机会。当
时，戴谦和那一副得意快乐
劲儿，简直像个老顽童。

但是，在博物馆的
建设方面，戴谦和不但
不“谦和”，反而显得

“野心勃勃”。
首先，他一提及大

学办的博物馆，言必称
“哈佛”：“现代大学如
果没有一个好的博物
馆，是不完善的。一些
一流大学不仅拥有博
物馆，而且还创办有几
个博物馆，如哈佛大学
拥有福格艺术博物馆、
皮博迪博物馆、日耳曼
博物馆、生物博物馆、
植物博物馆。”

黄思礼说：“华西
被公认是一个人种学
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
家的天堂。华西边疆
研究学会应积极参与
葛维汉博士的博物馆
活动，我们可以在物质
方面协助他，建成一座
名声在外的博物馆，是
世界其他地方所不能
超越的。”

戴谦和的好友、当
时还在为美国国家博
物馆收集标本的葛维
汉，看到了博物馆的紧
迫性与重要性：“这些
文化遗产是非常丰富
的 ，现 在 正 濒 临 消
亡”。他呼吁“为博物
馆作出贡献，在它们消
亡 之 前 收 藏 于 博 物
馆”。他坚信“（华西协
合大学的）博物馆有朝
一日将成为世界上最
伟大的博物馆”。

1914 年，华西协合
大学仅有一个博物部，
辅助戴谦和的是陶然士
和叶长青。这两位传教
士熟悉“藏彝走廊”，见
多识广，眼光锐利，戴谦
和如获天祐神助，不断
施展吸入文物宝藏的

“法力”。
在现在川大博物馆

走廊墙上，有一张华西
边疆研究学会 1934－
1935年度学术执行委员
会的合影，居中一位大
腹便便的学者，就是叶
长青。他是长者、先行
者，站立在第一排正中，
两边的学者都坐着。或
许，从这张照片，让我们
知道他的地位，他是边
疆研究会唯一的一位荣
誉会长。

作为学者，叶长
青精通汉语和藏语，
甚至藏区内不同地
方语。对于发韧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藏
学研究，叶长青发表
了大量有价值的藏
学论著，无疑是民国
时期藏学研究的开
拓者和奠基者。他
以坚毅的脚步行进
在青藏高原东部横
断 山 脉 的“ 藏 彝 走
廊 ”—— 有 极 高 山
峰、低海拔冰川、湍
急河流、高寒草原和
深切峡谷的金沙江、
大 渡 河 、雅 砻 江 流
域；以近于疯狂的热
情研究贡嘎山，他努
力绘制并用文字描
述“藏东最高峰”。
他除了研究佛教传
入之前西藏流行的
苯教和传入后藏佛
教的各个派别，还讨
论藏区宗教的多样
性。最难能可贵的
是，“他将各个不同
宗教视为不同的文
化圈，相互之间存在
交流与融合。”

叶 长 青 有 一 种
不达目的誓不休的
深钻精神。他通过
上层人士疏通关系
并获得了尼庵住持
允许，走进尼庵，作
了实地考察。在《西
藏的尼庵和觉姆》一
文中，他描述了自己
深深弯腰，钻进低矮
狭窄“永远不可能让
居住者感到舒适”的
起居室，觉姆“睡觉
时必须蜷缩着身体，
或如佛像一样盘腿
打坐，在任何情况下
她们都不可能伸直
身体”。叶长青第一
次让世人知晓，觉姆
就在这样的尼庵过
着圣洁的修行生活。

从1907年开始，
叶长青就在注意收集
史前人类使用过的
石器。戴谦和、葛维
汉认为，叶长青是四
川乃至华西史前石
器的发现者。他将
自己收藏的数百件
史前石器悉数捐赠
给博物馆，加上他帮
助博物馆收购的石
器。葛维汉评价说：

“它们在任何博物馆，
都会成为最好的中国
石器时代的藏品。”

玻 璃 柜 中 的 石
锛、石斧，比广汉三星
堆的文物早一千年至
几千年。当年，古蜀
先民凭着这些原始工
具开天辟地，顽强生
活。这些石器，又如
同地标一样将古蜀人
的分布，迁徙路线指
示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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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叶长青、陶
然士，还有二十多位
四川各地的传教士和
一些中国人为博物馆
作出了贡献。

馆藏的重要文物
数不胜数，最突出的
是战国时代的青銅淳
于。这一尊淳于，整
体造型优美，其盖子
雕刻极为精细，这既
是祭祀的乐器，又是
行军造饭的炊具，原
属于传教士鹿依士的
收藏品，被戴谦和借
去展览后，引起一片
赞叹。鹿依士认为这
样的宝藏放在博物馆
更有价值，就慷慨捐
赠了。鹿依士还捐有
清代铜香炉、西藏镀
金佛像等13件高品位
文物。

由毕启校长远渡
太平洋，向美国人赖
孟德募集资金修建的
懋德堂，于 1928 年建
成。懋德堂位于华西
协合大学事务所怀德
堂对面，主要用于图
书馆和博物馆。巍峨
的大屋顶，两层重檐
横空展开，左右两厢
从主楼伸出，好像巨
人张开双臂，将前来
学习和参观的师生拥
入怀中。

进入上世纪30年
代，华大博物馆又一
度称之为哈佛燕京博
物馆。

哈佛燕京学社成
立于 1928 年 1 月，是
凭借美国铝业大王霍
尔遗产基金建立的汉
学机构。学社的宗旨
是，基于共同的需要，
协商开展中美大学的
合作，共同培养精通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人
才，互派学者教学或
攻读高学位，资助出
版著作等，追求学术
性与公益性。同年，
哈 佛 大 学 与 中 国 燕
京、岭南、金陵、华西
协合、齐鲁和福建协
合 6 所教会大学获得
了 不 等 额 的 霍 尔 基
金。华西获得了每年
2 万美金的资助。学
校组建了一个委员会
来管理这笔基金，按
规定这笔基金用于知
名教授的薪金、图书
与古物的收购等。博
物馆有了固定的经济
支撑，甚至在抗战的
艰苦岁月，馆藏品也
在不断增添。

1932 年，在哈佛
大学进修考古学的葛
维汉回到了华西。那
时，酷爱古董的戴谦
和 已 收 集 了 大 量 藏
品，博物馆简直像个
超大古玩店。亟需整
理和进一步研究，经
哈佛燕京学社和戴谦
和的推荐，考虑到葛
维汉考古方面造诣很
高，更适合当馆长，华
西协合大学聘请葛维
汉 为 博 物 馆 继 任 馆
长。

戴谦和的让贤，
让出一个惊天大成果
——发现三星堆。

戴谦和（戚亚男提供）。

陶然士夫妇和
第一个孩子玛丽，
1912年。

(陶然士家族提
供，吴达民 摄)

陶然士和他的
中国朋友。

(陶然士家族收
藏，吴达民 摄)

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的陶然士相片。
四川大学博物馆供图

落成于1926年的懋德堂，一楼为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二楼为华西
协合大学博物馆。现为四川大学华西医学展览馆。（戚亚男摄于2011年）

华大博物馆
到底有多少馆藏
的宝贝。扫码上
封面新闻了解更
多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