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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

通过“当事人证言”窥历史真相
日本历史学者富田升撰写的《近代国宝海

外流失录》近日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该
书从一位日本学者的角度，考证了清代末年
中国文物是如何外流到世界，以及文物外流
如何影响了流入国的传统审美意识，又如何
参与了传统审美意识的近代化转型。

愤怒是一种极为日常
的情绪。愤怒的背后，是一
个充满恐惧、委屈、脆弱、无
助的自己，它让我们不断地
向外索求，想要得到他人的
关注、被他人认可，想让他
人做“我们认为对的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
出版的新书《理解愤怒》告
诉我们，深度解决愤怒，实
际上就是解决这些隐藏的
情绪。

该书是知名心理咨询
师丛非从继《自我成长的力
量》后的又一本心理学力
作。作者剥开愤怒外衣，从
引起愤怒的诸多因素入手，
厘清并试图理解愤怒是怎
么回事。

在书中，作者认为，理
解愤怒的关键，首先是看到
自己，能够明白：愤怒，并不
单纯是一种向外的情绪发
泄，它其实是我们对爱的召
唤，对关系的渴望，是生命力
想喷薄而出的愿望。它关乎
我们成长与生活的很多方
面：关系的建立与维护（亲
子、伴侣、工作伙伴）、理解与
沟通的能力、人格的养成、
自我的发展与完善，等等。

这是一本让你和你爱
的人重新理解彼此的爱之
书。处在亲密关系（亲子、
伴侣、工作伙伴等）中的人，
往往因为角色、身份的羁绊

和自我的削弱而易使关系
变得紧张，愤怒会变得极其
日常。作者从心理学建构
的维度出发，针对亲密关系
的理解与相处，给出了处理
建议和解决方式。

愤怒的背后，往往潜藏
着我们对他人的期待。作
者认为，实现情绪自由的第
一步，是不把自我意志建立
在他人身上。所以，理解愤
怒，是拿回自主生活主导权
的重要一步，不做情绪的奴
隶，只做自己的主人。理解
愤怒，也是重新理解自我的
一个过程，它让我们明白：
愤怒其实并不可怕，看到
它、理解它、转化它，我们或
许会获得更多的情绪自由。

理解愤怒后，你就会发
现：愤怒是一种评判，愤怒是
一种期待，愤怒是自我要求，
愤怒是情感连接，愤怒是一
种恐惧，愤怒是一种爱。

作者开创了以“探索愤
怒”为主题的心理自助工具
《愤怒分析表》，并随附使用
指南。此表的设计连接本
书的六大主题，从自身的愤
怒经历出发，读者可回顾相
关事件，跟着表格的提示和
步骤，探索自己的愤怒，让
情绪获得释放，快速深入地
理解愤怒，让愤怒之下隐藏
的爱，流动起来。

封面新闻记者 王卉

这些史料告诉人们，日本正
式开始青铜器收藏源于义和团运
动时期清廷内外的流出品。作者
长期研究恭王府文物流失问题，
在书中详细介绍了恭王府文物的
流出、收购、购买方、售价等，史学
价值极高。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

中心教授、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
长朱凤瀚教授如此评价该书：

“日本学者富田升先生……系统
梳理长达百余年的中国国宝流
失过程，以实证研究为依托，研
究结论有说服力。对于文物的
普查和追索、收藏与鉴定，以及
深入系统的研究，本书均有重要

参考价值！”
著名清史研究专家、国家《清

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朱诚如认
为，《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为海
外流失文物的鉴定与收藏提供了
重要参考，也为海外重要文物的
追查和回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线
索。 封面新闻记者王卉

上世纪之交，八国联军侵
华，清廷岌岌可危。内忧外患
的乱世中，数不尽的国宝流失
海外。究竟有多少国宝，经谁
人之手，以何种方式，以多高的
价格，流落于何方？

在《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
一书中，作者用100余篇亲历者
的证言、80余幅图片和20多张
表格，严谨细致追查近代国宝
外流的踪迹，并重点关注日本
人、尤其日本古董商是如何参
与了这些文物外流的过程。通
过分析历史留存下来的买卖记
录和拍卖目录等，作者试图厘
清文物外流的具体真相。

与此同时，该书通过俯瞰近
代日本接受中国文物的状况，特
别是着眼于江户末期至明治时期，
风靡一世、充满浓厚唐物雅趣和
文人雅趣的煎茶道在大正前后急
速衰落的背景，深刻研究了中国

文物给日本带来的影响和意义。
在书中，作者描述了山中定

次郎、大仓喜八郎等古董商对中
国文物海外流出的影响，通过探
寻被誉为“世界的山中”的古美术
商“山中商会”的足迹，通过阐明
文物特别是青铜器的流出及其产
生的文化涟漪，揭示流失在海外的
中国国宝是如何让日本近代鉴赏
美术发生了转型，让世界形成了中
国鉴赏美术的热潮，让中国美术
的魅力在世界范围内熠熠生辉。

该书日文原版由日本权威
NHK出版公司于2014年出版，是
21世纪以来外国研究中国文物
海外流失的一部重要学术论著。
作者富田升历经千辛万苦寻找到
当年中国古董交易方面的信息，
填补了学界研究的空白，极其珍
贵。这些史料是唯有“当事人”

“当时人”才可能知晓的实情，是
洞察事件本质的重要证言。

研究中国文物海外流失的重要学术论著

为海外重要文物的追查回购提供线索

《理解愤怒》：
重新理解彼此的爱之书

古月轩“梅花纹盘”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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