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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命传教士设计

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相信大众已经比较熟悉。成

龙还专门拍了电影《十二生肖》。不过至今仍有很多人

会误以为十二兽首是在大水法，实际上不是的。圆明

园有三大喷泉群，分别是谐奇趣、大水法、海晏堂。十

二生肖兽首是在海晏堂。

海晏堂的修建跟乾隆皇帝还有关系。乾隆在看到

西方的喷泉后非常惊奇，就想让西方传教士结合中国

的特色打造一批喷泉，起名为“大水法”。他命令意大

利传教士郎世宁去制作。

起初，郎世宁向乾隆建议大水法采用西方裸女的

设计，但是被乾隆拒绝了。因为根据中国的习俗和认

知，这有伤风化。于是郎世宁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设

计了十二生肖的样式，并推荐法国耶稣会神父蒋友仁

监督修建，再由清朝宫廷匠师制作。

原来有喷水报时的功能

十二生肖铜像的制作非常复杂，首先用宫廷精

炼的铜铸就外形，再以錾工（也就是用小锤子一点点

敲）做出这些兽像的皮毛、皱褶等。这些生肖铜像，

身躯为石雕穿着袍服的造型，头部为写实风格，铸工

精细，兽首上的褶皱和绒毛等细微之处都清晰逼

真。铸造兽首所选用的材料为当时清廷精炼的红

铜，外表色泽深沉、内蕴精光，历经百年而不锈蚀，堪

称一绝。

十二生肖铜像均为人身兽头，原来摆放在圆明园

西洋楼景区中的海晏堂前，称为“水力钟和十二生肖报

时喷泉”。十二个兽首人身像以分列在喷水池两旁，南

边为子鼠、寅虎、辰龙、午马、申猴及戌狗，北边为丑牛、

卯兔、巳蛇、未羊、酉鸡及亥猪。十二生肖铜像每日都

会依次序轮流喷水，每到一个时辰，相应的兽首铜像口

中就会喷水两小时。正午十二时时，十二生肖兽像则

会同时喷水。

流落海外百余年

1860 年 10 月，英法联军大肆抢掠并火烧圆明园

后，大量珍宝流落海外。十二生肖铜像的兽首被割掉

带走，身体则不知去向。直到1980年，也就是圆明园被

焚毁120周年的时候，猴首和猪首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

物馆展出。

首先被拍卖的则是马首。20 世纪 80 年代末，马

首铜像在美国纽约首次被公开拍卖。当时中国刚刚

开始改革开放，没有财力去购买。马首最后由台湾寒

舍艺术中心的董事长王定干购得，后来王又将铜像转

售他人。

直至2007年，马首又重新拍卖。当时国家文物局

第一时间表达了终止公开拍卖的坚定立场和促成文物

回归的良好意愿，香港苏富比公司也对此积极配合。

当年9月，何鸿燊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花6910万港元

拍下马首，并表达了捐献给国家的意愿。面对这笔不

菲的交易，何鸿燊只是说：“6900多万港元确实是贵了

一些，但为了让国宝回归祖国，贵点也值了。”其实根据

当初拍卖行的估价，这件国宝的起拍价在6000万港元，

成交价很可能达到8000万。不过，当时收藏这件国宝

的台湾收藏家在得知何鸿燊购买文物是为了让文物回

归后，被他的爱国情怀打动，成交价也降到了6910万港

元。

此后，马首铜像一直在港澳地区公开展示，为增进

港澳同胞对祖国文化的了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发挥

了积极作用。直到今年，何鸿燊才与国家文物局举行

捐献仪式，让马首“回家”。

十二兽首归其七

目前，加上马首，已经有七尊兽首以不同的方式

“回家”。牛首、虎首、猴首于2000年被中国保利集团斥

资3000万港元购得；2003年，何鸿燊向中华抢救流失

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捐款人民币600余万元，让该基金得

以从美国藏家手中购回猪首，如今这前几首都收藏在

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内；兔首和鼠首本由一名法国收

藏家收藏，已于2013年4月26日由法国皮诺家族无偿

捐献给中国；龙首曾经疑似在台湾被拍卖过，但一直未

能确认真伪；羊首、蛇首、鸡首、狗首自1900年圆明园被

掠夺后，一直不知下落。

十二生肖兽首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更象征着中国

过去遭受的耻辱，让兽首回归也就意义非凡。相信随

着国家的日益强大，另外五尊兽首终究会回到祖国的

怀抱，实现十二兽首的再聚首。

（综合自网络）

评价历史人物，是件吃力活儿，比如评价蒋介

石。本文选取了他的对手、同事、部属等几个代表人

物对他的评价，兴许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蒋的真

实面貌。

胡汉民：
蒋“为个人斗”

在早期国民党内，蒋介石有两大政治对手，一是汪

精卫，一是胡汉民。1928年年底至1931年年初，蒋胡合

流。其间，蒋介石向胡汉民流露出欲召开国民会议，制定

一个设置总统制的约法。胡表示反对，说：“你为个人斗，

约法并不能再增高你的身价，反只能减你的信用。”

1930年11月12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开幕，蒋

胡约法之争拉开序幕。蒋在大会上提出，制定训政时

期的约法。胡则揭露说：“如今，军权高于一切，已经立

下之法，尚无法发挥其效用，便是制定了约法和宪法又

有何用？”胡汉民口中的“军权高于一切”，直指蒋介石。

陈赓：
蒋指挥间隙还收听上海股市

1931年，陈赓身负重伤，秘密转移到上海治疗。

正好赶上顾顺章叛变，陈赓被指认出来，在上海被

捕。蒋介石知道后，劝陈别跟着共产党了。陈赓不

为所动。也许是蒋念着陈赓的救命之恩，最终并未

杀他。

据说陈赓不愿跟着蒋介石，是因为看不起蒋。

他曾说过：“蒋介石作战指挥间隙还打开收音机听上

海股市，绝非真正的革命者。”

李宗仁：
蒋“就是这偏狭的人”

1948年3月，蒋介石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实行

宪政，选举正副总统。总统不用选都知道是谁，但副

总统不一样，几位候选人都很强，其中蒋最忌惮的是

桂系首脑李宗仁。李宗仁这样评价蒋介石：“他就是

这偏狭的人，断不能看一位他不喜欢的人担任副总

统。他尤其讨厌我。非把我压下去不可。”

康泽：
“他只有一个目的不变”

康泽是蒋介石身边红极一时的人物。1948年，

蒋介石任命康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驻湖北襄

阳。襄阳之战打响后，蒋介石对康泽本寄予厚望。

然而，16天后，康泽战败被俘。

1963年，康泽因为揭露蒋介石有功，获得特赦出

狱。在十多年的改造后，他这样说蒋介石：“我跟蒋介

石做事20年，为他效忠了20年……他对别动队、三青

团的讲话，真是甜言蜜语，好话说尽，使人们死心塌地

为他去卖命。但转瞬之间，他所表现的全不是他以前

说的那样。他只有一个目的不变，就是一切都是为了

掌握政权，巩固他的统治和政权的世袭。”

张学良：
蒋“后来的思想很近似袁世凯”

张学良在1991年7月开始的一系列访谈中，痛贬

蒋介石。他批评蒋介石唯我独尊，一定失败，说：“蒋

先生什么都没有，蒋经国还留下点东西，蒋先生留下

什么？没有。”张学良说：“蒋先生后来的思想很近似

袁世凯，可是没有袁世凯那么大的魄力。袁世凯想当

皇帝，他也想当皇帝，但袁还是个人物。”（最爱历史）

159159年年，，马首终于回家马首终于回家！！
圆明园十二兽首已有七尊回归

他们眼中的蒋介石他们眼中的蒋介石

11月13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在
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举行圆明园马首铜像捐赠
仪式。马首被港澳著名人士何鸿燊先生正式捐
赠给国家。国家文物局经与何鸿燊协商一致，
将马首划拨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收藏。马首终
于回到圆明园的怀抱，其159年的回归之路也
画上圆满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