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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50岁以上至今居住在大陆或者移居海外的
华人对于台湾大概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怀，这是因为在他
们的青少年时期，常常听到的口号之一是“我们一定要
解放台湾！”距那个口号疯狂的时代，40多年过去了。
台湾早已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两岸的关系也已大大改
善，所以一直有去台湾看看的想法。去年11月初又去大
陆出了趟差，光临了杭州、北京和上海。与5月初的那
趟公差相比，阴霾程度和交通堵塞是有过之无不及。在
大陆期间，接到公司台北分部的邀请，去台北走了一
趟。公事办完之余，便抽出一天时间，来了个台北一日
游。

第一站当然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我心中向往
已久的地方。自出国以后，才陆续了解到北京的故宫好
像只是一个空壳，里面原有的国宝级文物现在绝大多数
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不过最近有些报道说，北京故宫
的收藏绝不亚于台北故宫。我想应该是各有特色吧！乘
坐捷运（地铁）到士林站下车，再转乘公交车，便可直
接到达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牌楼前。故宫博物院门票160
新台币（约36元人民币，6美元），但不包括语音导游
器。 其所处地名叫双溪，依山而建，风格中西结合。
依山而建的原因是后面与楼相通的山洞里藏着文物。博
物馆分两个展区，第二展区一般不定时举办特殊展览，
所以大多数参观者只去第一展览区。第一展区分三层，
展览内容分一般常设展、主题常设展和专题特展。一般

常设展展出的是最经典有名的国宝文物，如毛公鼎、翡
翠玉白菜、石头东坡肉等。而主题常设展和专题特展每
3个月更换一次展品。这是因为1949年从大陆运至台湾
的原故宫文物有60多万件，不可能同时在同一地点展示
出来。自末代皇帝傅仪被逐出紫禁城后，当时的国民政
府就建立了故宫博物院，全面清查宫藏文物。后来因战
乱，这些文物装箱后，颠沛流离，转藏四方，最后才得
已在台北安居。第二展区的文献资料馆进门处有一个展
览，详细地介绍了这些文物自离开北京故宫后的行程。
记得大陆还专门有一部电视剧讲述这些文物转运的故
事。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品总数已达69万件。

这次花了近4小时匆匆忙忙地看了一遍，感觉台北
故宫博物馆有三大特点。第一是展品的主题连续性。例
如，你可以在某个博物馆看到一俩件挺有名的镇官之
宝。但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你可以看到同一主题函盖
千年以上的不同时期的文物，如果是在任何其他一个博
物馆，它们件件都会是镇馆之宝。例如青铜器可以从西
周早期一直到汉代，陶瓷器具从公元3000年前一直到现
代。这是其它博物馆无法与之相比的。其次是展品的主
题完整性。这次看到了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明人十八学士
图，一共四幅画，分别名为琴、棋、书、画，表现了
文人雅士“四艺合一”的艺术修养和高雅情趣，令人
叫绝。第三是展品的数量多。69万件藏品，按3个月更
换一次，一次更换一万件，17年不会重复。对普通人来

说，即使想看到大部分藏品，也是可望而不可及了。当
然可以通过数字化或虚拟视频看，但味道就不一样了。
看完这些展品后的另一个想法是，如果这些文物就算都
留在北京的故宫里，也不适合在故宫里展览。因为这些
文物现在都需要在恒温、恒湿、避光、避氧气和二氧化
碳的条件下展出，所以如要想在北京的故宫里展出，恐
怕要大伤古建筑的筋骨，否则就需另辟新地点。

参观完了故宫博物院的第二站是中正纪念堂。该
纪念堂是75年老蒋去世后而建，里面展出了老蒋的生平
和用过的东西。看到许多大陆来的旅游团也在里面，顿
时心里就想，不知道有没有台湾游客去北京参观老毛纪
念堂的？恐怕没有。中正纪念堂在阿扁当政时，曾被改
名为民主纪念堂，前面的广场也被改为自由广场，纪念
堂里面老蒋的坐姿铜像也险些遭难。马英九执政后，恢
复了中正纪念堂的名字，但是自由广场的名字没有改回
去。据说现在要想在自由广场集会举行示威，发表演
说，只需向有关部门备案，无需批准。这也是台湾民主
进步的象征。自由广场的两边还有宫殿建筑风格的国家
戏院和国家音乐厅。此番景象，让我想起了人的本性，
看惯了某样东西，总想换换不一样的。台北没有像北京
那样有紫禁城等众多的宫殿建筑，便营造了宫殿式的戏
院和音乐厅，而北京有着太多的宫殿建筑，于是请洋人
设计造了一个极具当代风格的鸭蛋作为国家歌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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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移形换步（印第安纳） ▲ 故宫博物院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