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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大学与中国古代文物的聚散
张广存

齐鲁大学 ∀ 国际上称为山东基督教共

衣#大学 ∃
,

其前身为  % !年关国长老会传

教士狄考文来华创办的登州文汇馆
,

是中

国较早且在州际上有较大影响的教会学校

之一
。

晚清
,

在山东最有势力 的三大外囚教

会一
一美困北长老会

、

英国浸礼会和加拿

大联合教会相继在山东办学
。

& !年以后
,

逐 步 联 合发展为于国际上名噪一 时的山

东隽督教共和大学
。

该大学当时由潍县广

文书院 ∀文理院前身
, & !年

,

由英国浸

礼会所办青州∋
‘一

德书院与登州文汇馆合并

成立 ∃
、

青州共和神进学堂 ∀神 学 院 前

身
,

英浸礼会怀恩光等 (
二   )年创办

,

初

名邪罗(音真书院 ∃
、

济南共和医 进 学 堂

∀医学院前身
,

辖附属共 和 医 院
。

& %

年
,

由美国长老会聂会东在济南所办医学

堂与英浸礼会在青州所办医学堂 合 并 成

立 ∃ 组成
。

英浸礼会传教士怀恩光
,

于   )年在

青州创办郭罗培真书 院
,

附 设 有 ,’#哗古

堂” 。

& !年
,

博古堂徙至济南
,

次年定

名为 “
济南广智院

”
∀今 落东省 博物馆东

院 ∃
,

作为社会教育科隶属于山东基督教

挤冬和大学
。

根据外国差会的安排
, %年

,

北京

协和医院改组
,

将部分师生及一 笔经费移

送共和大学
。

)年
,

汉 口大同医校
、

南

京全陵大学医科亦归并之
。

于是
,

山东基

督教共和大学于拍 ) 年
,

将潍县 的 文 理

科
、

青州的神科迁入济南的新校址 ∀在今

山东医科大学 ∃
,

结束了 & !年以来
“ 四

科三地
”
的鼎足局而

。

新址与医科 ∀在今

山医大附属医院 ∃ 及济南广智院 邻 接 一

处
。

是年
,

正式定名为
“私立齐鲁大学

”

∀国际上一直称为山东 华 杆 教 共 和 人

学 ∃
。

二
在齐鲁大学工作过的外国职员

、

传教

士
,

大都是搜罗我国古代文物的 行 家 里

手
。

他们 利用其资金 及现代知识
,

厂
‘

交中

国买办商人及学者
,

又在治外法权下勾结

官府
, ∗

+下其手
,

使中国古代文明的珍贵

遗物遭到惨重的损失
。

地处黄河下游的一一东
,

是 ‘ 国古代文

明的重要发祥地
,

古代文物丰富多彩
,

于

山东方便搜集文物是外国差会不断投资扩

张齐大的目的之一
,

该校的外国职员及传

教 上也多是为此 目的而来去
。

英浸礼会教

士库寿龄
,

从在青州办学
,

就开始收集我

国石器时代文物及 自然标本
。

美国北长老

会传教士方法廉以掠购我 国古代钱币而闻

名
,

上至贝
、

布
,

一

下至明清纸钞
,

被他大

批地运往国外
。

库
、

方二氏又是 最 早 搜

购
、

研究我国商代 甲骨的外因人
。

其他还

有美国的伯尔根
、

聂会东
,

英国 的林 仰

山
、

魏礼模
,

加拿大的明义士等
。

他们 主

要不是因为在中
、

外闻名的齐鲁大学任职

而成为名人
,

倒是因其搜集
、

研究中囚
一

占



代文物而显扬于国际文物考古
、

教育
、

宗

教 界
。

齐大的外国职员及传教士
,

进行了大

最收集中国古籍图书的活动
。

, −年
,

齐

大图书馆接受华盛顿喀乃遮学院的捐款
,

设有专门班子大肆揽集中国古籍
。

原齐大

图书馆一类以
“ . ”

标 目的古籍
,

便是用

这批捐款购买的
。

三十年代初
,

又接受了

北平燕 京大学哈佛学社的捐款与委托
,

大

量购买古籍
,

总数达数万册
。

被齐大外籍

人作为酬答或售卖于海外的中国珍贵古籍

更不知 凡几
。

广智院院长魏礼漠
、

图书馆

馆长林仰山
、

社会历史系主任奚尔恩等都

曾接受哈佛大学
、

英国皇家 博物馆等机构

的资助
,

将大宗宋
、

元版珍籍及地方志带

往海外
。

/ 东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重要出土地

之一
。

齐大的外籍人
,

许多都从事了掠买

青铜器的活动
,

其中尤以美国长老会传教

士聂会东为最
。

聂会东   年来济南
,

创

办了
“医学堂 ” ,

并于 & %年扩大为
“
共

和 医道学堂
” ,

附设
“
共和医院

” 。

他曾

任该校校长兼医院院长
,

后来一度任齐大

校长
。

聂会东利用为中国官僚
、

商绅入院

治病提供方便的职权
,

搜集了数量相当可

观的青铜器
,
《齐大季刊 》第三

、

五期作

为他的
“
青铜十字专号

” 而 印行
。

林仰 0

于三十年代也 曾收买平陵城遗址出土的商

代铜器等
,

并撰写文章
,

发表于 《东方杂

志 》
。

1 ,年
,

加拿大联合教会为了收集

中国文物
,

特意把在河南搜集
、

研究 甲骨

而 闻于世的明义士调进齐大
,

主持国学研

究所
。

明义士曾接受燕京大学哈佛学社的

资助
,

收购青铜器
。

明氏所得极为可观
,

曾在齐大图书馆举 办过商
、

周青铜器专题

展览
。

明义士所得
,

后来大都送往加拿大

多伦多皇家博物院
,

该院为其专辟
“明义

士收藏专空
” 。

这个普通的传教士
,

一举

成为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
。

齐大外籍职员掠买我 国商代 甲骨的活

动更是 引人注目
。

甲骨起初 出土于安阳小

屯
,

当时人们把它 当成涩精 补 肾 的 “
龙

骨” ,

辗转贩售于 京
、

津地区
。

首先鉴赏
“龙骨

”

之上的刻字是
“

确在篆摘之前的古

文字
” 的

,

是山东福山人王露荣
,

时值  

年
。

后来贩买甲骨的古董商人范维卿
、

赵

执斋等
,

也多是山东潍县人
。

八国联军进

攻京津
,

山东东部一带的学者及古董商人

把大量的 甲骨带回家乡
。

于是
,

随 即招致

了齐大前身的几个教会学校 中传教士及职

员的规觑
。

我国甲骨外流的绝大多数
,

即

是在齐鲁大学及其所属济南广智院工作过

的外国人干的勾当
。

库寿龄
、

方法廉
、

伯

尔根三人
,

从 & 1年起就从潍县古董商手

中收购 甲骨
,

并将所得摹
、

拓或出版资料

著录
,

再将实物送往欧
、

美
。

他们被誉为

“西方最早注意甲骨之人
” ,

明义士则被

国际上公认为甲骨学专家
。

库寿龄于   !年来山东
,

在青州传教

并参办青州共和神道学堂
。

& !年冬
,

小

屯村朱绅掘得甲骨数车
,

这些 甲骨
,

一批

批从河南流往山东
,

都为库氏及方法廉所

得
。

库 氏收藏甲骨多倒卖于英
、

美
。

& %

年
,

卖给美国普林司顿大学百余片 2 &

年
,

售与苏格兰皇家博 物 馆)% &片
2 〕

年
,

售与美国匹次堡康 尼 基 博 物 馆 !1  

片
2 1年

,

售与芝加哥 自然 博 物 馆 !

片
。

方法廉
,   )年来山东

,

执教于潍县

∋
、 ‘

文学堂
,

并 曾任校长
。

据统计
, & 1年

至 &  年间
,

被方氏卖往国外的 甲 骨 达

, ), 。片
。

&  年
,

方氏还帮助当时任英 国

天津总领事的金璋 ∀汉学家
,

对 中 国 古

泉
、

甲骨有研究 ∃ 买了 & &∃ 毒
一 。

方 氏 作 为



外国人第一个进行了甲骨资料整理工作
,

& %年
,

在美国出版了 《中国最 早 的 文

字 》一书
,

仅比中国出版刘鹦辑 《铁云藏

龟》 晚三年
。

方氏所收 甲骨 的 多 数
,

于

1 −年由白瑞华辑为 《库
、

方二氏所藏甲

骨 卜辞 》出版 ∀ 1 −年
,

上海商务印书馆

石印 ∃
。

1 年
,

在美国出版了由其摹写

的 《金璋所藏甲骨 卜辞 》一书
。

美国传教士 伯 尔 根
,

  1年来华
,

& −年任潍县广文学堂校长
,

后一度任齐

大校 长
。

伯氏在外国人掠卖我国 甲 骨 之

始
,

便伙同方法廉
、

库寿龄等购求
。

他曾

将 己藏的部分甲骨捐于当时作为大学社会

教育科的济南广智院
。

1 −年
,

广智院石

印出版了 《柏 根 氏 旧藏广智院陈列河南

殷墟出上甲
户

骨写本 》
。

此书由明义士摹写

并释文
,

收 甲骨) 片
。

明义士于 。年来华
,

先是在河南传

教
。

由于近水楼台
,

他收集了大 量 的 甲

骨
,

并悉心研究
,

成为鉴别真伪甲骨的高

手
。

他是首先提出安 阳小屯为商代故都的

外国人
,

自 1 ,年至 1 )年返加拿大前
,

任齐大教授
,

主持国学研究所并从事研究
,

开设考古课
。

其间
,

他编著了 《甲骨研究

讲义 》 ,

还时常有甲骨学论文发表于 《齐

大季刊》 等刊物之上
。

他是中
、

外 甲骨收藏

家 中最富有的一位
。

自己声称历年收集达

− 万片
,

不无夸张
,

实际拥有当在 1 万片

之上
,

而商代甲骨出土至今才有 % 万片左

右
。

他所藏的甲骨
,

大部为为其 运 往 国

外
。

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现存

! 千余片甲骨精品
,

即明氏旧藏
,

近年由

加籍华裔学者许进雄博士选出缀 合 后 的

1 ) %片编为《殷墟 卜辞续编第一集》
。

其它

企图运往 34 外未果的的 甲骨
,

为明氏放置

几

齐鲁大学及南京加拿大使馆
,

解放后为

山东省博物馆
、

南京博物院分别接收
,
在

南京的共, 1洲片
,

在山东的  千余片
。

明

氏 1 )年回国后
,

曾任多伦多大学考古研

究员
,

一时被 欧
、

美 奉 为 “ 甲 骨 学 专

家
” 、 “

考古学家
” 。

明氏的杜冠
,

是 以

掠买中国古代文物换来的
。

− 年
,

山东

省政府文物部门接收齐大各类文 物 共 35

箱
, , 万余件

,

明义士个人的藏 品 占 多

数
,

其中埋藏于齐大地下的& 余箱
,

则是

明氏的精品收藏
。

三

以上简述了齐大外国职员
、

传教士个

人掠夺我国古代文物的梗概
,

但这还不是

齐大及其广智院聚散我 国古代文 物 的 全

部
。

作为研究
、

收藏机构的齐大及厂
‘

智院
,

其业务活动本身就 与我 国古代文物有直接

关系
。

本世纪上半叶的齐鲁大学是一个规模

庞大
,

院
、

科
、

系繁多的综合性大学
。

其

中的文学院 ∀ 内设 社 会 历 史 系
、

36#73 文

系等 ∃
、

图书馆
、

社会教育科 ∀ 即济南广
‘

智院 ∃ 国学研究所都有 中国古代文物的搜

集
。

, 年
,

齐大与我国教育主管机关发

生了它能否在中国教育部 门立案的矛盾
。

山东省教 育厅不予立案 ∀即不承认所授学

位 ∃ 的理 由之一
,

是图书馆藏书不富
、

文

学院教师不 够格
。

于是
,

齐大校方暨图书

馆便通过多种渠道搜集中国古籍
。

其中圾

大的一次交易
,

是通过故宫博物院某科长

的帮助
,

购到一批以地方志为主的珍本
、

善 本
,

计,  , &套
, 1 , ! & &册

。

, , 年 底
,

图书馆的藏书由上年的 , 万余册增至 % 万

余册
。

齐大图书馆 曾受哈佛大学等外国学

术机构及个人的资助
、

委托
,

收购 中国珍

贵古籍
。

为了名正言顺地取得中困政 府 的 立



案
,

齐大在三十年代
,

具 有 力 求其
“
中

学”
与

“医学 ” 、 “
西学

” 一样弛名于世

的强烈欲望
。

为此
,

成立了大学 直 辖 的
“国学研究所

” ,

并加强文学院的师资力

量
。

在这一所一院内
,

一时名流荟聚
、

群

星灿烂
。

有
8
架调甫 ∀ 名 学 ∃

、

郝 立 权

∀文学 ∃
、

齐树平 ∀文物考古学 ∃
、

马彦

祥 ∀戏剧 ∃
、

张立志 ∀历 史 ∃
、

张 维 华

∀ 中西交通史 ∃
、

周干庭 ∀经史 ∃
、

慈雨

如 ∀哲学 ∃
、

王献唐 ∀山东省立图书馆馆

长兼 ∃
、

老舍 ∀文学 ∃
、

洪深 ∀戏剧 ∃
、

明义士 ∀ 甲骨 ∃
、

曾毅公 ∀ 甲骨
、

金文 ∃

吴金鼎 ∀考古学 ∃ 等
。

抗战爆发后
,

齐大

迁都华西坝时期
,

先后来齐大执教的有顾

领刚 ∀经史 ∃
、

胡厚宣 ∀ 甲骨 ∃
、

马宗萝

∀章太炎高足
、

经学 ∃ 等
。

以上学者中许

多人的研究对象与中国古文物有关
,

个人

之间
、

个人与学校之间文物的聚散是 日常

之事
。

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初的齐大
,

是我

国历史学
、

文物考古学颇有影响的学术中

心之一
。

齐大国学研究所
,

成立于二 十 年 代

末
。

它在经济上由燕京大学哈佛 学 社 支

持
。

此项经费据说来源于铝的发明者美国

人豪尔的遗产
,

哈佛大学受委托
,

以这笔

遗产从事中国学术研究
,

并购求中国古代

文物
。

在这里先后担任主任的有来调甫
、

明义士
、

顾领刚等
。

国学所是 当 时 齐 大
“因学”

研究的中坚阵地
,

出版有《齐大

季刊 》
、

《国学汇编》等刊物
,

抗战爆发前

己 出版有专著近十种
。

它的研究偏重文物

考古学
,

工作于其 中的教员多是金石文物

方面的鉴藏家
。

明义士的多种 甲骨论著
、

曾毅公的《殷契 轰存》
、

《山东金文集存》
、

王敦化的《印 9普书录解题》以及张 士 新 的

《0+3力∀文 化史》等都是在该所工作时完成并

出∃饭的
。

齐大所辖的济南广智院
,

最初由英籍

传教士怀恩光
、

李提摩太等创办于青州
,

当时称 “
博古堂

” 。

胶济
、

津浦铁路修筑

后
,

济南的地理位置比之青 州愈显优越
,

怀恩光为了扩大基督教的影响
,

于 & !年

在济南建址 ∀今省博物馆东院 ∃
,

次年建成

并改是称
。

它是 一所中国境 内较早并有较

大影响的博物馆之一
。

虽然它的 宗 旨 在
“
广智

”
一一涉及天文

、

地理等诸近代科

学的介绍
,

但作为综合性的博物馆
,

也收

集 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物
。

该院的历届英

籍主持人
,

如怀恩光
、

魏 礼漠
、

林 仰 山

等
,

都是搜集我国文物的高手
。

它也是当

时齐大及其外国传教士经常举办展览的地

方
。

齐大
、

广智院有两个时期曾得 以大宗

收进 中国文物
。

一是 , 。年以后 的 儿 年

内
,

齐大为在 中国政府立案
,

花 了大本钱
,

收效也颇巨
,

如上述
。

二是抗战爆发后至

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间几年
, 8浅争 的 动 乱

下
,

欧美差会的
“
中立

”
地位

,

使其大扮

了一笔 中国古代文物的财窗
。

抗战爆发后
,

民间个人所藏文物的出

售
、

流佚情况可想而知
,

政府文物机构散失

所藏也是严重的
。

抗战胜利后山东省图书

馆馆长罗唐复总结其事说
8

省立图书馆及

所属金石保存所
,

在抗战初期
, “总计

一

占

籍损失 ,1 万 , 千余册 0 铜器 大小损 失 1井

余件 0 砖瓦损失 , & 。余件 0 古 陶
二

器 损 失

!, &余种 0 有文字陶片损失 − , & &余片 0 字

画损失 )& 余幅 0 其它如玉器
、

银器
、

石器

等种种文物之损不计焉 里 二 十 余 年之收

藏
,

忽能废于一旦
,

有不 为之痛心疾首者

钦
。 ”

当时
,
6
“国文物机构及金石文物收藏家

所散佚
、

出售的藏品
,

大都落入了齐大这

样的外国差会
、

学校等机构及外籍人手中



去了
。

伉战初期的齐大图书馆馆长林仰山

给其校外国托事部的汇报中讲
8 “因为中

国社会的急骤变化
,

古代文 物
,

无 论 书

籍
、

书画
、

铜器或瓷器都陈列出 来 出 售

了
,

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

故我们在力量范

围内购了大量的物品
,

以作将来研究的 良

好基础
” 。

综上所述
,

齐鲁大学内的图书馆
、

文

学院
、

国学研究所
、

广智院
,

做为学术机

构
,

都收藏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物
。

1 !

年
,

齐大还在其图书馆内建成
“
成章博物

馆
” ,

综合以上机构所藏中国古代文物陈

列之
。

这在当时我国境内的大学里
,

还是

极为少见的事例
。

应该提出的是
,

这些中

国文物的所有权多属办学的外国 差 会 所

有
,

而且大多数藏品后来都流向海外
。

四

齐鲁大学及在其内工作的外国职员所

收集的中国古代文物
,

随着历史的风风雨

雨
,

几经辗转流散
,

得而复 失
,

失 之 又

收
。

总之
,

收集的多
,

流于国外的也多
,

建国后转入我国文物机构的少
。

要言之
,

齐大所收文物
、

古籍
,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及 & !  年济南解放前后
,

汀过两次大的

7坟汰
。

, ! 年底
,

日军接管 了英
、

美等国在
,

7
,

0叫的机构
,

齐大也在其列
。

齐大内的中

6』文物
、

古籍
,

遭到 了一场浩幼
,

所剩无

∋+
。

诸如齐大图书馆
,

当时成为 日军伤兵

医院
,

济南广智院被改为科学馆
,

其中所

存文物
、

古籍的 损失
,丁想而知

。

其中国大部

为随 #2# 外二佼略军一起到来的所谓
“
中国学

学者 , 及 务种科学调查 团盗往 日本
。

9洲吕年
, 8乍大当局恐该校落

一

」
8 ,

7‘川人

民 ∋
一
‘ , ,

( ! 月 − 日在 #8 海举 9犷校 策 会

∀孔祥照任主事沃 ∃ 会 议 决 定 学 校 南

迁
。

后经齐大地下党的努力保留#
‘

一大批

人员和物资
,

但文物
、

古籍在有迁中损失

不少
。

齐鲁大学这所外国差会大学
,

连 6。
’

0
∗

于

的大部分校产及文物
、

古籍
,

在 弱 、年底

终于归于中国人民手中
。

− ,年 月
,

根

据我国政府
“
改造

、

调整 旧 大 学” 的 方

针
,

经华东局高教委员会决定
8

齐大校名

撤消
2
其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仍称为

“

山东医学院
” ,

校址设原齐鲁大学内
2

文学院分别并入山东大学
、

山东 师 范 学

院 2
理学院分别并入南京大学

、

山东农学

院
2
其文物则移交于山东古代文物竹理委

员会 ∀后入藏山东省博物馆 ∃
。

值得一提的是
8

明义士 1 )年归国前

曾掩埋于地下 箱文物精沉
, ,

知情者林仰

山秘而不宣
。

− 年秋
,

经齐大 职 员 揭

发
,

林氏 ∀时任校
一

长 ∃被迫交 出埋藏示意

图
,

被校方暨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依图

开掘出来
。

连同齐大 原 存在 1 粕共计

箱各类 文物
,

共 计 ,  & 件
,

其 中 甲 骨

 & & &余片
。

− ,年抢月
,

济南广韧院由山东省 自

然科学教育研究所接管
,

后改为省 自然博

物馆筹备处
, − !年又合并于山东省博物

馆
。

广智院与齐鲁大学 由分到合
,

含而 又

分
,

但其所集中国古代文物
,

在流散许多

之后
,

剩余部分最终归属于人民 的 傅 物

馆
。

∀作者单位
8

山东省文化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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