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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巩义可能为
唐青花瓷发源地

【新华社郑州 ) 月 *) 日专电】（记者
朱祥）河南文物考古部门经过对河南巩
义 黄 冶 唐 三 彩 窑 址 的 抢 救 性 考 古 发
掘 ， 近 日 获 得 重 大 发 现 ， 数 座 烧 制 唐
三 彩 的 窑 炉 露 出 地 面 ， 巩 义 市 黄 冶 村
大 片 耕 地 和 民 宅 下 发 现 唐 代 的 青 花 瓷
片 和 接 近 于 青 花 的 蓝 彩 白 瓷 。 据 专 家
推 测 ， 这 里 极 可 能 是 唐 代 青 花 瓷器的
发源地。

据介绍，(+ 世纪 ,+ 年代初期，考
古专家专门对在扬州出土的唐代青花瓷
进行分析，推断扬州城出土的青花瓷很
可能是巩义黄冶窑烧制的，但巩义窑没
有发现青花瓷，此次发现唐代青 花 瓷 ，
可以推测巩义黄冶窑可能是唐代青花瓷
产地。

油画市场跟风炒作不可取
【新华社贵阳 ) 月 *) 日专电】（记

者 周之江、石新荣）“中国的油画市
场 才 刚 刚 起 步 ， 远 远 不 够 成 熟 ， 存
在跟风、炒作等不良的风气。”中国
油画学会主席詹建俊说。

日 前 ，在 贵 阳 出 席 “ 第 三 届 中
国 西 部 大 地 情———中 国 画·油 画 作
品展 ”新 闻 发 布 会 的 知 名 油 画 家 詹
建 俊 在 接 受 采 访 时 说 ，近 年 来 ，中
国 艺 术 品 市 场 上 ， 油 画 市 场 正 在 逐
渐升 温 ，我 国 一 批 优 秀 油 画 家 的 作
品 开 始 受 到 收 藏 家 越 来 越 多 的 重
视 ， 但 这 一 市 场 目 前 有 些 混 乱 ，仍
需培育。

詹 建 俊 说 ， 相 比 传 统 的 中 国 画
而言，油画传入中国不过 *++ 多年时
间 ， 经 过 几 代 油 画 家 的 努 力 ， 尤 其

在改革开放以后，整体水准进步非常
快 ，得 到 了 国 际 艺 术 界 的 高 度 评 价 。
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一些有
经济能力的人们开始关注起艺术品消
费 这 个 领 域 。 一 个 令 人 欣 喜 的 现 象
是，过去价格偏低的油画市场拍卖价
格稳步上升。但是，由于油画在中国
的普及度较低，很多有收藏愿望的买
家还不一定具备鉴赏能力。市场上还
存在看名气、重炒作的风气，一味跟
风，市场趣味和真正的艺术之间还有
差距，一些真正有水准、能传世的作
品反而遭遇冷落，良性的市场状态尚
未形成。

在詹建俊看来，艺术的发展需要
学术和市场两个方面的推动，缺一不
可。

在 中 外 文 化 交 流 史 上 ， 中 印 交 流
是 一 个 不 可 或 缺 的 链 条 ； 而 谈 到 现 代
中 印 文 化 交 流 ， 有 一 个 名 字 在 史 册 上
熠 熠 生 辉 ———谭 云 山 。 谭 云 山 作 为 现
代 印 度 中 国 研 究 的 奠 基 人 ， 成 立 了 中
印 （印 中 ） 学 会 ， 并 在 泰 戈 尔 亲 手 创
办 的 国 际 大 学 开 设 了 中 国 学 院 ， 培 养
了 一 批 又 一 批 印 度 汉 学 家 ， 为 印 度 现
代 中 国 学 的 建 立 立 下 了 头 等 功 ， 同 时
也为“中印学”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因此有“功比玄奘”、 “德配鉴真”的
美誉。

这 位 “现 代 玄 奘 ” 生 活 在 两 大 民
族历史上最动荡的新旧社会交替时期，
在 为 中 印 文 化 交 流 穿 针 引 线 的 同 时 ，
他 与 周 恩 来 、 蔡 元 培 、 泰 戈 尔 、 尼 赫
鲁 、 甘 地 等 人 建 立 了 亲 密 友 谊 ， 这 些
历 史 巨 人 们 的 交 往 折 射 了 一 个 时 代 的
变更，铭刻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近日，
谭 云 山 的 长 子 、 著 名 中 印 专 家 谭 中 携
数 百 件 珍 贵 文 献 前 来 深 圳 ， 并 慷 慨 地
将 它 们 悉 数 捐 赠 给 深 圳 大 学 印 度 研 究
中 心 ， 为 深 圳 研 究 中 印 现 代 关 系 史 提
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文献铭刻了一个时代
目前 ， 中 国 只 有 深 圳 大 学 和 北 京

大 学 两 所 高 校 设 有 专 门 的 印 度 研 究 中
心。(++) 年印度总理瓦杰帕 伊 访 问 北
京大学燕园 ， 捐 赠 -++ 万 卢 比 在 北 京
大 学 设 立 了 “ 谭 云 山 奖 励 ”。 而 在 南
方 还 没 有 相 关 的 条 件 。 谭 中 先 生 此
次 选 择 将 父 亲 的 部 分 遗 物 和 珍 贵 文
件 捐 赠 给 深 圳 大 学 ， 一 是 因 为 深 圳
大 学 和 他 之 间 一 直 有 着 很 深 厚 的 交
往 和 友 谊 ， 该 校 印 度 研 究 所 撰 写 的

《 梵 典 与 华 章 ： 印 度 作 家 与 中 国 文
化 》 更 是 获 得 他 的 高 度 评 价 ； 二 是
因 为 中 国 目 前 还 没 有 一 个 研 究 中 印
文 化 的 中 心 ， 他 寄 望 于 深 圳 大 学 能
借 助 学 科 特 长 和 濒 临 南 亚 的 地 理 优
势 ， 更 好 地 进 行 相 关 的 研 究 ， 并 以 此
形成这一领域的 “中心”。

谭 中 先 生 代 表 谭 云 山 后 人 捐 赠 给
深 圳 大 学 的 物 件 包 括 ： 印 度 领 袖 签 名
或者手书致谭云山的信件，如尼赫鲁、
甘地等 ；*.)/ 年 筹 备 印 度 国 际 大 学 中
国 学 院 开 幕 式 时 泰 戈 尔 与 印 度 知 名 人
士 的 通 信 ， 谭 云 山 写 给 中 国 印 度 政 府
及 社 会 人 士 的 信 件 ， 谭 云 山 的 研 究 手
稿 和 发 表 文 章 剪 报 等 等 逾 千 件 。 同 时
包 括 谭 云 山 先 生 的 一 些 私 人 物 品 ， 如
谭云山 *.0- 年被授予的 “胜利勋章”，
被 国 际 大 学 授 予 的 荣 誉 学 位 ， 反 映 谭
云 山 与 中 印 人 士 来 往 的 长 女 谭 文 的 日
记，谭云山抄录的从 *.)+ 年代开始和

泰戈尔和其他名人重要书信的日记本，
自 存 旧 书 以 及 和 印 度 中 国 领 袖 一 些 珍
贵合影等等。

深 圳 大 学 印 度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郁 龙
余 教 授 介 绍 ， 印 度 独 立 前 后 和 中 国 抗
战 时 间 前 后 的 一 段 历 史 ， 由 于 各 种 各
样 的 原 因 ， 许 多 资 料 都 是 空 白 ， 谭 先
生 此 次 捐 赠 的 物 品 作 为 第 一 手 的 正 式
资 料 恰 好 填 补 了 这 样 一 个 空 白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物 品 中 包 括 了 许 多 两 国 领
导 人 亲 笔 起 草 或 签 署 的 文 件 ， 这 些 对
于 研 究 现 代 关 系 史 现 代 文 化 交 流 史 具
有极其宝贵的史料价值和无可替代性。
在 这 段 时 间 里 ， 中 印 两 国 都 发 生 了 重
大 的 历 史 事 件 ： 中 国 取 得 了 抗 日 战 争
的 胜 利 ， 印 度 取 得 了 民 族 的 独 立 。 所

有 的 捐 赠 品 都 是 这 些 重 要 历 史 事 件 的
鲜 活 见 证 ， 既 包 括 了 文 化 的 交 流 ， 也
涵盖了政治外交关系。

深圳大学将建谭云山纪念馆
这些珍贵的文献抵达深大才几天，

印度研究中心的人员正在紧张地整理。
据介绍，目前已整理了三百多份物件，
但 尚 待 处 理 的 物 件 依 然 “数 目 庞 大 ”。
深 圳 大 学 将 珍 藏 这 些 捐 赠 品 ， 由 深 圳
大 学 印 度 研 究 中 心 将 其 制 成 电 子 版 ，
并 在 此 基 础 上 整 合 相 关 资 源 ， 整 理 撰
写 《 谭 云 山 与 中 印 现 代 关 系 》 一 书 ，
希 望 能 填 补 中 印 近 代 文 化 关 系 研 究 的
空 白 。 而 谭 云 山 先 生 的 儿 子 谭 中 先 生
也 作 为 此 书 的 顾 问 ， 提 供 许 多 鲜 为 人
知的背景材料。

郁龙余还透露，在条件成熟时，深
圳大学将设立谭云山纪念馆，展示谭云
山先生捐赠的文件及物品，向后人昭示

谭云山精神，增进中印文化关系。 “真
理 是 简 单 朴 素 的 ， 而 历 史 是 生 动 感 人
的 。 大 学 素 质 教 育 需 要 这 些 具 体 的 载
体，让年轻人知道老一辈人是如何苦心
经 营 中 印 两 国 关 系 的 。” 郁 龙 余 说 。 目
前 这 些 资 料 还 未 进 行 深 度 的 技 术 处 理 ，
有些地方还有待谭中先生进行注解，计
划在深圳大学图书馆二馆建成之后，在
新馆和老馆中找到合适的空间存放和展
示这些物品。

让中印研究薪火相传
作为两大文明古国，中印交往历史

绵长，在 《史记》中即有张骞派副使到
“身毒”（今印度）的记载，而佛教东传
是古代中印交往的重要内容，它促进了
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交流，
令 两 国 各 领 域 都 有 着 千 丝 万 缕 的 关 系 。
在谭云山的思想里，文化“在最初阶段，
它帮助人们认识生活的真实意义与价值；
在最终阶段达到永久和平、仁爱、快乐、
自 由 和 幸 福 的 目 的 ”。 他 认 为 ， 中 国 的

“仁”和印度的 123$%3（友爱）是相通的，
中印文化是同体： “我的信念和我的毕
生 任 务 就 在 于 使 世 界 上 两 个 伟 大 的 人
民———中国人和印度人，联 合 起 来 ，去
创造、建立、发展一个共同文化，叫做
中印文化”。

而 对 中 印 文 化 历 史 深 有 研 究 的 谭
中 也 为 历 史 上 的 中 印 文 化 交 流 进 行 了
解 读 ： “ 中 印 文 化 交 流 初 看 是 宗 教 上
的 ， 其 实 渗 透 在 社 会 的 各 个 层 面 。 比
方 说 佛 教 带 来 了 素 食 文 化 ， 同 时 带 动
了 茶 叶 种 植 的 发 展 ， 而 饮 茶 之 风 因 此
带 动 了 瓷 器 制 造 业 的 成 熟 。” 此 外 ， 在
儒 学 为 尊 的 古 代 ， 自 从 印 度 佛 教 的 万
众 平 等 观 念 的 传 入 ， 催 生 了 科 举 制 度 ，
让 寒 士 也 能 登 堂 入 室 ， 改 变 了 历 史 进
程 。 而 经 书 的 需 求 ， 也 令 印 刷 业 应 运
而 生 ， 中 国 第 一 部 雕 版 印 刷 的 书 就 是

《 金 刚 经 》。 因 此 ， 研 究 中 印 文 化 交 流
史 对 于 深 入 剖 析 两 国 历 史 都 有 重 要 作
用 ， 这 种 作 用 在 两 国 国 际 地 位 日 益 强
大的今天更具有独特意义。

但 是 ，继 谭 云 山 之 后 ，在中印文化
研究领域已鲜有代表人物，以至于现在
国 内 尚 没 有 这 一 领 域 的 中 心 。而 去 年 /
月份深大印度研究中心的成立正是希望
为扭转这一状况作出贡献。 “我们研究
历史，是为了今天，以古察今。就像郁
龙余等学者一样，作研究但是并不厚古
博今，而是为了将来、为了人类，将来
的国际势力一定是以文化为主导的。”谭
中说，而他之所以将文献捐赠出来，也
是希望它们能物尽其用，为中印研究的
薪火相传提供一份资源。

谭云山生平介绍
谭云山，著名教育家和学者。印

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首任院长。现代
印度中国研究的奠基人。*,., 年出生
于湖南省茶陵县一书香之家。*.*- 年
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早在学
生时代，他就积极参加进步活动，曾
加入毛 泽 东 等 创 建 的 新 民 学 会 和 文
化书社。*.(0 年远赴南洋留学、谋职，
一 边 教 书 做 研 究 ，一 边 寻 找 救 国 之
道。*.(/ 年，谭云山在新加坡结识印
度著名社会活动家、诗圣泰戈尔，两
人成为忘年之交。*.(, 年 . 月 ) 日，
应泰戈尔邀请，他偕夫人抵达印度寂
乡，任教于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
学，并开设了印度第一个中文班，从
此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并潜心研究
佛学和印度文化。在印度国际大学中
文班任教期间，他在《东方杂志》上撰
写了大量关于印度文化、民族运动的
文章。由于深感需要组织动员更多的
有识之士，投身中印文化交流活动，
推动两大民族的独立解放，谭云山提
出了建立中印（印 中 ）文 化 协 会 的 设
想，与泰戈尔不谋而合。*.)* 年 0 月，
谭云山在巴多利拜见圣雄甘地，他的
设想得到了甘地的赞同。之后，谭云
山为中印（印中 ）文 化 协 会 的 诞 生 奔
走呼号。*.)0 年 - 月，在他的努力下，
中印（印中）文化协会宣告成立。

作 为 杰 出 的 中 印 友 好 使 者 ， 谭
云山 为 构 筑 中 印 文 化 桥 梁 、传 播 中
印文 化 付 出 了 毕 生 的 精 力 。在 特 殊
的时 代 背 景 下 ，谭 云 山 在 进 行 文 化
交流的 同 时 ，还 为 中 国 抗 战 、 为 反
法西斯战争 奔 走 辛 劳 ，做 出 了 巨 大
的贡献。作 为 与 印 度 上 层 保 持 密 切
而良好关系 的 华 侨 领 袖 ，谭 云 山 先
生处变不 惊 ，庄 敬 自 强 ，无 论 是 他
极具代表性的 中 印 合 璧 套 装 还 是 礼
节俱备的言 行 举 止 ，都 充 分 体 现 了
他对印度人 民 的 尊 重 ，体 现 了 中 国
人 的 尊 严 。 印 度 人 民 深 深 敬 仰 他 ，
给了他 “现代玄奘 ”、 “现 代 鉴 真 ”
的 美 名 。 *.-4 年 、*.-. 年 ， 应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务 院 特别 邀 请 ，谭
云山 先 生 两 度 回 国 观 光 ，参 加 国 庆
典 礼 ， 受 到 党 和 国 家 领 导 人 毛 泽
东 、刘 少 奇 、周 恩 来 的 接 见 。并 在
全 国 政 协 二 届 三次会议上当选为特
邀委员。

*.4, 年 ，谭 云 山 从 印 度 国 际 大
学中国学院退休5被授予 “终身名誉
教授”的荣誉。*./. 年又 被 该 校 授
予最高荣誉——文学博士。*.,) 年 (
月 *( 日谭云山在印度菩蒂伽耶住所
病逝，终年 ,- 岁。印度学者、评论
家、新闻界称他为“寂乡鸿儒”。印
度总理英·甘地夫人称赞他“是一位
伟大 的 学 者 ，一 位 真 正 有 文 化 素 养
的人”。

“ 现代玄奘”文献安家深大
本报记者 梁婷 实习生 汪芳芳 6 文 齐洁爽 6 图

泰戈尔和尼赫鲁关于中国
学院开幕式通信手稿

尼赫鲁总理致谭云山亲笔信

徐悲鸿给谭云山画的马

徐悲鸿给谭云山的信

深圳大学展示谭云山文献

谭 云 山 之 子 谭 中 来 深 大 捐 献
其父文物

谭云山先生遗像
徐悲鸿 画

谭云山手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