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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夺宝队》

内容概要

第一本揭示“二战”欧洲战场艺术品下落的历史纪实作品。
从搜集资料到本书出版，并拍摄纪录片，历经近20年时间。大量不为人所指的细节被披露出来。
很多谜团并不是电影能表现的，作者在书中却直言不讳。
1.希特勒的梦想是什么？在他的故乡林茨建造一所举世无双的博物馆，但这绝不仅仅是林茨，而是在
这里再造另一个佛罗伦萨⋯⋯随着纳粹元首命令的下达，戈林、罗森堡等纳粹大员的执行力惊人⋯⋯
2.盟军无暇顾及艺术品正在被大肆劫掠的现实，美国博物馆却没有停止呼吁：世界正处于危急时刻，
已有超过两百万件欧洲艺术品从条件舒适的博物馆被转移到条件简陋的临时存放地，这个数字还没有
包括那些据传被纳粹大举劫掠的艺术品。乔治·司道特指出：“我们希望提请美利坚政府注意此类事
实，找到办法加以应对。”
3.直至 1943年年末，英美官方才开始联合行动，古迹、艺术品和文献专门委员会成立（古迹卫士），
向作战办公室M-5师汇报。成员包括乔治·司道特、杰弗里·韦伯、罗纳德·巴尔弗、沃克·汉考克
、詹姆士·洛里莫、罗伯特·波赛等11人。
4.古迹卫士们都做了什么？诺曼底登陆战役打响，每位古迹卫士都负责一片交战区域。“要小心行事
。古迹卫士死了可就没用了。”在战役后记录古迹情况，必要时监督开展紧急修补工作，查看是否有
人对古迹造成进一步损害。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不断向官方汇报、沟通，以期得到他们更多的支持
和帮助，这方面的工作可能比他们的学术行为费劲的多。
5.纳粹德军劫掠了哪些艺术品？尽管战事吃紧，纳粹的核心骨干仍旧不折不扣地执行着希特勒的命令
，极具效率地搜罗着伟大的艺术品，米开朗琪罗的圣母像、凡·艾克的《神秘的羔羊》⋯⋯他们打着
各种旗号，肆无忌惮，工作效率惊人。这的确是“二战”中盟国与德国纳粹一次前所未有的赛跑！
6.盟军很多高层为什么被古迹卫士称为“老爷”？1944年9月，洛里莫听说艾森豪威尔将军驻凡尔赛的
办公室里要摆上古波斯王宫的地毯和罗浮宫法国国王的桌椅，怒不可遏。“如果这事被捅出去，说艾
森豪威尔将军把受到保护的艺术品用于军方，和他自己下达的明确指令完全相反，他自己都会尴尬的
。”
7.间谍何时会吐露真相？在纳粹用作中转站的博物馆工作的罗斯·瓦朗，她的生命时刻受到威胁，但
她依旧密切关注着纳粹对众多艺术品的搬运转移，她会在什么时候将自己四年中所收集到的信息透露
给古迹卫士呢？

8.阿尔陶塞盐矿被发现，它里面到底藏了多少艺术品？纳粹德军节节败退，他们开始转移掠夺来的艺
术品，阿尔陶塞盐矿成了他们的首选。当六百英尺深的盐矿被发现，古迹卫士们会有怎样惊人的发现
？在各种威胁之下，这些艺术品又将有怎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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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夺宝队》

作者简介

罗伯特·M·埃德塞
《纽约时报》非小说类作品最具潜力的畅销书作家，著有《拯救达·芬奇》《盟军夺宝队》《盟军夺
宝队之拯救意大利》等。《盟军夺宝队之拯救意大利》讲述了“二战”期间以艺术史学家和博物馆工
作者为代表的古迹卫士们用生命捍卫意大利文化遗产的故事，其中包括德军的空袭差点儿毁了达·芬
奇《最后的晚餐》，以及两位英勇的美国艺术学者和一位党卫军将领如何历尽艰险赎回遭纳粹劫掠的
艺术品。
作者埃德塞是获奖纪录片《掠夺欧洲》的合作制片人，也是“古迹卫士艺术品保护基金会”的奠基人
和主席。这个非盈利性组织获得了美国人道主义工作领域的最高奖——国家人道奖。此外，他还获得
了德克萨斯艺术奖、总统服务奖以及由达拉斯大屠杀博物馆颁发的人道希望奖。他同时还为新奥尔良
国家二战博物馆信托基金会服务。
布莱特·威特
与人合著过6本《纽约时报》榜单上的畅销书，作品已被翻译超过30种语言，在全世界销售近200万册
。现居住于格鲁吉亚的迪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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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夺宝队》

精彩短评

1、这封面，看起来很有感觉啊！
2、对故事背景了解的匮乏让我读得有些混乱，然而这并不影响我理解战争对于生命和文化的残酷，
艺术作品作为我们了解历史存在和人类延续秘密的途径，有人将保卫这些瑰宝看作是比生命更重要的
事是我们在战争中不可多得的幸运，就如书中所说‘有些战斗可能会输但不会输掉尊严，让你输掉尊
严的是不去战斗’。
3、超好看！
4、感觉“古迹卫士”这个名字还是比“盟军夺宝队”好 。今天来了一个朋友，说起这个电影，他还
以为是惊险探宝那类的电影，“夺宝”一般给人联想就是圣物什么的，而古迹卫士很文雅，但他说古
迹想起来是建筑物那种，像是保护遗址不被攻陷或者炸毁那种感觉，都很难一下子想到是保护艺术品
尤其是名画。我觉得原文的The Monuments Men 把纪念碑；遗迹、遗址、名胜古迹、丰碑这些意思和
人组合也有点那种能树碑立传的人的意思吧。总之，中文得意译，没有十分现成的词。 

5、历史的长河里，有多少我们不了解的漩涡啊！
6、太喜欢了
7、战争啊，摧毁了多少人类珍贵的艺术品啊！幸亏当年有古迹卫士，保护了大部分作品，我们今天
才能欣赏到！
8、就是觉得很好看，不过你要是抱着看小说的想法的话，估计得失望了
9、老版本的很不错，这版的封面看起来很有大片的气质。
10、乔大叔推荐，一定错不了。
11、如果你能看下去的话，你会觉得很好看，如果开头你看不下去，我劝你也别白费功夫了。
12、从书中可以看出，有的人在战争初期就开始了致力于保护艺术品的工作，但是没引起盟军的重视
，直到战争后期才成立了古迹卫士，去保护艺术品。
13、非常想看！
14、核心故事的精神值得人们永远学习，核心人物的故事值得我们永久传颂
15、很好的一部讲二战和艺术品的书，推荐大家看！
16、绝对值得多看几遍的书。
17、的确十分具有可读性，我这不喜欢历史的也一下子就看完了
18、推推推！
19、一部很好的纪实文学作品，里边穿插了很多的艺术品知识，鼎立推荐！
20、不像电影那么散文，但比起其他著名二战纪实类的作品，依然感觉枯燥
21、真好看的说，很喜欢
22、很有历史感的一本书
23、这不是小说，不知道被克鲁尼改成剧本后会怎么样？建议想去看这部电影的人，先看看这本书，
了解一些知识。
24、脸和演技均是满分，作为一部历史剧已经很棒了
25、一句台词:It is Paris
26、这是好书，可关注。
27、如果不是盟军判断错误，那么位于罗马的卡西诺修道院也不会被夷为平地了。
28、盟军夺宝队 中的“宝”就是以《蒙娜丽莎》为代表的一系列见证西方文明历史的著名艺术品。虽
说比不上曾译名的《古迹卫士》洋气，但也还好吧
29、用生命，捍卫文明。感兴趣写书评的同学抓紧找我啊
30、怎么说呢，喜欢看小说的人大概看不下去，结构和小说非常不同。
31、好看的书啊，作者的态度很严肃很认真的。
32、一口气读完！
33、二战时期，独辟蹊径的一本书
34、这书当然得推了，印象很深刻的一本书
35、这么好的一本书不应该被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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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夺宝队》

精彩书评

1、电影虽然是根据原著改编制作而成，不过两者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很多的东西在电影中并没有很
好的表现出来，比如盟军老爷们对待艺术品的粗鲁傲慢，对古迹卫士们工作支持力度的消极拖沓，这
些在美国人拍摄的美国大片中显然不可能被展现出来。你懂的！第257页写到：让司道特和古迹卫士们
心寒的是，伯恩斯坦仍旧认为，矿场里的所有东西，包括艺术品，都是被缴获来的敌军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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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夺宝队》

章节试读

1、《盟军夺宝队》的笔记-第256页

        在8号房间里，除必要人员外，已无闲杂人等，将军们在这里检查了一排排金条和数额达数十亿美
元的银行现钞。在另一间房里，他们随手翻了翻那些画作。巴顿觉得它们也就“值大概两点五美元，
最适合给沙龙聚会用”；实际上，他眼前的作品来自世界知名的柏林腓特烈皇帝博物馆。在其他为党
卫军预留的房间里，堆满了金制银制的托盘和花瓶，全都用锤子砸平了，以便储藏。一只只箱子里装
满了珠宝、手表、银器、衣物、眼镜和黄金烟盒，还有一些党卫军没来得及熔炼的物品中残存的东西
。还有八袋金戒指，许多都是结婚戒指。一名士兵打开了另一个袋子，掏出一把黄金填充物，那都是
从大屠杀受害者的牙齿里撬出来的。

“你怎么处理那些掠夺品？”吃午饭时，艾森豪威尔问道。他是指德国人的金条和纸币。

巴顿以他平常那种粗硬的方式回答说，他会用在购买武器上，或者给“第三军每个杂种”都发一块金
制奖章。将军们笑了起来，但是这个问题却绝非纯粹只为学术讨论。让司道特和古迹卫士们心寒的是
，伯恩斯坦仍旧认为，矿场里的所有东西，包括艺术品，都是被缴获来的敌军战利品。基于这一假定
，他的工作守成不变。一直到几个月后，他才最终放弃了这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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