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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重归故土的圆明园7根石柱
前，一位妈妈牵着她的儿子，不止一次
地说：“你看，只有国家强大了，更多被
偷被抢、流失海外的文物才能回家。”

10 月 29 日，“五首重聚·故园新
语”圆明园兽首铜像特展最后一天，大
家奔赴正觉寺，是为了见证这场等待
了163年的重逢——这是自1860年英
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五兽首首次重
聚圆明园。同样在正觉寺同公众见面
的，还有重归故土的圆明园7根石柱。

每每有文物归家的消息，总能在
社交网络上掀起一阵热潮。

每一件流失的文物，都藏着中国
文化的一个密码。每一次流失文物
回归的历程，都凝结着无数人的努力
和接力。它们的回归，让我们看到了
更多流失文物回归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国家主动
向我们归还文物。

就在圆明园兽首铜像特别展览
收尾之际，当地时间10月25日，澳大
利亚向我国返还共 4 件流失文物艺
术品与1件古生物化石。

无独有偶，今年 5 月，美国向中
国返还两件非法流失的重要石刻文
物；8 月，瑞士向我方归还了近两年
的4起刑事案件中，查获并没收的5
件中国文物……

越来越多漂泊在外的文物回到
故土，是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体
现，这对流失文物追索工作非常重
要。近年来，中国与 20 多个国家签
署双边协议，建立合作机制，主导制
定反映文物流失国诉求的《敦煌宣
言》，坚持呼吁历史流失文物应回归
原属国，为完善文物返还国际秩序贡
献中国方案。

1. “家”中相聚
如果没有遭遇那场劫难，7根汉白

玉石柱也不至于颠沛流离海外百余
年。它们原是圆明园西洋楼的石构
件。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万园
之园付之一炬，珍贵文物被掠。总重
达2.6吨的这7根石柱也没能幸免。

回归故土之路，曲折且漫长，待石
柱回到家园，已然过去163年。10月13
日，重归故土的圆明园7根石柱，在圆
明园正觉寺首次同公众见面。7根石
柱作为“明星展品”展示在最上楼。

而在正觉寺最上楼的二层，摆放
的是保利艺术博物馆所拥有的牛、
虎、猴、猪四件兽首真品。它们与圆
明园馆藏的马首，组成“五首重聚·故
园新语”圆明园兽首铜像特展。

不过，四件兽首在它们的“家”
里，也只能待上 10 日左右。兽首铜
像特展是在圆明园罹难 163 周年之
际，也就是10月18日开幕的，只持续
到10月29日。和兽首铜像特展不同
的是，7根石柱为长期布展。

“很激动。它们就像游子一样，
终于回到了家。”圆明园管理处副主
任王猛这样描述第一次看到这些石
柱时的心情。

据国家文物局组织中国社科院、
故宫博物院等专家进行的实物鉴定，

7根石柱立面有雕花造型：正面纹饰
以西式番花、贝壳纹等西洋雕花为
主，侧面花瓶内花束则以具有吉祥寓
意的牡丹、玉兰、荷花、菊花等中国传
统花卉为主。

王猛提到，西洋楼建筑的主体结
构采用了西式的技术和风格，但屋顶
则是偏向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琉璃瓦，

“无论是西洋楼建筑、石柱，还是十二
生肖兽首，都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实
践和例证。”

圆明园遭劫掠后，这些石柱被狂
热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蒙特收藏。
后来，它们跟随蒙特漂泊异乡，几经
辗转，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最终在挪
威卑尔根科德博物馆及西挪威艺术
博物馆“落脚”。从此，它们便陈列在
挪威的展厅里，直到2013年，被一位
叫黄怒波的中国人看见。

北京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创
始人黄怒波初次见到圆明园石柱，是
在那年 8 月。他当时眼圈就红了，

“很伤感”，于是当即向科德博物馆馆
长爱兰德表达了希望石柱能够“回
家”的愿望。

从被“发现”，到真的“回家”，7
根石柱历经十年，终以“文物”名义顺
利入境。

目前为止已回归的文物，仅是流
失文物中的沧海一粟。圆明园流失在
外的文物，据估算至少就有150万件。
大英博物馆现藏中国文物2.3万件，和
千万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相比，回归
的也只算得上是“冰山一角”。

“吃下去了，再吐出来是很难
的。”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履生一
语道出文物“回家”的困境。

以博物馆为例，若不想归还，方法
很简单——不告诉你入藏前的流传情
况，你就无法知道如何流失以及其中
的过程，而这往往是追索的关键证据。

“也就是说，现在的持有者既有
文物又有证据，那么，这官司该如何
打呢？”陈履生说。

2. 回归之路
从前些年大手笔“买回”文物，到

如今一些文物流入国主动“送回”文
物，细窥文物“回家”之路，可见这一变
化。目前，流失海外文物回归主要有
三大渠道：购回、捐回、追索。这三个
方式之间有交叉，也各有利弊。

商业购买被视为一种权宜之计，
但在中国海外文物回流的过程中发
挥过巨大作用。

其中最有名的案例当数圆明园
兽首的回归——虎首、牛首和猴首，
均为中国保利集团购回，猪首则是港
澳知名企业家何鸿燊以捐款形式购
回，后转赠保利集团的。

追索返还，是最符合相关国际公
约精神和伦理道德原则的一种回归
方式，即按照国际公约、各相关国家
的法律来解决流失文物归属纠纷。
但这也是难度最大的一种返还方式。

目前，追索流失文物时可利用的
国际法主要有：1954年《武装冲突情
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1970

年公约”“1995年公约”，以及我国与
秘鲁、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等签订
的双边条约。

“国际公约只对缔约国有效，许
多作为文物进口国的欧美国家游离
在公约之外，因此我国成功追索的例
子不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
授王开玺说。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
霍政欣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已有
多个国际公约可作为追索流失文物
的依据，但现有国际公约缺乏溯及
力，且约束力有限，难以通过法律途
径追索更早之前流失的文物。

最近几年的成功追索案例，多为
当代非法出境的走私文物。意大利
2019 年返还中国的 796 件(套)中国
文物艺术品，是 2007 年被意大利文
物宪兵在本国文物市场查获的，随
即启动国内司法审判程序。历经10
余年漫长追索，2019年年初，意大利
法院作出向中国返还这批文物艺术
品的判决。

相较于购回和追索，捐赠是目前
最通行的文物回归途径。圆明园的
7 根石柱，便是在政府、高校、机构、
社会力量通力合作下，最终促成挪威
向中方捐赠的。

需留意的是，在国际社会各方压
力下，近年，以法国、德国、荷兰为代
表的国家，对待殖民背景文物的态度
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这些文物是如何从北京到德国
的？它们是否为德国在殖民战争中非
法掠夺的战利品？”2021年年底，德国
7家博物馆联手启动了“追踪义和团
文物”溯源项目，这是西方世界首次
系统地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的流
失文物进行研究。据报道，项目预计
在今年11月完成，德国方面也与故宫
博物院建立合作，将德方挑选出的70
件代表性文物，进行追溯工作。

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国家主动向
我们归还文物。此次澳大利亚返还
文物，是继2015年澳方向我方返还1
件“清代观音像”以来，再次向我国返
还文物艺术品，同时也是澳大利亚国
家美术馆和澳大利亚公民首次向我
国捐赠文物艺术品。

2019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
的“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从70年来促成
的300余批次、15万余件流失文物回
归中，遴选了25个案例、600余件回归
文物。王猛至今记得展览中提到的一
句话，“由于国家的积贫积弱，我们的
很多国宝、文物飘落到异国他乡，随
着祖国的不断强大和日益繁盛，它们
逐渐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3. 加大追索
实际上，且不说追回文物，单就

是找到有多少文物流失在外、身在何
处，都十分坎坷、困难重重。

研究圆明园流散文物20多年的
刘阳曾提到，多年前圆明园管理处成
立工作组去美国找资料时，一些博物
馆甚至以为中方人员是去“抢东西”

的，接待时还带上了律师。
每每有文物归家的消息，总能在

社交网络上掀起一阵热潮。有人感
慨“回家不易”，也有人为依旧飘零、
未能归家的文物感到惋惜遗憾——
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寄托着中国人
民质朴深沉的历史情感和文化记忆。

在短剧爆火之前，英国大英博物
馆约 2000 件藏品“失踪”丑闻爆出，
公众对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关注也
直冲热搜，诸如“你要带我回中国吗？”

“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笑着走出大英博
物馆”等话题都受到极大关注。

服饰史学者、中华服饰文化研究
会理事陈诗宇，在复原古人形象的时
候，时常会被文物背后颠沛流离的故
事所感触：做唐代复原需要参照敦煌
壁画，可是，不少供养人等题材的敦
煌绢画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等世界
各大博物馆内；龙门石窟的《北魏孝
文帝帝后礼佛图》已经被盗凿成了上
千片，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纳尔
逊艺术博物馆……

此次回归的 7 根石柱虽然具有
重要的文物价值，但不属于稀有文
物。与其艺术价值、文物价值相比，
回归这件事本身的价值更高。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
局局长李群表示，7根圆明园石柱回
归原属地，是政府、高校、社会力量，
通力合作、久久为功，助力流失海外
中国文物回家的最新案例。

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大流失文物
追索返还工作力度。据了解，中国与
157 个国家签署文化、文物、旅游合
作协议，与 25 个国家签署防止文物
非法进出境政府间协定。党的十八
大以来，已有37批次、1800多件流失
海外中国文物回归祖国，涉及美国、
意大利、法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
瑞士、加拿大、埃及、土耳其，以及我
国港澳台等13个国家和地区。

“回归文物作为博物馆展品，向
人们展示流失文物的‘回家’之路，不
仅是中外交流的印记，是民族强大的
体现，更是伟大新时代的生动印证。
日后愿与各方共同努力，促成更多国
宝回家。”黄怒波说。

据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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