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0余件国宝勾勒流失文物70载回家路
国博展览系统梳理300余批次15万余件回归文物情况，《伯远帖》《五牛图》等珍品亮相

一段文物流失史， 经百年
愤怒、无奈、悲凉的熔铸，已经
融入中华儿女情感基因， 激励
国人时时警醒，砥砺前行；一条
文物归来路，筚路蓝缕 70 载，

路转峰回；每一次回归，都在凝
聚着民心，激昂着力量，重重擂
响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鼓点。

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全面展现 70 年来
我国流失文物回归工作的不凡
历程与丰硕成果，9 月 17 日，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文物局主
办的 “回归之路———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
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展览是我国首次对流失文
物回归工作进行全景式展现，

系统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年来 300 余批次、15 万
余件回归文物情况， 精心遴选

25 个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回归
案例， 统筹调集全国 12 个省
市 、18 家文博单位的 600 余
件文物参展， 包括 《伯远帖》、

《五牛图》、王处直墓浮雕石刻、

龙门石窟石刻佛像、 秦公墓地
金饰片、皿方罍、圆明园青铜虎
鎣、 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等珍贵
回归文物， 挖掘讲述文物回归
的曲折历程与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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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叫停被盗武士石刻拍卖
改革开放， 我国文物事业迅速步

入法制化、 专业化的快车道， 也实现

了与全球化、 国际化的融合接轨。

1982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 》 颁行 ， 1989 年中国加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 《关于禁止和防止非

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

有权的方法的公约 》， 1997 年加入国

际统一私法协会 《关于被盗或者非法

出口文物的公约 》。 依靠国内立法的

基础支撑和国际公约的合作框架， 中

国政府与相关国家逐步展开双边合

作 ， 探索形成了外交谈判 、 执法合

作、 民事诉讼等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有

效途径。

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流失文物，

以海外华人华侨、 国际友好人士捐赠

方式回归国内。 第一次通过国际司法

诉讼追索走私文物， 第一次叫停海外

市场流失文物拍卖， 第一次促使外国

博物馆退藏返还被盗文物……在一次

又一次的追索返还实践推动下， 流失

文物回归渐成趋势。

展厅中， 有 “海归天王” 之称的

王处直墓浮雕石刻， 因两武士栩栩如

生的样貌、 精湛的雕刻细节， 引得大

量参观者凑近细细观赏。 而这一对彩

绘浮雕武士石刻失而复得的过程， 更

是充满了戏剧性和代表性。

1994 年 6 月， 河北省曲阳县的王

处直墓遭盗掘 ， 被盗文物几经转卖 ，

流失海外。 2000 年 2 月， 我国学者在

美国偶然发现某拍卖行即将拍卖疑似

王处直墓被盗浮雕武士石刻的重要线

索， 即将消息传回国内。 经河北省文

物局研究确认， 相关拍品确系王处直

墓甬道处两块浮雕之一， 国家文物局

立即启动文物追索工作。

2000 年 3 月， 国家文物局照会美

国驻华使馆， 要求美方中止拍卖并返

还流失文物， 美国政府也对此表达了

积极的合作态度。 3 月 21 日， 美国纽

约州南区地方法院做出要求相关机构

中止拍卖的决定， 并下达民事没收令，

授权海关部门将文物扣押没收。 2001

年 3 月， 在经历一年的审判后， 该法

院做出返还文物的最终裁决。 2001 年

5 月 26 日 ， 这块浮雕武士石刻回归

中国。

美国著名收藏家安思远通过媒

体报道了解相关情况后 ， 主动将自

己收藏的另一件武士浮雕石刻无偿返

还中国。

王处直墓武士浮雕石刻的回归 ，

是我国首次成功叫停国际流失文物商

业拍卖， 开辟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流

失文物追索返还合作的先河。 而富有

传奇性的浮雕武士合璧归来， 显示着

国际社会对中国流失文物追索工作日

益深入的理解与支持。

秘密小组香港抢救珍贵文物
展览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回归

典型案例为呈现重点， 以流失文物追

索返还工作制度建设为串联主线， 通

过回归文物和文献影像等辅助展品的

展示呼应， 勾勒描绘出流失文物 70 载

回家之路的壮丽图卷。

新中国成立伊始 ， 虽然国力维

艰 、 百废待兴 ， 但是党和政府已将

遏制文物流失、 抢救重要国宝摆上重

要议程， 建章立制、 革弊振颓， 迅速

扭转鸦片战争以来珍贵文物大量流失

的局面， 开启了流失文物回归返还的

篇章。

1950 年 5 月，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公布 《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

办法》，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

令。 严格的文物出口限制， 行之有效

的文物进出境审查机制， 迅速扭转了

鸦片战争以来珍贵文物大量流失的局

面。 在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亲自指挥下， “香港秘密抢救文物小

组” 筹谋港岛， 成功抢救大批珍贵文

物 ， 中秋伯远 、 潇湘五牛 、 熙载祥

龙、 陈氏珍泉， 国之重器重回祖国怀

抱。 归国游子、 海外华人振奋于新中

国之建立， 搜求海外遗珍， 慷慨捐献

国家。 新中国对文化遗产的自重， 赢

得了前苏联 、 民主德国等国家的尊

重 ， 《永乐大典 》、 义和团旗帜等成

为新中国成立后外国政府最早返还的

重要文物。

展厅中 ， 3 册 《永乐大典 》 静静

躺在展柜中， 泛黄的页面、 隽永的字

迹、 依旧鲜红的印章， 似乎都在诉说

它们的不凡经历。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 德国

士兵曾从北京翰林院抢走 3 册 《永乐

大典》， 后收藏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

馆。 1955 年 12 月 11 日， 前民主德国

总理格罗提渥向中国返还了这 3 册

《永乐大典 》 以及 10 面义和团旗帜 。

周恩来总理在首都体育馆代表中国政

府和人民接收了这批文物， 并在答辞

中说： “中国人民十分珍重自己祖先

光荣斗争的历史和文物。 因此， 我们

以崇敬的心情来接受这个伟大友谊的

礼物。 中国人民的许多历史遗产还在

许多西方国家的博物馆中作为 ‘战利

品 ’ 陈列着 。 中国人民更不能忘记 ，

直到今天， 帝国主义还霸占着中国领

土的一部分。 但是， 中国人民坚决相

信 ， 这些所谓战利品和那部分领土 ，

总有一天要归还给自己祖国的。”

此外 ， 1951 年 、 1954 年和 1958

年 ， 前苏联分别向我国返还了国立

列宁图书馆 、 列宁格勒大学等机构

收藏的 64 册 《永乐大典 》 。 外国政

府向新中国返还的这两批流失文物 ，

开启了中国流失文物回归历程的崭

新篇章 。

多种途径推动青铜虎鎣返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在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推动下，我国流失文物追索返还

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新进展，进入

了全方位发展、多层次提高的新阶段。

文物追索“朋友圈”迅速扩大，在国

际公约框架下， 中国政府与 20 余个国

家就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签署双边协议，

建立合作机制 ，与美 、意等国政府间追

索返还实践逐步深入。 文物返还“中国

声音 ”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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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流失文

物回归成果丰硕 ，圆明园虎鎣 、秦公金

饰片 、皿方罍器身 、曾伯青铜器等一大

批珍贵文物 ，自欧洲 、北美 、日本等地

重回祖国。

展厅中， 精美的圆明园青铜虎鎣引

起观众的赞叹之声，这件西周晚期文物，

为世人呈现了 3000 年前的华夏文明 。

1860 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 ，其中青

铜虎鎣被英国海军军官哈利·埃文斯掠

走带回英国。 2018 年 3 月，圆明园虎鎣

即将在英国拍卖的消息引发我国各界强

烈反响， 深深牵动着国内民众和爱国华

侨华人的心弦。

获知虎鎣下落后， 国家文物局在第

一时间开展信息收集、协商谈判、协调联

动、宣传引导等多方面工作，综合运用外

交、商业、舆论等多种途径，积极推动青

铜虎鎣返还。 2018 年 4 月底，青铜虎鎣

境外买家表示愿将文物捐赠给中国国家

文物局。 2018 年 9 月 21 日，国家文物局

代表团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举办虎鎣捐赠

接收仪式。 2018 年 12 月，青铜虎鎣正式

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青铜虎鎣的回归， 凝结着政府、 收

藏机构、 行业组织等各界人士共同不懈

的努力， 既说明了流失文物归还原属国

的观点已深入人心、 不可逆转， 也同时

反映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的艰巨性与

复杂性。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表示， 流失

海外中国文物是我国文化遗产不可分割

的组成部分， 文物的聚散回归， 与国家

治乱兴衰息息相关， 紧紧牵动中华儿女

心弦。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流失文物的抢

救与保护工作， 从 1949 年至今， 通过

执法合作、 司法诉讼、 协商捐赠、 抢救

征集等方式， 成功促成了 300 余批次、

15 万余件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 。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 我国流失文

物追索返还工作进入了全方位发展、 多

层次提高的崭新阶段， 文物返还 “中国

声音 ” 显著增强 ， 文物追索 “中国实

践” 备受瞩目， 文物回归取得突破性成

就 。 此次 “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 通过流

失文物回归故事， 从一个独特侧面讲述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历史进程。

（本报北京 9 月 17 日专电）

(上接第一版) 科创板允许未盈利企业、

同股不同权企业、 红筹企业发行上市，

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资本市场将为企业创

造更多发展机遇。

更广领域： 生物医药、AI

频频增资，科技服务业“亮”了
翻开今年 1 月至 8 月上海吸引外资

的成绩单， 有一个数据非常亮眼———在

电子、 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研发和技术

服务企业增资推动下， 科技服务业实到

外资 10.3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86.4%。

接近两倍的增长显示上海引资结构

持续优化， 与外资合作不断延伸至更广

领域， 越来越多新兴战略产业、 现代服

务业优秀外资企业不约而同地把上海作

为投资首选地。

今年 2 月， 由香港金达科技与金地

置业共同成立的合资企业———上海金闼

科技有限公司落户闵行区。 不久前， 香

港金达科技和金地置业又宣布投资 35.7

亿元， 用于新建智能机器人产业基地一

期项目。 金闼科技的核心产品是智能柔

性执行器， 这是未来服务型机器人必备

的硬件之一， 国内原本主要依赖进口。

金闼科技董事长汪兵告诉记者， 此前他

已往返于多座城市， 就是为了寻找更适

合的项目地点 。 最终 ， 他们相中闵行

区， 这里不仅有 “用户体验好” 的营商

环境， 还有完善的产业配套。

上海的 “办证速度” 一直让汪兵惊

叹不已 。 他测算过 ， 从申请到拿到证

照， 仅用了不到一周时间， 这在以前是

难以想象的。 而作为老工业区， 闵行区

深厚的底子也提供了更完善的产业配套

和更多元的应用场景。 “我们能与一些

工厂共同合作， 基于具体场景来开发应

用， 为智能机器人提供多样化的解决方

案。” 汪兵说。

更深层次：以上海为枢纽
辐射亚太甚至全球

“连通性” 成为不少外资企业看中

上海的理由之一。 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上海与周边城

市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 。 以上海为枢

纽， 外资企业可以顺畅地将业务拓展至

国内市场， 乃至辐射亚太和全球。

坐落于金山第二工业区的科凯精细

化工 （上海） 有限公司， 是一家在全球

纺织、 化纤和皮革技术等诸多领域具有

丰富经验、 成熟技艺的企业。 尝到发展

甜头的科凯公司决定继续扩大其上海工

厂的生产规模， 计划投资 5624 万美元

用于新建 6 万吨助剂项目。

回忆起当年选址上海， 科凯公司大

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张达直言， 那次选择

可谓 “天时地利人和” ———化工企业对

原料依赖度很大， 周边几大成熟的化工

园区恰好能为企业发展提供大量原料。

更关键的是， 上海港在集装箱吞吐

量、 货物吞吐量、 航线数等诸多方面都

居于全球领先地位， 航运中心叠加金融

中心的优势， 成为外资企业拓展市场的

“最佳助攻手”。

目前， 科凯公司助剂年产量达三万

至四万吨 ， 其中 90%供应国内市场 ，

10%销往越南、 泰国、 日本、 印度尼西

亚、 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等海外市场。

“此次新项目建成后， 我们工厂产能可

达近 10 万吨， 将帮助企业把业务扩展

至更广阔的海外市场。” 张达说。

(上接第一版)长期以来，在空气污染和健

康领域，由于各国科学家自行组织研究、

方法学不统一等问题， 研究结果的一致

性常被质疑。 阚海东团队协调多国科学

家合作攻关的成功实践， 为复旦上医推

动更多全球科研大协作提供了范例。

从本土关怀到全球视野 ， 中国学

者在全球健康治理中正发挥越来越大

的作用 ，也因此赢得更多尊重 。 “作为

全球视角下的中国学者 ， 阚海东团队

的研究其特别之处在于 ， 它是由中国

学者主导 、多国研究人员合作 、具有全

球视野的研究 。 ”清华大学医学院公共

健康研究中心研究员底骞如此评价 。

专注！ 几代人瞄准重大课
题接力攻关

谈及成果， 阚海东总是强调， 今天

的成绩都是 “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 ”，

即前辈的积累。 在这所医学院校， 对空

气污染与健康的研究， 自陈秉衡教授那

一代算起， 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

专注力造就影响力。 纵览复旦上医

近年持续涌现的重大科研成果， 几乎都

有同样的特点， 即几代人瞄准重大课题

接力攻关。 在此过程中， 医学教育不仅

实现了成功育人和团队传承， 更收获了

医学研究的一个个重大突破， 这是医学

教育与科研 “双轮” 驱动的双赢结果。

去年 1 月， 附属华山医院徐文东团

队的 《健侧颈神经移位术治疗上肢痉挛

瘫的临床试验》 成果， 一经发布， 引发

轰动。 对于这项中国原创的全新治疗策

略 ， 刊登该成果的 《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 专门配发了社论， 称其 “创造性地

利用外周神经系统神经移位解决中枢神

经系统疾病， 代表了一种全新思路， 同

时为深入洞悉神经解剖和神经生理提供

了机会”。

徐文东感慨地说， 这篇论文背后是

华山医院手外科几代人、数十年的积累。

原来，早在 1986 年，我国著名手外科专

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顾玉东就在华山医

院首创健侧颈七神经移位治疗臂丛神经

损伤的方法。 2001 年，徐文东从老师手

中接过接力棒， 带领年轻一代继续探索

“健侧颈七神经移位”临床研究。 经五年

钻研，他们提出治疗脑卒中、脑瘫等中枢

损伤后偏瘫后遗症的全新策略 ， 并于

2008 年首次开展临床应用， 效果显著，

续写了“颈七神经”的新传奇。

目前， 这项治疗新技术已在全世界

推广，造福全球患者。

初心！ “为人群服务”是内
生动力

今年 4 月，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医

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袁正宏团队

与北京大学邓宏魁团队、解放军总医院

卢实春团队合作在 《科学 》杂志发表论

文《原代人肝脏细胞在体外的长期功能

性维持》。 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评价

称 ，该文是我国学者研究乙肝 、丙肝以

及其他肝脏疾病机理的一项重大突破。

三阴性乳腺癌被誉为最 “毒” 乳腺

癌， 附属肿瘤医院等专家团队历时五年

联合攻关， 绘制出全球最大三阴性乳腺

癌队列多组学图谱。今年 3 月，相关研究

成果发表于《癌细胞》杂志，为三阴性乳

腺癌患者带来治疗新曙光。

从肝脏疾病到乳腺肿瘤， 科研突破

的内生动力都是那颗“为人群服务”的不

变初心， 这是我国著名医学教育家颜福

庆创建上海医学院的“初心”，也始终是

“上医精神”的要义。

近年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先后

迎来多个重大机遇时刻。 2017 年，复旦

大学入选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

相关医科同步启动“双一流”学科建设。

2018 年 12 月 ，教育部 、国家卫生健康

委和上海市政府签署协议，共建托管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及其直属附属医院，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被列入高水平地

方高校试点建设序列（简称“地高建”），

并于今年 6 月启动建设。

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 上海医学院

院长桂永浩表示，复旦上医“地高建”总

体目标是：以服务健康中国为使命，以建

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医学院为目标，整

体水平达到世界一流； 始终保持全国医

学教育领头羊地位， 发挥上海建设亚洲

一流医学中心的主力军作用， 彰显医学

教育、科研和临床中心的全球影响力。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 上海医学院

党委书记袁正宏表示，通过“双一流”建

设和“地高建”优化叠加，复旦大学上海

医学院将进一步打响品牌，为人群服务，

创造上医新辉煌。

高质量外资“一路升级”竞相落沪

“双一流”“地高建”优化叠加
高起点参与全球健康治理

▲晋代王珣 《伯远帖》。

▲唐代韩滉 《五牛图》。

▲从英国追回

的青铜虎鎣。

荩从美国回归

的商代皿方罍。

（国家文物局供图）

荩从美国追索的王

处直墓浮雕石刻。

荨从日本追索的曾

伯克父青铜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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