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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作为迄今为止我国高

校唯一的海外文物专门研究机构，

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近

年来取得了哪些进展？

段勇：中心已形成了老中青不
同年龄梯队的研究团队，涵盖考古

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与科技检

测分析等多种学科背景，形成了一

批海外文物研究的学术成果。同

时，中心率先在国内高校开设了中

国海外文物领域的课程，正在成为

中国海外流失文物领域的人才孵

化基地。

此外，上海大学还成立了国际

博物馆协会研究与交流中心，这是

国际博协在全球范围内唯一的研究

与交流中心。正巧国际博协未来五

年的重点关注议题中有博物馆去殖

民化（即博物馆收藏的殖民背景藏

品的处置归还）问题，因此我特地在

去年的国际博协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会会议上提议举办一次该主题的研

讨会，得到了国际博协领导机构和

学术机构的赞同和支持。

文汇报：国际博物馆界的“去
殖民化”趋势，对文物回归有哪些

影响？

段勇：国际社会对于非法流失
文物广泛关注、思考、研究，并将收

藏相关文物的欧美博物馆持续置于

道德聚光灯的烤灼之下。在文物流失国

的不懈追索、国际公约精神的普及和社

会舆论的施压下，近十年来，殖民背景文

物终于成为国际文物流失的研究热点，

以法国、德国、荷兰为代表的国家对待殖

民背景文物的处理态度都逐渐发生了转

变。我国晚清民国时期，作为曾经的“半

殖民地”社会，也是文物流失最严重的国

家之一，因此我们才呼吁国际社会加大

关注并支持中国非法流失文物的追索返

还问题，这既符合国际公约精神和近年

文物追索返还的趋势，也是争取国际话

语权、维护国家合法权益的一种努力。

关键是要扎实研究、加强宣传、形成合

力、稳步推进。

文汇报:文物追索，有什么重要意

义？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段勇：海外文物也是中华历史文化
的载体和物证，与国内文物一起构成中

华历史文化“拼图”的组成部分，因此它

们的存在关系到对中华历史文化完整性

的认识。

非法流失文物的追索返还在过去一

百年里已逐步成为一种国际共识。1925

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所

所长就将其购买的一件八国联军从北京

天坛掠走的宫廷瓷器归还中国，入藏古

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前身）。抗日战争

胜利后，中国政府也成立了“清理战时文

物损失委员会”，清查各地抗战期间文物

损失情况，并向日本追索被劫文物。新中

国成立以来，据主管部门统计，从1949年

至2019年，中国通过各种途径，成功促成

了300余批次、共15万件流失文物回归祖

国。近几年在各方努力下，又有多批次流

失文物回归。

文汇报：文物回归有哪些方式？哪种
方式占比比较多？

段勇：中国流失文物的回归途径主要
有三种，即购回、捐回和追索。近年的数据

统计也许存在“购回比例下降，追索比例上

升”现象，但称之为趋势似乎为时尚早，因

为近年的回归成果应该是厚积薄发、政府

重视、国际合作等多种因素促成的，未来还

存在不确定性。而且必须明确，并非所有

海外中国文物都是非法流失文物，同样，近

年从海外回流国内的文物也有很多属于正

常的商业交易，只有一部分才是流失文物

回归，不能简单一概而论，需要具体文物具

体分析研究。

文汇报：当前海外文物追索还有哪些
现实困境？

段勇：相比庞大的流失海外文物数量，
成功回归的文物仍不过是沧海一粟，特别

是被公众寄予最大希望的法律途径所占比

例较低。如何用好、用足国际公约、双边协

定、当事国国内法，更多地运用法律途径追

索流失文物，成为目前中国追索海外流失

文物面临的最大挑战。

这是因为，中国虽然已经加入一些国

际公约，但公约本身存在一些溯及

力和约束力的局限：第一，它对公约

签署之前发生的事件案例，没有溯

及力；第二，只有签约国才受约束，

一些特别重要的文物收藏国并未签

署公约；第三，文物流失方必须证明

这些文物对自己国家具有特殊重要

的意义，才支持返还，即便双边协定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方面困

难。此外，还有文物流入国的国内

法等问题。

文汇报：您对未来的文物追索
有哪些期待？

段勇：从追索返还流失文物角
度来看，当代中国有愿望也有机遇

还有能力，参与构建一个兼顾历史

与现实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文物交流

新秩序。这一方面意味着权益，即

有利于我国更多更快更好地追索返

还历史上流失的珍贵文物；另一方

面也意味着责任，我们对于他国的

非法流失文物同样必须按照国际公

约精神或双边协议规定予以返还。

我主张通过加强交流、增进了解、建

立互信、开展合作，在承认文物的重

要价值、坚持流通的道德标准、正视

历史的传承经历、默认法律的局限

作用的前提下，以彼此谅解与相互

合作的态度，来共同推进兼顾历史

与现实的公平正义。

——访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

用法律追索流失文物仍面临巨大挑战

海口，第三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海外文物回归
成果展展厅。一群身着蓝色
马甲的儿童记者涌入，围观
首次亮相消博会的四尊圆明
园兽首，向解说员提出一连
串问题：为什么是国宝？怎
么回来的？为什么要让它们
回来？
“1860年英法联军烧

毁圆明园，兽首自此流失海
外，成为中国文物流失的一
个缩影……”小朋友们很耐
心地听着，或许他们还无法
完全明白文物回归的重要意
义和艰辛历程，但至少，他们
的心里从小就会贯以“文运
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
连”的感触。

近代以来，众多文物流
失海外，是中华文明之殇。
让流失文物回家，是中华儿
女责无旁贷的使命，政府也
在不懈地努力。中国国家博
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翁淮南
表示，从1949年至今，我
国通过执法合作、司法诉
讼、协商捐赠、抢救征集等
各种方式，坚定追索流失文
物，积极参建文物返还国际
秩序，成功促成了300余
批次、15万余件流失海外
中国文物的回归。

但不能否认的是，无论
是外交协商、商业回购、捐赠
或持有人主动归还等方式，
国宝的回家之路在未来依然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充满机
遇却又荆棘遍布。

艰难与执着

本次成果展，保利文化携保利艺

术博物馆馆藏牛、猴、虎、猪四件圆明

园兽首铜像（仿制品），以及数件具有

重要文物回流价值、行业影响较大、市

场价值高的文物和艺术品与观众见

面，如明代吴彬的《十面灵璧图卷》、艺

术家黄胄的《欢腾的草原》等。

一批又一批的观展者来到保利

展台参观四尊圆明园兽首（仿制品），

人们对当年购回兽首的种种细节充

满兴趣。

确实，它们走过一条无比曲折

的归国路。

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坐在不

远处，面对着这些回归文物，平静的外

表下却有一颗波澜的心。他是保利文

化常务副总经理李卫强。消博会是展

示海南自由贸易港货物进境便利化政

策的平台，进境便利化措施将会利好

海外文物回归。李卫强作为保利海外

文物回归的管理者，自然明白，文物回

归的每一次微小进展都是艰难的。尽

管近年来成果与利好不少，总归仍是

道阻且长。

外界的观展者很难认识到，像李

卫强这样的中国人昔日在海外拍卖

会上的那种无奈。海外收藏机构占

有了那么多的文物资源，卖出一件，

立刻又能掏出更大更昂贵的另一

件。他们玩弄着市场行情，任意标价

是理所当然的。

兽首展柜的另一侧，陈列着此次

展出的清乾隆黄地素三彩折枝花卉双

龙大盘和明晚期铜鎏金青龙护法立像

真品。那尊护法立像，高不过30厘

米，人物衣裙飘逸、神态自若，据考是

来自于道教祭祀场所，可能与明嘉靖

帝及后世对道教的尊崇有关。

它原属英国伦敦三大老牌古董

商之一的斯佩尔曼（A&JSpeelman）

旧藏。斯佩尔曼家族囤积了大量的

明代铜鎏金塑像，在市场上的出手可

谓稳准狠。

2006年，斯佩尔曼在香港苏富比秋

拍上一口气推出14件明永乐-宣德年间

宫廷造像。其中一尊高72.5厘米的“大

明永乐年施”铭款的大型鎏金释迦牟尼

坐像以1.166亿港元成交，加上佣金总价

达1.23596亿港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贵

的金铜佛像。通过这番操作，斯佩尔曼

成功把明代塑像的市场价格炒上了天。

李卫强说：“中国人对流失文物寄予

民族感情。海外古董商了解并且利用这

一点去炒作市场热点。这一点从以前到

现在，一直未变。”

探索与尝试

这些年，不时有专家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也提出“商业回购不应视为文物追

索的有效方式”——国际市场上中国文

物价格一路走高，跟中国文物收藏热潮

有关。有些回购分明是纯粹的商业行

为，却硬是与文物追索挂钩，也在很大程

度上推高了这个市场。商业回购是以盈

利为目的的行为，绑架国民的爱国热情

不仅不道德，而且会给通过法律或外交

途径追索文物造成障碍和困难。

但不能否认的是，在过去的日子

里，这种手段为我们拯救了大批海外流

失文物。

新中国成立伊始，郑振铎等老一辈

文物工作者深思熟虑，通过建立“香港秘

密收购文物小组”等方式，在国力维艰之

时仍为国家追回大批珍贵文物，开启了

流失文物回归的恢弘篇章——“第一重

要的是：先购董源的溪山行旅图轴。凡

从日本来的东西，都应收。这是十分必

要的。其次，凡有被美帝垂涎欲购之可

能的，也必须先收。像李唐伯夷叔齐卷

等，应先收”“香港的市面不好，正是收购

的大好机会。惟必须十分的机密，十分

的小心慎重，以免有坏人钻空子”……字

字珍重，句句用心。

这绝非易事。

消博会上展出的一件西周倗季凤鸟

尊，是由时任保利艺术博物馆馆长蒋迎

春亲手接回来的，这一路可谓千辛万苦。

2003年，一位收藏圈内人士告诉蒋

迎春及他的同事，听说海外有人收藏着

一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凤鸟大尊。商周

时期流传下来的鸟兽型青铜器尊也就几

十件，且绝大多数是兽型尊，鸟型尊极

少，凤鸟造型的更是没见过也没听说

过。蒋迎春请人在海外打听了半年多，

终于查访到了藏主。但藏主拒绝露面。

最后经过中间人反复劝说，藏主答应将

货运到香港一家古董店，由古董店作为

中间人与保利洽谈。

在这条路上，为了让更多文物回归

祖国，广大中华儿女积极奔走，体现出了

团结一致的向心力。有的甚至在花钱购

回后无偿捐出……

如果说购回与赠予，是软性措施，那

么司法诉讼便是硬性手段。备受关注的

“章公祖师”肉身坐佛民间跨国追索一

案，就是以法治方式破解文物追索困

局。但民间跨国司法诉讼同样有着一定

的局限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

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教授认为，既然

是诉讼，就会有输赢，结局如何不太好预

测。万一败诉，下一步再由政府出面追

索就很难了。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诉

讼，即便判决原告获胜，但因为被告和文

物均不在中国，也很难获得实质性补偿，

无法实现追回文物的目的。

可喜的是，政府部门通过各种方式，

不断推进海外文物追索。比如，2019

年，国家文物局接到举报，称一组曾伯克

父青铜组器将于日本进行拍卖。警方调

查显示，这批文物从湖北随州春秋早期

曾国高等级贵族墓葬盗掘而来，是由实

际持有人周某非法出口至日本。中国紧

急照会日本驻华使馆。经努力，拍卖中

止。周某表示无条件将国宝上交国家。

对于那些早已流出海外的文物，中

国也与相关国家进行双边谈判与协商，

根据法律进行追索。2018年，在国家文

物局依据相关国际公约向意大利正式提

出返还要求，提供了详细的鉴定意见和

法律依据报告后，米兰法院作出将796

件文物艺术品返还中国的最终判决。

每一次激动人心的文物回家，亿万

网友总是会用暖心的“欢迎回家”刷屏，

表达了对最美重逢的欣喜，更折射出文

化的认同与自信。

追索与返还

强大的中国是推动国宝回归最坚实

的后盾。

我国政府不断完善追索流失文物的法

规制度，团结国内外正义、友好人士，中国

力量、中国智慧倾情奉献，使得文物追索返

还工作不断打开新局面。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文物保护力度、文物追讨力度

持续加大，成功促成1800余件（套）流失文

物返还。在国际公约框架下，我国政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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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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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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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国宝归来，需要热情，更要理性。

我们需要做好文物追索的整体规划，开展

国际合作，充分发挥政府间协商、民间人士

积极作用，探索多样化文物追索路径。

对李卫强来说，新的时代有新的使命。

当前，保利文化正助力海南打造

中国海外文物回归平台。他告诉记

者，此次保利带来的两件文物真品，是

特意经由海口海关、国家文物进出境

审核海南管理处报关入关做临时进境

展览的。这次进境也为日后中国海南

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能够顺利开

展海外文物回流工作，做好前期准备。

这段表述该如何解读？两件文物

货值总计255万元人民币。相对于那

些高热度的、动辄价值上亿的文物而

言，不算昂贵。可以说，保利用它们做

了一次文物进境的实验与演练。实验

结果是：按照标准流程，文物报关进境

通常需要15-30个自然日，这次仅耗

费了5个工作日。时间缩短意味着给

完好地抢救文物加保险，减少有人在

某些环节蓄意破坏、调包文物的风

险。文物早一天在境内落地，就少一

天夜长梦多的困扰。李卫强淡然道：

“你很惊讶吗？这样的事虽不多见，但

确实真实发生过。”

现藏于保利艺术博物馆的提梁神

面卣，就曾在海外被打了6个孔，仅仅

为了辨别其真伪，造成永久性伤害。

此外，近年发生的文物非法外流案件

中，就有盗墓者将完整的青铜器敲成

碎片，运输出境后再粘贴成型进入交

易市场的例子。

除了进境便利化，税率政策也有

变化。现行海关规定，文物艺术品入

境需缴纳的关税加增值税税率约为

20%，而文物艺术品的购买单价往往

很高。加之香港艺术品交易市场非常

成熟，导致国内买家不愿将海外购买

的文物运回内地。2021年，国家文物

局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民间

收藏文物管理 促进文物市场有序发

展的实施意见》，提出要积极研究调整

促进海外文物回流税收政策。今年，

海南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准备。未来如

果封关实现，到海南的文物和艺术品

运输无需纳税，且出入境无限制。

提到政策变化，李卫强显得很平

静。相反，他说起了近年通过外交、法

律层面追索找回的文物：“曾伯克父青

铜组器，从发现到追回，只用了五个

月。五个月啊！”

的确，比起费尽艰辛寻访流失文

物的下落，比起动辄千万上亿的拍卖

价格，追索返还文物的成果令人真正

地爽快和高兴。

本报记者 沈竹士

从    年至今，   余批次、  万余件流失海外文物回到祖国怀抱

文物回归：最美的重逢

从左到右依次为：神面卣、凤鸟大尊、清乾隆黄地素三彩折枝花卉双龙大盘、王作左守鼎、逐公盨，以及明晚期铜鎏金青龙护法立像。其中，第3、6件为保利文化供图，其余图片来源均为保利艺术博物馆。

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海外文物回归成果展上展出的兽首。 王颂摄 (消博会组委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