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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海外头条扫描

编者按：4月，一对即将回归的兽首让中国人欣喜不已，一些人甚至认为海外文物回流的春天到了；5月，一只打
破故宫玻璃的手又给那些以“保护不力”为借口拒绝归还文物者以新的口实。

从整体上看，流失文物追讨仍然是许多文明古国共同面对的难题。从一些国家追讨海外文物的做法中，我们
或可得镜鉴一二。

4月30日，英国文化、传媒与体育部公布，英国政府已联合英

国国家旅游代理商 Visit Britain推出一项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新

政。英国政府希望借助此项新政促使英国2020年的海外游客人

数达到 4000万人次、在英国境内的消费额达到 315亿英镑。此

外，相关部门还希望新政能够创造至少20万个就业岗位。

此项旅游新政包含 4 个主要方面：为英国打造全新的国

际形象、增加旅游贸易订单数、扩大国内旅游业产品的范围、

让赴英国旅游变得更容易。这将推动英国旅游业相关公共机

构与私营机构密切合作。Visit Britain 宣布，他们已经同阿联

酋航空签订了价值 200 万英镑、长达两年的合作协议，借助阿

联酋航空在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及海湾地区的广阔航线，

向海外宣传英国。

英国文化、媒体与体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旅游是英国政

府经济增长战略的中心，旅游业每年向英国贡献至少 1150 亿

英镑的收益。Visit Britain 主席克里斯多夫称，英国国内没有

任何一个产业像旅游业这样强大而具有潜力。旅游业的成功

不仅会促进经济增长，还会成为推广英国国家形象和推动贸

易增长的动力。 （本报记者 宋佳烜 编译）

专业“讨债”机构全球追踪

作为历史悠久的古国之一，

埃及拥有无数珍贵文物，但由于

殖民掠夺、战乱和走私等原因，大

量文物流失海外。为追讨这些文

化珍宝，埃及政府的执着可谓感天

动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埃及文

物部门加大追讨海外流失文物的力

度，已陆续从英国、法国、瑞士、美国、

西班牙、荷兰等国追回文物共计

6000多件。为了让一段狮身人面像

的胡须回家，埃及人甚至前赴后继

地追讨了166年之久。

埃及政府成立了专业的“讨

债”机构，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下属

的文物归还管理局就是其中之一。

该机构的日常工作是对全球约 40

家主要经营文物的网站进行追踪，

一旦发现有埃及文物参与拍卖、展

览等，便立即联系拥有该文物的机

构或个人，要求其出示拥有该文物

的合法文件。如果一旦确定某机构

或个人非法拥有埃及流失文物，埃

及将通过外交等途径向其所在国施

压，要求归还该文物。若所在国拒

绝合作，埃及将考虑终止与该国在

文物发掘、展出等方面的一切交流

活动。与此同时，埃及分布在世界

各国的使领馆也是追查流失文物

的前哨站，密切关注驻在国涉及埃

及文物的拍卖和转让等活动。

2009 年 10 月，时任埃及最高

文物委员会秘书长哈瓦斯宣布，如

果法国卢浮宫不归还从埃及流出

的 5幅古壁画，埃及将中止与卢浮

宫的一切合作，卢浮宫考古小组在

开罗南部吉萨省萨卡拉地区进行

的 考 古 发 掘 工 作 也 将 不 再 被 允

许。这 5 件文物原本位于埃及南

部卢克索著名的帝王谷内，是古埃

及法老陵墓中用作装饰的壁画，距

今约有 3000年历史。上世纪 80年

代，这 5 幅壁画被盗，随后被卢浮

宫购买。哈瓦斯称卢浮宫明知这

些文物是偷盗品仍进行收购，是在

帮助文物走私，理应归还。面对埃

及方面强硬的立场和充分的理由，

时任法国文化和通信部部长密特朗

3 天后便表示同意归还文物，恢复

与埃及的合作关系。

首脑用“面子”换文物

追回流失文物是秘鲁政府外交

工作的优先目标之一。秘鲁作为南

美洲文明古国，近年来成功地从西

班牙、英国、德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

追索了一大批珍贵文物。2008年10

月，秘鲁政府借西班牙国王胡安·卡

洛斯和王后索菲娅访问秘鲁之机向

西班牙讨回了45件珍贵文物，其中

包括几件有1800年历史的金器。

1911 年，耶鲁大学学者海勒

姆·宾厄姆从秘鲁印加古城马丘比

丘带走5000余件文物用于研究，此

后这批文物一直陈列在耶鲁大学博

物馆。秘鲁政府向美国耶鲁大学索

要印加文物的谈判持续几十年未能

取得进展，期间还多次严辞拒绝美

国提出的“赎买”要求，宁可暂时要

不回也绝不“变相鼓励盗贼”。2008

年，双方一度对簿公堂。最终，在两

国总统以及众多耶鲁校友的调解之

下，耶鲁大学承诺在2012年底归还

所有文物。

埃塞俄比亚向意大利追讨阿

克苏姆方尖碑的成功案例充满了

戏剧性。早在 1947 年，意大利就

向联合国承诺将归还二战期间劫

掠的埃塞俄比亚文物，但几十年迟

迟不见行动。2002年 6月，时任埃

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出席了在意

大利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首脑会

议。正当会议按照预定议程进行

时，梅莱斯在发言中突然转换话

题，猛烈抨击意大利政府，称其言

而无信，当着各国领导人的面要求

意大利归还属于埃塞俄比亚的方

尖碑。梅莱斯这一出人意料的举

动使埃塞俄比亚追索方尖碑的漫

长历程出现转机。同年 7月，时任

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签署了归

还阿克苏姆方尖碑的决定，客居

他乡长达 68 年的方尖碑终于踏上

回家的旅程。

外交谈判常年斡旋

2011年 6月 11日，韩国举行盛

大仪式庆祝法国归还 1866 年流失

法国的朝鲜王朝时代王宫图书馆

外奎章阁图书。这次海外文物的

归还成为业界津津乐道的案例，通

过外交谈判达成的共识几经波折，

打上了外交、政治目的的烙印。

1866年，法国以天主教遭迫害、

法国神父被杀为由，派遣军舰攻打

朝鲜，撤退时带走部分外奎章阁图

书。1975年，居住在法国的韩国历

史学家朴炳善在巴黎国立图书馆首

次发现外奎章阁图书，将此事公之

于众。1991年，首尔大学正式要求

法国返还，由此开始了两国政府就

外奎章阁图书“回家”进行的谈判。

虽然韩国政府一直主张法国

应顺应国际社会潮流、遵守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公约，归还

属于韩国的历史文物，但按照法

国国内相关法律，外奎章阁图书

是巴黎国立图书馆所珍藏的国有

财 产 ，双 方 谈 判 一 直 未 见 成 效 。

1993 年，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访

韩，将一本外奎章阁图书归还韩

国，达成“租借”的共识。2009 年

11 月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期间，

两国就返还外奎章阁图书达成最

终协议，商定以租借方式由韩国

保管，每 5 年更新一次租借合同，

实际上就是自动续约。

文物回到韩国后，法国政府和

媒体不断强调“租借”，而韩国政府

则大肆庆祝，一副迎接文物永久回

归的架势。韩国时任总统李明博告

诉民众：“我宣布，145 年前遭掠夺

的外奎章阁图书已经回家。”法国时

任文化部长雅克·兰当表示，不怀疑

图书将长期留在韩国。

依仗国际公约巧打官司

面对严峻的文物流失现象，国

际社会制定了一些公约，给跨国文

物追索提供了法律依据。比较重

要的有 1970 年通过的《关于禁止

和预防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

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以

及 1995 年诞生的国际统一私法协

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

公约》。随着国际公约被越来越多

的国家所接受，国际上兴起了向文

物所在国法院起诉并要求有关机构

或个人将被非法出口到该国的文物

返还至来源国的诉讼浪潮。

2001年至2004年，英国伦敦巴

拉卡特美术馆从法国、德国和瑞士

收购了 18座公元前 3000年至公元

前 2000 年的古代雕刻容器。伊朗

政府表示，这批容器是从伊朗吉洛

夫特小城的古代墓葬中非法盗掘并

偷运到国外的。根据伊朗 1979 年

颁布的一项关于保护未授权挖掘的

法令，这批文物的所有权已归属伊

朗政府，于是伊朗在伦敦法院起诉

巴拉卡特美术馆，要求其返还该批

文物。经过两轮审批，2007 年底，

伦敦法院承认了伊朗政府对这批文

物享有所有权，判决巴拉卡特美术

馆应将文物归还给伊朗。

借助国际组织杠杆力量

在流失文物追索方面，许多国际

组织及机构不懈努力，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促进文化财产归还原属国或

返还非法占有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

会（以下简称“返还委员会”）就是其

中的代表。在该机构的介入和帮助

下，土耳其成功地向德国讨回了

7000多件楔形文字泥板。

这些泥板于 1906 年发现于土

耳其古赫梯人的首都汉梯沙，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

产名录》。1975年，土耳其政府向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要求归还收

藏于佩加蒙博物馆的7400件楔形文

字泥板。经过漫长的12年谈判，一

直没有结果。1987年，土耳其向返

还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申请，在委员

会的促进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

当年归还了这些文物。

在返还委员会的帮助下寻回

国宝的不止土耳其一例。在委员会

的调解下，美国于1988年归还了泰国

帕侬蓝寺塔殿正门门楣上的一座精美

石雕。历经4年谈判，2010 年，瑞士

日内瓦穆勒博物馆同意将一副失窃

多年的马孔德面具归还给坦桑尼

亚。2011年 5月，德国与土耳其就

返还一尊狮身人面像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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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美国南加州棕榈

泉 市 退 休警察威廉·布莱克在

家中后院的水池边发现了 3 个

古怪的铜质动物头像。某日，他

偶遇了一位名为查尔斯的男子，

查尔斯以 1500美元一个的价格

将这些头像买走。2007年，澳门

“赌王”何鸿燊出价 6600余万元

人民币，在一次拍卖中购买了一

个铜首，并将其捐献给国家。这

个铜首便是 22年前在布莱克家

后院发现的 3 个铜首之一——

马首。22 年，价格竟飙升 6000

余倍。

今年4月26日，法国皮诺家

族在北京宣布，将向中国无偿捐

赠鼠首和兔首。“十二生肖”家族

又有两兄弟回归，令中国民众欣

喜不已。同时，人们也没有忘

记，2009 年，中国买家蔡铭超曾

在 法 国 佳 士 得 的 拍 卖 会 上 以

3149 万欧元的天价拍下这两个

兽首的往事。蔡铭超的“拍而不

买”最终导致流拍，这个成交价

却让国际人士直到今日还感慨

中国人“有钱”。

兽首的每次亮相，无一例外

都 成 为 媒 体 和 民 众 关 注 的 焦

点。不可否认的是，在经历了火

烧圆明园的惨痛历史后，这些流

失海外的兽首寄托了期待和平

与团圆的中国人太多的民族情

感。兽首的每次回归，似乎总能

向国人传递一种讯号——祖国

在强大，民族在复兴。但是，这

些“水龙头”究竟能在多大程度

上满足人们的爱国需求？

兽首由意大利人郎世宁根

据中国十二生肖设计，法国人蒋

友仁主持监修，并由中国工匠铸

造于清乾隆年间，原立于圆明园

西洋楼海晏堂前扇形水池喷水

台南北两岸的石台上。文物界

人士大都认同，十二生肖青铜首

的艺术价值并不是很高，毕竟它

们只有百余年的历史，在圆明园

内，青铜首也并非最顶级的青铜

器。4月 27日，中国国家博物馆

副馆长陈履生在其微博中称：圆

明园十二生肖“水龙头”只是圆明

园被外国列强掠夺、焚毁的历史

见证，一上拍卖会就被称为“国

宝”，欠妥。特别是把外国人做的

“水龙头”称为“国宝”，更是欠妥。

对它们要有正确的认识，尤其是对

它们的艺术性更应该有一个基于

中国美术史的正确的认知。

其实，就算兽首全部回归祖

国，也不意味着圆明园的屈辱得

到洗刷，更不意味着中国人曾经

遭受侵略的压抑彻底释放。这

些兽首在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

总名单中，只是沧海一粟。中国

曾被列强掠夺走的珍贵文物中，

十二生肖兽首甚至不能算是精

品，如今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女史

箴图》、法国枫丹白露宫的金佛

塔、英国大英图书馆的万余册敦

煌遗书等，因被外国文博机构收

藏未能进入流通市场，渐渐被人

们遗忘。反而是那些藏于私人

手中的文物，在各方炒作下招摇

过市。

不难看出，国人的爱国情感

正在成为一些人哄抬价格的筹

码，造就令人瞠目的价格泡沫，

令曾经以非法途径流失海外的

中国文物的拍卖价格与其真实

价值严重脱节。同时，中国文物

在国际市场价格的走高还令国

内文物盗卖团伙更加猖獗。近

年来，国内文物盗卖犯罪案件增

加，盗墓、走私等活动对国内文

物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专

家表示，目前，国内文物盗卖团

伙已经形成了完整、高效的生产

链条，一件文物从盗窃到流入国

外市场甚至只需3分钟时间。

民族的历史和情感无法用

金钱衡量，被炒作绑架的“爱国

心”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对

于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如何用

正确的历史心态、客观的艺术标

杆去衡量，用更加理性的方式方

法进行追索，已是无可回避的时

代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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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政府日前向国内博物馆拨款 19 万美元，用于

清查二战纳粹大屠杀时期通过非道德手段获得的艺术

品。加拿大是由 31个国家组成的“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

中，首个实施艺术品清查的国家。加拿大艺术博物馆董

事协会将联合包括温尼伯美术馆和安大略美术馆在内的

6家加拿大博物馆参与该项目。

加拿大艺术博物馆董事协会主席约瑟芬·米尔斯在声

明中表示：“有了加拿大政府的支持，加拿大各博物馆及美

术馆的管理者将会凭借自己的专业经验，为国际社会就 20

世纪那段最肮脏历史展开公开公正的对话做出努力。”

此前，加拿大各博物馆对藏品出处来源的清查已取

得一定成果。蒙特利尔美术博物馆日前就宣布，已向犹

太藏家布鲁诺·斯派诺的后代归还荷兰艺术家格里特·
范·弘索斯特创作于 17 世纪的名画《二重唱》。犹太藏家

斯派诺曾是德国汉堡的一位军火商，二战期间，在纳粹的

强迫下，他的妻子将该画变卖。6 月 5 日，《二重唱》将作

为封面拍品亮相纽约佳士得拍卖专场，估价为 200万美元

到 300万美元。斯派诺之孙马西斯表示，会把成交额的一

部分捐赠给蒙特利尔博物馆，以感激他们的善意行为。

（刘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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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加理性的方式进行追索
杰 夕

为了解决国际社会在海外文物追讨方

面的争端，国际上很早就制定了两项公约，

并分别吸引了一些国家加入其中，成为缔约

国。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7 年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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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国际

统 一 私 法 协 会 1995 年 在 罗 马 制 定 的《关 于

被 盗 或 者 非 法 出 口 文 物 的 公 约》。 中 国 分

别于 1989 年和 1997 年加入了这两项公约。

海外流失文物一般可以分为珍贵与一

般、合法与非法、过去与现在三种情况。目

前，两项国际公约在现在、非法流失文物的

追讨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在追索现当

代、以非法途径流失海外的文物时，世界范

围内，包括我国都曾有在国际公约框架下追

讨成功的案例。”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副教授霍政欣从事海外文物追讨的研究，他

告诉记者，“只要及时发现公约约束范围内

流失海外的文物，提出合理主张，搜集到足

够、有力的证据，文物追讨的把握就很大。”

“国际公约是各方妥协的结果，不可避

免地有其局限性。”霍政欣说，“1970 年公约

目前拥有 122 个缔约国，但因为制定的时间

比 较 久 远 ，一 些 主 要 的 文 物 追 索 国 家 国 力

并 不 强 大 ，欧 美 国 家 的 利 益 在 公 约 中 占 据

了 主 导 ，很 多 条 款 带 有 明 显 的 局 限 性 。 公

约 第 7 条 第 2 款 规 定 禁 止 进 口 从 本 公 约 另

一缔约国的博物馆或宗教的或世俗的公共

纪 念 馆 或 类 似 机 构 中 窃 取 的 文 化 财 产 ，如

果该项财产业已用文件形式列入该机构的

财 产 清 册 。 然 而 ，许 多 流 失 海 外 的 中 国 文

物 都 是 野 外 文 物 ，并 非 文 博 机 构 的 馆 藏 之

物 ，无 法 适 用 于 该 条 约 。 后 者 虽 然 在 条 款

上没有前者苛刻，体现出了一定的进步性，

但因为缔约国只有 32 个，英、法、美等大的

文 物 市 场 国 都 未 加 入 ，因 而 约 束 力 极 为 有

限 。”此 外 ，两 项 公 约 同 时 还 具 有 一 个 限 制

性 条 件 ，那 就 是 它 们 只 对 公 约 制 定 后 流 失

的 文 物 具 有 约 束 力 ，而 中 国 文 物 的 海 外 流

失 大 都 发 生 在 二 战 时 期 ，已 经 不 属 于 公 约

保护的范围。

国际公约也在经历不断改进和完善的

过程，据霍政欣介绍，每年召开的相关会议

都在对现行公约的部分内容进行着改革。

中 国 、秘 鲁 、墨 西 哥 等 主 要 的 文 物 追 索 国

正 在 不 断 地 通 过 这 些 会 议 提 出 自 己 的 主

张 ，国 际 公 约 也 逐 渐 朝 着有利于追索国的

方向发展。

霍政欣建议对中国海外流失文物进行

系 统 梳 理 和 统 计 ，了 解 这 些 文 物 流 失 海 外

的 时 间 、原 因 及 现 存 地 点 ，做 到 有 的 放 矢 。

以此为基础，组织制定综合、全面的海外文

物追索战略，结合不同文物的不同情况，选

择不同手段和方式对文物进行追索。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霍政欣：

善用国际公约 谋划追索战略
本报记者 宋佳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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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特·范·弘索斯特创作于 17 世纪的名画《二重

唱》（局部）。

有着“世界第一百货”之称的英国伦敦哈罗德商店是很多

外国游客必去的消费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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