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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万象

与这些文物相比，青铜“虎
鎣”无疑是个“幸运儿”。在它归
来的身影背后，是一个国家不懈的
努力——

近年来，我国不断探索促成流
失文物回归的多种途径，逐步建立
综合使用外交斡旋、协商谈判、执
法合作、司法诉讼等方式的流失文
物追索返还工作模式，成功促成了
30余批次近4000件套流失文物回归
祖国，其中圆明园鼠首兔首、秦公
晋侯青铜器、大堡子山金饰片等重

要文物已先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
馆、上海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
等。

同时，国家文物局还上线了中
国被盗 （丢失） 文物信息发布平
台，为追缴被盗文物及海外流失文
物依法追索提供依据。

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和对自身
文化认同的加深，民间力量开始在
流失文物的追索中发挥作用。福建
省大田县阳春村村民近年来还拿起
法律武器，向荷兰收藏家跨国追索

被盗的章公祖师肉身坐佛。
但毫无疑问的是，流失文物的

追索依然任重道远。
“今后，我们将本着合作、开

放的态度，在各相关部门的支持
下，统筹引导收藏机构、协会组
织、媒体与社会各界的积极力量，
推进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更加主
动有序开展，为建立更加公平正义
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国际规则贡献
中国力量、中国智慧。”刘玉珠
说。 据新华社

被从圆被从圆明园掠走明园掠走
流失海流失海外百余年外百余年

““虎虎鎣鎣””回家回家

流落异乡的青铜“虎鎣”搭乘
飞机回到故土。这条归家之路，一
波三折，它走了百余年。

今年3月，青铜“虎鎣”的图
片出现在英国一拍卖机构的网站
上，它将于 4 月 11 日被拍卖的消
息，吸引了各方关注目光。

相关资料显示，青铜“虎鎣”
原为清宫皇室旧藏，1860年被英国
军官哈利·埃文斯从圆明园劫掠获
得，此后一直由其家族收藏。

国家文物局得知消息后立即开
展信息收集、鉴定研究，在基本确
认青铜“虎鎣”为圆明园流失文物
后，数次通过多种渠道联系英国相
关拍卖机构，希望通过协商对话的
方式解决问题。

4月10日，国家文物局发表声

明，强烈反对并谴责该机构执意拍
卖流失文物的行为，表示将继续按
照国际公约和中国法律规定，通过
一切必要途径开展流失文物追索。

随后，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国
内主要文物艺术品拍卖平台等相继
发声，表示如该拍卖机构执意拍卖
我国流失文物，将终止与其开展的
一切商业合作往来。

4月11日，青铜“虎鎣”以41
万英镑价格在英国成交。

“逆转”出现在4月底，国家文
物局收到英国拍卖机构负责人邮
件，称青铜“虎鎣”境外买家希望
将文物无条件捐赠给国家文物局。
9月21日，国家文物局代表团会同
中国国家博物馆专家组赴英开展实
物鉴定。包括科技检测在内的鉴定
结果均显示，青铜“虎鎣”符合西
周晚期青铜器基本特征。当日，文
物交接确认书顺利签署。

在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眼
中，青铜“虎鎣”的回归，彰显了
中国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
与负责态度，也显示了我国流失文
物追索工作获得了社会各界广泛的
理解与支持。

“这是某种令人惊骇而不知名
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
可见，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
瞥见的亚洲文明的剪影。”

150多年前，法国文豪雨果这样
描写圆明园的悲剧：“这个奇迹已经
消失了。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
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
财物，另一个强盗在放火……”

圆明园被洗劫，是风雨飘摇的
中国近代史中，大批文物苦难命运
的缩影。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
贸易等原因，有超过 1000 万件的
中国文物流失到海外，几乎涵盖所
有文物种类。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 47 个国
家 200 多家博物馆的藏品中，有
164 万件中国文物，民间收藏的中
国文物大约是馆藏数量的 10 倍以
上。

对承载灿烂文明的文物来说，
回到它们的诞生之地是最好的归
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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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
约》——这是目前关于流失文物返
还领域的两大国际公约。在实际操
作中，前者缺乏强有力的履约监督
机制，后者则缔约成员国数量有
限，结构失衡，大部分主要文物进
口国尚未签署该公约。

而近年来在国际拍卖市场上，
拍卖公司利用中国买家的民族情结
来进行商业炒作的事件也频频发
生，“中国流失文物”成了一个极
有市场号召力的标签，致使价格节
节攀升，也对民族情感造成了“二
次伤害”。

冬季到了，有些爱好者在河湖里玩起了冬泳，
但这其实存在很大的危险。在沈阳浑河南岸的奥林
匹克公园里，有一个冬泳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冬泳泳
道。12月11日中午1时，一位冬泳爱好者一个猛
子扎进水里，再也没有上来。

当记者赶到现场时，消防员刚刚撤离，冰冷的
湖面上清晰可见一条长30米、宽2米的泳道。距离
事发已过去3个小时，泳道的水面上又结了一层薄
冰。一位目击的冬泳爱好者告诉记者，出事的人大
概50来岁。“我们常规的办法是不要扎猛子，他游
了 3 次就从那头扎猛子，就扎偏了。”观察了好
久，这个冬泳的人一直没有上来。一看情况不妙，
其他冬泳爱好者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接警后，消防队员立即赶到现场并进行了紧急
救援。“我看到消防员排成两排，拴着绳子，拿着
钩子凿。”目击者介绍。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救援，
依然没发现失踪者的踪迹。 晚综

男子冬泳失联
凿冰搜救无果

“太过分了，黑鹳好不容易跟人有点儿感情，
这一砸，全跑了。”12月11日上午，北京市房山六
渡渡口，一位拍鸟人为拍摄黑鹳展翅起飞的曼妙镜
头，竟用石块砸向正在觅食的鸟群，被惊吓的黑鹳
四散离去。该行为引起了其他观鸟爱好者的不满。

房山六渡渡口，因为经常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黑鹳聚集觅食，成了摄影圈里有名的拍鸟胜地。

黑鹳觅食时，多在浅滩中跋涉，吃饱后，还会
在水边休息一会儿。为了捕捉振翅飞翔的镜头，11
日一位穿黑色棉服戴深蓝色帽子的拍鸟者竟然反复
向黑鹳投石，石块约有半块砖大小。

让众多鸟友们担心的是，黑鹳生性非常机警，
过去一年多来，因为人们经常投喂并且遵守规则、
安全拍摄，黑鹳也渐渐不怎么怕人了。现在有了这
样居心不良的拍鸟人，黑鹳与拍鸟人好不容易建立
起来的信任关系会不会毁于一旦？

“这样的拍鸟行为我们要严厉谴责，这样对待
黑鹳是犯罪。希望大家相互监督，敢于维护正
义。”一位鸟友在微信朋友圈中愤慨地写道，而她
的表态也被鸟友们多次转发。 据《北京日报》

为拍起飞身姿
向黑鹳抛石块

23岁，从海外留学回国不到一年，在上海一
家大企业上班，浙江嘉兴女孩小陈的履历和她的长
相一样漂亮。然而却因失恋患上了抑郁症，为了从
阴影中走出来，上个月她从网上购买了一条银环
蛇，当作宠物来养。养了还不到一个月，11月23
日的晚上，小陈在喂食银环蛇时被咬伤了左手食
指，导致她心脏骤停，呼吸衰竭，险些失去生命，
现在还躺在杭州市中医院的病房里。

现在，小陈正在逐渐恢复之中，已经可以行
走，但身体仍有一点麻木感。杭州市中医院ICU主
任助理张勇副主任医师告诉记者，毕竟她年纪比较
轻，抵抗力好，恢复情况比预想的好。但以后是否会
留下四肢乏力、易疲劳的后遗症，现在还不好说。

据了解，治疗蛇毒的过程中，小陈抗抑郁的药
物也没有停。再过段时间，医院还准备安排心理医
生对她进行会诊。

被银环蛇这类剧毒动物咬伤后，应如何处置？
“若被蛇咬伤，家属应及时告知医生真实情

况，被咬伤时间、地点及被哪种蛇所咬，方便医生
作出最佳治疗方案。”渭南市第三医院副院长秦沛
潮说。除了蛇外，被黄蜂、蜈蚣等咬伤，也要第一
时间进行局部处理，用水冲洗伤口，之后去医院进
行抗过敏规范治疗。 据《北京晨报》

女子养银环蛇被咬
心脏骤停昏迷不醒虎鎣细节图。

虎鎣细节图。

今年4月被英国一拍卖机构拍卖的圆明
园文物青铜“虎鎣（ying）”近日重回祖国怀
抱。12月11日，这件流失海外百余年的文
物正式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据悉，在买下青铜“虎鎣”后，境外买家买家
通过拍卖机构联系国家文物局通过拍卖机构联系国家文物局，，希望将文物希望将文物
无条件捐赠无条件捐赠。。在鉴定接收等各项工作完成在鉴定接收等各项工作完成
后后，，青铜青铜“虎鎣”于11月23日安全抵达北京。

经鉴定，青铜“虎鎣”为西周晚期文物，
顶盖内铸有“自作供鎣”铭文，因其精美独特
的造型、罕见的虎形装饰而具有重要的历
史、艺术和文化价值。

虎虎鎣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