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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1月接到警方通知到10月文物归
国，本次追索行动显得异常顺利。对比25年
前，我国的流失文物追索工作掌握了什么“秘
笈”？事实上，流失文物追索不仅牵涉极其
复杂的法律难题，还往往涉及民族情感和国
际关系，是需要一代代人不懈努力的系统工
程，被公认为世界性难题。

20 多年来，中国不断提升文物保护和
流失文物追索能力，致力于文物返还领域国
际规则改革与完善的正义事业，推动国际规
则向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演进。中国与 23
个国家就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签署双边协议，
建立彰显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机制。

“与此同时，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国际
法律秩序发生了历史性改变。”关强说，“非
法流失文物应返还原属国”“打击文物非法
贩运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等理念已成为国
际共识。包括英国在内的诸多文物市场国加
入了“1970年公约”，为各国开展追索返还
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伦敦大都会警察局警探苏菲·海斯对此事
的观点，恰是这一“国际风向标”的印证——这
批文物“于法于理都应该归还”。站在更加
深远的历史维度回望，这不仅是对一代代中
国“追宝人”不懈呼唤的回应，更是国际法
律与秩序发展的必然走向。 据新华社

■2014年12月
瑞士归还一尊汉代彩塑陶俑。
■2015年3月
澳大利亚归还一尊清代观音像。
■2015年4月、5月
法国归还4件东周时期的猛禽金首和

28件大堡子山遗址秦代金饰片。
■2015年12月
美国归还 16 件 （组） 玉器、5 件

（组） 青铜器、1件陶器共22件流失文物
和1件古生物化石。

■2017年1月
加拿大归还 19 世纪中国云南佛寺古

建筑木雕、2.2亿年前中国鱼龙化石和2.5
亿年前中国三叠纪鱼骨化石。

■2017年8月
埃及归还13张古代中国票据、纸币。

2019年11月13日，圆明园马首铜像
捐赠仪式在国家博物馆举办，流失海外
百余年、在2007 年由澳门企业家何鸿燊
购得，并在澳门公开展示多年的马首铜
像被正式捐赠给国家文物局。经过双方
协商一致，文物局受捐后将圆明园马首
铜像划拨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收藏。今
年年内，这件文物将回到圆明园，并完
成首秀。

目前，北京市正在积极进行展览准
备，马首今年内将完成在圆明园内的首
展。另外，马首的展出地计划在圆明园
正觉寺。

圆明园马首铜像，为清代圆明园长
春园西洋楼建筑群海晏堂外十二生肖兽
首喷泉主要构件之一。1860 年英法联军
侵入北京，圆明园惨遭劫掠焚毁，马首
铜像与其他11尊兽首铜像一同流失海外。记者从国家

文物局 11 月 18
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获悉，今年 1 月以
来，国家文物局与外交、
海关等部门紧密合作，在
我驻英国使馆大力支持
下，克服疫情的不利影
响，近期成功将流失英国
25年的68件走私文物追索
回国。

此次流失文物的顺利
回归，为我国政府持之以
恒25年不间断的走私文物
跨国追索行动画上圆满句
号，是中英两国在“1970
年公约”框架下，合作打
击文物走私、促进文物追
索返还的成功范例。经国
家文物局组织鉴定，整批
文物器型较为丰富，品相
较好，精品较多，一些文
物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
科学价值。

流失英国流失英国2525年年

6868件走私文物件走私文物回家回家

马首铜像
年内将回到圆明园

回 顾

多国归还中国文物

■2019年2月
美国归还361件（套）流失文物艺术

品，涉及石器、玉器、青铜器、陶器、
钱币、木雕建筑构件等。

■2019年3月
意大利归还796件中国流失文物艺术

品，这是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中国
文物艺术品返还。重点文物包括马家窑
文化红陶罐、汉代茧形壶、唐代武士立
俑、宋代黑釉瓷、清末至民国紫砂壶
等，时代跨度长达 5000 年，从新石器时
代至明清民国时期。 晚综

一个通报开启漫漫追索路

这个长长的故事，始于 25 年前的一个
电话。1995年2月，英国警方向中国驻英国
大使馆文化处致电，通报在侦破一起国际文
物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疑似中国文物。接到
电话的文化处二秘于芃立刻将情况上报。

经国家文物局初步鉴定，确系我国禁止
出境文物。当年3月，英国警方实施“水烛
行动”，截获扣押嫌疑人运抵英国的大量文
物。国家文物局派员赴英鉴定，确认为走私
中国文物。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多部门共
同组成的“追索英警方查扣走私中国文物工
作小组”立刻展开相关工作。

1998年2月，迫于中方压力，该案2名
主要嫌疑人与国家文物局签署归还文物协议

书，5 月，3000 余件返还文物运回北京；8
月，该案另一名嫌疑人与国家文物局达成和
解，归还7件文物。但是，该案中1名文物
购买人拒绝参与协商谈判，涉案文物一直被
英国警方扣押。

时光飞逝，已成为公使衔参赞的于芃曾
谈起这桩“悬案”，后辈于果用“惊心动
魄”概括这段耳闻的传奇。

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成了“续写”传
奇的一员——今年1月，于果接到伦敦大都
会警察局邮件，告知因购买人去向不明，且
扣押时间超过追诉期，该批涉案文物被界定
为无主物，主动提出希望将该批文物归还中
国政府。

消息传回国内，国家文物局立即组织重
启追索机制，拟定追索方案，组织专家鉴
定，形成追索清单，向英方发出追索函，代
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返还要求。经过现场清
点，最终认定追索文物共68件，伦敦大都
会警察局同意全部归还。

10月20日，随着CA938次航班平稳降
落在北京首都机场，流落异乡多年的瑰宝终
于回到祖国怀抱。

从未被放弃的文化瑰宝

在被英国警方扣押期间，这批文物并没
有被遗忘。“国家文物局始终未放弃追索，
与我驻英国使馆、英国警方保持联系，长期
关注进展。”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说。

今年7月底，于芃、于果等人赴英方仓
库现场清点这批沉睡多年的文物。当凝结数
代文物工作者和外交人员心血的追索成果真
实地摆在面前，曾为之付出努力的人们感慨
万千。

这批文物归国后，国家文物局旋即组织
专家开展鉴定工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
副司长邓超介绍说，经专家讨论研究，68
件文物中，暂定二级文物3组13件、三级文

物30件、一般文物25件。它们有这样几个
特点：时间跨度大，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清
代；产地分布广，江西、安徽、福建、河
南、陕西、河北、贵州等地均有所见；器型
丰富，品相较好，精品较多，一些文物具有
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文物是灿烂文明的缩影，记录着古代中
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重要信息。

“比如这套唐三彩七星盘，由承盘、6
个小杯和1个大杯组成，盘外壁及杯器身施
黄、绿、白等釉，釉色鲜亮。它们是唐代现
实生活的再现，也反映出唐代制陶工艺的高
超水平。”邓超说。

25年间逐渐改变的“国际风向标”

唐三彩七星盘

元明时期石雕马

明代青瓷带盖梅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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