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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伯克
父」 青銅組
器中的鼎
受訪者供圖

國家文物局10日舉行發布會稱，通過外交努
力和刑事偵查相結合的方式，成功追回8件流失日
本的曾伯克父青銅組器。文物局表示，這組青銅
器為湖北隨州地區春秋早期曾國高等級貴族墓葬
出土文物，係國家一級文物，是中國近年來在國
際文物市場成功制止非法交易、實施跨國追索的
價值最高的一批回歸文物。據了解，該組文物為
目前考古發現所未見，有助於研究曾國這個神秘
的千年古國，將亮相9月17日在國家博物館舉辦的
「回歸之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歸
成果展」 ，獻上歸國後的公眾 「首秀」 。

流失日本 青銅瑰寶追索歸國
曾伯克父組器再現千年古國之謎 下周北京首秀

話
你知

【大公報訊】記者黃寶儀廣州報道：
臨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紅色旅

遊熱持續升溫，青少年成為消費主力。同

程藝龍與同程旅遊10日聯合發布《2019

紅色旅遊趨勢報告》（下稱《報告》），

稱今年暑假平台紅色旅遊景點客流量同比

增長90.4%，預計今年國慶紅色旅遊將成

為國內遊熱門主題，全國重點紅色主題景

區將迎來接待高峰。

根據《報告》，國家博物館、中國海

軍博物館、江陰軍事文化博物館等包含紅

色主題展的博物館人氣最高。同時，紅色

旅遊景點遊客年齡結構相對年輕，其中14

歲以下中小學生佔比5.4%，20至39歲青

年群體佔比57.3%，整體青少年及青年人

群佔絕對多數。從年齡結構上看，紅色旅

遊已成為青少年人群喜歡的旅遊主題。中

國旅遊研究院最新發布數據也顯示，2019

年上半年，14歲以下遊客參與紅色旅遊接

待量按可比口徑同比增長17.23%。

紅色旅遊不僅在內地掀起出遊熱潮，

近年還呈現出走出國門趨勢。其中德國古

城特里爾市因為馬克思故居成為不少中國

遊客歐洲遊的熱門 「打卡地」 。

國慶紅色旅遊升溫 青少年成主力

▲兒童在參觀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
受訪者供圖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上海報道：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8月CPI同比漲

2.8%，漲幅與前值持平，仍處於約一年

半高點；CPI環比漲0.7%，較前值提升

0.3個百分點，錄半年來新高。

記者留意到，在豬瘟疫情及豬肉價格

周期性因素疊加影響下，當月豬肉價格同

比上漲46.7%，環比上漲23.1%。交銀金

研中心高級研究員劉學智指，豬肉價格持

續上漲，不僅令牛羊雞肉等替代品價格出

現不同程度上漲，更推動食品價格同比漲

幅攀升。

長江證券宏觀首席分析師趙偉坦言，

隨着生豬供給的大幅收縮，及中秋、國慶

假期臨近，近期豬肉價格快速上揚，其對

CPI同比拉動作用逐步擴大；另一方面，

天氣、蟲害等因素影響下，大豆等糧食價

格亦可能推升通脹預期， 「豬價上漲的 『
外溢效應』 ，或帶動雞肉等食品價格看漲

」 。

展望未來，劉學智相信，受豬肉價格

或繼續攀升影響，未來數月CPI同比讀數

料仍維持較高水平。中金公司資深經濟學

家易峘認為，今年中國總通脹水平依然可

控，但在年內生豬存欄量錄歷史同比最大

跌幅同時，部分其他食品供需平衡亦有邊

際收緊，這或對未來1至2個季度食品價格

構成推升作用。她又指因生豬存欄周期

尚未觸底，2020年豬肉價格或仍有上行壓

力。

通脹持續弱 貨幣政策不改
受訪經濟學家相信，當前食品價格的

上漲，主要由 「供給」 因素所致，鑒於供

給驅動的通脹持續性往往偏弱，即便未來

CPI同比漲幅觸及3%，也不會改變中國貨

幣政策總路徑，建議繼續加大 「逆周期調

節」 力度，貨幣政策則應防止物價的 「結
構性上漲」 。

上月CPI增2.8% 肉價續攀升

【大公報訊】記者韓毅重慶報道：重

慶市經信委10日發布消息，重慶永仁心醫

療器械公司的國家創新醫療器械─植入

式左心室輔助系統EVAHEART I正式獲得

國家註冊上市批准。這是中國第一個植入

式心室輔助產品正式上市銷售，將推動中

國高端醫療器械領域進步。同時，該產品

國產化售價將比日本、美國等地區下降約

30%，極大減輕患者經濟負擔。

據介紹，人工心臟適用於終末期或重

症心力衰竭患者，是代替心臟移植的唯一

有效治療手段，此前，僅歐、美、日等發

達國家擁有成熟技術，中國尚無同類上市

產品。

據了解，該產品有 「低轉速、大流量

、易產生生理性脈動血流」 等物理特性，

生物相容性極佳，可顯著術後常見併發症

發生風險，目前部分植入該裝置患者已生

存超過10年。

該公司董事長張本焱介紹， 「永仁心

」 產品在現有三大臨床試驗基地基礎上，

已與國內多家心血管疾病中心和大型醫療

機構確定合作意向，擬於今年10月在京開

展醫護專業培訓。

內地首款人工心臟上市 患者減負三成

青銅組器介紹
青銅組器重要價值
補充印證曾國墓葬考古

歷史價值

•鑄有 「曾伯克父甘婁」 之名的青銅器此前從未發

現，對此前曾國墓葬考古發現有重要補充印證

作用，也對研究曾國宗法世系、禮樂制度有

重要價值

銘文含豐富歷史信息
藝術價值

•每件青銅器均有銘文，共多達330

字，銘文字形筆畫圓滑，字體遒勁飽

滿，布局錯落有致。每器均帶有自

銘，蘊含着豐富的歷史信息

高超青銅器鑄造工藝
科學價值

•鑄造工藝極為精緻。通過X光照

相技術可看出，所有青銅器都為範

鑄成型，鼎、甗耳部為直接鑄造，

簋、盨、壺等則先鑄出器身，同時耳

部鑄造出銅榫，然後再安裝器耳活塊

範，鑄造器耳，體現中國古代高超的青

銅器鑄造工藝

（記者江鑫嫻整理）

【大公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
8月23日深夜，CA168次航班緩緩降落在

北京首都機場，流失日本的曾伯克父青銅

組器回到祖國懷抱，該組8件青銅器被整

體認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曾伯克父青銅組器第一次引發強烈關

注是在今年春天。當時，日本東京中央春

拍所公布的拍賣信息顯示，這個名為曾伯

克父的青銅組器一組共8件，包括1鼎、1

簋、1甗、1霝、2盨、2壺，鑄造精美，保

存完整。8件器物均有銘文，多達330字。

拍賣方資料顯示，曾伯克父青銅組器

是民國舊藏。然而中國文物專家發現，這

組青銅器通體藍鏽，明顯是出土未久而呈

現出的新鮮鏽色，且鏽色與近年湖北隨州

文峰塔、棗陽郭家廟等地出土的曾國青銅

器鏽色完全相同。此外，這組青銅器也缺

少歷史流傳痕跡，未見任何文物收藏著錄

，也無出入境手續，因此可認定這組文物

是遭盜掘後非法出口到日本。

3月9日，國家文物局緊急照會日本駐

華使館，向其通報流失文物信息，依據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公約，提請日方協助中方

解決文物返還。公安部門3月8日正式立案

偵查。日本拍賣機構公開聲明中止文物拍

賣，局勢得到初步控制。經多方施壓，文

物持有人同意將該組青銅器上繳國家並配

合公安機關調查。

盜掘非法出口 險遭拍賣

據介紹，今年3月初，疑似中國流失文物曾伯克父青銅組

器現身日本東京文物拍賣市場，引發各方關注。國家文物局

立即啟動流失文物追索預案，並與公安部綜合研判會商，確

定了通過外交努力和刑事偵查相結合方式進行追索的工作策

略。其後，國家文物局與公安部聯合展開工作，經5個月努力

，文物持有人同意將該組青銅器上繳國家並配合公安機關調

查。8月23日深夜，流失日本的曾伯克父青銅組器抵京。經國

家文物局組織專家研究鑒定，該組8件青銅器被整體認定為國

家一級文物。

外交努力刑事偵查相結合
研究表明，這組青銅器為中國湖北隨州地區春秋早期曾

國高等級貴族墓葬出土文物，經過銹蝕產物分析與銹蝕層性

狀觀察等，可判斷其為近年來被盜掘出土。整組青銅器包括1

鼎、1簋、1甗、1霝、2盨、2壺，品類豐富、鑄造精緻、保存

完整，8器均有銘文，多達330字。 「曾伯克父」 器物群為目

前考古發現所未見，對於研究春秋時期歷史文化、曾國宗法

世系以及青銅器斷代與鑄造工藝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春秋

古國曾國是不見於傳世文獻的 「秘境」 ，近年經由多項重要

考古發現，人們對曾國歷史認知才得以逐漸推進。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表示，曾伯克父青銅組器是中國

近年在國際文物市場成功制止非法交易、實施跨國追索的價

值最高的一批回歸文物。

據悉，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通過執法合作、司法

訴訟、協商捐贈、搶救徵集等方式，中國已促成300餘批次、

15萬餘件海外中國文物的回歸。國家文物局於今年年初成立

策展團隊，精心遴選包含伯遠帖卷、五牛圖等25個最具代表

性的流失文物回歸經典案例，以 「回歸之路─新中國成立

70周年流失文物回歸成果展」 形式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流失文

物回歸的歷史性成就進行全面總結與展示。

流失文物回歸展示國家崛起
「屆時，曾伯克父青銅組器作為今年最新的追索返還工

作成果，將在展覽中予以重點呈現，為廣大社會公眾獻上回

歸後的 『首秀』 。」 國家文物局博物館與社會文物司（科技

司）司長羅靜透露，展覽將通過流失文物回歸的獨特視角，

讓觀眾感受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國家崛起的腳步以及民族奮

進的鼓點。

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龔志勇表示，截至2019年8月31日

，累計偵破各類文物犯罪案件1677起，追繳文物1.3萬餘件。

公安機關發現，近年，將被盜文物走私出境尋找買家，或走

私出境拍賣 「洗白」 再回流中國進入市場的情況屢見不鮮，

公安部已將打擊走私文物犯罪列為打擊文物犯罪工作重點之

一。他並提醒民眾，開展文物交易、收藏、進出境等活動時

，一定要遵守國家相關法律，否則將受法律制裁。

大公報記者 江鑫嫻北京報道

考證墓葬制度發展
曾伯克父青銅組器應是源自中國湖北隨棗

一帶、春秋早期曾國高等級貴族墓葬出土文物。

曾國在傳世文獻中沒有明確的記載，1966年京

山蘇家壟出土曾仲斿父九鼎銅器群，學術界才確認隨

棗走廊一帶有曾國存在；1978年隨州發現曾侯乙墓

，多數學者認為曾國就是歷史文獻中記載的隨國。

隨着近年鄂北地區多項重要考古發現，已串聯起

從西周早期到戰國時期曾國墓葬制度完整的

發展脈絡。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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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鼎
煮食器，也作祭祀
禮器、陪葬明器

二壺
用來盛酒，作禮器

一甗（音同「演」）
作食器或禮器，聯體甗分
明顯上下兩部分，上面放
置食物，下面煮水

一霝（音同「靈」）
盛酒或水的器皿

二 （音同「須」）
食器兼作禮器，用來盛放穀物飯食
，通體圓角長方形，有蓋有兩耳

須
皿

一簋（音同「鬼」）
盛放煮熟飯食器皿，
也作禮器，常以雙數
出現與鼎配合使用

▲成都市民正在一超市內挑選購買豬肉
中新社

◀此前流失日本被追索回國的國家一級文物
「曾伯克父」 青銅組器 受訪者供圖

（大公報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