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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回歸

由文化和旅遊部、國家文物局主辦的 「回歸之路——新中國
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歸成果展」 17日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
這是中國首次對流失文物回歸工作進行全景式展現。展覽精心遴
選25個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回歸案例，調集包括由 「香港秘密收購
文物小組」 購回的《伯遠帖》《五牛圖》真跡、曾伯克父青銅組
器、圓明園獸首等600餘件珍貴回歸文物，講述70年來文物回歸
的曲折歷程與精彩故事。

大公報記者 江鑫嫻北京報道

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在開幕式上表示，從

1949年至今，通過執法合作、司法訴訟、協商

捐贈等方式，已成功促成了300餘批次、15萬餘

件流失海外中國文物的回歸。 「流失文物回歸的

故事，從一個獨特側面講述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

、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進程。」 他說。

流日青銅組器回歸首秀
展覽分為 「圓明夢歸」 「革故鼎新 昔往今

歸」 「多措並舉 殊途同歸」 和 「協和萬邦 四

海歸心」 四個部分，講述了25個文物回歸的故事

。據介紹，為保證文物安全，部分珍貴書畫將交

替展出真跡與複製品。展覽將持續至11月下旬。

作為今次展覽的一大看點，6件圓明園獸首

銅像被擺在了展覽入口位置，這也是牛首、虎首

、猴首、豬首、鼠首、兔首時隔159年再度 「重
聚」 。國家文物局介紹，圓明園獸首銅像原為圓

明園海晏堂十二生肖噴泉構件，1860年英法聯

軍劫掠圓明園後流失海外。它的回歸啟示國人：

民族弱則文物失，國運強則文化興。

展覽的結尾，是上月剛剛回歸的一組文物

——曾伯克父青銅組器，包括1鼎、1簋、1甗、1

霝、2嬃、2壺，體現出典型的春秋早期青銅器的

時代風格，每件青銅器均有銘文，一共多達330

字。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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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展覽也是這組文物的回歸首秀。

港秘密小組追回「二希」
《伯遠帖》《中秋帖》《五牛圖》當屬今次

展覽中最受關注的一批展品。不過《中秋帖》此

次展出的是複製品，《伯遠帖》和《五牛圖》則

是真跡展出。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均由

回歸 「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 從香港購回。

民國以來連年戰亂，大量珍貴文物流至香港

，引起眾多中外藏家、文物商販的興趣。新中國

成立後，在周恩來總理的關心下，時任文化部文

物局局長鄭振鐸成立 「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
，專門在香港從事珍貴文物搶救工作。

《中秋帖》《伯遠帖》和藏於中國台北故宮

博物院的《快雪時晴帖》被乾隆合稱為 「三希」
。清末時，中秋、伯遠二帖被溥儀攜出紫禁城，

幾易其手，輾轉至香港。1951年10月，鄭振鐸

得悉 「二希」 即將詢價出售的消息後，立即啟動

文物搶救工作。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長的王

冶秋奉命偕同時任上海文管會主任徐森玉、

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兼程南下談判，最終

成功購回 「二希」 ，撥交故宮博物院收

藏，結束了兩件國寶長達數十年的顛沛

流離。

此後幾年間， 「文
物小組」 有計劃地徵集

了唐韓滉《五牛圖》、

五代董源《瀟湘圖》、

宋徽宗趙佶《祥龍石圖

》等重要文物。此外，

展覽還特設 「香港搶

救徵集珍貴錢幣文

物」 專區。

部分展出珍貴文物檔案

青銅虎鎣
時間：西周

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文物界稱為 「罕見青

銅器珍品」 的曾伯克父青

銅組器17日在北京的中國

國家博物館首次向公民展

出。作為大批曾流失海外又輾轉回歸祖國

的重磅文物之一，曾伯克父青銅組器與

600餘件回歸文物匯聚此展，訴說前世今

生。

國家文物局博物館與社會文物司司長

羅靜日前向媒體表示，此次展覽規模大、

文物多，文物回歸故事十分感人。據介紹

，在文物追索的25個案例中，每個案例中

都匯聚着中華兒女拳拳愛國之心，凝結着

一代又一代文物守護者的心血與努力，也

蘊含着許多精彩曲折、不為人知的故事。

比如，《伯遠帖》《五牛圖》《中秋帖》

等廣為人知的 「國寶」 級文物，是在新中

國成立之初，通過中央人民政府實施的搶

救徵集文物工作後，重回祖國懷抱，收入

公共館藏。

中華民族是一個文明從未中斷的民族

，文物十分豐富，但同時，文物破壞、流

失也非常嚴重。尤其是近現代，清末開始

，國力衰退，屢受列強欺凌。流失的文物

也大部分是那個時代開始大量外流的。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不完全統計，在

全世界47個國家、200多家博物館的藏品

中，有164萬餘件中國文物，這其中不包

括私人收藏，而據中國文物學會統計，流

失海外的中國文物共有1000萬件左右。中

國文物流失海外最多的7個國家分別為英

國、日本、德國、俄羅斯、加拿大、美國

、法國。

近年來，國家文物局不斷探索促成流

失文物回歸的多種途徑，成功促成了30餘

批次近4000件套流失文物回歸祖國。

未來，在政府和民間愛心人士的合力

之下，將有更多流失文物回歸祖國。

（中通社）

國寶回家 彰顯文物追索自信

【大公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
「回歸之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流失文

物回歸成果展」 講述了楊銓、葉義、曹其

鏞等多位港人將收藏珍品文物捐贈國家的

故事。其中，楊銓為祖國文物流失倍感痛

心，立志盡畢生之力保護中華文物。1959

年至1964年間，他克服種種困難，分8批

將其珍藏的5000餘件（套）文物運回內地

，捐獻給國家。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

政府接受的最大規模的文物捐贈。

楊銓捐贈文物包括陶瓷、銅器、玉石

器、漆木竹器、文具等，時代涵蓋新石器

時代至近現代。大部分文物後劃撥廣東民

間工藝博物館收藏。

在抗日戰爭中以醫術仁心聞名香港的

葉義，生前多次將自己珍貴的文物與藝術

收藏捐歸公有。去世前他留下遺囑，將其

珍藏的81件犀角文物無償捐贈給故宮博物

院。這批犀角文物展現了明清時期雕刻家

傑出的創造智慧與藝術才能，是一批極具

文化內

涵和民族特

色的文物藝術品。

展覽還展出了香港

企業家曹其鏞夫婦捐贈的中國

古代漆器。此前曹氏夫婦將珍藏的

168件（套）中國古代漆器無償捐贈給浙

江省博物館。年代跨度從宋元至明清，數

量眾多、品質精良。浙江省博物館因此改

善了漆器文物收藏的格局與面貌。

多名港人護寶
珍藏捐贈國家

【大公報訊】
記者江鑫嫻北京報
道：來自香港的張

素萍女士作為嘉賓

受邀參加展覽開幕式。在參

觀完展覽之後，她表示，舉辦

新中國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

歸成果展非常有意義。透過展覽，

她更全面地了解了祖國的輝煌歷史

，知道文物的流失和回歸過程，以及

包括港人在內的諸多愛國人士所付出的

努力。她希望，香港的青年人也能多到內

地來走一走、看一看，尤其是通過參觀各

大博物館的展覽，多了解中國歷史，愛護

、保護文物。同時，她也期待能在香港看

到更多這樣高規格的歷史文化展。

張素萍表示，今次流失文物回歸展是

一個自信滿滿的成果展。正是由於近年來

經濟實力、國際話語權的提升，中國在追

討流失文物方面才取得了一系列的卓越成

果。

在展覽中特設 「香港搶救徵集珍貴書

畫文物」 及 「香港搶救徵集珍貴錢幣文物

」 專區，同時還講述了多位港人將珍藏的

大批文物捐贈給國家的故事，這在張素萍

看來都是愛國的體現。她認為，愛國並不

是抽象的，而是實實在在的。她希望香港

的青年一代能多看看類似展覽，了解祖國

歷史的同時，看到前輩們為國家發展的付

出和承擔，深刻理解他們的家國意識和愛

國情懷。

港嘉賓冀港青多了解祖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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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五代十國

追索：彩繪浮雕武士石刻
（右）為美國政府返還
；（左）為美國著名收
藏家安思遠捐贈

現藏於：中國國家
博物館

王處直墓彩繪浮雕
兩武士石刻

王珣《伯遠帖》卷
時間：晉代

現藏於：故宮博物院

時間：清代

圓明園獸首銅像

現藏於：
保利藝術博物館

（大公報整理）

唐代名畫韓滉《五牛圖》局部賞析

▲觀眾在展櫃前參觀港商名流曹其鏞夫
婦捐贈的中國古代漆器文物 新華社

▲觀眾在展櫃前觀看明代《永樂大典》
新華社

特稿

第一頭：棕色老牛

似從路邊咬了一口
草，在細細咀嚼，
同時又悠然地伸長
脖子蹭癢

第三頭：深赤色花老黃牛

筋骨嶙峋，在 「哞哞」 叫
着，似乎在呼喚同伴

▲17日， 「回歸之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
回歸成果展」 在北京開幕。觀眾參觀從日本追索
回來的曾伯克父青銅組器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攝

六百餘件文物講述歸國故事
圓明園獸首銅像重聚 五牛圖伯遠帖現真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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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頭：雜花牛

昂首向前望着，動
作有些遲緩

（記者江鑫嫻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