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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史上最严重盗窃事件

当地时间8月16日，大英博物馆尴尬地宣布：一批“来自
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19世纪的金首饰、半宝石和玻璃制品”
在内的物品被发现“丢失、被盗或受损”，它们并没有公开展
出，主要用于学术和研究目的。

这种规模的盗窃，显然非一伙突然袭击的毛贼所为，而源
于长期的监守自盗。56岁的高级策展人彼得·希格斯是该盗
窃案目前的嫌疑人之一，他已经为大英博物馆工作超过35
年，在博物馆发现珠宝等失踪后，立刻就被解雇了。

希格斯也是古希腊与地中海文物的权威专家之一，更是
大英博物馆负责追踪被掠夺文物的“古迹卫士”团队成员。当
然，希格斯的儿子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坚称：父亲是无辜
的，否认他与丢失的物品有任何关系。大英博物馆则拒绝对
此进一步表态，声称目前还在刑事调查中。

其实，早在2021年，就已经有人提醒过大英博物馆，部分
可能是馆藏珍宝的文物正在被私下出售。来自牛津大学的宝
石专家马丁·赫尼格教授就曾对媒体表示，他和同事曾在私人
交易商那里发现了属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古代图章戒指的一
部分，“这枚图章戒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皇帝凯撒·奥古
斯都时代。”

赫尼格通知了大英博物馆，这枚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古老
戒指也很快被寻回。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随着时间流
逝，专家学者们注意到了更多的待售文物，有些文物甚至直接
被挂在电商网站eBay上公开出售。

2021年2月，艺术品经销商伊泰·格拉德尔联系到大英博
物馆，表示他也在网上看到了该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可时任博
物馆副馆长的乔纳森·威廉姆斯隔了好几个月才回复表示“无
任何不当迹象”。

这件事也得到了大英博物馆主席乔治·奥斯本的确认，他
还补充道：2021年2月首次有人发出文物被盗的警告后，博物
馆“本可以采取更多措施”。但为什么没有呢？奥斯本的解释
是，连他自己也不愿相信博物馆高管有“遮掩”行为。

如今事已至此，真是非等闹大了才重视。考古学家克里
斯托·齐罗贾尼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打击非法文物
贩运小组组长，他形容此次文物失窃事件是“现代历史上最严
重的盗窃事件”。

大英博物馆乃收留赃物主角

然而，若是把时间线再往前推一推，要说有关文物的“近
代历史上最严重盗窃事件”，难道收留盗窃赃物的主角之一，
不就是大英博物馆自己吗？

这一点可谓世界公认的了。英国人自己也坦然面对——凭
本事抢来的，为啥要还？十几年前，时任英国首相的戴维·卡梅伦
在访问印度时，还曾就此话题留下一句令人振聋发聩的“金句”。

他在接受印度NDTV电视台采访时，又被问到：英国何时
能归还那颗著名的“光之山”钻石？

这颗硕大的钻石重达105.6克拉，曾是全球最大的天然钻
石，价值5.91亿美元。据印度考古调查局认定：这颗钻石是
12世纪至14世纪在印度中南部的戈尔康达矿采集的，最早的
文献记载可追溯到1304年。

“光之山”钻石一直充满神秘色彩，它的历任主人都遭遇了
厄运，甚至死于非命。印度历史上曾留下这样一段文字：“谁拥有
它，谁就拥有整个世界。谁拥有它，谁就得承受它所带来的灾
难。惟有上帝或一位女人拥有它，才不会承受任何惩罚。”

根据英国皇家收藏信托基金会的说法，1849年，作为《拉
合尔条约》的一部分，这颗钻石由锡克帝国最后一位君主、11
岁的杜利普·辛格“献给”维多利亚女王。此后一路传承，目前
镶嵌在已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戴过的一顶王冠上。

但在印度人眼中，这枚钻石就是被英国掠走的。1947年
独立后，印度一直呼吁英国归还这颗钻石。

那次面对印度媒体的旧事重提，卡梅伦毫不客气地再次

拒绝，并以大英博物馆举例说：“一旦你对一个国家说好的，马
上你就会发现大英博物馆要变空了。”这句话也从另一个角度
证明：大英博物馆多数珍贵藏品，都不是英国自己的。

因此次盗窃事件而辞职的前任馆长哈特维希·费舍尔，此
前也明确表示过馆藏文物不会归还。他的话术是“大英博物
馆内这些来自全球各地的珍宝，能让观众们同一个空间内欣
赏到来自世界各地、同一时期的不同文物，这样才能够体验到

‘文化的关联性’。”
英国人或许认同这句话，但其他国家就未必了。希腊和

英国就有着世界上最棘手的文化遗产纠纷——大英博物馆埃
尔金大理石雕像之争。

该雕像又名帕特农神庙雕像，曾装饰着雅典卫城著名的
帕特农神庙。19世纪初，英国贵族埃尔金勋爵得到了当时希
腊统治者奥斯曼人的许可，将这些雕像从神庙的墙壁上剥离
下来，装船运回了英国，并于1816年卖给了英国政府。

这些雕像一直被安置在大英博物馆，作为希腊展厅的核
心展品。埃尔金大理石雕像引发了两国之间旷日持久的争
议。迄今为止，英国方面“松口”的极限就是——考虑未来以

“借展”的方式，让这些雕像暂时回到希腊。

文物追索释放积极信号

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国际公约（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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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1970年之后进入他国的古代文物，必须要有文物
原在国政府授予的出口许可。

据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介绍，对于全世界的博物馆
来说，1970年被视为一道重要的分水岭。“诸如18、19世纪大
量文物从文明古国如希腊、埃及、土耳其和中国等大规模流出
的情况，可以说基本终结了。”

持续流出虽然止步，但已经失去的想再讨回，依然是难上
加难。许多文博领域的专家都提到过财产法的一个通用原
则：如果法律发生了变化，之前的合法交易仍然合法。而直到
20世纪，艺术掠夺仍然不违反国际法。

令人振奋的是：随着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清算、反思殖民主
义的大势，形成了一股追索文物的势头，成功案例也屡见报道。

以非洲小国贝宁为例，1897年2月，英国军队攻破贝宁王
国（今尼日利亚境内）的王宫，掳走大量珍宝，包括上千件精美
而富有特色的青铜器，总数则超过1万件。

从2020年开始，包括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大小博物馆
（主要是欧洲博物馆）都开始陆续返还当年从贝宁掠走的青铜
器，虽然只是少数，但至少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

即使很难，但声音不应停歇

让大英博物馆无偿归还中国文物
近日，大英博物馆馆长哈特维希·费舍尔因近期被曝光的重大藏品盗窃事件而辞职，大英博物馆保护文物的能力

再受质疑，目前有多个国家和地区要求归还本国文物。
“请大英博物馆无偿归还中国文物”也冲上了热搜。也许，人们的呼吁没法从大英博物馆的展厅或仓库里追回几

件藏品，但这样的声音永远都不应停歇。

纵深

流失海外的
中国文物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
全统计，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至
少有 164 万件分布在全球 47 国
的 200 多家博物馆，而外国民间
收藏约是馆藏的10倍以上。

大英博物馆是收藏中国流
失文物最多的博物馆，目前达
23000 多件，长期陈列的有 2000
余件。这些文物囊括了几乎所
有艺术类别，也跨越了数千年的
中国历史。

200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设
立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
经费，每年拨款 5000 万元人民
币，用以购买具有代表性、文物
艺术价值极高的珍品。但仅为
了从日本购回一件北宋著名书
法家米芾的《研山铭》手卷，就花
去近3000万元人民币。

显然，只凭借高价回购方式
追还文物，将是一项不堪重负的
工程。我国著名文物专家、中国
文 物 学 会 名 誉 会 长 谢 辰 生
（1922～2022 年）在世时曾明确
表态：对于那些明火执仗被抢走
的文物，我们只能在国际公约的
框架下通过法律、官方的渠道去
追索，绝不可以买，买了就等于
认可当年的抢夺合法。

1995 年 2 月，英国警方在侦
破一起国际文物犯罪案件过程
中发现疑似中国文物，并通报了
中国驻英大使馆。国家文物局
初步鉴定为我国禁止出境文
物。当年3月，英国警方截获并
扣押了运抵英国的大量文物。
经国家文物局派专员赴英鉴定
后，确认为走私文物，各相关部
门随即以多种方式展开追索。

同年 5 月，3000 余件返还文
物运回北京。8 月，该案一名嫌
疑人与国家文物局达成和解，归
还7件文物。另一名文物购买人
则拒绝协商，于是涉案文物就一
直被英国警方扣押。就这样一
直到了 2020 年，因为购买人去
向不明，且扣押时间超过追诉
期，这批涉案文物被界定为无主
物，终于在当年 10 月回到了中
国，共计 68 件，多半为二级和三
级文物。

从最初了解情况，到最终全
部追回，前后耗时25年。文物跨
国追索的难度，可见一斑。

尽管坚持可能无功，但放弃
注定一无所有。这项任重而道
远的工作，值得不屈不挠地努
力。正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前任
院长单霁翔所说：“文物只有在
原生地展示，才最有尊严。如果
像孤魂野鬼一样流失海外，就没
有尊严。不要奢望外人真正给
你尊严，因为这些文物是他们抢
回来的战利品。”

据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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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内著名的中国古画《女史箴图》

2020年从英国追回的部分中国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