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8日3时55分，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从美国华盛顿
飞来的 CA818 航班划过晨

雾，稳稳降落在跑道上。
飞机滑动间，坐在机舱内的国家文

物局子弹库帛书接收工作组一边“感到
如释重负”，一边密切关注着旁边座位
上的几个箱子。

机上的大部分乘客并不知道，流失
美国长达79年的珍贵文物——子弹库
帛书《五行令》《攻守占》，就存放在工
作组人员身旁的4个文物包装箱中。

美国时间5月16日，国家文物局
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了美国史密
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返还的
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占》。经过
查验封箱后，国家文物局工作组马不停
蹄，带着它们踏上了回家的路。

2025年5月19日 星期一

主编 江前兵 责编 李德强 视觉 胡颖 耿士明 校审 曹珂06

国宝回家
帛书归来

看天下

云中谁寄锦书来？

子弹库帛书是目前出土的唯一的战国
帛书。帛书分为《四时令》《五行令》《攻守
占》三卷，字数900余字，是迄今为止发现
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个典籍意义上的古
书，对于中国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以及中国
学术史、思想史研究，都具有无法替代的重
要意义。

同西方世界大名鼎鼎的“死海文书”相
比，子弹库帛书的年代还要早100多年。《五
行令》由月名图和文字组成，内容是按五行
讲述四时十二月的宜忌。《攻守占》上文字按
顺时针方向以圆圈状排列，内容是关于攻城
守城方向、日期和时辰的宜忌。通过这份珍
贵文献，我们得以一窥当时中国人对宇宙、
对时间、对生命的理解。

跨越11000多公里，飞行16个多小时，
帛书归来，断章重续。

帛书无二价连城

作为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帛书实物与
典籍意义上的“古书之首”，子弹库帛书的价
值远非一般文物可比。其以丝帛为载体、以
楚系文字书写的900余字，不仅填补了战国
文献的空白，更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重新
解读先秦文明的大门。

帛书以丝帛为书写载体，在这块长47
厘米，宽38.7厘米的丝帛上，有文字三篇，图
像多幅，且结构特殊：帛书中部两篇文字，一
篇正写一篇倒书，分别为八行和十三行，四
周每边有三幅彩图，共十二幅，每图均配有
文字是为第三篇。

楚帛书甲篇《四时》记载了伏羲、女娲结
为夫妇，生四子开辟天地；炎帝命祝融“奠三
天四极”，共工制定历法。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冯时认为，这是“先秦唯一完整的
创世神话体系”，融合楚地巫觋文化、中原五
行思想及巴蜀天文传统，形成“多元文明交
融的思想图景”。这种神话叙事不仅为《淮
南子》《楚辞》提供了源头，更揭示了中国早
期宇宙观的复杂建构过程。

乙篇《天象》与丙篇《月忌》构成中国古
代最早的“数术集成”。李学勤等学者发现，
《五行令》独创性地将一年360日划分为木、
火、土、金、水五段，每段72日，对应30个节
气，形成与《礼记·月令》不同的历法体系，证
明战国时期存在“五行时令”与“四时月令”
并行的多元历法实践。而《攻守占》按方位
排列的军事禁忌，将星象运行与战争策略相
结合，体现“天人感应”思想的军事化应用。
芝加哥大学夏德安教授评价：“这种将天文
学实证与哲学思辨相结合的体系，比古希腊
占星术更早展现出系统性科学思维”。

帛书墨迹被郭沫若称为“草篆典范”，其
字形扁方化、笔势连缀化的特征，揭示了隶变
始于战国楚地的重要证据。

帛书归来说传奇

2300多年的历史、79年漂泊无定的海
外岁月、一代代文物人的经年追索……长期
研究子弹库帛书的北京大学教授李零说，这
一件文物70多年的流转史几乎可以折射出
中国与世界的朝晖夕阴。

1942年，子弹库帛书于湖南长沙子弹库
楚墓遭盗掘出土。1946年，非法出境流失。

几经辗转，子弹库帛书中的《四时令》由
赛克勒基金会收藏，《五行令》《攻守占》由史
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

民族弱而文物散。在国际上，相关国际
公约无法适用的历史上流失文物归还问题，

一直被视为流失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最大
挑战之一。

2023年底，国家文物局就子弹库帛书
的非法流失形成扎实完整的证据链；2024
年4月30日，向史密森尼学会提交要求返
还的备忘录，正式启动对《五行令》《攻守占》
的追索工作。

2024年6月20日，在青岛召开的“殖民
背景流失文物保护与返还国际研讨会”上，
国家文物局接收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移交
的子弹库帛书在美国流转物证。

也是在这次研讨会上，中国联合18个
文物原属国联合发布《关于保护和返还殖民
背景下流失或通过其他非正义、非道德方式
获取之文物的青岛建议书》，成为文物原属
国对西方博物馆关于历史上流失文物返还
新政策的首次集体公开回应。

中方始终秉持青岛建议书的基本原则
与理念，与亚洲艺术博物馆进行多轮磋商谈
判，最终实现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占》
回归故土。

5时27分，文物整装待发。迎着东方灿
烂的朝霞，它们驶向国家文物局回归文物库
房，并将于7月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

“万里同归——新时代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
巧合的是，此刻，机场内的电子广告屏

闪过两行标语：“中国人民一定能 中国一
定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 59批次 2310
件/套流失海外中国文物回归祖国。国家文
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后续，国家文物局将
指导专业机构，对回归的子弹库帛书《五行
令》《攻守占》进行系统性保护研究；将继续
推动子弹库帛书《四时令》早日回归。

5月18日，恰值世界博物馆日。无数国
人走进博物馆，在一件件历经沧桑的文物中
感受着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未来。

帛书归来，又一件国宝加入其中。

1942年，帛书在长沙子弹库一
座楚墓中被盗掘出土，因此称为

“子弹库帛书”，它是目前已知唯一
的战国帛书，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
最早的帛书。被盗掘出土后几经
辗转，于1946年非法流失美国。

帛书分为《四时令》《五行令》
《攻守占》三卷，字数超过900字，是
我国发现的首个典籍意义上的古
书，对于中国古文字、古文献研究
以及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研究都是
不可忽视的源头，价值巨大、无可
替代。

第一卷 《四时令》
记载了伏羲、女娲结为夫妇，生

四子开辟天地；炎帝命祝融“奠三天
四极”，共工制定历法。中国社会科
学院学部委员冯时指出，这是“先秦
唯一完整的创世神话”。
第二卷 《五行令》

由月名图和文字组成，内容是按
五行讲述四时十二月的宜忌。
第三卷 《攻守占》

文字按顺时针方向以圆圈状排
列，内容是关于攻城守城方向、日期
和时辰的宜忌。

帛书追索八十载
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帛书，自

1946年被美国人柯强骗取，流落
美国至今近80年。

在此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播出的大型文化节目《帛书传
奇》中，在《帛书传奇》节目上，首
次披露了 1946 年柯强未经允许
将楚帛书带到美国后，蔡季襄向
柯强催要钱款的信件，这是楚帛
书流失到美国的重要物证之一。

1946年
湖南长沙古董商蔡季襄带

着子弹库楚帛书来到上海，希望
为这件宝物拍摄红外照片，以便
辨认上面模糊的字迹。正在上
海、常搜集中国文物的美国人柯
强，得到这一信息后主动找到了
蔡季襄，以一定可以把帛书上的
模糊字迹拍清楚的承诺为诱饵，
从蔡季襄手中骗走了子弹库帛
书，并将其非法出境送往美国。
预感到可能受骗又无可奈何的
蔡季襄只得接受现实，和柯强签
订了一份苍白无力的契约，大致
写下这样的内容：今收到缯书一
幅，暂定缯书代价美金一万元，
现交保证金一千美元。如缯书
寄往美国途中发生事故，或不寄
还，按照缯书代价，除去保证金
一千元，赔偿美金九千元，为据。

1946年8月
柯强委托舒尔特斯，将运抵

美国的子弹库楚帛书交给纳尔
逊-阿特金斯美术馆的史克曼，
史克曼曾将其两次寄藏于哈佛
大学的福格博物馆。

1949年
柯强又将子弹库楚帛书中完

整的《四时令》部分，借存于美国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长达15年，其
余残片则继续留在福格博物馆。

1964年4月10日
柯强从大都会博物馆取走

《四时令》，卖给纽约古董商戴福
保。这位曾与蔡季襄相识的古
董商，在这场文物流转中扮演了
特殊角色。

1966年
辛格医生偶然在戴福保的

店内发现《四时令》，力劝好友赛
克勒医生买下。最终，子弹库楚
帛书落入赛克勒之手。

1987年5月26日
赛克勒去世，《四时令》借存

至他捐资修建的赛克勒美术
馆。去年6月20日，帛书研究专
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德安教授
受委托，在青岛向中国文物主管
部门移交了曾经用于盛装子弹
库楚帛书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盒
盖。这个盒盖带有福格博物馆
借存标签等信息，原由芝加哥大
学图书馆保存，能够证明盒中文
物自 1946 年 9 月 16 日起已借存
于福格博物馆，是帛书在美国流
转证据链的重要一环。

据新华社、每日经济新闻、
央视新闻

5月18日，护送文物归国的工作
人员手捧装载着子弹库帛书的保护
箱走出客机。

子弹库帛书人物御龙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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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弹库帛书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