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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与157个国家签署文化、文物、旅游
合作协议，与25个国家签署防止文物非法进出境政府
间协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37批次、1800多件流
失海外中国文物回归祖国，涉及美国、意大利、法
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士、加拿大、埃及、
土耳其，以及港澳台等13个国家和地区。

链 接

世界遗产世界遗产
责编：赵晓霞 邮箱：xiaoxiapeople@126.com

2023年10月23日 星期一

水下考古有了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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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之路

圆明园的百年沧桑、文物聚
散，牵动着国人心弦，流失文
物 的 下 落 和 归 属 最 为 大 众 瞩
目。7 件石柱文物回归原属地
——圆明园，是继马首铜像之
后，又一批回归圆明园的流失
海外重要文物。

这些石柱回归祖国，经历了
曲折又漫长的过程。

2013年8月，北京中坤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黄怒波应邀
参观挪威卑尔根科德博物馆，发
现展出的圆明园石柱，当即表达
了希望圆明园石柱回家的愿望。
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怀揣爱
国之情以及对母校北京大学的深
情厚谊，黄怒波决定推动石柱回
到中国，存放于北京大学校园里
进行展览。经反复商议，科德博
物馆内部就石柱回归一事达成一
致意见。

同年 10 月，科德博物馆前
馆长爱兰德带领科德博物馆基金
会成员应邀访问北京大学、中坤
集团和圆明园。11 月，北京大
学相关专家及中坤集团代表访问
科德博物馆，初步判断科德博物
馆馆藏石柱疑似源自圆明园的石
构件。12 月，经过多次沟通，
中坤集团、北京大学及科德博物
馆签署三方合作协议，约定将 7
根石柱运回中国，并合作开展文
化交流活动。2018年4月，挪威
文化部审核批准了科德博物馆关

于该批石柱文物的出境许可，同
意将石柱归还中国。

2019 年 10 月，国家文物局
积极协调北京大学和中坤集团，
推动将该批石柱存放在圆明园或
其他具有文物进境免税资格的博
物馆。2020年9月，为促成石柱
尽快回到中国，北京大学委托中
坤集团全权负责7根石柱的运输
等相关工作。

2023 年 3 月至 6 月，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推动，海关
总署密切配合，在北京海关、天
津海关、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天
津管理处等多方共同努力下，7
根石柱以“文物”名义顺利入
境。6月20日，7根总重超过2.6
吨的石柱安全运抵北京，21 日
于圆明园完成文物点交入库。

历 经 百 年 辗 转 ， 几 经 周
折，7根石柱终于重新回到祖国
的怀抱。

石柱真容

此次回归的石柱均为汉白玉
材质，通高约 80—92 厘米，立
面有雕花造型，品相较好，推测
均来自西洋楼遗址区。这些石柱
正面纹饰以西式番花、贝壳纹等
西洋雕花为主，侧面花瓶内花束
则以具有吉祥寓意的牡丹、玉
兰、荷花、菊花等中国传统花卉
为主，圭角卷云纹、开窗的海棠
线雕刻方式等亦与中国古建望
柱、栏板相同，体现了中西合璧
的文化内涵。

2023年6月30日，国家文物
局组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故
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专
家开展实物鉴定。专家一致认
为：“该 7 件文物为汉白玉质
地，工艺精湛，浮雕雕刻花卉、
缠枝几何纹饰，具有中西合璧的
文化因素。其质地、纹饰均可与
现存圆明园西洋楼遗存的文物对
照。该组文物保存较完整，略有
风化痕迹，据工艺、纹饰和材质
情况，可定为真品。该组文物原
存于科德博物馆，该博物馆旧藏
中有大批民国时期文物。原持有
者于民国时期曾长期在中国工
作，该组文物应为其在此时期获
得并流出中国。”

目前，在圆明园天心水面石
质文物展示区、残雕沉思石质文
物展示区及西洋楼多个遗址中，
均展示有造型丰富、纹饰多样的
圆明园石柱文物。这些残留的石
柱见证了圆明园历史的辉煌，也
经历过苦难悲怆的过往，更寄托
了中华儿女对于文化兴、国运兴
的美好愿景。

通过回归石柱与现存石柱对
比可发现，这 7 根回归的石柱，
整体造型统一而细节有别，其纹
饰、形制与圆明园现存部分石柱
的纹饰、形制十分相似。

当时用途

这 7根回归的石柱在当时到
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相关专家表示，圆明园西洋
楼建筑以木质梁柱为基础，通过

用砖砌筑内墙，外部包以汉白玉
等石材的方法建造。其建筑主体
仿西方巴洛克风格建造，常在建
筑上设立石柱作为望柱或栏杆连
接物使用，同时还具有装饰的作
用。两侧没有雕花的石柱应为建
筑上的联排装饰物，两侧饰有花
瓶或花纹的石柱则用于楼梯或楼
层平台栏杆部分，花瓶的样式则
是配合栏杆形制雕刻而成。

比如原编号为 VK4727 的石
柱高 87 厘米，宽 49 厘米，重约
342 千克。此石构件为雕西洋花
建筑构件，汉白玉质地，造型为
长方体。相邻两面开光内均刻有
西洋式装饰图案，另两相邻面雕
刻立体花瓶内插玉兰花束，圭角
有雕花。据此推测可能原位于两
段垂直栏杆的交接处。

在展览中，还专门介绍了
“铜版图里的石柱”——在现存
乾隆五十一年 （1786 年） 西洋
楼铜版图中，可见海晏堂、谐奇
趣、方外观、养雀笼、远瀛观等
均使用了较多的石柱，这些石柱
分布于庭院、喷泉池边、楼梯、
楼层平台等处，发挥着实用、审
美的价值。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7根石柱的回归，为圆
明园文物保护利用和博物馆展览
展示谱写了新的篇章，也为新时
代社会力量投身流失文物返还工
作创立了新模式，开辟了新路径。

说到甲午沉舰水下考古工作，2013年
是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起，国家文物局
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山东、辽宁两省的文博
单位，持续开展甲午沉舰水下考古工作，
在黄海北部甲午海战主战区确认致远、经
远、超勇、扬威四舰。

“2017 年以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
中心、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
在威海湾原北洋海军基地附近，通过水下
考古调查结合造船档案和战争档案等研
究，陆续发现定远、靖远、来远三舰，取
得了重要收获。”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研究馆员周春水说。

考古成果显示，威海湾内的甲午沉舰遗
址水深 6-10米，遗址分布面积 850-2100平
方米不等，埋于海泥下 0.5-3米，均未发现

完整舰体，仅存的遗物呈散落分布状态。
发掘出水遗物包括船体构件、船员生活物
品和武器弹药等，结合遗物种类能判断原
舰体的艏、舯及艉部等位置。其中，定远
舰于艏部主炮区发现并成功提取整块重达
18.7吨的防护铁甲板；靖远舰于舯部发现2
箱完好的37毫米哈乞开司炮弹、艏部发现
1枚210毫米主炮开花弹；来远舰发现錾刻
有“来远”银勺、2 块写有“来远”水手
姓名的身份木牌。

相关专家表示，甲午沉舰系列考古工
作探索总结了一套实践可行的近现代沉舰
考古与保护工作方法，填补了中国海域近
现代沉舰水下考古的空白。系列水下考古
成果对于推进甲午战争研究、沉舰遗址原
址保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前，国家文物局在京介绍“考
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通报了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威海甲午
沉舰遗址3项重要考古成果。

相关专家表示，此次通报的3项水

下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了我
国近年来在深海考古、古代沉船考古、近
现代沉舰考古的重要进展，对于推进水
下考古技术研发与突破、甲午海战研究、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以及展现“一带
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等具有重要意义。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是
我国首次在1500米深海发现的明代沉船遗
址，通过海洋物理探测、载人潜水器水下
调查以及三维影像和激光扫描记录等，确
认两处沉船的保存状况，提取出水瓷器、
陶器、原木等近580件 （套），实证中国先
民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历史事实，也
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与文化
交流的重要见证。

据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
宋建忠介绍，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
所处水深约1500米，沉船核心区为船体和
大量陶器、瓷器、铁器等船载物品，目前

已提取出水陶器、青花、青釉、青白釉等
器物540余件 （套），沉船年代大致为明正
德年间 （公元 1506—1521 年），船货以景
德镇窑瓷器为主，推测是从福建或广东出
发，前往马六甲等贸易中转站的民间商
船。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遗址所处水深
约1500米，主要发现大量排列整齐、码放
有序的原木堆积，南北长约21米，东西最
宽约 8 米。目前已提取出水原木、瓷器、
陶器、蝾螺壳、鹿角等遗物30余件，沉船
年代大致为明弘治年间 （公元 1488—1505
年），推测是从马六甲等贸易中转站，运
载乌木等货物，返航中国的民间商船。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

我国首次在1500米深海发现的明代沉船遗址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

实现了低能见度下水下考古精细化发掘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位于福建省
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圣
杯屿海域。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
2023年，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
省考古研究院和漳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等单
位对该遗址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

据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
副所长陈浩介绍，沉船遗址水深约 30 米，
主体区域残存有木质船体和成摞摆放的船
货堆积，范围约 300 平方米。考古发掘发
现，沉船船体残长约16.95米，残存9道隔
舱板和 10 个船舱，单层板结构，发现桅
座、龙骨板、龙骨补强材以及舭龙骨等船
体构件。发掘出水文物标本约 1.72 万件，
主要为龙泉青瓷和陶罐、铅锤、印章等船

上生活、航海相关文物。其中龙泉青瓷数
量达到 1.71 万余件，器形包括碗、盘、
碟、盏、洗、缽、香炉和高足杯等，年代
为元代晚期，为典型的外销贸易瓷。结合
温州朔门古港的考古发现，推测该沉船可
能是从温州港出海前往东南亚的民间贸易
商船。

相关专家表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
遗址通过科技创新、设备改良实现了低能
见度下水下考古精细化发掘，极大提升了
我国水下考古发掘技术水平，沉船、船货以
及船上生活、航海相关文物的发现，重现了
元代龙泉青瓷外销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景象，对于深入研究元代航海史、造船史
和船上生活史等具有重要价值。

威海甲午沉舰遗址

发现写有“来远”水手姓名的身份木牌

工 作 人 员
精 细 发 掘 漳 州
圣 杯 屿 元 代 沉
船遗址。

写 有
“ 来 远 ”水
手 姓 名 的
身份木牌。

出水的珐
华瓶和执壶。流失海外圆明园石柱

重回故里
本报记者 赵晓霞

10月17日下午，圆明园遗址公园
正觉寺最上楼一层，陆续有观众进来参
观近日开展的“圆明园石柱回归展”。

82岁的李炳仁和太太刘尚平相携而
来。“我们住得不远，坐公交车需要 8
站，今天是专程来看这个展览。”李炳仁
告诉记者。在不大的展厅中，两位80多
岁的老人驻足在石柱及展板前，有时李
炳仁会将展板上的内容念给刘尚平听，
有时两人会讨论石柱的雕花和用途。1
个多小时观展下来，他们的最深感受
是：“这些石柱能回来真不容易。正因为
祖国强大了，这些文物才能回来。”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
物承载着历史的厚度，文物传递着文化
的深度。两位老人的感叹折射出的意味
正如展览结语中所言：“让漂泊在外的文
物回到故土，是中华儿女责无旁贷的使
命，亦是祖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体现。”

李炳仁 （右） 和刘尚平两位老人在参观“圆明园石柱回归展”。
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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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政府
已经以多种途径、多种
方式促进了多批次海外
流失文物的回归。在此
次7根石柱回归过程中，
社会力量慷慨奉献、主
动作为，高等院校热心
支援、建言献策，抓住
海 外 收 藏 单 位 相 向 而
行、释放善意的有利契
机，国家多部门统筹引
领、保驾护航，保护机
构 尽 心 履 职 、 勇 于 担
当。各方密切合作，历
经10年，最终促成石柱
回到原属地。

延伸阅读

▶ 石
柱 运 抵 圆
明 园 点 交
时的照片。

◀ 关 于
回 归 石 柱 的
专 家 咨 询 会
现场照片。

◀ 圆
明 园 天 心
水 面 石 质
文物展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