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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洽购的模式

谈到海外文物回流，特别是这次
皿方罍的回归模式，业界普遍认为，
这是由博物馆联合私人藏家合力洽购
回国，可以说是中国海外文物回流的
一种新模式。

2014 年 3 月 20 日，湖南省博物馆
官网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在湖南省
公私单位和热心人士的合力推动下，
经佳士得与皿方罍当前所有者的积极
沟通，买卖双方于纽约时间 3月 19日
圆满达成协议，皿方罍即将回归湖南，
最终由湖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

13 年前，几乎是在同一天，皿
方罍器身在纽约佳士得亚洲艺术品拍
卖会上，以 924.6 万美元 （含手续费
约折合人民币 9000 万元） 的天价成
功拍卖，创下当时亚洲艺术品在国际
市场上的最高拍卖纪录。

13 年后，皿方罍再次出现在公
众视野里。作为一件重要拍品，它原
定于纽约当地时间 2014 年 3 月 20 日
再度亮相佳士得，并将以 1000 万美
元起拍。在获悉皿方罍器身将被再次
拍卖后，湖南省有关部门与国家文物
部门及企事业单位通力合作，联合民

间藏家，在拍卖前以湖南收藏家群体
的名义，向佳士得正式提出联合洽购
皿方罍。佳士得经与皿方罍当前所有
者沟通后达成拍卖前的成功洽购。

这种洽购的方式不仅让文物顺利
回归，又避免了拍卖中漫天要价的损
失，是文物回流的一种新模式。

入关问题难倒众人

中国文物学会此前统计，考虑到
战 争 掠 夺 以 及 盗 墓 交 易 ， 有 超 过
1000 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
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
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精品达
几十万件。这些流失的中国文物大多
数散落民间。

一面是大量文物存于海外，另一
面是大量的中国资金海外淘宝，这就
使得很多收藏者在对的时间能够遇到
对的东西，最后揽得宝物归。

然而文物艺术品海外回流之路并
非一帆风顺。2013 年 10 月，在香港
苏富比 40 周年秋季拍卖会上，海外
回流的“明永乐鎏金铜释迦牟尼佛坐
像”被广东藏家郑华星以约2.36亿港
元 （约合人民币1.86亿元） 拍得，但
直到现在，郑华星仍旧为该佛像的巨

额税费大感头疼。该尊佛像后来虽以
“借展”名义入关，但因为没有交
税，在国内待半年之后还得被“请出
去”；除非交一笔超过半亿的税费，
才能获得在国内的“永久居住”。

对艺术品征收关税及相关税的制
度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存在。目
前，艺术品和收藏品及古物同属于关
税税则中的“第二十一类”。根据其
规定，国内藏家或者拍卖行，如果从
海外购买、征集文物，入关时需要交
6%的关税和17%的增值税。

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世界上最
主要的艺术品交易市场——包括美
国、英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
新加坡，都采用艺术品零关税。这种
情况下，中国大陆地区征收艺术品关
税，等于是把文物艺术品向外推。从
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来看，也不应
该人为地设置门槛。

不能仅靠民间力量

依法追讨虽然是文物回归的理想
形式，但现实却已成为国际难题。在
此背景下，商业回购成了流失文物归
国的常见途径。我国的海外流失文物
数不胜数，这些文物背后往往附带着

国耻家仇，容易引发广泛关注，如追
讨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一事。

这种回购必然导致两个结果：一
方面承认了对方对文物的所有权具有
合法性，另一方面推高了文物的价
格，更加助长了文物走私的猖獗。中
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不止一次
地表达了他的担忧：“价格被炒上
去，吃亏的是国家。”

因此，无论是追讨还是回购，海
外文物回归之路都困难重重。这条路
既然难走，单凭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的
努力远远不够。对此，还是需要国家
政府整合各方资源，拧成一股绳，劲
往一处使，合力推动海外流失文物的
回归。

针对流失海外文物的追索，谢辰
生认为，要区分清楚三个问题：一、
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二、合法的还是
非法的；三、珍贵的还是一般的。中
国流失海外的文物那么多，没有必要
全部回收回来。要有重点地收贵重
的、珍贵的，而不能像撒网一样回
收，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能
力。他表示，尽管改革开放 30 多年
来，国内外都有一批民间人士在关心
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但是仅仅依靠
民间力量，真正珍贵的文物还是很难
回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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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宝皿方罍（音同“雷”）器身和器盖在湖南长沙“身首合一”。这

个在异国他乡流落了近百年的国宝文物，终于真正回到祖国怀抱。

这一事件再次拨动了国人的神经：中国流失海外的一、二级文物就有100

多万件，这些海外文物到底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归？其回家路又是否能够“一

路畅通”？

中国商人黄怒波资助挪威博物馆160万美
元，换回7根圆明园石柱，并定于今年秋季回
归。图为展览大厅里的7件“即将回家”的圆
明园石柱基。“身首合一”的皿方罍

米芾《研山铭》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委托机构以2999万元从国际
拍卖公司秋拍上购得，实现回流。

米芾《研山铭》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委托机构以2999万元从国际
拍卖公司秋拍上购得，实现回流。

青铜鹿角立鹤、越王勾践剑……“江
汉汤汤——湖北出土商周文物展”日前亮
相国家博物馆，122 件 （套） 精美文物为
参观者系统展示了湖北地区从商代早期至
战国时期的礼乐文化。

1965年，在湖北省荆州市江陵望山的
一号楚国贵族墓中，考古人员在墓主人身
边，发现一柄装在黑色漆木箱鞘内的名贵
青铜剑。剑出鞘，光耀目，无锈迹，刃锋
利。试之以纸，二十余层一划而破。这就
是被世人熟知的越王勾践剑。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
白马，飒沓如流星。”李白在 《侠客行》
一诗中描述了一幅侠客手执宝剑，快意恩
仇的生动景象。剑，在中国被称为冷兵器
的“百兵之王”，而越王勾践剑则被称为

“天下第一剑”。
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之前的 30 多年

间，该剑在国内一直是“藏而不展”。直
到1999年4月，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庆
前夕，越王勾践剑才运抵北京作短期展
出。时隔15年，如今，北京市民将有幸再
次饱览这把宝剑的光彩。

据相关专家介绍，越王勾践剑的重要

性在于它是勾践的“自用”剑，这从剑身
上刻有错金铭文 2 行 8 字“越王鸠浅自作
用剑”可以看出。“鸠浅”为“勾践”二
字的异体。据透露，中国国家博物馆中亦
藏有一把越王剑，但其上没有铭文。事实
上，越王剑实际上有很多，当时春秋晚
期，吴越交战，越王曾寻铸剑大师欧冶子
到越地铸剑。现在出土的越王剑有四把，
分别是越王勾践剑、越王者旨于
赐剑、越王不寿剑、越王州句复
合剑。

此次展览分为两大部分：第
一部分，主要以商、周至战国时
期的青铜容器为主，全面展示这
一历史时期湖北地区青铜文明格
局、体系以及礼制文化特点。其
中，商代的“天兽御”青铜尊、
西周的兽面扉棱提梁青铜卣、春
秋的“随仲芈加”青铜鼎，以及
战国青铜鹿角立鹤、越王勾践剑
等，充分体现了湖北地区先民高
超的青铜铸造技术和独特的审美
情趣。第二部分集中展示了湖北
地区出土的商周乐器，包括青铜

质地的编钟、鼓，漆木质的琴、瑟、排
箫、笙，以及石质的编磬，为先秦礼乐文
化的实物再现，展现了早期中国音乐文化
的基本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一件商代的兽面纹青铜
鼓。据介绍，这件国宝级文物是现存最早的
青铜鼓之一。目前存世仅两件，另一件收藏
于日本京都皇家博物馆。

越王勾践剑：
15年后京城再亮剑

晓 言

东晋王羲之的书法名篇《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史上
享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相传，《兰亭序》原迹已
随唐太宗一道葬入昭陵，后世所传 《兰亭序》 墨迹都是
钩填本或临写本。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这卷原托名为
褚遂良所书《兰亭序》，虽然经考证可以断定这不是褚摹
本，但其“笔法飞舞，神采奕奕”，应是另一卷唐人摹

《兰亭序》本，亦十分珍贵。
此卷唐摹 《兰亭序》 正文质地为绢本，黄褐色，亦

称“黄绢本”，其纵24.5厘米、横65.6厘米。在正文末行
“斯文”之下有“芾印”、“子由”二朱文印，印文已模糊
不太清晰。卷前引首有明代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董其昌
题书“墨宝”二字 （残存）；卷中有明代书画鉴赏家项元
汴藏印甚多；卷尾依次有明代许初，清代王澍、贺天
钧、唐宇肩、顾莼、梁章钜、梁同书、孙星衍、石韫
玉、李佐贤、韩崇诸跋。

因这卷唐摹 《兰亭序》 所用的是绢本，有些纸上的
效果不易体现出来。再加上年代的久远，绢色陈旧泛
褐，使之与当时的艺术效果有了距离。但主要的笔意、
字形，仍然保存了下来，尤其是笔与笔、字与字、行与
行之间，都表现出了映带关系和顾盼姿态。还有点画的
肥瘦、牵丝的联系，都明白地使人看到书写时行笔的轻
重、徐疾。综观该卷的所有题跋，在对正文书艺的品评
上，多为赞誉。例如王澍评此卷：“笔墨之外别有一种
超诣变灭之趣，当时醉态 （王羲之书写 《兰亭序》 时）
仿佛可见。”贺天钧称该帖：“笔法飞舞，神采奕奕”；唐
宇肩评其：“笔意清真”；韩崇赞其道：“谛观笔势，于圆
转如意中寓沉厚渊穆之象”等。而这些赞誉之词，也正
是初唐时期的书法特征。

这卷唐摹 《兰亭序》 是 1952年由前湖南省文物管理
委员会以当时的50万元人民币 （相当于现在的50元人民
币） 收购入藏，1958 年 6 月移交给湖南省博物馆收藏至
今。它与其他唐摹 《兰亭序》 的存在，使人们在感受王
羲之书法艺术魅力的同时，也认识了初唐的书法风尚。

坐落在重庆市江津区长江岸边的白沙镇，
又名白沙坝，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和民国，据
公元1085年的《元丰九城志》卷八记载：“雍熙四
年，南平县并入江津。江津州有白沙等镇。”

白沙于宋太宗雍熙四年（公元987年）正式建
镇，迄今己有千余年历史，其后元、明、清均在此设
建制镇。清代中后期，白沙凭仗水驿之利，日益凸
显出区域性物资集散的枢纽作用，成为川东、川南
一大水路要津，是川、黔、滇驿道上的一个重要集
镇，十分繁华，并有“小香港”之称。

进入古镇，一股古老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
映入眼帘的是独具特色的古街道，构思精巧的
古民宅，曲径通幽的古书院，沧海桑田的古渡
口，历史久远的崖墓群……古老文化的氛围无
处不在。

白沙镇现保存完好的明清古街道有 38 条，
其中最具特色引人注目的是全国仅存的一条廊
坊栈道式的木板街，建在镇的悬崖峭壁上，用
一块块长条木板铺制而成，故名木板街，全长
112米、宽 2米。另一条是罕见的石坝街。这条古
老街道是在35度的整块石坝上凿击而成，全长
1000米、宽5米，并有完好的地下排水设施。

镇上还有多条青石板街。这些古老石板街，
全用一块块长约1米、宽50厘米、厚20厘米的青
石板铺砌而成，局部街面下还设有暗沟和古钱币
形状的排水孔。有的青石板街道，经行人天长日久
地行走后，在阳光下折射出熠熠的光芒。

镇上的住宅，式样和建筑风格多样各异。以
一楼一底的“穿斗式”和“抬梁式”混合木质结构
的巴渝民居居多。悬山式屋顶，穿斗夹壁或木
板墙、小青瓦，外观造型多为底层架空干栏
式，常利用挑楼、挑廊、挑阳台、挑楼梯等来争
取建筑空间，并显现出层楼叠院、高脊飞檐、曲
径回廊、亭台楼阁的气势。

镇上的吊脚楼，多建于临江的陡坡、峭壁
上，现存最早的吊脚楼建于明代。有的吊脚楼离
地面高达20米，有石柱、砖柱和木柱，上面是两
层木质楼房，下面悬空吊脚，通风防潮，光照
充足，视野宽阔，人在楼上可把长江尽收眼底。

该镇建筑除大部分系中式民宅外，还保存
有建于百多年前的西式洋楼，这些被称为“洋
房子”的民宅，多建于上世纪初，两楼一底，中
西合璧，罗马式石柱支撑起整座楼房，在百年
后仍显其构思的精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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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摹《兰亭序》（黄绢本）：

再现初唐的书法风尚
杨 力

唐摹《兰亭序》（黄绢本）（局部）（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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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镇一景

2005 年 7 月 12 日，元青花“鬼谷子下山
图”罐，在英国佳士得以2.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
拍出。

海外文物，

探索回家新模式
赖 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