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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外流散文物价值回归的探讨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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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论述海外流散文物的历史背景和现状，探讨流散文物传统的回归方式及难点，并提出

新的回归方式——价值回归。文章对价值回归的定义及可行性进行分析讨论，以创办的圆明园流散文物图片

复制展为例，证明其合理性与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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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and practice on the return of the value of overseas scattered cultural re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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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overseas scattered cultural 
relics, discusses the traditional regression methods and difficulties of scattered cultural relics, and puts forward a new 
regression method--value regression. The article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and feasibility of value 
regression, and takes the photo copy exhibition of the scattered cultural relics in the Old Summer Palace as an example 
to prove its rationality and neces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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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物是人类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具有历史、科学

与艺术价值的物质遗存，揭示了先民从洪荒走向文

明的足迹，展示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载体，对传承文

明命脉，凝聚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

唤起公众内心的爱国情怀，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我国作为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古国，是四大文明

古国中唯一文明未曾中断的国家，在王朝代代更迭、

文明绵绵地延续下，中国的文物资源极为丰富，无

论数量、种类还是制作年代，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

位。公众可以通过博物馆以及各式线上线下渠道，

全面了解文物的现状和历史，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源远流长。 
然而，因为种种历史原因，我国有诸多流散海

外的文物，时间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迄近当代，种类

包括青铜器、陶瓷器、玉器、书法绘画、碑刻、漆器

和丝织品等[1]。如人们所熟知的圆明园，就曾在英法

联军攻占北京时被掠夺烧毁，无数珍贵的文物落入

他者手中，为别国所收藏，作为创造者后代的我们

却无法在自己的土地上瞥见其真容。 
要如何对海外流散文物展开有效且高质的追索

返还工作，一直是我国文物局乃至整个国家的工作

重点。由于类似于圆明园中被掠夺的文物遭破坏和

流失海外已有百年，因证据和法律问题，对其进行

追索的难度远高于当代走私出境的文物。因此，海

外流散本体还未回归前，公众无法较为系统地得知

流散文物的流传过程及现状，更无法了解其所蕴含

的深刻价值，在此种情况下，促进海外流散文物关

于历史、艺术、科学、文化等价值的先行回归则显得

尤为重要。 
1 海外流散文物的历史背景及现状 
1.1 海外流散文物的范围界定 
如今社会各界所熟知的“海外流散文物”“流失

海外文物”等相关概念，最早是由中华社会文化发

展基金会成立在 2002 年的“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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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所提出的。强调的是在鸦片战争及新中国

成立前，因战争、盗窃、不正当贸易或不道德手段等

方式流散到海外的文物。 
在当年，这一定义确实存在着前瞻性，但考虑

到如今的流散文物现状来说，却也存在着局限。如

在新中国成立后，虽不再有因战争而带来文物流失

的情况，但盗墓、走私等非法途径带来文物流失的

状况也绝不再少数，所以，在界定流散文物的定义

时，因将此情况纳入考虑。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海外流散文物的范围，

公众存在着许多误区，认定所有存在于海外的文物

都属于海外流散文物，但现实情况是，一些在海外

的文物，是通过合法途径，如贸易或馈赠等方式流

向海外的，不应当被计入在海外流散文物的范畴中。 
本文较为认可的关于海外流散文物定义界定，

是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彭蕾提出的：“流

失文物是指非法流转出境的文物,也就是 1840 年以

来通过盗掘、抢劫、侵占或不正当贸易等方式流转

到其他国家的文物”[2]。 
1.2 海外流散文物的历史背景及现状 
我国的文物基数庞大、种类繁多、历史跨度长、

地域分布范围广，文物流失一直是历史性的问题，

通过分析归纳后，本文将海外流失文物的途径大致

总结为六种，即战争抢劫、代理征集、走私、移民携

带、合法买卖、赏赐赠送[3]。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清王朝式微，中国遭

受八国联军侵略，不论是皇宫府邸还是百姓私宅，

都遭受了地毯式的洗劫，在这一阶段，战争成为了

文物大量流失海外以及遭受破坏和掠夺的主要因素。

而后，不少列强还打着探险及考察的名义，深入中

国西北边地，盗挖盗运中国珍贵文物。 
20 世纪 20 年代至新中国成立之前，政府和民

众都未意识到文物对于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性，

此时抢掠文物、非法挖掘以及走私至海外的活动极

为猖獗，一些海外收藏者趁机以低廉价格购得文物

或无偿带走，更有甚者还通过盗掘偷窃等方式获得

文物。日本侵略者堂而皇之地将占领区的文物占有，

更进行有预谋有计划的掠夺，将新出土文物大批量

运往日本。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

快，文物跨国交易活动逐渐增多，国内外不法分子

相勾结，盗墓行为和文物走私出境的情况愈发严重。

尽管政府部门一直在积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并加大了监管和执法力度，但文物非法流失海外的

现象仍然难以大范围内得到有效遏制。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球

47 个国家的 200 多座博物馆中，记录在案的中国文

物共有 164 万件，而除博物馆外，世界各地未被记录

在册的各类收藏机构，也留存有大量中国文物[4]。中

国文物学会曾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流散海外的

中国文物的数量超记录数据的十倍，现今有 1700 余

万件文物流散世界各地，其中属于国家珍贵的文物

更是高达 100 余万件[5]。 
不可否认的是，部分欧美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的

保管大多相当妥善，他们在保护和研究中国文物方

面，投入了与对待本国文物相同的精力和热情，不

仅为中国文物建立详细的档案、拍摄高质量的照片，

还进行病害清除工作，并深入研究文物的背景故事、

文化内涵及历史意义。许多精美的中国文物都被收

录在图录中出版，而且大部分文物还能定期面向公

众展出。 
但这些掠夺侵占而来的中国文物终究不是生根

于欧美本土文化的产物，不是所有欧美博物馆都会

像对待本国文物一样投对待中国文物，由此而生的

失窃、毁坏状况比比皆是。如大英博物馆，在近 30
年里，其仅公开报道的文物失窃事件已有 6 次，最

近一次是 2023 年，约有 2000 件文物被盗。文物失

窃丑闻引发连锁反应，在我国社交媒体平台上，“呼

吁大英博物馆无条件归还中国文物”的声浪迅速攀

升至热门搜索榜单。而国际舆论也顺势暴涨，各流

失文物原属国也强烈呼吁大英博物馆归还被掠夺的

文物[6]。 
2 海外流散文物的主要回归方式及难点 
对于海外流散文物的追索返还工作，我国一直

在进行，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指出，要将“追回海外流

失文物”纳入国家元首的外交议程。根据国家文物

局提供的数据，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在日益强

盛的民族力量感召下，文物回归工作成果斐然，已

有 32 批次、超过 1800 件（套）流失的文物重返故

土。为此，国家文物局还专设了文物返还办公室，方

向明确、分工明细、力量到位、重点突破的工作体系

基本形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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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回归途径大致可分为五种：回购、捐赠、外

交谈判与协商、国际执法合作、国际民事诉讼与仲

裁。回购是指拥有雄厚财力的机构或个人，通过拍

卖的方式让流散文物回归。捐赠是指国有文物收藏

单位接受境外捐赠、归还和从境外追索的中国文物

进行免税，鼓励其无偿捐赠给我国或博物馆机构。

国际执法合作是指“我国与有关国家依据共同参加

或缔结的国际条约或本着友好互信精神开展的执法

合作，由文物所在国主管部门将其依法扣押收缴的

或通过本国司法程序追回的流失文物归还我国”[8]。

目前，国际执法合作是促进文物返还的最有效途径。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指出，海

外流散文物存在许多难点：一是我国虽已加入多个

公约，但公约无溯及力，且仅约束缔约国，对一些未

加入公约的西方国家毫无作用，实际效用有限；二

是国际法规则由西方文物市场国主导制定，不利于

维护文物流出国的利益；三是文物追索受制于各国

私法规则，维护文物占有者的权益；四是各文物流

失国理念不同，文物跨国追索难形成合力[9]。 
3 海外流散文物回归新方式：价值回归 
由前文所讨论的文物回归途径可见，无论是民

间还是政府主导的海外流散文物的回归行为，都存

在着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不仅源自巨大的经济消耗，

更源自文物占有国的消极乃至反对行为。同时，也

不难看出，我国所追求的文物回归是文物客体和所

有权的一并回归，这种回归方式无疑是最理想状态，

但实际操作难度极大，因此，国际追索流失文物在

实践中产生了一些新的回归方式，如文物客体回归

而所有权不回归，或所有权先回归而文物客体后回

归[10]。 
但此上回归方式，包括文物客体与所有权分离

回归的方式，大部分都建立在原属国与收藏方的友

好协作下，如收藏方在交涉流散文物归属问题时消

极应对，那么此上回归方式便不再适用，提出新的

回归方式和途径就显得十分必要且急迫了。本文章

针对以上问题，根据各国流散文物回归现状，提出

海外流散文物新回归方式，即“价值回归”。 
3.1 关于流散文物价值回归的定义探讨 
文物是历史上人们创造的或与创造活动有关的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遗存，具有历史、艺术、科

学、文化、教育等价值。海外流散文物的价值回归，

即是将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艺术、科学、文化和教

育等价值通过调查和整合，有目的有选择地展现在

公众面前的行为。 
所谓对“价值的调查和整合”，则是海外流散文

物价值回归前一项必要的工作，通过调查海外博物

馆和相关机构收藏中国文物的总量，梳理流散文物

的流转路径，了解其在流失前的背景和流失后的现

状，以便对其价值进行调查与分析。 
而“有目的有选择”，则是带有目的性地选择相

对价值更高的流散文物，价值更高具体体现在无法

替代的历史见证、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审美情趣、丰

富的科学文化内涵或深厚的民族情感等方面。 
“展现在公众面前”，则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即线上上线海外流散文物数据库或虚拟

展览，线下制作流散文物照片或复制品展览，并从

文物类型、年代、材质、尺寸、描述以及来源与流失

信息等方面，全方位展示流散文物的流转过程及现

状，让公众了解文物的相关情况。 
必须说明的是，价值回归是海外流散文物本体

无法回归的情况下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旨在是促进

文物内在价值的再发现与传播，让公众了解流散文

物的现状和历史，唤起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情

怀，增强国人的民族凝聚力，为海外流散文物争取

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以促进流散文物回归事业的发

展。 
3.2 关于流散文物价值回归可行性的探讨 
关于对海外流散文物进行“价值的调查和整合”

的方式，国内已有众多学者及机构，花费大量时间

和精力，研究海外流散文物的种类、数量、分布、历

史及现状等，并出版了大量著作，为海外流散文物

数据库不断提供新的证据和内容，更为流散文物的

价值回归提供了可行性。可流散海外的文物数量之

多，分布范围之广，要将其全部记录在册，几乎是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这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持之以恒的

努力和政府与社会的帮助。 
除了摸底海外流散文物的情况外，国家政策支

持、社会归还舆论都为流散文物的价值回归提供了

条件和支持。 
在政策支持方面，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流

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进入了全方位发展、多层次提

高的崭新阶段[11]。在国际公约框架下，国家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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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构建流失海外文物追索返还机制，通过外交途

径和国际合作，努力追索流失海外的文物。对内不

断完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以降低文物流失的

可能性。 
在国内社会舆论方面，我国民众对于文物归还

的呼声也日益提升。2023 年下半年的短剧《逃出大

英博物馆》[12]与《环球时报》社评：“请大英博物

馆无偿归还中国文物”[13]在网络引起爆议，民众关

于文物流落、归还等现实问题的探讨也由此散开，

这是国人强烈期盼流失海外文物早日回家的心情外

化，更是民族情感的深刻展现。 
在国际舆论方面，受到新博物馆学运动和后殖

民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流散文物是通过战争、掠

夺、盗窃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归还流散文物是对

过往错误行为的纠正，因此，国际上关于文物应归

还原属国的声音日益扩大，相关国际法也在相继建

立并实施。 
4 流散文物价值回归的实践：以圆明园为例 
1860 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万园之园”—

—圆明园付之一炬，无数珍贵文物在战火中被掠夺

毁坏，在唏嘘中流向世界各地，在百年来牵动着万

千国人的心弦，呼吁文物归还的舆论不断阔大。 
撰写此篇文章前，笔者曾以圆明园流散文物为

例，通过国外各大博物馆官网和拍卖行官网以及各

大信息网站，构建圆明园海外流散文物的数据库，

将已寻得的圆明园流散文物的保存现状、流传经过、

基本信息和图片记录入库。 
在完成基本资料的搜集后，将库中部分可寻得

的流散文物的图片或复制品作为展品，在线下实地

策划成圆明园流散文物图片复制展，并从类型、年

代、材质、尺寸、描述以及来源与流失信息等方面，

全方位展示圆明园文物的流散过程及现状，以促进

圆明园流散文物的价值回归。 
从观众的反馈意见表来看，此次展览效果和反

向较好，不少观众自述在观展结束后，表示“了解古

代工匠的高超技术”“才知道原来我国流散海外的

文物数量有这么多”“唤起了心中的爱国主义与民

族自尊心”“后续会关注流散文物的回归事业”等。 
以上种种反馈，都是海外流散文物价值回归的

极佳例证，由此可见，将海外流散文物的价值通过

展览的方式展现在民众面前，有助于让海外流散文

物融入公众视野，帮助文物回归的叙事走出“学术

性高冷”，走进民众的现实生活。同时，促进海外流

散文物的各种珍贵价值得到传承和弘扬，让更多人

明白海外流散文物也是中华文化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还能增加公众对文物保护的认识，推动文物回归事

业全民化发展，促进文物本体追索返还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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