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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來，霍政欣一直在為中國文物追索返還
事業探尋並提供法律支撐路徑。最新修訂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自今年3月1日起正
式實施，標誌着中國文物保護進入依法治理新階
段。霍政欣表示，修訂後的文物保護法在第六章
「文物出境進境」中增加一條（第八十一條），
對於跨國文物追索返還事項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規
定。這是中國第一次以國家立法的方式對文物追
索返還事項進行規定。
第八十一條包括兩款。第一款為：國家加強文

物追索返還領域的國際合作。國務院文物行政部
門依法會同有關部門對因被盜、非法出境等流失
境外的文物開展追索；對非法流入中國境內的外

國文物，根據有關條約、協定、協議或者對等原
則與相關國家開展返還合作。第二款為：國家對
於因被盜、非法出境等流失境外的文物，保留收
回的權利，且該權利不受時效限制。

加強文物追索返還國際合作
霍政欣認為，第一款強調了加強文物追索返還
領域的國際合作，這就涉及依據國際條約去協助
外國返還非法流入中國的文物。事實上，經過這
些年的社會經濟發展以及文物交易市場的繁榮，
中國現在兼具文物流出國和文物流入國的雙重身
份，該條款契合這樣一個身份的變化。這一規定
不僅是中國提高運用法治手段追索非法流失海外
文物的重大立法舉措，也是中國履行國際條約義
務，加強涉外領域立法的重要體現。

明確主責單位搭建工作機制
該款還明確國務院文物行政部門是追索海外流
失文物的主責單位，同時規定其有權依法會同有
關部門開展追索工作，不僅搭建了非法流失文物
追索的工作機制，還保留了一定靈活性。這一規
定的重要性不僅體現為以法律形式建立中國追索
海外流失文物的工作機制，而且是推動構建涉外
法治工作大協同格局的重要一環。
對於第二款的規定，霍政欣表示，廣泛存在於

國際條約和各國國內法上的時效制度，對於中國
追索非法流失文物，特別是歷史上流失文物，構
成了一項重要法律障礙。文物保護法新增這一條
款，對中國追索非法流失文物，特別是歷史上的
非法流失文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撐。

對於以商業拍賣購回流失海外中國文物，霍政欣表示個
人不提倡。「國有文博機構用納稅人經費參與拍賣，不僅
造成二次傷害，還會給外界留下中國政府認可拍賣合法性
的印象，為今後通過法律途徑追索製造困難。目前國家主
管部門已出台文件明確立場，此類方式已較少使用。」
在被問及港澳地區如何在流失文物追索過程中發揮更好
作用時，霍政欣表示，由於目前「1970 年公約」和
「1995年公約」均不適用於港澳地區，香港對文物的監
管、交易等沒有特殊法律規定，內地文物到了香港，就被
當作一般商品交易，很容易被「洗白」，因此，香港有很
多工作需要加強，通過立法將港澳地區納入公約的約束範
圍勢在必行。同時，香港亦可制定相應法律，嚴格監管文
物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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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而言，歷史上流失文物是指因戰爭劫掠、盜掘、非法轉讓及
走私等不法原因或不道德手段被轉移出中國國境的文物，包括

「第二次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和日本侵華戰爭期間劫掠的
文物，及西方探險家以欺騙方式掠奪出境的文物等。改革開放至今，仍
有部分珍貴的文物通過盜掘走私被販賣到海外。
據中國文物學會統計，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超過1,000萬件中國文
物流失到歐美、日本和東南亞等國家及地區，其中國家一、二級文物達
100餘萬件。近年，國家流失文物追索返還工作取得了積極進展。中共

十八大以來，已有59批次2,310件/套流失海外中國文物回歸祖國。

受限公約時效 戰時流失難追
目前文物返還主要有捐贈、雙邊執法合作、談判協商、拍賣購回、國際
民事訴訟等途徑。霍政欣表示，追索返還的主要法律依據是1970年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
方法的公約》（「1970年公約」）和1995年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關於被盜
或非法出口文化財產的公約》（「1995年公約」）。
然而，二者均只適用於公約生效後被盜或非法出口的文物，而對於中國

而言，數量眾多的上述公約生效前歷史上流失文物，成為當前追索返還的
最大挑戰之一，也是相關工作的重點、難點。此外，一些文物流入國並未加
入此類公約，即公約無溯及力，加上各國國內法有訴訟時效，也為追索文物
增添困難。
霍政欣以章公祖師肉身坐佛追索案為例，現有證據表明該案所涉佛像於1995年

自中國香港地區入境荷蘭，而荷蘭直到2009年才批准「1970年公約」，依據國際法
上「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及《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關於「條約不溯及既往」的規

定，該公約不能溯及既往適用於1995年左右入境荷蘭的文物。最終，該案開啟了中國民
間追索的新途徑。荷蘭法院以訴訟主體資格問題駁回了起訴，追索仍在進行。

創新友好協商 着重歷史溯源
霍政欣提到，若難以通過法律途徑追索，友好協商便成為重要方式。今次子

彈庫帛書的返還，中國與美國史密森學會正是通過友好協商，基於扎實的學術溯
源研究，揭示了帛書從中國出土到流失美國的全過程，最終妥善解決了問題。這
也是秉持《關於保護和返還殖民背景下流失或通過其他非正義、非道德方式獲取之
文物的青島建議書》（簡稱《青島建議書》）對話與合作的核心精神，以溯源及流
轉歷史研究成果為支撐，實現流失海外中國文物追索成功的生動實踐。
據悉，近年來，中國政府深度參與國際治理，並於近日首次當選「1970年公約」

締約國大會主席國。另外，中國還於2024年聯合18個文物原屬國聯合發布《青島
建議書》，倡導為保護和返還殖民背景文物制定多元靈活的解決方案。《青島建議
書》是中國繼2014年主導發布《關於保護和返還非法出境的被盜掘文化財產的敦煌宣
言》（簡稱《敦煌宣言》）後，再度在流失文物追索返還領域貢獻的中國智慧。
作為《敦煌宣言》和《青島建議書》的主要起草人之一，霍政欣表示，《敦煌宣
言》旨在解決「1970年公約」適用範圍較窄的問題，該公約嚴格意義上只適用於
館藏文物被盜後的追索返還，而中國文物被盜多以盜墓形式，所以無法適用。

《青島建議書》則聚焦於歷史上殖民時期通過非法或非道義方式獲得文物的保護和返還問
題，契合了當前國際社會對歷史上亞非拉國家殖民時期獲得文物正當性進行反思的趨勢。

雙邊協議執法 成目前主渠道
國家文物局提出，溯源及流轉歷史研究是中國開展追索工作的必要基礎和對外磋商談

判的重要依據，期待更多專家學者加入到研究中。
霍政欣指出，在雙邊協議機制下展開執法合作，是近年來中國實現流失文物「加速回家」的

主渠道。中國已與包括美國在內的27個國家簽訂了防止盜竊、盜掘和非法進出境文物的
雙邊協議。

●捐贈回歸：比較常見的文物回歸方
式，如圓明園獸首通過何鴻燊、皮諾
家族等無償捐贈回國。

●雙邊執法合作：中國已與27國簽署
文物追索協議，成為當前最有效渠
道。

●談判協商：如子彈庫帛書，中方通
過學術溯源揭示文物流失鏈條，最終
與美相關方面達成一致。

●國際訴訟：如章公祖師肉身坐佛案
雖在中國勝訴，但因涉及域外執行仍
面臨困境。

●拍賣購回：權宜之計。業界多認為
這既是對民眾的二次情感傷害，又推
高了國際間文物價格。

文物保護法修訂 提供法律支撐路徑港需立法監管
應對走私「洗白」

中國流失海外文物
回歸途徑

非法流失美國79年的國寶文

物子彈庫帛書《五行令》《攻守

占》上月回歸祖國懷抱。今次文物

成功回歸不同以往，是中國主動追

索歷史上流失重點文物並取得成功

的典型案例，也是以溯源及流轉歷

史研究成果為支撐，實現流失海外

中國文物追索成功的生動實踐。

中國於2024年聯合18個文物原

屬國聯合發布《青島建議書》，倡

導為保護和返還殖民背景文物制定多元靈活的解決方案。作為

《青島建議書》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國

際私法學會副會長霍政欣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雙邊

協議機制下展開執法合作，是近年來中國實現流失文物「加速

回家」的主渠道。文物追索已從簡單的索要，升級為外交、法

律、科技等多維博弈，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拓寬思路，找對路

徑，流失文物的歸途將更加順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
國際私法學會副會長霍政
欣。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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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協商主要流程
（以子彈庫帛書為例）

文物鎖定
●1942年 湖南長沙子彈庫楚墓遭非法盜掘時出土戰

國帛書，後於1946年非法流失美國。幾經輾轉，子
彈庫帛書第一卷由賽克勒基金會收藏，第二、三卷
則由美國史密森學會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收藏。

●1980年起 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李零開始研究子
彈庫帛書，多次赴美參加帛書殘片揭剝工作。

搜尋完整證據鏈
●1980年至今 40多年間，李零探尋子彈庫楚帛書從

出土到流轉的來龍去脈，釐清了這件國寶流失證據
鏈每個環節。

●2022年4月 在關注到美國史密森學會發布《關於共
同管理與道德性返還的價值與原則性聲明》，國家
文物局迅速啟動子彈庫帛書溯源及歷史研究、追索
返還工作。

●2023年12月 依據李零的研究成果，國家文物局形
成子彈庫帛書係非法流入美國的完整證據鏈，並制
定追索方案。

磋商談判
●2024年4月30日 國家文物局向史密森學會正式提

出返還請求。
●2024年6月20日 國家文物局接收芝加哥大學圖書

館移交中方的子彈庫帛書在美國流轉物證。

簽署協議
●2025年5月10日 國家文物局同美國史密森學會國

立亞洲藝術博物館簽署返還協議，協議於當日正式
生效。

●2025年5月16日 國家文物局在中國駐美國使館接
收子彈庫帛
書第二、三
卷，當晚文
物 啟 程 回
國。

●子彈庫楚墓發掘現場。 網上圖片

●調查楚帛書故事的李零。 網上圖片

●●工作人員取出文物帛書工作人員取出文物帛書。。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