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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讯律师事务所主任
张韬律师表示，根据我国
《文物保护法》的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
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
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同
时，该部法律也规定，属于
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
念建筑物、古建筑和传世
（祖传）文物，其所有权受
国家法律的保护。文物的

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
保护管理文物的规定。

也就是说只要发现的
不是传世（祖传）文物，发
现者有义务上交。

《文物保护法》第75条
规定，“发现文物隐匿不报
或者拒不上交，尚不构成
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文物主管部门会同公
安机关追缴文物；情节严

重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

记者留意到，河南省
2006年公布的《文物保护
法》实施办法规定，发现文
物，及时上报或者上交，使
文物得到保护的，各级人
民政府或文化（文物）行政
管理部门给予精神鼓励或
物质奖励。

（李明）

故宫将为“农民捐宝人”举办追思会
河南商水农民何刚意外去世，32年前捐赠自己发现的元代银器

故宫曾申请补助帮其摆脱生活困境

故宫博物院在官网上展示了何
刚捐赠的其中一件瓶装银器，名为

“银鎏金錾刻双凤穿花纹玉壶春瓶”，
颈细腰圆，流线精美，上刻双凤穿花，
金光闪闪。

梁金生告诉记者，何刚捐赠的器
物是窖藏，且大部分保存完好，这批
银器也填补了故宫博物院元代银器
收藏的空白。

文物专家王德恒告诉记者，由于
元代不以银作为货币流通，因此元代
的银大多都用于制作工艺品。“由于
数量少，工艺精美，因此元代的银器
非常珍贵，目前发掘出来的也很稀
少。”

王德恒表示，按照我国文物藏品
定级标准，珍贵文物分为一、二、三
级，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
为二级文物，此类文物在原料、工艺
和政治地位上都有很高水平，由此这
批银器可能是元代封疆大吏所用器
物，珍贵程度可见一斑。

据《新京报》报道，河
南农民何刚意外离世，他
32 年前捐赠文物的事迹，
再次引起关注。

1985 年，在老家建房
挖地基时，何刚发现一缸
窖藏银器。同年 11月，他
同村党支部书记等人一道
全部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经鉴定，该批文物 19 件，
系元代银器，极为珍贵。

此次捐赠文物的数量
之多、价值之重，让种地为
生的何刚成了当地的“名
人”，他的名字也被镌刻在
故宫博物院专门为捐献者
设立的“景仁榜”之上。

半个多月前，54 岁的
何刚在一次工程事故中遇
难，故宫方面得知后，发文
悼念。

6 月 19 日下午，记者
从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
负责人处获悉，6 月 22 日
下午，将在故宫博物院内
为其举办追思会，邀请各
方共同缅怀这位“无私的
捐献者”。

6月16日，故宫博物院
发布的悼文中，将河南省
商水县固墙乡固墙村村民
何刚称为“对中国文物博
物馆事业作出贡献的无私
捐赠者”。

这 次 捐 赠 始 于 1985
年。曾与何刚一同操办捐
赠事宜的固墙村党支部书
记刘红恩回忆，那年入秋
的一天，何刚在修建房子
时，在老宅子的石磨下面
挖出一只缸，缸里堆着不
少东西。后来有文物贩子
来找他，想买下这些东西。

“当时何刚意识到这

批东西可能是文物，觉得
应该交给国家，但不知道
该如何处理，就来找我商
量，后来我们商定，捐给故
宫博物院。”刘红恩说，文
物贩子拎了一麻袋钱来
买，何刚拒绝了，贩子甚至
开出“你要多少我给多少”
的条件，但他仍不为所动。

之后，何刚和刘红恩
将几件“宝贝”带着，坐上
火车来到北京故宫博物
院。被认定为文物后，几
人又将剩余的几件器具再
次送去。3个月后，何刚又
将存放银器的缸也一并捐

赠。
故宫博物院发布的消

息中称，经鉴定，该批银器
被定为二级甲文物1件、二
级乙文物11件、三级文物5
件、一般文物2件。

时任故宫博物院文物
管理处处长梁金生用“惊
喜”来形容他对这次捐赠
的感受。他称，当时故宫
博物院收藏的元代银器稀
少，何刚捐的文物保存完
好，非常珍贵，填补了故宫
博物院此类藏品的空白。
为表感谢，院里给了何刚
9000元作为奖励。

刘红恩回忆起陪何刚
一起捐文物的经历，仍觉
得“自豪”。

“当时大家都很穷，但
都觉得文物不能留给自
己。”刘红恩说，商定后，二
人将文物一件件小心地装
进纸箱里，还特意垫了很
多棉花，就这样带着“宝
贝”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往返两趟。

挖到宝贝，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种地为生的农
村，或许是一件改变命运
的事，随后不断有文物贩
子找上门来也印证了这批
文物的价值。刘红恩记
得，当时，在他们4000多人
的村子里，何刚“捐宝”的
事无人不知，但更多的，是
质疑和不理解。

“当时很多人都说，我
跟何刚是去北京卖文物了，
还认为我俩把钱分了。”刘
红恩回忆，直到后来媒体报
道后，才有人相信捐赠的

事。但又有人开始质疑，
这么珍贵的文物，谁会全
部捐掉呢？甚至，捐赠后
还有文物贩子找上门，“以
为何刚还藏着几件没交，
后来他把缸都捐了。”

这些声音曾伴随了两
人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多
年后，人们才开始淡忘。

然而，捐赠文物的名
气并没有改变何刚的生
活，相反，之后的32年，他
一次次遭遇变故。刘红恩
说，何刚回到村里后继续
种地，后来开始去各地打
工挣钱，还在外面“收了几
年破烂”。

何刚的妻子罹患尿毒
症离世，父亲腿伤卧床，母
亲也病情不断。“他家里的
钱都给家人看病了，还欠
了不少外债，自己也一度
精神不振。”

“后来何刚跟我聊起
过捐文物的事，他说自己
从不后悔。”

刘红恩说，在生活的
重压之下，何刚最终才将
自己的经历告诉了故宫，
希望能得到一点帮助。

梁金生回忆称，第一
次见到文物时很意外，不敢
相信这批价值不菲的文物
是一位普通农民捐赠的，

“何刚不太爱说话，同行的
人帮他张罗着，给他多少奖
励他都没表示意见”。

梁金生回忆，此后的
2003年和2006年，何刚联
系自己，描述了他家里的
艰难处境。“他不是来要
钱，但是我们知道了他的
情 况 后 ，就 主 动 帮 助 了
他。”梁金生介绍，故宫博
物院会为有捐赠贡献的人
提 供 帮 助 ，此 前 也 有 先
例。由于院里没有为此设
立专项资金，梁金生便亲
自写报告申请，两次为何
刚申请了共 10万元的“生
活补助”。

■ 揭秘

何刚捐了什么文物？

何刚捐赠的这批文
物，此后多次被研究和展
览。何刚的名字也被镌刻
在故宫博物院的“景仁榜”
上。

何刚的事迹也因此见
诸报端，他成了这座河南
小镇的名人，但他很快回
归了原来的生活。

刘红恩说，起初，村
民甚至怀疑他们是去北
京“卖宝贝”，知道真相
后，也对何刚“捐宝”不理
解，“但之后的几年里，何
刚 每 次 提 起 ，都 说 不 后
悔”。

这次曾轰动一时的捐
赠，伴随着何刚的离世，再
次被人提起。

近日，当地媒体报道
称，在何刚打工的工程工
地上，一台龙门吊在拆除
中发生倾覆，54岁的何刚
不幸遇难。得知消息后的
故宫博物院发文称，为追
思缅怀这位默默无闻为中
国文博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的无私捐献者，将为其举
行追思会。

6月19日下午，故宫博
物院文物管理处表示，追
思会定于本周四（6 月 22

日）下午，拟邀请其亲属及
家乡河南省商水县领导和
相关专家一起参与。

谈及这场追思会，梁
金生表示，他在故宫博物
院工作期间，还未有给捐
赠者举办追思会的先例。

“如此数量和价值的捐赠
在故宫的捐赠史上都很
难得，更让人意外的是，
捐赠者不是收藏者，而是
一位普通的农民。在如
今的社会大环境下，缅怀
何刚的事迹也是对民间人
士捐赠文物的鼓励，意义
非常。”

先后“捐宝”19件

故宫将举办追思会

“从不后悔捐文物”

律师：发现非祖传文物有上交义务

■ 讲述

■ 说法

何刚生前照片。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