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关注圆明园海外流失文物的刘洋律师认为，
有必要启动法律追索程序。不过，圆明园学术专业委
员会委员刘阳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

“虎蓥”已经拍出，如果买家付了钱，又交接了拍品的
话，除非买家愿意捐给圆明园或者再次拍卖，否则讨回
的可能性不大。

执意拍卖
成交价远高出最高估价

此前有报道称，这款稀有的西周时期的“虎蓥”青铜
器，由英国海军上校哈里·刘易斯·伊万从圆明园劫走。
他在一封家信中称，自己曾参与洗劫圆明园，抢走的珍
贵文物中包含青铜器等。该信函与这款青铜器一起被
伦敦古董商阿里斯泰尔·杰布森发现。

据称，类似的青铜器比较罕见，这件被拍卖的青铜
器历史可追溯至3000年前。拍卖行此前称，这件“虎
蓥”的估价高达12万至2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110万元
至180万元）。

最终，英国当地时间4月11日10时，这件拍品遭“固
执”上拍，23分钟拍出41万英镑，远远高出了最初20万
英镑的最高估价。

刘阳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个文物确定为

圆明园文物。开始拍卖前，拍卖行为了证明“虎蓥”的
价值，还特地请了“剑桥大学独立学者、中国艺术与文
化史家”薛好佩对“虎蓥”进行了深入分析。薛好佩认
为，这件“虎蓥”器型完整，保有原配顶盖。目前“蓥”类
青铜器已知仅存世7件，除“虎蓥”和另一件“蓥”现身
拍卖场外，其余5件均在博物馆收藏，因此该“虎蓥”实
属罕见。

多次声明
国家文物局强烈谴责

中拍协称永不与该拍卖行合作

对于上述拍卖，中国国家文物局 3月曾发表声明
称，多渠道与坎特伯雷拍卖行沟通，要求其遵守国际公
约精神与职业道德准则，尊重中国人民的文化权益与民
族情感，终止相关拍卖和宣传活动。

4月9日，坎特伯雷拍卖行明确表示，拒绝撤拍上述
文物。

4月 10日，国家文物局再发声明，强烈反对并谴责
坎特伯雷拍卖行不顾中方严正抗议，执意拍卖疑似非法
流失文物，并以战争劫掠文物为名进行商业炒作。国家
文物局不赞成境内机构和个人参与上述文物的竞拍活

动，并呼吁国际友好人士本着人文主义精神，共同抵制
疑似非法流失文物拍卖。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艺委会也在拍卖前一天就此事
发表了声明，表示如英国坎特伯雷拍卖行执意拍卖，中
拍协将联合中国所有文物拍卖企业承诺永不与其合作，
并呼吁国际和国内的收藏群体抵制此次拍卖。

专家说法
除非再次拍卖，否则讨回的可能性不大

刘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虎蓥”已经拍出，
如果买家付了钱，又交接了拍品的话，除非买家愿意捐
给圆明园或者再次拍卖，否则讨回的可能性不大。

刘阳表示，其他方面，由于各国法律的不同，对流失
文物的理解可能也存在偏差，所以追回难度比较大。

刘阳表示，此次拍卖圆明园“虎蓥”的拍卖行属于中
小型拍卖行，对于这样的中小型拍卖行来说，有这样一
件著名的拍品，而且拍出的可能性极大，因此他们是不
可能放弃拍卖的。而大型拍卖行可能为了名声或者为
了怕引起纷争会撤拍，但是像此次的小型拍卖行，是以
佣金为主要盈利，拍品拍出去才能挣钱，所以他们会坚
持进行拍卖。

刘阳坦言，此次拍卖对圆明园流失文物的回归不会
产生什么影响，可以说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拍与不
拍并不代表会对圆明园流失文物的回归产生多大的进
展。

他认为，不论是通过捐赠还是其他方式，圆明园所
有流失文物只有真正回归圆明园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
归。刘阳表示，现在需要做的是想办法让文物回归成
功，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回归圆明园。

律师观点
建议下一步应进行返还诉讼

“圆明园‘虎蓥’在英国已经被拍卖，我感觉非常难
受！”长期关注圆明园海外流失文物的刘洋律师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拍卖方不顾中国政府的声明，坚持要
对其进行拍卖，认为其拍卖不违反英国法律的规定，实
属强词夺理。其拍卖行为不但违反了有关其国内的法
律原则，并且违反了“对于来历不明、权利来源具有重大
瑕疵的物品不得进行拍卖”的普遍规则，且再一次伤害
了中国人的感情。

刘洋律师认为，有必要启动法律追索程序。此前，
刘洋律师曾赴法国阻止圆明园兽首的拍卖。

刘洋表示，下一步诉讼就是返还之诉。这一次的返
还之诉不同于10年前，现在关于这种案件，已经有了许
多有利于原始权利人的判例。比如，关于诉讼时效问
题，已经从原来的计算起点，即文物丢失时起算，改变为
权利人发现遗失物和知道持有人的时间计算、法律界称
之为“新时效规则”，也就是说，诉讼难题时效问题已经
破解了。另外，“自认不反言”是一项法律原则。委托拍
卖人自认拍卖物来源于圆明园，并且是非法取得，是不
可以反言的。

“这就给我们奠定了非常有利的诉讼基础，因此，返
还之诉的成功率还是比较大的。”刘洋律师说。

海外现状
国外拍卖行受高额利益驱动，中国流

失文物多次被拍卖

央视此前就报道称，由于高额利益的驱动，对于中
国流失海外的拍卖文物，有很多知名的拍卖行执意进行
拍卖。近年来，中国流失文物出现在国际拍场的频率明
显升高，并且大有堂而皇之的架势。

2008年7月，法国佳士得拍卖行发布公告宣布，将
在2009年2月举办一场专场拍卖会。在拍卖的藏品中，
包括中国圆明园珍贵文物鼠首和兔首铜像。为了追索
回这两件文物，阻止佳士得公司的非法拍卖，当时中国
外交部和中国文物局都强烈反对其拍卖圆明园文物，并
明确要求其撤拍。

2009年 2月 19日，由81名中国律师组成的追索流
失文物律师团以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的名义向巴
黎当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追索流失
的文物。这一行动促使法国大审法院紧急审理法庭最
终驳回了关于停止圆明园流失文物鼠首兔首铜像拍卖
的诉讼请求。该事件最终的结局是：佳士得一意孤行，
中国商人蔡铭超以竞拍之后不付款的方式，造成这两件
文物“流拍”。

据了解，大多数现身拍场的流失海外文物的价值远
低于拍卖价，之所以不断拍出天价，正是外国人利用中
国人的爱国心理，趁机抬高中国艺术品价格，让国人不
惜代价回购，从中牟取暴利。

（黎史翔）

疑似圆明园流失文物被英拍卖行以41万英镑拍卖，专家称——

青铜“虎蓥”被拍出后追回难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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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4月11日，

英国坎特伯雷拍卖行对疑似中国圆明

园流失文物——青铜“虎蓥（yíng）”进

行了拍卖。最终，这件青铜“虎蓥”以41

万英镑（约合人民币366万元）成交，远

远高出了最初20万英镑的最高估价，买

家为拍卖商克里纳·基洛（Cliona Kil-

roy），是通过电话竞拍购得。

中国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国家文物局不赞成境内机构和个人参

与上述文物的竞拍活动，并呼吁国际友

好人士本着人文主义精神，共同抵制疑

似非法流失文物拍卖。

拍卖行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青铜“虎蓥”图片。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