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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身世被破解
匈牙利博物馆日前展出一尊千年佛

像，内藏有一名高僧的遗骸。经福建省文

物部门初步鉴定，该“ 肉身坐佛”是福建

省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20年前被盗的章

公祖师像。

福建文物专家通过走访村民群众、

收集相关遗物、查阅历史资料，获得大量

有价值的信息资料，特别是当地遗存的

照片、族谱、衣冠、坐轿等遗物与记载，基

本确认佛像的身世。

祖师信仰是福建闽南地区宗教信仰

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于北宋。多位村民

回忆，章公祖师俗名章七三，法号普照，

北宋年间圆寂后，被镀金塑成佛像，因真

身的四肢和身首俱全，因而称为“ 六全

祖师”。

该佛像日前已从匈牙利博物馆撤

出。目前已知该“ 肉身坐佛”是一位未透

露姓名的荷兰私人收藏家通过“ 合法途

径”购得。根据博物馆理事会规定，有争

议的文物不能展出，宝像能否继续巡展

尚不得知。

佛像“ 回家的路”有多曲折？
专家表示，海外文物的国际追索非

常复杂，佛像“ 回家”将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

据介绍，当前文物返还领域有两个国

际公约，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通

过的《 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

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

该公约主要针对馆藏文物，而此次从福建

流出的“ 肉身坐佛”不属于这类。

第二个是1995年由国际统一私法

协会通过的《 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

物的公约》，简称“ 95公约”。该公约签

署国只有37个国家，荷兰虽然在1996年

签署该公约，但至今该国议会尚未批准，

因此该公约对荷兰目前并不具备强制法

律约束力。此外，中国与荷兰之间也没有

签订关于文物追索的双边协定，使得佛

像的追索没有适当的法律程序可做参

照。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

欣说，目前可以参考的是联合国《 跨国有

组织犯罪公约》，借助刑事司法渠道追索

文物，需要两国外交和公安部门合作，且

整个过程当中，证据链的搜索至关重要。

“ 肉身坐佛”从中国盗出的事实仅

得到我方证实仍不够，还需要得到对方

国家的确认。还要通过司法调查还原整

个证据链，包括偷盗、走私、出入境、交易

等环节，如能找到责任人，中国可参与刑

事诉讼，通过司法判决，将文物索回。

如果不能形成严密的证据链，或者

文物所在国家认定文物持有者为“ 善意

持有者”，则需要双方通过协商，直接与

持有者接触和游说，并对持有者进行

“ 合理经济补偿”。

无条件归还是理想方案
霍政欣认为，追索海外流失文物除

了依法追讨之外，还有商业回购、外交谈

判和捐赠等方式。我国大量的珍贵文物

在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乱中流失海

外，相关国际公约约束力无法溯及公约

生效前流失的文物，“ 捐赠”也成为追索

海外流失文物的途径之一。

清末英法联军烧劫圆明园后，十二

生肖铜兽首构件流失海外140多年。

2009年，鼠首和兔首在佳士得拍卖行在

巴黎举办的伊夫圣罗兰世纪拍卖会中拍

出3000多万欧元天价，胜出的中国竞标

者蔡铭超却以“ 无法将非法流失的拍卖

品带入中国境内”为由拒绝付款。2013

年，皮诺家族从原持有人手中买下这两

件兽首，捐赠归还中，圆明园鼠首和兔首

铜像正式“ 安家”中国国家博物馆。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认为，无

条件归还是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案。对于

1970年之后盗窃、盗掘、走私流失出境

的文物，宜通过法律和外交的方式追索

回国，保障我国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

等不受破坏。

疑似中国福建被盗的“ 章公六全祖师”

肉身像的荷兰持有者23日通过其发言人向

新华社海牙分社发去声明，首度就肉身像事

件进行回应。

研究一下这份声明不难发现，其主要内

容大致有三：一是粗略介绍佛像获得途径；

二是承认已对佛像做了研究；三是声称研究

还在继续。

总而言之，这份声明“ 顾左右而言他”，

对所有权问题只字未提，反而大谈“ 研究”，

言外之意似在告诉外界———“ 不管怎样，这

东西还得放在我这里”。

还好，有一点人们是弄清楚了，声明承

认，佛像就是从中国获取的。

声明说，这名荷兰藏家于1996年年中获

得了这尊佛像。而佛像的上一个“ 所有者”

于1994年年末至1995年年初在中国香港从

“ 一名真诚的中国艺术朋友”手上获得了这

尊佛像，并于1995年年中将这尊佛像从他在

香港的工作室运到阿姆斯特丹的住所。

这份声明看似“ 有根有据”，实际上仍

未把关键问题讲清楚。将“ 一名真诚的中国

艺术朋友”作为佛像来源并不能证明其取得

的合法性。此外，声明既没有交代交易的具

体日期，也没有附加任何相关证明文件，难

以打消人们对这尊佛像来路的质疑。

对于普通藏家来说，在获取文物的时候

尚且懂得要搞清楚其来源，更何况这位荷兰

持有者自称是从事中国艺术品收藏30年的

职业藏家，就更应该对与文物收藏有关的国

际公约及法律法规心知肚明。对来路不明的

文物，就算已经收藏了很多年头，该归还的

还是得归还。

24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发表声明指出，

根据当地遗存的照片、族谱、衣冠、坐轿等物

品，以及相关证人证言，现已基本确定该“ 肉

身坐佛”就是福建大田县阳春村1995年被盗

的宋代章公祖师像。目前，国家文物局正在

积极与有关部门协商开展追索工作。

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奉劝荷兰这位藏

家，要想取信于人，最好是把文物的来源彻

底讲清楚。不明不白就把别人的祖先遗骸

“ 供奉”起来，再显得怎样专业，别人终究还

是要讨一个说法的。倘若揣着明白装糊涂，

以所谓“ 研究”之名，实际是想非法占有，这

既损害了自己的人品不说，最终还有可能摊

上官司。

据新华社电

在欧洲巡展的“ 肉身坐佛”初步确认为“ 章公祖师像”

国家文物局：启动追讨被盗佛像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

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

因，致使大批中国珍贵文物流失海外，逾

千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

南亚等国家及地区。

有关专家介绍，当前追索海外流失

文物主要包括依法追讨、商业回购、外交

谈判和捐赠等几种途径，面对浩如烟海

的海外文物，追索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霍政欣表示，做好文物保护工作首

先要加大国内文物保护的力度，以及加

大打击文物盗掘、走私等违法活动的执

法力度，从源头上抓监管是防止文物流

失的根本做法。

其次，要充分利用好国际多边条约

和双边条约的法律武器，依法追索流失

到境外的文物。目前需要追索的文物主

要包括清末至抗战期间，外国列强劫掠

出境的中国文物以及盗掘、盗窃并走私

的中国文物。“ 中国是深受文物盗窃、盗

掘和非法贩运之害的国家，要充分利用

《 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

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据了解，中国通过与美国等18个国

家签订促进文物返还的双边协议，并借

助相关国际条约成功实现了多批珍贵文

物的返还。上世纪90年代，通过与英国法

院的诉讼程序，追回3000余件珍贵文物；

2008年，参加与丹麦法院的诉讼，追回

156件中国文物……

专家表示，现有国际公约对打击文

物贩运及流失文物返还上存在诸多缺

失，如公约无法解决历史上非法流失文

物的返还问题，仅对成员国有约束力，大

都存在适用范围窄、核心条款含义不清、

监督机制孱弱等缺陷。

去年9月，国家文物局在敦煌主办的

第四届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专家会议上发

布了《 敦煌宣言》，这是在文物追索与返

还领域，首次由中国主导制定的一份国

际性文件，旨在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立

场。期待在文物追索的未来之路上，用道

义与法律共识，能尽快破解非法流失文

物返还难题，让更多海外流失的中国文

物尽早“ 回家”。

据新华社电、《 三明日报》报道

此前在欧洲巡展的“ 肉身坐佛”已经我国文物部门初步确认为1995年从我国福建盗出的章公祖师像，近

日已从匈牙利布达佩斯博物馆撤下。继圆明园兽首艰难“ 回家”之后，追索“ 肉身坐佛”再次引发人们对海外

流失文物的关注。记者从福建大田县文博部门获得最新消息，国家文物局接受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村民联合

委托国家文物局追讨章公六全祖师像的申请意愿，根据相关的国际公约，启动追讨程序。

海外文物追索“ 任重道远”[链接]

[新华时评]

荷兰藏家该讲清“ 章公祖师”来源

这是供奉“ 肉身坐佛”章公祖师的普照堂。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