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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为期两天的跨地域、
跨文化学术研讨会，由国际博
物馆协会和上海大学共同主
办，国际博物馆协会研究与交
流中心和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
心两个专业智库承办，吸引了
近 60 位来自国际博物馆协会、
国际文博界、国内部分博物馆
的嘉宾和专家学者参加。立足
于这样的规模和影响力，是段
勇在研讨会公开提出“鸿胪井
刻石”的原因。

中国从1840年以后经历过
三次较大的文物流失高潮。“我
个人研究发现，海外公共机构和
私人收藏的中国文物超过了
1500万件，其中约10%是非法流
失文物，大概约有150万件。”段
勇告诉记者。他还特别强调，很
多人以为海外文物都属于非法
流失文物，这是一种误解。“其中
绝大部分是合法正当的，比如通
过正常的贸易等获得。但150万

的非法流失文物数量，也已经非
常巨大了。”

对于非法流失文物，目前的
回归途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
购回，正如大家较为熟知的圆明
园兽首。一类是捐回，不少海外
爱国华侨华人、国际友好人士以
及外国政府和博物馆都有类似
捐回案例，目前回归文物中最大
多数是这种情况。第三种就是
追索返还。“这是最符合国际公
约精神的。”段勇表示。

但国际公约也有限制，“在
追索返还方面主要依据1970年
和1995年公布的两个国际公约，
对文物的追索返还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但也有三个明显的局限
性。”段勇告诉记者，第一就是对
公约签署以前发生的事情没有
追溯力。“这对中国流失文物追
索方面局限就比较大，因为我们
大多数是在这之前流失的。”第
二是只有签约国才受约束，一些

特别重要的文物收藏国并未签
署公约。第三是对于无偿归还
流失文物有一个非常苛刻的条
件：必须证明这个文物对国家具
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才支持返
还。

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中
国目前已经与20多个国家签署
了双边协议或谅解备忘录，发
现流失文物双方主动互相告
知，证明非法即无偿返还，这种
方法可以弥补一些国际公约的
局限性。“这也说明了，维护良
好的国际关系和达成国际共
识，对于追索返还流失文物具
有积极作用。此次上海大学能
作为东道主，与国际博协联合
召开这样一次国际性会议，因
此也显得更有意义。”段勇向记
者表示。

这10年来的舆论关注下，国
际社会更加聚焦的还是殖民背
景导致的非法流失文物，但中国

文物大量流失的社会背景，正处
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
他也希望能通过大会，推进国际
社会对于半殖民文物追索返还
的关注。“鸿胪井刻石”的追索正
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希望在会
上提出之后，唤起国际社会的关
注，继续推进这件文物能回家。”
段勇表示。

上海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刘昌胜则表示，去殖民化设
想下的博物馆是充满合作、对
话、兼容并蓄的，在他看来，本次
研讨会将会在对话、交流、协商
的氛围下，在博物馆去殖民立
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以及文
物返还等议题上做出学术贡
献。上海大学在未来也将与世
界各大博物馆、高校及科研院所
一起努力，开展更多跨学科、跨
文化、跨地域的博物馆战略研究
和实践共享，从而以国际视野推
动学科创新与行业发展。

传承文化
从了解城市和国家开始

诞生于2013年的上海市民
文化节，始终将针对青少年的文
化普及作为一个重要方向。在
2014年第二届时，市民文化节就
推出了旨在让孩子们更了解自
己所在这座城市的“我最喜欢沪
语童谣”评选活动。当时童谣已
式微多年，沪语传承更是危机重
重，上海的小孩子不会说沪语相
当普遍。

可以说，市民文化节举行这
个“我最喜欢沪语童谣”评选是
极具远见的。评选在当时轰动
一时，孩子们和家长通过评选沪
语童谣，对童谣文化有了重新认
识，也开始重视沪语的传承。最
终《卖糖粥》《落雨了》和《外婆
桥》等10首经典沪语童谣入选。
人们也在对沪语童谣的诵读之
中，更多地了解了这座城市的历
史和文化。

让孩子了解文化，不仅要让
他们了解城市，更要了解国家。
而代表这个国家文化桂冠的无
疑就是那一首首流传千古的诗
词歌赋了。也是2014年，市民文
化节启动了“诵读大赛”，一家人
上台诵读比拼，读的都是古诗
词。那一届大赛涌现了不少诵
读小达人。当时在杨浦区杭州
路第一小学读三年级的张人匀
只有8岁，却可以背诵700首古
诗文，一时间惊艳四座，成为10
强选手之一。

到了 2016 年，市民文化节
将“诵读大赛”升格为“中华古
诗词大赛”。经典诵读只是一
部分，参赛者还要进行知识竞
答、新作征集和舞台演绎。当
时全市有6万多人参赛，青少年
占了相当的比例，涌现出的一
批青少年古诗词达人至今为人
津津乐道。这个大赛也成为市
民了解国家文化的一个经典赛
事。

大力普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上海市民文化节早在很多年

前就围绕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
开了一系列普及活动，一大批青
少年受益匪浅。应该说，这些活
动对今天的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有
很多启示作用。

有了之前“我最喜欢沪语童
谣”评选、“诵读大赛”和“中华古
诗词大赛”的铺垫，市民文化节
在2017年率先启动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知识大赛”，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和发展作为
自己的一个重要使命。当然在

此过程之中，青少年是参赛的主
体之一。他们通过比赛的形式，
对“廿四节气”、瓷刻工艺、木刻油
印年历、丝网印刷，对汉舞、昆曲、
越剧，对古诗词等这些代表了中
华文化精髓的技艺都有了全面的
了解。当年参赛的青少年现在都
已进入高校或者踏入社会，但当
年参赛的经历及所获，深深地影
响了他们人生的道路。

上海在2015年启动了“开天
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
作与文化传播工程”，中华创世
神话其实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一部分。作为对此工程的
一种呼应，市民文化节在2017年

启动了“我心中的中华神话故
事”—— 第四届“大师从这里起
步”上海少儿美术书法大展。上
海少儿美术书法大展是青少年
的一个传统展览，通过中华神话
故事的植入，引导孩子们在主题
创作中了解中华创世神话，进而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兴
趣。可以说，市民文化节在这方
面是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

市民文化节中的这些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关的赛事，直
到今天依然在坚持举办。一批
批青少年通过参赛，学习了知
识，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敬畏之
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座

城市也不断升温。

持续推进
让青少年感受美的魅力

无论是对古诗词的诵读，还
是对创世神话的演绎，抑或是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说到
底都可以归结到“美育”的范
畴。上海在2022年正式提出“社
会大美育计划”，把“美育”提升
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当然，青少
年也是这个“社会大美育计划”
的重要服务对象。在这方面，上
海市民文化节不会缺席。

其实现在来看，上海市民文
化节的很多青少年赛事都是“美
育”，包括他们举办的青少年传统
文化大赛以及校园中华戏曲大赛
等。2021年的中外家庭戏剧大赛
和长三角地区青少年曲艺大赛也
应属此列。作为市民文化节的主
导者，上海市群艺馆在2022年开
设的“周末美育课堂”则直接将“美
育”作为了自己的关键词，在青少
年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到了今年2023年，青少年美
育更是成为了市民文化节的重点
和亮点。2月20日开学后的第二
周，上海市群艺馆的“330美育课
堂”开课。上海市群艺馆馆长吴
鹏宏说，“330”就是下午 3 点 30
分，他们希望“330美育课堂”能够
让青少年在下课之后有一个可以
欣赏和体验文化艺术、提升美育
素养的地方。目前“330美育课
堂”，邀请周边中小学生走进文化
场馆，丰富“15分钟公共文化服
务圈”内涵。

而大家名师荟萃的上海市群
艺馆青少年管弦乐队沙龙也在今
年重启。作为青少年美育的重要
探索和实践，这个青少年管弦乐
队沙龙为青少年走近音乐，提升
艺术素养，开启了方便之门。未
来，在市民文化节的范畴内，这类
青少年美育课堂还会大幅度增
加，让孩子们以一种最容易接触
的方式，感受美的魅力。

上海市民文化节走过十年

向美而生 开拓青少年美育新格局

中外学者在沪探讨博物馆“去殖民化”新见解

中国非法流失文物“回家”之路还有多远?

转眼之间，上海市民文化节已经走过10年了。作为一个为全市民众
服务的公共文化盛会，10年间市民文化节在文化普及和发展方面作了大
量有益的尝试。青少年是国家民族未来希望所在，帮助青少年了解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他们的美育素养，做一个合格的文化传承者，市民文
化节也作了不少努力，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青年报记者 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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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石”，曾是东北地区唯

一一块唐碑，对中国历史

的 研 究 具 有 重 要 的 价

值。20世纪初，这块刻石

被作为战利品运至日本，

自此远离故土。本周，在

上海大学举办的“博物

馆、去殖民化、文物返还：

全球对话”专家研讨会

上，上海大学党委副书

记、国际博物馆协会研究

与交流中心管委会副主

席、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

心主任段勇“抛出”此例，

并表示，希望能通过大会

让更多人关注并继续推

进对这件中国流失文物

的追索返还。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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