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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文
物局从美国成功追
索被盗流失的西周
丰邢叔簋。1月28
日，文物在专人护
送下，搭乘中国国
际航空公司班机安
全运抵北京，结束
其 40 年的海外漂
泊历程，重归祖国
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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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簋是丰邢叔簋原
器，为一级文物

1月 29日，经组织专家实物鉴
定，并与历史档案照片、拓片资料
反复比对核验，从造型风格、装饰
工艺、铭文书体、锈蚀面貌、伤残
痕迹等方面综合判定，该簋是丰邢
叔簋原器，为一级文物。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赵
丛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青铜
器本就是古代遗物中的珍贵品类，
西周又是中国青铜文化高度发达的
时期，何况这件属于西周晚期的铜
簋还带有铭文，价值不言而喻。

“这件器物造型规整，打磨平整，
色泽美观，具有高超的铸造水平。
器物的造型、纹饰以及铭文书体，
皆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

丰邢叔簋于1978年在陕西省宝
鸡市扶风县法门镇一处西周晚期青
铜器窖藏出土，通高18厘米，口径
21 厘米，腹深 12 厘米，重 6 千克。
腹鼓，敛口，上腹饰一周窃曲纹，
腹下部饰瓦楞纹，圈足下接兽首三
扁足，双耳上端均饰卷鼻兽首，是
典型的西周青铜器形制，具有简洁
而庄重的时代风格。此簋内底铸
有 铭 文 3 行 18 字 （含 重 文 2 个）

“丰邢叔作伯姬尊簋，其万年子子
孙孙永宝用”，书法艺术精湛。器
物制作工艺反映了西周青铜器高
超的铸造水平。1984 年 11 月被盗，
流失海外。

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
来的生动例证

时间回到 2023年 1月，国家文
物局通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获悉丰
邢叔簋现身美国纽约，第一时间启
动流失文物追索程序，联合公安部
指导地方文物和公安部门迅速开展
相关证据搜集整理，同时与持有人
雷蒙德·金及其母亲充分沟通。

雷蒙德·金及其母亲了解到文
物背景后，毅然决定要“做正确的
事”，同意无条件将文物返还给中
国政府。2023 年 11 月 11 日，经国
家文物局授权，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总领事黄屏代表国家文物局接收和
暂存保管丰邢叔簋。

为褒扬雷蒙德·金及其母亲的
义举，彰显中美两国文化遗产保
护 合 作 和 两 国 人 民 友 好 交 往 成
果，2024 年 1 月 22 日下午，国家
文物局和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在雷
蒙德·金及其母亲现居地美国俄勒
冈州波特兰市，共同举办丰邢叔簋
返还仪式。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

物局局长李群在仪式上作视频致
辞，对雷蒙德·金及其母亲，以及
为促成回归的相关各方表示感谢。
李群在致辞中说，丰邢叔簋的回归
为促成更多文物返还原属国提供了
积极示范，也是中美人民友好交往
的生动例证。中美两国自签署防止
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
解备忘录以来，有许多像雷蒙德·
金及其母亲这样的美国民间友好人
士，通过实际行动助力流失海外中
国文物回归祖国。这些中美两国人
民友好往来的生动故事，为不断拓
展中美文化遗产保护和人文交流合
作注入了动力。打击文化财产非法
贩运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需要
世界各国同行和社会各界采取共同
行动。

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
合作树立典范

雷蒙德·金及其母亲介绍了丰
邢叔簋相关情况，并再次表达了让
流失文物尽快回归的强烈愿望。
同时，对各方的信任和支持表示
感谢，深切表达了对中华文化的
热爱和助力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
决心。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张建敏代
表国家文物局向雷蒙德·金及其母
亲颁发捐赠证书，表彰其对流失海
外中国文物追索返还工作的贡献。
张建敏表示，流失海外中国文物承
载着中国人民的历史情怀和文化记
忆，是中国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中美建交45周年之际，丰邢
叔簋的回归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
成果，有助于加强中美友谊，并为
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树立典范。

“丢失艺术品登记组织”相关
负责人回顾了促成丰邢叔簋回归
的过程，对雷蒙德·金及其母亲的
无私行为表示感谢，表示希望丰

邢叔簋的回归能有效助推其他文
物回归，成为架构各大洲间友谊
的桥梁。

将开展文物保护、研
究和展示等工作

中国高度重视流失文物追索返
还工作，积极参与、推动、引领相
关国际治理，于1989年加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197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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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文物局通过国际执法合作、国
际民事诉讼、外交谈判、协商捐赠
等形式，促成1800余件 （套） 文物

艺术品回归祖国。
中美于2009年1月14日首次签

署中美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
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其有效期从
今年1月14日起第三度顺延。谅解
备忘录是中美文化遗产政府间合作
的重要文件，至今已促成 15 批次
504 件 （套） 中国文物艺术品回归
祖国。

据悉，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
物交流中心、北京鲁迅博物馆等相
关单位于返还仪式结束后，迅速启
动丰邢叔簋回运工作。北京海关、
首都机场海关为文物入境提供绿色
通道。中国民用航空局指导中国国
际航空公司提供有关协助。国家文
物局将适时组织开展文物保护、研
究、展示等工作，充分挖掘文物价
值，切实加强文物保护。

本报电（记者赵晓霞） 记者从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获悉，江苏师范大学伍少远教授带领
的研究团队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周忠和院士、美国
哈佛大学及佐治亚大学的科研人员等
中美科学家应用基因组和化石数据对
现代鸟类的起源进行追溯，获得了新
的发现：现代鸟类的起源实际可以追
溯到恐龙时代，这一发现挑战了我们
的传统认知。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在线
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研究人员从 124 种鸟类基因组序
列中提取到 25640 个不同遗传位点的
DNA 序列数据，结合不同地质历史
时期的化石记录，通过系统进化树构
建、分子钟演化时间估算、物种多样
性分化速率等分析，重建了现代鸟类
的演化历史和轨迹。

在涵盖了近 95%现代鸟类物种多
样性的新鸟小纲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一
支全新的鸟类进化谱系，并将其定名为
水陆鸟类，包含了水鸟及其近缘种类。

水陆鸟类与早期研究发现的陆鸟类一
起构成了新鸟小纲的两大谱系。

研究发现，在晚白垩纪时期，这
两大鸟类谱系便已经分道扬镳，远早
于著名的恐龙灭绝事件。同时，现代
海洋鸟类，如企鹅、海鸥等，则受到
了距今约5500万年前的一次全球变暖
事件的深远影响。这一研究结果表明，
发生在约6600万年前的生物大灭绝事
件并未对现代鸟类的演化产生重大影
响，而发生在 5500 万年前的全球变暖
事件，即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影
响了现代海洋鸟类的演化更替。

相关专家表示，这项研究让我们
对鸟类演化的时间线产生了全新的认
知。相较于先前普遍认为的快速进化
模式，现代鸟类的演化更倾向于缓慢
而连续的过程，通过自然选择逐渐变
化，并与被子植物、哺乳动物、鱼类
和昆虫的演化辐射呈现出同步化的
趋势。这一发现为全球气候环境变
化对生物多样性演化的影响提供了
新的例证。

据新华社电 （记者孙丽萍、丁
汀） 历经 6 年多时间建设，上海博物
馆东馆日前启用，试开放部分展厅，
推出“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
文明展”特展和“邂逅三星堆 12K数
字艺术展”。

建馆70多年的上海博物馆是海内
外闻名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和收藏
重镇。上博东馆为“十三五”时期上
海市重大文化设施建设项目，位于浦
东新区世纪大道。

全新建成的上博东馆对标世界顶
级博物馆，设计具有未来感，建筑立面
如白色波浪起伏，水波荡漾，寓意“海
纳百川”“勇立潮头”。上博东馆总建筑
面积达11.32万平方米，陈列展示面积
约 3.36 万平方米，馆内共设 20 个展厅
和互动体验空间，以独特设计构建完
整的中国古代艺术通史陈列体系。

在“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
蜀文明展”展厅里，四川广汉三星堆

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金面具和竖
披发青铜人像引人入胜。在约2000平
方米的展厅空间里，上博以“天行乾
道”“地势坤物”“人和明德”3个主题为
线索，向海内外观众全面展示古蜀文
明的独特魅力，沉浸式诠释中华文明
发展的多元一体和开放包容特性。

据悉，此次展览系上海博物馆携
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
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等 28 家单位共同举办，共展出 363
件/套文物，汇集了最新考古发现、
最新文物修复成果。

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说，上海
博物馆收藏有 100 多万件文物，文物
门类超过33大类，拥有庞大的“文化
宝藏”。

根据上海博物馆近日公布的2024
年展览计划，上博今年将推出18个特
展。2024年年底，上博东馆将实现全
面开放。

据新华社电（记者严勇） 史前东
亚农民的南向扩张对东南亚社会演变
产生深远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因
证据有限，农作物在关键地区扩散的
时间和路线并不清楚。我国科研人员
立足于位于东亚与东南亚交流枢纽云
南中部的兴义遗址的多学科论证，陆
续揭开这一谜底。相关研究成果近日
发表在我国综合类学术期刊《科学通
报》上。

该 研 究 由 兰 州 大 学 、 厦 门 大
学、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湖
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等联合完成。
论文第一作者、兰州大学资源环境
学院教授马敏敏介绍，多学科研究
团队深度揭示了云南中部史前生存
策 略 从 狩 猎 采 集 向 农 业 转 型 的 过
程，将粟黍传入云南的时间推前至
距今约 4900 年，并表明粟黍最早可
能由云南中部传播到东南亚，且云
南古代人群在农业出现前后有不同
的生物适应。

兴义遗址位于云南省玉溪市通海
县杨广镇兴义村，2015年 7月该遗址
发现人骨及陶罐等遗存。马敏敏介
绍，由于骨骼在酸性红壤环境中易降
解，我国西南地区直接的人群饮食证
据很少。而兴义遗址出土的距今约
7000 年至 3300 年的动植物和人骨遗
存，为了解该地区从狩猎采集到农业
转型过程及人群生理健康变化提供了
宝贵材料。

研究团队发现，从野生食物到农
业饮食模式的转变早在距今约4900年
就已开始。这意味着，兴义先民在这
个时候开始食用粟黍，这一发现更新
了粟黍扩散到云南的最早时间，并为
东亚农业向东南亚扩散的假设路径之
一提供了关键证据。

马敏敏说，研究表明的觅食向农
业的缓慢过渡可能仅反映了云南中部
通海地区史前人群生存策略变化，未
来需要在更大区域发现更多证据进一
步检验这些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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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邢叔簋双耳上端均饰卷鼻兽首，造型别致。

研究表明粟黍
最早或由云南中部传播到东南亚

丰邢叔簋
内底铭文。

丰邢叔簋
内底铭文。

西周丰邢叔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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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提供

在国际公约框架下，中
国政府与20余个国家就流失
文物追索返还签署双边协
议，建立合作机制，与美、
意等国政府间追索返还实践
逐步深入。2014年，《关于
保护和返还非法出境的被盗

掘文化财产的敦煌宣言》通
过，这是中国首次主导制定
的文物返还领域国际性规
则，标志着中国在该领域开
始从被动接受国际规则走向
主动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新
阶段。

当地时间 2023 年 5 月 30
日至6月1日，在法国巴黎召
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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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届缔约
国大会和第11届附属委员会
会议上，中国首次当选公约缔
约国大会副主席国，成功连任
附属委员会委员国并当选本届
附属委员会会议副主席国。

1970 年公约是打击文化
财产非法贩运和流失文物追
索返还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法
律文书。

本次成功当选缔约国大会

副主席国和附属委员会委员
国，是中国近年来积极参与缔
约国大会工作、履行附属委员
会委员国职责、开展打击文化
财产非法贩运和促进流失文物
返还的国际合作所取得的重要
成果，将有利于中国增强对
1970 年公约的话语权，有力
发出文物流失国声音，进一步
加强在此领域的多双边合作，
深度参与文化遗产国际治理，
引领构建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国
际新秩序。

现代鸟类起源可追溯到恐龙时代

研 究 发 现 ，
现代鸟类起源于
恐龙时代，经受
住了生物大灭绝
事 件 的 考 验 ，繁
衍至今。

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供图

龙 年 春 节 期
间，众多市民和游
客来到上海博物馆
东馆，参观“星耀中
国：三星堆·金沙古
蜀文明展”。

图为观众在参
观拍摄。

新 华 社 记 者
刘 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