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奇平多尔法则"揭示#即

便是世界知名博物馆# 也难免

成为文物非法交易的销赃处$

英国考古学家克里斯多

弗%奇平多尔和戴维%吉尔

!""" 年开始一项史无前例的

调查工作# 系统查证 !处国际

文物收藏处藏品来源的可靠

性$这些馆藏都有官方目录#清

晰地记录着每件藏品的出处$

然而# 奇平多尔和吉尔发

现# 他们调查的 #$%& 件文物

中# 竟有高达 '()缺乏可证明

出处的书面文件$他们还发现#

有 (**多件文物缺乏任何 !历

史"#直到在博物馆展出才首次

面世$这意味着#这些展品极有

可能是非法盗墓的赃物$

奇平多尔和吉尔还比对了

同一展品在不同展出时标注的

出处#同样有惊人发现$通常情

况下#那些首次展出时标注!来

源不详"的文物再次出现时#却

有清晰的出处标注$这说明#这

些文物极可能被伪造身世$

两人的研究成果正式公开

后# 被誉为 !奇平多尔法则"$

!无论你对局势的评估有多差#

现实总会更坏$ "一个专家说$

全球究竟有多少文物被非

法交易& 这笔不法勾当的规模

有多大&对这些问题#即使业内

专家也难以解答$ 美国联邦调

查局估计# 每年非法交易的文

物价值超过 !*亿美元#但也有

专家认为远不止于此$

目前# 受战乱所苦的叙利

亚和伊拉克北部是文物盗掘和

走私最猖獗的地区$ 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估计# 这两个国家的

文物走私产业链价值在 '* 亿

至 #(*亿美元之间$

最近几个月来# 黎巴嫩和

土耳其在边界多次截获来自伊

拉克和叙利亚的文物$然而#大

部分走私文物不翼而飞# 也没

有在市场上出现$

专家认为# 大部分走私文

物目前正躲在暗处避风头#过

个 #*年到 #(年# 它们会逐渐

回流市场# 而且会附带证明身

份的伪造文件$当然#还有一种

可能就是有大手笔的藏家大肆

买进了这些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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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锁定
中国国

务院总理李克
强20日前往
瑞士出席达沃
斯世界经济论
坛年会,并对
瑞士进行工作
访问。

德国自查!灰色文物"

德国各博物馆最近开始自查，
以确保藏品身世清白。原因在于德
国正推动一项立法修正案，规定只
能购买、展出此类文物。去年夏天，
巴登州博物馆将两件有争议文物交
还希腊，足以显示自查力度。
在德国考古界，巴登州博物馆

以大胆收购藏品著称，在“水深”的
艺术品交易市场上颇多斩获。该馆
长期藏有两尊希腊基克拉迪文化抽
象雕塑，是众多藏家垂涎的史前青
铜器时代文物。然而，由于这两尊雕
塑是非法盗墓出品，巴登州博物馆
和希腊就其归属长期扯皮。

德国《明镜》周刊认为，巴登州
博物馆如今归还希腊文物，是新一
代艺术品管理人员成长接班的结
果，也显示德国考古界开始更加重
视文物获取手段的合法性。
早在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就通过一项反对文化产品非法交
易的公约，但直到 %$$&年德国才成
为缔约国，而且对交还文物仍有诸
多限制和要求。公约在德国生效以
来，还没有任何一件有争议文物依
法完璧归赵。
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博物馆馆

长对藏品的热爱和贪婪往往导致他
们成为非法交易的帮凶。”巴登州博
物馆馆长埃卡特·科恩说，“在考古
界，从某个匿名瑞士藏家手中得来
的文物绝对不算清白。”
德国联邦政府正加紧推动立法

修正案，如果顺利将在 %$'(年年初
通过。根据新法案，德国境内能够买
卖的所有文物必须验明正身，证实
确属来源国允许交易的文物，对返
还有争议文物的限制也大为放宽。
不过，新法案规定，如果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购买了非法文物，不算犯罪。
新法案尽管尚未正式通过，但

已在德国考古界引起不小震动。普
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主席赫尔曼·
帕青格指示基金会名下监管的各家
博物馆展开自查，尤其严查 )"&$年
之后获得的藏品。“如果证实是来源
非法的文物，我们愿意退还。”

法国善用社会资源
法国政府始终发挥主导作用，

在强调有法可依的同时，合理使用
社会资源，以达成更好保护文物和
节约财政开支的双赢结果。
在《城市保护法案》等法律法规

约束下，法国文化部对各类遗产的
管理和保护行使最高权力，并且在
各地区设立专门领导小组。法国宪
法规定，文化遗产属于民族和国家，
高于私人利益；法国法律对古建筑
定义较宽泛，规定在历史或艺术史
上对公众有意义的建筑都应受到保
护；任何公民都有权将某座建筑申
请批准为保护单位，但需按照建筑
的重要性不同，由不同级别的专门
领导小组进行审批。因此，普通法国
民众在古建筑保护上有了更多主动
权，可以更多地参与古建筑保护。
对于私人古建筑，法国法律规

定，业主需承担一定义务进行保护，
同时也可享受相应权益。国家可视
古建筑损坏情况要求业主进行修
缮，也可由业主自行提出修缮申请，
但业主的修缮或改建方案需经国家
核准。国家不仅会对担任修缮工作
的建筑师和工程队进行严格挑选，
而且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全面参与检
查和监督，虽然也要承担一部分古
建筑修缮费，但同时也大大节约了
开支。而且，如果古建筑处于极其危
险的状况，而业主又拒绝修缮，国家

可不经业主同意采取紧急措施，并
依法对业主实施处罚。
相关数据显示，法国政府每年

用于维修古建筑的开销超过 !"亿
欧元。为了更加全面地开展古建筑
保护工作，法国政府还采取了一些
灵活有效的变通措施。例如出售部
分古建筑，在补充国库的同时，要求
古建筑买方承担相应的保护责任。
此外，法国政府近年还将一些

古建筑对外开放或承办展览，以实
现“开源”。例如，法国总统度假地布
雷冈松堡 !"#$年开始向公众开放，
隶属法国外交部的拉塞勒%圣克卢
城堡也在承办展览等活动。
除古建筑外，法国在保护其他

文物方面也非常善于使用社会资
源。!"&'年，作为卢浮宫镇馆之宝
之一的胜利女神雕像“闭门谢客”，
接受“专心美容”。然而，卢浮宫没有
自掏腰包解决胜利女神的“美容
费”，而是在官方网站上发出告示，
呼吁各界捐款。结果令卢浮宫惊喜，
社会捐款不仅完全负担了胜利女神
的修复费用，而且还有富余。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年卢浮宫共接待
参观者 )'*万人次，仍为全球最热
门的旅游景点。

希腊古迹绝对禁!拆"

希腊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
非常严格，除了宪法和专门性法律
外，还包括相关国际条约。
希腊是欧洲国家中较早立法保

护文化遗产的国家之一，&+'$年就
通过了第一部文化遗产保护法，确
立了文化遗产保护原则：文化遗产
是所有希腊人的共同国家财产，任
何投资和发展计划都不能对文化遗
产保护造成负面影响。
目前，希腊文化遗产保护方面

的支柱性法律是 !**!年通过的《古
迹和文化遗产保护法》。该法律把保
护历史遗迹囊括进开发、规划和环
境保护政策中，强调文化遗产与其
周围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而且把
神话、习惯、舞蹈、音乐等非物质遗
产也纳入了保护范围。
该法律规定：“禁止所有可能导

致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直接或间接灭
失、损坏、污染或外观改变的活动。”
基于这一原则，在文化遗址周边地
区进行的所有采矿、设厂等活动，都
必须事先得到文化部的许可。
希腊在对待古迹方面的基本理

念是“文化古迹永远排第一”，经济
活动最多只能排第二；古建筑不能
因投资计划而受到任何负面影响，
而只能得到更大重视。在文物保护
领域，“拆”是绝对禁忌。

希腊的文化遗产保护权责明
确，文化部负责所有古迹管理和保
护，在颁发古迹周边地区的建筑、投
资和开发许可时发挥决定性作用。
希腊很多古迹旁看不到任何现

代建筑的影子，希腊文化部常务秘
书梅多尼以世界文化遗产古奥林匹
亚为例说：“古奥林匹亚的保护范围
不仅包括古迹本身和周边环境，还
包括更为广泛的地貌，这使整个古
奥林匹亚保持了历史原貌，因而具
有高度的美学价值。”
希腊德谟克利特大学建筑工程

系副教授普瑞佩斯认为，雅典卫城
脚下步行街的建设使那里成为著名
的文化和休闲场所，是另一个成功
例证。“今天希腊努力把历史性建筑
融入城市景观中，历史性建筑不再
被认为是破坏现代城市连续性的问
题或障碍，恰恰相反，它是重新规划
城市相关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组成部分。”

欧洲文物保护措施不断完善
立法修正案杜绝买赃 公民可申请保护建筑

文 , 袁原 尚栩 陈占杰 刘咏秋

文物界“潜规则”
“奇平多尔法则”

文物是不可再生
的珍贵资源，保护文
物使命神圣。要合理
利用文物资源，让文
物“活”起来。树立正
确的文物保护理念，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
展中保护。

习近平主席关心
历史文物保护工作，
在公众中也掀起了关
注文物保护的热潮。
如何保护文物，如何
更好地发挥文物的作
用，欧洲各国的经验
值得学习。

! 法国卢浮宫镇馆之宝之一胜利女神雕像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