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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25载跨国追索画上圆满句号

———记上音作曲系教授叶国辉

唐三彩七星盘、宋代青白瓷、元明
石雕马、元末明初青瓷梅瓶……一件
件流失在英国 25 年的中国文物回家
了！在昨天上午国家文物局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
表示，这 68 件流失英国走私文物追
索回国，为我国政府持续 25 年的跨
国文物追索行动画上圆满句号，具有
重要标志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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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员协助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文化处清点文物

▲ 元明石雕马

    

    听了他的《曲水流觞》，有外国乐迷爱上
中国文化，并在晚宴上为写出《兰亭序》的王

羲之干杯；有感于《京剧印象》，外国作曲家们
纷纷加入他主导的“听见中国”项目，并谱出

了风味各异的《空城计》……他就是叶国

辉———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一位立志

用交响乐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作曲家。

受传统文化影响
近日，经过伦敦交响乐团、阿比路录音

室、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的通力合作，《晚

秋———叶国辉与伦敦交响乐团》的唱片正式
发布。据悉，这也是中国作曲家首次在世界知

名的阿比路录音室完成的个人交响乐作品专
辑的录制。

唱片录制于 2018 年，共收录 5 部作

品———《晚秋》管弦乐、《望大陆》女高音与交
响乐队、《乐舞图》管弦乐、《又听江南》小提琴

与交响乐队、《中国序曲》管弦乐，都是他代表
性的交响乐作品。

《晚秋》管弦乐创作于 2007年。当时他正

带领上音青年交响乐团去国外参演音乐节，

音乐节要求参与团体都能演奏一部原创作
品，叶国辉交完了“作业”就回来了，也没想到

后来竟然拿了榜首。那届评委一致推选这部
作品，并直言旋律所创造的意境和“晚秋”的

标题太贴合不过了！
“胜在意境”是很多人聆听叶国辉作品最

深的感触，而在叶国辉看来，成就这份意境的

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无论是近年
佳作《又听江南》或是早期带有鲜明“国风”特

色的《中国序曲》，传统戏曲、江南小调，还有
中国广袤大地上别具风味的民族音乐，都为

他的创作提供了养分和灵感。

让艺术火花碰撞
出生于上世纪 70年代的叶国辉，自小听

了很多现代京剧，京剧元素时常会出现在他
的作品中。从《中国序曲》《京剧印象》再到《梅

兰芳序曲》，他的创作极具画面感，让人回味。
叶国辉从不刻意在中西之间划界限，也

不回避作品中蕴含的中国元素，反而一再地
将自己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的灵感注入作品

中，让艺术火花碰

撞。如今的流行词
“跨界”“混搭”甚至

“交互”早就在他的
作品中得以实践，并

收获颇丰。
在叶国辉看来，

交响乐是一种音乐

表达，而中国博大精
深的文化是输出的

内核。在这张专辑
中，不但可以听到作曲家个人创作风格的演

变，也能深刻感到他追寻母语文化、讲述中国
故事的意识和姿态。在女高音与交响乐队的

《望大陆》中，担任独唱的是女高音歌唱家李
秀英。小提琴与交响乐队《又听江南》，由小提

琴家黄蒙拉担任独奏。他们的精彩演绎，也得
到在录音现场的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奏家的称

赞。

专辑《晚秋———叶国辉与伦敦交响乐团》

的问世，在很多业内专家看来，它穿越时空、
跨越民族的审美阐释，不仅是当代中国交响

乐走向世界过程中的亮点和有力的呈现，也

为中国传统音乐，为中国交响乐与世界的真
正对话，与互动交流，打下一个坚实的桥桩，

让人们更有自信站在“世界的高度”回眸中
国，倾听中国。 本报记者 朱渊

一度陷入僵局
25年的跨国追索并非一帆风顺，这其中凝

结了我国政府打击文物走私、追索流失文物的坚

定意志和恒心。为此，关强梳理了一条“时间线”：
1995年 2月，英警方向我驻英使馆通报，在

侦破一起国际文物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疑似中
国文物，国家文物局初步鉴定为我禁止出境文

物。当年 3月，英警方实施“水烛行动”，截获扣押

嫌疑人运抵英国的大量文物。国家文物局派员赴
英鉴定，确认为走私中国文物。在国务院统一部

署下，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国务院港澳办、最
高人民检察院、原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共同组

成“追索英警方查扣走私中国文物工作小组”，通
过执法合作、民事诉讼、协商谈判等多种方式展

开追索。
迫于中方压力，1998年 2月，该案两名主要

嫌疑人与国家文物局签署归还文物协议书，5月，
3000余件返还文物运回北京；8月，该案另一名嫌

疑人与国家文物局达成和解，归还 7件文物。但
该案中一名文物购买人拒绝参与协商谈判，涉案

文物一直被英警方扣押。国家文物局始终未放弃
追索，与我驻英国使馆、英国警方保持联系，长期

关注进展。

终于柳暗花明
2020年 1月，伦敦大都会警察局联系我驻

英使馆，告知因购买人去向不明，且扣押时间超

过追诉期，该批涉案文物被界定为无主物，主动
提出希望将该批文物归还中国政府。国家文物局

立即组织重启追索机制，拟定追索方案，组织专

家鉴定，形成追索清单，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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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1970年

公约”），向英方发出追索函，代表中国政府正式
提出返还要求。7月 29日，我驻英使馆公使衔参

赞于芃带队赴英方仓库现场清点，国家文物局最
终认定追索文物共 68件，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同

意全部归还。

10月 19日上午，刘晓明大使举行线上文物
返还移交仪式，伦敦大都会警察局、英国数字文

化媒体和体育部有关负责人出席。当晚，我驻英
国使馆专人护送文物至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文

物启运回国。
10月 20日下午，文物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

司 CA938次航班安全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北京海关在停机坪即时查验，予以通关便利，国

家文物局组织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北京鲁迅博物
馆、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三家直属单位分工协

作，连夜完成文物查验并点交入库。21日，国家
文物局组织专家开展实物鉴定，68件文物中，暂

定二级文物 3组 13件、三级文物 30件、一般文
物 25件，质地包括瓷器、陶器、石器、铜器等，时

间跨度从春秋战国到清代，地域分布包括江西、
安徽、福建、河南、陕西、河北、贵州等地。整体来

看，文物器型较为丰富，品相较好，精品较多，唐
三彩七星盘、宋代青白瓷、元明石雕马、一组四件

元末明初青瓷梅瓶等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
价值。

今年时值“1970年公约”50周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通过在线会议方式组织开展纪念活动。

国家文物局也在官方网站开设专题网页，将此次
追索回国的文物、追索过程在线展示，为广大社

会公众献上文物回归后的“首秀”，也借此庆祝公
约 50周年，与国际社会分享文物追索返还的“中

国故事”。

本报驻京记者 潘子璇

68件文物 了

■ 唐三彩七星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