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北京晚报

圆明园博物馆“重装” 亮相后的明星展

品———7根精美雕花造型的汉白玉石柱， 是继

2020年 12月海晏堂马首铜像之后， 又一批回

归原属地圆明园的流失海外重要文物。

这些不到一米高的汉白玉石柱，整体造型

统一而细节有别，虽留有岁月的印痕，但整体

品相较好。 走近观察便会发现，这些石柱正面

纹饰以西式番花、 贝壳纹等西洋雕花为主，侧

面花瓶内花束则以具有吉祥寓意的牡丹、玉

兰、荷花、菊花等中国传统花卉为主，圭角卷云

纹、开窗的海棠线雕刻方式等亦与中国古建望

柱、栏板相同，中西合璧，花纹繁复。

这些石柱原来属于圆明园的哪座建筑，有

何作用？ 它们背后的西洋楼铜版图给出了答

案。

专家依据铜版图，并与圆明园现存石柱文

物比对，认为这 7 根石柱，原本应位于圆明园

西洋楼。 圆明园西洋楼建筑主体仿

西方巴洛克风格建造，常在建筑上

设立石柱作为望柱或栏杆连接物

使用， 同时石柱还具有装饰的作

用。 据专家推测，这些建筑构件可

能为栏杆连接物，有的原位于某一

段栏杆的中部，有的原位于栏杆的

起点或者尽头处，还有的原位于两

段垂直栏杆的交接处或在楼梯向上转折处。两

侧没有雕花的石柱应为建筑上的联排装饰物，

两侧饰有花瓶或花纹的石柱则用于楼梯或楼

层平台栏杆部分，花瓶的样式则是配合栏杆形

制雕刻而成。

参观圆明园博物馆， 人们的心情是沉重

的，文物流失之殇是每个中国人心中难以抚平

的痛； 但人们也在这里看到了文物回家的希

望，振奋了爱我中华、不懈奋进的家国情怀和

进取意识。 正如马首展览的结语中所述：一次

次归来，一次次梦圆，激扬自信、凝聚力量，书

写着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华章。

◎1860 年大劫之后 圆明园的建筑构件、

山石碑刻等逐渐被大规模盗用、售卖，并在市

场上流通。 在中国生活、工作的挪威人约翰·威

廉·诺尔曼·蒙特，对中国文物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并通过交易等多种渠道收集了诸多中国艺

术品。

◎1907 年 蒙特访问了位于挪威卑尔根的

西挪威装饰艺术博物馆（科德博物馆的前身之

一）， 并多次将其收集的藏品运往该馆。 1926

年，蒙特试图将一部分藏品卖给美国洛杉矶郡

艺术博物馆，以获取资金支持他在卑尔根的中

国收藏。 但他最终只顺利出售了部分藏品，其

他藏品因此被滞留在美国，圆明园石柱也在其

中。

◎1935 年 蒙特在北京逝世。

◎1961 年至 1964 年 佩特思 - 蒙特协会

将这批滞留的藏品捐赠给西挪威装饰艺术博

物馆，从此这些石柱漂泊异乡。

◎2013 年 8月 北京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创始人黄怒波先生在北欧参加活动时，与挪

威的科德博物馆前馆长爱兰德结识，后应邀参

观了科德博物馆。 参观过程中，他看到了圆明

园石柱，当即向爱兰德馆长表达了希望圆明园

石柱能够回家的愿望。 经过科德博物馆基金会

与董事会的反复商议，科德博物馆内部就石柱

重归故园一事，达成了一致意见。

◎2013 年 12 月 经过多次沟通， 中坤集

团、北京大学及科德博物馆最终签署了三方合

作协议，约定将 7 根石柱运回中国，并开展文

化交流活动。

◎2018 年 4月 挪威文化部审核批准了科

德博物馆关于该批石柱文物的出境许可，同意

将石柱归还中国。

◎2019 年 10 月 为了便利该批石柱进境，

实现石柱的最佳保护展示效果，国家文物局积

极协调北京大学和中坤集团，推动将该批石柱

存放在圆明园或其他具有文物进境免税资格

的博物馆。

◎2023 年 3 月 在科德博物馆的支持下，

中坤集团终于将该批石柱运离挪威卑尔根港

口，通过海运的方式运回中国。

◎2023 年 3 月至 6 月 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文物局推动，海关总署密切配合，在多方共

同努力下，7根石柱以“文物” 名义顺利入境。6

月 20日，7根总重超过 2.6吨的石柱安全运抵

北京，21日于圆明园完成文物点交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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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绮春园墙外成了圆明

园唯一幸存古建

从展览《正觉沧桑》这一篇章中，

人们可了解关于正觉寺的故事。

正觉寺于乾隆三十八年 (1773 年)

建成，距今已有 200 余年历史，是清皇

室御用寺庙。

1860 年， 英法联军纵火焚毁圆明

园，这座皇家寺庙因独处绮春园墙外而

幸免于难。从上世纪 70年代起，几家企

业和住户占用了正觉寺，一定程度上破

坏了原有布局及部分建筑。

正觉寺作为圆明园唯一幸存的古

建筑，2003 年至 2011 年， 正觉寺先后

进行两期整修工程， 并于 2011 年 7 月

6 日对社会开放。

如今，这里的庭院建筑、砖瓦草木，

仿佛仍在弥漫着历史的烟云，诉说着属

于它们的前世今生，掩映着圆明园曾经

的辉煌与荣光。

马首历经 160 多年漂泊

终回故土

去圆明园博物馆，最不能错过的就

是文殊亭里的马首铜像。

马首铜像是清代圆明园长春园西

洋楼建筑群海晏堂外十二生肖兽首喷

泉主要构件之一。 1860 年的那场劫难

之后， 马首铜像与其他 11 尊兽首铜像

一同流失海外。

2007 年 8 月， 国家文物局获悉马

首铜像即将在香港拍卖，第一时间表达

了终止公开拍卖的坚定立场和促成文

物回归的良好意愿，与相关机构开展合

作，积极斡旋推动文物回归祖国大陆。 9

月，港澳知名企业家、爱国人士何鸿燊

先生得知相关情况后，以高度的家国情

怀与责任担当，斥资购得圆明园马首铜

像，表示会将马首捐赠国家。

2019 年 9 月，《回归之路———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文物回归成果展》开

幕，借此契机，当年 10 月，国家文物局

局长刘玉珠致函何鸿燊先生，介绍展览

主题内容和社会影响，肯定义购马首善

举， 希望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澳门

回归 20 周年的双庆之年， 完成将圆明

园马首铜像归藏国家的夙愿。何鸿燊先

生的女儿何超琼女士代表何鸿燊复信，

明确表示愿将圆明园马首铜像尽快捐

赠国家文物局，与正在展览的 6 尊圆明

园兽首铜像团圆，借此表达港澳民众对

祖国的牵挂和祝福。 10 月 31 日，何超

琼女士在澳门举办了“马首告别澳门”

活动，马首公开展示 1 周。 在国家文物

局专人护送下， 马首北上， 安返京城。

2020 年 12 月 1 日，国家文物局与北京

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马首铜像入藏仪

式，马首终回故土，百年梦圆。

圆明园考古保护仍在进

行中

多年来，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北京市

文物研究所（今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

圆明园遗址内开展了长期、持续的考古

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1984 年至 1999 年，从西洋楼遗址

开始，逐步清整蓬岛瑶台、接秀山房、涵

秋馆、别有洞天、海岳开襟、思永斋、玉

玲珑馆、狮子林等遗址，并整修山形、恢

复水面、修复驳岸、复建围墙，同时完成

绮春园、长春园山形补砌、水系疏浚工

作。后来，考古人员又发掘了藻园、坦坦

荡荡、万方安和、大宫门、澹泊宁静、紫

碧山房、舍卫城等遗址。

科学技术在文物保护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圆明园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

“例如，在修复碧澜桥时，发掘出的石

构件很多， 汉白玉构件保存还很完好，

桥身内部原有大量较粗糙的填充石料。

要保证复原设计的准确性，需要对残存

构件进行尽量准确、 全面的数据采集。

技术人员采用了三维激光扫描和计算

机虚拟归安技术， 对碧澜桥的拱券、栏

板等复杂的曲面雕刻构件进行了扫描，

完成各构件的矢量点云数据采集，然后

在虚拟的三维空间里对各构件位置关

系进行处理，最终将碧澜桥残留构件进

行组合并归安。 ”

在这些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

铜佛、玉器、瓷器、琉璃构件等文物。 青

花八宝瓷纹砖、黄绿釉花纹构件、康熙

釉里红龙纹碗……从这些文物身上，人

们可以感知圆明园曾有过何其耀眼的

辉煌。

� 7 根回归石柱、230 余件（组）文物

展品亮相“圆明园文物保护成果展”

说起圆明园，总是离不

开“劫难”二字。 1860年，圆

明园惨遭英法联军洗劫，名

园焚毁殆尽， 珍宝流离异

乡，火劫、木劫、石劫、土劫，

从此历经磨难， 命途多舛。

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与保

护修复，一代名园在断壁颓

垣中涅槃蝶变， 蓬勃发展，

成为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 昔日盛景渐次重现，

流失文物陆续回归，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

今年 10月 13 日， 圆明

园博物馆在圆明园正觉寺

揭牌，“传承·守望———圆明

园文物保护成果展” 同期开

展，7 根回归石柱、230 余件

（组）文物展品带领观众回

望百年“圆梦之旅” 。

圆明园国宝 之路

回家

7根汉白玉石柱

如何回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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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亭里的马首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