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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石柱文物
被挪威人蒙特带走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期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在
圆明园等皇家园囿大肆劫
掠。经此大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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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挪威装饰艺术博物馆，
坐落在挪威的第二大城市卑
尔根，后来其成为科德博物馆
的一部分。科德博物馆是欧
洲规模最大的中国艺术品收
藏馆之一，由四个相邻却不相
同的艺术博物馆和三个作曲
家的别墅组成。

在四个艺术博物馆之一
的永久展览大楼内，收藏着总
数量约有4000件的中国藏
品。其中2250件均由一人
捐赠。

捐赠者为挪威人约翰·威
廉·诺尔曼·蒙特。他出生于
挪威的一个商人家庭，1886
年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工作、
生活。蒙特对中国文物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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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绘画、书籍、雕塑、金
属、瓷器、玉器、漆器、纺织品
等，质量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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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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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其收藏、展出。从
此这些石柱漂泊异乡，陈列在
挪威卑尔根的展厅里。

从签署协议到顺利回国
耗时近十年

2013年8月，北京中坤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坤集
团）创始人黄怒波在北欧参加
活动时，由中国驻挪威前大使
赵军引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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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见到了
展示的圆明园石柱。

黄怒波向爱兰德表达了
希望圆明园石柱回家的愿望。
后经科德博物馆基金会与董
事会反复商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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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爱兰德带
领科德博物馆基金会成员应
邀访问并参观了北京大学、中
坤集团和圆明园遗址公园。
访问中，中坤集团、北京大学
及科德博物馆三方就圆明园
石柱回归及协助科德博物馆
整理馆藏中国文物的合作达
成了初步意向。

2013年11月，北京大学
相关专家及中坤集团代表访
问科德博物馆，初步判断科德
博物馆馆藏石柱疑似源自圆
明园的石构件。此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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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协议中约定，北京大
学与科德博物馆将建立长期
学术合作关系，共同开展科
德博物馆馆藏中国文物的鉴
定研究等相关工作。三方的

合作旨在通过7根圆明园石
柱的回归，以及今后在文物
整理和研究过程中的合作，
进一步推动中挪文化沟通和
交流，同时这也是中挪友谊
的生动见证。

此后，国家文物局就文物
进境申报程序等问题多次给
予中坤集团、北京大学指导建
议，并与财政部保持沟通，持
续推进扩大国有公益性收藏
单位进口藏品免税政策覆盖
面，争取使该批石柱尽早运回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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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月，在科德博物馆
的支持下，中坤集团将该批石
柱运离挪威卑尔根港口，通过
海运的方式运回中国。6月
20日，7根总重超过2.6吨的石
柱安全运抵北京，6月21日于
圆明园完成文物点交入库。

7根回归的石柱
与现存部分石柱纹饰相似

几个月前，国家文物局组
织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
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专
家开展实物鉴定。

专家一致认为：该7件文
物为汉白玉质地，工艺精湛，
浮雕雕刻花卉、缠枝几何纹
饰，具有中西合璧的文化因
素。其质地、纹饰均可与现存
圆明园西洋楼遗存的文物对
照。该组文物保存较完整，略
有风化痕迹，据工艺、纹饰和
材质情况，可定为真品。该组
文物原存于科德博物馆，该博
物馆旧藏中有大批民国时期
文物。原持有者于民国时期
曾长期在中国工作，该组文物
应为其在此时期获得并流出
中国。

此次回归的石柱共7件，
均为汉白玉材质，通高约80厘
米至92厘米，其中最重的石柱
约381千克。这些石柱立面有
雕花造型，品相较好，推测均
来自西洋楼遗址区。

考古专家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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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
中西合璧的文化内涵。

目前，在圆明园天心水面
石质文物展示区、残雕沉思石
质文物展示区及西洋楼多个
遗址中，均展示有造型丰富、
纹饰多样的圆明园石柱文物。
这些残留的石柱见证了圆明
园历史的辉煌，也经历过苦难
悲怆的过往，更寄托了中华儿
女对于文化兴、国运兴的美好
愿景。

专家介绍，这7根回归的
石柱，整体造型统一、细节有
别，其纹饰、形制与圆明园现
存部分石柱的纹饰、形制十分
相似。

国家文物局表示，近年
来，中国政府已经以多种途
径、多种方式促进了多批次海
外流失文物的回归。此次7根
石柱的回归，为圆明园文物保
护利用和博物馆展览展示谱
写了新的篇章，也为新时代社
会力量投身流失文物返还工
作创立了新模式开辟新路径。

1860年
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烧毁园

林，抢夺珍宝，随后圆明园的建筑
构件被大规模盗用、售卖，流失
海外。
1913年

挪威商人约翰·威廉·诺尔曼·
蒙特，通过交易文物的方式将大量
的中国文物运送到了挪威，其中就
包括这7根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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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最
终只顺利出售了部分藏品，圆明园
石柱等一度被滞留在美国。
1961年至1964年

圆明园石柱被运回挪威，陈列
在科德博物馆中。
2013年

商人黄怒波参观科德博物馆。
他看到了圆明园石柱，当即向馆长
表达了希望圆明园石柱能够回家
的愿望。他提出了让七根石柱回
到他的母校北大校园里陈设展览，
三方达成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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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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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响，石柱终于运离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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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海
关、天津海关、国家文物进出境审
核天津管理处、北京大学、北京鲁
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
馆）、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海淀区
圆明园管理处的多方共同努力下，
7根石柱以“文物”名义顺利入境。
2023年6月

20日，7根总重超过2.6吨的石
柱安全运抵北京。

21日，在圆明园完成文物点交
入库。

30日，国家文物局组织中国社
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
四川大学等专家开展实物鉴定。
专家一致认为：该7件文物为真品。
2023年10月

13日，7根石柱回归圆明园遗
址公园正觉寺的“最上楼”一层同
公众见面。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客户端、
《济南时报》、《重庆晨报》

圆明园7根石柱

重回圆明园的7件石柱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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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石柱回归展暨2023北京公众考古季”开幕式
10月13日上午在北京圆明园博物馆举行。展览集中展示
7件圆明园流失石柱文物，呈现了我国流失文物追索返还
工作的最新成果。这是继原位于西洋楼海晏堂的马首铜
像之后又一批回归圆明园的流失海外重要文物。7件石
柱文物原系圆明园建筑构件，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后流
失海外，后为挪威卑尔根科德博物馆及西挪威艺术博物
馆收藏。

7根石柱文物被何人带走？是谁将它们带回中国？
回归的石柱与现存的圆明园石柱文物有何相似之处？

参观者在展览上观看石柱文物。

漂泊百年终归故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