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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万象外国人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认知
情况调查、日本731部队军医博士论
文研究、台湾地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口述史、性别视角下的“慰安妇”问题
……国家公祭日前夕，多场南京大屠
杀史学相关研讨会在南京举行，跨学
科、跨国界成为关键词。

以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杀档
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为标志，这
段历史成为世界记忆的一部分。近
年来，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注重“走
出去”与“引进来”并重。2018 年，
《共同见证：1937 南京大屠杀史实
展》赴白俄罗斯、捷克等国展出，通
过当年身处南京的欧美人士的日
记、书信、文件和影像等，展现如山
铁证。201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紫金草国际
和平学校，迄今已吸引了 14 批次、
30多个国家的400多名外国学生参
加研修。

“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与社会
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等跨界融
合，开展国际合作已成为趋势。”纪念
馆馆长张建军说。

近日在南京举行的“历史·和
平·发展——多元视域下的日本侵
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学术研讨会
上，80多位专家提交了一批最新研
究成果：日本滋贺医科大学名誉教
授西山胜夫从日本军医的博士论
文研究入手，发现日本医学医疗界
对侵华战争尤其是 731 部队的战
争辅助；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研究所
学者郭冠佑通过对多位逃难至台
湾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采访，证明
应激创伤对个体影响的相似性与
长期性；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跨文化
与宗教研究系研究员何铭生，则将
辛德贝格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为中
国平民建立避难所的义举，与丹麦
抵抗德国占领运动的领导人进行
比较研究。

“我们每年将拿出约30个课题，
吸纳更多学科和国家的学者参与。”
张建军说，为进一步扩大国际社会认
知度和传播范围，纪念馆正在构建学
术资源平台，建成后将免费开放，届
时珍贵馆藏史料将为各国研究者提
供服务。 据新华社电

美国政府当地时间 10 日宣布，

将对朝鲜三名高级官员进行制裁，称

他们管理的部门涉嫌存在侵犯人权

等行为。美方此举无疑在为半岛问

题的政治解决进程增加障碍。

自今年 6 月朝鲜和美国两国领

导人在新加坡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

峰会以来，美朝关系虽时有起伏，但

总体来说是向缓和方向发展。美国

国务卿蓬佩奥两度访朝，商谈朝鲜半

岛无核化进程，为两国首脑举行第二

次会晤做安排。

过去一年来，朝鲜在缓和地区紧

张局势和半岛无核化方面已经做了

大量努力，包括宣布不再举行任何核

爆炸试验和导弹试射，废弃北部核试

验场，拆除西海卫星发射场以及移交

美军遗骸，这些举措都展现出缓解地

区紧张局势和改善朝美关系的积极

姿态。

此外，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今

年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三次首脑会

晤，双方签署了《板门店宣言》和《9月

平壤共同宣言》，共同表达了加快北南

双方合作的意愿与决心。不仅如此，

朝韩两国在缓解双边紧张局势方面也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三八线军

事禁区联合排雷，在非军事区互撤哨

所，启动南北铁路对接联合考察项目

等。这些成果为缓和地区局势，增强

互信，加强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就在人们充满期待之际，美国政

府突然做出制裁朝鲜高级官员的决

定，为未来的半岛无核化进程制造障

碍，为期待中的朝美首脑会晤增添变

数，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朝美关系的症结在于缺乏互

信。美国政府要求朝鲜先实现实质性

无核化，再与其进行安全保障和解除

制裁谈判，而朝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

措施后，未能换来美方减轻制裁，致使

朝美无核化谈判再度陷入停滞状态。

朝中社不久前就批评美国“用两张面

孔对待朝鲜”，一面标榜朝美关系取得

进展，一面叫嚣对朝制裁打压。

要打破僵局，就不应给谈判制造

障碍，试图以不断施压让对方屈服，

而应该互相释放善意，增加互信，照

顾彼此合理关切，相向而行。唯其如

此，半岛局势才能真正得到缓和，半

岛无核化进程才能切实推进。

据新华社电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10日宣布，
将推迟在议会下院投票表决“脱欧”
协议并将就协议内容继续与欧洲联
盟磋商。

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
晚些时候重申，“脱欧”协议已经敲
定，欧盟不会与英国重新谈判。

梅10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
话，告诉议员她与欧盟达成的“脱欧”
协议已经是“最好协议”。要想达成
任何“脱欧”协议都得作出“妥协”。

梅承认，“脱欧”协议如果按计划
11日投票表决，可能以明显劣势在
议会受阻。推迟表决后，她会在今后
几天与欧盟磋商。

梅接任英国首相以来，先提前举
行议会选举，以期扩大执政党保守党
在议会优势，以便为“脱欧”谈判保驾
护航，却事与愿违；继而投入一年多
艰苦谈判，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
又在国内遭遇质疑。

美联社报道，所有迹象都表明英
国议会难以通过“脱欧”协议。至于
推迟表决，英国舆论担忧，会产生更

大不确定性。
梅说，政府在做“无协议脱欧”准

备。“只要我们没有认可协议，出现
‘无协议’意外的风险就会增加”。

梅结束讲话时，反对党工党议员
呼喊“辞职”，要求梅下台。工党领袖
杰里米·科尔宾认为推迟表决只会造
成“彻底混乱”。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10日在
社交媒体“推特”留言，强调欧盟不会
与英国就“脱欧”协议重新谈判。

“我们不会重谈协议，包括后备
方案，”图斯克写道，“但我们会做好
讨论如何让英国加速批准（协议）的
准备。”另外，鉴于“脱欧”期限将至，
欧盟同样会准备应对“无协议脱欧”
局面。

欧洲法院10日裁定，英国可以
单方面撤回递交给欧盟的“脱欧”请
求。只要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签订的

“脱欧”协议尚未生效，或者尚未达成
这类协议，在递交“脱欧”意向书的两
年内或者“脱欧”过渡期内，成员国可
以撤回“脱欧”请求。 据新华社电

从家国情怀到世界记忆 跨学科、跨国界——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呈现新趋势

维护来之不易的半岛缓和局面

英国推迟“脱欧”表决 欧盟“不会重谈”

12月10日，在伦敦，反对“脱欧”协议的民众在议会大厦外示威。 新华社图

[时评]

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北京首
都机场——空中距离8100多公里，
航程约10小时。北京时间11月23
日，流落异乡的青铜“虎鎣”搭乘飞机
回到故土。这条归家之路，一波三
折，它走了百余年。

充满戏剧性“逆转”的归途
今年3月，青铜“虎鎣”的图片出

现在英国一拍卖机构的网站上，它将
于4月11日被拍卖的消息，吸引了
各方关注目光。

相关资料显示，青铜“虎鎣”原为
清宫皇室旧藏，1860年被英国军官
哈利·埃文斯从圆明园劫掠获得，此
后一直由其家族收藏。

国家文物局得知消息后立即开展
信息收集、鉴定研究，在基本确认青铜

“虎鎣”为圆明园流失文物后，数次通
过多种渠道联系英国相关拍卖机构，
希望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

4月10 日，国家文物局发表声
明，强烈反对并谴责该机构执意拍卖
流失文物的行为，表示将继续按照国
际公约和中国法律规定，通过一切必
要途径开展流失文物追索。

随后，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国内
主要文物艺术品拍卖平台等相继发
声，表示如该拍卖机构执意拍卖我国
流失文物，将终止与其开展的一切商
业合作往来。

4月11日，青铜“虎鎣”以41万
英镑价格在英国成交。

“逆转”出现在4月底，国家文物
局收到英国拍卖机构负责人邮件，称
青铜“虎鎣”境外买家希望将文物无
条件捐赠给国家文物局。

9月21日，国家文物局代表团会
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专家组赴英开展
实物鉴定。包括科技检测在内的鉴
定结果均显示，青铜“虎鎣”符合西周
晚期青铜器基本特征。当日，文物交
接确认书顺利签署。

在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眼中，
青铜“虎鎣”的回归，彰显了中国政府
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与负责态
度，也显示了我国流失文物追索工作
获得了社会各界广泛的理解与支持。

还有多少“虎鎣”流离失所？
“这是某种令人惊骇而不知名的

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
见，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瞥见
的亚洲文明的剪影。”

150多年前，法国文豪雨果这样
描写圆明园的悲剧：“这个奇迹已经
消失了。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
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
物，另一个强盗在放火……”

圆明园被洗劫，是风雨飘摇的中国
近代史中，大批文物苦难命运的缩影。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
易等原因，有超过1000万件的中国
文物流失到海外，几乎涵盖所有文物
种类。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
全统计，在全世界47个国家200多家
博物馆的藏品中，有164万件中国文
物，民间收藏的中国文物大约是馆藏
数量的10倍以上。

对承载灿烂文明的文物来说，回
到它们的诞生之地是最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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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
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这是
目前关于流失文物返还领域的两大国
际公约。在实际操作中，前者缺乏强
有力的履约监督机制，后者则缔约成
员国数量有限，结构失衡，大部分主要
文物进口国尚未签署该公约。

而近年来在国际拍卖市场上，拍
卖公司利用中国买家的民族情结来
进行商业炒作的事件也频频发生，

“中国流失文物”成了一个极有市场
号召力的标签，致使价格节节攀升，
也对民族情感造成了“二次伤害”。

与这些文物相比，青铜“虎鎣”无
疑是个“幸运儿”。在它归来的身影
背后，是一个国家不懈的努力——

近年来，我国不断探索促成流失文
物回归的多种途径，逐步建立综合使用
外交斡旋、协商谈判、执法合作、司法诉
讼等方式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模
式，成功促成了30余批次近4000件套
流失文物回归祖国。 据新华社电

圆明园文物“虎鎣”漫漫回家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