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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 年前的宝贝“晋公盘”，追回来了！ 

申论教研组 – 张玲玲 



                                   公务员之路 从华图起步 

时间是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土壤 - 2 - 

 

 

 

 

 

 

 

 

 

 

 

 

 

 

 

 

 

点击咨询最新考试  http://www.huatu.com/z/zixun/ 

查看当地更多课程   http://bm.huat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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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概况 

山西省公安厅 2019 年 1 月 26 日对外公布，山西警方多方追缉，终于从境

外某国成功追回几年前被盗墓犯罪集团盗掘贩卖的春秋时期晋国青铜重器、国家

一级文物“晋公盘”。“晋公盘”是 2600 多年前晋文公特制的青铜礼器，口径

40 厘米，总重 7000 余克。“晋公盘”被盗流失后，被转手到多个省市并流落

海外多国。山西省公安厅组织强有力追缴小组，经境内境外缜密侦查，终于查清

了文物流失的路线和最终目的地，查明了盗贩链条上的相关人员。历经几个月不

懈努力，警方终于从境外某国将“晋公盘”成功追缴回国。 

各方观点 

人民日报评论：两件文物的漫漫回家路牵动着国人的浓浓民族情。 

今日头条：这不仅仅是追回了一件文物，更珍贵的是揭开了一段 2600 多年

前的历史。 

新华网：“晋公盘”的成功追回，只是山西公安机关坚决严厉打击文物犯罪

的一个缩影。 

光明日报：“晋公盘”回归路值得剖析并总结出经验，为以后处理类似文物

提供借鉴。 

深度分析 

（一）文物流失现状 

统计表明，超过 1000 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现藏于近 50 个国家至少 200

家博物馆中的就有 167 万多件。流失的情况分为：战争期间的掠夺、在文物所

在地的非法盗取、经由不法商人的买卖、在国外的艺术市场上通过交易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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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护文物的重要性 

1.文物承载灿烂文明，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和生生不息的实物见证，维系民

族精神。 

2.文物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

贵财富。 

3.文物传承历史文化，通过文物，我们可以感受到悠久灿烂的历史底蕴，生

发出悠远的思古之情。 

（三）保护文物的举措 

1.完善国内立法与司法解释，推动国际立法改革，强化国际合作。为我国主

动追回文物创造有利的法律环境，采取合法有效的手段追回文物。 

2.健全文物保护机制，坚守文物安全底线。严厉打击一切文物犯罪，全力以

赴保护好留在国内的文物。 

3.各级文物部门要不辱使命，守土尽责，提高素质能力和依法管理水平。 

4.实施中华文物全媒体传播计划，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依靠广大人民群

众保护文物，努力形成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新格局。 

参考文章 

晋公盘回家：让国宝不再流浪地球 

“晋公盘”是山西省公安厅历时多年从境外追回的被盗文物，整个器物，雄

浑多姿，呈现了我国春秋时期青铜器的最高工艺水平。然而，并非所有文物都能

够幸运地跨越时空，与我们再次重逢。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流失海外的中国文

物共 1000 万件左右。这其中，该有多少精美绝伦的艺术、多少巧夺天工的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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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该有多少仍然沉睡的历史。不久前，电视节目《国家宝藏》中，拟人化的青铜

埕和皿方罍器身，讲述了自己在海外漂泊的经历。皿方罍上了热搜，更让无数人

看到国宝的回家路，何其山水迢迢，何其漫漫长远，需要付出何其艰辛乃至昂贵

的代价。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要有鉴宝、护宝的能力，不让更多文物流落

他乡。且不论各种文物犯罪案件，更令人担忧的一点是，对文物、对考古，还存

在不少有意无意的歪曲与误读。尤其是，随着“盗墓文化”在文艺领域蹿红，许

多人将“文物”与“古董”混为一谈、将“盗墓”与“考古”混为一谈，缺乏对

文物、对考古研究工作的基本尊重和敬畏。 

文物是什么？它承载着时代记忆与灿烂文明，维系着中华传统文化血脉。若

不是代代相传、或是挖掘出土的文物，我们或许很难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将往

哪里去。山东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消除了以往认为《孙子兵法》与《孙膑兵

法》为同一典籍的误解；陕西法门寺地宫发现的秘色瓷，让世人重识何为“夺得

千峰翠色来”的“秘色”；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的现世，证实了张献忠“江

口沉银”并非传说……我们从历史的尘埃中捡拾出这些文物，让子孙后代能更深

入了解古代辉煌璀璨的艺术成就，还原被误读千年的历史事实，延续中华文明的

火种，这绝非可以用投资价值、增值价值来衡量的。 

尊重和敬畏考古工作，方能更好鉴宝、护宝。2002 年，考古工作者在青海

喇家遗址中发掘出一件蓝纹红陶碗，揭开陶碗，里面是一堆面条。这一发现证明

我国在 4000 年前就有了面条。通过专业分析，学者由此完善了对史前农业、聚

落形态、文化类型等方面的研究。假如这件陶碗是被盗墓者发现的，事情又会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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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呢？或许，陶碗会被廉价倒卖，面条被随意丢弃毁坏，而我们则永远无法还原

舌尖上的古代中国，从先民的智慧中汲取精华。这并不是对盗墓案件的大胆假设，

因为在许多文物犯罪大案、要案中，犯罪分子的无知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很多文物再也没能重现于世人面前。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各地公安、检察机关高度重视打击文物犯罪工作，

公安部累计挂牌督办 26起重大文物犯罪案件；在国家文物局等单位的共同努力

下，已有 30 余批次近 4000 件流失文物回归祖国。但始终应记得，无论是从犯

罪集团手中追缴回来的“晋公盘”，还是不懈从海外追索返还的“虎鎣”，都只

是无数“游子”中的一员。它们时刻提醒着我们，还有许多“游子”在外漂泊。

若所有文物都能安全地站立在这片土地上，那些“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的

怅惘定会少些。 

促其归家，不仅需要相关单位的全力工作，更需要全社会的温暖守护。守护

文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追索返还流失文物、坚守文物安全底线、加强打击

犯罪力度等措施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让文物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发动全社会力

量共同守护全民族的文化遗产，才能让中华文明跨越千年沧桑依旧明艳动人。 

这正是：游子归故里，还需齐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