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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失儿女承遗愿
卖房修建希望小学

“儿子在电视上看到贫困
地区的孩子，觉得他们非常可
怜。 他曾说要把钱捐给他们，
建造学校，让孩子们有饭吃有
书读。 ”年近九旬的毕原鸿长
年卧床不起， 记者到访时，老
人眼泛泪光地回忆起儿子生
前的遗愿。

在老人的床边， 摆放着一
张希望小学新建楼房的照片。
学 校以 老人 儿 子 的 姓 名 命
名———“毕明小学”，楼下有一
大群孩子，灿烂地笑着。

毕原鸿原在银行工作，毛
怡原是一名教师，他们养育过
一对儿女， 但分别于 2003 年
和 2007 年不幸因病去世。 后
来，在行善过程中，毛怡也于
2018 年底因病去世， 享年 85
岁。

“儿子在世时，他曾非常认
真地说，把两套房子捐给国家
或慈善机构， 建造希望小学，
使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也能有
安全又宽敞的教室，也能够安
心地读书学习。 ”毕原鸿回忆
说，当时老两口觉得那是非常
遥远的事情，笑着点头表示赞
同。

儿 子 2007 年 突 然 离 世
后，在痛苦中，这一次聊天的
记忆却给了老人活下去的动
力，他们主动联系了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表达了想卖房捐资
助学的愿望。

不久，老人将位于上海市
的一套房子卖了 69 万元。 在
考虑到生活和治疗等各方面
的实际需要后，2009 年 2 月，
老人拿出 40 万元， 捐赠给了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请他们寻
找一所合适的援建学校。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通过
各种渠道了解到，陕西省柞水
县小岭镇山区里的一所学校，
由于年久失修，部分墙体出现
裂纹或倾斜的状况，而且学校
南部山体曾经滑坡，经有关部
门检查认定为危楼。 但地方政
府由于资金短缺，一直未翻修
改造。

老人得知情况后，当即同
意重建这所学校， 并明确表
示：“如果钱不够，我们还可以
继续捐，一定要把这所学校改
造好，给孩子们一个安全舒适
的学习生活环境。 ”

省吃俭用献爱心
慈善成为晚年事业

“看到希望小学落成的照

片后，我们觉得儿子的心愿成
真 ， 也 感 到 生 活 有 了 新 希
望。 ”毕原鸿回忆说，“当时我
们就下决心，晚年剩下的时光
就是要参加到慈善事业当中
去，为那些生活困难的人做些
事情，这就是对儿子最好的怀
念。 ”

2014 年 9 月 9 日，他们想
以更好的方式纪念儿子，自愿
向闵行慈善基金会捐赠慈善
款 20 万元，设立“毕明慈善基
金”。 此后，两位老人尽量节省
生活花销以充实此基金。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闵行
办公室负责人鲍运刚和两位
老人相识十多年。“他们平时
省吃俭用，经常只是买点好消
化的小菜，煮点米粥，对付着
就是一顿饭， 连荤菜也很少
买。 省下的钱都用于资助困难
学生。 ”鲍运刚说，平日里会计
较菜买贵了的毛怡，总是对老
伴念叨“要节约，给孩子们读
书”。

熟识两位老人的居委会
干部也表示，两位老人穿着朴
素，舍不得买新衣服，破了的
毛衣， 都是打个补丁就继续
穿。

2014 年 9 月 14 日， 毕原
鸿、毛怡请闵行区公证处进行

上门遗嘱公证，明确在他们去
世后，将其在闵行区上海春城
的房产（价值 600 万元）、全部
存款和家具电器等捐赠给闵
行慈善基金会，由闵行慈善基
金会进行出售和拍卖，变现的
慈善资金全部并入“毕明慈善
基金”， 用于资助困难家庭的
学生。

在毛怡过世后，毕原鸿表
示，把存在老伴名下的 100 万
元全部捐给闵行慈善基金会，
存入“毕明慈善基金”中，主要
用于帮助考上大学本科的贫
困学生。

办完这些事后，毕原鸿老
人很开心，他说：“我把儿子的
心愿全部给完成了，自己也就
能走得清清爽爽、 满满足足
了。 ”

坚定信念回报社会
晚年获得各方关怀

“我们的父辈都是穷苦
人，没有党，没有社会主义，我
们就读不起书，我老伴也就不
能在毕业之后成长为一名学
校教师。 我也不可能学成毕业
之后留在上海， 从事会计工
作。 ”毕原鸿说。

2013 年春节后，毕原鸿老
人在家门口不慎摔跤，股骨骨

折，此后一直躺在床上。 考虑
到老人的困难情况，闵行慈善
和梅陇镇老龄委出资为老人
请来了全日制保姆，给老人擦
身、洗脚、穿衣、做饭。

老人所在小区的几任居
委会书记也是有求必应，只要
老人有需要，都会赶到老人家
里帮忙。

鲍运刚及闵行慈善工作
人员每周都与毕原鸿通电话，
并定期上门看望老人。“两位
老人多年热心慈善事业，捐款
捐物。 作为慈善机构应该积极
主动照顾他们的晚年生活，尽
可能关心他们，为他们排忧解
难，真正做到善有善报，让更
多人看到慈善爱心的力量，加
入到慈善队伍中来。 ”鲍运刚
说。

“我们捐款资助建设希望
小学，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希
望这些孩子学到本领后建设
自己的家园，让自己的家乡越
来越好。 只有这样，我们的国
家才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强
大。 ”毕原鸿说。

两位老人在自己暮年的
生命里，在怀念儿女的朦胧泪
光里，相互搀扶前行，留下一
段感人至深的爱心故事。

/ 新华社

裸捐上海两套房和百万现金
这对老夫妻为了啥？

毕原鸿与毛怡，上海一对平凡的老夫妻，儿女先后辞世，在巨大的灾难和痛苦面前，他们选择把小爱转化为大爱。 为了完成儿子的遗愿，老两口毅然捐出自己全部的积蓄和
财产，帮助困难学子成人成才。

2019 年春，罗马。 随着中
意两国代表交换相关证书，
796 件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被
正式返还。 这次文物返还，是
近 20 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舆论称之为“最美的重逢”。

改革开放至今， 我国在追
索流失文物领域面对众多新
问题：曾被抢走的国宝即将在
海外被“合法”拍卖怎么办？ 盗
墓贼疯狂盗宝违法私卖出境
怎么办？ 被盗掘国宝却被捐赠
给外国博物馆“依法”收藏怎
么办？ 新华社记者就此展开调
查。

救“虎”归“馆”：把准国
际风向 团结就是力量

青铜“虎鎣”，圆明园旧藏，
是现存唯一一件以虎为装饰
主题的商周青铜鎣。 1860 年，
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 青铜

“虎鎣”从此流落英国。
2018 年 3 月，英国一拍卖

机构网站显示，国宝“虎鎣”将
被拍卖。 一旦拍卖完成，“虎
鎣” 就很可能再次“虎落平
阳”， 落入垂涎中华国宝者手
中，甚至下落不明。

坐视国宝散失， 还是谋划
奋起救“虎”？ 这是一个选择。

中国政府做出了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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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市场做出了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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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民做出了选择：“要
求一切机构与个人尊重属于
中国的文物！ ”

众志成城。 一个“惊天逆
转” 戏剧性地出现了———该拍
卖机构负责人向国家文物局
表示，购得“虎鎣”的境外买家
希望将其无条件捐赠给国家
文物局。 2018 年 12 月， 青铜
“虎鎣”正式“入住”中国国家
博物馆，从此“猛虎归山”。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
文物司副司长邓超告诉记者，
此次成功救“虎”与准确把握
住了国际上文物追索大趋势
相关。 他表示，近年来国际环
境对青铜“虎鎣” 这类不在

“1970 年公约” 约束范围内的
流失文物态度明显改观 ，法
国、德国等一些国家纷纷开始
在道义和舆论上转而倾向将
流失文物归还给原属国。

记者了解到， 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还多次叫停流失文物
海外商业拍卖，救宝回国。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表
示，救“虎”成功得益于举国同
心、民气可用，真正显示出社
会各界广泛支持在追索流失
文物工作领域的巨大能量。

英雄救“美”：勇擒盗墓
贼一个不少 智取唐皇后
椁、画回国

她的姑奶奶是武则天，她

的丈夫是唐明皇，她是大唐的
武惠妃、贞顺皇后，她的墓被
盗了个干净。

日防夜防 ， 家贼难防 。
2004 至 2005 年，有盗墓贼对
陕西西安的唐贞顺皇后陵墓
实施长达一年多的疯狂盗掘。
虽然 2006 年 2 月此案便已告
破，10 余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
网， 还追回了 100 余件文物，
但该陵墓内的彩绘石椁和数
幅壁画却已被分解打包倒卖
出境， 被美国一名古董商购
得。

贼，是违法的，不能放跑一
个；宝，是国家的，要设法找回
来。

警方与文物部门联手出
击：或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供石
椁证据资料、或组成追缴涉案
文物谈判小组赴港谈判……一
追就是数年。

追索工作推进并非一帆风
顺。 中国兵法，攻心为上。 办案
人员灵机一动，决定邀请购得
被盗文物的相关人员到陵墓
现场实地考察。

墓葬被盗现场的情况，极
大地触动了应邀来华的古董
商代理人。“这石椁在美国仅
是众多古代艺术品中的一件
而已，但在中国它却承载着一
段历史，不可替代。 ”该代理人
当场表示，将帮助尽快促成石
椁归还中国。

2010 年，美国古董商最终
同意将被盗石椁返还中国，次

年又将涉案的壁画全部返还。
至此，唐贞顺皇后陵墓被盗文
物全数追缴到案。

据记者了解， 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始终保持对文物犯
罪高压态势。 仅 2017 年以来，
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 3 次开
展专项行动，累计侦破各类文
物犯罪案件 1677 起， 追缴文
物 1.3 万余件。

金鸟归国： 重法治 求合
作 创新路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 秦文
化重要发祥地。 在这里， 一只

“金鸷鸟”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
和它黄土之下的同伴们一道，
因遭盗掘流落法国， 此后被收
藏者捐赠给了吉美博物馆。

“倦鸟” 该归国， 却难归。
据专家介绍，依相关国家国内
法规定，进入公立博物馆的被
盗流失文物就已化为他国“公
共物品”。 困住它的，是冰冷的
法律锁链。

不抛弃、不放弃，重法治、
想办法。 有关方面经过数年艰
苦谈判协商，最终得到一个创
造性的解决方案———由文物原
收藏者分别与法国政府解除
捐赠协议， 使之退出国家馆
藏， 再由他们将文物返还中
国。 这批“飞”返祖国的金鸟，
为世界提供了突破文物所在
国法律障碍实现文物返还的
成功案例。

“国际道义规则虽然可能

不具法律约束力， 但应鼓励世
界各国尽最大可能遵守之”；

“为了保护已知的考古遗
迹免遭盗掘与掠夺，各国应以
适当的方式鼓励当地居民参与
文化遗产保护”；

“鼓励各国建立可自由、便
捷访问的被盗文化财产国家
数据库，并将国家数据库与国
际数据库相链接”；

……
2014 年 9 月，第四届文化

财产返还国际专家会议发布
《敦煌宣言》。 在保护和返还非
法出境的被盗掘文化财产领
域， 中国首次主导制定了国际
性文件。

积极加入国际公约体系、
扩大文物返还“朋友圈”；主导
制定国际文件、为完善文物返
还国际秩序贡献中国方案；上
线中国被盗（丢失） 文物信息
发布平台、发布外国被盗文物
数据库……70 年来，新中国追
索流失国宝的努力从未停歇。

凡我国宝， 虽远必追！ 如
今， 龙门石窟石刻佛像归位、
皿方罍“身首合璧”、曾伯克父
青铜组器跨海归国……15 万
余件流失文物业已回家。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
示：“文物追索， 只有进行时。
我们将进一步与外交、 公安、
海关等部门加强协调联动，系
统布设专门力量，有计划有步
骤地推进流失文物追索工作再
上新台阶。 ” / 新华社

凡我国宝，虽远必追！
看我国成功“追”宝高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