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世纪，一些有识之士也曾发出
呼吁，建言把“宁波钟”还给宁波。邹
赜韬告诉记者，1842年6月6日，一位
化名菲列斯托的孟买绅士向《印度之
友》寄去长信，呼吁该杂志敦促殖民当
局“务必妥善保管这只大钟”。随后，
菲列斯托又痛斥侵略者暴行，言辞激
昂地连带批判了鸦片战争的虚伪与罪
恶。他认为劫掠“宁波钟”犹如“野蛮
人”行径一般，鸦片战争有违维多利亚
时代英国自我陶醉的形象。

《印度之友》在1842年6月30日
全文刊登此信，还特意配发了社论，就

“宁波钟”问题给出了模棱两可的意
见。“或许因为这份杂志在19世纪的印
度影响力巨大，‘宁波钟’后来的去向
很可能受相关报道影响。”邹赜韬分析
道。

“宁波钟”陈列于白金汉宫和大英
博物馆之际，一股研究“宁波钟”的汉
学热潮也随之兴起。邹赜韬推测，
1843年11月“宁波钟”运抵白金汉宫

后，英王室可能当即延请汉学家对它
进行了初步研究。“1844年1月20日
《伦敦新闻画报》对‘宁波钟’有细致入
微的准确描述，这便是证据。”

1844年4月，孟加拉亚洲学会博
物学家莱德利将早先拓印的“宁波钟”
铭文提交给管理层会议，主张由学会
出面，将“宁波钟”相关材料寄送给意
大利裔法国汉学家、巴黎外方传教会
驻澳门传教士约瑟夫-马略·加略利，
或德籍“中国通”、路德会传教士郭实
猎审阅，由他们确定“宁波钟”的“铭文
上是否有什么重要信息”。结果“有缘
千里来相会”，正在印度休婚假的驻宁
波医疗传教士、华美医院奠基者玛高
温得知此事，提供了对“宁波钟”部分
中文铭文的翻译。

“在文化史层面上看，‘宁波钟’也
是19世纪40年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
一个符号。”邹赜韬谈到，“国际汉学界
因‘宁波钟’走近中国佛钟艺术，在其
间‘看见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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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海外180年

传奇“宁波钟”
有怎样曲折故事

鸦片战争期间被英军劫掠
从印度辗转至英国

大英博物馆中国馆由它而来
2021 年农历除夕夜，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

的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作为2020
年回归祖国的第 100 件流失文物，亮相央视春
晚，被网友赞为当之无愧的“春晚C位”。可能
很少有人知道：180年前的鸦片战争期间，宁波
也曾流失过一件国宝，它被 19世纪的海外学者
命名为“宁波钟”。2019年底起，现就读于上海
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的宁波学子邹赜韬翻阅
大量外文文献，通过对海量史料的梳理，厘清了
“宁波钟”的海外飘零历史。

最近，邹赜韬将“宁波钟”的故事写成文章，
发表于“澎湃新闻”古代艺术栏目，并被《中国青
年报》客户端等平台转载，文中诸多首次披露的
史实引发宁波文史界热议。记者采访了邹赜韬，
详细了解了“宁波钟”整整180年的漂泊史。

记者 朱立奇

“宁波钟”原是宁波府城西天宁寺的
梵钟，清道光十九年（1839）铸。天宁寺
始建于唐太中五年（851），至明洪武十五
年（1382）改名天宁禅寺，民国初年改称
天宁寺。2006年天宁寺塔（咸通塔）被
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虽然天宁寺钟
楼已荡然无存，历史上该寺钟声却是宁
波城市一道靓丽的“声景”。1941年，
文史学家杨荫深发表于《上海宁波公
报》的游记中提到：“天宁寺在宁波也是
著名的古刹，这里面有一钟楼，兀然矗
立，每天可以听闻它洪亮的钟声。”

邹赜韬告诉记者，1841年10月13
日侵华英军占领宁波府城后，随即展
开搜刮，到处抢夺所谓“战利品”，就这
样闯进了天宁寺。据考证，英军所掠
天宁寺文物有六件，包括四口梵钟与
一对花觚。1843年底至1844年初，天
宁寺“宁波钟”与花觚曾被一同送进英
国皇宫白金汉宫的图书馆。那段岁月
里，“宁波钟”被架在木板上陈列于房
间中央，花觚则被放在地图架旁。

究竟是谁抢走了“宁波钟”？关于
这个问题，邹赜韬遗憾地表示，限于史
料暂时无从得知。但依据一封1843年
的信函，基本可确定1841年劫走“宁波
钟”的人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武装蒸汽船

“皇后”号船长沃登有直接联系，很可能
正是沃登带领下属打劫了“宁波钟”。

在英军撤离时将“宁波钟”带走
的，是英国皇家海军运输船“马立安”
号。1842年5月26日，印度杂志《印
度之友》报道称“来自宁波的大钟已由

‘马立安’号运至加尔各答附近的基德
波军港”，其他三口天宁寺钟也被同批
装船运出。

运抵加尔各答后，“宁波钟”被短
暂展出，随后又被送往印度其他城市
巡展。在马德拉斯（今名金奈），“宁波
钟”被当局作为“战争纪念物”向公众展
出。《守夜人》杂志获知后，竟叫嚣“一座
中国战争的奖杯落在了马德拉斯”。

更令人愤慨的是，殖民当局竟然
肆无忌惮地将其余三口天宁寺钟丢进
了熔炉！1843年4月27日，《印度之
友》放出令人悲恸的消息：除沃登船长
本计划献给教堂的“宁波钟”外，其余
三口天宁寺钟已被熔铸成金、银条
块。该报道还透露，三口惨遭殖民者
熔化的天宁寺钟包含279千克白银和
68千克黄金！

熔炼后这些白银和黄金价值几
何？邹赜韬告诉记者，经粗略计算，仅
黄金一项就为侵略者带来了惊人财
富：参照1821年起英国施行的金本位
制，三口天宁寺钟熔出的黄金足够“横
生”9714英镑巨款，相当于1840年整
个英帝国年度财政收入的万分之一。

在印度逗留约一年后，“宁波钟”
最终来到英国。在这里，它被侵略者
由赃物变换成为文物。

邹赜韬告诉记者，据伦敦《标准
报》新闻，1843年11月3日，“一只大
而美观的钟与一对铜制花瓶被送入白
金汉宫”，那口“大而美观的钟”正是

“宁波钟”。
在当时英国统治者眼中，来自中

国的“宁波钟”兼有鸦片战争“战利品”
与东方艺术珍品的双重身份，因此很
快成为白金汉宫所藏各国古物中尤为
抢眼的“新宠”。1843年11月5日，维
多利亚女王与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在白
金汉宫举办了一场宴会。宴后，阿尔伯
特领着一干宾客至宫内图书馆参观。
11月6日，受邀参观的《泰晤士报》撰稿
人赞叹道：“（这是）一座巨大的中国钟，
表面装饰着人像，雕满了铭文。”

1844年初，“宁波钟”以交由考古

学家塞缪尔·伯奇研究为名，被移交给
大英博物馆。当年3月9日正式入藏
大英博物馆，藏品注册编号为“1844,
0309.1”。

1845年10月，大英博物馆西侧翼
楼落成开馆，“宁波钟”被公开展出。馆
方配写的展品解说是“中国钟，来自宁波
附近佛寺，由女王陛下赐赠，1844年”。

讲到这里，邹赜韬向记者展示了
1846年1月17日的《伦敦新闻画报》，
其中提到：“宁波钟”被“安放在大英博
物馆新开展厅——更为人熟知的叫法
是‘中国馆’内，那里因一口中国大钟
陈列在房间中央而得名。”

“‘中国馆’是大英博物馆收藏中
国文物的著名单元，也是这座博物馆
内为数不多的几间国别馆之一。‘宁波
钟’开启大英博物馆中国馆，是它漂泊
经历里一段极为重要的传奇。”邹赜韬
表示。

“宁波钟”是怎么流落到海外的？

以“宁波钟”为基础开启大英博物馆中国馆

国际汉学界对“宁波钟”非常重视

上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拍摄的宁波天宁寺。宁波市档案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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