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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瑰宝 烽烟南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
平成为中国抵御日寇南下的最
重要城市。为保护“数千年遗下
之国粹”，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未
雨绸缪，商议选择院藏精品古
物装箱储存，为古物避难提前
做好准备。

1932年，日军在上海发动
“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
到日军毁灭性轰炸。有此前车
之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
易培基2月致电南京，提出尽快
南运古物以防战火之危的请
示。8月21日，北平政务委员会召
集专家，讨论保存故宫古物的
办法，建议撤下展陈在紫禁城
各宫殿的古物，装箱保存。

这年秋季，故宫博物院三
大馆(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
各司其职，负责本馆精品挑选，
最终选定书画近9000幅，瓷器
2 . 7万余件，铜器、铜镜、铜印
2600余件，玉器无数，以及《四库
全书》等各种文献3773箱。与此
同时，对精选出的每件古物清
点、核对、登记、造册、装箱，最
后贴上封条，写上编号。

然而，故宫古物南运的消
息披露后，却引来知识界精英
的一片反对声。原故宫博物院
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最为激
烈，鲁迅也专门写诗讽刺南运：

“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
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
载冷清清。”著名学者胡适相对
温和，指出：在国际友人的监督
下，未必有人敢去破坏这些古
物；故宫古物数量巨大，南运不
是一件小事，万一出意外谁来
担负这个责任；当时的南京和
上海都没有合适的地方存放如
此海量的古物，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轻举妄动。但易培基院长
旗帜鲜明，坚持古物南运，以保
全中华文脉，反复强调：日军一
旦入侵北平，故宫博物院断难
保全，古物只有被掠夺、被毁灭
的可能；土地失了，尚有收复可
能，国宝一亡，永无复还希望。

1932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
院长宋子文同意故宫古物南迁
议案，基本同意古物运往上海，
文献存放南京，藏于南京行政
院大礼堂。

1933年初，日军攻打山海
关，华北局势岌岌可危。1月5日，
易培基致函南京行政院：“榆关
事出，影响北平，故宫宝藏，关
系全国文化，当经呈请指示在
案。今事变日急，除随时设法防
护外，究应如何办理之处，请速
定夺电示，以便遵循。”1月7日，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召开临时紧
急会议，决议择选重要古物南
迁，并请行政院饬财政部拨款6
万元作为迁移费用。

1月31日，山海关失陷，平津
风声鹤唳，危在旦夕。文物在战
火中难逃两种命运，或遭毁坏，

或被劫掠。故宫文物何去何从，
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同日，国民
政府行政院密令故宫博物院迅
速起运古物。数日后，宋子文又
密令故宫博物院选择精品，分
别装箱，起运古物。

2月5日夜，北平，从故宫到火
车站的道路全面封锁，故宫午门
口戒备森严，在全副武装的军警
保护下，故宫第一批文物2118箱，
从神武门广场出发，由板车、汽车
轮流运往前门火车站，军队全程
护送，沿途军警林立。

2月7日凌晨，装载第一批故
宫文物的特别列车驶离北平，
每节车厢内军警日夜值守；列
车行进途中，各地派遣军队保
护，一些路段还有骑兵在两旁
接力飞奔护卫。为了防止遭遇
日军袭击，专列特意绕开天津，
由平汉线转陇海线再转津浦
线、京沪线，抵达南京浦口。

“沪上寓公”秘藏租界

第一批故宫南迁文物的终
点在哪里？人们一片惘然。在浦
口停搁了十余天后，2月24日，中
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致函国
民政府：“兹经常务委员决定，
第一批故宫古物中之书籍档案
存于南京，其余古物照行政院
原定计划存于上海。”3月，宋子
文回到南京立即召开会议，最
终拍板决定将故宫文物运至上
海妥善保管。

3月4日，第一批故宫南迁文
物(古物馆452箱，图书馆602箱，
文献馆1064箱，吴瀛等监运)2118
箱，从浦口搬上招商局“江靖”
号轮船，在严密的押运下，于5
日中午12点停靠在上海招商局
金利源码头，安全抵达中西融
汇、海纳百川的上海。下午1时，
十多辆汽车穿梭往来，将船上
卸下的古物，运到事先租定的
法租界天主堂街26号仁济医院
旧址一幢七层钢筋混凝土楼，
以及四川路、广州路口业广公
司二楼内，入库存放。北平故宫
博物院驻沪办事处，随之成立，

设于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
路)。

此后，3月15日至21日，第二
批故宫文物1290箱；3月28日至4
月5日，第三批文物2922箱又62
包；4月19日至27日，第四批文物
4635箱又2包；5月15日至23日，第
五批文物2412箱，亦都安全运抵
上海。至此，故宫文物自2月7日
至5月23日，先后五批南迁上海，
总计13427箱又64包，包括散氏
盘、毛公鼎等青铜重器，王羲之

《快雪时晴帖》、宋徽宗《听琴
图》等书画名品，翠玉白菜、东
坡肉等著名玉石，文渊阁《四库
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珍贵
古籍，以及明清两朝帝王实录、
起居注，清廷内府珍藏的各部
档案文献。此外，北平古物陈列
所5414箱、颐和园640箱又8包8
件、国子监“岐阳石鼓”11箱等珍
贵文物，也随之南迁上海保存。

1934年5月，马衡接替易培
基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在他
主持下，故宫南迁文物在上海
进行了一次全面、详细的“再核
对”。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派
出3968组工作人员，于1934年12
月20日至1936年12月2日，在两
年时间里，点收文物11575箱。工
作人员在清点时，不仅登记文
物的信息状况，而且进行科学
的分类保管，规定每件文物须
记述品名、年代、质地、款式、尺
寸、颜色、花纹，瓷器须记录口
径、底径、腹围、深度，铜器、玉
器还要登记重量，在此基础上，
共同完成了一套四册的《存沪
文物点收清册》，上海《申报》还
连续报道了故宫南迁文物的清
点过程和诸多细节。

故宫文物在重新编号、入
册过程中，马衡院长别出心
裁，以文物在北平故宫博物院
陈放的馆、处为单位，各用一
个字作代号：原古物馆文物编
号“ 沪 ”，图 书 馆 文 物 编 号

“上”，文献馆文物编号“寓”，
秘书处文物编号“公”，连起来
即为“沪上寓公”，虽然其名并
不好听，亦难登大雅，但上海作

为南迁文物的重要存放地，却
真实见证了故宫文物在国难之
中的多舛命运。

沪上预展 文物重光

1934年夏，英国大学中国委
员会向中国驻英公使郭泰祺建
议，由中国主办下一届伦敦国
际艺术展览会，展出中国历代
艺术珍品。不久，南京国民政府
答复同意举办该项展览。

这年10月，行政院主持成立
筹备委员会。在第二次会议上，
筹委会决定：展品出国前在上
海外滩中国银行大厦(原德国总
会大楼)举办一次预展会，以满
足国内各界人士和收藏爱好者
先睹为快的迫切愿望。

1935年4月8日上午9时，“伦
敦中国艺术展览会上海预展
会”正式开幕。展品包括10个大
类共1022件，皆出自存放于上海
的故宫南迁文物中的珍品、瑰
宝，它们上起商周，下至明清，
时间跨度3000余年。整个展览布
置了6个陈列室，底楼的第1陈列
室展出明清书画、折扇、织绣；2
楼的第2陈列室展出唐、五代、
宋、元书画，第3陈列室展出铜
器，第4、5陈列室展出宋、金、元、
明、清瓷器，第6陈列室展出古
籍、玉器、景泰蓝、剔红、玛瑙、
犀角等。这些展品集历代古物
之大成，聚中国艺术之精华，价
值连城，令参观者大饱眼福，诚

如《申报》所报道的：“前人咸毕生
不得一见，而今沪民首得一一入
览，可谓千载一时的良机，较从
前任何时代、任何人士幸运！”原
定展览时间为4月8日至30日，因
观者云集，为顺应民意，主办方
将展期延长5天，至5月5日结束，
总参观人数近6万人次。

预展会结束后，故宫博物
院又精选了青铜器、书画、瓷
器、玉器等精品文物736件，装成
80箱，由英国军舰“萨福克号”运
往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于
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共16
周)，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皮卡迪
利大街伯灵顿大厦内的英国皇
家艺术学院展出。这是北平故
宫博物院文物第一次出国展
览，更是中国文物第一次如此
大规模地在欧洲亮相，西方观
众深感震撼，大为折服，因而轰
动一时。

故宫文物回国后，1936年6
月又在南京考试院明志楼举办
复展。

1936年9月26日，国立北平
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朝天宫库
房落成，“沪上寓公”——— 存放
于上海的故宫文物又陆续转运
至南京，入库收藏。1937年1月1
日，南京分院正式成立。然而，
半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南京
告急，故宫南迁文物又分南、
中、北三路向大后方转移，再度
掀开了一场惊心动魄、曲折惊
险的“国宝奇旅”……

由故宫博物院与《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联合推出的“国宝的长征——— 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近日在上海市历史博博物馆展出。展览以详尽的
史料和研究成果，述说了91年前故宫文物颠沛流离的南迁往事。当时，在沪期间故宫文物重新编号、入册，时任院长马衡别出心裁，以文物在故宫宫
陈放的馆、处为单位，各用一个字作代号：原古物馆文物编号“沪”，图书馆文物编号“上”，文献馆文物编号“寓””，秘书处文物编号“公”，连起来即为

“沪上寓公”，虽然其名并不好听，亦难登大雅之堂，但上海作为南迁文物的重要存放地，却真实见证了故宫文物的多多舛命运。

11993333年年，，故故宫宫文文物物南南迁迁上上海海始始末末

第一批故宫南迁文物在上海金利源码头上岸。

1935年6月初，故宫文物由英国军舰“萨福克号”运往伦敦。

《申报月刊》1935年5月刊登“伦敦中国艺术国

际展览会上海预展会”报道。

隔周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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