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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2011年5月8日，故宫博物院发生窃案，香港特区两依藏博物馆在斋宫临时展出的7件展品失窃。
据两依藏博物馆馆长王夏虹介绍，丢失展品为金银镶嵌宝石的西式化妆盒，价值数千万元。
这条新闻一经媒体立即在全国传扬开来，民众们纷纷指责故宫的安保措施不力，居然小偷都能轻易在
故宫盗宝！
    很快，此案告破，罪犯被抓获归案。
故宫人员才稍稍喘上一口气。
孰料，因为一面锦旗又将他们置于民众的口伐之下。
案子告破了得感谢一下，送面锦旗给公安部门，上书“撼祖国强盛，卫京都泰安”。
一不小心竟把“捍”写成“撼”字。
面对人们质疑，故宫专家开始表示“撼”字没错，显得厚重。
又引来一阵阵的讨伐声，最后才承认了失误。
    2011年8月，北京故宫博物院因为工作人员的失误，将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宋代瓷盘损坏。
此事在网络上炒得沸沸扬扬，民众的呼声一直针对着故宫博物院。
紧接着，又有人在网上爆料说，视频上被损的哥窑盘与故宫博物院网站资料库中上的图片不符，疑为
一件赝品。
后经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解释，被损坏的不是哥窑盘，而是在南京中央门外明代汪兴祖墓出土的南宋
官窑青灰釉瓷盘。
    针对故宫“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对负有领导责任的该部门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警告
处分”，网友认为处理“偏轻”，再次掀起新一轮的浪潮，将故宫博物院推至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    以上三件事情，足以证明故宫博物院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与神圣，那不是轻易能让
人原谅工作失误的地方。
    如果就故宫藏品而言，一面不起眼的宋官窑瓷盘在故宫浩瀚的藏品中算不了什么，故宫有成千上万
件藏品的价值都远在这件瓷盘之上。
而80年前，这些藏品却经历了一场战争烽火的劫难！
    文物是文明的载体，是民族之根，是历史的佐证，科学技术的见证，艺术完美的呈现。
正是由于传世文物凝聚了历史、艺术、科学、风俗等诸方面的价值，才显得异常珍贵。
其中，具有特别重大价值的文物称为“国宝”。
    对文物造成最大破坏与毁灭的首属战争！
    每一次大规模的战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文明造成摧残甚至是毁灭。
而为了最大限度地去避免这些文物毁于战火，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努力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班牙
人将普拉多博物馆的艺术品进行一次次的转移，最后运至瑞士日内瓦，才使文物得以保存下来；英法
等国博物馆从西班牙人那里学到了经验，他们仿效转移存藏到偏远安全的地方保存；1941年6月，德军
侵略苏联，列宁格勒的艾米塔什博物馆将100多万件文物火速转移至西伯利亚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美国也进行了国内文物大转移⋯⋯    随着文明的进步，全世界人民都呼吁在战争中保护这些文明成果
。
早在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公约》就有条文：⋯⋯在包围和袭击中，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尽可能保全用于宗教、艺术、科学和慈善事业的建筑物、历史纪念物⋯⋯对这些机构、历史性建筑
物、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任何没收、毁灭和有意的损害均应予以禁止并受法律追究。
    1935年《华盛顿条约》规定：⋯⋯历史性纪念物，博物馆，科学、艺术、教育和文化机构应视为中
立，依此受交战国尊重与保护⋯⋯    但是一些侵略者，根本不顾及国际公约，他们在战争中大肆掳掠
和破坏古文物，任意践踏着文明，其行径与丑恶罪行令人发指。
希特勒的纳粹军队曾对占领国的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
他们从波罗的海和苏联掠夺回国的文物不计其数，同时法国及欧洲各国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文化劫难
。
    而中国，则同样饱受着日本侵略者所带来的文物浩劫⋯⋯    二    说到中国国宝级文物，自然而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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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想到了故宫博物院，那是一座储藏丰富的宝库。
    一个文明古国，必定是一个文物大国。
华夏民族自西周以来的各朝各代都进行古物的收藏，而以清朝为最，集大成而达到辉煌的巅峰。
在封建社会，搜集这些国宝级文物是以皇家为主的，而皇家所藏自唐宋至明清，易手再易手，终归紫
禁城。
    北京故宫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座中华瑰宝，也
是世界文明史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杰出的世界文化遗产。
    北京故宫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经明清统治者扩建、修葺而成。
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从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年）至今近600年的沧桑岁月。
在这里曾经居住过24位皇帝，是权力的中心，也是皇家生活区域的重地。
    北京故宫又名紫禁城，紫指紫微垣，天帝居所；禁指禁区，警戒之所。
北京故宫文化，通俗地讲就是帝王文化，或者说是宫廷文化。
宫廷文化虽说与民间文化有一定的区别，但整体上来说，它是每个时代的缩影，体现某个时代的真实
信息，从生活到文明的进步以及审美观。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文化与文明的进步，永远都是其生命的依托、精神的支撑和创新
的源泉，它们的每一步发展都有着清晰的脉络。
研究这些脉络就是研究那个社会、那些历史，那些远去的美与文明。
从而，故宫文化是历史与文明，有着不可复制的伟大与辉煌，如果毁灭，那将是全世界的灾难，不敢
想象！
    在封建社会，帝王文化受宫廷的保护，但封建社会被推翻之后，保护这些文化的又是何人呢？
自然是政府，非个人行为所能担当，个人也无此权力。
民国以后，传承北京故宫皇家珍藏文物的机构即故宫博物院。
    据1925年公开出版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一书所载，清代宫廷遗留下来的文物包括夏商周
三代彝器、远古玉器、唐宋元明之书法名画、宋元陶瓷、珐琅、漆器、金银器、竹木牙角雕、金铜宗
教造像以及大量的帝后妃嫔服饰、衣料和家具等，可谓金翠珠玉，奇珍异宝，天下财富，尽聚于此。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图书典籍、文献档案。
那些泛黄的卷宗挟藏着时代的风云，印记着过往的岁月，诏示着封建王朝的权力与政治统治。
    北京故宫博物院建立于1925年10月10日，是在明朝、清朝两代皇宫及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
国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其文物收藏主要来源于明、清两代宫中旧藏
。
故宫博物院现在中国有两处——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另外沈阳故宫博物馆习惯上也称
为沈阳故宫博物院。
    对于沈阳故宫博物馆称为博物院我们好理解，它是清代的开创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建造使用的宫殿
，始建于1625年，也可以理解为清朝皇家建筑的先河，与北京故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入关前，其皇宫设在沈阳，迁都北京后，这座皇宫被称为“陪都宫殿”、“留都宫殿”。
后来就称为沈阳故宫，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没有疑议。
    但是，作为偏隅之地的台湾之岛，何来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诞生为何是在迟迟而来的1965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来自哪里？
它的建成有着怎样的一段历史？
    收藏界以及史学界传言，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文物的珍稀程度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之上，这个说法是
否属实？
    三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剧痛！
    这个剧痛就是火烧圆明园之痛！
一种不可治愈的文明的痛心疾首！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46年（1709年），是清朝帝王在150余年间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
    历史上侵略军火烧圆明园曾有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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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火烧圆明园是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英法联军到处烧杀抢掠、野蛮洗劫、焚毁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园内寺庙建筑也大多被毁于火。
英军一把大火焚烧圆明园，三日三夜不灭，无数古建筑和珍宝在大火中呻吟而亡，从此没了踪影。
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等，自此后只能以废墟颓败之状呈现于世人面前，这是一段对古文明的血淋淋
地摧毁，也是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疼痛！
我们当铭记这段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铭记只是为了更好地保护。
    这些侵略者为什么要火烧圆明园呢？
    很显然，他们不是为了图乐子，而是想向世人掩盖一种血淋淋的事实，掳掠海量皇家珍宝的事实，
是对罪证的销毁，以掩人耳目。
    英法侵华头目闯进圆明园后，无法抵抗大清皇家琳琅满目珍品的诱惑，立即与侵略者合议，协商进
园掳掠中国皇家的稀世珍宝。
    法军司令孟托邦当天即函告法外务大臣要求，先取在艺术及考古上最有价值之物品，“分摊”到的
劫宝立马运回法国，将极罕见之物奉献拿破仑三世，藏之于法国博物院。
    英国司令格兰特也立刻派军官竭力收集“应属于英人”之物件。
    在侵略者“分摊珍品”的协商之后，法英侵略军入园的第二天，军官和士兵们都成群疯狂抢劫园中
的金银财宝和文化艺术珍品。
他们纵情肆意，予取予夺，手忙脚乱，狼奔豕突。
他们为了抢夺财宝，互相殴打，甚至械斗⋯⋯之后，干脆一把大火给中国人留下满目疮痍之惨状。
    英法侵略者究竟抢走了圆明园多少宝物，由于园内的陈设什物及其账目都一并被抢毁一空，所以已
永远无法说清楚。
    被英法侵略军抢走和破坏的物件，有很大一部分实属无价之宝。
这摧残人类文化的滔天大罪，实在令人发指！
雨果在1861年写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洗劫，另一个放火。
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腰包，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
箱箧。
他们手挽着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    四    晚清民国的中国政府，内患外忧，一直被外夷所欺
凌！
政治上如此，文物上更是如此，其间有多少文物因国难而流落到世界各地已无可计数。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文物界有一支头号“新宠”叫“元青花”，之所以称之为新宠，是因为其发现比
其他文物都晚。
而真正确立青花瓷始于元代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一名外国人。
因为他手中所藏之元代瓷瓶。
    现藏英国大维德艺术基金会的一对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青花象耳瓶，有用青花书写的共计5行62
个字：“信州路玉山县顺成乡德教里荆堂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对，祈保合家清吉，子
女平安。
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
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至正为元末顺帝的年号，此对瓶应为元代晚期青花瓷的代表作品。
    “元代无青花”似乎是20世纪50年代前中国文物界的“共识”。
这对云龙象耳瓶出现在伦敦，首先引起了英国大英博物馆的中国古陶瓷学者霍布森的注意和认可，他
于1929年发表了《明以前的青花瓷》一文，介绍了这对带有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纪事款的青
花云龙纹象耳瓶。
    1952年，美国佛利尔艺术馆的中国古陶瓷学者波普博士发表了《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
卡普宫所藏一组中国瓷器》，1956年又发表了《阿德比耳寺收藏的中国瓷器》。
他以大维德收藏的这对瓶为标准器，对照土耳其和伊朗两博物馆收藏的几十件与之风格相近的中国瓷
器，将所有具有象耳瓶风格的青花瓷定为14世纪青花瓷。
从此元青花受到全世界中国古陶瓷学者的重视和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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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将这种类型的青花瓷定名为“至正型”元青花，这对瓶也被称为大维德瓶，成了公认的“
至正型”元青花断代标准器。
    20世纪50年代，大维德爵士将毕生收藏的中国古陶瓷2000余件，其中包括清王府和宫廷流出的精品
，全部捐献给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该学院以大维德命名建立了泼斯瓦耳大维德中国艺术品基金会
。
从此，位于伦敦格敦广场53号的大维德基金会因其收藏有大量珍贵的中国古陶瓷而享誉世界。
这也是中华文明在国际上获得的莫大荣誉，类于这样的荣誉，遍及世界，这是中华子孙的骄傲，我们
时常为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拥有伟大历史文明的古而自豪。
    写这个事件的目的，书者只想说明两个事实：一是国人为文物而骄傲；二是为文物而心痛。
中国的瑰宝有多少宝中之宝流落在外不得而知。
更主要的是，这些流落在外的瑰宝从某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国力之衰竭、民众之受虐达到了难以言说
的地步。
    五    历史到了1931年，“火烧圆明园”的一幕面临着重演，而这次面临遭劫的对象远比圆明园更大
，它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庞大的珍藏文物之所北京故宫，而故宫之博物院又将何去何从？
是让其重蹈圆明园之覆辙还是绝地求生？
    历史给我们的答案是庆幸的，故宫博物院在烽火中辗转十余载完好无恙地保存了下来。
这正是本书将带给你的一次震撼经历，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辈们，顶着炮火、忘记个人生死将文物南迁
，一直承担着守护文物的重任。
    与中华民族命运联结在一起的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西迁、东迁，从北平故宫到台北故宫，其中的
曲折、艰辛乃至种种带着神秘感的经历，深受世人的关注。
    故宫文物南迁的重大历史事件绝不只是故宫人自己的事情，正像伟大的抗日战争是全国抗战、全民
抗战一样，此次文物南迁也是全国护宝、全民护宝的集中体现，从政府、军队到普通百姓都是同心协
力，可以说这是一次政府决策、军队护卫、民众参与的民族护宝的集体行动。
从中我们也深深地感觉到国家的、民族的历史文化艺术的巨大凝聚力和号召力。
    近年来，北京故宫致力于两岸文化交流，如北京故宫37件珍贵文物“出宫”，协作台北故宫举办“
雍正大展”⋯⋯历史属于过去，我们不会去考究那些年月每个故宫人的政治信仰，我们只会铭记每一
个为护宝呕心沥血的历史。
因为特殊的文化背景、历史渊源，两岸故宫的每一举一动，再两岸交往史上都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们有够的理由相信，两地故宫越来越美好的合作与展现。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这段炮声隆隆的历史，走进故宫博物院庞大的南迁、西迁、东迁的特殊烽
火岁月，去见证那些可歌可泣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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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故宫国宝受难记(1931后那些追随国宝的大师)》的作者是谈古。

《故宫国宝受难记(1931后那些追随国宝的大师)》：
1924年11月15日,溥仪被赶出紫禁城，紫禁城也改名为故宫，历史上属于皇家的故宫文物开始属于国家
所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告急。
面临着日本人的攻占华北，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国宝全数转移！
　
1933年2月5日夜，北平戒严，故宫博物院的13491箱珍稀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出发，登上两列火车南行
，经平汉、陇海、津浦各线，开始了辗转华北、东南、西北、西南、历时10余年的南迁的艰辛历程。
之后，这批文物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回到北京；一部分被蒋介石运至台湾；一部分留在了南京。
运到台湾的文物在1965年成立了台北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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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谈古，畅销书作家，文物商人，生于20世纪70年代，深爱与古文物相关的一切历史，著有《古董商》
系列小说三部，纪实文学《国宝浩劫194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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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北平南迁上海  
第二章  南京移至上海
第三章  上海迁移南京
第四章  淞沪南京之战 
第五章  大西迁之南线
第六章  大西迁之中线
第七章  大西迁之北线
第八章  史语所与中博
第九章  大东迁返南京
第十章  渡海迁台风云
第十一章  留守大陆人员
第十二章  文物回归北京
第十三章  台北故宫记事
第十四章  两院文物之争
第十五章  两地故宫辉映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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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是一次什么样的巧合呢？
 1937年，马彦祥由开封到武汉，经南京回到上海。
马彦祥原计划到上海把他的女儿接出来转移到西南大后方去。
不料到上海没有几天，大场失守，京沪路断绝，上海成了孤岛。
这时除吴淞口一条出路外，无法离开上海。
而吴淞口当时谣传敌人检查很严，于是马彦祥不得不放弃原来计划，只身离开了上海。
 当时由上海开出的船只到江北岸，由江北岸再转船到南京。
马彦祥之所以选择去南京是想带走寄存在故宫南京办事处的书籍衣物等。
谁知船一到南京，情形惨不忍睹；下关一片，成千成万准备逃难的集中在沿江一带等待西去的轮船。
 马彦祥当时心情往下一沉，心想这回是由孤岛走进死胡同，看情形已经无法离开南京，只得进城去看
看再说。
这时南京表面上看已成了一座空城，街上不仅车辆没有，连行人都很少。
马彦祥抱着一线希望到了故宫南京办事处。
 这时南京办事处职员大部分都押运文物去了，家属也一同跟着撤走，只剩下南京办事处主任黄念劬和
几个小职员在那里忙着指挥撤运南京分院的古文物。
黄念劬一见到马彦祥，喜出望外，就说，今明两晚有最后两列火车要把几千箱古物运送到西安去，正
无人押运，你来得好，帮帮忙，今晚的一趟列车就请你负责押运去西安，后面的我再来安排。
 黄念劬为什么会要求一个和故宫不相关的人员充当押运员呢？
 原因有二，一是马彦祥的父亲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从而马彦祥也算是半个故宫人；二是当时也确实
急需可信赖的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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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故宫国宝受难记:1931后那些追随国宝的大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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