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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新年伊始，一
群衣着简朴的书生，押送装
载 着 一 箱 箱 珍 贵 文 物 的 板
车，走出故宫午门。

他 们 没 有 想 到 ， 这 一
走，就是数十年。

1931 年，“九·一八”事变
爆发，东北沦陷。不到两年时
间，战火漫及华北，北平岌岌
可危。危难中，这群人，为了
故宫文物免遭损毁劫掠，踏上
了漫漫征程。他们自北平出
发，向南，向西，横贯大半个中
国，筚路蓝缕，负重远行，用生
命和信仰守护着中华民族的
文化根脉。

这些文物中有 10 件单只
重约一吨、被誉为“中华第
一古物”的先秦石鼓，也有
总计 3.6万余册的文渊阁 《四
库全书》，迁移路途遥远，运
输难度极大。纵使在和平年
代，要想安全运输体量如此
巨 大 、 数 量 如 此 繁 多 的 文
物，亦绝非易事。

当其时，中华大地战乱
频仍、物资匮乏，文物南迁
之难可想而知。在颠簸的路
途中，国宝守护者们要面对
的，除了敌人、炮火，还有
疾病和饥饿、急流险滩和火
灾水患，以及不利于文物保
护的潮湿环境和白蚁鼠患。

今天看来，90 年前那段
国宝南迁的历史简直是一个
奇迹。90 年来，无数人屡屡发问：一群文弱书生，
缘何能够携带着一万九千余箱文物奔走于国难道
途，奔走于连天炮火，保护了中国文明史上的大量
珍品，使中华文明的长河不被战争截断？

其实，奇迹的背后，是无数平凡中国人的平凡
故事。

1943 年 6 月 8 日，峨眉县突然发生了一场火灾，
危及故宫文物。《峨眉县志》记载：“6月8日，下午1时
40分，峨眉城区发生一次特大火灾。人们称‘六·八
火灾’。据一份官方资料称：烧死 9 人，警察失踪 2
人。烧毁房屋1363幢，受灾人数6778人，估计损失
折合法币 73047.123 万元。”彼时的峨眉，没有现代
化的消防设备。人们只好从井中汲水，用碗瓢舀水
灭火，奈何杯水车薪。大火一旦烧出西门，故宫文
物将遭受灭顶之灾。

危急之中，峨眉百姓和驻守士兵一起动手，纷纷
拆除自家的房屋，在武庙库房周围拆出一片“隔离
带”。终于，库房里的文物躲过了这场大火，安然无恙。

这是故宫文物南迁过程中感人至深的一幕。这
样的场景，在南迁岁月中不止一次地发生。国宝迁
徙途中，百姓让出祠堂，僧人腾出寺庙，军警尽心
保卫，民族企业鼎力相助……故宫文物南迁成为中
国抗日战争中振奋人心的篇章，成为人类文明史上
光辉灿烂的壮举。

翻看老照片，我们会诧异地发现，南迁途中动
荡不安的日子里，这些从故宫走出来的书生，尽管
忍受着时世艰困、岁月清寒，他们的脸上却闪耀着
宁静的光辉。战乱、贫困、饥饿、孤独……都无法
湮灭他们心底神圣的信念。在峨眉武庙，存放着西
迁北路文物共7286箱。其中10件先秦石鼓，就存放
在武庙西配殿库房里。那志良在武庙西配殿隔出一
个小房间，作为自己的宿舍，从此与石鼓为邻。每
天早上起床，他就到大佛寺去，在那里办完一天公
事，晚间回到武庙。古佛青灯，伴他写下一生中最
重要的学术著作——《石鼓通考》。离开驻留了将近8
年的乐山、峨眉之前，马衡院长亲笔书写了“功侔鲁
壁”牌匾，向存放过故宫文物的安谷“一寺六祠”以及
峨眉的武庙、大佛寺、土主祠、许祠表达谢意。

从走出故宫的那一天开始，国宝守护者们长途
跋涉，辗转颠沛，用小车推送，用汽车载运，用竹
筏渡河，把文物护送到远离硝烟的大后方。1958
年，行程近两万里的文物南迁终于结束，分散于各
地的文物，在守护者们的护送下，北返故宫。这场
中国近现代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文物大迁
移，被誉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次奇迹”。

今天，当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故宫，欣赏文物美
轮美奂的光华，当越来越多文物背后的故事为人们
所知；今天，当我们伫立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
点，当我们回望故宫文物南迁这段浩瀚历史——我
们不仅是缅怀那一群国宝守护者，也是在追寻中华
文明的精神密码，读懂了中华民族何以艰苦卓绝、
坚不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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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在上海举办，生动再现——

“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奇迹”
本报记者 邹雅婷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海报。
故宫博物院供图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海报。
故宫博物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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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图①：故宫太和殿。故宫博物院供图
图②：《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供图
图③：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海

预展会入口。 故宫博物院供图
图④：《安顺读书山华严洞图》复制件

（局部）。 故宫博物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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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28日，故宫文物南迁纪念
展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开幕。一张张老照
片，一份份文献档案，带观众走进 90 年
前的历史现场。

1933 年 3 月 5 日，由国营招商局派遣
的江靖轮抵达上海金利源码头，船上满载
着故宫的珍贵文物。漫漫南迁征程，拉开
第一篇章。

20 世纪 30 年代，为避日军侵略战
火，故宫博物院牵头组织本院所藏和古物
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的 1.9 万余
箱文物，开启了一场历时 20 余载、横跨
10余省市、行程数万里的文物南迁行动。
整个文物南迁过程虽历经艰难曲折，但在
故宫博物院与诸多地方政府、各界人士和
广大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守护了国宝的安
全，文物基本完整保存。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
范围最广、历时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保护
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故宫博物院院长王
旭东说。

为纪念这段值得永远珍视的民族历
史，故宫博物院与人民日报《国家人文历
史》杂志社在故宫文物南迁首站城市上海
举办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展览通过“国
之瑰宝 烽烟南渡”“沪上四载 古物重光”

“文脉赓续 生生不息”3个单元，以多元化
的展示手段再现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记
忆，带领观众重温先辈们为典守国宝而不
懈奋斗、不惜牺牲的故事。

辗转万里护国宝

“我是 1938年出生在故宫文物南迁途
中，一路跟随双亲和南迁文物不断播迁长
大的……”在展览开幕前夕的座谈会上，
85岁的庄灵老先生讲述了他的南迁记忆，
令在场所有人为之动容。

庄灵的父亲庄严，又名庄尚严，北京
大学哲学系毕业，1924年参加“清室善后
委员会”点查故宫文物的工作，1925年正
式入职故宫博物院。

1933 年 2 月至 5 月，故宫博物院文物
分五批南迁上海，总计 13427 箱又 64 包。
此外，还有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
的6065箱又8包8件文物一同迁运。

庄尚严接到押运文物的指令，其中包
括 10 件先秦石鼓。每件石鼓重约 1 吨，上
面镌刻文字，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石质
表面多凸裂有缝隙，受压或摩擦容易脱
落。如何将这些石鼓打包装箱，成为摆在
庄尚严面前的一大难题。

经过苦思冥想、请教专家，庄尚严找
到了包装石鼓的方法：先把极薄极软的绵
纸蘸水浸湿，再用镊子把湿软的绵纸塞进
石鼓的裂缝里；然后用薄棉花层层覆裹，
包上四五层之多；再用糨糊黏好，用细麻
绳捆扎停当；外面再用厚绵纸裱糊，用粗
麻绳捆牢；再包上三四层棉被，并用粗麻
绳扎紧。把包好的石鼓分别装进大木箱，
塞紧钉牢之后，外面再用稻草覆盖，然后
用钢条绑扎封死。经过这样严密包装的石
鼓，虽历万里辗转颠簸，途中还遇到过翻
车事故，却依然毫发无损。

展厅里的投影清晰展示了文物播迁经
过路线图。1936 年 12 月，存放在上海的
文物运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朝天宫保存
库。1937 年，卢沟桥事变和淞沪会战相继
爆发，文物分三路向西南地区疏散。南路
文物溯江而上，初藏长沙，后取道湘桂公
路，辗转于贵阳、安顺、巴县等地。北路文
物沿陇海铁路西行，先存宝鸡，后穿越秦蜀
古道，迁于汉中、成都、峨眉各处。中路文

物沿江西上，初存汉口，中经宜昌转运重
庆，又经宜宾转运乐山，秘藏于安谷。

1938年 1月，庄尚严带着南路文物抵
达贵州贵阳。同年 11 月，他的第四个儿
子庄灵在贵阳出生。

1939年初，战火逼近贵阳，庄尚严护
运文物迁至贵州安顺南郊的华严洞。1944
年冬，日军攻陷贵州独山，庄尚严奉命押
送文物迁往四川巴县 （今重庆市巴南区）
飞仙岩。

“这张照片是我家搬家时发现的。”庄
灵指着一幅文物箱件装车的照片告诉记
者，照片中的箱子不是木箱，而是此前为
出国展览专门定制的铁箱。庄尚严负责护
运的 80 箱文物都装在铁箱里，堪称故宫
珍品，其中有散氏盘、嘉量、颂鼎等青铜
重器，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颜真卿《祭侄
文稿》、巨然《寒林晚岫图》、崔白《芦汀宿雁
图》、赵孟頫《鹊华秋色图》等书画名作。

西南地区气候潮湿，每逢晴和之日，
庄尚严和同事们便将怕潮的书画、善本取
出来晾晒。“每次晾晒的时候，父亲都会把
我们四个儿子叫去，给我们讲解历代名
画。”庄灵说，晚上睡觉前，父亲还会和四
兄弟玩“名画接龙”游戏，考查他们对故
宫名画知识是否熟记于心。

远渡重洋展华光

故宫南迁文物存放上海期间，发生了
两件大事：一是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

马衡主持下，开展了严谨细致的文物开箱
点查、编号造册工作；二是精选故宫文物远
赴英国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这是故宫文物首次出国展览，社会各
界十分关注。经过专家审慎考量，挑选出
735 件 （套） 参展文物，包括瓷器、书
画、青铜器、玉器、织绣、古籍、折扇、
景泰蓝、漆器等。

为了取信于民，在国宝出洋之前，先
举办一次预展，将所有参展文物向公众

“亮底”。1935年4月至5月，伦敦中国艺术
国际展览会上海预展会在上海外滩中国银
行大楼（原德国总会大楼）举办。展览设 6
个陈列室，分类展示青铜器、书画、瓷器和
善本图书等，各类展品分别按年代顺序陈
列。预展会掀起了观展热潮，上海市民争
相购票，一睹故宫所藏历代精品的风采。

1935 年 6 月 7 日黎明，萨福克号军舰
载运参展文物离开上海码头，故宫博物院
古物馆科长庄尚严随舰照料。7 月 25 日，
萨福克号抵达英国朴次茅斯港口。

1935 年 11 月至 1936 年 3 月，中国艺
术国际展览会在伦敦伯灵顿大厦举办，吸
引了42万余人观展。

“这是中国文物第一次大规模出国展
览，在欧洲产生了重要影响。”故宫博物院
原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故宫文物
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首席专家
郑欣淼说，大多数西方人一直认为中国艺
术品主要是陶瓷器，这次展览拓宽了西方
人对中国艺术的认识，他们观展后发现被

其视为装饰品的玉器、珐琅器等亦有精美
的艺术，尤其是认识到一直为西方所忽视
的书画是中国艺术的主流。

展厅里展示了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
会海报。海报主体画面为双骑吏，并点缀
有飞鸟和奔鹿，这与中国古代画像砖上的
图案极为相似。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所长
徐婉玲告诉记者，经过研究考证，可以确
定这张海报的设计者是林徽因。“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中国画像砖研究是西方汉学
界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林徽因巧妙地把
握住了这个学术热点，以画像砖为主题元
素设计了这张海报，吸引大家来看中国文
物展览。”

文物回国后，于1936年6月在南京考
试院明志楼举办复展，让公众看到所有展
品均完璧归赵。同年，商务印书馆印行

《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
说》，著录展品 735 件（套），分门别类，中
英文对照，供中外学者研究参考。

原藏于故宫文渊阁的《四库全书》，是
中华传统文化的系统集成之作。1933年至
1935 年间，商务印书馆以文渊阁《四库全
书》为底本，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珍本初
集》，共计231种，分装1960册。“这张‘影印
四库全书开始工作纪念’照片，是商务印
书馆提供的珍贵影像。照片中，有中央图
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商务印书馆总经
理王云五，还有故宫博物院的欧阳道达、
庄尚严、梁廷炜、宋继隆。”徐婉玲说。影
印珍本问世后，引起热烈反响。1936年 3
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赠送苏联列宁图
书馆，成为中苏文化交流的宝贵证物。

1940年 1月至 1941年 6月，故宫博物
院精选 100 余件文物在苏联展览。此外，
还在重庆、贵阳、成都等地举办多场展
览。这些展览既鼓舞了全民抗战的士气，
又向海外传播了中华文化。

中华文脉永流传

1945年抗战胜利后，存于西南各处的
故宫文物集中到重庆。展墙上两张老照
片，记录了故宫博物院职员与家属在重庆
南温泉郊游的温馨场景。“这位戴帽子的是
我父亲，他怀中搂着的是我。”凝视着这张
70多年前的老照片，庄灵的思绪仿佛回到
了童年。

1947 年 12 月，南迁文物全部运抵南
京，存入朝天宫保存库。1948 年 12 月至
1949年1月，部分故宫文物被运往台湾。

1949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电
告华东局、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命令联络
故宫博物院科长欧阳道达，保护好存放在
南京朝天宫的1万余箱文物。展柜里展示
的档案，还原了这一历史细节。

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南迁文物分三
批运回北京。1950年1月，首批文物及器
材1500箱北返。同年2月，故宫博物院从
中挑选 180件文物在乾清宫举办还京文物
特展。1953 年 6 月、1958 年 9 月，第二
批、第三批文物返京。历时多年的文物南
迁，终于画上了句号。

“故宫文物南迁史不仅是故宫博物院
的一段历史，也是国家、民族的一段历
史。”王旭东说，“故宫文物南迁不仅诠释
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与号召力，而且体现
了中华民族在危难之时的团结力量；不仅
守护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灿烂文明，而且
对其进行了有力的传播。”

“今天举办这样一个展览，让更多人
了解这段历史，非常有意义。”台北故宫博
物院原院长冯明珠说，故宫文物南迁是联
系两岸文化的纽带，迁台文物让中华文脉
在台湾得以赓续传承。

《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总编辑盛若蔚
说，希望通过展览，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
解这段不可磨灭的民族历史，让更多人感
受老一辈故宫人“视国宝如生命”的典守精
神，推动全社会共同守护好先辈留下的宝
贵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