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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故宮藏瓷 

作者：黃艾 

 

1948年秋，原故宮博物院常務理事會決定揀選館藏精品運臺；當年12月21日

故宮第一批文物320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212箱裝入海軍之中鼎輪，運抵基

隆。同時裝船遷運者，尚包括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圖書館、外交部

之文物、圖書、條約檔案，共240箱。 

 

 
台北故宮藏北宋汝窯青瓷蓮花式溫碗 (左) 及 南宋官窯青瓷葵花式洗 (右) 

 



1949年1月6日，載運第二批文物之招商局海滬輪啟碇；除故宮文物1,680箱、

中央博物院籌備處486箱外，亦包括中研院史語所、中央圖書館、北平圖書

館之文物、圖書、輿圖，計1,336箱。1月30日，輸運第三批文物箱件之海軍

崑崙號運輸艦啟航，內裝故宮文物972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154箱、中央圖

書館122箱。古物分三批運台，合共運了2,972箱。 

 

 

台北故宮藏宣德寶石紅釉僧帽壺 (左) 乾隆茶葉末六聯瓶 (右) 

 

1965年，台北故宮博物院在台北外雙溪建館，當時共有器物 46,100件，書畫

5,526件，圖書文獻 545,797冊/件；原中博部份有器物 11,047件，書畫477件，

圖書文獻38件，共計608,985件/冊。自1969年起，院方鼓勵民間公私捐贈，又

編列預算購買，兼接受外界寄存，其它機關移交等方式，歷年來把藏品數目

提升到現在的 698,689 件/冊，其中包括陶瓷藏品 25,574件。世上中國瓷器重

器中之宋代五大名窯與及清代雍正琺瑯彩瓷，泰半在台北故宮。 

 

 
北京故宮藏宋鈞窯出戟尊(左) 及哥窯貫耳穿帶扁壺 (右) 



今天北京故宮館藏文物，為當日舊故宮博物院各館員努力保存的清宮舊藏，

除部份遷台外，戰後歸還北京故宮。當時北京故宮接收了政府部門和各地博

物館撥交的文物約160,000件/套，其中一級品約700餘件。其中有許多是原清

宮舊藏後來流失的，例如當年溥儀抵押給鹽業銀行的玉器、瓷器、琺瑯器、

金印、金編鐘等，就是由國家文物局於1953年撥交給北京故宮，並由故宮博

物院工作人員到儲藏地點收運回北京故宮的。 

 

 
北京故宮藏乾隆洋彩鏤空轉心瓶二款 

 

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北京故宮就開始收購清宮流失出去的珍貴文物，國家

在資金上予以支持，從文物商店、古玩鋪、收藏家和拍賣公司等購回了大量

珍貴文物。截至2005年12月底，共購得53,971件，其中一級文物1,764件。北

京故宮又接受捐贈，根據公報的資料，截止2007年底，收到捐贈文物、資料

及圖書約 33,900件/套。 

 

 

北京故宮藏金元鈞窯紫鼓釘洗二款 



 

現在北京故宮收藏的古陶瓷器超過350,000件，另尚有當日文物遷台後遺落在

南京的近100,000件瓷器存於南京博物館。今日北京故宮收藏量居世界博物館

之首。按北京故宮官網資料，其中清宮舊藏陶瓷器的數量超過 320,000多件，

藏品包括漢魏六朝的陶器、青瓷、黑瓷，唐代青瓷、白瓷的代表名品，宋代

各大名窯瓷器，元代的樞府釉、藍釉和青花、釉裡紅器，明清兩代的御窯瓷

器。其中明、清御窯瓷器和宮廷陳設瓷是清宮舊藏的重要部份。 

 

 
北京故宮藏康熙珊瑚釉碗 (左) 十二花神杯 (中) 弘治孔雀綠釉碗 (右) 

 

至於當日滯留南京的文物的下落，筆者從前在《天價仿品》一文內談過，當

日遷存西南各地的13.427箱故宮文物，1947年時全部集中在南京朝天宮的文

物保存庫儲藏。1948年起，古物分三批運台，合共運了2,972箱。1949年解放

南京，南京軍管會接管了餘下未運的一萬多箱；1950年，一萬多箱文物陸續

運返北京故宮。後因文革，文物北返擱置，尚留2,211箱在南京，所以後來引

發南京博物院和北京故宮爭奪這批十多萬件文物的保管權，至今尚未完滿解

決。 

 

 
臺北故宮藏雍正琺瑯彩青山地把壺及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