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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的資訊與通信技術之運用

重
走
故
宮
文
物
南
遷
路
的
資
訊
與

通
信
技
術
運
用

張
志
光

前
言

故
宮
博
物
院
︵
以
下
簡
稱
故
宮
︶
成

立
於
民
國
十
四
年
十
月
十
日
，
迄
今
已
經

八
十
五
年
，
其
中
，
有
十
多
年
的
時
間
，

部
分
文
物
是
在
故
宮
以
外
的
地
方
遷
移
漂

流
。
從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二
月
六
日
首
批
裝

載
文
物
的
火
車
從
北
京
出
發
離
開
，
一
直

到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五
月
十
日
收
復
京
庫
，

完
成
清
點
，
這
個
因
為
日
本
發
動
的
侵
略

戰
爭
，
所
造
成
的
故
宮
文
物
南
遷
事
件

︵
以
下
簡
稱
南
遷
事
件
︶
，
不
僅
是
故
宮

歷
史
上
最
重
要
的
事
件
，
也
可
能
是
人
類

史
上
最
大
規
模
文
物
遷
徙
的
紀
錄
。

依
據
歐
陽
道
達
先
生
於
民
國
四
十
九

年
九
月
完
成
的
︽
故
宮
文
物
避
寇
記
︾
報

告
，
南
遷
事
件
的
歷
程
大
致
可
分
為
四
個

時
期
：
南
遷
、
西
遷
、
東
歸
與
收
復
京
庫

︵
表
一
︶
。
本
次
﹁
重
走
故
宮
文
物
南
遷

路
﹂
考
察
活
動
的
行
程
規
劃
，
就
是
以
與

這
些
時
期
有
關
的
地
點
為
基
礎
，
回
顧
文

物
遷
移
的
行
經
路
線
，
並
舉
辦
座
談
會
，

邀
請
當
地
南
遷
事
件
的
關
係
人
和
文
史
專

家
、
學
者
與
會
，
就
南
遷
事
件
在
當
地
發

生
的
經
過
與
所
引
發
的
影
響
進
行
討
論
與

交
流
。

本
次
活
動
引
起
筆
者
對
南
遷
事
件
的

研
究
興
趣
，
並
擬
定
使
用
資
訊
與
通
信
技

術
來
蒐
集
資
料
的
規
劃
。
資
訊
與
通
信
技

術
︵In

form
ation

 an
d C

om
m

un
ication 

T
ech

n
o

lo
gies

縮
寫
成 IC

T

︶
是
﹁
使
用

電
子
方
式
達
到
資
訊
處
理
與
通
信
目
的
之

各
種
技
術
﹂
，
包
括
使
用
與
製
造
這
些
電

腦
軟
、
硬
體
及
相
關
資
訊
服
務
。
例
如
：

G
P

S

軌
跡
記
錄
器
、
網
路
上
的
電
子
資
料

庫
、
資
訊
系
統
、
電
腦
、
行
動
電
話
與
數

位
相
機
等
等
，
都
是
常
見
的
資
訊
與
通
信

技
術
。
這
些
技
術
的
運
用
部
分
，
筆
者
在

考
察
活
動
期
間
全
程
使
用
全
球
衛
星
定
位

系
統
︵
以
下
簡
稱G

P
S

︶
軌
跡
記
錄
器
記

錄
所
到
之
處
的
地
理
資
訊
︵
註
一
︶

，
並
使

用
數
位
相
機
記
錄
地
貌
、
建
築
與
當
事
人

的
影
像
資
料
；
活
動
結
束
後
，
透
過
數
位

典
藏
聯
合
目
錄
的
檢
索
，
連
接
到
﹁
國
史

館
館
藏
史
料
文
物
查
詢
服
務
系
統
﹂
查
詢

資
料
，
並
建
立
一
個
故
宮
文
物
南
遷
事
件

史
料
資
料
庫
。
本
文
內
容
就
是
筆
者
運
用

資
訊
與
通
信
技
術
在
南
遷
事
件
的
過
程
與

心
得
分
享
。

地
理
資
訊
的
蒐
集
、
呈
現
與
發
現

二○

一○

年
六
月
三
日
到
十
八
日
，
筆
者
有
幸
踩
踏
著
先
人
艱
辛
護
寶
所
遺
留
的
足
跡
，

參
加
了
﹁
溫
故
知
新─
重
走
文
物
南
遷
路
﹂
考
察
活
動
，
除
了
體
會
到
前
輩
為
國
寶
安
全

所
做
的
犧
牲
與
奉
獻
，
以
及
對
史
料
的
實
地
比
對
與
驗
證
外
，
也
獲
得
了
許
多
新
的
資
料

與
看
法
。
經
過
這
次
活
動
的
參
與
，
筆
者
將
運
用
資
訊
與
通
信
技
術
蒐
集
與
記
錄
史
料
的

過
程
與
心
得
整
理
出
來
，
作
為
田
野
調
查
研
究
方
法
的
參
考
。

時期 起迄時間 起點 終點 文物箱數

南遷 1933/2/6∼1937/8/13 北京 南京 19,557

西遷 1937/8/14∼1946/1/20 南京
巴縣（南路）、樂山
（中路）、峨嵋（北
路）

16,699

東歸 1946/1/21∼1947/12/8 重慶 南京 16,699

收復京庫 1945/9/3∼1948/5/10 南京 2,954

表1：南遷事件時期表

文
物
遷
移
暫
存
地
點
與
故
宮
駐
各
地

辦
事
處
位
置
是
南
遷
事
件
重
要
的
研
究
議

題
。
文
物
曾
經
到
過
哪
些
地
方
、
放
在
哪

些
建
築
裡
、
經
過
哪
些
路
線
、
押
運
文
物

的
人
在
哪
辦
公
等
等
，
是
本
次
考
察
活
動

想
要
解
開
的
謎
底
，
而
使
用G

oogle

地
圖

以
及G

P
S

軌
跡
記
錄
器
有
助
於
瞭
解
這
些

地
理
位
置
︵
註
二
︶

，
並
記
錄
這
些
地
理
資

訊
，
對
於
文
物
遷
移
路
線
有
較
好
的
呈
現

效
果
。

G
P

S

軌
跡
記
錄
器
在
本
次
活
動
發
揮

很
大
的
功
效
，
將
所
到
之
處
的
地
理
位

置
都
記
錄
下
來
，
除
了
有
助
於
日
後
於
電

腦
上
回
顧
本
次
田
野
考
察
路
線
外
，
對
於

日
後
要
再
返
回
該
地
點
也
有
了
資
訊
。
例

如
，
文
物
西
遷
時
期
在
北
路
、
中
路
與
南

路
遷
移
時
，
有
許
多
時
候
文
物
是
存
放
於

祠
堂
或
廟
宇
，
這
些
地
點
甚
為
偏
僻
，
不

容
易
找
到
。
例
如
：
北
路
的
陜
西
省
褒
城

縣
宗
營
鎮
的
馬
家
祠
堂
、
范
家
祠
堂
與
張

寨
大
廟
；
中
路
的
四
川
省
樂
山
縣
安
谷
鄉

古
佛
寺
、
朱
潘
劉
三
氏
祠
；
南
路
的
四
川

省
巴
縣
飛
仙
岩
等
，
這
些
地
點
都
在
農
村

田
野
或
高
山
峻
嶺
間
，
有
了G

P
S

資
料
，

就
可
以
在G

oogle

地
圖
上
清
楚
標
示
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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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一
到
圖
三
︶
。

G
P

S

軌
跡
記
錄
器
與G

oogle

地
圖
的

協
同
應
用
，
可
以
輕
易
繪
製
本
次
重
走

南
遷
路
活
動
的
路
線
圖
︵
圖
四
︶
。
特
別

是
寶
雞
到
漢
中
翻
越
秦
嶺
這
一
路
段
︵
圖

五
、
圖
六
︶
，
透
過G

oogle

衛
星
地
圖
，

可
以
清
楚
看
出
這
段
山
路
的
險
峻
，
視
覺

化
了
實
地
考
察
的
影
像
。

G
oogle

地
圖
上
豐
富
的
地
理
資
訊
也

提
供
了
很
好
的
參
考
價
值
。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三
月
故
宮
博
物
院
理
事
會
請
行
政
院
撥

款
建
築
倉
庫
儲
存
文
物
，
原
本
計
畫
在
重

慶
市
開
挖
一
個
可
容
納
一
萬
六
千
多
箱
的

齒
形
山
洞
作
為
文
物
保
存
庫
，
且
已
委
託

基
泰
工
程
司
評
估
設
計
，
後
來
因
故
未
能

施
行
。
筆
者
利
用
當
時
故
宮
打
算
在
重
慶

市
珊
瑚
壩
民
有
山
場
開
鑿
存
放
文
物
的
山

洞
設
計
圖
︵
圖
七
︶
，
在G

oogle

地
圖
的

地
點
進
行
比
對
，
發
現
圖
八
上
所
標
示
地

點
可
能
就
是
當
時
擬
開
鑿
山
洞
的
珊
瑚
壩

山
場
。地

球
地
貌
會
隨
著
時
間
改
變
，
而

地
理
位
置
的
名
稱
也
是
。
筆
者
在
國
史

館
查
到
當
時
設
立
於
漢
口
的
臨
時
辦
事
處

圖一　 故宮文物在西遷北路時曾安置於陜西省褒城縣宗營鎮范氏祠堂，畫面上的建築物是後
來重蓋的，本圖是該祠堂在Google地圖上的位置（依據GPS軌跡記錄器之記錄繪製）
／圖中照片為筆者攝

圖二　 故宮精選院字號八十箱文物在西遷南路時曾於四川省巴縣飛仙岩安置過，當年儲放的
倉庫已經不存在了，本地形圖是飛仙岩在Google地圖上的位置（依據GPS軌跡記錄器
之記錄繪製）／圖中照片為筆者攝

圖三　 故宮文物在西遷中路時曾於四川省樂山縣安古鎮古佛寺安置過，當年的寺院已經不
存在了，僅存畫面中的石碑，本地形圖是古佛寺遺址在Google地圖上的位置（依據
GPS軌跡記錄器之記錄繪製）／圖中照片為筆者攝

圖四　 重走南遷路考察活動在Google地圖上的路線圖，線條代表GPS記錄的點所連接而成，
顏色代表各段行程，相機符號部分為在該地點有攝影記錄（綠色S代表起點南京，紅色
E代表終點台北，依據GPS軌跡記錄器之記錄繪製）

圖五　 故宮文物在西遷北路寶雞縣到漢中市路段遷移之Google地形圖，紅色線為行經路線
（依據GPS軌跡記錄器之記錄繪製）

圖六　 西遷北路寶雞縣到漢中市路經秦嶺之Google衛星地圖，紅色線為行經路線（依據GPS
軌跡記錄器之記錄繪製）／圖中照片為筆者攝

詳
細
地
址
︵
圖
九
︶
，
文
件
是
國
立
北
平

故
宮
博
物
院
南
京
分
院
用
箋
，
日
期
是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
該
箋
內

容
是
通
知
相
關
單
位
有
關
本
院
在
漢
臨
時

辦
事
處
地
址
為
：
中
山
路
自
新
街
山
陜
里

十
五
號
。
然
而
從G

oogle

地
圖
上
查
詢
卻

查
無
此
地
址
，
推
測
可
能
是
漢
口
市
將
近

七
十
年
時
間
，
道
路
名
稱
有
很
大
的
異

動
。
如
果
能
借
閱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前
後
的

漢
口
市
地
圖
進
行
比
對
，
或
許
可
以
比
對

出
該
地
址
的
現
今
地
點
。

本
次
南
遷
地
點
的
考
察
有
許
多
疑
點

與
遺
憾
，
由
於
很
多
地
點
都
是
廟
宇
或
祠

堂
的
名
字
，
但
是
在
較
大
的
城
市
通
常
會

有
重
複
的
現
象
，
或
是
許
多
地
點
已
經
是

斷
垣
殘
壁
，
到
了
現
場
也
只
能
憑
想
像
推

測
可
能
的
情
形
。
例
如
，
文
物
在
西
遷
北

路
曾
暫
存
於
陜
西
省
寶
雞
縣
關
帝
廟
與
城

隍
廟
，
本
次
考
察
就
發
現
關
帝
廟
至
少
有

二
處
，
一
處
在
城
隍
廟
旁
，
另
一
處
在
秦

嶺
山
腳
下
。
雖
以
前
者
較
為
可
能
，
然
實

地
考
查
，
城
隍
廟
及
其
相
鄰
之
關
帝
廟
早

已
被
拆
除
，
做
為
印
刷
廠
與
賓
館
，
印
刷

廠
內
僅
存
一
只
疑
為
當
時
城
隍
廟
門
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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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故宮文物在西遷北路時曾於寶雞縣城隍廟安置過，圖為現址昊陽印刷廠在Google地圖
上的位置（依據GPS軌跡記錄器之記錄繪製）／圖中抱鼓形門墩照片為筆者攝

圖十一　 故宮文物在西遷北路時曾於寶雞縣關帝廟安置過，圖為現址西府賓館在Google地圖
上的位置（依據GPS軌跡記錄器之記錄繪製）／圖中照片為筆者攝

圖十二　 故宮文物在西遷北路時疑於寶雞縣秦嶺山腳下的關帝廟安置過，圖為該廟在Google地
圖上的位置（依據GPS軌跡記錄器之記錄繪製）／圖中照片為筆者攝

抱
鼓
形
門
墩
︵
圖
十
到
圖
十
二
︶
。

史
料
的
蒐
集
、
比
對
與
發
現

史
料
是
研
究
歷
史
的
基
本
材
料
，
其

品
質
的
好
壞
將
影
響
研
究
結
果
。
史
料
依

資
料
的
基
本
型
式
可
分
成
第
一
手
資
料
與

第
二
手
資
料
，
這
些
資
料
又
可
分
為
﹁
事

實
﹂
、
﹁
推
論
﹂
與
﹁
意
見
﹂
三
種
。
以

圖七　 重慶市珊瑚壩民有山場開鑿存放文物的山洞設計圖，故宮文物原先計劃在此保存（資料來源：國史館）

圖八　今日重慶市珊瑚壩位置（資料來源：Google地圖）

圖九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用箋─漢口臨時
辦事處詳細地址（資料來源：國史館）

現
今
資
料
存
在
的
形
式
則
可
分
為
數
位
與

非
數
位
二
種
，
前
者
意
指
資
料
以
電
子
形

式
存
在
，
需
要
電
子
設
備
方
能
讀
取
；
後

者
則
是
紙
本
或
實
物
，
不
需
要
電
子
設
備

即
可
閱
讀
。
瞭
解
史
料
的
分
類
有
助
於
將

蒐
集
到
的
各
種
資
料
進
行
分
類
與
整
理
，

而
且
可
協
助
事
實
差
異
性
比
對
時
的
佐
證

強
度
。利

用
資
訊
與
通
信
技
術
來
進
行
史

料
的
蒐
集
是
有
其
積
極
作
用
，
特
別
是
在

奠
定
基
礎
調
查
、
加
強
分
析
、
建
立
理
論

與
研
究
方
法
上
。
南
遷
事
件
的
史
料
來
源

非
常
多
元
，
此
次
重
走
南
遷
路
可
以
說
是

一
種
田
野
調
查
以
及
口
述
歷
史
的
實
踐
，

而
使
用
各
種
資
訊
與
通
信
技
術
來
蒐
集
資

料
，
像
是
以
數
位
攝
影
拍
攝
相
關
地
點
與

建
築
、
使
用
錄
音
筆
錄
下
南
遷
事
件
見
證

者
敘
述
當
時
的
情
形
、
以
錄
影
方
式
記
錄

音
像
資
料
與
利
用G

P
S

軌
跡
記
錄
器
記
錄

相
關
地
理
資
料
等
等
，
都
是
田
野
踏
查
形

式
研
究
的
資
料
蒐
集
方
式
。

網
路
上
的
電
子
資
料
庫
是
南
遷
事

件
史
料
的
重
要
來
源
之
一
，
使
用
者
只
要

具
備
基
本
的
資
訊
素
養
，
即
可
透
過
網
路

通
信
檢
索
與
存
取
網
路
上
龐
大
的
資
料
庫

系
統
資
源
。
舉
例
來
說
，
數
位
典
藏
聯
合

目
錄
就
是
一
個
很
好
的
資
料
庫
來
源
，
以

﹁
故
宮
文
物
﹂
為
關
鍵
字
在
檔
案
項
目
進

行
檢
索
後
發
現
，
在
國
史
館
﹁
蔣
中
正
總

統
文
物
﹂
中
多
筆
有
關
故
宮
的
資
料
，
進

入
﹁
國
史
館
館
藏
史
料
文
物
查
詢
服
務

系
統
﹂
以
﹁
故
宮
﹂
為
關
鍵
字
進
行
檢

索
發
現
許
多
內
政
部
的
檔
案
資
料
︵
圖

十
三
︶
。
特
別
是
從
網
路
上
檢
索
發
現
有

許
多
關
於
南
遷
事
件
時
蔣
中
正
總
統
的
電

文
，
包
括
：
文
物
南
遷
出
北
京
時
請
沿
途

軍
警
協
助
的
電
文
、
南
遷
儲
地
選
擇
的
電

文
、
與
張
繼
和
宋
子
文
電
文
往
返
討
論
有

關
文
物
南
遷
事
宜
等
等
，
顯
示
當
時
國
民

政
府
對
文
物
南
遷
的
重
視
與
大
力
協
助
。

史
料
蒐
集
瀏
覽
後
就
是
比
對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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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比
對
靠
得
是
研
究
者
閱
讀
這
些
蒐
集
到

的
史
料
，
發
現
其
蛛
絲
馬
跡
，
然
後
設
法

比
對
出
正
確
的
資
訊
。
例
如
，
向
斯
在
其

︽
故
宮
往
事
︾
中
整
理
出
一
份
南
遷
國
寶

的
重
要
展
覽
資
訊
，
其
中
將
全
國
第
二
次

美
術
展
覽
會
時
間
記
錄
成
一
九
三
七
年
一

月
，
也
沒
有
展
出
地
點
的
資
訊
。
筆
者
根

據
網
路
上
檢
索
的
線
索
並
交
叉
比
對
檔
案

資
料
，
發
現
該
展
應
由
教
育
部
主
辦
，
其

展
出
時
間
應
為
一
九
三
七
年
四
月
一
日
到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
展
出
地
點
疑
為
當
時
南

京
新
建
的
美
術
陳
列
館
，
故
宮
於
該
展
總

共
展
出
三
九
六
件
，
古
物
陳
列
所
展
出

十
六
件
文
物
，
共
計
四
百
一
十
二
件
。

此
外
，
南
遷
國
寶
在
出
國
展
部
分
，

一
般
廣
為
熟
知
的
是
倫
敦
中
國
藝
術
展
覽

會
與
蘇
聯
藝
術
展
覽
會
，
而
實
際
上
還
有

一
個
已
經
計
畫
與
選
件
，
但
是
因
武
漢
淪

陷
而
告
停
。
這
個
未
成
行
的
出
國
展
是
在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一
月
，
故
宮
奉
行
政
院
指

示
，
提
選
文
物
準
備
參
加
紐
約
世
界
博
覽

會
。
在
同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召
開
之
國
立
北

平
故
宮
博
物
院
第
三
屆
理
事
會
首
次
大

會
，
討
論
事
項
︵
一
︶
即
是
提
件
展
品
參

加
紐
約
國
際
博
覽
會
案
。
可
惜
最
後
因
為

戰
事
緊
急
而
未
成
行
。

在
該
次
會
議
記
錄
中
發
現
另
外
一

圖十三　 國史館館藏史料文物查詢服務系統，利用該系統可以查詢到許多關於故宮的檔案史料，本圖是以故宮為關鍵字檢索
內政部檔案之顯示畫面

圖十四　 故宮文物在西遷北路時曾在陜西省褒城縣宗營鎮范氏祠堂安置過，現僅存一角／照片中正在拍攝者是名攝影師莊靈，筆者攝

個
疑
問
，
即
是
到
底
文
物
在
西
遷
北
路

寶
雞
縣
時
究
竟
有
沒
有
放
在
山
洞
內
？
該

次
會
議
報
告
事
項
是
這
樣
紀
錄
的
﹁
在
寶

雞
者
，
則
提
選
精
品
運
往
成
都
，
次
等
運

存
漢
中
，
其
餘
仍
暫
存
寶
雞
山
洞
﹂
，
而

且
負
責
鑿
洞
的
西
安
行
營
也
有
請
款
的
紀

錄
，
但
是
在
︽
故
宮
文
物
避
寇
記
︾
中
只

提
到
九
座
山
洞
以
備
遷
移
文
物
，
但
洞
內

潮
濕
，
並
未
說
明
有
無
遷
入
。
而
那
志
良

先
生
在
︽
典
守
故
宮
國
寶
七
十
年
︾
中
則

是
提
到
山
洞
的
危
險
性
，
由
於
當
地
人

的
說
法
，
那
先
生
決
定
﹁
暫
時
決
不
遷

入
﹂
。
不
知
是
那
先
生
未
將
不
搬
入
山
洞

的
決
定
傳
達
給
馬
衡
院
長
？
亦
或
後
來
文

物
真
的
搬
入
山
洞
儲
放
？
有
待
進
一
步
釐

清
。

以
上
均
為
利
用
資
訊
與
通
信
技
術
蒐

集
資
料
的
一
些
成
果
，
再
比
對
所
蒐
集
第

一
手
或
第
二
手
史
料
所
發
現
的
問
題
與
真

相
。
然
而
是
否
可
以
再
透
過
資
訊
與
通
信

技
術
來
處
理
史
料
呢
？
筆
者
就
此
設
計
一

個
簡
單
的
資
料
庫
，
名
為
﹁
故
宮
文
物
南

遷
事
件
史
料
資
料
庫
﹂
，
是
儲
存
筆
者
分

解
史
料
與
記
錄
史
料
脈
絡
的
容
器
，
目
的

是
為
了
系
統
化
整
理
南
遷
事
件
史
料
的
資

料
，
利
用
資
料
庫
功
能
歸
納
出
有
用
的
資

訊
，
提
供
筆
者
比
較
各
種
資
料
敘
述
的
差

異
性
來
釐
清
一
些
問
題
，
以
求
獲
得
接
近

真
相
的
知
識
，
達
成
研
究
的
目
的
。
由
於

資
料
庫
仍
在
建
置
，
資
料
也
還
在
陸
續
輸

入
，
目
前
並
沒
有
顯
著
的
成
果
。

影
音
資
料
的
取
得
與
利
用

本
次
重
走
文
物
南
遷
路
考
察
活
動
的

一
大
特
色
是
：
大
量
使
用
數
位
相
機
為
資

料
蒐
集
工
具
，
每
個
參
與
活
動
者
至
少
攜

帶
一
台
甚
至
二
台
數
位
相
機
，
也
有
多
人

使
用
錄
音
筆
錄
下
當
事
人
重
要
談
話
，
隨

行
更
有
媒
體
攝
影
記
者
跟
拍
，
而
台
灣
團

成
員
更
有
音
像
紀
錄
團
隊
隨
團
記
錄
，
說

明
大
家
對
於
田
野
考
察
時
影
音
資
料
蒐
集

的
重
視
程
度
。

由
於
影
音
數
位
設
備
的
普
級
與
便
利

性
，
以
及
大
家
對
資
料
品
質
的
要
求
，
所

蒐
集
到
的
影
音
資
料
也
變
得
非
常
龐
大
。

筆
者
目
前
蒐
集
台
灣
團
成
員
所
拍
攝
的
影

像
已
經
超
過
六
十G

B

，
這
還
不
包
括
錄
影

與
錄
音
的
資
料
量
，
可
見
資
訊
與
通
信
技

術
應
用
在
田
野
踏
查
形
式
的
研
究
，
所
採

集
的
影
音
史
料
資
料
量
非
常
驚
人
。
但
是

相
對
的
，
研
究
者
對
於
這
些
採
集
到
的
音

影
資
料
，
要
花
更
多
的
時
間
進
行
閱
覽
、

整
理
與
分
類
，
也
是
一
項
龐
大
的
工
程
。

研
究
者
通
常
是
有
意
識
的
對
某
個
主

題
去
採
集
影
音
資
料
，
其
目
的
是
為
了
日

後
的
應
用
。
本
次
考
察
活
動
的
照
片
大
部

分
都
是
筆
者
認
為
可
以
用
來
記
錄
、
比
對

與
瞭
解
現
況
所
拍
攝
，
以
下
用
幾
個
例
子

說
明
。

︵
一
︶ 

故
宮
文
物
自
北
京
運
到
南
京
之

南
遷
時
期
是
利
用
火
車
運
輸
，

分
五
批
將
裝
箱
文
物
先
運
到
浦
口

車
站
，
最
後
決
定
分
儲
京
、
滬
兩

地
，
古
物
與
圖
書
兩
館
文
物
箱
件

上
船
運
往
上
海
，
文
獻
館
文
物
則

是
渡
江
運
存
南
京
市
行
政
院
大
禮

堂
。
但
究
竟
是
怎
麼
從
浦
口
車
站

運
往
京
、
滬
，
迄
今
仍
不
清
楚
，

推
測
可
能
是
利
用
火
車
渡
輪
運

送
。
運
滬
者
，
直
接
從
浦
口
車
站

將
火
車
駛
向
浦
口
火
車
渡
輪
專
用

碼
頭
，
裝
船
後
駛
向
上
海
。
運
京

者
，
則
是
從
浦
口
火
車
渡
輪
碼
頭

先
運
到
對
岸
老
江
口
火
車
渡
輪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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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的資訊與通信技術之運用

備註

1.  GPS是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的縮

寫，GPS軌跡記錄器是透過接收該衛星系統的訊號來判斷所

在為置，最少需要3顆衛星的訊號，即可獲得經緯度與海拔

高度的資訊。

2.  Google地圖（Google maps）搜尋服務是Google公司

提供眾多的服務之一，網址http://maps.google.com/

maps。Google是一家網路公司，其任務是「組織網路上

無窮無盡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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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
，
駛
向
下
關
車
站
後
，
利
用
卡

車
搬
運
到
行
政
院
大
禮
堂
︵
見
本

期
，
頁
八
一
︶
。

︵
二
︶ 

西
遷
北
路
寶
雞
到
漢
中
所
拍
攝
的

許
多
照
片
可
以
與
︽
故
宮
七
十
星

圖十六　 漢中到成都，今日的木船渡河碼頭／照片為筆者攝

圖十七　  舊川陜公路千佛崖路段一角之Google衛星地圖(圖中照片是嘉陵江岸邊之舊川陜公路路基）（依據GPS軌跡記
錄器之記錄繪製）／圖中照片為筆者攝

圖十五　圖為通往范氏祠堂的田間道路/照片為筆者攝

霜
︾
書
中
的
場
景
對
比
，
從
今
日

秦
嶺
的
公
路
路
況
看
來
，
可
以
想

像
當
時
以
老
舊
車
輛
在
大
雪
中
翻

越
秦
嶺
是
多
麼
艱
辛 

︵
見
本
期
，

頁
三
六
︶
。

︵
三
︶ 

漢
中
儲
存
文
物
的
地
點
之
一
范
氏

祠
堂
位
於
農
村
之
中
，
目
前
是
一

家
清
潔
用
具
製
作
工
廠
，
當
時
僅

存
的
建
築
如
圖
十
四
，
而
圖
十
五

則
是
前
往
范
氏
祠
堂
所
經
過
的
田

間
道
路
，
現
在
都
已
鋪
設
水
泥
路

面
。

︵
四
︶ 

漢
中
到
成
都
一
段
，
有
許
多
是
沒

有
橋
過
河
的
，
必
需
整
車
開
上
木

船
，
再
擺
渡
過
河
。
圖
十
六
則
是

筆
者
在
車
上
拍
攝
到
類
似
當
時

渡
江
碼
頭
與
木
船
畫
面
。
圖
十
七

是
舊
川
陜
公
路
千
佛
崖
路
段
一
角

衛
星
定
位
圖
，
當
時
為
了
搬
運
文

物
，
特
別
修
補
了
川
陜
公
路
，
因

此
千
佛
崖
靠
近
路
面
的
部
分
遭
受

到
破
壞
。

透
過
圖
像
畫
面
的
比
較
，
我
們
可
以

試
著
重
建
現
場
，
推
測
當
時
事
件
發
生
的

可
能
情
形
，
有
助
於
了
解
歷
史
的
真
相
。

結
語

本
次
的
考
察
活
動
筆
者
發
現
應
用

資
訊
與
通
信
技
術
於
田
野
調
查
史
料
的
蒐

集
是
非
常
有
用
的
，
不
管
是
地
理
資
訊
的

紀
錄
，
或
是
相
關
影
音
資
料
的
採
集
，
對

於
日
後
的
研
究
都
有
非
常
大
的
幫
助
。
其

次
，
利
用
網
路
電
子
資
料
庫
蒐
集
史
料
是

一
個
趨
勢
，
有
許
多
新
的
發
現
在
不
同
的

資
料
脈
絡
中
被
發
掘
出
來
。
而
利
用
資
料

庫
儲
存
史
料
，
是
筆
者
希
望
從
採
集
與
分

解
史
料
成
有
關
的
資
料
，
從
原
始
資
料
處

理
成
資
訊
，
再
吸
收
成
為
知
識
，
利
用
資

料
庫
的
工
具
來
達
成
史
料
知
識
化
目
的
。

未
來
利
用
資
訊
與
通
信
技
術
於
研
究

可
以
結
合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
比
對
古
今
地

圖
與
空
照
圖
，
供
相
關
文
物
遷
移
路
線
的

研
究
參
考
。
此
外
，
建
置
南
遷
事
件
關
係

人
的
人
名
權
威
檔
，
發
掘
、
儲
存
與
利
用

更
多
當
事
者
的
生
平
，
有
利
於
對
史
料
的

了
解
。
最
後
筆
者
認
為
將
更
多
第
一
手
紙

本
史
料
進
行
數
位
化
，
並
於
網
路
上
公
開

是
有
助
於
南
遷
事
件
研
究
的
擴
展
。

後
續
筆
者
也
將
持
續
蒐
集
南
遷
事

件
史
料
，
並
對
本
次
重
走
文
物
南
遷
路
所

採
集
的
資
料
再
重
組
與
利
用
，
嘗
試
資
訊

與
通
信
技
術
應
用
於
研
究
上
的
各
種
可

能
。

作
者
現
為
器
物
處
助
理
研
究
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