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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1654-1722︔1661-1722在位）沖齡繼位，開啟了長達⼀百

三⼗多年康雍乾盛世的先聲，是中國歷史上⽂治武功成就最⾼的君主之⼀。後世史家謂康熙
⼀⽣「雖曰守成，實同開創」。康熙朝的諸多舉措，為清皇朝奠下規範性基礎，尤對其後乾
隆時期的⽂教政策更是影響深遠。 

 史上的宮廷刻帖活動，繼兩宋發起之後，直到清代才又再度盛⾏。但兩宋宮廷刻帖以

摹勒內府所藏書法名蹟為主，清代則將重點放在複製刊刻帝王書蹟。康熙⼆⼗九年
（1690），將內務府原名「⽂書館」的單位改稱「御書處」，專事刻拓御筆法帖，此後直至

道光⼆⼗三年(1843)裁撤併入武英殿修書處為⽌，御書處職掌⼀直以收存皇帝御筆親書為

主，旁及摹搨御筆書蹟，與受命刻拓各類法帖，成為史上唯⼀專責刻帖，並統御數處專⾨作
坊，具有相當規模的官⽅刻帖單位。 

 盛清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代，內府刊刻法帖數量堪

稱史上之冠。清代的內府刻帖活動極其活躍，所刻類型，包含帝王御筆書蹟、內府所藏歷代
書法名蹟、重定翻刻古代名帖，與本朝臣⼯書蹟等。據中國第⼀歷史檔案館藏《奏報武英殿
空閒庫存放列聖御筆及臣⼯所書⽯刻折》，光緒七年(1881)時整理原先在｢御書處房後迤

南，西華⾨內西南角樓下排列」的帖⽯。當時統計帖⽯數量，有｢列聖御筆及臣⼯所書，共

計⼤⼩⽯刻三千九百⼆⼗六塊」。這還不含其他嵌入各處園林宮殿廊壁的帖⽯數量，反映了
清代空前絕後的宮廷專⾨刻帖單位御書處刻⽯業績之驚⼈！然⽽，至今卻甚少研究專論清代
宮廷的刻帖活動與現象。不但負責此項⼯作的御書處，相關研究⼀直零散夾雜在武英殿修書
處或其他清代中央官刻圖書主題之間︔且因御書處與武英殿修書處位名稱近似，執掌性質亦
有通同，極易混淆。學界對清代帝王刻帖現象的探究，除對乾隆時期欽定法帖的單⼀介紹
外，也尚未試圖更進⼀步做出較完整的研究論述。 

 近年乾隆時期藝⽂活動吸引學界諸多關注，但乾隆皇帝(1711-1799)⽂治⽅⾯的種種作

為和政策⽅針定向，卻早在康熙⼀朝，即有明顯契機可循。在乾隆時期刊刻多部以考證精
詳，刻⼯繁複，品⽬多樣聞名於世的多部⼤型法帖前，清代內府宮廷刻帖活動，其實早在康
熙時即已啟動，且逐步建⽴了原則體例。相對於乾隆朝刻帖標準操作流程的幾近完備，康熙
朝宮廷刻帖，尚能考察到草創階段的演進過程。康熙朝的宮廷刻帖活動在製作的重點上有⼀
極⼤的轉彎，最早的刻帖，僅是留置於內廷的書法通史性質⼤部頭叢帖，後來出品的主流，
卻是對外賞賜，宣揚皇帝個⼈書學⽂筆等涵養的御筆法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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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欲透過⽂獻考察與作品分析，結合檔案資料，整理康熙年間宮廷刻帖活動，探

究背後政治意圖，與對乾隆朝⽂化事業的關聯影響，經由觀察法帖製作脈絡與選帖編排，解
讀皇帝個⼈藉由法帖書籍，將御筆御製⽂流傳天下的情況，以及清代帝王利⽤漢族傳統對御
筆的尊崇，刻意以皇帝明星身分，利⽤刻帖⼤量複製御筆書蹟賞賜，以做為攏絡⼠⼈，安定
天下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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