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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擬以乾隆朝的官窯瓷器作為研究觀察的基礎素材，從中探討在以帝王為中⼼的

產造與典藏脈絡中，乾隆皇帝如何透過他賦予當朝及古代官窯的種種想法，來呈現他思及做
為聖王的理想。 

 所謂聖王理想，如果從施政理念著眼，可以在《清⾼宗御製詩⽂集》中發現乾隆皇帝

陳述其追隨古代聖王腳步的想法。亦即：「⾃昔聖帝明王以堯舜為極」，以及「夫⼦歷論堯
舜禹湯武王授受之旨」等，⽽得知他其實是繼承康熙和雍正兩位皇帝以⼆帝、三王作為施政
楷模的理念。但是在這⼆帝、三王之中，我們又從其探討「允執厥中」意義時特別指出：
「故⼤舜之執兩⽤中，非⼤舜⾃⽤其中也。彼兩端之間⾃有其⼀定不移之中，⽽舜適⽤之，
會眾善於⼀⼼⽽無已。」以及他也以「舜明於庶物，察於⼈倫，由仁義⾏，非⾏仁義也」作
為篇名，闡述舜之所以成為聖王的理由。就連為其個⼈居所命名時，亦不忘將之比附至⼤
舜，所謂：「余有書屋數間，清爽幽靜。山⽔之趣、琴鶴之玩，時呈於前。菜圃數畦，桃花
滿林，堪以寓⽬，顏之曰樂善堂者，蓋取⼤舜樂取於⼈以為善之意也。夫孝弟仁義乃所謂善
也，⼈能孝以養親，弟以敬長。仁以恤下，義以事上……。是故⼤舜聖⼈也，猶存虛受之

⼼，聞⼀善⾔，若決江河。」由此可⾒，乾隆皇帝因推崇⼤舜，故不時將⼤舜提出來以作為
⾃勉效法的對象。 

 那麼與此理念相符，展現於⽂化事業上的企圖⼼，正是盡其可能地運⽤各種⼿段，賦

予他所經⼿處理的產造和典藏，成為⼀個⾜以與聖⼈德⾏相通的規模。除此之外，因特重⼤
舜，為追慕「夫⼤舜之取諸耕稼陶漁之善」的事蹟，影響所及，讓乾隆皇帝在產造脈絡中，
遂遠比康熙和雍正兩位皇帝更加重視陶瓷⼀項。特別是因乾隆皇帝格外關注官窯瓷器的品
質、燒造經費和運作機制等，不僅讓乾隆皇帝推動官窯產燒的本身具有呼應⼤舜「河濱遺
範」的典範︔同時因乾隆皇帝也將官窯產燒出來的當朝製品當作典藏品來加以收藏，故讓當
朝製品在透過和清宮舊藏歷代名窯並陳的典藏⽅式中，份外顯得身價不斐。 

 另⼀⽅⾯，為加強陳述其追溯聖⼈德⾏的想法，乾隆皇帝遂於清宮舊藏瓷器上加刻御

製詩。讓⼀個舊典藏因有御製詩的加注，⽽重新擁有全新的意涵。這層意涵透過他在御製詩
中有關「我於重華窺其義」和「⼟硎之德」的陳述，⽽流露出乾隆皇帝也將典藏陶瓷看成是
同樣具有宣揚 「河濱遺範」的⼀種途徑。從中不僅呈現出乾隆皇帝個⼈對於「河濱遺範」

獨到的詮釋，同時也通過該批古陶瓷所具備如同個⼈品牌的御製詩標記，⽽讓他經⼿組裝和
重建出來的清宮典藏具有不凡的意義。最後再透過這層意義的推廣與宣揚，讓坐擁古代與當
朝瓷器的乾隆皇帝，完全能夠運⽤典藏來追求「希賢、希聖、希天之意」的理想，⽽此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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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境界，除了與古聖⼈相輝映之外，亦有形塑其正⾯形象，加強推廣他思及做為⼀位聖
王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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