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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禄琳琅】 

乾隆与天禄琳琅 

谢 非 

 康雍乾皇帝家庭祖孙三代 

在中国历史上的数百位皇帝中，乾隆皇帝爱新

觉罗·弘历绝对位于最著名之列，他创造了多项纪

录：在位时间最久、掌权时间最长、寿命最高„„

统而言之：最有福气。他的人生近乎完美。爷爷是

皇帝，父亲是亲王，后来入继大统。自己从小受皇

爷爷宠爱，十三岁就被内定为储君，二十三岁晋封

亲王，二十五岁风华正茂之时，在太平盛世中毫无

惊险地接班登基，从此作为国家统治者当了六十年

皇帝和四年太上皇，半个世纪还多十四年，零头都

超过其父雍正帝在位年限。漫长的掌权岁月里，大 

权不曾有一日旁落，亲历清王朝最鼎盛之时，最终以八十九岁高龄安然辞世。作

为十八世纪的古代人，享年超出当今世界最发达国家人均寿命一大截。论超长待

机时间，古今中外帝王中能和他相比的，大概只有法国十八世纪的太阳王路易十

四（在位 72 年，享年 77 岁）、前不久刚去世的泰国国王拉玛九世（在位 70 年，

享年 89 岁）以及当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今年 90 岁，已在位 64 年）。 

青年乾隆 老年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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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就是史上第一大官二代加富二代，虽然不见得“高”（或许骑射民

族长太高反而不利于骑马），看其画像也不是太“帅”（即使如此想来那时也没

人敢说，比他更帅的男人在当时也不会比他有更多的美女投怀送抱），但“富”

有四海确是千真万确，毫不含糊的。而这位二

代子弟并非只会“拼爹”，其个人才能也有目

共睹，琴棋书画即使不是样样精通，也算件件

熟悉，雅好文艺、风流倜傥在古今中外的帝王

中实属难找。他的诗数量之多据说超过存世

《全唐诗》数量总和（虽然被认为水平不高），

又通满、汉、蒙古、藏、维吾尔语，且善骑射，

可谓多才多艺、文武双全。同时还有着一颗“耽

美”之心，选任臣僚除了才干、人品、出身等基本条件外，相貌气质也是重要指

标。似乎可以说，乾隆手下的亲近大臣，未见得长得漂亮的就一定提拔重用，但

长得不好的肯定难得委以重任。即便才华横溢如纪晓岚，也在《阅微草堂笔记》

中借机抱怨皇帝任命大臣颇以相貌为重，自己这种才德威望俱佳但相貌不佳的大

臣不见大用1。虽有才但德性恶劣的和珅却能贵为宰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呼

风唤雨二十余载，除去其余种种因由之外，和珅是著名美男子据说也是重要因素。 

生得有福，过得顺畅，活得精彩，乾隆皇帝洋洋得意地自诩为“十全武功”

的“十全老人”。这位“十全老人”不唯有武功，文治亦为好手，他的古籍善本

收藏也是史上有名，清代藏书家辈出，弘历本人也算其中一大家。他在位时期，

紫禁城里的藏书楼星罗棋布，有人评价为“宫中无处不藏书”。而他最青睐的宋

元明善本全都放在乾清宫的东小殿昭仁殿，据学者研究，总量在 400 部以上，此

殿可谓清代皇家善本书库。乾隆为其题匾“天禄琳琅”，其中藏书编为《天禄琳

琅书目》，“天禄”之名是向汉代的皇家藏书楼天禄阁致敬。当年刘邦率军攻陷秦

朝都城咸阳，手下忙于敛财，刘邦本人也一度沉迷声色，只有大谋士萧何没有被

胜利冲昏头脑，不去抢钱享乐，而是忙着收集秦宫中收藏的舆图、档案、书籍，

                                                                 
1可参见张伟丽《<阅微草堂笔记>志怪特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241 页。  

和绅 纪晓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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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之视为重要的情报资源，带着这些文献随刘邦大军转战各地。后来汉朝建立，

萧何当了丞相，在他主持下修建了三座皇家藏书楼：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

奠定了皇家藏书楼和档案馆制度，所以后世往往以“石渠”“天禄”指代皇家藏

书之处，大内秘籍常被美誉为“石渠宝笈”。“琳琅”也就是“琳琅满目”之意，

乾隆是在炫耀他的藏书丰富多彩。 

 
 乾清宫平面图 

 

 

 
 昭仁殿内景                           《天禄琳琅书目》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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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仁殿正面  存放天禄琳琅藏书之清宫昭仁殿 

（以上两图摘自《天禄琳琅研究》卷首图版，刘蔷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9 月出版 ） 

 

 

 

 昭仁殿院落后侧面  

 

 

 
       昭仁殿院落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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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题昭仁殿诗》 

 天禄琳琅排架图 

他的这些善本珍藏，不仅版本珍贵、数量巨大，而且经

过统一规格的重新装潢，制作了精美的函套书盒，不论书本

身还是其包装、贮藏之所、日常管理都极其高端，堪称清代

图书馆界的行业先锋。每种书卷首都加盖”天禄琳琅”藏书

章，以及三方玉玺：“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

宝”“太上皇帝之宝”，分别是乾隆七十大寿、八十大寿、八

十五岁退位作太上皇时所镌之玺。这三个玺印尺寸很大，每

方都是边长 8cm 的正方形，三个大印自上而下依次码放，几

乎占满一页篇幅——这也成为乾隆藏书的标志，但凡看到这

三个大印就知道这本书曾经是乾隆的珍藏，身价倍增。不过

也有人说这三个章面积太大，喧宾夺主，分明是乾隆为了炫耀实力破坏了原书的

页面效果，盖藏书章却有“毁书”之嫌，不禁讥讽乾隆帝的狂妄自大。 

尽管天禄琳琅位于皇宫之中，是全天下资金最雄厚、设备最完善、戒备最森

严的藏书楼。但天有不测风云，嘉庆二年（1797）冬，乾清宫失火。古时冬季取

暖烧薪炭，中国建筑又是木制结构极易燃，古代又没有消防栓和救火车，灭火水

平很低，即使在皇宫大内人们也只能望火兴叹，等着烧完火势自灭而已。所以这

 乾隆藏书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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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火灾乾清宫被全部烧毁，天禄琳琅的大部分藏书也付之一炬。时已退居太上皇

的老乾隆痛心不已，刚登基不久的嘉庆帝也是诚惶诚恐地为老爷子重建乾清宫，

再行搜罗书籍充实天禄琳琅，又收集了 600 多部珍稀善本作为重建的天禄琳琅藏

书，编为《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这些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被留居紫禁城的废帝

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的名义陆续带出宫中，后来随着溥仪辗转各地，多有散卖至

坊间者，从皇家秘藏变为流落民间的珍宝，星散各地。 

现已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 317 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 270 部，另有全国

十余省及境外几国共 50 处公私藏家凡百余部，每年古籍拍卖会等场合亦偶有新

品种现身。 

 

 国家图书馆藏几种天禄琳琅善本古籍，皆为经典的彩色花纹图案装帧，美观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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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物介绍】 

天禄琳琅笔记本 以天禄琳琅藏书经典彩色花纹书衣图案作为封面封底，精装硬

壳，尺寸为 26.8×18.9cm，相当于 16K 书籍。 

 

 
空白笔记页凡 80 张（双面共 160 页），每隔十张即有一幅国图藏天禄琳琅善本高清书影。 

做笔记、写日记时亦可欣赏古书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