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宮聲音再導航 

 

第十七課 御筆文淵閣記玉冊         嘉賓: 蔣得莊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研究員 

 

青玉文淵閣記冊 (圖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提供) 

 

文淵閣，於明太祖朱元璋時，始建於南京，功用主要是藏書、編書，並用作“天

子講讀之所”，亦是閣臣入直辦事之所，逐漸演變成為秘閣禁地，有著內閣之稱。

明正統十四年(1449 年)，南京故宮發生火災，文淵閣及其所藏書籍皆被付之一炬。 

清代在政治制度上多沿襲明制，但文淵閣卻始終只有其名，並無文淵閣實體建

築存在。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乾隆皇帝下詔開設“四庫全書館”，編纂《四庫全

書》。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下詔興建藏書樓，四十年(1775 年)，文淵閣仿效天

一閣的規制正式動工，四十一年(1776 年)建成。 

乾隆皇帝親自撰寫的“文淵閣記”，內容簡單敘述了徵書及興辦四庫的過程，

以及建造文淵閣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