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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大
典
猶
看
永
樂
傳
，
搜
羅
頗
見
費
心
堅
，
兼
收
釋
道
欠
精
覈
，
久
閱
滄
桑
惜
弗
全
。

未
免
取
裁
失
蹖
駮
，
要
資
稽
古
得
尋
沿
，
貪
多
遂
致
六
書
混
，
割
裂
都
緣
正
韻
牽
。

彼
有
別
謀
漫
深
論
，
我
惟
愛
古
命
重
編
，
詞
林
排
次
俾
分
任
，
綸
閣
鉛
黃
更
總
研
。

何
不
可
徵
惟
杞
宋
，
寧
容
少
誤
致
天
淵
，
崇
文
籍
以
備
四
庫
，
摛
什
因
而
示
萬
年
。

                                                            

︽
清
高
宗
御
製
詩
四
集
︾
，
卷
十
一
︿
命
校
永
樂
大
典
因
成
八
韻
示
意
﹀

盛
世
崇
文　

恢
宏
鉅
典—

　
　

清
代
文
淵
閣
及
其
︽
四
庫
全
書
︾

鄭
永
昌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
一
七
七
二
︶
正

月
初
四
日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向
全
國
總

督
、
巡
撫
發
佈
了
一
道
徵
書
諭
旨
，
下
令

各
省
官
員
細
心
搜
訪
遺
書
，
不
論
刻
本
鈔

本
，
隨
時
進
呈
，
期
充
石
渠
天
祿
之
儲
。

此
道
諭
旨
，
成
為
日
後
設
館
編
修
︽
四

庫
全
書
︾
的
先
聲
。
同
年
十
一
月
間
，
當

安
徽
學
政
朱
筠
奏
請
重
新
校
覈
︽
永
樂
大

典
︾
，
不
意
引
起
清
高
宗
對
重
新
編
書
的

興
趣
，
而
當
清
高
宗
隨
意
翻
閱
︽
永
樂
大

典
︾
首
函
之
際
，
即
發
現
其
中
所
收
書
冊

雖
稱
浩
博
，
亦
多
世
不
經
見
之
書
，
但
各

部
體
例
區
別
不
清
、
取
材
駁
雜
、
貪
多
務

得
，
其
中
尤
對
大
典
內
經
、
史
皆
依
韻
編

次
，
又
釋
道
並
舉
一
函
深
感
不
滿
。
因
此

下
令
大
學
士
率
領
翰
林
官
員
數
十
人
，
依

經
、
史
、
子
、
集
各
部
分
類
，
蒐
書
抄

錄
，
重
行
校
勘
編
纂
，
令
取
︽
四
庫
全

書
︾
之
名
，
正
式
開
啟
乾
隆
中
期
動
員
全

國
進
行
修
書
的
盛
大
活
動
。
引
詩
文
，
即

是
張
貼
在
文
淵
閣
下
層
牆
壁
上
的
清
高
宗

︽
四
庫
全
書
︾
的
編
纂
與
文
淵
閣

的
修
建︽

四
庫
全
書
︾
是
中
國
歷
史
上
規

模
最
大
、
卷
帙
最
多
的
一
部
叢
書
。
它
不

僅
聚
集
了
十
八
世
紀
以
前
中
國
古
書
的
精

品
，
同
時
也
保
存
了
許
多
可
能
早
已
散

御
題
詩
句
，
從
中
反
映
出
清
高
宗
對
︽
永

樂
大
典
︾
編
纂
體
例
的
不
滿
，
銳
意
敕
修

巨
典
以
昭
崇
文
，
以
期
嘉
惠
後
世
士
人
的

文
治
理
念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為
慶
祝
民

國
建
國
百
年
，
推
出
﹁
精
彩
一
百  

國
寶
總

動
員
﹂
特
展
，
精
選
院
藏
百
種
國
寶
級
文

物
，
其
中
響
譽
中
外
，
存
世
僅
此
一
部
的

文
淵
閣
本
︽
四
庫
全
書
︾
，
將
透
過
全
新

的
展
示
手
法
，
以
饗
來
院
參
觀
民
眾
。
其

中
除
已
多
次
展
出
的
︽
四
庫
全
書
提
要
︾

外
，
而
︽
文
淵
閣
陳
設
冊
︾
與
︽
文
淵
閣

陳
設
圖
︾
則
是
首
次
公
開
展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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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
的
古
籍
，
堪
稱
中
國
文
化
史
上
一
次
重

大
的
文
獻
整
理
活
動
。
自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
一
七
七
三
︶
二
月
四
庫
館
開
館
，
正

式
展
開
︽
四
庫
全
書
︾
編
纂
工
作
，
直
到

乾
隆
五
十
二
年
︵
一
七
八
七
︶
四
月
總
計

七
部
︽
四
庫
全
書
︾
抄
錄
完
竣
，
參
與
編

纂
與
抄
寫
人
員
，
從
總
裁
、
副
總
裁
、
總

閱
、
總
纂
、
總
校
、
提
調
、
分
校
、
收

掌
、
謄
錄
，
以
至
書
手
等
，
即
多
達
四
千

人
。
全
書
分
經
、
史
、
子
、
集
四
大
部
，

共
四
十
四
類
，
收
錄
圖
書
三
千
四
百
餘

種
，
計
三
萬
六
千
餘
冊
。

由
於
︽
四
庫
全
書
︾
卷
帙
浩
繁
，

當
時
僅
抄
錄
七
部
，
並
分
別
獨
立
建
閣
貯

存
，
包
括
；
北
京
紫
禁
城
的
文
淵
閣
、
盛

京
︵
今
瀋
陽
︶
的
文
溯
閣
、
圓
明
園
文
源

閣
以
及
熱
河
避
暑
山
莊
的
文
津
閣
，
因
其

地
處
宮
禁
內
苑
，
故
稱
﹁
內
廷
四
閣
﹂
，

而
以
其
地
皆
居
於
北
，
故
合
稱
﹁
北
四

閣
﹂
；
至
南
方
江
浙
地
區
被
稱
為
﹁
江
南

三
閣
﹂
或
﹁
南
三
閣
﹂
的
，
分
別
是
揚
州

大
觀
堂
的
文
匯
閣
、
鎮
江
金
山
寺
的
文
宗

閣
與
杭
州
聖
因
寺
的
文
瀾
閣
。
四
庫
七
閣

的
建
立
，
不
僅
標
誌
著
清
高
宗
為
貫
徹
個

人
意
志
的
極
至
企
圖
心
，
更
是
象
徵
著
乾

隆
朝
盛
世
文
治
步
上
高
峰
時
代
的
來
臨
。

上
述
四
庫
七
閣
中
，
文
淵
閣
因
其
位

居
北
京
紫
禁
城
大
內
，
不
僅
突
顯
出
其
屬

於
皇
家
藏
書
樓
的
最
高
地
位
；
也
因
為
其

存
放
大
內
之
故
，
在
抄
寫
與
校
勘
過
程
更

被
予
以
嚴
格
要
求
，
因
此
相
較
他
本
︽
四

庫
全
書
︾
更
為
精
良
，
其
精
善
程
度
堪
稱

七
閣
之
冠
；
另
方
面
，
由
於
文
淵
閣
︽
四

庫
全
書
︾
為
七
部
中
最
早
繕
寫
完
畢
的
一

套
，
因
此
在
裝
幀
形
式
、
封
面
設
計
、
紙

張
使
用
、
字
體
選
擇
，
甚
至
閣
內
排
架
方

式
，
皆
對
其
後
各
部
庋
藏
與
印
製
扮
演
引

領
的
角
色
與
地
位
。

根
據
吳
哲
夫
先
生
︽
四
庫
全
書
纂
修

之
研
究
︾
一
書
指
出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現
藏
文
淵
閣
本
︽
四
庫
全
書
︾
經
清
點
實

為
三
萬
六
千
三
百
八
十
一
冊
，
完
成
於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
一
七
八
二
︶
十
二
月
初
。

乾
隆
四
十
七
年
︵
一
七
八
三
︶
清
高
宗
在

一
首
︿
經
筵
畢
文
淵
閣
賜
宴
詩
﹀
中
，
充

份
流
露
出
第
一
部
︽
四
庫
全
書
︾
告
蕆
並

入
藏
文
淵
閣
面
對
群
臣
內
心
志
得
意
滿
的

心
情
：

︙
︙

庫
四
群
欣
瞻
有
蕆
，
奉
三
我
自
凜
無
私
，

繁
於
永
樂
醇
於
典
，
嘉
矣
儒
臣
善
副
期
。

百
年
禮
樂
合
興
哉
！
禮
樂
原
從
經
史
來
，

溯
此
津
源
淵
已
得
，
述
茲
言
行
得
猶
該
。

︙
︙

從
來
舉
事
待
時
節
，
四
庫
修
書
未
預
籌
，

癸
巳
經
營
謂
遲
也
，
壬
寅
慶
落
可
歌
不
？

副
吾
志
矣
志
誠
愜
，
勵
我
為
哉
為
正
悠
。

迴
憶
四
章
吟
翰
苑
，
即
今
宴
祇
一
人
留
。

上
引
詩
文
不
僅
見
證
︽
四
庫
全
書
︾

纂
修
活
動
初
步
階
段
的
完
成
，
更
重
要

是
終
於
落
實
清
高
宗
在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
一
七
七
四
︶
︽
文
淵
閣
記
︾
中
提
到
纂

修
四
庫
是
為
天
地
立
心
、
為
生
民
立
命
、

為
往
聖
繼
絕
學
的
抱
負
。
為
了
紀
念
第
一

部
︽
四
庫
全
書
︾
的
誕
生
，
清
高
宗
既
在

閣
上
宴
請
大
僚
，
其
後
更
將
此
詩
刻
碑
紀

念
，
並
置
於
文
淵
閣
東
側
碑
亭
上
。

耗
時
十
年
，
總
計
三
萬
餘
冊
的
︽
四

庫
全
書
︾
該
如
何
放
置
？
早
在
纂
修
四
庫

活
動
展
開
伊
始
，
清
高
宗
即
已
著
手
對
藏

書
閣
構
築
進
行
規
劃
，
尤
其
禁
宮
內
衙
署

眾
多
，
星
羅
棋
佈
，
空
間
實
屬
有
限
。
惟

最
終
選
定
在
文
華
殿
後
興
建
文
淵
閣
，
作

為
庋
藏
第
一
部
︽
四
庫
全
書
︾
的
歸
宿
。

事
實
上
，
清
高
宗
之
所
以
選
定
文
華
殿
後

方
興
建
文
淵
閣
不
無
道
理
。
文
華
殿
自
明

代
以
來
，
每
逢
春
、
秋
兩
季
在
此
地
舉
行

講
學
，
稱
為
﹁
經
筵
﹂
。
君
主
與
學
識
豐

富
的
大
臣
蒞
臨
相
互
講
學
切
磋
，
其
後
建

文
淵
閣
庋
放
︽
四
庫
全
書
︾
，
正
恰
當
地

發
揮
皇
家
圖
書
館
功
能
；
其
次
，
文
淵
閣

在
前
明
時
期
即
為
內
閣
藏
書
庫
之
名
，
是

以
取
文
淵
閣
為
清
代
皇
家
藏
書
樓
之
名
，

恰
如
其
分
，
名
實
相
副
。
惟
明
清
兩
代

雖
置
有
文
淵
閣
，
而
其
所
在
位
置
卻
有

不
同
。
此
故
宮
學
專
家
單
士
元
先
生
已
有

專
文
討
論
，
不
再
贅
述
。
文
淵
閣
正
始
建

於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
一
七
七
四
︶
十
月
，

四
十
一
年
︵
一
七
七
六
︶
春
落
成
，
建
成

以
後
，
正
等
待
著
當
時
仍
在
編
輯
中
的

︽
四
庫
全
書
︾
入
閣
庋
藏
之
用
。

匯
流
澂
鑑
：
文
淵
閣
的
建
築
規
制

有
關
文
淵
閣
建
築
式
樣
，
據
清
高

宗
所
寫
的
︽
文
淵
閣
記
︾
中
指
出
，
閣
制

實
倣
自
浙
江
寧
波
府
明
代
范
欽
︵
一
五○

六～

一
五
八
五
︶
所
建
之
藏
書
樓
天
一

閣
格
局
構
築
。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六
月
間
，

為
具
體
了
解
天
一
閣
建
築
與
藏
書
閣
藏

書
情
形
，
高
宗
特
地
諭
令
當
時
杭
州
織
造

寅
著
親
自
前
往
查
看
，
命
將
其
房
間
製
造

之
法
、
書
架
款
式
等
燙
樣
並
開
明
丈
尺
進

呈
。

寅
著
，
滿
洲
鑲
黃
旗
人
，
內
務
府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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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
。
清
高
宗
將
查
看
天
一
閣
藏
書
情
況
交

寅
著
辦
理
，
既
反
映
出
皇
帝
對
寅
著
處
事

練
達
的
信
任
，
更
值
得
注
意
是
，
察
看
天

一
閣
藏
書
事
交
內
務
府
包
衣
而
不
予
當
地

地
方
官
員
處
理
，
無
疑
透
露
出
乾
隆
帝
將

建
閣
藏
書
視
之
為
皇
室
內
部
事
務
，
毋
須

透
過
正
式
行
政
管
道
辦
理
。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
當
寅
著
接
獲
諭

旨
後
，
即
於
次
日
啟
程
前
往
寧
波
府
，
隨

與
范
欽
八
世
孫
范
懋
柱
︵
約
一
七
一
八～

一
七
八
八
︶
會
晤
，
當
面
轉
贈
高
宗
賞
賜

的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一
部
，
並
會
同
察

看
范
氏
天
一
閣
內
外
建
築
格
局
。
據
寅
著

後
來
向
高
宗
奏
報
勘
察
結
果
指
出
：

天
一
閣
在
范
氏
住
宅
之
東
，
坐
北
南

向
，
左
右
磚
甃
為
垣
，
前
後
簷
，
上

下
俱
設
窗
門
。
取
其
透
風
，
閣
外
周

以
圍
牆
，
其
中
樑
柱
及
書
櫥
即
用
松

杉
等
木
。
形
制
堅
樸
，
閣
下
頂
格
，

盡
有
水
紋
，
亦
係
制
火
之
意
。
閣
前

鑿
池
，
中
有
泉
水
，
色
清
味
甘
，

後
面
圍
牆
，
東
北
隅
又
為
曲
池
，
詢

稱
年
久
，
不
知
取
義
，
即
於
閣
東
引

前
池
之
水
灌
注
。
其
內
閣
共
六
間
，

西
偏
一
間
，
安
設
樓
梯
；
東
偏
一

間
，
以
近
牆
壁
，
恐
受
濕
氣
，
並
不

貯
書
。
惟
居
中
三
間
，
排
列
大
櫥

十
口
，
內
六
櫥
前
後
有
門
，
兩
面

貯
書
，
亦
為
可
以
透
風
；
後
列
中
櫥

二
口
，
小
櫥
二
口
，
又
西
一
間
，

排
列
中
櫥
十
二
口
，
總
計
大
小
書
櫥

二
十
六
口
。
每
大
櫥
之
下
置
英
石
一

塊
，
據
云
可
收
潮
濕
。
︙
︙
傳
聞
鑿

池
之
始
，
土
中
隱
有
字
形
，
如
天

一
二
字
，
因
悟
天
一
生
水
之
義
，
即

以
名
閣
。
閣
用
六
間
，
取
地
六
成
之

一
義
。
是
以
高
下
、
深
廣
及
書
櫥
數

目
尺
寸
，
俱
含
六
數
。
至
今
幾
三
百

年
，
並
未
改
造
。

寅
著
覆
奏
原
件
現
藏
於
臺
北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其
內
容
則
與
王
先
謙
︽
東

華
續
錄
︾
所
載
略
有
出
入
。
從
文
淵
閣
現

存
空
間
格
局
來
看
，
清
楚
可
看
出
其
外
觀

設
計
、
內
部
結
構
、
隔
間
數
目
、
樑
柱
寬

長
、
書
架
配
置
等
規
劃
俱
與
天
一
閣
極
為

相
近
。
乾
隆
皇
帝
對
於
文
淵
閣
的
重
視
，

還
可
以
從
閣
內
懸
掛
乾
隆
皇
帝
親
筆
御
書

的
﹁
滙
流
澂
鑑
﹂
字
匾
看
出
。

至
文
淵
閣
建
築
形
制
既
仿
天
一
閣

輪
廓
開
間
為
藍
圖
，
因
此
外
觀
上
同
樣

分
上
、
下
兩
層
，
俱
面
寬
六
間
，
其
東
五

間
，
西
盡
間
為
樓
梯
間
，
以
合
六
成
之

數
。
惟
考
慮
閣
內
未
來
將
入
藏
之
︽
四

庫
全
書
︾
總
計
三
萬
六
千
餘
冊
，
又
再
添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
︽
四
庫
全
書
總

目
︾
、
︽
考
證
︾
等
書
，
藏
書
數
量
較
范

氏
天
一
閣
超
出
一
倍
有
多
，
因
此
文
淵
閣

內
部
結
構
，
即
在
兩
層
樓
中
另
增
夾
層
，

稱
為
仙
樓
，
形
成
上
、
中
、
下
三
層
，
整

體
構
成
明
兩
層
、
暗
三
層
的
建
築
格
局
。

至
書
架
尺
寸
、
排
列
方
式
，
在
參
酌
寅
著

奏
報
天
一
閣
書
架
規
制
之
餘
，
同
樣
也
必

然
經
過
慎
密
考
慮
，
而
建
築
物
高
度
自
然

亦
取
決
於
此
。

閣
頂
顏
色
更
以
冷
色
為
主
，
覆
青

綠
琉
璃
瓦
，
與
宮
廷
其
他
建
築
群
率
以
赤

黃
為
色
調
者
迥
然
不
同
；
其
正
脊
、
垂
脊

皆
以
浮
雲
、
水
草
、
游
龍
為
雕
飾
題
材
，

其
用
意
皆
取
壓
勝
防
火
之
義
。
閣
前
鑿
一

方
池
，
上
跨
小
石
橋
，
內
金
水
河
從
橋
下

迂
迴
東
去
；
閣
後
疊
太
湖
石
成
山
，
松
柏

交
蔭
，
環
境
清
幽
恬
靜
，
是
清
宮
中
別
具

獨
特
風
格
的
建
築
物
。
閣
東
側
又
建
碑
亭

一
座
，
盔
頂
黃
琉
璃
瓦
，
造
型
獨
特
。
亭

內
立
石
碑
一
通
，
正
面
鐫
刻
清
高
宗
御
撰

︽
文
淵
閣
記
︾
，
背
面
刻
有
︿
文
淵
閣
賜

宴
御
製
詩
﹀
。

對
於
文
淵
閣
的
建
成
，
清
高
宗
自
然

感
到
相
當
欣
慰
。
在
︽
題
文
淵
閣
︾
一
詩

中
，
道
盡
他
對
建
閣
過
程
的
心
路
歷
程
：

︙
︙

肇
功
始
昨
夏
，
斷
手
逮
今
春
。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寅著奏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文淵閣「滙流澂鑑」匾　圖書文獻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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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史
子
集
富
，
圖
書
禮
樂
彬
，

寧
惟
資
汲
古
，
端
以
勵
修
身
。

巍
煥
觀
誠
美
，
經
營
愧
亦
頻
，

綸
扉
相
對
處
，
頗
覺
叶
名
循
。

清
高
宗
寫
了
許
多
有
關
文
淵
閣
的

詩
作
，
其
中
多
為
仲
春
時
日
經
筵
完
畢
後

臨
閣
內
信
筆
而
就
。
按
清
廷
皇
帝
御
臨
經

筵
，
向
無
賜
茶
之
例
，
清
世
宗
雍
正
年
間

確
立
文
華
殿
經
筵
後
賜
茶
，
遂
成
定
例
。

至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文
淵
閣
落
成
後
，
清
高

宗
將
賜
茶
之
地
移
至
閣
內
舉
行
。

內
部
陳
設
：
文
淵
閣
︽
陳
設
圖
︾

與
︽
陳
設
冊
︾

當
第
一
部
︽
四
庫
全
書
︾
告
成
後
，

隨
即
庋
置
於
宮
中
文
淵
閣
，
由
總
校
陸
費

墀
全
面
負
責
，
依
照
編
目
體
例
，
每
部

以
類
為
次
，
陸
續
裝
函
上
架
。
閣
中
除

設
御
案
供
乾
隆
閱
覽
外
，
還
留
出
了
將
來

陳
設
︽
四
庫
全
書
總
目
︾
及
︽
四
庫
全

書
考
證
︾
的
位
置
。
為
便
於
翻
閱
，
還
繪

製
了
︽
四
庫
全
書
分
架
圖
︾
，
一
併
庋
置

其
中
。
貯
閣
工
作
即
於
乾
隆
四
十
七
年

︵
一
七
八
二
︶
春
天
告
成
。

閣
內
三
層
所
貯
圖
書
情
形
，
其
下

層
中
三
間
為
廣
廳
，
中
央
置
寶
座
，
兩

旁
貯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十
二
架
，
其

中
間
置
︽
四
庫
全
書
︾
經
部
二
十
架
，

中
間
夾
層
貯
史
部
三
十
三
架
，
上
層
中

央
置
子
部
二
十
二
架
，
兩
旁
貯
集
部

二
十
八
架
。
經
、
史
架
高
七
尺
四
寸
，
寬

四
尺
，
深
二
尺
，
每
架
四
槅
，
各
十
二

函
。
子
、
集
架
高
十
尺
八
寸
，
每
架
則
為

六
槅
，
亦
各
十
二
函
。
總
百
有
三
架
，

六
千
一
百
四
十
四
函
。

閣
內
佈
置
皆
以
書
櫥
為
間
隔
，
如
底

層
廣
廳
兩
側
以
書
櫥
隔
為
東
、
西
稍
間
，

東
稍
間
之
南
窗
下
設
榻
，
可
能
觀
書
之

處
；
中
層
則
全
置
列
書
櫥
，
惟
東
稍
間
南

窗
下
亦
設
榻
；
上
層
亦
全
列
書
櫥
，
只
明

間
正
中
設
書
槅
，
書
槅
兩
面
又
置
御
榻
。

由
於
書
籍
數
量
龐
大
，
當
時
還
特
地

刊
印
圖
書
分
架
圖
，
陳
設
冊
與
陳
設
圖
，

以
免
出
現
擺
放
錯
亂
的
情
形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有
清
咸
豐
七
年
︵
一
八
五
七
︶

出
版
之
文
淵
閣
︽
陳
設
圖
︾
與
︽
陳
設

冊
︾
各
一
部
，
藉
由
圖
、
冊
所
載
，
使
我

們
大
致
可
以
了
解
乾
隆
以
後
文
淵
閣
內
部

的
陳
設
狀
況
。

如
前
所
述
，
文
淵
閣
底
層
除
放
置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與
︽
四
庫
全
書
︾

經
部
等
書
籍
外
，
據
︽
陳
設
圖
︾
一
書
繪

出
下
層
廣
廳
中
央
設
有
皇
帝
讀
書
寶
座

一
張
，
座
上
與
几
案
分
別
擺
設
書
冊
數

種
，
包
括
雕
紫
檀
匣
裝
盛
的
︽
御
筆
文
淵

閣
記
︾
手
卷
，
紫
檀
填
金
罩
蓋
匣
裝
盛
的

︽
白
玉
文
淵
閣
記
︾
、
紫
檀
罩
蓋
匣
裝
盛

的
︽
帝
學
︾
︵
蓋
上
嵌
玉
︶
、
︽
冊
府
龍

光
︾
與
︽
章
輝
四
表
︾
等
書
；
至
於
東
西

兩
邊
則
放
置
︽
分
架
圖
︾
、
︽
四
庫
全
書

總
目
︾
、
︽
考
證
︾
以
及
︽
全
唐
文
︾
，

皆
屬
永
遠
陳
設
之
書
冊
。

另
下
層
東
稍
間
寶
座
︽
陳
設
圖
︾
繪

出
：
︽
四
閣
詩
︾
︵
即
文
淵
、
文
源
、
文

津
與
文
溯
四
閣
御
題
詩
︶
、
︽
字
彙
︾
、

︽
經
筵
御
論
︾
、
︽
簡
明
目
錄
︾
、
︽
御

筆
藏
經
紙
文
淵
閣
記
︾
、
︽
戰
圖
︾
七
份

以
及
︽
太
白
陰
經
︾
。
︽
戰
圖
︾
七
份
，

查
︽
陳
設
冊
︾
所
列
為
：
平
定
兩
金
川

得
勝
圖
、
平
定
苗
疆
戰
圖
、
平
定
安
南
戰

圖
、
平
定
廓
爾
喀
戰
圖
、
平
定
狆
苗
戰

圖
、
平
定
西
域
戰
圖
、
平
定
臺
灣
戰
圖
。

至
︽
太
白
陰
經
︾
一
書
二
函
，
為
咸
豐
六

年
︵
一
八
五
六
︶
二
月
間
從
懋
勤
殿
交
出

擺
放
。

文淵閣東側碑亭　圖書文獻處提供

文淵閣東側碑亭建築圖

《文淵閣陳設圖》明閣寶座陳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文淵閣仙樓東稍間寶座陳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文淵閣建築圖

文淵閣外觀　圖書文獻處提供

東稍間寶座陳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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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
樓
中
層
設
有
東
稍
間
一
處
，
內
置

︽
簡
明
目
錄
︾
手
卷
、
︽
黃
河
圖
源
︾
、

︽
諧
奇
趣
西
洋
水
法
圖
︾
，
後
兩
者
屬
永

遠
陳
設
之
書
。

文
淵
閣
最
上
層
寶
座
設
於
南
、
北
兩

面
，
惟
南
面
擺
放
︽
經
筵
御
論
︾
一
部
，

北
面
可
能
因
照
明
不
足
，
未
置
放
任
何
書

冊
。

此
外
，
除
各
層
擺
放
書
冊
外
，
文
淵

閣
上
下
最
大
特
色
之
一
，
就
是
前
楹
後
廡

間
均
貼
有
清
高
宗
的
御
題
詩
文
。
詩
文
標

題
與
張
貼
位
置
在
︽
陳
設
冊
︾
書
中
都
詳

列
載
示
，
統
計
多
達
四
十
一
首
。
眾
所
周

知
，
清
高
宗
在
位
期
間
寫
下
許
多
詩
文
，

其
中
經
高
宗
細
心
挑
選
後
准
予
張
貼
在
文

淵
閣
牆
壁
中
的
詩
文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必

然
反
映
出
清
高
宗
佈
置
文
淵
閣
時
，
是
試

圖
傳
達
出
某
些
文
化
意
涵
或
政
治
宣
導
的

目
的
。
細
讀
︽
陳
設
冊
︾
開
列
的
四
十
一

首
清
高
宗
御
製
詩
文
，
不
難
發
現
其
中
用

意
：

一
、 

誇
耀
皇
帝
個
人
動
員
敕
修
︽
四
庫
全

書
︾
的
貢
獻
；

二
、
宣
揚
為
君
之
道
與
帝
王
之
學
；

三
、 

以
史
為
鑒
誡
飭
君
臣
須
知
古
今
治
亡

興
替
之
道
；

四
、
治
學
研
經
文
以
載
道
的
重
要
性
；

五
、
彰
顯
皇
祖
康
熙
帝
文
治
功
業
。

例
如
︽
陳
設
冊
︾
所
列
文
淵
閣
下
層

東
明
間
門
上
張
貼
清
高
宗
的
︿
題
太
平
御

覽
書
六
韻
﹀
：

太
平
誰
不
喜
，
求
實
非
求
名
。

必
也
勵
乾
惕
，
還
當
戒
滿
盈
。

《文淵閣陳設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四庫全書分架圖　史部》  封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四庫全書分架圖　史部》  內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四庫全書分架圖　集部》  封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四庫全書分架圖　集部》  內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設
徒
資
黼
黻
，
終
致
詡
豐
亨
。

宋
帝
懷
慙
德
，
三
書
弭
眾
英
。

蒐
羅
雖
已
富
，
考
證
未
云
精
。

四
庫
翻
其
目
，
五
言
寫
我
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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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精
錙
黍
，
皇
祖
鴻
貽
萬
世
規
﹂
一
句
，

則
是
對
皇
祖
康
熙
帝
時
致
力
推
動
科
學
曆

算
極
力
稱
許
。

假
如
說
清
聖
祖
康
熙
皇
帝
當
年
推

動
西
學
音
律
曆
算
之
學
，
並
敕
修
︽
數
理

精
蘊
︾
與
︽
曆
象
考
成
︾
等
書
，
對
促
進

清
初
西
洋
科
學
知
識
的
傳
播
留
下
萬
世
典

範
的
話
，
清
高
宗
動
員
全
國
纂
修
︽
四
庫

全
書
︾
，
更
是
一
項
傳
統
文
化
的
重
要
工

程
，
誠
如
他
所
寫
的
︽
文
淵
閣
記
︾
中
指

稱
：

予
蒐
四
庫
之
書
，
非
徒
博
右
文
之

名
，
蓋
如
張
子
所
云
：
為
天
地
立

心
，
為
生
民
立
命
，
為
往
聖
繼
絕

學
，
為
萬
世
開
太
平
。
︙
︙
予
所
以

繼
繩
祖
考
覺
世
之
殷
心
，
化
育
民
物

返
古
之
深
意
，
庶
在
是
乎
！
庶
在
是

乎
！

充
份
表
露
出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崇
文

政
策
的
恢
宏
視
野
與
企
圖
心
。

︵
本
文
撰
寫
承
蒙
許
媛
婷
小
姐
、
林

士
鉉
先
生
、
楊
慶
平
先
生
提
供
資
料
，
謝

明
松
先
生
協
助
圖
像
整
理
，
謹
致
深
切
謝

忱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詩
中
既
道
出
為
君
之
道
須
戒
盈
求

實
，
批
評
北
宋
君
主
當
年
纂
修
︽
文
苑
英

華
︾
、
︽
冊
府
元
龜
︾
與
︽
太
平
御
覽
︾

三
書
，
不
過
是
假
借
文
化
掩
飾
政
治
鬥
爭

的
工
具
。
三
書
資
料
雖
詳
盡
，
考
證
亦
豐

富
，
但
仍
猶
不
及
︽
四
庫
全
書
︾
。

而
另
在
下
層
中
間
明
門
面
西
上
所
張

貼
的
︿
題
劉
一
清
錢
塘
遺
事
﹀
律
詩
，
則

有
感
南
宋
初
年
君
臣
茍
且
偏
安
，
終
遭
遇

外
族
滅
亡
的
下
場
。
殷
鑒
不
遠
，
藉
由
詩

文
以
發
揮
警
惕
的
效
果
：

失
策
明
題
去
建
康
，
却
耽
山
水
便
都
杭
。

湖
邊
歌
舞
酣
餘
樂
，
天
外
徽
欽
棄
遠
荒
。

八
帝
歷
年
纔
百
五
，
多
奸
少
正
致
淪
亡
，

翻
書
千
古
垂
殷
鑒
，
漫
例
飛
鴻
徒
號
堂
。

又
如
撰
寫
於
乾
隆
四
十
年
︵
一
七
七 

五
︶
並
張
貼
於
文
淵
閣
上
層
的
︿
題
影
宋

鈔
新
儀
象
法
要
﹀
詩
文
中
，
有
﹁
大
成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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