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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遼、甘二省爭藏文溯閣《四庫全書》的一些思考 ∗ 

張寧 ∗∗ 

摘要：文章首先回顧了文溯閣《四庫全書》的風雨歷程及落戶甘肅

省的經過，肯定了甘肅省圖書館保護文溯閣《四庫全書》所

做出的重大貢獻。對甘肅省與遼寧省之間文溯閣《四庫全書》

之爭，提出個人的一些看法。 

關鍵詞：文溯閣；《四庫全書》；甘肅省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 

《四庫全書》是中國歷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始編撰於清乾隆三十八

年 (1772)二月。清初，空言義理的宋學衰落，漢學代之而起，博覽群書、

考訂經史、輯佚書籍之風大盛，從而出現了對傳統文化進行歷史性總結的

要求。《四庫全書》的纂修正是這一要求的反映。而乾隆年間呈現出的盛

世景象，又爲大規模文化建設創造了良好的社會環境，提供了雄厚的物質

基礎。乾隆帝出於「文治武功」的需要，通過纂修《四庫全書》顯示其「超

越漢唐、稽古右文」的文治政策，也借「稽古右文」之名達到「寓禁於征」

的政治目的，對全國書籍作一次全面徹底地審查、評論和總結。在篩選和

淨化的基礎上形成「欽定」的《四庫全書》也就成爲維繫清王朝統治秩序

的強有力的思想武器。 

一、文溯閣《四庫全書》的風雨歷程 1 

   《四庫全書》卷帙十分浩大，一律用手工正楷抄寫，分抄七部，每一

部都是用香楠木二片上下夾之，並束以綢帶，裝在香楠木匣內。書面是絹

面，「經部」用黃絹，「經解」 用綠絹，「史部」 用紅絹，「子部」用藍絹，

「集部」用灰絹。每匣上面均刻有書名。七部《四庫全書》，前四部分藏

                                                
∗ 感謝委送匿名外審專家對本文所提出之修改建議及提供相關學術資訊，感謝私立

東海大學之《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爲研究生提供發表個人見解的寬闊學術平

臺！筆者衷心希望隨著更多兩岸學者以及全球學人關注並加入研究「四庫學」，

「四庫學」一定能讓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得到傳承與宏揚。 
∗∗ 蘭州大學歷史文化學院暨西北少數民族研究中心民族學碩士生。 
1 還可參閱：張寧，〈甘肅省圖書館與館藏特色文獻介紹〉，台中：《東海大學圖書

館館訊》(ISSN:1682-1599)2006 年 4月 15日，新 55期，頁 33。 



文稿 

 35

於北京紫禁城皇宮之「文淵閣」，圓明園之「文源閣」，熱河行宮之「文津

閣」，奉天行宮(今瀋陽)之「文溯閣」。這就是著名的「內廷四閣」，或稱「北

四閣」。該四閣的建築格局，都是按寧波「天一閣」營造的。後三部分藏

于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金山寺之「文宗閣」，杭州孤山聖因寺之

「文瀾閣」。這就是所謂的「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 

文溯閣所藏是乾隆四十七年 (1781)抄成的正本，同年 11 月至翌年初，

分四批由「四庫」總校官大學士陸錫熊護送從北京運抵瀋陽，全書四部分

別以綠、赤、青、灰絹面，象徵春、夏、秋、冬四季之色；以細膩、柔軟、

不易折毀、可久藏的開化紙、竹紙爲書頁。書口魚尾處寫「欽定四庫全書」，

下爲書名及頁碼。每冊頁首蓋 「文溯閣寶」朱印，尾頁蓋「乾隆御覽之

寶」。書外護以楠木匣。爲保管此書專設文溯閣衙門，置九品級催長、無

品級催長各一人。八國聯軍侵華、沙俄侵佔瀋陽故宮後，文溯閣《四庫全

書》遭到破壞，「間有缺冊」。民國三年 (1914)，袁世凱炫耀文治武功，將

瀋陽故宮珍藏(包括《四庫全書》)運至北京誇富。袁世凱倒臺後，《四庫全

書》放置在北京古物陳列所。民國十一年 (1922)，對此書垂涎已久的日本

秘密勾結滿清皇室，想以高價購買，渡扶桑。幸遭有識之士反對，迫于壓

力，滿清皇室不得不取消了這項骯髒的交易。民國十三年 (1924)，奉系有

識之士趁勢提出送還《四庫全書》之議，遂於民國十四年 (1925)８月璧還

瀋陽，繼續藏于文溯閣，並刻《四庫全書運複記》碑以記其事。「九．一

八」事變爆發，東北國土淪陷，文溯閣《四庫全書》與瀋陽城一起落入日

本人手中，後以僞滿洲國國立圖書館之名代爲封存。1950 年，朝鮮戰爭爆

發，爲了保護好《四庫全書》，該書連同宋元珍善本圖書，被再—次運出

瀋陽。先是到黑龍江省訥河縣，存放在訥河城外—所已改造成小學校的關

帝廟裏。1952 年夏，訥河縣發生水患，又不得不將《四庫全書》遷運到北

安。1954 年，《四庫全書》才得以運回瀋陽，存放在瀋陽故宮文溯閣院內

的新庫房裏。 

二、文溯閣《四庫全書》落戶甘肅省的經過 

1966 年，中蘇關係緊張，出於戰備考慮，爲了《四庫全書》的安全，

有關部門派人在瀋陽週邊已經找好了藏書地點。1965 年初，遼寧省文化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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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文化部建議，將文溯閣《四庫全書》撥交西北地區圖書館收藏。1966 年，

大陸國務院之文化部決定《四庫全書》從瀋陽故宮文溯閣撥交甘肅保存。

同年，總計 3,474 種、36,315 冊的文溯閣《四庫全書》以及 5,020 冊清雍正

年間所印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經過長途跋涉，秘密運至蘭州。在

蘭州，甘肅省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與蘭州軍區的解放軍官兵肩扛手擡搬上汽

車，共裝了 27 車。裝完車後，秘密開往蘭州市永登縣連城鎮魯土司衙門

大經堂，從此，文溯閣《四庫全書》落戶在來甘肅省後的第一個「家」。 

連城魯土司衙門距蘭州較遠，交通也不方便，當初只是作爲文溯閣《四

庫全書》的臨時備戰書庫。大經堂防火功能差，長期存放並不理想。1967

年，甘肅省文化局組織有關人員和專家考察了蘭州、天水等適合存放的很

多地方，本著「靠山隱蔽，少占土地」的原則，結合當地環境、自然條件、

溫度氣候和交通道路等多種因素，最終選定距離蘭州 60 多公里的榆中縣

甘草店一個秘密的地方，爲新的備戰書庫地址。這裏離鐵路公路都比較

近，氣候涼爽、空氣乾燥，在保存紙質文物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氣候條件。

1971 年，文溯閣《四庫全書》又從永登連城秘密遷移至榆中縣甘草店戰備

書庫。從此這裏就成了文溯閣《四庫全書》來甘肅後的第二個「家」。 

隨著國際形勢發生了很大變化，甘草店戰備書庫早已完成其特定的歷

史使命。爲了進一步優化文溯閣《四庫全書》收藏保護環境，爲了使《四

庫全書》發揮更大的價值，甘肅省於 1999 年做出了在蘭州黃河畔九州臺

上修建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樓的決定。並在 2000 年 12 月召開的甘肅

省第九屆人大常委會第 19 次會議上，通過了《關於進一步加強文溯閣四

庫全書保護工作的決定》，將保護文溯閣《四庫全書》提高到了法律的高

度。2002 年 1 月，藏書樓奠基儀式在蘭州舉行。2005 年 7 月，一座依山面

水，綠蔭環抱、富麗典雅、莊重秀美，具有濃郁明清建築藝術風格的文溯

閣《四庫全書》藏書樓，在蘭州市黃河之濱竣工落成並投入使用，成了文

溯閣《四庫全書》入住到甘肅後的第三個「家」。2006 年 9 月在慶祝甘肅

省圖書館建館 90 週年暨文溯閣《四庫全書》入甘 40 週年之際，甘肅省正

式宣佈文溯閣對外開放。 

三、文溯閣《四庫全書》所有權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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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 世紀 80 年代，遼寧省有關方面開始通過各種途徑，向甘肅省表

示希望返還文溯閣《四庫全書》的願望。1987 年，遼寧省圖書館原副館長

韓錫鐸率先提出《四庫全書》應該「回歸」瀋陽的提案。不久，得到了文

化廳「回歸條件尚不成熟」的答覆。於是，遼甘第一次爭奪戰就此終結。

1992 年，遼寧省圖書館新館陸續投入使用，有關人士認爲回歸條件已經成

熟，於是遼寧省各界關於《四庫全書》回瀋的呼聲又浮出水面。1997 年，

遼寧省文化廳將此事上報文化部，請求協調解決《四庫全書》回瀋問題。

隨即文化部成立專家調查組，對遼寧和甘肅兩省做出綜合性考核，最後得

出結論：《四庫全書》適合回到遼寧。2000 年 4 月，國家文化部向國務院

報送了有關請示，認爲應根據文物物歸原主的原則，將文溯閣《四庫全書》

運回瀋陽，仍由遼寧省圖書館保管。至於甘肅省 30 多年保管《四庫全書》

所付出的人力、物力、財力，遼寧省要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2004 年，27

位參加全國政協十屆二次會議的遼寧籍政協委員，聯名向大會遞交了《關

於瀋陽故宮文溯閣所藏國家珍貴文物〈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歸還

遼寧瀋陽的議案》提案。議案中提出了三點主要依據：其一，國家有關部

門已經對《四庫全書》等回歸瀋陽多次做出明確要求。其二，遼寧省已經

具備了保護國家珍貴文物的最好條件。其三，遼寧省擬以「一宮兩陵」申

報世界文化遺産，沒有《四庫全書》這一要件將黯然失色。遼寧省瀋陽作

爲滿族和清代文化發祥地，是《四庫全書》的故鄉，《四庫全書》與瀋陽

故宮文溯閣的「書閣合一」，無疑將爲「一宮兩陵」申遺成功增添一塊法

碼。 

甘肅省對文溯閣《四庫全書》的保管主要有以下幾點意見：其一，《四

庫全書》已經在甘肅保管了三十八年，從保護文物角度出發還是留在甘肅

省爲好，甘肅省方面有近四十年保管經驗，投入了大量的人力、財力、物

力，配備了高層次的專門管理人員和研究人員，使其得到了最妥善的保

存。如果突然換人管理，極可能因經驗不足而使書籍遭到損害。其二，甘

肅省氣候乾燥涼爽，遠勝於人工的保護環境，對延長文物壽命非常有利。

《四庫全書》1966 年運來時有不少黴點，經過在甘肅省近 40 年的精心保

管，殘存的黴點多已消失。其三，當初《四庫全書》是國家調撥給甘肅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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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按照大陸《文物法》的有關規定，調撥文物是不能歸還的。既然《四

庫全書》由於歷史原因已經留在甘肅，那麽遼寧方面就應該尊重這一歷史

變遷，不應該舊事重提。如果將《四庫全書》歸還遼寧的話，那就會在全

國形成一種索要調撥文物的風氣。比如甘肅省向全國索要流失在各地的敦

煌文物，那就勢必要打破現有的文物管理體制。 

四、餘論  

對於文溯閣《四庫全書》所有權的紛爭，筆者試從兩個方面提出一些

看法。 

第一、一定要有利於文物保存和保管 

《四庫全書》歸屬的著眼點主要應該從保護文物的角度出發，哪裡的

保存條件比較好，就應該保存在哪裡。至於說爲了遵從歷史的原貌把文物

運回瀋陽，也要具體分析，如果瀋陽的保存條件比較好，能夠兩者兼顧當

然更好，不然的話還是應當保存在甘肅。況且，甘肅省保管文溯閣《四庫

全書》的自然條件是被歷史和時間證明的。 

第二、一定要有利於讓學者進行研究 

書只有流通才有意義，鎖在櫃子裏就沒辦法進行研究。儘快建立「四

庫學」，對《四庫全書》展開全面的研究非常必要。在學術研究方面，進

一步加強研究力量，多出研究成果，使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能夠成爲

海內外「四庫學」研究的重要基地，爲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增光添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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