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寫本，1是為雕版印刷普遍使用以前，最重要的一種圖書產製方式，明代內府寫本，指的便是

由明代宮廷秘府編繕抄寫的書籍。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典藏古籍多數衍襲自清宮，

而清宮舊藏又承接明宮廷的大量典藏，因此保留為數不少的出自明內府編纂、繕寫的內府本圖

書，本文透過梳理院藏，得出非宗教類的明內府寫本書籍，總八十一種，2除反映明代內府書

籍的版式特徵之外，更見其不受經濟力限制所展現的特有宮廷色彩。

朱欄玉楮─

▌盧雪燕

故宮典藏非宗教類明代內府寫本書籍

  2022年「院藏善本古籍選粹」例行展第

三、四檔，以常見於佛典的兩種古籍裝幀形

式—「梵筴」與「經摺」為綱，選展院藏相

關精品，其中除宗教典籍之外，尚展出一外形

屬經摺裝，但內容與儒、釋、道經義無涉的書

籍—明內府寫本《省直土產便覽集要》，3除

可見明帝國轄境內外地方土產的內容之外，該

書外框、欄格皆朱色手繪，雙邊（外粗內細），

行格寬大舒爽，端楷，朱、墨分書於白棉紙之

上，配上土黃色暗花織物書面，以及杏黃織物

插套，整體風格清麗雅致，與一般寫抄本相

較，更多了一層精巧與講究！（圖 1）

  《省直土產便覽集要》如此，那麼其他故

宮典藏的明內廷寫本書籍又如何呢？是否一樣

精寫精裝？與一般寫本相較有何區別？為找出

答案，本文以筆者平日工作所見，並參就前人

研究，4先行將故宮典藏之較可能為明內府寫

本（佛、道經典除外）書籍，總列成表，然後

分述各書版式、開本、形制，部份鈐印、外觀

裝幀等基礎資料，最後歸納綜整，得出故宮現

藏明內府寫本大概之外，更進一步提出故宮典

藏明內府寫本書籍的基本特徵。

  由於故宮典藏明內府寫本佛、道經典，不

但數量多（四十部以上），且書寫所用的磁青

紙（或羊腦箋）、墨、泥金、泥銀等高貴素

材，或是經書多採經摺裝，以及書寫經文多用

「館閣體」等，雖說也屬於明內府寫本重要品

類之一，但因風格一致，且與一般佛、道宗教

典籍等級差別甚大，故留待日後專章介述，本

文暫不予討論。5

故宮院藏明內府寫本書籍
  故宮典藏古籍，約三分之二承續自清宮舊

藏，而清宮同樣也接承明宮廷原藏書籍，是以

保留為數不少的出自明內府編纂、繕寫的內府

寫本圖書，筆者藉由前人研究，以及個人目

驗，得知，故宮藏明內府寫本書籍經、史、

子、集四部皆備，而從文物統一編號字碼分

析，則含「故善」、「故內」、「平圖」等字

碼（其中《孝經總類》含「故善」與「故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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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會典》含「故內」與「平圖」）。「故善」，

意指故宮善本，最早可溯及 1925年故宮成立之

後，圖書館設立的「善本書庫」，換言之，今

日故宮文物統一編號字碼凡列為「故善」者，

基本上來自此庫（也有小部份例外），至於「故

內」，字面上的意義指的是來自清「內閣大庫」

的書籍，該庫典藏善本早因經規劃為京師圖書

館典藏基礎，而在圖書館的籌備期（1909-1910）

即已大量移出，但或許因為匆忙打包，以致於

原不列入善本的清刊書籍留存在庫之外，還有

小部份宋、元、明殘本未被移出。二○年代，

故宮文獻館從圖書館獨立出來，緊接著開始清

整包括內閣大庫在內的紫禁城各處檔案，前述

殘存善本，以及清刊本也就跟著被整理出來，

最終交予壽安圖書館編目保管，繼而成為今日

故宮典藏來源之一。

  「故」字編碼文物統一編號指的是故宮，那

麼「平圖」指的便是國立北平圖書館了，該館

係由國立京師圖書館更名（1928），並合併北

平北海圖書館（1929）而來，因此也承續不少

原清宮舊藏（尤其內閣大庫舊藏書籍）。三○

年代為避戰禍，北平圖書館精選善本甲庫書籍

秘密運往美國，暫存國會圖書館，1965年運歸

臺灣，1984∼ 1985年間正式交予故宮典藏，故

宮「平圖」字碼書籍即淵源於此，其中多數皆

是前述學部籌備設立京師圖書館之初，從內閣

大庫移出的書籍。

  上文大概說明故宮典藏明內府寫本書籍清

末以來的流傳情況，然而正如前面一再提到的，

這麼一批流傳有序，數量不算少的書籍，有何

特別之處，可否歸納出個別特徵，甚至用作明

內府寫本的鑑別依據？以下筆者以故宮收藏為

例，進一步論述明內府寫本的特色所在。

故宮典藏明內府寫本的特色
  關於寫本，北京故宮圖書館館員翁連溪認

為，凡稱寫本者，大抵具三概念：一時代早，

二地位高，三涉及宗教；而雕版印刷未行普遍，

圖1　不著撰人　《省直土產便覽集要》 局部　明朱墨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1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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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頭巨大，刊雕不易（例如《永樂大典》、《四

庫全書》），個人雅好，或是出於特殊需要而

編纂的書籍（例如各朝實錄、佛經），都是採

用抄寫方式產製書籍的原因之一。6本文未列討

論的四十多部明內府寫本佛、道經典，本身就

是宗教書籍，而「時代早」與「地位高」，若

不論前者，就「地位」來說，八十一種內府寫

本書籍，多數屬於御製、敕撰，7換言之，與「皇

帝」關係匪淺，地位自然是最「高」的了。

  翁氏除提出寫本的概念，同時也從裝幀、

用紙、用墨、用印，以及書籍尺寸、裝幀材質、

用色等入手，就北京故宮典藏明、清內府寫本，

提出與其相對應的幾種特徵，並藉之作為鑒定

明、清內府寫本的依據，此法固然不失偏頗，

但比較可惜的是，翁氏文章之於明內府寫本陳

述太少（僅提及《大明太宗皇帝御製集》），

不足以概觀整體。

  2021年，學者陳瑜撰〈明內府寫本及其價

值〉一文，8是為筆者僅見以明內府寫本為主軸

的專論，不過或許因為明內府寫本存藏已少，

加之分藏各處，親見不易，故推測作者可能綜

整各大圖書館相關藏品介紹，加上零星學者個

別書籍的研究專著，從而介述明內府寫本外觀

（含版式、開本、書體、用紙、鈐印、形制裝幀

等），實際參與書寫的工作人員，以及書籍曾

經存藏的含南京、北京在內的幾座明宮廷書庫。

另文章亦就書籍分類，提出除御製文獻外，還

有東宮、后妃教材，醫書、釋道寫經、通俗演

義小說，以及少許由翰林院等中央機構摹抄的

書籍。此外，文章以《永樂琴書集成》（現藏

於本院）（圖 2），以及《御製外戚事鑒》（現

藏於日本東洋文庫）二書為例，參就學者專著，

個別簡述該書版式等基本資料，文末，則以書

學、文獻學、史料為綱，提出明內府寫本學術

圖2　 明成祖敕撰　《永樂琴書集成》　明內府朱絲欄
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14320

圖3　 不著撰人　《書經》　明內府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內002013

圖4　 明　胡廣等撰　《春秋集傳大全》存  
明烏絲欄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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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明　胡廣等撰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　明藍格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3955

圖6　 明太祖撰　《明太祖皇帝欽錄》　舊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02667

價值所在的個人觀點。

  筆者綜整八十一種非宗教類內府寫本書

籍，提出故宮明內府寫本特色如下。

一、 版面以朱絲欄手繪欄框、版心大紅口，
雙魚尾為最典型

  故宮典藏明內府寫本的基本外觀，總的

來說，框欄部份以朱絲欄最多（圖 3），其次

是烏絲欄（圖 4），藍絲欄、無框欄書籍較少 

（圖 5、6），而不論朱、墨框欄，雙框（雙框線

條一般外粗內細）皆多於單框，至於版心樣貌，

以大紅口（或大黑口）、雙魚尾最為典型（有

些魚尾旁繪一細線）（圖 7），但也有白口，單

魚尾，用雙橫線代替魚尾（圖 8），或如《永樂

大典》之甚至繪有三魚尾的（圖9），除此之外，

也不乏版面以橫線切分上下（如《明解增和千

家詩註》、《國朝冊府畫一元龜》、《少微通

鑑節要》）（圖 10），或是墨格抄寫（《統曆

彙集元龜》）的書籍。（圖 11）

二、開本宏大
  就開本大小來說，每半葉版框高度 25公分

以下，15公分以下的少見，而其中不乏如《永樂

大典》之版框每半葉高度 30公分以上，寬度 20

公分以上的書籍，還有，各書版框外的天頭、

地腳、脊背的留白大致寬大，因此，八十一種

明內府寫本書籍尺寸絕對稱得上「寬闊宏大」。

（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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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明太祖撰　《大明太祖皇帝御製文集》存　明內府 
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13322

圖8　 不著撰人　《金籙御典文集》　明內府朱絲欄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9589

圖9　 明　解縉等撰　《永樂大典》　明嘉靖隆慶間內府重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1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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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宋　江贄撰　《少微通鑑節要》　明內府朱絲欄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03278 圖11　 不著撰人　《統曆彙集元龜》　明墨格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0019

圖12　 不著撰人　《徐仙翰藻》存　明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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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不著撰人　《承天大誌》　明內府朱絲欄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9559

三、包背裝，以及天青、明黃織物書衣多 9

  就書籍裝幀來說，包背裝在明代已經發展的

相當成熟，應用也多，除去可能經由清宮重新裱

裝，無法判斷原裝幀形式的書籍之外，八十一種

書籍之中，以包背裝為最多，當然也有幾種採蝴

蝶裝（如《承天大誌》）（圖 13），或是經摺

裝的書籍，而以天青雲鳳織物（如《太乙集成》、

《皇明帝后紀略》）（圖 14）、天青素面織物

（《大統通占》）、天青暗花織物（《歐陽文忠

公集》）、土黃暗花織物（《省直土產便覽集

要》），以及運用最多的明黃龍（鳳）紋織物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大明太祖皇帝御

製集》、《聖學心法》）、明黃素面織物（《孝

經總類》）、明黃雲紋織物（《遼史》、《元

史》、《兵法丹書》）等為書衣（圖 15），實

際上也是判別明代宮廷書籍，與一般坊間書籍

的最明顯區別之一。

四、其他
  就書體言，除《嘉靖敕議》字體稍顯剛硬

之外（圖 16），10其餘書籍所見字形優美流暢，

無疑屬於明代官書應用最多的館閣體，此外，

像是《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御製新集斷易

精粹》、《徐仙翰藻》、《太乙集成》等所附

之以礦物顏料設色彩繪的書籍插圖，也是一般

書籍所望塵莫及。（圖 17）另外，常出現在明

內府藏書之中的「廣運之寶」印記（《資治通

鑑綱目》），同樣也鈐印在部份明內府寫本書

籍之內。（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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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明　鄭汝璧撰　《皇明帝后紀略》　 
明朱絲欄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02655

圖15　 元　脫脫等撰　《遼史》存　 
明內府朱絲欄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1913∼001931

圖16　 明　禮部編　《嘉靖敕議》　明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9567

圖17-1　 傳宋　謝枋得註　《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存　明朱絲欄抄彩繪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9591 圖18　 宋　朱熹撰　《資治通鑑綱目》存　 
明內府朱絲欄精抄本　鈐印：「廣運之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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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棉紙外，古來出現例如奏本紙、榜紙、

灑金五色箋、磁青箋、羊腦箋等林林總總的明

代宮廷用紙，因為筆者無法正確判別，故不細

述，不過就觸感所及，只覺八十一種明內府寫

本書籍之中，多數書籍紙張較一般坊刊書籍厚

實，潔白，且如《御製金籙大齋章表》這類多

色灑金厚紙箋則相當罕見。11（圖 19）

結語
  總結上述，筆者以為故宮今日典藏明內府

寫本，雖與明內府刊刻印刷書籍產製方式不

同，但書品特點其實相當類似，比如：「版式

開闊、行格疏朗、紙潔墨麗、裝幀雍容」等，12 

另「朱欄玉楮、工楷抄寫、紙墨瑩潔、裝幀考究」

等陳瑜文章裡所形容的明內府寫本書外觀，13 

的確符合筆者親見的故宮典藏，就遞藏情形來

說，部份書籍甚至還能追溯對應到明萬曆年間

（1573-1620）撰就的《內閣藏書目錄》（例如《大

明會典》），其流傳有序之說也無疑議。

  本文揭示之故宮典藏明內府寫本書籍八十一

種，與各大圖書館存藏相較，數量、種類，無

圖17-2　 傳宋　謝枋得註　《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存　明朱絲欄抄彩繪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9591

圖19　不著撰人　《御製金籙大齋章表》　明內府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9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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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元　馬端臨撰　《文獻通考》　元泰定元年（1324）西湖書院刊本
       該書盛裝書籍的有隔層、托板的插銷式金絲楠本書盒，係北平

圖書館新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9256∼009285

疑是相當豐富的，但完全無法與明內府刊刻印

刷書籍存世數量相比，珍稀特性，不言可喻。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清宮典藏書籍大量

散出，北京壽安宮圖書館成立之初，大體上已

註釋：

1.  寫本，字面上的意義固然是直接用手寫的書籍，但在文獻學領域，有時往往與依據某底本傳抄的抄本有著類似的意義，本文「寫本」一
詞，係指凡非使用印刷方式產製的書籍，概稱之。

2. 此數係暫定，未來可能因新資料、新考訂而有所更動。

3.  本院典藏《省直土產便覽集要》總三種三冊，分別是題名、內容皆相同的經摺裝書籍二冊（文物統一編號：故善 013163、013164），
以及題名《天下各省直府州縣所屬地方出產土物類總集要》，線裝書一冊（文物統一編號：故善 002671）。

4.  此處前人研究，係指《故宮善本古籍資料庫》裡之於各書的基本描述，該資料庫有關書籍「版本」的認定，大略承襲《國立故宮博物院
善本舊籍總目》、《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但仍與時俱進，隨新研究、新資料的出現而時時修正。

5.  關於故宮院藏漢文佛（道）經大概，參見拙著，〈從院藏《龍藏經》看清宮佛經裝潢〉，收入馮明珠、盧雪燕主編，《殊勝因緣—內
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探索》（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頁 280-299。

6.  參見翁連溪，〈明清內府寫本的鑒定—以故宮收藏為例〉，《紫禁城》，2008年 5期，頁 146-173。

7. 關於明御製等書籍，參見黃首祿，〈明代御製文獻研究〉（武漢：湖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8. 陳瑜，〈明內府寫本及其價值〉，《四川圖書館學報》，2021年 1期，頁 95-100。

9. 明清宮廷生產書籍，常用綾、緞、絹、錦等織品為書衣包材，由於筆者無法明確分辨其區別，故統稱「織物」。

10.  該字體與天津圖書館藏《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明弘治銅活字印本字體）字體頗類似，不知是否有所關連。參見李國慶，〈說說傳
世的明版書〉，《收藏家》，2018年 6期，頁 6。

11. 另，故宮典藏明內府本佛經用紙之中，除一般磁青紙之外，也含多部以羊腦箋抄寫的佛經。

12. 馬學良，〈吹盡狂沙始見金—談談明代的內府刻本〉，《收藏家》，2018年 6期，頁 24。

13. 陳瑜，〈明代內府寫本及其價值〉，頁 95。

經將明內府寫本集中，並納入「善本書庫」，

而同樣接收清宮舊藏書籍數量極夥的北平圖書

館，也是一樣的作法，除納入善本甲庫之外，

還為其量身定作珍貴的金絲楠木書匣，以茲保

護，顯然在當時北平圖書館館員的心目中，明

內府寫本書籍的珍貴性是不亞於宋、元善本的。

（圖 20）

  今日，我們無法得知有明一代，內府究竟

寫繪多少書籍，不過透過故宮院藏的實際觀察，

除「獨一部」的孤本特質外，亦存在像是「皇

帝御製集」這類未曾發刻的特殊品類，其價值

則不再僅僅限於珍稀文物。

  本文旨在介述故宮典藏，希藉由此文拋磚

引玉，吸引更多愛好者投入故宮典藏古籍領域。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