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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朝
家
法
與
古
殊

院
藏
清
高
宗
︽
御
製
擬
白
居
易
新
樂
府
︾

曾
紀
剛

承
德
避
暑　

長
夏
消
暇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
一
七
七
六
︶
夏

天
，
乾
隆
皇
帝
一
如
往
昔
，
侍
奉
母
親
崇

慶
皇
太
后
巡
幸
熱
河
避
暑
山
莊
並
於
木
蘭

圍
場
秋
獮
；
從
五
月
十
四
日
啟
鑾
、
十
九

日
起
駐
蹕
山
莊
，
直
至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

始
返
抵
京
城
。
在
長
達
四
個
多
月
的
時
間

裡
，
乾
隆
除
了
持
續
處
理
國
政
軍
務
、
關

切
民
生
吏
治
，
亦
不
免
俗
地
遊
觀
登
覽
、

即
興
吟
詠
，
留
下
豐
富
的
創
作
記
錄
；
或

寄
情
於
賞
玩
字
畫
古
董
，
為
萬
幾
之
暇
，

平
添
雅
趣
︵
本
刊
上
期
由
蔡
慶
良
先
生
專

文
介
紹
的
漢
玉
辟
邪
，
即
是
其
一
︶
。

工
作
參
與
程
度
有
限
，
猶
能
反
映
彼
時
為

官
方
所
認
同
的
批
評
趨
向
。

惟
歌
生
民
病　

願
得
天
子
知

︿
新
樂
府
﹀
五
十
章
，
是
白
居
易
接

近
﹁
不
惑
﹂
之
年
所
展
開
的
創
作
。
詩
人

初
入
仕
途
不
久
，
即
遭
遇
柳
宗
元
、
劉
禹

錫
等
人
發
動
﹁
永
貞
革
新
﹂
，
真
正
見
識

到
政
治
權
鬥
的
黑
暗
與
混
亂
。
唐
憲
宗
元

和
三
年
︵
八○

八
︶
，
三
十
七
歲
的
白
居

易
拜
授
左
拾
遺
，
﹁
掌
供
奉
諷
諫
，
扈
從

乘
輿
﹂
，
不
但
成
為
國
君
身
旁
的
侍
臣
，

更
是
朝
廷
之
言
官
。
︵
註
一
︶

此
外
，
乾
隆
更
利
用
一
個
多
月
的

時
間
，
完
成
一
組
構
思
、
運
筆
都
頗
費
斟

酌
的
詩
篇
，
題
曰
︿
用
白
居
易
新
樂
府
成

五
十
章
並
效
其
體
﹀
，
乃
是
倣
效
大
唐

﹁
詩
魔
﹂
白
居
易
︵
七
七
二

∼

八
四
六
︶

極
富
盛
名
之
︿
新
樂
府
﹀
體
裁
而
鋪
陳
的

五
十
章
擬
作
。
乾
隆
在
整
部
作
品
的
總
序

中
說
道
︵
圖
一
︶
：

　

 

白
居
易
新
樂
府
五
十
章
，
少
即
成
誦
，

喜
其
不
尚
辭
藻
而
能
紀
事
實
、
具
美

刺
。
一
代
政
要
，
畧
見
梗
槩
，
有
三
百

篇
之
遺
意
。
所
為
為
君
臣
民
物
而
作
，

不
為
文
而
作
，
非
虛
言
也
。
久
欲
效
其

體
而
為
之
，
以
萬
幾
少
暇
，
日
遷
月

延
，
且
體
大
物
博
，
未
可
率
畧
命
筆

也
。
然
終
弗
於
忘
懷
者
。

筆
落
詩
成
，
可
謂
圓
遂
一
樁
自
年
少
以
來

即
縈
繞
胸
懷
的
寫
作
宿
願
。

乾
隆
皇
帝
很
早
就
開
始
關
注
並
且

閱
讀
白
居
易
的
作
品
，
進
而
欣
賞
他
的
詩

歌
與
品
格
。
皇
子
時
期
的
弘
曆
，
便
推
崇

白
詩
﹁
體
裁
極
閑
雅
﹂
︵
︽
樂
善
堂
全
集
定

本
︾
，
卷
十
七
，
︿
讀
白
樂
天
集
﹀
︶

，
頗
為
其

獨
特
的
韻
味
所
吸
引
，
讓
人
在
炎
炎
夏
日

讀
來
尚
且
手
不
釋
卷
、
幾
至
忘
神
。

乾
隆
十
五
年
︵
一
七
五○

︶
，
由
梁

詩
正
︵
一
六
九
七

∼

一
七
六
三
︶
等
館
閣

文
臣
奉
敕
編
選
評
註
的
詩
歌
選
集
︽
唐
宋

詩
醇
︾
中
，
白
居
易
即
是
四
位
獲
選
的
唐

代
大
家
之
一
︵
其
餘
為
李
白
、
杜
甫
、
韓

愈
︶
。
除
了
稱
美
其
篇
什
最
富
、
詩
名
最

盛
，
更
特
意
點
出
詩
人
﹁
忠
誠
謇
諤
﹂
的

氣
節
風
骨
，
從
而
嘆
服
其
詩
能
﹁
變
杜
甫

之
雄
渾
蒼
勁
而
為
流
麗
安
詳
，
不
襲
其
面

貌
而
得
其
神
味
﹂
；
如
此
禮
讚
，
真
無
異

於
詩
國
之
冠
冕
。
而
︽
詩
醇
︾
選
錄
白
居

易
︿
新
樂
府
﹀
五
十
首
中
的
三
十
首
，
也

普
遍
賦
予
直
接
、
正
面
的
肯
定
。
可
以
想

見
，
儘
管
乾
隆
對
這
部
詩
選
的
實
際
編
輯

至
此
，
詩
人
內
心
鬱
積
已
久
的
政
治

熱
忱
頓
時
噴
薄
而
出
，
﹁
誓
心
除
國
蠹
，

決
死
犯
天
威
﹂
︵
︿
和
答
詩
十
首‧

和
陽

城
驛
﹀
︶
煥
發
著
剛
健
的
神
采
；
發
為
文

辭
，
於
是
創
作
出
一
系
列
因
事
命
題
，
以

﹁
補
察
時
政
﹂
、
﹁
洩
導
人
情
﹂
為
宗
旨

的
﹁
新
﹂
樂
府
詩
篇
。
整
組
作
品
的
結

構
，
有
意
識
地
倣
效
︽
詩
經
︾
，
五
十
首

有
總
序
、
各
篇
前
有
小
序
、
摘
取
首
句
為

篇
題
，
行
文
則
採
用
更
為
自
由
的
雜
言
體

式
。
雖
以
新
體
為
號
，
內
裡
性
格
猶
然
與

漢
代
樂
府
詩
﹁
感
於
哀
樂
，
緣
事
而
發
﹂

︵
註
二
︶

的
理
念
相
符
契
，
甚
至
要
直
承

《歷代聖賢半身像》　冊　〈白居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　 《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　彭元瑞寫刻進呈本　版框半葉高
23.4公分　寬14.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封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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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經
︾
，
令
其
風
雅
比
興
的
諷
喻
精

神
，
朗
照
於
千
百
年
之
後
。

白
居
易
︿
新
樂
府
﹀
的
內
容
，
從
每

一
首
詩
的
小
序
，
便
能
揣
見
其
梗
概
，
諸

如
：
美
天
子
憂
農
、
達
窮
民
之
情
、
傷
農

夫
之
困
、
念
女
工
之
勞
、
惡
鄭
之
奪
雅
、

戒
求
仙
、
戒
邊
功
、
愍
怨
曠
、
刺
長
吏
、

激
忠
烈
、
念
寒
儁
、
苦
宮
市
、
鑒
嬖
惑
、

惡
幸
人
、
諷
執
政
、
譏
失
職
、
疾
貪
吏
、

惡
詐
人
、
哀
冤
民
、
思
決
壅
︙
︙
等
等
，

可
謂
涵
蓋
了
一
個
時
代
所
面
臨
的
各
種
問

題
和
挑
戰
，
不
僅
反
應
黎
民
生
活
的
心
聲

實
境
，
亦
屢
屢
直
陳
國
之
君
臣
在
擘
劃
遠

景
、
制
定
政
策
、
執
行
命
令
時
，
應
該
具

備
的
識
力
涵
養
；
其
中
若
干
議
題
焦
點
，

甚
至
頗
足
資
當
代
借
鑑
。
同
時
可
見
，
白

居
易
格
外
擅
長
以
鮮
明
靈
動
的
譬
喻
為

詩
歌
謀
篇
命
題
，
無
論
銅
鏡
、
青
石
、
蒼

松
、
牡
丹
，
抑
或
毛
筆
、
潛
龍
、
八
哥
、

寶
劍
，
都
成
了
詩
人
﹁
有
所
為
而
作
﹂
最

適
當
也
最
準
確
的
抒
懷
媒
介
。

儘
管
白
居
易
自
稱
︿
新
樂
府
﹀
乃

﹁
為
君
、
為
臣
、
為
民
、
為
物
、
為
事
而

作
，
不
為
文
而
作
﹂
︵
︿
序
﹀
︶
，
其
淺

顯
直
切
的
語
言
風
格
，
反
而
讓
讀
者
透
過

詩
歌
以
旁
觀
他
人
之
苦
痛
時
，
更
能
鼓
動

心
底
的
同
情
與
決
意
改
變
的
力
量
，
而
不

是
憐
憫
和
忍
耐
。
每
一
個
時
代
，
都
有
屬

於
它
的
樂
府
歌
謠
，
或
曰
︿
戰
城
南
﹀
、

或
曰
︿
兵
車
行
﹀
、
或
曰
︿
新
豐
折
臂

翁
﹀
，
歌
之
誦
之
，
即
慎
之
戒
之
；
並
非

要
讓
人
們
陷
入
悲
傷
，
而
在
彼
此
提
醒
如

何
不
讓
曾
經
的
場
景
重
現
。

假
令
居
易
生
斯
世

如
果
說
展
讀
白
居
易
︿
新
樂
府
﹀
，

人
們
儼
然
望
見
一
位
既
受
命
於
君
，
卻
選

擇
站
在
擁
有
最
高
權
力
者
對
立
面
的
知
識

分
子
，
以
能
盡
並
善
盡
言
官
職
責
為
莫
大

榮
典
，
那
麼
，
翻
開
盛
世
帝
君
親
撰
的

︽
御
製
擬
白
居
易
新
樂
府
︾
詩
冊
，
人
們

又
將
看
到
甚
麼
？

正
是
這
位
年
近
古
稀
、
臨
政
四
十
餘

年
的
老
皇
帝
，
此
刻
已
經
四
度
南
巡
、
十

全
武
功
成
其
七
、
︽
四
庫
全
書
︾
的
纂
修

也
正
熱
烈
進
行
中
；
乾
隆
髣
髴
站
在
歷
史

的
峰
頂
，
以
睥
睨
之
姿
，
回
望
帝
國
肇
建

以
來
的
累
世
功
業
。
他
慎
而
重
之
地
逐
章

寫
就
五
十
篇
新
樂
府
，
並
在
序
文
中
明
白

揭
示
自
己
的
立
場
和
目
的
：

　

 

有
關
於
世
道
人
心
者
，
非
淺
鮮
耳
。
且

以
古
喻
今
，
以
今
方
古
。
我
國
家
受
命

開
基
，
祖
功
宗
德
，
俾
子
孫
知
剏
業
之

艱
，
謹
神
器
之
守
。

顯
然
，
這
組
作
品
作
為
盛
世
宏
業
之
註

腳
，
將
迥
別
於
白
詩
美
刺
一
代
政
要
的

精
神
意
志
，
而
特
重
其
政
治
意
義
與
宣

傳
效
應
。
也
正
因
如
此
，
乾
隆
擬
作
就
真

的
只
有
在
篇
章
形
式
上
法
效
白
居
易
︿
新

樂
府
﹀
之
體
，
至
於
鋪
陳
內
容
或
批
評
觀

點
，
反
倒
處
處
與
白
詩
異
幟
殊
途
，
不
但

直
言
批
駁
，
甚
至
反
唇
相
譏
。

乾
隆
在
這
組
作
品
中
首
先
帶
給
讀
者

的
深
刻
印
象
，
便
是
宣
揚
大
清
自
開
國
以

來
的
政
績
確
實
超
邁
往
古
，
為
歷
朝
歷
代

所
不
能
及
。
如
首
章
︿
七
德
舞
﹀
便
稱
：

　

 

即
漢
高
明
祖
，
亦
莫
及
七
德
之
舞
，

奚
足
比
擬
本
朝
王
業
之
規
模
。

其
他
如
︿
立
部
伎
﹀
、
︿
蠻
子
朝
﹀
、
︿
縛

戎
人
﹀
、
︿
鹽
商
婦
﹀
幾
篇
，
乾
隆
藉
機
宣

揚
本
朝
在
禮
樂
、
外
交
、
軍
事
、
財
政
各

方
面
的
成
就
，
完
全
杜
絕
了
過
去
曾
經
出

現
過
的
弊
端
，
故
每
每
語
帶
自
豪
地
說
：

﹁
白
傅
再
生
，
應
難
騰
口
謗
﹂
、
﹁
縱
有
香

山
之
才
奚
為
辭
﹂
。
又
如
白
居
易
作
︿
上

　

耿
耿
殘
燈
背
壁
影
，
蕭
蕭
暗
雨
打
窗
聲
。 

　

春
日
遲
，
日
遲
獨
坐
天
難
暮
。 

　

宮
鶯
百
囀
愁
厭
聞
，
梁
燕
雙
栖
老
休
妬
。

　

鶯
歸
燕
去
長
悄
然
，
春
往
秋
來
不
記
年
。 

　

唯
向
深
宮
望
明
月
，
東
西
四
五
百
迴
圓
。

乾
隆
自
矜
國
朝
家
法
與
唐
制
殊
異
，
唯
其

筆
下
文
句
竟
殆
無
詩
味
，
直
似
記
帳
：

　

我
朝
女
樂
，
初
亦
歷
代
沿
。

　

康
熙
年
間
，
其
數
不
盈
千
。

　

想
彼
貞
觀
，
嘗
憫
幽
閉
，
出
有
三
千
眾
。

　

其
尚
存
者
，
何
止
一
半
焉
？

　

以
今
喻
古
，
多
少
之
數
天
淵
懸
。

　

雍
正
其
數
更
減
十
之
七
，

　

乾
隆
無
一
女
樂
逮
今
四
十
年
。

　

假
令
居
易
生
斯
世
，

　

知
其
難
成
上
陽
白
髮
人
之
篇
。

乾
隆
一
直
自
負
地
認
為
，
以
白
居
易
︿
新

樂
府
﹀
所
諷
刺
的
民
情
時
政
，
在
當
今
之

世
幾
乎
沒
有
說
話
的
空
間
餘
地
，
而
乾
隆

擬
作
的
另
一
個
重
點
，
即
是
直
接
、
尖

銳
地
糾
正
甚
至
批
駁
白
居
易
的
見
解
。
如

︿
海
漫
漫
﹀
，
乾
隆
認
為
白
居
易
引
老

子
之
言
以
闢
求
仙
之
說
，
根
本
就
是
抱
薪

救
火
、
揚
湯
止
沸
，
這
顯
然
徹
底
翻
轉

了
︽
唐
宋
詩
醇
︾
﹁
借
矛
攻
盾
，
極
其
警

圖二　 《白氏諷諫》　明正德間四川布政司參政曾大有重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陽
白
髮
人
﹀
的
用
意
，
在
於
抨
擊
不
合
理

的
唐
代
後
宮
制
度
；
眾
多
宮
女
在
國
君
專

寵
一
人
之
後
，
幾
乎
等
同
與
世
隔
絕
，
只

能
終
老
宮
中
，
既
浪
費
國
家
資
源
更
違
背

人
性
。
白
居
易
描
述
六
宮
粉
黛
的
寂
寞
苦

悶
，
含
蓄
蘊
藉
中
透
出
絲
絲
幽
閉
怨
曠
之

苦
︵
圖
二
︶
：

　

秋
夜
長
，
夜
長
無
寐
天
不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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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
的
正
面
評
價
；
白
居
易
以
︿
驪
宮

高
﹀
稱
美
天
子
能
夠
節
制
享
樂
排
場
，
減

卻
資
源
消
耗
和
浪
費
，
昔
日
︽
詩
醇
︾
評

曰
﹁
格
調
摹
騷
，
詞
氣
特
婉
約
﹂
，
如
今

則
是
板
起
臉
孔
教
訓
道
：

　

治
亂
之
幾
，
惟
在
敬
與
荒
。

　

以
云
崇
儉
斬
費
，
則
猶
拾
遺
之
淺
見
。

再
如
︿
澗
底
松
﹀
原
是
白
居
易
感
嘆
人
才

埋
沒
不
得
被
重
用
，
這
確
實
是
任
何
時
代

的
政
治
領
袖
必
須
嚴
肅
面
對
的
課
題
；
乾

隆
於
此
，
反
倒
要
責
怪
言
官
失
職
了
：

　

 

澗
底
松
，
他
人
弗
知
大
匠
宜
知
之
。

　

 

進
賢
求
材
人
臣
責
，
職
無
大
小
，

此
意
皆
當
思
。
拾
遺
薦
至
尚
書
任
，

試
問
良
士
屈
下
責
在
誰
？

或
許
，
論
理
、
論
法
、
論
數
據
、
論
權

威
，
乾
隆
都
有
絕
對
的
優
勢
，
容
易
壓
逼

臣
民
屈
服
，
卻
不
見
得
能
令
人
感
動
，
從

而
讓
這
些
文
字
篇
章
在
千
百
年
時
移
世
易

之
後
，
猶
能
展
現
其
穿
透
人
心
的
影
響

力
。
讀
者
在
乾
隆
詩
作
中
看
到
的
，
或
許

是
他
在
古
代
政
治
史
上
光
輝
奪
目
的
強

度
；
至
於
那
些
看
不
到
的
部
分
，
則
為
我

們
標
記
出
白
居
易
在
文
學
史
和
文
化
史
上

的
位
置
和
份
量
。

天
倫
絕
響

身
為
人
君
與
人
子
的
乾
隆
，
或
許
不

曾
、
也
不
願
設
想
，
一
七
七
六
年
夏
天
，

竟
是
他
最
後
一
次
陪
侍
崇
慶
皇
太
后
前
往

承
德
離
宮
，
共
度
避
暑
巡
遊
的
時
光
。
就

在
隔
年
早
春
歡
慶
元
宵
佳
節
後
不
逾
匝

旬
，
正
月
二
十
三
日
丑
時
，
皇
太
后
便

病
逝
於
圓
明
園
長
春
仙
館
，
享
壽
八
十
有

六
。
從
此
刻
起
，
母
子
二
人
﹁
祇
藉
夢
魂

遇
，
永
辭
甘
旨
調
﹂
︵
︽
御
製
詩
四
集
︾
，
卷

四
三
，
︿
恭
謁
泰
東
陵
﹀
︶

，
昔
日
﹁
孫
曾
侍

宴
列
五
代
，
歌
舞
行
時
娛
一
堂
﹂
︵
︽
御

製
詩
四
集
︾
，
卷
四
二
，
︿
非
夢
﹀
︶

的
天
倫
佳

景
，
終
成
絕
響
。

母
親
的
辭
世
，
對
乾
隆
而
言
，
確

實
是
一
次
沉
痛
的
情
感
創
傷
，
也
讓
這
位

向
來
以
數
量
和
速
度
自
豪
的
文
藝
天
子
陷

入
創
作
的
低
潮
，
一
反
過
去
朝
吟
夕
諷
、

觸
興
拈
就
的
活
力
，
輒
於
十
日
之
內
，
不

出
數
首
；
整
整
一
年
，
繕
入
詩
本
的
作
品

亦
僅
約
二
百
篇
，
尚
且
不
及
往
年
的
一
半

︵
況
且
其
中
一
百
零
五
篇
，
猶
為
太
后
病

故
前
所
作
︶
。
詩
作
驟
減
，
固
然
導
因
於

痛
失
摯
親
，
不
容
責
咎
，
但
在
乾
隆
看

來
，
卻
似
乎
有
損
其
迅
捷
多
產
的
顏
面
形

象
。
於
是
，
他
想
起
前
一
年
夏
天
完
成
的

五
十
章
新
樂
府
，
即
命
詞
臣
將
之
充
墊
於

本
年
詩
本
卷
末
，
聊
資
補
闕
。

正
因
如
此
，
今
日
人
們
展
讀
︽
御
製

詩
四
集
︾
卷
之
四
十
四
，
映
入
眼
簾
的
，

便
是
這
五
十
章
擬
作
與
三
首
歲
末
除
夕
、

臨
事
思
親
的
短
詩
。
觀
其
﹁
讀
祝
敬
聽
增

位
號
，
不
禁
驀
地
涕
澘
然
﹂
︵
︿
歲
暮
祫
祭

太
廟
禮
成
誌
感
﹀
︶

、
﹁
歲
暮
徒
言
讀
禮
書
，

行
斯
未
逮
歎
何
如
﹂
︵
︿
歲
暮
﹀
︶

，
抑
或

﹁
殿
詩
寧
可
闕
，
即
景
益
無
聊
。
西
望
難

堪
處
，
壽
康
鎖
寂
寥
﹂
︵
︿
除
夕
﹀
︶

數
語

︵
圖
三
︶
，
再
對
比
以
昔
年
撰
就
新
樂
府

之
長
篇
鉅
制
，
讀
者
不
啻
同
時
參
與
或
見

識
到
一
代
帝
君
既
自
負
又
落
寞
、
極
堅
毅

卻
也
最
脆
弱
的
複
雜
性
格
和
生
命
場
景
。

刊
布
流
播　

傳
揚
宏
業

在
中
國
古
代
典
籍
史
與
學
術
史
脈
絡

中
，
由
官
方
主
導
的
圖
書
修
撰
，
普
遍
蘊

含
著
特
殊
而
重
要
的
意
義
；
書
籍
的
頒
布

或
賞
賜
，
更
往
往
不
能
視
為
單
純
的
﹁
禮

物
﹂
。
乾
隆
御
製
新
樂
府
，
美
而
不
刺
，

意
在
為
帝
國
盛
世
鐫
刻
文
字
的
印
記
，
其

創
作
、
刊
布
與
流
傳
，
都
明
顯
帶
有
傳
揚

圖三　 清高宗　《御製詩四集》　清乾隆間內府烏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　王杰寫刻進呈本　版框半葉高13.5公分　寬8.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　劉墉寫刻進呈本　版框半葉高11.6公分　寬8.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臣
墉

臣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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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日
望
恭
校
﹂
小
字
一
行
。
此
本
版
式
開

闊
，
字
大
悅
目
；
內
頁
特
選
質
地
堅
厚
潔

白
的
玉
版
宣
，
紙
、
墨
、
刻
、
印
，
俱
臻

精
絕
。
更
引
人
注
目
者
，
即
書
冊
覆
以
地

子
嵌
花
織
錦
書
衣
，
在
明
黃
色
的
幾
何
地

紋
上
綴
滿
西
番
蓮
、
荷
花
、
石
榴
等
各
色

花
卉
，
富
麗
雍
容
，
尤
能
迎
合
並
彰
顯
乾

隆
御
製
新
樂
府
的
主
題
精
神
暨
其
爭
強
好

勝
的
帝
王
性
格
，
亦
為
展
廳
增
色
。
彭
元

瑞
堪
稱
最
得
乾
隆
皇
帝
賞
識
倚
重
的
文
臣

之
一
，
藉
斯
書
想
見
其
人
，
倒
也
不
難
理

解
，
何
以
舉
凡
清
代
中
期
最
重
要
的
文
藝

重
任
，
如
纂
輯
︽
秘
殿
珠
林
︾
、
︽
石
渠

寶
笈
︾
、
︽
西
清
古
鑑
︾
、
︽
天
祿
琳
琅
書

目
︾
、
︽
四
庫
全
書
︾
︙
︙
等
等
，
彭
元
瑞

幾
乎
﹁
無
役
不
與
﹂
且
﹁
屢
荷
褒
嘉
﹂
︵
註

三
︶
的
部
分
原
因
。

最
後
這
一
部
，
也
頗
特
別
。
乾
隆

四
十
四
年
︵
一
七
七
九
︶
三
月
，
福
建
學

政
沈
初
︵
一
七
二
九

∼

一
七
九
九
︶
奏
請

校
刊
獲
准
後
，
復
於
六
月
詳
細
奏
明
刊
刻

式
樣
，
希
望
能
將
原
來
領
到
袖
珍
本
︽
新

樂
府
︾
的
版
式
略
為
放
寬
，
與
另
一
部
御

製
頒
賜
之
︽
全
韻
詩
︾
行
款
統
一
，
俾
便

一
併
刊
行
︵
圖
八
︶
。
沈
初
奏
摺
俱
存
，

圖七　 彭元瑞奏〈恭謝天恩頒賜御製白居易新樂府刻本一部〉　乾隆46年11月29日　7扣　故宮06600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沈初奏〈恭謝恩准將御製新樂府及全韻詩自行刊刻宣示諸生事〉乾隆44年6月20日　7扣　故宮06470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左起：《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劉墉進呈本、王杰進呈本、錦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宏
業
、
導
正
視
聽
的
作
用
。

乾
隆
擬
白
居
易
新
樂
府
五
十
章
完
成

後
，
隨
即
付
梓
，
並
且
自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
一
七
七
七
︶
正
月
起
頒
賜
臣
工
。
根
據

本
院
所
藏
宮
中
檔
奏
摺
與
軍
機
處
檔
案
摺

件
，
賞
賜
時
間
大
致
集
中
在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春
天
與
四
十
六
年
︵
一
七
八
一
︶
秋

冬
，
範
圍
遍
及
山
東
、
江
蘇
、
安
徽
、
湖

北
、
浙
江
、
福
建
、
廣
西
、
貴
州
、
四

川
、
陜
西
等
地
。
各
地
官
員
領
受
賜
書

後
，
除
了
﹁
什
襲
珍
藏
，
永
為
世
寶
﹂
等

制
式
回
應
，
亦
不
乏
請
求
自
行
刊
刻
以
廣

流
傳
的
建
議
。
本
院
典
藏
四
部
︽
御
製
擬

白
居
易
新
樂
府
︾
，
俱
可
與
原
初
奏
請
重

刊
的
檔
案
文
獻
相
互
印
證
。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九
月
︵
一
七
七 

八
︶
，
江
蘇
學
政
劉
墉
︵
一
七
二○

∼

一
八○
五
︶
奏
請
敕
發
各
直
省
刊
刻
流
布

並
請
求
自
行
辦
理
刊
刻
事
宜
，
乾
隆
批
准

了
後
者
，
但
認
為
無
須
各
省
一
體
刊
布
。

劉
墉
寫
刻
進
呈
之
本
，
係
每
半
葉
五
行
、

每
行
十
字
、
小
字
雙
行
亦
十
字
的
袖
珍

小
書
，
別
為
四
冊
，
內
頁
套
印
綠
色
西

蕃
蓮
紋
框
欄
，
是
一
種
從
西
方
傳
入
中

國
、
被
乾
隆
視
為
﹁
奇
珍
異
種
，
絕
等
非

凡
﹂
︵
︽
御
製
文
二
集
︾
，
卷
三
八
，
︿
西
蕃
蓮

賦
﹀
︶

的
植
物
和
紋
飾
。
卷
末
有
劉
墉
撰

跋
，
並
鈐
白
文
﹁
臣
﹂
、
朱
文
﹁
墉
﹂
二

方
小
印
。
︵
圖
四
︶
外
覆
藍
色
絹
質
書

衣
，
絹
質
書
籤
也
刻
意
染
成
藏
經
紙
色
，

再
以
素
綾
包
角
、
錦
函
裝
盛
，
顯
得
古
雅

而
精
巧
。
另
一
部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
一
七
八
二
︶
初
，
由
浙
江
學
政
王
杰

︵
一
七
二
五

∼

一
八○

五
︶
奏
請
刊
刻

者
，
其
行
款
、
外
形
、
冊
數
皆
與
劉
墉

之
袖
珍
本
相
同
，
唯
版
式
字
體
略
大
一

級
，
框
欄
為
夔
龍
紋
，
跋
後
加
鈐
白
文

﹁
臣
﹂
、
朱
文
﹁
杰
﹂
小
印
︵
圖
五
︶
，

書
籤
則
是
淡
黃
色
絹
，
同
樣
盛
以
錦
函
，

貼
上
金
色
題
籤
，
頗
為
別
緻
。
︵
圖
六
︶

至
於
目
前
﹁
古
籍
與
秘
檔
﹂
展
廳

中
所
陳
列
者
，
則
是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底
，
江
蘇
學
政
彭
元
瑞
︵
一
七
三
一

∼

一
八○

三
︶
奏
請
﹁
恭
照
繕
錄
，
敬
謹

重
刊
﹂
︵
圖
七
︶
後
再
呈
御
覽
的
寫
刻
進

呈
本
。
僅
裝
成
二
冊
，
半
葉
七
行
、
行

十
六
字
，
小
字
雙
行
，
二
十
四
字
；
四
周

雙
欄
，
單
魚
尾
，
書
口
刻
﹁
御
製
新
樂

府
﹂
，
中
記
冊
數
，
下
記
頁
次
；
卷
末

有
彭
元
瑞
撰
跋
，
後
刻
﹁
丹
陽
縣
教
諭
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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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善本古籍以其雕鏤精細、裝潢講究、版式多元的特色而吸引

民眾慕名欣賞；文獻檔案則以事涉政府內部機密的神秘性而勾起外界人士一窺究

竟的好奇。「古籍與密檔─院藏圖書文獻珍品展」的推出，便是提供民眾從認識

到欣賞古籍，見證中國歷代圖書印刷史的演進歷程；而將深藏大內的清宮密檔公

開展示，也使民眾對清代許多傳聞不斷的政治秘辛與宮廷歷史有更深入的領會。

唯
無
書
可
證
；
直
到
近
年
香
港
中
山
圖
書

館
慨
捐
其
舊
籍
珍
藏
予
本
院
，
方
始
發
見

此
部
校
刊
本
。
裝
成
二
冊
，
版
框
半
葉
高

一
四‧

四
公
分
、
寬
九‧

三
公
分
，
每
半

葉
七
行
、
行
十
四
字
、
小
字
雙
行
亦
十
四

字
；
四
周
雙
欄
，
單
魚
尾
，
書
口
刻
﹁
御

製
新
樂
府
﹂
，
下
記
頁
次
；
無
跋
，
末
刻

﹁
福
建
學
政
臣
沈
初
敬
謹
校
刊
﹂
小
字
一

行
。
版
式
行
款
不
僅
完
全
符
合
奏
摺
所

陳
，
再
與
本
院
所
藏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劉
墉

寫
刻
進
呈
之
︽
全
韻
詩
︾
相
覈
，
亦
無
甚

參
差
。
藉
此
書
緣
，
乃
得
概
見
乾
隆
擬
作

彼
時
於
國
境
之
南
的
流
播
實
跡
。

除
了
以
書
籍
作
為
傳
揚
盛
世
宏
業

的
媒
介
，
乾
隆
御
製
頒
賜
的
各
類
作
品
還

轉
化
出
各
種
不
同
的
複
製
型
態
或
再
創
作

模
式
，
綿
密
而
細
緻
地
延
展
、
維
繫
其
帝

王
意
志
與
權
力
徽
記
，
幾
乎
到
了
無
處
無

註
釋

1.  

參
考
賴
瑞
和
，
︽
唐
代
中
層
文
官
︾
︵
臺
北
：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二
〇
〇
八
︶
，
頁

一
一
一—

一
五
一
。

2.  

漢
班
固
，
︽
漢
書
︾
︵
臺
北
：
鼎
文
書
局
，

一
九
八
六
︶
，
卷
三
〇
，
︿
藝
文
志‧

詩
賦
略
﹀

小
序
，
頁
一
七
五
六
。

3.  

趙
爾
巽
等
撰
，
︽
清
史
稿
︾
︵
臺
北
：
鼎
文
書

局
，
一
九
八
一
︶
，
卷
三
二
〇
，
︿
彭
元
瑞

傳
﹀
，
頁
一
七
七
〇
。

4.  

朱
啟
鈐
，
︽
清
內
府
藏
刻
絲
書
畫
錄
︾
︵
臺
北
：

世
界
書
局
，
一
九
六
二
︶
，
卷
一
，
頁
三
〇—

三
一
。
詳
列
各
冊
所
鈐
璽
印
，
並
附
記
﹁
古
物
陳

列
所
書
畫
目
錄
附
卷
第
一
熱
河
行
宮
藏
現
存
寶
蘊

樓
﹂
。

參
考
書
目

1.  

朱
金
城
，
︽
白
居
易
集
箋
校
︾
，
上
海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八
。

2.  

陳
捷
先
，
︽
乾
隆
寫
真
︾
，
臺
北
：
遠
流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二
〇
〇
二
。

圖九　 清　于敏中書乾隆御製紫毫筆等六首樂府詩棕竹黑摺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之
的
程
度
。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
御
筆
行
書

擬
白
居
易
新
樂
府
即
於
皇
城
大
內
刻
石
；

朱
啟
鈐
︵
一
八
七
二

∼

一
九
六
四
︶
民
國

十
九
年
︵
一
九
三○

︶
編
輯
出
版
︽
清
內

府
藏
刻
絲
書
畫
錄
︾
，
復
著
錄
有
︽
清
刻

絲
高
宗
書
用
白
居
易
新
樂
府
成
五
十
章
並

效
其
體
詩
︾
四
冊
，
係
藍
色
回
文
邊
米
色

地
刻
絲
藍
色
行
書
。
︵
註
四
︶

此
外
，
本

院
尚
典
藏
于
敏
中
︵
一
七
一
四

∼

一
七
八

○

︶
將
乾
隆
御
製
新
樂
府
以
泥
金
精
寫
之

棕
竹
黑
摺
扇
十
三
柄
，
文
臣
迎
合
聖
意
、

取
悅
君
心
的
作
用
，
更
不
待
辨
而
自
明
。

︵
圖
九
︶
假
令
居
易
生
斯
世
，
千
載
回

眸
，
有
斯
聞
焉
、
有
斯
見
焉
，
寧
無
所

感
？
可
還
願
意
再
題
一
篇
新
樂
府
詩
？

本
文
有
關
織
錦
花
色
與
相
關
藏
品
之
敘
述
，
承
書
畫
處
童
文
娥

小
姐
、
鄭
淑
方
小
姐
惠
賜
專
業
意
見
，
特
此
申
謝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