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保（1711-1776），字伯容，號補亭、

蘊玉，索綽絡氏，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二年

（1737）進士。他所書的〈平定回部告成太學

碑〉為一近十公尺的長卷，內容陳述清乾隆

二十四年（1759）擊敗天山南路回部大小和卓

的過程。

　　清代每每在戰爭勝利後在重要戰場、寺

廟等地立碑，其傳統可追溯自東漢的竇憲 

（?-92）擊敗匈奴後的「燕然勒石」，乾隆皇

帝（1735-1796在位）在平定回部後也分別立

了〈平定回部勒銘伊西庫爾淖爾碑〉、〈平

定回部勒銘葉爾奇木碑〉。而在太學中立「告

成太學碑」則成為清代「告成」軍禮中的重

要一環。於太學立碑則始於清代的康熙皇帝

（1661-1722在位），除了繼承周禮的傳統，

也達到告成天下，達到連接文人「文武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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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考自朱玉麒，〈從告於廟社到告天下—清代西北邊疆平
定的禮儀重建〉，收入東方學研究論集刊行會編，《高田

時雄教授退休紀念東方學研究論集》（京都：臨川書店，

2014）；衛周安，《清代戰爭文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2020）。

的目的。乾隆皇帝在對新疆的準噶爾及回部用

兵獲勝後，亦效法在太學立碑。1

　　在書法上，清觀保〈平定回部告成太學

碑〉以嚴整寬博的顏真卿書風寫成，字字渾厚

飽滿，除反應滿族官員的書法造詣外，和〈平

定準噶爾勒銘噶登山之碑〉漢字書法呈現的顏

楷的樣貌，可窺見乾隆朝記功碑的書風表現。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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