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期

年 月
浙 江 大 学 学 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收稿日期 本刊网址 在线杂志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方建新 男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宋代历史研究 王晴 女 浙

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浙江大学出版社编辑 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宋代历史研究

宋学研究

宋代宫廷藏书续考

专藏皇帝著作的殿阁

方建新 王 晴
浙江大学 古籍研究所 浙江 杭州

摘 要 宋代皇宫内除了有专门的藏书处所与皇帝个人读书宴息的殿阁外 自真宗朝起 创设了为

前朝去世的君主建置专门殿阁 收藏其御书 御制与诗文著作 书法手迹的制度 一直延续到南宋度宗朝

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和档案收藏管理史上前所未有 后世亦无的独创 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宋代最高统

治者重视文教 身体力行 加强自身读书学习 勤于撰作 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出现了君臣上

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 非前代之所及的局面 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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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宫廷藏书 皇室藏书 即专门为皇帝与皇室成员建造藏书机构和处所 是宋代官方藏书的

重要方面 宋代的皇室藏书大致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分布于禁中的专门藏书处所与皇帝个人读书

宴息的殿阁 二是继位的君主为收藏已故的前一朝皇帝的御制御书及所撰诗文 书画手迹而专门建

造的 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档案馆性质的殿阁 在北宋建造的殿阁中 同时藏有数量可观的其他各类

图书 对于宋代皇室前一方面的藏书机构 处所与藏书情况 笔者已有专文介绍 本文是对宋代

宫廷中后一方面的藏书的考述 以对宋代皇室藏书有一个较全面了解

一 龙图阁

龙图阁是真宗为存放太宗御书 御集而下令建造的殿阁 开创了宋代为前朝君主专门建阁收藏

其御书 御制的制度

关于龙图阁的建造时间 宋会要辑稿 方域 一之五及 文献通考 卷五四 职官考八 宋史

卷一六二 职官志二 均称大中祥符中 误 续资治通鉴长编 以下简称 长编 卷四四 咸平二年

闰三月庚寅 条纪事 诏三馆写四部书二本来上 一置禁中之龙图阁 一置后苑之太清楼 以

备观览 李焘注云 此据本 志 实录 但云写一本置禁中 不及龙图阁也 东京记 云大中祥

符初建龙图阁 据此则咸平初 阁已建矣 玉海 卷一六三 咸平龙图阁 祥符初建龙图阁 以

藏太宗御书 但注云 阁初建无岁月 咸平四年十一月丁亥始御是阁 见于 国史 后又谓 按

会要 大中祥符所造 以奉太宗御书 然自咸平四年十一月丁亥已尝御是阁 反驳甚是 长编 亦

明确记载真宗于咸平四年十一月 丁亥 幸龙图阁 召近臣观太宗御书及古今名画 卷五 玉

海 卷二七 御书目录 所载同 事实上 宋会要辑稿 方域 一之五 文献通考 职官考八 宋

史 职官志二 所载与此三书其他章节所记 多自相矛盾 如 文献通考 职官考八 龙图阁学

士 直学士 待制 条既谓 宋朝大中祥符中建龙图阁 又称 龙图阁 直学士景德四年置 待

制 景德元年置 如龙图阁建于太中祥符初 何有先数年真宗召辅臣于龙图阁观书之事 又何有

未建阁而先置龙图阁直学士 待制 故据 玉海 所引 国史 及 长编 所载咸平四年 十一月

真宗御龙图阁事 龙图阁当建成于咸平四年十一月前

据 玉海 长编 所载 龙图阁建成后即藏以太宗御制御书 另 长编 卷五三 咸平五年十月

己卯 条纪事亦载 先是 上 真宗 于龙图阁藏太宗御书 己卯 召近臣观之 上手执目录以示近

臣 谓曰 先帝圣文神笔 朕集缀既久 至于题记时事 片幅半纸及书在屏扇或微损者 悉加装褙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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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七百五十卷矣 卷五 此亦进而说明龙图阁早在咸平间已建成 并在建成不久即收藏太

宗御书 御制 卷 还编有藏书目录

尔后 龙图阁的藏书数量有了大幅增加 长编 景德二年 四月戊戌 条纪事 阁上藏

太宗御书五千一百十五卷 轴 下设六阁 经典阁三千七百六十二卷 史传阁八百二十一卷 子书阁

一万三百六十二卷 文集阁八千三十一卷 天文阁二千五百六十四卷 图画阁一千四百二十一轴

卷 册 上 真宗 曰 朕退朝之暇 无所用心 聚此图书以自娱耳 卷五九

宋太宗赵匡义和其兄赵匡胤一样 原是军伍出身 是后周禁军的一名中级军官 也是陈桥兵变

的主要策划者 他比赵匡胤更重文教 更重视读书学习 他曾对近臣说 他无所爱 但喜读

书 卷三二 辰巳间 午前八时 视事 既罢 即看书 深夜乃寝 五鼓 四时 而起 盛暑永昼未尝

卧 卷二五 宋初他命大臣们所编的三部大书之一 太平总类 足足有一千卷 太宗命令史馆每天

进呈三卷 在一年中把它通读了一遍 卷二四 是书因此改名为 太平御览 太宗喜读书 也喜欢

吟诗撰文 勤于著述 朝廷每有庆典及与臣下宴游欢娱 经常作诗赐予大臣 并命大臣们一起唱和

宋史 艺文志 著录太宗著作有 文明政化 卷 子部儒家类 棋图 卷 子部杂艺术类 太

宗御集 卷 集部 又据 长编 卷二四载 太平兴国八年 太宗 撰 莲华心轮回文偈颂 十部二

百五十卷 回文图 十轴 示近臣 卷二四 另据 杨文公谈苑 记载 太宗善飞白 其字大者方数

尺 善书者皆伏其妙 又小草特工 又说 太宗善草 隶 行 八分 篆 飞白六体 皆极其妙 而

草书尤奇绝 今上 真宗 悉赂求编次 凡三十余卷

龙图阁除了收藏上述太宗的御制 御书 诗文著作 书法墨迹外 还藏有其他各类图书与书画

瑞物等 景德二年龙图阁建立不久 所藏图书 书画总数达到 卷 轴 到了大中祥符三年

十一月 三馆秘阁所藏 图书 外 又于后苑及龙图阁并留正本各及三万余卷 七之一三

龙图阁有藏书目录 见上引 长编 等所载 直斋书录解题 卷八著录有 龙图阁瑞物宝目 六

阁书籍图画目 一卷 当时有印本颁降各地 龙图阁还有藏书印记 大中祥符二年三月铸 曰 龙图

阁御书记 龙图阁所藏图书不但数量多 校勘亦精 真宗曾不无夸耀地说 龙图阁书屡经雠校

最为精详 朕求书备至 故奇书秘籍无隐焉

从以上有关典籍所载龙图阁的规模 藏书数量 质量来看 龙图阁在北宋皇室藏书中占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 与太清楼同为皇宫中规模最大的藏书处所 太清楼位于后苑 龙图阁位于禁中君主日

常处理朝政处 是真宗退朝之暇读书 休息 自娱 之处 而且 自真宗朝起 龙图阁也成为君臣观

书 宴饮 举行文化集会之地

景德元年 十月 置龙图阁待制 四年 置龙图阁直学士 后又于大中祥符三年置龙图阁学

士 皆为侍从官等荣誉性带职名 元丰改制后为贴职名 不参与阁事 实际工作由内侍三人

掌之 七之一三 卷一六二

二 天章阁

天章阁在会庆殿西 龙图阁之北 七之一 以收藏真宗御书 御制为主 真宗在世日就已建成

其建造过程 长编 卷九六有较详细的记载

天禧四年十一月戊午 上 真宗 御龙图阁 召近臣观圣制文论 歌诗 上曰 朕听览之

暇 以翰墨自娱 虽不足垂范 亦平生游心于此 丁谓等言 圣制广大 宜有宣布 请镂板以传

第 期 方建新 王 晴 宋代宫廷藏书续考 专藏皇帝著作的殿阁

这则记载又见于 宋会要辑稿 职官 七之一三 玉海 卷一六三 咸平龙图阁 各书所载龙图阁图书数字稍有出入

参见 玉海 卷五二 景德六阁图书 引 实录 又见 宋会要辑稿 职官 七之一四



不朽 许之 遂宴于资政殿 庚申 内出圣制七百二十二卷示辅臣 壬戌 宰臣等言 圣制已

约分部帙 望令雕板摹印 颁赐馆阁 及道释经藏名山胜境 仍命内臣规度禁中严净之所 别创

殿阁缄藏 诏可 寻于龙图阁后修筑 命入内都知张景宗 副都知邓守恩管勾 是为天

章阁 卷九六

透过 长编 这段委婉记述中君臣心照不宣的对话 可以清楚地看到 天章阁的建造完全是宋真

宗直接授意 而宰执大臣们心领神会 投其所好 所以 天章阁也是宋代唯一由皇帝生前建造 命

名 收藏本朝君主御制 御书的殿阁 在天章阁的筹建 建造过程中 真宗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与

关心 就在天禧四年 十一月决定建造天章阁以后数日 真宗 出御制文草及赐中宫诗手书等

示宰相 命宰相都大管勾新修天章阁 张景言 邓守恩等提点之 卷九六 接着 又以 天章阁兴

功 分别于当年十二月乙巳与次年正月乙亥 宴辅臣 近臣于龙图阁 承明殿 卷九六 天禧

五年二月 癸酉 幸天章阁 观上梁 宴从臣 赐物有差 卷九七 由于真宗的亲自过问 天章阁只

用了五个月的时间 于天禧五年三月戊戌即竣工建成 真宗又迫不及待地于两天后 令两街僧道具

威仪 教坊作乐 奉真宗御集 御书自玉清昭应宫安于阁 七之一一 并赐宴阁下

真宗生前就授意臣下建造天章阁收藏自己的御制 御书与其他图书 固然与其好大喜功 标

榜自己有关 但综观真宗一生 在政治上虽无建树 并为了使其父太宗篡夺帝位与自己的继承皇

位合法化 符合天意 还亲自导演了天书下降的闹剧 不过其在位期间 进一步推行太祖 太宗开创

的重文政策 重视图书业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于三馆之外 首创在禁中建造龙图阁 收藏太宗御

制 制书 诗文墨迹和经史子集等其他各种图书 并扩大了太清楼的藏书 使龙图阁和太清楼成为与

三馆有同等地位的皇室最大的藏书机构及处所 真宗本人亦重文好学 喜欢读书 他尝谓近臣曰

朕听政之外 未尝虚度时日 探测简编 素所耽玩 卷三 对此 不少宋代史籍都有关于真宗读书

讲经读史的记述 如宋人江少虞所编 宋朝事实类苑 卷三引述有关真宗读书著述的记载就有整整

一卷 达三十余条 甚至在他外出巡行途中 也撰述不辍 据 湘山野录 记载 真宗西祀回 召臣

僚赴后苑 宣示御制 太清楼聚书记 朝拜诸陵因幸西京记 西京内东门弹丸壁记 皆新制也

笑谓近臣曰 虽不至精优 却尽是朕亲撰 不假手于人 而 青箱杂记 卷三记载说

真宗听政之暇 唯务观书 每观毕一书 即有篇咏 使近臣赓和 故有御制 看尚书诗 三章

看春秋 三章 看周礼 三章 看毛诗 三章 看礼记 三章 看孝经 三章 复有御制 读史

记 三首 读前汉书 三首 读后汉书 三首 读三国志 三首 读晋书 三首 读宋书 二首

读陈书 二首 读魏书 三首 读北齐书 二首 读后周书 三首 读隋书 三首 读唐书 三

首 读五代梁史 三首 读五代后唐史 三首 读五代晋史 二首 读五代汉史 二首 读五代

周史 二首 可谓近代好文之主也

另据 宋会要辑稿 职官 七之一一记载 天禧五年 二月 修天章阁功毕 四月时 阁中真

宗著作计有

辅臣集 御制 三百卷 凡 颂铭碑文 十八卷 赞 八卷 诗 三十七卷 赐中宫 歌诗手书

七卷 赐皇太子 歌诗箴述 五卷 龙图阁歌诗 四卷 西凉殿歌诗 一卷 清景书事诗 二卷

宜圣殿四园歌诗 三卷 读经史诗 四卷 维城集 三卷 奉道诗 十卷 岁时新咏 五卷

歌 十五卷 词 四卷 乐章 一卷 乐府集 三卷 乐府新词 二卷 论述 十卷 序 八卷

箴 七条各一卷 记文 三卷 祭文挽歌词 一卷 书 十卷 正说 十卷 承华要略 二十卷

静居集 三卷 法音集 七卷 玉宸集 五卷 春秋要言 五卷 试进士题目 一卷 密表

密词 六十九卷 又有 玉京集 三十卷 授时要录 二十四卷 又取至道元年四月讫大中祥符

岁 中书 枢密院时政记 史馆日历 起居注善美之事 录为 圣政记 凡一百五十卷 并命工镂

板人以御书石本为九十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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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 艺文志 著录真宗著作有 奉神述 卷 史部传记类 正说 卷 承华要略 卷

子部儒家类 汴水发愿文 卷 子部道家类 授时要录 卷 子部农家类 真宗御集

卷 目 卷 御集 卷 集部

以上所引多种记载 说明真宗确实勤于著述 且都为本人亲撰 故 青箱杂记 称真宗 可谓近

代好文之主也 确不为过

另外 真宗尤喜收藏图书 自谓 在东宫时 唯以聚书为急 其间亡逸者多方搜求 颇有所得

而作为听政后偃息之处的玉宸殿 景德四年 时 真宗收藏的图书 不包括小说他书 唯正经

正史屡校定者就达八千余卷 其后 群书增及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三卷 太宗御集 御书又七百五十

三卷 故天章阁是宋代各阁中仅次于龙图阁的另一重要的专藏皇帝御书 御制与其他图书的宫

廷藏书处所 尤其是天章阁还藏有皇家的符瑞宝玩 太祖与太宗的御容画像 更使其具有特殊

地位

天禧五年 天章阁建成之次年二月 真宗就去世了 后仁宗与大臣们多次去天章阁观书 谒太

祖 太宗御容 观瑞物 而在天章阁接见大臣 向大臣问御边大略 军政要事 成为对大臣们最高规

格的待遇 如庆历三年 九月 仁宗为支持范仲淹 富弼等推行新政 特 开天章阁 召对赐坐

给笔札使疏于前 卷一四三 对此 南宋人岳珂 有一段鲜为人注意的叙述

及考典故 庆历三年九月三日召辅臣 天章阁朝拜太祖 太宗御容及观瑞物 熙宁五年九

月辛亥 编排三司帐案所言太宗尹开封日 移牒三司 有御笔见存 诏送天章阁 元丰四年十一

月二十七日 中书言录事孟述古编排诸房文字 得英宗藩邸转官六件文字 诏送天章阁 元丰

八年六月十三日 诏延安郡王閤旌节择日移置天章阁 崇宁元年三月丁巳 自天章阁迁哲宗神

御于景灵西宫宝庆殿 又更其殿曰重光 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诏天章阁崇奉祖宗神御 诸

色人并不许抽差 夫西清列阁均以奉祖宗 而天章正居其次 太宗御笔当藏龙图 英皇告敕当

附宝文 凡皆置之 于是阁神御之在禁中 自有钦先孝思殿 纵复为原庙 亦当在首阁 瑞物已

藏龙图 而今天章亦有之 哲宗初嗣位 藏奉藩邸旌节 当是时已有三阁 而摘取其中一阁而特

藏焉 前乎此对群臣率在龙图 自庆历而后多开天章 仁宗之问边事 神宗之议官制 皆

在焉

天章阁初未建官 仁宗天圣八年 十月 始置待制 景祐四年 三月 增置侍讲 庆历

七年 又置学士 直学士

三 宝文阁

宝文阁在天章阁的西序 群玉殿 芯珠殿之北 旧曰寿昌阁 仁宗庆历元年 改为宝文

阁 仁宗在位时 宝文阁已是禁中一重要的藏书处所 嘉祐间 曾因欧阳修奏 补写秘阁太宗御览

书籍 遂诏龙图 天章 宝文阁 太清楼管勾内臣 检所阙书录上 于门下省补写 卷一九六 其地

位已并列于龙图阁 天章阁 太清楼之间 仁宗听政之余 常在宝文阁挥毫泼墨并与皇室成员 近侍

大臣诗文酬唱 如嘉祐七年 十二月丙申 召辅臣 近侍 皇子 驸马等在龙图阁 天章阁观祖

宗御书后 又幸宝文阁 为飞白书 分赐从臣 下逮馆阁 作 观书诗 韩琦等属和 遂宴群玉殿

传诏学士王 撰诗序 刊石于阁 而仅过了三天 庚子 再会于天章阁观瑞物 卷一九七 所

以 宝文阁在仁宗生前就已有 但它不是为藏仁宗御制 御书而特地建造的 而是由旧寿昌阁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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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

史载 仁宗也是一位重文好学的皇帝 在听政 读书之余 仁宗作诗 撰文 著述颇丰 宋代

自太宗朝起 每进士及第 赐闻喜宴 常作诗赐之 累朝因以为故事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 赐诗尤

多 当然 这些赐诗不都是仁宗所作 但大部分赐诗当是仁宗亲作

宋史 艺文志 著录仁宗著作有 明堂新曲谱 卷 景祐乐髓新经 卷 审乐要记 卷

经部乐类 宝元天人祥异书 卷 子部天文类 洪范政鉴 卷 子部五行类 攻守图术

卷 神武秘略 卷 行军环珠 部 卷亡 四路兽守约束 部 卷亡 子部兵书类 仁宗御

集 卷 目录 卷 集部

仁宗亦好书法 据欧阳修 归田录 卷一记载 仁宗万机之暇 无所翫好 唯亲翰墨 而飞白尤

为神妙 渑水燕谈 卷九亦谓 仁宗天纵多能 尤精书学 凡宫殿门观 多帝飞白题榜 勋贤神

道 率赐篆螭首

嘉祐八年 四月 仁宗去世 英宗继位 即 以仁宗御书藏宝文阁 命翰林学士王 撰记立

石 于是 宝文阁就正式成为专藏仁宗御制 御书 书法墨迹的皇室藏书机构

英宗在位前后不到五年 在此期间 宝文阁未设官职 治平四年 一月 英宗去世 神宗即

位 是 年 始 置 宝 文 阁 学 士 直 学 士 待 制 并 将 英 宗 御 制 御 书 附 藏 于 宝 文

阁 七之一七 七之一八 卷一六二 元丰八年 神宗去世 直到元符元年 十余年后 才确定

建造收藏其御制 御书的殿阁 即显谟阁 在这之前 神宗御制 御书亦收藏在宝文阁

四 显谟阁

显谟阁 专藏神宗御制 御书 宋神宗死后多年 一直未建阁收藏其御制 御书 据 长编 卷四

三四记载 元祐四年 十月戊申 在神宗去世五年半以后 受命编次神宗御集的翰林学士苏辙

上奏称 神宗御制文集凡著录 篇 为 卷 目录 卷 请求建阁收藏 苏辙在奏疏中说 臣窃

见祖宗御集皆于西清建重屋 号龙图 天章阁 宝文阁 以藏其书 为不朽之训 又别刻板模印 遍赐

贵近 欲乞降付三省 依故事施行 时由旧党太皇太后高氏听政的朝廷 对苏辙的奏请未予采纳 仅

下诏将神宗 御集于宝文阁收藏 更不别建阁 卷四三四 距苏辙奏请后九年 元符元年

二月丙申 大臣邓洵仁再次奏请为神宗建阁 时已亲政的哲宗立即采纳了邓洵仁的意见 诏令翰林

学士 中书舍人每员各撰阁名五名以闻 卷四九四 两个月后的四月丙申 正式 诏建阁藏神宗皇

帝御集 以显谟为名 卷四九七

综上所述 由于神宗在位期间 支持王安石等新党推行新政 在旧党支持者太皇太后高氏听政

期间 否定王安石的变法 涉及到对神宗在位时的政策 政绩的评价 联系 神宗实录 几经反复重

修 对已形成制度 为前朝君主建造专藏御制 御书的殿阁 在其去世十几年后才建成 证明在建造

殿阁时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宋史 神宗本纪一 称神宗 天性好学 请问至日晏忘食 卷一四 这虽然是封建社会史家

对君主常用的一般性赞誉 但 宋史 神宗本纪 结尾 赞 中 对其用王安石为相 推行变法大不以

为然 而对其读书论经史却大加称颂 可见神宗继承了前朝各帝好学重文的传统 就如神宗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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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虽然不采纳司马光的意见 但对其编修 资治通鉴 却十分支持 允许他借阅三馆所藏图书 还特

许借阅龙图阁 天章阁中皇室的藏书 并 数促使终篇 赐以颍邸 引者按 神宗当太子时居处 旧书

二千四百卷 卷三三六 这同时说明 神宗当太子时就喜欢收藏图书 宋史 艺文志 集部著录

神宗御笔手诏 卷 神宗 御集 卷

显谟阁建立后 久未设官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显谟阁改名为 熙明阁 置学士 直学

士 待制 其序位在宝文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下 崇宁元年 恢复原名 卷一六二

五 徽猷阁

哲宗去世两年多后 徽宗崇宁元年 十二月十六日 诏实录院编修哲宗御书 崇宁五年七

月二十七日 书成 共 册 凡 篇 大观元年 二月 四月 又两次下诏重加编纂删定

成 篇 册 卷二八 下 赵士炜辑 中兴馆阁书目 著录有 哲宗御书 前后集 卷 前集 政

事 卷 文辞 卷 后集 文辞 卷 政事 卷 宋史 艺文志 集部著录 哲宗御制 前后集

共 卷

在哲宗御集编定之次年 大观二年 二月十三日 徽宗下诏建阁以藏哲宗御制 御集 以

在 诗 有之 君子有徽猷 是为论德之美 而观道之成 于是乎在 其哲宗皇帝御集 建阁以徽猷

为名 卷九 如前龙图阁等例 置学士 直学士 待制 政和六年 九月 增置直徽猷阁

六 敷文阁

宋徽宗赵佶是宋代最为昏庸的君主之一 但多才多艺 在诗词 书画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发展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 徽宗一生留下了数量十分可观的著作 宋史 艺

文志 著录有 黄钟征角调 二卷 经部乐类 宣和殿记 一卷 嵩山崇福记 一卷 太清楼特宴

记 一卷 筠庄纵鹤宣和阁记 一卷 宴延福宫承平殿记 一卷 明堂记 一卷 艮岳记 一卷 史部

传记类 老子解 二卷 天真示现记 三卷 子部道家类 徽宗御制崇观宸奎集 一卷 徽宗 宫

词 一卷 集部

绍兴八年 南宋定都临安后 加快了原作为行宫的皇宫建设 恢复北宋在禁中建阁收藏前

朝君主御制 御书的制度 在此之前 多次下诏号召朝野臣民踊跃进献图书 收集到不少前朝的 实

录 会要 国史 及其他图书 包括徽宗的御书笔札 如绍兴三年 正月 访知 湖州管下故

执政林摅家有道君皇帝 徽宗 御书 令本州守臣劝诱献纳 当年五月一日 承奉郎林俨又上徽宗

御书 御画 御笔札答共七轴 绍兴十年 徽宗的御制 御集编集完成 于是 是年五月十

一日 诏特建阁 以敷文为名 置学士以下官 七之一五 此后 对徽宗御书 御札又广加收集 绍兴

二十四年 实录院重新编类徽宗御集 凡百卷 上 高宗 自序之 先 权奉安于天章阁

后藏于敷文阁和秘阁 集中 凡诗百五十有五 词二百 赋一 序十有二 记十 碑四 策问九 文七

乐章三 挽词二十有七 杂文十有五 诗解 九 论语解 二 道德经解 八 南华真经解 八 冲虚

至德真经解 十有二 广济经 十 经录科仪 二 政事手札千五百五十 边机手札二百四十有

四 比前绍兴十年所编御集在内容和数量上都有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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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绍兴重建天章等阁

北宋灭亡 宋室南渡 几经流离颠沛 绍兴八年终定都临安 在此前后 着手建造皇宫及各司机

构 为恢复在宫中建阁收藏前朝君主御书 御制的制度 绍兴六年 三月丁酉 高宗 诏于皇

城内修盖天章阁 以奉祖宗神御 后以亲征 未及行 卷九九 此后 恢复建造北宋诸阁之事也就搁

置下来 原天章阁所藏各帝御容 瑞物由大臣专门护卫 凡高宗所幸处必择地安奉 恭称曰 天章阁

神御 如绍兴元年 十一月 诏天章阁祖宗神御二十四位 权于临安府院奉安 朔望节序酌

献供飨一分而已 卷四九 又如绍兴十年三月 壬寅 奉安徽宗皇帝 显恭皇后 显肃皇后神御于天

章阁西之神御殿 卷一三四 这里的天章阁都是指当时恭奉原北宋天章阁祖宗神御的临时殿阁

正式恢复建造天章诸阁是在绍兴二十四年 要录 卷一六七载 绍兴二十四年九月 乙亥 诏建天

章等六阁 记载十分简单 也未列六阁具体阁名 而 咸淳临安志 卷二 行在所录二 宫阙二 祖

宗诸阁所记较为具体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龙图阁 真宗皇帝天章阁 仁宗皇帝宝文阁 神宗皇帝显谟阁 哲宗

皇帝徽猷阁 徽宗皇帝敷文阁 祖宗诸阁皆以藏御制御书图籍宝瑞等 惟天章阁自东京时以

奉列圣御容 中兴以来 驾所幸处必择地安奉 恭称曰天章阁神御 绍兴二十四年十一月 始

讨论制度 重建天章一阁 而诸阁所藏皆在其中 自龙图至 显 敷 文之阁凡二十四字合为

一扁

据此 绍兴二十四年所建太宗龙图阁至徽宗 显 敷 文阁在内北宋六阁 实为一阁 故阁之匾

额 二十四字合为一扁 由于天章阁恭奉祖宗神御的特殊地位 遂总称为天章阁 需要指出的是

六阁中虽然包括敷文阁 但敷文阁是徽宗死后高宗遵祖宗遗制 于绍兴十年五月十一日专门 诏特

建阁 以敷文为名 置学土以下官 七之一五 而北宋建造过的另五阁 由于阁中的御书御制与原藏

的大量图书多已不存 故五阁只是名义上的恢复重建 另 以上诸阁各帝与徽宗都是北宋东都时的

祖宗 把敷文阁与天章等五阁建于一处 合为一匾 也就在情理之中

南宋时 为徽宗建敷文阁后 自高宗以下至理宗所建各阁有 高宗焕章阁 孝宗华文阁 光宗宝

谟阁 理宗显文阁 宁宗宝章阁 都建在天章阁内 然虽有阁名 实际却无专门的殿阁 天章 龙图

宝文 显猷 徽猷 敷文 焕章 华文 宝谟九阁 实天章一阁 卷八五 且南宋五帝之阁 与北宋在

东京所建诸帝之阁不同 仅收藏各帝御制 御书 很少收藏其他图书 限于篇幅 兹省略不述

度宗去世 后不到五年 元灭宋 故度宗及以后几个短命皇帝都未建阁收藏其御制御书

综上所述 自宋太宗去世 真宗建造龙图阁收藏太宗的御制御书 诗文墨迹起 建造专藏皇帝著

作的殿阁作为一项制度 一直延续到南宋后期度宗朝 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和档案收藏管理史上

前所未有 后世亦无的独创 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宋代最高统治者重视文教 高度重视图书典籍与档

案材料的收藏 联系宋代官方 私家 书院 寺观等其他方面的藏书 充分证明宋代在中国古代藏书

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阶段

就这项制度而言 北宋更为健全 除了太祖 英宗未建阁 按 太祖去世后 太宗朝尚未设立此制

度 英宗在位则不到五年 真宗天章阁是其生前命令建造外 不但各帝去世后都为其建立单独的殿

阁 收藏其御制御书 诗文手迹 而且还收藏其他图书 书画 南宋则合各帝诸阁于一处 仅收藏本

人的御书 御制 诗文墨迹

宋代创立的这一制度 也反映出宋代各朝皇帝在重视文教 推行文治政策的同时 重视自身

读书学习 普遍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也勤于撰作 正是在最高统治者的这种身体力行的影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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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如 宋史 艺文志序 中所指出的现象 君臣上下 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 大而朝廷 微而

草野 其所制作 讲说 纪述 赋咏 动成卷帙 絫而数之 有非前代之所及也 卷二 二 在全社会

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 使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

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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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攸 宋朝事实 丛书集成初编本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文莹 湘山野录 卷上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吴处厚 青箱杂记 卷三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岳珂 愧郯录 卷一四 知不足斋丛书本

欧阳修 归田录 卷一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王辟之 渑水燕谈 卷九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王应麟 玉海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上海 上海书店 年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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