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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清代中央機構出版活動中，康、雍、乾三朝是刻書數量最多、出版成就最大的一個時期。

以武英殿修書處為主體的中央刻書機構，全面繼承並發展了我國古代的刻印裝潢技術和活字印

刷技術，在為統治階級鞏固統治服務的同時，也因此創造了我國古代官刻史上的一座豐碑。

其中，曹寅等人承刻欽頒《全唐詩》、《佩文韻府》二書是清初出版史上比較重要的刻書

活動。二書的刊刻地均在揚州，校刻《全唐詩》成立的機構名『揚州詩局』，刊刻《佩文韻府》

成立的機構名『揚州書局』，雖一字之差，實為兩次組局。

『臣工刊書進呈內府』現象是康、雍、乾時期出現在統治集團上層的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

臣工們對刻書事業的積極參與，使得以『軟字精寫精刻』為標誌的『康版書』風格廣泛流傳，

成為這個時代獨特的文化標誌。

發端於宋代的活字印刷技術在康、雍、乾時期第一次為中央機構出版活動所採用，並因此

創造了歷史上最大的銅活字印刷工程和最大的木活字印刷工程。《古今圖書集成》和《武英殿聚

珍版叢書》在出版過程中的特殊際遇和獨特工藝，賦予了其各自不同的版本特徵，二書也因此

成為我國古代出版史上的經典之作。

康、雍、乾三朝的中央機構刻印書，全面反映了清盛世時期的文化政策和統治方略，是中

國圖書史上一份極為厚重的珍貴資產，它對本時代的文化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今天的學

術研究也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