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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年來，我們贈送中國傳統文化寶藏《四庫全書》與《四庫
薈要》給予世界各國國家圖書館和著名的大學圖書館收藏，並附上
一份簡介。事後有人提出，希望對《四庫全書》與《四庫薈要》的
重要性多一些了解，所以我想藉此機會做個簡單的介紹。
　　《四庫全書》與《四庫薈要》的編纂與價值
　　《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部叢書，由清朝乾隆
皇帝於一七七二年下詔編纂，動員了三百六十多位高官、學者(截至
第一部完成為止)，曾參與編纂並正式列名的文人學者達到三千六百
多人，而抄寫人員也有三千八百多人。《四庫全書》收錄了從先秦
至清朝前期共二千餘年的重要圖書，共計三千五百種書，約八億字
。經過大規模的選書、校勘、編輯、抄寫、校對等工序，歷時十年
，到一七八一年年底，才從底本抄寫完成第一部《四庫全書》；又
經八年，陸續抄寫出六部。如此，以國家的力量，前後共經十八年
，才完成了七部《四庫全書》，分別建閣收藏。
　　七部之中，前四部即所謂的「北四閣」本，藏在皇宮和皇家園
林中，大臣、翰林經批准可以前去查閱；後三部即所謂的「南三閣
」本，則准許一般士子赴館閱錄。如此，七部《四庫全書》得以充
分地受到利用。《四庫全書》一個很重要的積極意義就是打破了私
人藏書、密不示人的局限，使當時的讀書人也能從這個文化大工程
中受益。
　　《四庫全書》涵蓋了中國古代幾乎所有學術領域，所以稱為「



全書」。「四庫」指的是整套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部類
，這是中國古代對典籍的一種分類法。
　　「經」是指古代社會中的政教、綱常倫理、道德規範的教條，
主要是儒家的典籍。分為易、書、詩、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
、四書、樂、小學等十類。
　　「史」是歷史典籍，指各種體裁的歷史著作，分為正史、編年
、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
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等十五類。中國人自古重視歷史，所
以歷朝歷代的這些史書記載得非常完備，提供後人很好的參考。
　　就以上兩部而言，「經」是標準，講宇宙人生的道理，是幫助
人明辨是非善惡的準則。「史」是經驗，讓人明白自古以來成敗得
失的關鍵。讀歷史就是吸收古人的經驗教訓，是很好的人生參考。
因此「經」「史」兩部自古以來備受重視。卓越的學問和見識是從
古籍裡頭得來的：讀經典可以增長學問，讀歷史可以增長見識。如
此，你對於一切人事物的看法自然就跟別人不同，你能夠看得清楚
，看得深遠。所謂你有幾十年的眼光、幾百年的眼光，從哪裡來的
？就是從古聖先賢這種智慧、經驗累積來的。
　　「子」是指春秋戰國以來的諸子之學，即諸子百家及佛道宗教
著作，分為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演算法、術數、
藝術、諸錄、雜家、類書、小說家、釋家、道家等十四類。
　　「集」是指古代詩文詞賦的著作，即收錄歷代作家一人或多人
的散文、駢文、詩、詞、散曲等的集子和文學評論、戲曲等著作，
分為總集、選集、別集。
　　為便於索引，又編成《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這是中國古代
最巨大的官修圖書目錄。分開為四部分，分別置於《四庫全書》經
、史、子、集四部的開頭，其絹面顏色也因庫書而異：「經」部為



綠色、「史」部為紅色、「子」部為藍色、「集」部為灰色。四種
顏色就使四庫的分類一目了然。
　　《四庫全書》保存了中國歷代大量的文獻。所據底本中，有很
多是珍貴的善本，如宋元刻本或舊抄本；還有不少是已失傳很久的
書籍，在修書時重新發現的；也有的是從古書中輯錄出來的佚書，
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書有三百八十五種。《四庫全書》的編
纂，無論在古籍整理方法上，還是在輯佚、校勘、目錄學等方面，
都帶給後來的學術界巨大的影響。
　　《四庫薈要》是乾隆皇帝下令擷取《四庫全書》的菁華，專供
皇帝御覽，因此它的特色是選編慎重，卷帙精約。編纂《四庫全書
》的主要目的，在於盡可能地收齊各類書籍，保存文獻；因此網羅
繁複，其結果必然是卷帙浩繁，檢玩為難。而《四庫薈要》是為了
供皇帝一人御覽，旨在於精，而不在於多，所以只收存享有盛名而
又確實能影響世人的作品。其思想學術、義理辭章俱屬上乘，而且
校勘翔實，版本珍貴，內容完整而少刪改，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菁
華盡備於此。所以，雖然《四庫薈要》所收書籍的種類只有《四庫
全書》的七分之一，而冊數則是《四庫全書》的三分之一，可謂「
全書中的全書，精品中的精品」。書成之後，另抄寫出一部，收藏
於圓明園。
　　《四庫全書》與《四庫薈要》的重要性首在教育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的多民族國家。中國傳統文化
以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兼容並蓄、保存良好著稱。中國自古以來
注重教育，具有完善的教育智慧、理論、方法、經驗與成效。例如
：《禮記．學記》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教育專著，當中就提到：「
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意思是建設國家，管理公眾事務，教育為
最優先、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中國古代對教育非常重視，歷朝歷代



都將教育列為行政的第一件大事，一切行政都是為教育服務的。這
可以從政府的編制上將教育部排在最前面看出：宰相所統領的六部
當中，「禮部」排名第一。「禮部」相當於今天的「教育部」，它
的職責是管理全國學校事務及科舉考試等教育事務。宰相因病無法
視事時，由禮部尚書（相當於教育部長）代理其職。
　　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今社會的重大意義就在於教育。《四
庫全書》與《四庫薈要》完整地保存了中國數千年古聖先賢老祖宗
修身、齊家、治國、平和天下的智慧、理念、方法、經驗與效果。
尤其是其中關於「倫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聖賢教育」的
理論與方法非常寶貴，是無數先哲智慧經驗的結晶。這四種教育稱
為「普世教育」，也就是所有人民都應該接受的教育；但這些恰恰
是今日教育所普遍疏忽的。今日社會偏重於發展物質文明，疏忽了
精神文明。這種物質與精神的失衡造成今日社會動亂、人心浮躁、
道德淪喪、世界不安。弘揚這四種普世教育能振興精神文明，幫助
解決當今社會面臨的種種問題，使得個人身心健康、事業順利，使
得家庭幸福美滿，社會安定和諧，國家長治久安，世界永續和平。
　　所以《四庫全書》與《四庫薈要》不但是全世界共享的文化瑰
寶，而且能夠給全人類帶來長遠的福祉，其重要性由此亦可見一斑
。
　　優越的載體使《四庫全書》與《四庫薈要》永垂不朽
　　《四庫全書》與《四庫薈要》以「漢字文言文」為載體，這是
能夠承傳千秋萬代而不變的優越文化載體。這就保障《四庫全書》
與《四庫薈要》得以準確地將文化內涵傳遞給後代，歷千萬年而不
朽。
　　「漢字」是世界上僅存的現用表意文字。表意文字的優點是，
不會受到語言的改變而變化；而這一點正是表音文字達不到的。同



時「漢字」本身就是一種智慧的符號，蘊含老祖宗千年的智慧結晶
在裡面。「文言文」是古今通用的文體，是中國人老祖宗了不起的
發明：老祖宗聰明，把「語言」跟「文言」分開兩條路，語言會隨
著時代而改變，文言則永遠不變，能夠一脈相承，貫通古今。所以
「漢字文言文」這種工具能夠超越時間與空間，數千年前古人的智
慧經驗，用這種載具傳遞下來，我們現在能夠讀得懂。傳到未來數
千年，後代的人還是能夠讀懂這些智慧典籍。
　　世界上任何一個人，無論來自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只要學會
漢字文言文，就是拿到了打開《四庫全書》與《四庫薈要》這兩大
智慧寶藏的鑰匙，能夠從數千年古聖先賢老祖宗的文化遺產中吸取
智慧經驗。站在數千年古人的肩膀上，必定能夠看得更遠、看得更
深。
　　漢字文言文並不難學，我問過歐美一些學習漢學的學生，花了
多少時間精通漢字文言文？他們的回答都是三年。只花三年時間就
能獲得數千年的智慧，這是很划得來的投資！
　　從漢字文言文承傳文化的優越性，我們也聯想到，世界各國的
重要文化經典若想傳之久遠，最好能夠以漢字文言文加以記載。這
是使它們永垂不朽的最好方法。
　　從這裡，我們更進一步推想，未來漢字文言文應該成為全世界
通用的書面文字。這不但有助於保存全世界重要的典籍，而且有助
於各國文化的交流與人民的互動。這將促使全人類更緊密地聯繫在
一起，世界永久的安定和平也將從此拉開序幕。
　　《四庫全書》與《四庫薈要》今後的流通與弘揚
　　近代中國由於戰亂與社會動蕩等因素，造成許多珍貴的文獻被
毀，七部《四庫全書》只剩三部半；兩部《四庫薈要》只剩一部。
人類文化瑰寶岌岌可危，令人非常擔心！所幸後來《四庫全書》和



《四庫薈要》都得以刊印出版，這是人類文化的一大盛事！為了更
好地保存這些文化寶藏，我先後購買了《四庫全書》一百一十二套
、《四庫薈要》三百二十套，分贈給全世界著名的大學圖書館、國
家圖書館收藏。如此，即使世界有災難，也不可能這麼多地方全部
遭難，總有一些地方的收藏會保存下來，以提供後代子孫很好的學
習參考。
　　現在這些智慧寶典保存下來，不致失傳了，但是如果沒有人讀
得懂、沒有人能夠講解，擺在那裡也只是廢紙一堆而已，起不了任
何作用。所以接著，我就想到要辦漢學院，培養能夠讀通、講解、
翻譯這些傳統文化智慧寶典的人才。
　　老祖宗為後代設想得太周到了，不但把《四庫全書》和《四庫
薈要》傳下來，還給我們配了另外兩付鑰匙：《群書治要》是治國
的鑰匙，《國學治要》是做學問的鑰匙。《群書治要》能夠應現今
世界的急需，解決個人、家庭、社會、國家乃至全世界的各種問題
；《國學治要》匯集了經、史、子、集這四庫的精粹，是《四庫全
書》和《四庫薈要》的入門要徑。
　　因此，我們希望辦一個「漢學文化師資培訓實驗班」，培養三
十到五十位漢學師資人才。從德行（四種普世教育）和漢字文言文
開始入門，接著學習中國傳統的四書五經，然後攻讀《群書治要》
與《國學治要》，從其中選取一部經典一門深入、長時薰修，預計
五年的時間培養出第一批師資人才。目標是他們有能力研讀《四庫
全書》和《四庫薈要》，有能力將其中的智慧典籍翻譯出來，有能
力從事中國傳統文化的教學。師資充足之後，我們希望成立一個漢
學院，有系統地培養弘揚《四庫全書》與《四庫薈要》的人才。這
將對當前社會和諧與世界永續和平做出非常偉大的貢獻！
　　結語：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四庫全書》與《四庫薈要》雖然取材於中國、成書於中國，
但是它們絕非中國所獨有，而是屬於全世界共有的珍貴文化遺產。
　　中國人自古心量廣大，念念不是只為利益自己的國家，而是為
了利益天下（當時所認知的世界）。《論語》上說：「四海之內皆
兄弟也。」《弟子規》上說：「凡是人，皆須愛。」正是這種仁慈
博愛的廣闊胸懷，使數千年來古聖先賢得以體會宇宙人生的真理，
結合自己人生實踐的經驗，寫下許多偉大的篇章，留傳給後代。這
些絕學（卓越的學問）是他們對全世界、全人類後代子孫的厚愛，
值得我們感恩與景仰。
　　我們承受這份厚重的恩澤，應該毅然承擔弘傳的責任，讓古聖
先賢的絕學延續下去，同時也把我們這代人的智慧與經驗留傳下去
，讓千秋萬代的子孫都能享有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確保社會和諧
與世界和平綿延永續。這是多麼偉大的事業啊！希望我們都能為這
個事業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