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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8 世紀是世界歷史上重要的一百年，在西方，文藝復興、啟蒙運動後的資產階級

革命風起雲湧，把歐洲領入一個嶄新的時代，東方的中國封建君主專制集權則達到了

前所未有的巔峰，統治手段更為殘酷，社會更為黑暗，這樣相反的結果一定程度上於

東西方分別出版的一部里程碑式的大書有關，一部是法國狄德羅帶領「百科全書派」

編纂的《法國大百科全書》，一部是中國清朝皇帝下令編纂的《四庫全書》。由於東西

方文化底蘊的不同，使這兩部巨書風格各異：《百科全書》重創造，著眼于現實；《四

庫全書》重因襲，沉湎於歷史。《百科全書》的編纂者以科學和民主為旗幟，熔鑄了 18

世紀中葉以前歐洲取得的全部文化成果，反映了新興資產階級的思想學說和理想追

求；《四庫全書》的纂修，對古代典籍進行了系統整理，匯輯了中國漫長歷史進程中留

下來的豐富遺產，體現了傳統文化的鮮明特徵。它雖然推動了清代考據學的發展，但

重道輕藝、淡泊科學技術的傾向，與《大百科全書》所具有的革命性和科學性是大相

徑庭的。尤其是統治者在編纂的過程中大肆禁書、毀書，乃至大興「文字獄」，其結果

削弱了我國的綜合國力和民族的創造力。 

 

關鍵字：乾隆、《四庫全書》、狄德羅、法國《大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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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元 1772 年是一個不尋常的年份，在西方世界的法國，由狄德羅編纂的第一部現

代意義上的百科全書《百科全書，即關於科學、藝術、及工藝的論述詞典》正編二十

八卷（文字十七卷，圖冊十一卷）全部出齊；而在東方世界的中國-正值乾隆三十七年，

清高宗乾隆帝以編纂《四庫全書》的名義，下詔各省徵集圖書，開始了我國古代征書、

編書都是最大規模的一部叢書-《四庫全書》的編纂。這兩個東西方不同地點的出版活

動，是偶然地發生在 1772 年麼？而當時的人又怎麼能想到東西方發展的不同命運-西方

的光明與強大，東方的黑暗與落後，竟然會與這兩樣出版活動如此緊密相關，以下分

別對兩書的編纂過程和出版後的影響做一個比較： 

一、政治需要引發編書 

由於十八世紀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穩定與發展，為大規模從事封建文化建設創造

了良好的社會環境；明末清初以來學風的遞嬗，漢學取代理學成為清代的「顯學」；統

治者文化政策有了轉變，統治者認為有必要在這個時期進行聚書編書的活動。清王朝

繼承了中國封建社會歷代王朝聚書、編書的傳統，滿族入主中原後，對一些觸犯君主

的文字著述視為「異端」、「悖逆」，統治者不允許這類含有詆毀、造反之意的書籍文字

留下來，在講求文治、控制思想方面花費了相當的精力，據學者考證，在康熙、雍正

年間，統治者「禦纂」、「欽定」的諸經注疏及各種類書、工具書等，即達數十種之多1，

乾隆很早就有心編一本大書，早在他繼位的第六年（西元 1741 年），他就以「稽古右文」

的名義，下令廣搜異書來充實天府寶藏。後來當朝進士周永年提議編輯《儒藏》，以與

《大藏經》和《道藏》鼎足而三、朱筠奏請校辦《永樂大典》引起乾隆編纂《四庫全

書》的決心。清高宗乾隆三十七年（西元 1772 年），乾隆帝以編纂《四庫全書》的名義，

下詔各省徵集圖書後來乾隆決心編纂《四庫全書》，並於乾隆三十八年（西元 1773 年）

二月成立了四庫全書館，對任職官員嚴加挑選，經過征書、禁書、編書浩大的工程，

集合了幾百人的共同努力，直到乾隆五十二年（西元 1787 年）才修成此書。 

 

                                                 
1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M]，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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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世紀初葉的西方，資產階級已經成為社會活動和政治舞臺上的一支重要力

量，他們迫切要求掌握政權，為大規模地發展資本主義創造條件，但是守舊、落後的

封建統治和教會勢力仍然具有強大的力量，他們憑藉所把持的政權，竭力維護封建專

制制度，反對、迫害甚至鎮壓資產階級。在這種情況下，歐洲的許多國家，都面臨著

一個推翻封建統治，建立資產階級政權的問題。法國資產階級首先在思想戰線舉起了

鬥爭的旗幟，他們撰文立說，猛烈批判封建主義，反對宗教神學，大力宣揚資產階級

學說，提倡唯物主義，開展了一場聲勢浩大的啟蒙運動。《大百科全書》就是在這樣的

背景下開始編寫並陸續出版問世的。 

小結：對比兩書編纂的背景可以看出，在時間上，這兩項出版活動都不是偶然地

發生在十八世紀的，都有各自深刻的社會背景，中國編纂《四庫全書》是封建君主在

盛世時代進行的聚書編書活動，它是清朝統治者炫耀文治、統一思想、排除異己、鞏

固政權的產物。而法國狄德羅《大百科全書》是在西方資產階級已經成為社會活動和

政治舞臺上的一支重要力量，他們迫切要求掌握政權，為大規模地發展資本主義創造

條件的時候產生的，兩者產生於不同的社會背景、歷史時代，這對後來圖書的編纂過

程、內容和成書影響都有很大影響。 

二、中國君主為私利而編書，法國學人為公利而編書 

清朝以少數民族入主中原，激起了極其尖銳的民族矛盾。因此，借修書為契機，

對蘊含民主、民族思想的文化典籍進行一次規模空前的大掃蕩、大清剿，以保證政治

上的極權統治，才是纂修《四庫》的根本目的2，乾隆想通過這樣一部「兼收並蓄」，「載

籍報博」的大書，一方面繼他的「十全武功」之後，再加上「文治之盛」的美名。另

一方面對中華民族的圖書遺產進行一次大清洗，寓禁於征，借此消滅具有反對滿清意

識的歷史記載及各種著述，也就是皇帝「打著整理古書的旗號反古書,打著保存文化的

旗號反文化」3。 

 

 

                                                 
2 蕭東發、周心慧，《四庫全書》影印質疑[J]，群言，1988（5） 
3 周英傑，四庫全書的 B 面[J]，四川文學，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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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狄德羅的《大百科全書》來說，「百科全書的宗旨是彙集世界上分散的各種知

識，向現實同我們一起活著的人們闡述它們的普遍體系，並將此書傳之于我們的後人，

從而使得過去時代的業績對未來的時代不是無用的東西，讓我們的子弟因為更有知

識，從而更有道德、也更幸福，使我們與世長辭的時候無愧於人的稱號…」4從根本上

說，「《百科全書》的宗旨是倫理的，要通過教育來改善人類的命運，提高他們的行為

水準，使他們成為更加幸福、更富有創造力的個人」5，即以科學的政府和人類無限進

步的信念，在這塊土地上建立人類的普遍幸福。由此可見，法國《百科全書》的目的

就是「要在理性這一思想原則的指導下，把知識寫入條目，進行反宗教迷信、反封建

專制統治的宣傳教育，從而塑造自由人」6。 

小結：編纂目的指導了編纂的原則和方法，對比兩書的編纂目的可知，《大百科全

書》是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號角，而《四庫全書》則是封建統治者維護其政權統

治的工具。乾隆曾經自詡說：『予搜四庫指數，非徒襲博右文之名，蓋如張子所雲：「為

天地立心，為生民立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胥於是乎系』7，確實在一定

程度上反映了清統治者編書的目的和用心。 

三、中國在最高統治者的指示下編書，法國在自發的科學精神下編書 

乾隆皇帝命當時的著名學者劉統勳、永瑢、紀昀、陸錫熊、孫士毅等人編纂《四

庫全書》，按照一定的取捨標準，對通過各種途徑集中到四庫館內的數以萬計的書籍進

行了甄別采擇，爬梳輯校，考訂辯正，整理編目的全面清理工作。《四庫全書》這一部

大叢書的編成，是千百人歷時十餘年的共同努力的結果，總纂官紀昀勤於館務，出力

不小，從擬定體例到校勘提要都費了很多心血，但是真正對《四庫》起作用最大的，

關係最為直接的，不是別人，正是清高宗皇帝愛新覺羅弘曆-乾隆本人。 

 

                                                 
4 [法]安德列‧比利著，張本譯，狄德羅傳[M]，北京：商務印書館，1984，p62 
5 [美] 斯蒂芬‧堅吉英譯本，梁從誡譯，丹尼爾·狄德羅的《百科全書》（選譯）[M]，瀋陽：遼         
  寧人民出版社，1992，p15 
6 金麗萍：百科全書發展規律探索 [D]，北京大學管理學碩士論文，2001.05，p17 
7 乾隆：《禦制文二集·文淵閣記》，卷一三，轉引自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 [M]，北京：中        
  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p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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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看看《四庫總目》卷首的二十幾道「聖諭」便可洞察乾隆之用心良苦：『他時而躊

躇滿志地自詡：「稽古右文緬祖訓，牖民迪世有深資」，時而大發雷霆地嚴飭各省督府

學政，加快查繳進度；時而又叢書中剔出一些違礙語句，借題發揮，下令把幾萬卷書

重新清洗一過』8；甚至連抄書這一環節也沒有輕易放過，朝政之暇，他常常駕臨四庫

館來查檢一番，從中找出一些脫漏遺漏之處，督辦經辦官員注意品質，各守其責，如

果情節嚴重，還要克扣有關人員的俸祿。在皇帝的嚴加看管和親自指導下，封建學者

在理校、他校、互校諸法中對書籍加以勘正補闋，既在對書籍進行輯軼、校勘、考辨

等整理，又不敢違反君主的意願，也在從事著銷毀、改易書籍的不光彩勾當；在保存、

整理古代典籍的同時，又在摧殘文化，幫助封建統治者對百姓進行思想禁錮，不可避

免地對中國古籍造成了損害。 

《大百科全書》的主要發起者和編纂者德尼·狄德羅（Denis Diderot,1713-1784）是法

國十八世紀傑出的啟蒙思想家、唯物主義哲學家和教育理論家，百科全書派首領。出生

於法國的朗格爾，童年時曾在耶穌會學校受過教育。19 歲時獲得巴黎大學文學碩士學

位。因為他不願按照父親的要求學醫或法律，父親停止了對他的資助，他只好自謀生路。

在此期間，他廣泛接觸社會，磨練了自己的鬥志。他青少年時代聰慧好學，性格狂放、

富有自由思想，生活樸實，以志堅強，待人忠實。他成長的時期，正是在過時的封建制

度和正在開始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的時代，素質敏銳、洞察力強、

思想解放、個性堅強勇猛的狄德羅，便逐漸成長為唯物主義的哲學家、堅決反對宗教的

無神論者、勇敢衝擊封建制度的民主主義者、長於創新的文學戲劇家、宣傳進步思想的

啟蒙運動者、辛勤編寫百科全書的著述家。 

小結：編纂者的主旨和思想無疑影響了圖書編纂的走向，狄德羅召集了達朗貝爾、

盧梭等開明、有社會責任感的學者先後為《百科全書》撰稿，他們通過編寫書籍，宣傳

自然科學知識，提倡理性主義和批判精神，反對封建專制統治和宗教蒙昧主義。儘管受

到政府和教會的打擊迫害，《百科全書》多次遭到禁毀，但《百科全書》的編寫和出版

經歷千辛萬苦仍然一直堅持了下來，特別是狄德羅本人，在受到多次的打擊甚至入獄後

都沒有放棄編書，這種精神對新興的資產階級來說尤為重要。而乾隆作為外族入侵中原

的一國之君，不但有很高的漢文知識、而且根據自己的編書的政治目的掌握了《四庫全 

                                                 
8 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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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整個編纂方向，強制下級編纂人員不得不遵從他的命令，身不由己地造成了對

中國古籍的危害。 

四、歷經多年艱辛的編纂過程 

編纂任何一本里程碑式的大書決不是一帆風順的，在這一點上，這兩本書的編纂、

出版都經歷了較長的時間，顯示出了編書過程的困難。 

在幅員遼闊的中國，要編一本巨大的叢書，首先就要在全國範圍搜訪徵集圖書，

這是一項規模浩大的重要活動，《四庫全書》的征書始於乾隆三十七年（西元 1772 年），

迄於四十三年（西元 1778 年），以三十八、三十九年間為高潮。乾隆三十七年（西元

1772 年）的詔諭中說：「今內府藏書，插架不為不富，然古今以來著作之手無慮數千百

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採集，以彰千古同文之盛」9，要求各地「及時

採集，匯送京師」，首先購覓書籍的條件是「歷代流傳舊書」10。但是征書一開始並沒

有引起各地督撫的重視。將近一年，「曾未曾見一個將書名錄奏，飭辦殊為延緩。」11不

是督撫州縣玩忽法令，沉得住氣，實在是對異族統治文字獄心有餘悸，不敢走在前頭。

乾隆於是大為惱火，迭次嚴催，再次下詔聲明：「凡民間所有藏書，無論刻本、寫本，

都要為官借鈔，仍將原本給還」，「豈可獨抱秘文，不欲公之同好」，即或「字義偶有觸

礙，亦是前人偏見，與近時無涉，何必過於畏首畏尾。」且有聲明“書中即有忌諱字

面，並無妨礙，或有妄誕字句，亦不過將書毀棄，轉諭其家不必收藏＂云云12，自十一

月初至次年二月底，才有十幾個地督撫學政相繼回奏查訪情況。各地採取了眾多的搜

訪措施，並對進書者進行了獎勵，或獎書：進書五百種以上者，“賞《古今圖書集成》

各一部，以為好古之勸＂；一百種以上者，“賞給內府初印之《佩文韻府》各一部，

俾亦珍為世寶，以示嘉獎＂13；或題詠或記名，把這場聲勢浩大的征書活動推向了高潮。

乾隆三十九年八月以後，全國範圍內搜訪圖書的工作進入尾聲，至乾隆四十三年八月，。 

                                                 
9  蕭東發、陳慧傑，功魁禍首-評乾隆編四庫全書[J]，圖書館建設，1982（2） 
10 孫犁，讀陳垣抄的《辦理四庫全書檔案》筆記，中國出版史料（古代部分第二卷）[M]，武漢：   
  湖北教育出版社，2004，p269 
11 同上 
12 同 9 
13 《辦理四庫全書檔案》，乾隆三十九年五月十四日諭，轉引自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M]， 
  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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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全部結束。    

    在短短幾年時間內，征書成果顯著：圖書總數共達一萬三千五百零一種（內二百

七十二種重本）其中包括不少舉世罕見的或海內僅存的珍本秘笈，保證了《四庫全書》

的來源，有利於提高編纂品質。另一方面，征書活動給私人藏書事業帶來了不容忽視

的消極影響，許多藏書家無論自願還是不自願都不得不把家藏善本進獻出來，少則數

十種，多則數百種，然而絕大部分都沒有得到歸還，使得不少藏書家多年珍藏為之一

空，此後再也未能恢復元氣。 

在搜集了大量的圖書後，乾隆又趁民間流傳的大量書籍都集中到四庫館這個機

會，查繳、清理古今書籍，銷毀所謂「違礙」、「悖逆」之書，在文化領域裏實行專制。

銷毀的辦法是分別情況，分類進行全毀、抽毀和改竄。「全毀即將某書全部銷毀；抽毀

即將書中涉及清朝忌諱的部分抽出毀掉，剩下的仍予以保留；改竄即將書中的某些忌

諱的字句加以改換」14。乾隆要求四庫館制定出《查辦違礙書籍條款》，對宋代以後的

歷代野史雜史詩賦文集應當如何加以全毀、抽毀和修改字句，都作了種種規定。以後

查毀的範圍有擴及到地方誌、小說、戲文等等。這部叢書所以沒有全部開刻付印，而

用人力抄寫，一方面是為了省時節費，整齊美觀，恐怕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為了篡改

的方便。魯迅先生曾用舊鈔本校四庫館中改正過的《嵩山文集》，他指出：「賊」，「虜」，

「犬羊」是違的，說金人的淫掠是違的；「夷狄」當然是要違，但也不許看見「中國」

兩個字，因為這是和「夷狄」對立的字眼，很容易引起種族思想來的，這樣修改之後，

「使天下士子閱讀，永不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裏面，也曾有過很有些名氣的人。」15

繼征書之後進行了一場查繳、銷毀所謂「違礙」、「悖逆」書籍的活動-禁書，始於乾隆

三十九年（西元 1774 年）八月，在乾隆五十八年（西元 1793 年）結束，這場曠日持久

的禁書毀壞的書籍數目長期難以確定，清人姚覲元輯清代禁毀書目四種，分別為《全

毀書目》、《搜毀書目》、《違礙書目》和《禁書總目》，可以說是乾隆籍修《四庫》摧殘

中華傳統文化的鐵證16。據民國年間的陳乃乾《禁書總目》考證，到乾隆四十五年（西

元 1780 年），全國被禁毀數字，計全毀書 2454 種，抽毀書 402 種，銷毀書版 50 種，銷 

                                                 
14 李瑞良，中國出版編年史-明至前清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p591 
15 同 9 
16 蕭錚：從影印《四庫全書》談起[J]，大學圖書館通訊，1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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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石刻 24 種；又經黃愛平多方考察，得出「共禁毀書籍三千一百多種、十五萬一千多

部，銷毀書板達八萬塊以上」。17無論哪個數目真實，都反映了對我國古代文化典籍的

摧殘。 

隨著禁書的進行，帶來了大批的文字獄：中國封建社會的專制統治者往往借「疑

似影響之詞」，羅織罪狀，濫殺無辜，以達到消滅異端、鉗制思想、維護專制統治的目

的。歷史上，文字獲罪的案件屢見不鮮，但數量之多、株連之廣、處罰之酷，堪稱清

代。「乾隆一朝的文字獄大大多於康、雍兩朝，而且絕大部分都是吹毛求疵、望文生義、

穿鑿曲解，加以莫須有之罪」18，在禁書的過程中，大的文字獄案件就不下四十餘起，

有的是重點追查前人具有反清意識及民族思想著述的專案文字獄，據黃愛平考證，明

末遺民李驎所著《虯峰集》內的「杞人憂轉切，翹首待重明」這樣的詩句被視為「希

懷勝國」，「指斥本朝制度」而受到懲治，甚至其子孫也被株連19；有的是殘酷鎮壓時人

觸犯專制權威的文字獄，如王錫侯的《字貫》案，王錫侯編《字貫》本意是因《康熙

字典》卷帙浩繁，查閱困難，約為《字貫》，按天、地、人、物四大類統字的簡明字典，

便於初學者查用20。然而卻被乾隆認為「大逆不法，為從來未有之事，罪不容誅！即應

照大逆律問斬，以申國法而快人心」21。最終大學士和九卿會議，依照大逆律將王錫侯

淩遲處死，後來，乾隆下諭「從寬改為斬決」，其子孫也從寬改為應監斬候，集中反映

了清代統治者政權的特徵以及專制皇帝生殺予奪的淫威，同時也突出地表現了清代文

化政策禁錮思想、鉗制言論、摧殘文化的一面。乾隆為了能夠好好地編纂此書，特設

了四庫館，吸引了很多學有專長、名重一時的文人學者，而且還招集了大量的辦事人

員，形成了一個龐大的專門機構。乾隆三十八年（西元 1782 年）二月，《四庫全書》館

正式開館，「乾隆命劉統勳、永瑢等十六人為總裁官，紀昀、陸錫熊、孫士毅三人為總 

 

                                                 
17 同 1，p74 
18 張帆，中國古代簡史[M]，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1 年，p352 
19 同 17 
20 徐葦，清乾隆年間江西省禁毀書查繳始末研究，何齡修、朱憲、趙放編，四庫禁毀書研究[M]， 
  北京：北京出版社，1999，p116 
21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M]，四四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年，轉引自徐葦，清乾隆年間 
  江西省禁毀書查繳始末研究，何齡修、朱憲、趙放編，四庫禁毀書研究[M]，北京：北京出版 
  社，1999，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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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官，還有總校官、校勘官、監造官等，共計 360 人」22 ，的確稱得上組織完備、機構

龐大。編纂開始後，上述百名優秀的學者濟濟一堂，按照一定的取捨標準，對通過各

種途徑集中到四庫館內的數以萬計的書籍進行了甄別采擇，爬梳輯校，考訂辯正，整

理編目的全面清理工作。經過將近十年的努力，完成了包括著目、存目在內的總計收

書達一萬多種的《四庫全書》的編纂。 

編纂過程中，隨著禁書政策的日趨嚴厲，不斷有書籍被陸續摯出銷毀。開館初期，

纂修官根據校閱單逐步校閱書籍時，凡遇有「違礙」之書，均標識出來，注一「毀」

字。僅據今存《四庫全書總目》殘搞統計，已經列入四庫著錄或存目的書籍，就有六

十餘種或被刪除或被撤毀。特別是乾隆四十五年，為了徹底清除「違礙」字句，乾隆

還下令四庫館組織專人對存目各書以及四庫未於著錄、存目，準備發還各藏書家的書

籍進行檢查，總計查出「應行銷毀書一百四十四部，應酌量抽毀書一百八十一部」23，

數量相當驚人，這樣一來，封建學者既在對書籍進行輯軼、校勘、考辨等整理，也在

從事著銷毀、改易書籍的不光彩勾當；在保存古代典籍的同時，又在摧殘文化，幫助

封建統治者對百姓進行思想禁錮，這雖是無法避免的時代烙印，但也為中國後來的落

後埋下了伏筆。 

即使是最高統治者下令編纂的《四庫全書》都經歷了這麼長久而困難的過程，相

比之下，在私底下進行的《大百科全書》編纂則受到了更多的挫折。首先狄德羅在編

纂之前想要召集當今最優秀的學者，重新編纂一部向全人類介紹一切最新科學成就，

彙集一切主要知識的百科全書。「狄德羅越想越覺得《百科全書》是他一生中最偉大的

事業，也許還是唯一的事業」。24他以百倍的熱情、極高的效率組成了《百科全書》的

工作班子，其中有著名的自然科學家達朗貝爾擔任副主編，而孟德斯鳩、伏爾泰、盧

梭、雷爾已赫等最著名的啟蒙思想家都齊集在「百科全書」的大旗之下，成了主要撰

稿人。他們這些志同道合地學者，結成了「百科全書派」。其次，為每一位撰稿人分配

不同領域的工作並非一帆風順，也不是沒有更動和爭執。這一位希冀某一個題材，可

另一位無論如何不願意割愛，原因恰是別人想要這個條目。很多條目如有關手工業的 

                                                 
22 劉靜：略談四庫全書的纂修與庋藏[J]，圖書館論壇，1998（2） 
23 同 1，p85 
24 同 4，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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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無人問津，它們被看作太微不足道和枯燥、吃力不討好，這些工作都由狄德羅一

力承擔。   

    狄德羅同意把所有的手工行業全包下來，為了做好這一部分，他跑遍了工廠和車

間，把藝匠們請至家中來，閱讀、摘錄、抄錄了上千本解釋性和描述性的小冊子。他

從英國、德國和義大利要來各種書籍，尤其是詞典，他毫不客氣地從中大量借用。然

而出版商的月薪越來越不夠用了，他只有冒險讓人出版了《給有眼人讀的論盲人的書

簡》-算的上法國第一篇唯物主義的著作，結果引起了政府和教會的不滿，被指控「寫

作出版宣傳自然神論和違反道德的文章」25，於 1746 年 7 月 24 日遭到法院逮捕，監禁

於郊外的文桑監獄。在此期間，《百科全書》踏步不前。但是狄德羅在獄中對百科全書

的編輯有進一步的想法。出版商們想方設法弄到了國王封印的簽署文書，11 月 3 日狄

德羅獲釋。一出獄，他就立即投入緊張的編輯、撰寫和組織工作當中。 

1750 年 11 月，《百科全書》出版了「增訂說明書」八千份，它宣佈了《百科全書》

的目的和出版計畫，並向讀者進行征訂。261751 年 10 月，《百科全書》第一卷 A 字部分

出版；此書全名為《一個文人學者團體編纂的百科全書或科學、藝術和工藝詳解辭典》，

卷首的《前言》有達朗貝爾寫，文中表現出一種克制、堅定、嚴肅的精神。 

1752 年 1 月《百科全書》第二卷（B 和 C 的一部分）條目出版。狂熱的耶穌會派

信徒方面以驚人的速度促使御前諮詢會議發佈命令查禁頭兩卷《百科全書》。當局再次

搜查，已印出的第三卷 25 頁被抄走。狄德羅懷著毫不動搖的熱情在這年夏天，向撰稿

人發出號召：還有希望，《百科全書》在前進。 

1753 年秋季，對《百科全書》的禁令取消，第三卷 C 字部分條目出版。1754 年，《百

科全書》第四卷 C 和 D 字部分條目出版。1755 年，《百科全書》第五卷 D 和 E 字部分

條目出版。1756 年，《百科全書》第六卷 E 和 F 字部分條目出版。1757 年，《百科全書》

第七卷 F 字 G 條目出版。達朗貝爾撰寫的「日內瓦」條批判了新教在日內瓦的活動，

引起軒然大波。 

                                                 
25 [法]亨利‧勒費弗爾，張本譯，狄德羅的思想和著作，北京：商務印書館，1985，p227 
26 以下出版順序參考了[法]亨利·勒費弗爾，張本譯，《狄德羅的思想和著作》，北京：商務印書館， 
  1985，p227-p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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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8 年《百科全書》的死對頭佛勒龍在其主編的《文學年鑒》1758 年第二號上大

肆攻擊百科全書派，盧梭與狄德羅、達朗貝爾早有分歧，他對日內瓦一文頗為不滿，

寫信給達朗貝爾，與《百科全書》決裂。達朗貝爾脫離編輯部，不少撰稿者也紛紛自

動脫離關係。 

    1759 年，許多達官貴人、御用文人認為，褻瀆宗教的由一個叫愛爾維修的思想家

撰寫的《論精神》一書，是從《百科全書》中摘錄出來的，它對社會道德和宗教是極

大的威脅。所以，《百科全書》是法蘭西「民族的恥辱」，這年的 3 月 6 日政府正式宣

佈吊銷《百科全書》的出版權，禁止已出版的書再出售，否則處以重刑。正在印刷中

的第八卷被迫停止。出版商們做了最後一次努力，發誓仍用指導前幾卷的精神和自由

原則完成後幾卷的編輯出版任務。於是他們又苦幹起來，「從早上六點到下午兩點，狄

德羅關在上了三道鎖的房內，對任何人都不開門，他像個苦役犯那樣編寫《百科全

書》」。27 

    1762 年，《百科全書》圖冊第一卷出版，文字說明由狄德羅執筆。 

1764 年，《百科全書》圖冊陸續出版，正文各冊繼續秘密付印。撰寫和校改工作經  

常受到出版商的無理破壞。 

1765 年，圖冊第四卷出版，正編文字部分後十卷（第八至第十七卷）全部出齊。 

1766 年，國王命令巴黎的購存者繳出《百科全書》，出版商被迫交出定購者名單。 

1772 年，《百科全書》圖冊十一卷全部出齊，狄德羅嘔心瀝血 21 年，堅持到最後，

終於大功告成。出版商為此而致富，狄德羅贏得無上光榮。 

1777 年，年輕的出版商彭庫克出版了四卷《補篇》（1776-1777），接著於 1780 年出

版了一部《分類百科全書文字 166 卷內容詳解分析表》。 

 

 

                                                 
27 同 4，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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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從編纂過程的比較來說，兩書都是歷盡千辛萬苦最終得到的成果，而不同

之處在於：《四庫全書》本來就是乾隆要消除對自己不利的因素、為了達到自己的目的

才下令把民間的書籍都搜上去的，始終採取了「寓禁於征」的反動政策，亦即「假編

書之名，誘騙藏書家獻書，以肆行其毀書、焚書、改書之實」28。征書的過程中帶來了

長期的禁書和文字獄，不但對中國古籍和文人的造成了巨大的傷害，對整個社會來說

也是一種很大的摧殘。而《大百科全書》編纂人員本身是狄德羅、達朗貝爾、孟德斯

鳩、伏爾泰、盧梭等「百科全書派」，他們代表了資產階級的要求，從編纂過程上體現

了資產階級不畏艱難、開拓進取、為爭取自己的合法利益而不惜犧牲的精神，所以自

然成為了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指導思想的重大武器，也在歷史上留下了不可磨滅的一

筆。 

五、《四庫全書》重因襲，沉湎於歷史、《百科全書》重創造，著眼于現

實 

《四庫全書》的主要內容包括了我國清代乾隆以前的大部分歷史、民族、社會、

政治制度、宗教、天象、地輿物產、文藝、哲學、工商、算學和百家雜學等等。對歷

代典籍進行了全面總結和系統整理，全書分為經、史、子、集四部，意即四部中的書

籍畢集於該書之中。經部所包括的書，叢學術角度看分屬哲學、文學、歷史、同時兼

有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史部收入的是記事之書和考辨史體以及評論史事；子部所收

的是能成一家之言的書，計有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演算法、術數、

藝術、譜錄、雜家、類書、小說家、釋家、道家共十四類；集部所收的都是詩文詞曲、

散篇零拾之作，有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等五類29。共有著錄書籍 3461 種，79309

卷；存目書籍 6793 種，93551 卷，總計 10254 種，172860 卷，每部書裝訂成 363000 冊，

7 部抄本連同正本共 8 部，合計 290400 冊，再加上《四庫全書薈要》2 部，22502 冊，

共 312902 冊30。 

                                                 
28 同 2 
29 主要參考了郭金樹：《四庫全書》的形成和主要內容及其歷史地位[J]，《社會科學論壇》，2004 
  年第 12 期 
30 資料來源：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M]，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年，p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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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最大的特點是：將凡能收入的內容全部完整收入（除了刪、毀的內容），體現「述

而不作」的傳統精神；崇尚權威，膜拜經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以儒家的聖經

賢傳為準則，經部書籍被抬到驚人的高度，置於最顯赫的位置，與其他各部書籍的關

係也被視為源與流、幹與枝的主從、支配關係。而有關生產工藝、科學技術一類的書

籍，卻被貶為「奇技淫巧」受到排斥，在《四庫全書》著錄的三千四百餘部書籍中，

經部各書「甄錄最寬」，所收高達六百餘部，占全部著錄書籍的五分之一弱，而關於手

工業、科技一類著述，除某些為封建統治所需要的專案如天文曆法、數學、水利、農

桑外，其他方面收錄寥寥無幾，西方傳教士帶來的有關科學技術的著作，也挂一漏萬，

闕略頗多，造成經部書籍與生產、科技、工藝一類著述畸重畸輕、比例失調的狀況31。 

    《百科全書》作為一部知識辭典，它採用辭條的形式，把各門科學知識彙集一書

並分門別類加以論述，在每一辭條之下，作者根據自己的研究心得，對該命題的範圍、

含義、歷史淵源以及發展現狀，做出全新的闡釋或詳細的記述。一方面含有封建制農

業改良者和進步資產階級要求得到的情報、技術細節，另一方面從新生自然科學已獲

得的成功中產生出具有普遍性質的哲學構思：實驗物理學、化學、地質學等。這就使

得《百科全書》不僅描繪出當時法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典章制度、風俗

人情等各方面的全貌，而且反映了十八世紀歐洲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水準，表達出當時

各個領域啟蒙學者的要求和呼聲。 

內容上，基本上並不是按照我們現在的標準可以稱之為「百科全書」的那種工具

書，而毋寧是一本採用百科形式的夾敘夾議的思想政治論文集，甚至是一部「雜文集」

32，書中包含了大量的議論，不僅有自己的見解還批評或抨擊別人-主要是保守勢力的代

表人物或理論。例如：《聖餅》談的是宗教儀式的浪費；《嘉布遣僧袍》嘲弄教會派別

之間的那些煞有介事的爭端，其實不過是為了些雞毛蒜皮的事。在這個辭條的最後一

段，狄德羅寫到：「我的神父們，在我看來，我們正在進行無謂的叫嚷。我們脫口而出

的謾駡無助於斯科迪斯33的吹毛求疵，要是我們能等到那現下正在擴展的健康哲學的啟

蒙運動也多少透進我們的修道院時，我們也許就會發現，我們的這位博士的深思，就 

                                                 
31 同 1，p387 
32 同 5，p4 
33 13 世紀蘇格蘭哲學家 John Duns Scotus，他提倡經院式的形而上學的教條 



 118

《出版與管理研究》第三期 

如同我們的先人在嘉布遣僧袍的尺碼問題上糾纏不休一樣的荒謬。34」；又如《百科全

書》這個辭條中直接批判了保守勢力：「這些人不懂的他們在這個地球上，不過是滄海

之一粟。他們的有生之年，在地球的生存史上，還不及白駒之過隙。然而為了這一粟

和一瞬， 他們卻不惜犧牲人類未來的幸福。35」《徐西亞羔羊》最有趣，把一個莫須有

的傳聞列作一個條目，然後再來揭穿它，以證明為什麼看問題應持科學態度，而不能

聽信訛傳，並以此引出我們應當根據什麼原則來判斷事實這樣一個科學哲學問題。36這

正是狄德羅處心積慮的安排，正是要通過這許多表面上不引人注目的「小條目」來借

題發揮，以達到自己的「宣傳」目的，在當時的歷史條件下正好促進了啟蒙運動，催

生了法國大革命。 

  對比起來，狄德羅的《大百科全書》在《錢伯斯百科全書》的基礎上，經過編纂

者實地的考察和查找詞典，遵循了實事求是的做法，唯物而且民主，以科學和民主為

旗幟、毫不顧及、毫不畏懼地向封建保守勢力展開最直接的鬥爭，思想自由和表達思

想的自由已成為人們神聖的追求。而《四庫全書》經歷了全毀、抽毀和改竄最終成書，

面目已全非，在內容上有不可相信的和缺失的文獻存在，如果要作為嚴格考據的證據

來源，會有謬誤；另外它重道輕藝、碧波科學技術的傾向，與《百科全書》具有的革

命性和科學性是大相徑庭的。 

六、《大百科全書》讓歐洲走向光明，《四庫全書》使中國走向黑暗 

《四庫全書》的纂修，對中國的影響有積極的一面：它不僅對中國古代典籍進行

了系統整理，對傳統文化作了全面總結，而且還推動了清代考據學的發展，促進了各

門專科學術的興盛。清代乾隆以後，以《四庫全書》的纂修為標誌，中國傳統學術進

入了一個全面總結整理的階段，許多學者失亡佚的古書得以發掘複出，殘缺脫誤的典

籍得到爬梳整理，難以卒讀的古籍也再經疏通證明。另外，四庫館的開館，直接促成

了北京琉璃廠書市的興盛。當時江浙等地書賈利用朝廷征書、纂書的有利時機，紛紛

輦書至京城琉璃廠一帶售賣。四庫館的編修文士經常「各以所校閱某書應考某典，詳 

                                                 
34 同 5，p144 
35 同 5，p162 
36 同 35，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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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書目，至琉璃書肆訪之」37，文人也常會聚於這一帶，訪書題詠，使琉璃廠一條街成

為真正的文化街。 

  然而更大的影響是負面的：《四庫全書》是推進封建教化，實現思想、文化獨裁的

官定教科書，編纂此書的本質仍然是為清朝統治者炫耀文治、統一思想、鞏固政權服

務的。編纂過程中的禁書、毀書給中國典籍帶來了無可補救的損失，在編輯過程中，《四

庫全書》並非對有「違礙」、「悖謬」字句的圖書並非全加禁毀，而是在保留對清統治

者階級有利的內容這一前提下，對違謬字句妄加抽毀、竄改，另外，《四庫全書》在抄

寫過程中，由於封建官吏、承辦大員粗率馬虎，不負責任，錯誤之處比比皆是。乾隆

就曾指斥該書「草率訛謬，比比皆是」，「錯誤之處，累牘連篇，不可枚舉」38。乾隆五

十七年，紀昀重校文津閣《四庫》，「僅東經部就查出空白和錯誤一千多處，這足以說

明《四庫全書》的品質如何了，這樣一本書，在閱讀學習、普及文化、學術研究上，

是不宜加以提倡和推薦的」39；乾嘉時期，絕大多數學者熱衷於鑽進故紙堆中，從事文

字、音韻、訓詁、校勘、考證、輯佚的研究，幾乎不去注意中國以外的世界，也較少

接觸現實的國計民生，造成當時整個學術思想界相對沉寂的局面；全書內容上，極力

推崇經學，忽視科學技術的發展，當時的中國社會，雖然已經國力強盛，經濟、文化

都有所發展，但就總體而言，已經落在了西歐各國後面，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流，

也曾傳入一些新鮮的自然科學知識，但終於未能對傳統文化產生決定性影響，中國歷

史的巨輪，仍然在相對封閉的封建軌道上緩緩地運行；由征書而相伴的文字獄更是妄

圖毀滅歷史文化，愚弄人民，以延長個人統治，結果打擊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

打擊了民族的創造力和戰鬥力。從此中國由盛至衰，社會更加黑暗無望。文化的長期

落後，導致了中國近代面對外來侵略的徹底失敗。 

《大百科全書》的出版，不僅在世界百科全書編輯出版的歷史上是一大豐碑，而

且反映了時代的呼聲，適應了鬥爭的需要，在近代史上被稱為動搖法規封建制度基礎

和建立十八世紀末葉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指導思想的重大武器，是掀起全歐洲資產階

級革命，進入資本主義時期的偉大旗幟。這並不是說“百科全書派＂的活動就是大革 

                                                 
37 轉引自李瑞良，中國出版編年史-明至前清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p592 
38 轉引自蕭東發、周心慧，《四庫全書》影印質疑[J]，群言，1988（5） 
39 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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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一個基本的、直接的起因，推翻舊政權的是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因素的綜合力

量，還應當強調指出，《百科全書》的影響也是同孟德斯鳩、盧梭、伏爾泰、孔狄亞克

等人的著作以及其他人如米拉波、丹東、馬拉赫羅伯斯皮爾等關於革命的論述所起的

作用分不開的。馬克思承認偉大的思想反過來也會推動社會中經濟和政治力量的形成

40。因此《大百科全書》的意義還遠不止作為偉大革命的先兆，它在西方文明中樹立了

一個強有力的傳統：追求幸福和對自己時代的探索，思想自由和表達思想的自由已成

為人們神聖的追求。狄德羅以他頑強的意志終於等到了《百科全書》的出版，他的名

字和《法國百科全書》一起被人們牢牢記住。 

從此歐洲社會進入革命的時代，由落後走向進步，由黑暗走向光明。 

東西方文化底蘊有很大的不同，這兩本巨著又各有風格：《百科全書》重創造，著

眼與現實，《四庫全書》重因襲，沉湎於歷史。它們產生的時代相差無幾，但各自產生

的土壤，編纂的目的、方法，以及思想內容、社會作用等方面，卻存在著顯著的差別。

如果說《百科全書》是熔鑄了十八世紀中葉以前歐洲取得的全部文化成果，反映了新

興資產階級的思想學說，那麼，《四庫全書》則是匯輯了中國漫長歷史進程中留下來的

豐富遺產，體現了傳統文化的鮮明特徵；如果說《百科全書》是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思

想的號角，那麼《四庫全書》就是 封建統治者維護其政權統治的工具。 

    現在已經沒有人去仔細查看也無法查看當時的法國《大百科全書》了，雖然這本

書在當時產生了很大的影響，然而那些資料、條目的解釋始終是落後的，跟不上時代

發展的；相反目前國內有許多出版社仍在大批影印《四庫全書》41。自 1983 年臺灣商務

印書館將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出版後，「人們又不滿足於《四庫全書》的紙質載體，

而轉向開發《四庫全書》的圖形檔和文字檔案電子版」42，伴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40 轉引自[美] 斯蒂芬‧堅吉英譯本，梁從誡譯，丹尼爾·狄德羅的《百科全書》（選譯）[M]，瀋  
   陽：遼寧人民出版社，1992，p29 
41《四庫全書》現在國內僅有四部：文瀾閣之書現藏浙江省圖書館、文淵閣之書現藏臺灣故宮博 
  物院、文津閣之書現藏北京國家圖書館（也是現今保存最完整的一部）、文溯閣之書現藏甘肅   
  省圖書館，另三部已損毀：文源閣之書在英法聯軍入侵時被焚毀，文宗閣、文匯閣之書在太平 
  天國戰爭中被清軍焚毀，底本原藏于清廷翰林院，經過英法聯軍和八國聯軍兩次戰禍有的焚毀 
  散失，有的被侵略軍掠走藏于英法各國的圖書館中 
42 李祚唐，關於影印《四庫全書》的延續問題[J]，天府新論，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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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化熱不斷升溫，國內要求對《四庫全書》進行整理出版的呼聲日漸高漲，許多

人依舊只看到《四庫全書》的鴻篇巨制，認為它「集中體現了中國古代文獻典籍的廣

博浩瀚，展示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燦爛輝煌，對我國古代文獻保存和流傳貢獻巨大，

為研究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提供了豐富而完整的文獻資料」43，進而大批影印，由於價

格昂貴，因此只能賣給一些圖書館、科研單位，造成了不小的負擔。事實上，通過我

們上述的分析可知，《四庫全書》不但是皇帝欽定的，而且還毀壞、竄改了許多古文獻

的重要內容，引發了大規模的文字獄，大批歷史文獻和具有進步思想的書籍被焚毀而

失傳，因此是無論如何也不能說它「提供了豐富而完整的文獻資料」，正如魯迅先生所

言「四庫而出古書亡」44。對於它自身的學術價值，必須慎重斟酌，僅僅依靠《四庫全

書》而做出的研究成果也是不科學和不全面的。 

從以上六個方面的對比中，得到這兩部大書的編纂、出版給十八世紀及以後的東

西方世界帶來的重大影響與結果，說明出版的作用對社會、對文化、對一個民族、對

整個國家都是不可小覷的，在今天蓬勃發展的中國，我們更要搞好出版活動，通過出

版促進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一切以符合「三個有利於」作為標準，堅決抵制對我國發

展有損害的出版活動，讓我國的出版活動欣欣向榮、蓬勃向上，為社會添福利、為民

族立生命！ 

 

 

 

 

 

 

 

 

 

                                                 
43 李斌樂，中國最大的寫本叢書-《四庫全書》[J]，中學歷史教學，2005（4-5） 
44 轉引自郭向東，《四庫全書》編纂與中國古文獻之劫難[J]，圖書與情報，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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