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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昀生平、著述要事年表  

黃瓊誼、王鵬凱* 

本表根據朱珪〈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禮部尚書管國子監事諡文達紀公

墓志銘〉1、李宗昉〈紀文達公傳略〉2、《清史稿》卷 107 紀昀本傳 3、孫致

中等校點，《紀曉嵐文集》及所附錄之年譜 4、盧錦堂〈紀文達公年譜〉5等

資料整理而成。本表因呼應前文之寫作，故著重在紀昀重要仕宦的經歷、

交遊的情形、著述創作等情形之表列，於其他方面多有簡略，望讀者見察。 

透過本表有助於我們掌握紀昀生平中仕宦、交遊、創作之情形，也了

解到紀昀之著述受到其仕宦、交遊的影響。從紀昀仕途經歷來看，仕宦的

浮沈，曾讓紀昀在進士及第後與天下名流相唱和，也讓他有機會遊歷江南

與西域的山川風貌，進而創作出優秀的山水詩〈南行雜咏〉，和邊塞詩〈烏

魯木齊雜詩〉，甚至因為擔任四庫全書總纂官，因此有殿本《四庫全書總

目》的纂成。而宦海的浮沈，也直接影響到他的心境，進而影響到著述，

可說是紀昀的學術與文學上的著述，都脫離不了仕宦際遇的影響。而紀昀

從游之師友，則不乏高才俊逸、博學鴻儒之輩，劉統勳、阿桂、戴東原、

王昶、王鳴盛、錢大昕、翁方綱、朱珪、彭元瑞、劉墉等人，盡皆有名於

世。這些師友有些在思想上影響了紀昀，有些則是與紀昀切磋琢磨於學問

之間，讓他不論是為人處世或是學問上，都得到莫大的助益。  

再則，因為今日可見紀昀的著作並不完整，如同他的朋友門生等人所

言「即曉嵐同唱酬者數十年，而其詩不肯自錄成帙，今所刻者，其孫所補

輯耳」 6、「生平未嘗著書，間為人做序記碑表之屬，亦隨即棄擲，未嘗存

                                                 
＊南開科技大學通識中心專任講師 
1《知足齋文集》卷 5，頁 25-29。清嘉慶十年(1805)刊本。 
2《聞妙香室文集》卷 14，清道光十五年(1835)刊本。 
3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第 11冊，臺北：國史館，1986，頁

9212-9213。 
4 河北：河北教育出版社，1991。 
5 中國書目季刊，8:2，1974.9。 
6 翁方綱，〈坳堂集序〉，《復初齋文集》卷 4，續修四庫全書第 1455冊，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2，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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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7、「公著述甚富，不自裒集，故多散佚」 8、「作古文，稿多散棄」 9，

只少數見存於其孫紀樹馨所補輯的《紀曉嵐遺集》中。法式善曾在〈閱微

草堂收藏諸老尺牘跋〉說「香林郎中(紀樹馨)以閱微草堂收藏尺牘長卷見

示，與余意同，且命之跋。嗚呼，是真能不忘其先人者矣！文達公讀書萬

卷，歷官清要五十餘年，熟悉朝家掌故，中外請益問字者，日凡有幾，計

其往來箋素，蓋盈箱累篋矣」 10，紀昀「盈箱累篋」的書信，收在文集中

的只有六札，就連法式善極為欣賞的諸老尺牘，如戴東原、王昶、王鳴盛、

錢大昕、翁方綱、朱珪、彭元瑞、劉墉等人的書信，也一札未收。既然無

法得見這些極富史料價值的書信，不妨透過掌握紀昀交遊情形，從紀昀師

友之文集中去收集與紀昀往來之書信，從而能更清楚與全面地了解紀昀。 

時間 著作或事件 

1.世宗雍正二年甲辰

(1724，1 歲) 

六月十五日午時，生於直隸河間府獻縣。(朱珪〈太

子少保協辦大學士禮部尚書管國子監事諡文達公

墓志銘〉，《知足齋文集》卷 5。以下簡稱〈墓志銘〉。) 

2.雍正十三年乙卯

(1735，12 歲) 

從李紱、方苞游，聞其餘緒。(李宗昉〈紀文達公

傳略〉，《聞妙香室文集》，卷 14，以下簡稱〈傳略〉) 

3.高宗乾隆三年戊午

(1738，15 歲) 
與陸青來同師事於董邦達。(〈傳略〉)稱與陸青來

「有知已感，故與青來尤相善」(〈書陸青來中丞

家書後〉) 。 

4.乾隆十二年丁卯

(1747，24 歲) 
1.三月，路過天津，聞有烈女張氏，未嫁夫死，自

溺以殉。撰〈張烈女詩〉。 

2.應順天鄉試，作〈誠五常之本百行之源也論〉、〈擬

賜宴瀛台聯並錫賚謝表〉。阿克敦、劉統勳定公

為第一，與朱珪同榜。(〈墓志銘〉) 

5.乾隆十三年戊辰 1.有〈瓦橋關〉一詩，對南宋理學門戶之爭及輕事

                                                 
7 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紀曉嵐文集》第三冊頁 729。 
8 阮元，《紀文達遺集》序，《紀曉嵐文集》第三冊頁 727。 
9 錢林，《文獻徵存錄》卷八，咸豐八年(1858 年)有嘉樹軒本，頁 76。 
10《存素堂文集續集》卷 2，《續修四庫全書》第 147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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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8，25 歲) 功頗有微詞。 

2.自戊辰至甲戌，與錢大昕、盧文弨及從兄紀昭

等，結為文社。(紀昀〈袁清愨公詩集序〉) 

6.乾隆十五年庚午

(1750，27 歲) 

四月，母張太夫人卒。居憂多暇，因整理舊業，編

纂《玉谿生詩說》一書。(《玉谿生詩說》自題) 

7.乾隆十六年辛未

(1751，28 歲) 

為應禮部試，在京師習制義，與田白岩(中儀)、宋

弼(蒙泉)、董曲江(元度 )等交往最密。(〈如是我聞〉

卷一、二) 

8.乾隆十七年壬申

(1752，29 歲) 

七月，小集宋弼家。與會者有聶松岩(際茂)、法南

野、田白岩、宋清遠(宋弼之父)。(〈槐西雜志〉卷

二) 

9.乾隆十八年癸酉

(1753，30 歲) 

與宋弼共閱《長河志》，宋以所作《州乘餘聞》見

示，為題二絕句〈與蒙泉閱長河志因出所作州乘餘

聞見示題二絕句〉。 

10.乾隆十九年甲戌

(1754，31 歲) 

1.為陳世倌、介福、錢維城、孫人龍取為進士，改

庶吉士。同榜者有王鳴盛、錢大昕、朱筠、王

昶、姜炳章、王士棻等人。(《郎潛紀聞》、《竹

汀居士年譜》) 

2.夏，同年姜炳章持史榮(雪汀)《風雅遺音》相贈。

(〈審定史雪汀風雅遺音序〉) 

3.父容舒姚安知府任滿自雲南歸，自此終養不復

出。(〈伯兄晴湖公墓志〉) 

4.是年作〈擬修葺兩郊壇宇及先農壇告成謝表〉、

〈擬修定科律詔〉、〈擬請重親民之官疏〉、〈本

天本地論〉。 

11.乾隆二十年乙亥

(1755，32 歲) 

1.長夏養病，編《張為主客圖》。(《張為主客圖》序) 

2.與王鳴盛寓齋僅隔一垣，兩人往還甚歡，以詩相

酬。(王鳴盛〈虎坊新居與紀吉士昀隔一垣旁有

給孤寺〉) 

3.結識戴震，戴震假館紀昀家，兩人展開長達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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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年交往。(〈與余存吾太史書〉) 

4.父容舒刊訂《景城紀氏家譜》。(〈景城紀氏家譜

序例〉) 

5.撰〈平定準噶爾賦〉。 

12.乾隆二十一年丙子

(1756，33 歲) 

1.夏，刊刻戴震之《考工記圖》並為之序。(〈考

工記圖序〉) 

2.秋，與錢大昕纂修《熱河志》，即令扈從熱河。

途中恭和御制詩進呈，天語嘉獎。由此館中有

「南錢北紀」之目。(《錢辛楣先生年譜》) 

3.恭和御制詩為〈恭和御制秋日奉皇太后幸口外行

圍啟蹕之作元韻〉、〈恭和御制懷柔縣元韻〉、〈恭

和御制遙亭行宮對雨三首元韻〉、〈恭和御制出

古北口詠古元韻〉、〈恭和御制至避暑山莊即事

元韻〉、〈恭和御制晚荷元韻〉、〈恭和御制熱河

啟蹕之作元韻〉、〈恭和御制山店元韻〉、〈恭和

御制朝嵐元韻〉、〈恭和御制都爾伯特台吉什阿

噶什來覲封為親王詩以紀事元韻〉、〈恭和御制

入崖口元韻〉、〈恭和御制雨獵元韻〉、〈恭和御

制九月朔日元韻〉、〈恭和御制霜元韻〉、〈恭和

御制行圍即事元韻〉、〈恭和御制九日侍皇太后

宴並賜內外王公諸臣食即席得句元韻〉。 

13.乾隆二十二年丁丑

(1757，34 歲) 

1.散館，授編修，旋辦院事。自稱「余初授館職，

意氣方盛，與天下勝流相馳逐，座客恆滿，文

酒之會無虛夕」。(〈翰林院侍講寅橋劉公墓志

銘〉) 

2.從兄紀昭成進士，與昀同官京師，「昀早涉名場，

日與海內勝流角逐於詩壇文間，兄則恬退寂

寞，杜門與三數同志晨夕講肄而已」。(〈怡軒老

人傳〉) 

3.撰《沈氏四聲考》二卷，以為陸法言《切韻》「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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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據沈約而作者也。」(〈沈氏四聲考序〉) 

14.乾隆二十三年戊寅

(1758，35 歲) 

1.大考二等七名，充武英殿纂修。(〈傳略〉) 

2.秋，詩人田雯之子、紀昀好友田中儀(白岩)卒，

作〈哭田白岩四首〉。 

15.乾隆二十四年己卯

(1759，36 歲) 

1.正月二十日，作〈書張氏重刊廣韻後〉。 

2.正月二十五日，閱《通考》所載《五音韻譜》前

後二序，因作〈書毛氏重刊說文後〉。 

3.二月，撰〈沈氏四聲考序〉。 

4.夏，以律詩督課從游諸子。六月《唐人試律說》

脫稿，七月自為序，其中闡述詩作之旨，頗資

借鑒。(〈唐人試律說序〉、馬葆善〈唐人試律說

跋〉) 

5.夏，始卒讀史雪汀《風雅遺音》，成《審定風雅

遺音》一書，「時休寧戴君東原主予家，去取之

間，多資參酌」。(〈審定史雪汀風雅遺音序〉) 

6.任山西鄉試正考官。(〈乾隆己卯山西鄉試策問

三道〉) 

7.京察一等，充功臣館總纂。(〈傳略〉) 

16.乾隆二十五年庚辰

(1760，37 歲) 

1.七月，閉戶養痾，因科舉方增律詩，乃集館閣諸

作，著手編輯庚辰集，評註以示兒輩學試帖者。

(〈庚辰集序〉) 

2.九月，覆閱《唐人試律說》刊本，重為點勘，再

付剞劂，跋其尾。 

3.有〈書韓致堯翰林集後〉，繼而點閱《香奩集》，

作〈書韓致堯香奩集後〉、〈書八唐人集後〉。 

4.充會試同考官(〈墓志銘〉)。李文藻、劉權之等

為紀昀所取士。(〈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 

5.王昶、翁方綱、諸重光等與之近鄰，交往密切。

(《郎潛紀聞》卷 8)翁方綱所撰〈坳堂集序〉談

及宋弼、戈濤丶紀昀與方綱之交往情形「即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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嵐同唱酬者數十年，而其詩不肯自錄成帙」。(《復

初齋文集》卷 4) 

13.乾隆二十六年辛巳

(1761，38 歲) 

1.春，乞假養痾。(〈槐西雜志〉卷三) 

2.五月，李文藻為跋《張為主客圖》。(《南澗文集》

卷下) 

3.開始評閱《瀛奎律髓》。(《瀛奎律髓》李光垣跋) 

4.十月，編定《庚辰集》，其初但有評註，後又與

門人李文藻等人為之注。(〈庚辰集序一〉) 

5.翰林院同館爭名相軋，昀中蜚語，曹學閔挺然而

出，為之解圍。(《郎潛紀聞四筆》卷 8) 

14.乾隆二十七年壬午

(1762，39 歲) 

1.閏五月，《庚辰集》剞劂既竣。(〈庚辰集序二〉) 

2.六月，從座師錢維城借閱《後山集》。(〈後山集

鈔序〉) 

3.七月，屬沈雲浦作桐陰觀弈圖，作〈自題桐陰觀

弈圖〉一詩。(〈再題桐陰觀弈圖〉) 

4.秋，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是科得朱子穎，特賞其

詩之秀逸。(《灤陽續錄》卷 4)亦取王金英。(〈槐

西雜志〉卷一)後為其圖畫題〈《王菊莊藝菊圖〉

一詩。 

5.題〈壬午順天鄉試分校硯〉有云：「惟有囊中留

片石，敲來幸不帶銅聲」。 

6.九月，李文藻有與紀曉嵐先生書。 (《南澗文集》

卷下 ) 

7.受命視學福建，十月出都赴福建學政任。(〈墓

志銘〉)及門弟子劉權之、諸重光、孟生蕙等為

其送行，有〈留別及門諸子〉一詩。 

8.刪正才調集，點論李義山、黃山谷詩集，輯唐人

詩略八卷。(〈傳略〉) 

9.年底至福州。有〈將至福州〉一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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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乾隆二十八年癸未

(1763，40 歲) 

1.任福建學政，補授翰林院侍讀。(〈墓志銘〉) 

2.冬，按試汀州，得梁章鉅之叔伯梁斯明，斯儀兄

弟於童試中，置梁章鉅之祖父梁天池、父親梁

斯志於高等。(〈梁天池封翁八十序〉)並為梁氏

題「書香世業」匾額。(梁章鉅《退庵自定年譜》) 

3.《灤陽消夏錄》卷一載汀州試院堂前唐柏異事，

為袁枚收入《新齊諧》。 

4.翁方綱〈坳堂集序〉論及早些年紀昀與宋弼(蒙

泉)鄰居，與戈濤(芥舟)同里，彼此往來密切之

情形，也提到「即曉嵐同唱酬者數十年，而其

詩不肯自錄成帙，今所刻者，其孫所補輯耳」。 

16.乾隆二十九年甲申

(1764，41 歲) 

1.刪定《陳後山集》，七月晦日作序，書於福州使

院之鏡煙堂。(〈後山集鈔序〉) 

2.八月，父辭世，旋丁憂北歸。(《槐西雜志》卷 2) 

17.乾隆三十年乙酉

(1765，42 歲) 

1.撰〈馬氏重修家乘序〉。 

2.秋，長子汝佶舉於鄉，始稍治詩，古文尚未識門

徑。汝佶早殁，紀昀頗為痛惜其詩文未能導入

正途，「自余仕外後，彼則嘗從詩社才士游，遂

從公安竟陵兩派入手。後依朱子穎於泰安，見

《聊齋志異》抄本(時是書尚未刻) ，悉摹仿以

著之，竟沉淪不返以迄於亡故。」(《灤陽續錄》

卷 6) 

3.歲暮，有懷宋弼、邊連寶等八友人詩各一首。(〈歲

暮懷人各成一詠〉) 

18.乾隆三十一年丙戌

(1766，43 歲) 

1.五月，開始點論《蘇文忠公詩集》。(紀評《蘇文

忠公詩集序》) 

2.續修《紀氏家譜》，並撰《景城紀氏家譜序例》。

紀昀尚有為親朋家譜、族譜制序多篇，如〈渠

陽王氏世系考序〉、〈河間孔氏族譜序〉、〈棠樾

鮑氏宣忠堂支譜序〉、〈汾陽曹氏族譜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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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展現其對譜牒之學的見解。 

3.刪劉侗《帝京景物略》，作〈刪正帝京景物略序〉、

〈刪正帝京景物略後序〉。(〈傳略〉) 

4.門人李文藻致書，求為其先人撰墓志銘。(〈與

紀曉嵐先生書〉《南澗文集》卷下) 

19.乾隆三十二年丁亥

(1767，44 歲) 

1.服闕，補侍讀，充日講起居注官，晉左庶子。(〈墓

志銘〉) 

2.詔續修鄭樵《通志》，其師裘曰修以鄭樵舊硯贈

之，以資鼓勵，並以鄭樵相期待。(〈鄭夾漈硯

銘〉昀孫樹馨案語) 

3.刪浦起龍所注《史通》，名之曰《史通削繁》。(《史

通削繁》序) 

20.乾隆三十三年戊子

(1768，45 歲) 

1.二月，補授貴州都勻府知府，上以其學問素優，

外任不能盡其所長，命加四品銜，仍留庶子任。

四月，擢翰林院侍讀學士。(〈墓志銘〉) 

2.春，為人題〈蕃騎射獵圖〉，八月即從軍西域，

紀昀以為詩讖。(〈灤陽消夏錄〉卷 1) 

3.六月，任江南鄉試副考官。(《高宗實錄》卷 813) 

4.七月，兩淮鹽運使盧見曾獲罪，旨籍其家。因見

曾孫盧蔭文為紀昀婿，乃循私漏言，事發，革

職戍烏魯木齊(迪化)。同案牽連得罪者尚有徐步

雲、趙文哲、王昶。(王昶〈趙文哲墓誌銘〉) 

5.因漏言獲譴，有一董姓軍官為其拆字，言紀昀當

遠戍西域，辛卯年當歸，有奇驗。(〈如是我聞〉

卷 1) 

6.冬十月，於遣戍烏魯木齊途中，作〈雜詩三首〉。 

7.經陝西時，曾在同年謝寶樹處小住。(〈題同年

謝寶樹小照〉) 

21.乾隆三十四年己丑

(1769，46 歲) 

1.五月至十一月，李文藻以謁選居京師，其間多次

至紀昀家中，並為之檢曝書籍。得見惠定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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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底稿《周易述》、《易漢學》、《周易本義辨證》、

《左傳補注》、《古文尚書考》等數種。(李文藻

〈琉璃廠書肆記〉、〈古文尚書考跋〉、〈隸釋跋〉) 

2.後有〈寄示閩中諸子六首〉感念此一謫官時期閩

中諸學子情誼彌篤，時相音書存問，不以升沉

而冷暖。  

3.七月，紀昀業師禮部尚書董邦達卒。 (〈怡軒老

人傳〉、〈書陸青來中丞家書後〉 ) 

22.乾隆三十五年庚寅

(1770，47 歲) 

1.在烏魯木齊佐助軍務。夏，為將軍巴彥弼具奏稿

上之，釋戍役單丁為民者六千餘人。(汪德鉞〈紀

曉嵐師八十序〉) 

2.十二月，高宗下諭釋還。(〈烏魯木齊雜詩序〉) 

23.乾隆三十六年辛卯

(1771，48 歲) 

1.二月，治裝東歸途中賦詩一百六十首，名曰〈烏

魯木齊雜詩〉。(〈烏魯木齊雜詩序〉) 

2.六月，至京師，錢大昕為跋〈烏魯木齊雜詩〉。(《潛

研堂文集》卷 26)並題自烏魯木齊攜歸之硯詩一

首(《閱微草堂硯譜》) 

3.評閱《瀛奎律髓》畢。(《瀛奎律髓》李光垣跋) 

4.七月二十八日閱畢《玉臺新詠》，八月初二日又

覆閱畢。(《玉臺新詠》跋語) 

5.八月初六日，評閱《文心雕龍》畢，記年月日於

十卷末。(道光十三年兩廣節署刊版黃注紀評《文

心雕龍》) 

6.八月，跋《蘇文忠公詩集》評本，自丙戌之五月

起，凡五閱矣。(〈紀評蘇文忠公詩集序〉) 

7.自西域歸後，尚未署官，長晝多暇，遂點刊前人

遺集，除上述遺集外，另有《王子安集》、《韓

致堯集》、《唐詩鼓吹》等，咸親評校。(〈傳略〉) 

8.九月，作《題海棠》弔四叔母婢女文鸞之死。(《灤

陽續錄》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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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十月，迎鑾密雲，作〈御試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詩〉，

得旨優獎，授翰林院編修。(《清史稿》本傳) 

10.作〈辛卯十月再入翰林戲書所用玉井硯背〉。 

11.十二月，撰〈瀛奎律髓刊誤序〉。 

12.作〈己卯六月先師董文恪公招余飲醉中為作秋

林覓句圖後余至烏魯木齊城西有坤司馬所建秀

野亭案牘之暇獨步其間喬木捎雲宛然此景始知

人生有數早兆於十載前矣歸來重閱俯仰慨然因

題二絕句〉一詩。 

13.作〈皇太后八旬萬壽天西效祝賦〉。 

14.作〈松岩老友遠來省予偶出印譜索題感賦長

句〉、〈己卯秋錢塘沈生寫余照先師董文恪公為

補幽篁獨坐圖今四十年矣偶取展觀感懷今昔因

題長句〉、〈有以八仙圖求題者韓何對弈五仙旁

觀而李沉睡焉為賦二詩〉、〈辛卯六月自烏魯木

齊歸囊留一硯題二十八字識之〉、〈辛卯十月再

入翰林戲書所用玉井硯背〉。詩中諸句「艱難坎

坷意氣減，閉門漸與交游疏」、「少年意氣已蕭

索」、「十八年來閱宦途，此心久似水中鳧」、「龍

沙萬里交游少，衹爾多情共往還」、「自憐詩思

如枯井，猶自崎嶇一硯間」，可窺當時之心境。 

24.乾隆三十七年壬辰

(1772，49 歲) 

1.正月初七，書〈史通削繁序〉，後有〈書浦氏史

通通釋後〉。 

2.正月十一日重閱畢《玉台新詠》，上元前三日跋

之。(《玉臺新詠》跋語) 

3.十月，紀昀座師錢維城卒。(〈后山集鈔序〉) 

4.朱筠奏陳開館校書。(劉權之〈紀文達公遺集序〉) 

25.乾隆三十八年癸巳

(1773，50 歲) 

1.正月二十七日，跋《玉台新詠校正》稿本。 

2.二月，開四庫全書館，任四庫全書總纂官。(《清

史稿》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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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永年、戴震、余集皆以紀昀之薦修《四庫全

書》，入翰林。(〈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 

4.因辦理《四庫全書》得宜，補侍讀。(〈傳略〉、

〈與陸錫熊同被恩命升授翰林院侍讀呈請奏謝

摺子〉) 

5.十一月，紀昀之師劉統勛、裘曰修相繼辭世。 

6.明內府所刊《廣韻》注文頗略，朱彝尊以為中涓

欲均其字數，故刪削其文。紀昀見官庫所藏至

元乙未小字刊本《廣韻》與明內府所刊，一字

不差，乃知中涓刪削之說，是朱彝尊之臆說。(〈書

張氏重刊廣韻後〉) 

7.作〈黼黻硯銘〉。 

26.乾隆三十九年甲午

(1774，51 歲) 

1.三月三日，與陸錫熊、翁方綱、朱筠、姚鼐、程

進芳、任大椿、周永年、錢載等三十九人，舉

修禊故事，且集於曹學閔齋中。(《朱筠年譜》) 

2.四月，侍郎金簡以《四庫全書》中善本，請廣流

傳。因仿宋人活字版式印行，賜名「武英殿聚

珍本」。(《東華續錄》乾隆 79) 

3.五月十四日，朝野進呈四庫之書五百種以上凡四

家，各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超過百種以

上者共九家，各賜《佩文韻府》一部。(《四庫

全書．卷首一．聖諭》)紀昀進書達 105 種，賞

《佩文韻府》一部，因撰〈進呈書籍蒙賜內府

初印佩文韻府奏謝摺子〉。 

4.七月二十五日，上諭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外，

令紀昀另刊《簡明書目》一編。(《四庫全書．

卷首一．聖諭》、《清高宗御制詩》第五集 67 卷) 

5.十月，以子負債興訟，上責昀不能約束其子，降

三級仍留館辦理總纂事務。(《高宗實錄》卷 972) 

6.詩友邊連寶(隨園)卒。(蔣士銓〈隨園徵士邊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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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題曹慕堂宗丞所藏乩仙山水〉、〈醉鍾馗圖為

曹慕堂同年題〉。 

27.乾隆四十年乙未

(1775，52 歲) 

1.詩人黃仲則入京，昀折節與交。(王昶〈黃仲則

墓誌銘〉) 

2.上以昀辦理《四庫全書》實盡心力，除翰林院侍

讀學士。(〈傳略〉) 

3.作〈寄示閩中諸子六首〉囑梁章鉅之父梁斯志攜

歸。(紀昀〈梁天池封翁八十序〉，梁章鉅《退庵

自訂年譜》 ) 

4.姚鼐辭《四庫全書》纂修官南歸。(《朱筠年譜》) 

28.乾隆四十一年丙申

(1776，53 歲) 

1.調侍講學士，後充文淵閣直閣事。(〈墓志銘〉) 

2.三月，《四庫全書》總裁、戶部尚書王際華卒。(《東

華續錄》乾隆 83) 

3.作〈御制題孫覺春秋經解六韻恭跋〉、〈平定兩金

川露布〉、〈平定兩金川雅〉、〈平定兩金川頌〉。 

29.乾隆四十二年丁酉

(1777，54 歲) 

1.正月初四，與曹學閔、曹文埴，王昶小集，王昶

有詩誌之。(《春融堂集》卷 15) 

2.五月二十七日，戴震卒於京師，年五十五。(《朱

筠年譜》) 

3.十月二十九日，高宗命以哈密瓜賜四庫全書館諸

臣。紀昀與陸鍚熊等一百五十四人聯句，有詩

〈恩賜四庫全書館哈密瓜聯句恭紀一百五十四

韻謹序〉。 

4.以館臣校書錯誤，部議紀昀罪，上特旨免。(《清

史稿》本傳) 

5.撰〈翰林院侍講寅橋劉公墓誌銘〉、〈交河縣歲貢

生友菊蘇公合葬墓志銘〉。 

6.伯兄晫卒，年七十二。(〈伯兄晴湖公墓志銘〉) 

30.乾隆四十三年戊戌

(1778，55 歲) 

1.五月二十六日，上諭各總裁嚴飭館臣悉心校刊。

(《四庫全書．卷首一．聖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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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撰〈書吳觀察家傳後〉。 

31.乾隆四十四年己亥

(1779，56 歲) 

1.二月，朱珪充四庫全書館總閱官。(《朱筠年譜》) 

2.擢詹事，旋晉內閣學士兼禮部侍郎。(《清史稿》

本傳) 

3.引述錢大昕金石研究成果於《四庫全書總目》，

翁方綱有詩記之。(〈東墅復次前韻，有懷鍾山

院長盧抱經學士丶錢辛楣詹事，且及二君經

學，因復次答，兼懷二君〉之二。見《復初齋

集外詩》卷 13) 

4.第一份《四庫薈要》成。(《存悔齋集》卷 7) 

32.乾隆四十五年庚子

(1780，57 歲) 

1.雲貴總督李侍堯貪瀆案發，孫士毅以失察遣戍伊

犁，簿錄其家，不名一錢。乾隆嘉其廉，五月，

改授翰林院編修，纂編《四庫全書》。(《清史稿》

列傳 117 孫士毅本傳) 

2.六月，撰《明懿安皇后外傳》。(《明懿安皇后外

傳》自序) 

3.八月，因曝書檢視《花王閣剩稿》偶記跋語一則，

記錄無法將其先高祖紀坤詩集《花王閣剩稿》

收入集部一事始末。(《花王閣剩稿》內粘貼紀

昀庚子八月因曝書檢視偶記跋語) 

4.九月，奉命與陸錫熊、陸費墀、孫士毅等，修《曆

代職官表》，書成，列入《四庫全書》。(《四庫

全書．卷首》) 

5.冬，因校書訛誤，記過三次。(《四庫全書概述(增

附五種本)》) 

6.高宗賜紀昀御書玉屏拓本。 (〈乙已正月預千叟

宴恭記八首〉其六注語 ) 

7.撰〈七旬萬壽賦〉、〈五巡江浙恩綸頌〉、〈日華書

院碑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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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乾隆四十六年辛丑

(1781，58 歲) 

1.二月十六日，上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現已辦

竣，呈覽，頗為詳核。所有總纂官紀昀、陸錫

熊，著交部從優議敘」(《四庫全書概述(增附五

種本)》) 

2.密友朱筠卒，紀昀挽之曰「學術各門庭，與子平

生無唱和；交情同骨肉，俾余後死獨傷悲」。(《朱

筠年譜》、《楹聯叢話》) 

3. 撰〈山西按察使司按察使曙海袁公墓誌銘〉。 

34.乾隆四十七年壬寅

(1782，59 歲) 

1.正月，第一份《四庫全書》於 46 年底抄畢，至

此貯於文淵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內

閣大庫檔案，106469 號) 

2.撰〈欽定四庫全書告成恭進表〉。 

3.授兵部右侍郎，仍兼直閣事。(〈墓志銘〉、〈恩

擢兵部侍郎仍兼文淵閣直閣事恭謝摺子〉) 

4.七月十四日，命四庫館總裁，督同總纂等纂修《河

源紀略 )一書。(《東華續錄》乾隆 96) 

5.秋，與翁方綱、蔣士欽、周永年、邵晉涵、程晉

芳等人送董元度 (曲江)東歸，董元度曾寓居紀昀

之東齋。(翁方綱〈送董曲江歸平原詩序〉) 

6.十一月，第二份《四庫全書》告成，貯於盛京文

溯閣。(《東華續錄》乾隆 59) 

7.《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勒成。(紀昀〈詩序補

義序〉) 

8.撰〈汪水部啟淑綿潭山館十咏〉、〈翰林院侍講蔭

臺王公墓誌銘〉。 

35.乾隆四十八年癸卯

(1783，60 歲) 

1.三月，王昶出任陝西按察使，以秦漢瓦當寄贈。

(王昶〈跋伊墨卿藏「漢并天下」瓦當觀圖〉)

昀亦有〈書漢瓦當拓本後〉記其事。 

2.翁方綱有〈紀曉嵐少司馬六十壽詩〉二首，中有

「蘭成射策並韶年，經笥詩名敢比肩。夾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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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逢歲獲，後山句法有人傳」稱讚紀昀詩學與

經學成就之句。 

3.是年，第三份《四庫全書》告成，貯於文源閣。

(《四庫全書檔案輯刊》) 

3.轉兵部左侍郎。(〈墓志銘〉) 

4.撰〈河南開歸營河兵備道德圃王公合葬墓誌

銘〉、〈梁天池封翁八十序〉。 

36.乾隆四十九年甲辰

(1784，61 歲) 

1.春，充會試副考官。(〈墓志銘〉)作〈甲辰會試

錄序〉、〈乾隆甲辰會試策問三道〉闡明經義取

士的發展演變以及是科取士的標準。 

2.洪亮吉應禮部會試，紀昀奇賞洪卷，必欲置第

一，而豐潤、鄭澂欲移至四十名外，曉嵐堅執

不允，因相與忿詈不可解，胡高望調停其事，

遂置不錄。紀昀於洪亮吉卷尾賦〈惜春詞〉六

首寄意。(《洪北江年譜》) 

3.六月二十一日，程晉芳卒於西安。(《朱筠年譜》) 

4.知武會試貢舉。(《墓志銘》) 

5.冬，第四份《四庫全書》告成，貯于文津閣。(《清

高宗御制詩》集 5 卷 10〈甲辰除夕詩注〉) 

6.有〈恭謝六巡江浙蠲免直隸山東經過地方額賦並

豁順天十二府州屬舊借倉穀摺子〉、〈恭謝六巡

江浙喜得元孫直隸山東老民老婦一體賞賚復因

二省缺雨軍流以下遞予減等摺子〉。 

37.乾隆五十年乙巳

(1785，62 歲) 

1.正月六日，上御乾清宮賜千叟宴，紀昀預千叟宴

(〈乙巳正月預千叟宴恭記八首〉)，是日晉陛左

都御史。(〈嘉慶丙辰正月再預千叟宴恭記四首〉

注) 

2.四月，因員外郎海升毆死其妻吳雅氏一案檢驗有

誤，革職留任。(〈傳略〉) 

3.撰〈直隸棗強縣知縣寓圃任公墓誌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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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乾隆五十一年丙午

(1786，63 歲) 

1.汪輝祖至京師，向紀昀修弟子禮，稱昀為「左都

御史、今兵部尚書」，紀贈五言古詩〈汪氏雙節

詩〉一首。汪亦睹詞館諸公，因四庫館開，館

務熱鬧，奢侈之風既成，不復昔日之清苦高雅。

(《病榻夢痕錄》卷上) 

2.六月，御史曹錫寶參劾和珅家奴劉全服用奢侈、

器具完美，恐有倚藉主勢，招搖撞騙。乾隆皇

帝懷疑係紀昀因上年海升毆死伊妻吳雅氏一

案，對和珅心懷仇恨，嗾使曹錫寶參奏，以圖

報復。(《東華續錄》乾隆 103) 

3.七月二十四日，閱舊題張氏重刊《廣韻》，疏所

未及，再書其後。(〈書張氏重刊廣韻後〉) 

4.長子汝佶卒。(〈傳略〉附錄 ) 

5.撰〈聚星硯銘〉、〈怡軒老人傳〉。 

39.乾隆五十二年丁未

(1787，64 歲) 

1.正月，遷禮部尚書(《東華續錄》乾隆 105)，充

經筵講官。(〈傳略〉、〈命充經筵講官恭謝摺子〉) 

2.三月，《四庫全書》續繕三部告成。(《朱筠年譜》) 

3.帝駐蹕山莊，偶閱文津閣書，發現錯謬甚多，即

眾臣校閱文淵，文源二閣書。紀昀自認複閱明

末諸書，並與陸錫熊分賠文淵、文源、文津三

閣書籍，所有應行換寫篇頁，其裝訂、挖改之

工價。總校官陸費墀受罰獨重，致鬱鬱而歿，

猶將原籍家產抄出，作為添補江南三閣辦書之

用。(《四庫全書檔案輯刊》) 

4.冬，以校勘《四庫全書》至避暑山莊。(〈槐西

雜志〉卷二) 

5.是年十二月八日，同年曹學閔卒。(〈曹宗丞逸事〉) 

6.是年，管鴻臚寺印鑰。(此據〈墓志銘〉，〈傳略〉

則為次年。) 

7.撰〈御製題朱載堉琴譜樂律全書恭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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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乾隆五十三年戊申

(1788，65 歲) 

1.十月，上諭允許詞館諸臣及士子赴翰林院將《四

庫全書》底本檢出鈔閱。(《東華續錄》乾隆 108) 

2.秋，以校勘《四庫全書》至避暑山莊。(〈槐西

雜志〉卷二) 

3.賜紫禁城騎馬，充武會試正考官。(此據〈墓志

銘〉及《漢學師承記》，《清史稿》本傳則在次年 ) 

4.陸費墀卒。(《四庫全書答問》) 

5.作〈鸛井集序〉，述與郭可遠、可典兄弟情誼。 

6.王昶外遷江西布政使離京前夕，紀昀邀在京同年

夜集，為其餞行。王昶有〈紀曉嵐大宗伯招諸

同年夜集〉一詩誌之。 

7.紀昀以所藏《順治十八年縉紳》一函，請法式善

題跋。(法式善〈紀曉嵐尚書藏順治十八年縉紳

跋〉)紀昀後有〈復法時帆祭酒書〉。 

8.是年撰有〈禮部奏進御筆太常仙蝶詩拓本摺

子〉、〈宣示御製補詠安南戰國六律并序復奏摺

子〉、〈恭謝恩緩保定河間府屬十四州縣積欠摺

子〉、〈經筵御論恭跋〉、〈御製耕耤禾詞恭跋〉、

〈御製避暑山莊即事得句恭跋〉、〈戶部陝西司

員外郎季荀馬公墓誌銘〉。 

41.乾隆五十四年己酉

(1789，66 歲) 

1.夏，紀昀以校勘《四庫全書》至避暑山莊，成《灤

陽消夏錄》六卷，繕竟附題二首。 

2.六月，任大椿卒。(《朱筠年譜》) 

3.陸錫熊率員赴瀋陽，復校盛京文溯閣書，明年竣

事。(《四庫全書檔案輯刊》) 

42.乾隆五十五年庚戌

(1790，67 歲) 

1.三月十八日，遣三媳婦旋里致祭於四叔母，有〈祭

四叔母文〉。 

2.八月，乾隆八十壽辰，紀昀撰著有〈八旬萬壽錦

屏賦〉、〈蠻陬貢象頌〉、〈禮部恭請舉行萬壽聖

節慶典事摺子〉、〈恭謝八旬萬壽升秩岱宗展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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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里直隸廣學額免積欠加賑一月摺子〉、〈祝釐

茂典記〉、〈御制節前御園賜宴席中得句恭跋〉、

〈御制壽民詩恭跋〉、〈經筵御論恭跋〉、〈御制

雲貴總督富綱奏緬甸國長孟隕遣使祝釐徵並乞

封號詩以賜獎恭跋〉、〈御八微耄念之寶恭跋〉

等作。 

3.紀昀同年尹松林之子壯圖，素與昀交往頻密，時

為內閣學士，以參奏不實莠言亂政，遭革職處分。 

4.五月十三日，六月、十一月、臘月皆有硯銘。(《閱

微草堂硯譜》) 

43.乾隆五十六年辛亥

(1791，68 歲) 

1.正月，調紀昀為左都御史。(《清史稿‧部院大

臣年表》) 

2.七月，跋蔣秋吟〈考具詩〉。(〈書蔣秋吟考具詩後〉) 

3.撰〈如是我聞〉四卷，七月二十一日題序。 

4.七月，摯友周永年卒，年 62。(章學誠〈周書昌

別傳〉) 

5.正月，同窗李綬卒。夏，昀為之跋自定年譜。(〈書

李杏浦總憲年譜後〉) 

6.夏，王昶邀紀曉嵐、韋慎占、吳沖之、陸健男等

至其寓小集，並有詩記之。(王昶〈暑中韋慎占、

紀曉嵐、吳沖之、陸健男招集寓齋〉 ) 

7.有〈宣示《御製石刻蔣衡書十三經于辟雍序》復

奏摺子〉、〈恩賜《御製石刻蔣衡書十三經于辟

雍序》墨本恭謝摺子〉。 

44.乾隆五十七年壬子

(1792，69 歲) 

1.正月，友曹錫寶卒，年 74 歲。(《知足齋文集》) 

2.正月，陸錫熊病逝於前往重校文溯閣《四庫全書》

的途中。(王昶〈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陸君墓志銘〉) 

3.二月，劉墉贈黻文硯一方。後蔣師籥題此硯曰:

「城南多少貴人居，歌舞繁華錦不如。誰見空

齋評硯史，白頭相對兩尚書」、桂馥銘此硯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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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公清苦得院僧，紀公冷陗空潭冰」，足見兩

公性情。(《閱微草堂硯譜》) 

4.春，四至避暑山莊校勘《四庫全書》。(〈槐西雜

志〉卷二) 

5.四月，從侄紀汝倫 (虞惇)從至灤陽重校文津閣《四

庫全書》，以所著《遜齋易述》呈閱，因為之序。

(〈遜齋易述序〉) 

6.以畿輔水災奏請截留宦糧萬石，設十廠賬饑。得

旨，六月開廠，自夏季至明年四月，全活無算。

(汪德鉞〈紀曉嵐師八十序〉)復參奏監賑御史不

親督放，玩視民瘼，治罪褫職有差。(〈傳略〉) 

7.六月，其孫紀樹馨錄其所志成〈槐西雜志〉，因

自序。 

8.八月，復遷禮部尚書，仍署左都御史。(〈傳略〉) 

9.十二月，奏請考試《春秋》，不用胡安國傳，以

後《春秋》題，俱以《左傳》本事為文。(〈傳略〉) 

10.有〈宣示《御製圭瑁說》復奏摺子〉。 

45.乾隆五十八年癸丑

(1793，70 歲) 

1.五月，作〈再題桐陰觀弈圖〉二詩。 

2.七月二十五日，〈姑妄聽之〉四卷成，並自序。 

3.十一月，門人盛時彥跋〈姑妄聽之〉，引述一段

紀昀對小說敘事的觀念。 

4.冬，作〈題陸耳山副憲遺像〉一詩以悼陸錫熊。 

5.是年，為德州李東圃《周易義象合纂》一書作序，

序中闡述自己對《周易》以及《周易》研究的

見解。 

46.乾隆五十九年甲寅

(1794，71 歲) 

1.三月，考試教習，有〈甲寅三月考試教習柬同事

冶亭雲房二宗伯古愚司寇〉一詩贈鐵保、劉權

之、虔禮寶。 

2.春，應朝鮮貢使通文館教授金成中之請，為《李

參奉詩鈔》作序，對其詩不為門戶、流派所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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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直書性情，評價頗高。並稱文士談藝，亦

應無中外之岐，足見昀之胸襟。 

3.五月，因旱祈雨，禮部舉行遲誤，奉上諭罰俸二

年。(《東華續錄》乾隆 117) 

4.冬，結識朝鮮冬至正使洪良浩，對其詩文大加稱

賞，相互引為知音，因為其詩文集作序，(〈耳

溪詩集序〉、〈耳溪文集序〉)後並有書信往來。

(〈與朝鮮洪耳溪書〉、〈再與朝鮮洪耳溪書〉) 

5.作〈黎君易注序〉，進一步闡明自已的易學觀點，

力辨漢《易》與宋《易》各立門戶，空言聚訟

之是非。 

6.伊秉綬輯紀昀硯銘草稿，裝之成冊，趙懷玉次韻

題後。(《亦有生齋詩集》卷 14) 

7.汪中往杭州檢校文瀾閣書，卒於西湖旅次，年 51

歲。(《朱筠年譜》) 

8.朝鮮使臣鄭東觀對紀昀的評價為，「文學則禮部

尚書紀昀、翰林學士彭元瑞，博雅贍敏，最於

廷臣」。(《朝鮮李朝實錄‧正宗 1 8 年》) 

9.共計有七本替各地因蠲緩積欠稅賦的謝恩摺

子，可以看到紀昀為民請命的一面。〈恭謝巡幸

天津分別蠲免經過地方並所屬州縣積欠摺

子〉、〈恭謝恩緩直隸一百七州縣新舊額賦倉榖

摺子〉、〈恭謝恩恤直隸八十三州縣貧民分別賑

借口糧摺子〉、〈恭謝恩命截漕撥帑籌備直隸賑

務摺子〉、〈恭謝恩諭直隸總督實心賑恤正定等

府屬被水州縣摺子〉、〈恭謝恩免河間天津各屬

積欠官修大明元城民堤賞給所借籽種摺子〉、

〈恭謝恩加銀米賑恤直隸並免三十三州縣積欠

摺子〉。 

10.是年撰有〈都察院左都御史杏浦李公合葬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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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淨〉、〈德宏王公合葬墓志銘〉、〈劉文定公配

許夫人墓志銘〉。 

47.乾隆六十年乙卯

(1795，72 歲) 

1.四月初八日，元配馬氏卒。(《景城紀氏家譜．

生卒譜》) 

2.四月，以禮部尚書兼署左都御史，復充殿試讀卷

官。(〈傳略〉) 

3.其孫紀樹馨錄其所課諸孫舉業之詩，成《我法集》

二卷。七夕，自題序，重陽，陳若疇跋於後。 

4.冬，結識朝鮮進賀副使徐有功(明皋)，並為其文

集作序。(〈明皋文集序〉) 

5.詩人張騰蛟(孟詞)，已登貢士，未及殿試而卒于

京師，畫家伊秉綬為其繪像，紀昀又為遺像題

詩三首。(〈題張孟詞進士遺照〉) 

6.纂《八旗通志》，仿《漢書藝文志》例，搜求《四

庫》之遺籍，隋珠和壁，多得諸蠹簡之中。序

中亦表達對「詩窮而後工」一說的見解。(〈月

山詩集序〉) 

7.作〈郭茗山詩集序〉，序中表達對「詩言志」一

說的見解。 

8.是年撰有〈恭謝恩加展賑直隸二十四州縣縣摺

子〉、〈恭謝恩緩直隸上年被水州縣春季新賦摺

子〉、〈恭謝恩免直隸五十二川縣積欠旗租摺子〉。 

9.紀昀擬乾隆禪位授受禮。(王昶《蒲褐山房詩話》) 

10.自去年結識朝鮮洪良浩，結為良友。本年因朝

鮮使臣鄭尚愚歸軺之便，又奉書〈與朝鮮洪耳

溪書〉一函，附奉水蛀硯一方、白瑪堖搔背一

件、郎窖水中丞一件、葛雲瞻茶注一件，各繫

以小詩一首，作〈以水蛀硯水中丞搔背茶注贈

朝鮮國相洪良浩各繫小詩〉。 

12.長至日銘其取自那彦成之硯，並有〈繹堂嘗攫



文稿 

 53

取石庵硯後與余閱卷聚奎堂有硯至佳余亦攫取

之繹堂愛不能割出硯來贖戲答以詩〉詩一首。

(《閱微草堂硯譜》)復有〈題繹堂硯〉一詩。 

13.十一月十六日，《四庫全書總目》刷印裝潢竣

工。 (〈原戶部尚書曹文埴奏刊刻《四庫全書總

目》竣工刷印裝潢呈覽摺 ) 

48.嘉慶元年丙辰

(1796，73 歲) 

1.正月初五，嘉慶「皇帝奉太上皇帝茶宴重華宮聯

句」以風字硯賜禮部尚書紀昀。(《閱微草堂硯

譜》) 

2.正月，有〈寄懷洪良浩〉詩一首。 

3.春，充會試正考官，撰〈丙辰會試錄序〉，論及

科舉制義文體的演變。〈嘉慶丙辰會試策問五

道〉透露出許多紀昀學術上的見解。 

4.是科所取之士，關係最密者，有陳鶴、汪德鉞、

趙慎珍、龔麗正、汪守和等。陳鶴為《紀文達

公遺集》作序。龔麗正曾請他為其父敬身撰墓

志銘〈雲南迤南兵備道匏伯龔公墓志銘〉。趙慎

畛頗為紀昀所賞識，紀昀為跋其舅氏手札，作

〈書王孝承手札後〉。江德鉞尤為紀昀所賞識，

稱之「竟從萬馬中，得此千里駿」(〈題汪銳齋

蕉窗讀易圖〉)。 

5.六月，調兵部尚書。(〈調補兵部尚書謝恩摺子〉)。 

6.六月十五日，邵晉涵卒，年 55 歲。(《朱筠年譜》) 

7.七月，孫士毅卒，諡文靖，年 77 歲。(《疑年績錄》) 

8.七月，為劉峨撰〈兵部尚書劉恪簡公合葬墓志銘〉。 

9.九月，為李封撰〈前刑部左侍郎松園李公墓志銘〉。 

10.秋，學者桂馥出任雲南永平縣知縣，昀賦詩〈送

桂未谷之任滇南〉送行。 

11.十月，丙戌，調紀昀為左都御史。(《東華續錄》

嘉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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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撰〈伯兄晴湖公墓志銘〉，對於了解紀昀的家庭

及其本人的身世、性情，均有裨益。 

13.為其子汝佶之友撰〈題蔣秋吟保陽詩後〉。紀昀

曾為其《津門詩鈔》、《考具詩》等制序，也為

其父遺照題詩。足見其與蔣詩關係之密。 

14.為其亡友詩集撰〈袁清愨公詩集序〉，序中對王

漁洋與趙執信詩論之爭表達己見。 

15.是年撰有〈太上皇帝紀元周甲授受禮成恭進詩

冊摺子〉、〈宣示《聖製書虞書舜典集傳》復奏

摺子〉、〈邁古論〉、〈聖制十全老人之寶說恭

跋〉、〈祭理藩院尚書顯庭留公文〉。 

49.嘉慶二年丁巳

(1797，74 歲) 

1.六月，撰〈刑部河南司員外郎前江蘇按察使司按

察使檢齋王公墓志銘〉，文中可窺見他對海升妻

死一案獲譴之人王士芬等的同情與不平。 

2.八月，遷禮部尚書。大學士阿桂卒。(《東華續

錄》嘉慶 4) 

3.秋，觀菊於積慶亭家，慶亭出其祖父靜逸經義數

十首相示，紀昀為之作〈積靜逸先生經義序〉。 

4.秋，汪德鉞作《周易反對互圖》， 並繪蕉窗讀易

圖一幀以示紀昀，昀為題〈題汪銳齋蕉窗讀易

圖〉五言長詩一首。 

5.奉命詮解《洛神賦》語，有覆奏摺子〈奉命詮解

《洛神賦》復奏摺子〉。 

6.桂馥以簪花騎象圖見寄，紀昀為其作〈題桂未谷

簪花騎象圖〉。 

7.有〈懷朝鮮洪良浩〉詩，並有一函與洪良浩之子

洪薰谷〈與朝鮮洪薰谷書〉。 

50.嘉慶三年戊午

(1798，75 歲) 

1.二月八日，與同仁十五人小集，有詩並序。(〈曹

慕堂宗丞家慶圖〉) 

2.五月，扈從灤陽。(〈灤陽續錄〉卷 1 ) 在灤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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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撰〈田侯松岩詩序〉。 

3.七月，〈灤陽續錄〉六卷成，自為序。 

4.十月，紀昀為劉墉所贈硯作硯銘，中有「迦陵四

六，頗為後來所嗤點，余撰《四庫全書總目》，

力支柱之」之語，是為紀昀直言撰寫《四庫全

書總目》之例。(《閱微草堂硯譜》) 

5.是年撰有〈內務府郎中黃鍾姚公墓表〉、〈振斯張

公墓誌銘〉、〈化源論〉、〈綠瓊硯銘〉、〈仿宋硯銘〉。 

51.嘉慶四年己未

(1799，76 歲) 

1.正月初三卯時，乾隆帝崩於乾清宮。正月十八

日，嘉慶帝賜和珅自盡，往年因和珅而見斥之

紀昀好友御史曹寶錫、尹壯圖皆獲平反。(《東

華續錄》嘉慶 7) 

2.二月，奉命充高宗實錄館副總裁。(《東華續錄》

嘉慶 7) 

3.三月，朝鮮書狀官徐有聞稱「和珅專政數十年，

內外諸臣，無不趨走，惟王傑、劉墉、董誥、

朱珪、紀昀、鐵保、玉保等諸人，終不依附」。

(《東華續錄》嘉慶 7) 

4.三月十四日，為門人汪德鉞講授詩之源流派別，

並出示高祖厚齋詩稿，命汪題跋。汪作〈紀厚

齋先生詩跋〉。(《四一居士文鈔》卷 5) 

5.四月，尹壯圖歸籍，紀昀撰〈尹太夫人八十序〉

為其母壽。 

6.四月二十日，充殿試讀卷官。(《仁宗實錄》卷 43) 

7.十月初六日，充武會試正考官。(〈壬戌會試錄

序〉)有詩〈巳未武會試閱卷得詩四首〉、〈疊前

韻四首〉。 

8.十一月，朝鮮使節對紀昀有「風流儒雅推紀昀」、

「今行購求時，當世所稱藏書名儒，多與之往

復質問，則自內閣書下之書目，或不辮其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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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何人編刻，而獨昀一人，取諸腹笥，年經

月緯，始終源流，洞如燭照。所著古文，本之

以經術，繩之以檢押，純正優餘，無愧為當世

名家」之評價，副使徐瀅修且稱「書下諸冊遍

問於藏書宿儒，而多不能辨其何等義例，惟禮

部尚書紀昀洞悉其源流⋯⋯紀昀之文學言語，

尊尚朱子」。(《朝鮮李朝實錄中的中國史料》下

編卷 12，正宗 23 年 ) 

9.王昶入都哭臨，同年曹學閔之子錫齡設宴招待他

與紀昀。王昶有詩〈曹侍御定軒錫齡招同紀宗

伯曉嵐小集〉誌之。 

10.門人伊秉綬出守廣東惠州，紀昀以詩〈題盧溝

折柳圖送伊墨卿出守惠州〉贈別。 

11.孫紀樹馨由蔭生選授刑部江西司員外郎。(〈孫

樹馨由蔭生選授刑部江西司員外郎謝恩摺子〉) 

12.密友兼親家戈源(仙舟)卒，昀為作〈戈太僕傳〉。 

13.有〈裕陵奉安禮成特加禮工二部堂司官各二級

謝恩摺子〉。 

52.嘉慶五年庚申 

(1800，77 歲) 

1.正月，兵部尚書金士松卒，為撰〈兵部尚書劉恪

簡公合葬墓志銘〉。 

2.有〈天然硯銘〉。(《閱微草堂硯譜》) 

3.閏四月，江蘇布政使方昂卒，為撰〈江蘇布政使

司布政使坳堂方公墓志銘〉 

4.八月，《閱微草堂筆記》五種二十四卷，編定刊

行，門人北平盛時彥作序。 

5.九月，雲南迤南兵備道龔敬身卒，龔敬身與昀同

校四庫書，最相契，應敬身之子麗正所請，為

撰〈雲南迤南兵備道匏伯龔公墓銘〉。 

6.為朝鮮醫學著作《濟眾新編》作序，舉編纂《四

庫全書》時，於子部 14 家，獨以農家居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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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為醫家之例，特申重視實用之學之意。 

7.汪德鉞就屬吏見長官不長揖而半跪的問題上書

紀昀，紀昀准其議，此後禮部遂廢半跪而復長

揖之禮。(〈上大宗伯紀曉嵐師書〉) 

8.應甲戌同年姜炳璋之孫之請，為姜著《詩序補義》

作序，篇中對《詩經》研究史的源流派別，條

分縷析，辨非論是。通過此序，可概知《四庫

全書》之《詩類》的發凡起例與紀昀對漢宋學

之爭的學術觀點。(〈詩序補義序〉) 

53.嘉慶六年辛酉

(1801，78 歲) 

1.夏，王昶以詩詠懷紀昀。(〈長夏懷人絕句‧河

間紀宗伯曉嵐〉) 

2.十一月八日，充會典館副總裁官。(《仁宗實錄》

卷 90) 

3.侍郎童鶴街卒于學使任，昀為其詩稿作序，序中

言及自身的創作經歷與心境。(〈鶴街詩稿序〉) 

4.長至前六日、八月三十日、十月，凡四次題硯，

有兩題〈宋太史硯銘〉、〈挈瓶硯銘〉、〈琴硯銘〉。 

54. 嘉慶七年壬戌

(1802，79 歲) 

1.三月，充會試正考官，撰〈壬戊會試錄序〉、〈嘉

慶壬戌會試策問五道〉。序中對於以經義(即八股

文)取士的源流正變和發展演變的歷史做了概

述，對於了解科舉制度史，有參考的價值。 

2.因上年直隸遭災，分別蠲緩各項應征租賦倉榖，

紀昀有謝恩摺子〈恭謝恩撫直隸災區分別蠲緩

各項應征租賦倉榖摺子〉，後又有〈恭謝恩減秋

獮木蘭經過地方額賦摺子〉。 

3.紀昀的門人、朋友、惠州知府伊秉綬，因粵東天

地會起事，以失察參戍軍台。(《東華續錄》嘉

慶 16) 

4.二月朔日、三月三日、四日、長至日、七月二十

八日，有〈仿西漢五鳳磚硯銘〉、〈龍尾石硯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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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硯銘。 

5.有〈大學士六部尚書奉旨議奏安南國長阮福映請

賜名南越摺子〉。 

55.嘉慶八年癸亥

(1803，80 歲) 

1.鐵保以淄石硯見寄，紀以〈冶亭巡撫山東寄余淄

石硯戲答以詩〉答之。 

2.二月，門人蔣士銓乞為趙渭川《四百三十二峰草

堂詩鈔》作序，昀於序中分析詩義流派的一段

議論，為紀昀詩論的重要資料。後又為趙渭川

新修《安陽縣志》作序，對於 修志體例的意見，

也頗有參考的價值。 

3.四月初二日，上諭，以高宗御制詩文，及續辦《方

略》、《紀略》等書，應續繕於《四庫全書》內，

命紀昀辦理之。(《仁宗實錄》卷 111) 

4.六月十五日，八十生辰。嘉慶帝特命上駟院卿常

貴頒賜珍品，紀昀有謝恩摺子。門人汪德鉞的

壽序，別開生面，描述了紀昀不為常人所知的

形象。尤其稱「平生講學，不空持心性之談，

人以為異於宋儒，不知其牖民於善，防民於淫，

拳拳救世之心，實導源洙泗。⋯⋯此與濂洛關

閩拯人心沉溺者，意旨不若合符節歟？」頗有

參考之價值。(〈紀曉嵐師八十序〉) 

5.六月，命署兵部尚書並教習庶吉士。(〈命署兵

部尚書並教習庶吉士謝恩摺子〉) 

6.七月，以孝淑皇后奉安事宜，辦事王大臣具奏儀

摺措詞不當，遭受牽連處分。十月，以孝淑皇

后奉安禮成，寬免處分。(《仁宗實錄》卷 116) 

7.山東巡撫議以肥城邱氏為左丘明後，疏請增設左

丘明世襲五經博士。禮部議時，紀昀採納汪德

鉞所提出「三不可信」的意見 (〈請立肥城邱氏

為左氏博士私議〉)，竟罷其請。(〈禮部議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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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巡撫疏請增設左丘明世襲五經博士摺子〉) 

8.為劉墉臨王右軍帖書後，明言自己不善書法。

(〈書劉石庵相國臨王右軍帖後〉) 

9.上〈請敕下大學士九卿科道詳議旌表例案摺

子〉，為烈婦「猝遭強暴，力不能支，捆縛捺抑，

竟被姦汙者」「例不旌表」不近人情的規定翻

案，議奏報可。 

10.跋《平定三省紀略》，直言白蓮教亂事，由於民

志之怨誹，而民志之怨誹，由於官役之侵蝕，

是其故在官不在民也。(〈御制平定三省紀略恭

跋〉) 

11.疾作，上命軍機章京富綿率醫官王詔恩視之。

(〈傳略〉) 

12.是年正月、二月三日、六月望日、六月、七月

中秋前二日題〈井欄硯銘〉、〈紅絲硯銘〉、〈墨

注硯銘〉、〈淄水石硯銘〉等硯銘。 

13.有〈六月十五日八十生辰特命署上駟院卿常貴

頒賜珍品謝恩摺子〉、〈御製辛酉工賑紀事序恭

跋〉。 

56.嘉慶九年甲子

(1804，81 歲) 

1.二月，作〈雲龍硯銘〉曰「文無定法，是即法在」。 

2.五月十日，在劉墉贈硯上鐫道「余與石庵(劉墉)

皆好蓄硯，每互相贈送，亦互相攘奪，雖至愛

不能割，然彼此均恬不為意也。太平卿相，不

以聲色貨利相矜，而惟以此事為笑樂」。 

3.十二月庚辰，劉墉卒，諡文清。(《東華續錄》

嘉慶 18) 

4.子汝傳擢滇南知州，孫樹馨升任刑部陝西司郎

中。有謝恩摺子。(〈孫樹馨推升刑部陝西司郎

中謝恩摺子〉) 

5.山東巡撫鐵保申辯前疏，並另請設漢儒鄭玄世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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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博士，昀有〈禮部議奏山東巡撫申辨前疏

並另請增設漢儒鄭元世襲五經博士摺子〉，考證

其紕繆處凡十條以駁之。 

6.是年正月、二月二日、三月六日、三月十一日、

四月、五月十日、長至前四日、六月、七月、

八月、重九、九月望日、九月、十月、冬至前

三日，有〈竹節硯銘〉、〈卷阿硯銘〉、〈青花硯

銘〉、〈荔枝硯銘〉、〈圭硯銘〉、〈雲龍硯銘〉、〈風

字硯銘〉、〈水田硯銘〉、〈桃硯銘〉、〈月到天心

硯銘〉、〈下巖石硯銘〉、〈金水附日硯銘〉、〈月

堤硯銘〉等硯銘。 

7.作〈端本導源論〉。 

57.嘉慶十年乙丑

(1805，82 歲) 

1.正月二十六日，命以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

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命以禮部尚書協辦

大學士加太子少保銜並管國子監事謝恩摺子〉) 

2.正月乙未，大學士王傑卒，諡文端。(《閱微草

堂硯銘》) 

3.正月凡兩次銘硯，有〈壺盧硯銘〉、〈竹節硯銘〉。 

4.二月四日，與朱珪連騎入內閣，同上翰林院中堂

任。(〈墓志銘〉) 

5.二月十日，病。十三日，朱珪過門視疾。二月十

四日酉時卒。諡文達。上遣散秩大臣德通帶領

侍衛十員，往奠茶酒，賞銀五百兩治喪，諡文

達。(《清史稿》本傳) 

6.仁宗撰〈御賜碑文〉、〈御祭文〉；朱珪作〈太子

少保協辦大學士禮部尚書管國子監事諡文達公

墓志銘〉；劉權之、阮元的〈遺集序〉；江藩《漢

學師承記》皆有紀昀生平之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