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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忠祠是清朝紀念陣亡將士的主要祠宇之一，坐落在北京崇文門內。自雍正三年

（1725）開始修建，雍正六年（1728）竣工。昭忠祠的建立可以追溯到雍正皇帝對祀典所

進行的一些調整。在即位後的幾年中，雍正不僅建立昭忠祠，也詔令地方官成立忠義祠、

節孝祠和賢良祠。跟這些其他祠宇不同的是，昭忠祠直到嘉慶七年（1802）都隱藏於北京

的內城，並未擴展到京師外。1802 年開始出現巨大的變化，嘉慶皇帝甫即位便命令各省

巡撫，在各府城的關帝廟或城隍廟旁邊設立昭忠祠，以「安妥忠魂，令其各依故土」。在

當時官員的眼中，嘉慶的決定是「亘古未有之曠典」。我的演講分為兩個部分，先探討昭

忠祠在十八世紀的建立和變化，接著以 1802 年的變化為中心，討論導致廣設昭忠祠的幾

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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