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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默少喧嘩•臨景思治道—談康熙皇帝與避暑山莊詩圖

專　輯

被
稱
為
清
朝
第
二
個
政
治
中
心
的
﹁
避
暑
山
莊
﹂
，
是
康
熙
皇
帝
於
北
巡
行
圍
途
中
欽
定
地

點
所
建
造
的
一
座
行
宮
。
行
宮
地
點
位
於
河
北
承
德
的
北
方
，
因
有
古
稱
熱
河
的
武
烈
河
蜿

蜒
其
間
，
故
又
稱
﹁
熱
河
行
宮
﹂
，
最
初
是
皇
帝
用
來
做
為
夏
日
避
暑
及
處
理
政
務
的
場

所
。
歷
史
的
因
緣
巧
合
，
在
康
熙
皇
帝
建
造
避
暑
山
莊
的
同
時
，
法
王
路
易
十
四
則
耗
資
籌

建
凡
爾
賽
宮
；
東
西
兩
位
盛
世
帝
王
，
不
約
而
同
地
以
大
型
宮
殿
建
築
做
為
宣
示
政
權
及
彰

顯
功
業
的
手
段
。
然
更
值
得
關
注
的
是
，
在
建
造
行
宮
的
背
後
，
康
熙
皇
帝
投
注
的
心
力
及

最
終
目
的
，
才
是
真
正
吸
引
人
的
精
彩
故
事
。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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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康
熙
皇
帝
與
避
暑
山
莊
詩
圖

許
媛
婷

熱
河
行
宮
的
肇
建

清
康
熙
四
十
二
年
︵
一
七○

三
︶
，

聖
祖
康
熙
皇
帝
任
命
山
西
巡
撫
噶
禮
監
造

位
於
承
德
北
方
的
行
宮
，
做
為
夏
日
避
暑

及
處
理
政
務
之
場
所
。
四
十
七
年
︵
一
七

○

八
︶
，
行
宮
初
步
完
成
湖
區
及
部
分
宮

殿
建
築
，
取
名
為
﹁
熱
河
行
宮
﹂
；
到
了

五
十
年
︵
一
七
一
一
︶
，
正
宮
區
完
成
，

康
熙
帝
親
題
匾
額
，
並
正
式
定
名
為
﹁
避

暑
山
莊
﹂
。
然
而
，
從
康
熙
四
十
二
年
的

開
工
肇
建
，
到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
一
七
九

○

︶
確
立
山
莊
的
整
體
規
模
為
止
，
期
間

歷
經
康
、
雍
、
乾
三
朝
，
費
時
八
十
八
年

的
鉅
大
工
程
，
使
得
避
暑
山
莊
不
但
被
稱

為
是
盛
世
下
的
建
築
傑
作
，
更
是
今
日
中

國
現
存
最
大
的
皇
家
園
林
。

康
熙
帝
在
建
構
此
一
行
宮
之
前
，

並
非
出
於
浪
漫
想
像
，
而
有
其
戰
略
地

點
、
實
際
需
求
及
政
治
背
景
的
考
量
。
莊

吉
發
教
授
提
到
，
康
熙
皇
帝
自
十
六
年

︵
一
六
七
七
︶
開
始
巡
幸
塞
外
及
行
圍
駐

蹕
，
直
至
六
十
一
年
︵
一
七
二
二
︶
退
位

期
間
，
前
後
巡
幸
塞
外
總
計
四
十
八
次
，

期
間
要
接
見
絡
繹
不
絕
的
蒙
古
諸
部
來

朝
，
而
熱
河
因
其
地
理
位
置
良
好
成
為

康
熙
帝
欽
點
的
原
因
之
一
；
著
名
清
史

學
者
陳
捷
先
教
授
則
考
證
康
熙
二
十
年

︵
一
六
八
一
︶
時
，
康
熙
皇
帝
設
置
木
蘭

︵M
u

ran

︶
圍
場
，
滿
語
為
﹁
哨
鹿
﹂
，

做
為
舉
行
秋
獮
、
行
圍
狩
獵
，
且
兼
軍
事

活
動
的
場
所
。
由
於
每
一
次
的
北
巡
及
秋

獮
規
模
龐
大
、
動
員
人
數
極
多
，
皇
帝
及

皇
室
成
員
的
食
宿
便
成
為
惱
人
問
題
，
於

是
駐
蹕
熱
河
的
大
營
便
有
了
轉
變
成
行
宮

的
實
際
需
求
。

另
一
方
面
，
從
康
熙
二
十
九
年
到

三
十
六
年
期
間
，
康
熙
皇
帝
歷
經
數
次
平

定
噶
爾
丹
的
戰
役
，
戰
爭
的
勝
利
使
清
廷

與
喀
爾
喀
蒙
古
及
諸
部
族
間
得
以
維
持
長

時
間
的
安
定
共
存
；
再
者
，
除
北
巡
外
，

康
熙
帝
從
二
十
三
年
︵
一
六
八
四
︶
首
度

南
巡
開
始
，
到
四
十
六
年
︵
一
七○

七
︶

間
，
總
計
六
次
，
期
間
對
於
致
力
於
河
工

整
治
、
安
撫
江
南
仕
紳
的
積
極
做
法
，
也

使
全
國
民
心
漸
趨
穩
定
，
奠
定
清
初
的
盛

世
基
礎
。
事
實
上
，
避
暑
山
莊
可
說
是
伴

隨
康
熙
盛
世
而
建
造
的
宮
殿
，
日
後
更
成

為
清
朝
的
第
二
個
政
治
中
心
。

促
使
康
熙
帝
決
定
以
熱
河
做
為
行
宮

的
所
在
地
，
重
要
線
索
便
是
五
十
年
六
月

下
旬
由
康
熙
帝
親
筆
寫
出
︿
御
製
避
暑
山

莊
記
﹀
，
從
文
字
中
可
以
得
知
他
的
決
策

思
維
。
首
先
，
熱
河
不
僅
有
渾
然
天
成
的

自
然
地
形
，
而
地
廣
人
稀
的
遼
闊
空
間
，

以
及
天
清
氣
朗
的
涼
爽
氣
候
，
是
皇
帝
的

第
一
個
考
量
。
︵
圖
一
︶

金
山
發
脉
，
暖
溜
分
泉
，
雲
壑
渟
泓
，

石
潭
青
靄
。
境
廣
草
肥
，
無
傷
田
廬
之

害
。
風
清
夏
爽
，
宜
人
調
養
之
功
。
自

天
地
之
生
成
，
歸
造
化
之
品
彙
。

從
避
暑
休
憩
的
觀
點
，
最
宜
人
的

調
養
方
法
，
莫
過
於
身
處
山
水
化
境
的
天

地
之
間
，
時
有
風
清
氣
爽
，
使
人
身
心
舒

暢
。
然
則
，
以
康
熙
帝
走
遍
大
江
南
北
、

見
識
之
廣
，
其
他
地
方
難
道
沒
有
相
似
環

圖一　康熙皇帝親撰〈御製避暑山莊記〉，收入《御製避暑山莊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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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嗎
？
於
是
，
他
又
提
出
第
二
點
考
量
，

也
是
最
關
鍵
的
理
由
。

朕
數
巡
江
干
，
深
知
南
方
之
秀
麗
；
兩

幸
秦
隴
，
益
明
西
土
之
殫
陳
；
北
過
龍

沙
，
東
遊
長
白
，
山
川
之
壯
，
人
物
之

樸
，
亦
不
能
盡
述
，
皆
吾
之
所
不
取
。

惟
茲
熱
河
，
道
近
神
京
，
往
還
無
過
兩

日
。歷

經
數
度
南
巡
、
西
巡
，
以
及
東

巡
，
眼
中
所
見
的
江
南
秀
媚
、
邊
疆
風

光
，
終
究
無
法
打
動
這
位
出
身
於
﹁
馬
上

天
下
﹂
的
皇
帝
內
心
。
不
選
南
方
、
西

方
及
東
地
建
置
行
宮
，
而
取
決
於
北
方

的
熱
河
，
除
了
草
原
的
呼
喚
之
外
，
更
重

要
的
是
距
離
北
京
僅
約
二
百
三
十
餘
公
里

的
熱
河
，
道
近
京
城
，
來
回
往
返
不
過
二

天
，
即
使
前
往
避
暑
亦
不
至
影
響
到
公
務

的
運
籌
帷
幄
。
此
點
，
康
熙
五
十
一
年

︵
一
七
一
二
︶
六
月
左
都
御
史
揆
敘
的
跋

文
中
，
也
有
同
樣
說
法
。

皇
上
時
巡
過
此
，
見
而
異
之
，
念
此
地

舊
無
居
人
，
闢
為
離
宮
，
無
侵
民
田
廬

之
害
，
又
去
京
師
至
近
，
章
奏
朝
發
夕

至
，
綜
理
萬
幾
，
與
宮
中
無
異
。

顯
然
康
熙
皇
帝
選
定
熱
河
做
為
行

宮
的
所
在
地
，
最
關
鍵
的
原
因
是
皇
帝

的
個
人
意
志
，
以
及
接
近
京
師
的
地
理
優

勢
。
在
熱
河
成
為
行
宮
所
在
地
之
後
，
隨

著
康
熙
皇
帝
多
次
的
北
巡
勘
看
，
逐
一
發

掘
三
十
六
處
美
景
，
終
在
五
十
年
定
名
為

﹁
避
暑
山
莊
﹂
，
使
其
成
為
名
符
其
實
的

皇
室
避
暑
勝
地
。

冷
枚
與
︽
避
暑
山
莊
圖
︾

避
暑
山
莊
的
正
宮
完
成
之
後
，
康

熙
皇
帝
於
夏
秋
之
際
停
留
在
山
莊
的
時
間

更
長
，
開
始
思
考
如
何
將
山
莊
的
雄
偉
及

美
景
保
存
下
來
，
最
好
方
式
便
是
透
過
圖

畫
與
文
字
，
將
實
際
景
色
與
理
想
畫
面
呈

現
出
來
。
康
熙
皇
帝
因
目
眩
神
迷
於
山
莊

變
化
萬
端
的
美
景
，
寫
下
三
十
六
景
詩
；

今
日
所
見
冷
枚
︽
避
暑
山
莊
圖
︾
總
圖
與

沈
喻
、
馬
國
賢
︽
御
製
避
暑
山
莊
詩
︵
并

圖
︶
︾
個
別
景
點
圖
，
則
是
將
康
熙
皇
帝

御
製
詩
中
描
述
的
景
點
具
象
化
，
同
時
為

皇
帝
的
個
人
意
志
與
功
業
宏
圖
留
住
珍
貴

的
歷
史
紀
錄
。

現
存
康
熙
年
間
唯
一
的
︽
避
暑
山

莊
圖
︾
，
為
宮
廷
畫
師
冷
枚
的
作
品
，
這

也
是
公
認
保
留
乾
隆
皇
帝
未
擴
建
以
前
避

暑
山
莊
原
貌
的
一
幅
畫
作
。
︵
圖
二
︶
冷

枚
，
字
吉
臣
，
號
金
門
畫
史
，
山
東
膠
州

人
，
約
生
於
一
六
七○

年
，
卒
年
不
詳
，

而
從
︽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各
作
成
做
活
計

檔
︾
中
，
可
知
冷
氏
最
晚
直
到
乾
隆
七
年

︵
一
七
四
二
︶
尚
有
其
在
造
辦
處
的
活
動

紀
錄
。
根
據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楊
伯
達
先

生
考
證
，
冷
枚
最
早
進
入
宮
廷
充
當
畫
師

時
間
約
在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
一
六
九
六
︶

至
四
十
二
年
︵
一
七○

三
︶
間
，
深
獲
康

熙
皇
帝
的
賞
識
。
冷
枚
師
事
焦
秉
貞
，
擅

長
人
物
畫
與
園
林
建
築
，
以
仕
女
、
神
佛

與
羅
漢
畫
冠
絕
一
時
，
並
與
焦
秉
貞
、
沈

喻
被
視
為
康
熙
晚
期
著
名
的
三
位
宮
廷
畫

師
。

冷
枚
的
︽
避
暑
山
莊
圖
︾
，
絹
本
設

色
，
縱
二
五
四
．
八
公
分
，
橫
一
七
二
．

五
公
分
，
是
一
幅
巨
大
長
軸
。
此
圖
完

成
時
間
不
詳
，
據
楊
伯
達
先
生
推
測
，

此
圖
應
繪
於
康
熙
五
十
二
年
，
即
是
康
熙

皇
帝
六
旬
萬
壽
之
前
。
圖
上
鈐
印
﹁
乾

隆
御
覽
之
寶
﹂
、
左
上
依
序
鈐
﹁
嘉
慶
御

覽
之
寶
﹂
、
﹁
石
渠
寶
笈
﹂
、
﹁
養
心
殿

鑒
藏
寶
﹂
與
﹁
宣
統
御
覽
之
寶
﹂
等
鑒
藏

印
，
可
知
此
圖
深
受
乾
隆
、
嘉
慶
等
後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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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帝
喜
愛
。
圖
右
下
署
款
﹁
小
臣
冷
枚
恭

畫
﹂
，
下
鈐
﹁
臣
冷
枚
﹂
、
﹁
夙
夜
匪

懈
﹂
印
。

︽
避
暑
山
莊
圖
︾
採
用
鳥
瞰
式
構

圖
，
以
寫
實
手
法
為
主
，
融
合
寫
意
情
境

呈
現
避
暑
山
莊
的
全
景
。
從
冷
枚
繪
製
山

莊
的
宏
偉
規
模
與
宮
殿
建
築
的
方
位
配

置
，
可
以
清
楚
看
出
康
熙
帝
為
山
莊
所
投

下
的
大
量
人
力
物
資
。
從
南
往
北
，
由
近

而
遠
分
三
區
逐
次
展
開
。
近
景
是
山
莊
宮

殿
的
核
心
區
，
中
景
則
呈
現
湖
區
景
色
，

遠
景
是
山
區
。
畫
面
層
次
分
明
，
最
遠
處

為
黑
山
與
金
山
兩
峰
並
峙
，
山
勢
綿
延
、

起
伏
有
致
；
畫
面
中
央
繪
出
澄
湖
景
色
，

湖
邊
垂
柳
，
綠
蔭
蔥
郁
，
山
湖
景
色
層
層

圍
繞
；
近
景
宮
苑
建
築
群
亭
榭
樓
臺
雲

集
，
木
橋
、
樓
閣
、
廊
亭
、
林
木
，
增
添

清
幽
寧
謐
的
氣
氛
，
將
自
然
山
川
與
人
文

景
觀
巧
妙
地
融
為
一
體
。
既
呈
現
塞
北
丘

壑
，
又
有
江
南
園
林
的
秀
麗
雅
緻
。

若
將
冷
枚
的
總
圖
與
沈
喻
、
馬
國

賢
後
來
製
作
的
三
十
六
個
分
景
圖
逐
一

比
對
，
便
可
發
現
冷
枚
畫
作
雖
屬
通
景
，

但
並
非
完
整
呈
現
三
十
六
景
，
而
只
有

三
十
景
。
這
些
景
點
包
含
芝
逕
雲
隄
、

無
暑
清
涼
、
延
薰
山
館
、
水
芳
巖
秀
、
萬

壑
松
風
、
四
面
雲
山
、
北
枕
雙
鋒
、
西
嶺

晨
霞
、
錘
峰
落
照
、
南
山
積
雪
、
曲
水
荷

香
、
濠
濮
間
想
、
天
宇
咸
暢
、
暖
流
暄

波
、
泉
源
石
壁
、
青
楓
綠
嶼
、
鶯
囀
喬

木
、
香
遠
益
清
、
金
蓮
映
日
、
遠
近
泉

聲
、
雲
帆
月
舫
、
芳
渚
臨
流
、
雲
容
水
態

︵
圖
三
、
圖
四
︶
、
澄
波
疊
翠
、
石
磯
觀

魚
、
雙
湖
夾
鏡
、
長
虹
飲
練
、
甫
田
叢

樾
、
水
流
雲
在
等
三
十
景
；
至
於
行
宮
區

內
的
﹁
烟
波
致
爽
﹂
、
﹁
雲
山
勝
地
﹂
；

位
於
西
邊
梨
樹
嶺
的
﹁
梨
花
伴
月
﹂
、

﹁
澄
泉
遶
石
﹂
；
榛
子
峪
的
﹁
松
鶴
清

越
﹂
、
﹁
風
泉
清
聽
﹂
等
六
景
，
畫
中
則

未
見
。
︵
圖
五
、
六
︶
根
據
冷
枚
畫
作
的

空
間
配
置
，
從
近
景
﹁
萬
壑
松
風
﹂
殿
座

開
始
，
向
北
延
伸
，
可
能
因
為
地
望
關

係
，
西
邊
及
南
邊
殿
閣
及
景
緻
未
被
納

入
；
另
一
種
可
能
性
則
是
由
於
三
十
六
景

詩
的
順
序
並
非
沿
著
景
點
依
序
排
列
，
而

是
康
熙
皇
帝
根
據
詩
文
內
容
，
最
後
才
決

定
詩
的
排
列
先
後
。
推
測
冷
枚
作
畫
之

時
，
皇
帝
可
能
尚
未
完
成
部
分
詩
作
，
而

使
得
這
六
個
景
點
未
被
考
量
列
入
畫
作
。

冷
枚
畫
中
的
景
點
之
謎
，
正
提
供
了
後
代

研
究
者
的
一
個
思
考
空
間
。
此
圖
是
一

幅
承
德
後
苑
的
通
景
圖
，
可
視
為
﹁
總

圖
﹂
；
而
院
藏
康
熙
朝
︽
御
製
避
暑
山
莊

詩
︵
并
圖
︶
︾
的
插
圖
，
則
是
與
之
齊
名

之
宮
廷
畫
師
沈
喻
所
繪
的
﹁
分
景
圖
﹂
。

中
西
畫
師
與
三
十
六
景
詩
圖

事
實
上
，
熱
河
行
宮
在
正
式
定
名
為

﹁
避
暑
山
莊
﹂
的
前
後
期
間
，
康
熙
皇
帝

從
四
十
九
年
到
五
十
三
年
︵
一
七
一○

∼

一
七
一
四
︶
連
續
每
年
都
二
度
巡
幸
，
是

駐
蹕
山
莊
最
為
密
集
的
時
期
。
他
在
勘
察

施
工
進
度
之
餘
，
不
僅
發
現
三
十
六
處
美

景
，
並
為
各
景
賦
詩
一
首
，
其
後
又
命
武

英
殿
以
圖
配
詩
，
刷
印
成
冊
，
欲
使
詩
作

廣
為
流
傳
。
︵
圖
七
、
圖
八
︶

康
熙
帝
五
十
年
六
月
撰
成
︿
御
製
避

暑
山
莊
記
﹀
時
，
並
未
提
及
三
十
六
景
；

然
一
年
之
後
，
書
末
跋
語
題
為
﹁
御
製
避

暑
山
莊
三
十
六
景
詩
﹂
。
可
知
自
五
十
年

七
月
到
五
十
一
年
六
月
短
短
一
年
間
，
康

熙
帝
不
但
完
成
三
十
六
景
詩
作
，
並
且
十

分
滿
意
。
此
從
揆
敘
跋
中
，
極
力
讚
揚
稱

其
﹁
蓋
此
地
之
景
，
乃
天
地
山
川
自
然
之

氣
，
所
發
著
非
皇
上
化
工
之
筆
，
莫
能
傳

圖三　冷枚　雲容水態圖四　馬國賢銅版畫　雲容水態

圖五　三十六景的第七景　松鶴清越　皇太后前往避暑之居住處圖六　三十六景的第十六景　風泉清聽　此景乃是松鶴清越的景觀

圖七、八　清康熙五十二年武英殿朱墨套印本配銅版畫《御製避暑山莊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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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
﹂
皇
帝
在
謙
虛
之
餘
仍
欣
然
接
受
，

且
置
書
末
，
不
難
看
出
其
對
詩
作
的
喜
愛

與
自
信
。

康
熙
帝
致
力
避
暑
山
莊
的
龐
大
建

設
，
同
時
希
望
透
過
詩
、
圖
傳
達
山
莊
之

美
及
個
人
情
志
。
因
此
，
從
五
十
一
年
六

月
以
後
，
武
英
殿
奉
旨
刷
印
︽
避
暑
山

莊
詩
︾
，
從
配
圖
、
雕
鏤
，
到
書
籍
裝

訂
，
都
由
康
熙
皇
帝
主
導
及
掌
握
進
度
。

根
據
︽
康
熙
朝
滿
文
朱
批
奏
摺
全
譯
︾
，

五
十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時
，
武
英
殿
總

監
造
和
素
及
李
國
屏
上
奏
：
﹁
熱
河
避
暑

山
莊
三
十
六
景
詩
，
計
二
卷
，
九
十
二

篇
，
交
五
十
名
工
匠
作
速
套
版
鐫
刻
，
以

刻
樣
各
三
套
刷
完
略
算
之
，
八
月
初
可

得
。
﹂
到
了
八
月
初
一
日
，
，
兩
人
又
奏

請
核
示
：
﹁
已
刻
之
避
暑
山
莊
上
下
二
卷

內
，
奉
旨
改
正
五
字
，
改
正
後
，
各
釘
三

本
具
奏
。
︙
︙
現
避
暑
山
莊
詩
用
哪
些

紙
，
刷
多
少
部
，
降
旨
後
，
奴
才
等
將
板

恭
謹
整
治
畢
印
刷
之
。
﹂
由
此
可
知
，
武

英
殿
著
手
雕
版
試
印
時
只
有
三
本
。
而
皇

帝
硃
批
寫
道
：
﹁
印
刷
二
百
部
。
﹂
故
第

一
批
武
英
殿
正
式
刷
印
的
︽
避
暑
山
莊

詩
︾
，
應
有
二
百
本
。

差
不
多
同
一
時
間
，
同
年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
武
英
殿
總
監
造
內
務
府
官

員
張
常
住
也
奉
旨
將
熱
河
三
十
六
景
，
命

人
將
每
景
各
畫
詳
圖
二
張
，
一
張
于
絹
版

刊
刻
，
另
一
張
交
由
武
英
殿
以
木
板
刊

刻
。
根
據
現
存
木
版
畫
的
第
三
十
六
景
下

方
署
名
，
繪
圖
者
應
是
內
閣
侍
讀
學
士
沈

喻
︵
一
作
崳
︶
。
沈
喻
，
字
玉
峰
，
正
黃

旗
人
，
是
一
位
宮
庭
畫
師
。
到
了
八
月

七
日
，
和
素
及
李
國
屏
稟
明
此
事
，
且

打
算
將
此
三
十
六
景
木
版
畫
交
由
朱
貴

︵
圭
︶
、
梅
雨
峰
︵
裕
鳯
︶
兩
人
負
責
雕

鏤
，
然
因
當
時
兩
人
手
邊
仍
有
工
作
，
惟

恐
誤
時
程
，
故
上
奏
呈
報
。
幸
而
康
熙
皇

帝
並
無
意
見
，
只
批
﹁
知
道
了
﹂
。

到
了
五
十
二
年
︵
一
七
一
三
︶
七
月

初
八
日
，
和
素
、
李
國
屏
上
奏
：

六
月
初
八
日
為
印
刷
完
竣
御
製
避

暑
山
莊
詩
具
奏
之
摺
，
本
月
初
十
日
到
。

奉
旨
：
刻
完
之
書
甚
好
，
甚
恭
謹
。
爾
等

于
西
洋
紙
刷
一
、
二
部
後
，
放
下
。
俟
用

銅
刊
刻
之
畫
完
竣
之
時
，
再
匯
集
裝
訂
。

若
西
洋
紙
多
，
能
多
印
幾
部
，
更
好
。
據

聞
此
種
紙
發
縐
之
處
多
，
如
墊
起
來
，
墨

到
不
了
，
筆
畫
恐
又
易
斷
。
將
此
妥
善

為
之
，
欽
此
欽
遵
。
奴
才
等
到
處
尋
西

洋
紙
，
然
未
尋
到
。
查
得
養
心
殿
存
有
西

洋
紙
︙
︙
故
將
養
心
殿
收
藏
之
西
洋
紙
取

來
，
發
縐
之
處
弄
平
，
交
與
專
門
善
於
印

刷
之
領
催
、
工
匠
，
印
刷
一
部
後
，
恭
謹

奏
覽
。
此
書
應
印
幾
部
之
處
，
奉
旨
後
陸

續
印
刷
，
收
藏
。
為
此
謹
奏
請
旨
。

奏
摺
裏
所
指
的  

﹁
刻
完
之
書
﹂
，

極
可
能
是
詩
文
的
朱
墨
套
印
本
，
配
上
前

一
年
張
常
住
命
人
繪
製
好
的
木
版
圖
畫
，

所
裝
訂
完
成
的
︽
御
製
避
暑
山
莊
詩
︾
。

至
於
尚
未
完
竣
的
銅
版
畫
，
則
是
由
義
大

利
籍
傳
教
士
馬
國
賢
製
作
。
關
於
馬
國
賢

在
此
一
銅
版
畫
的
製
作
及
藝
術
價
值
，
藝

術
史
學
界
及
史
學
界
皆
有
多
篇
論
述
，
此

處
便
不
再
贅
述
。
︵
圖
九
、
十
︶

然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由
於
康
熙
皇

帝
對
於
西
學
及
藝
術
具
有
強
烈
的
好
奇
心

圖九　馬國賢銅版畫　西嶺晨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十　馬國賢銅版畫　濠濮間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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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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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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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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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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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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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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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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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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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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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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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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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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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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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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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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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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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
海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四
年
。

5.  

翁
連
溪
，
︽
清
代
宮
廷
版
畫
︾
，
北
京
：
文

物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一
年
。

6.  

王
景
鴻
，
︿
清
宮
鐫
刻
的
第
一
部
銅
版

畫
冊—

淺
論
康
熙
︽
御
製
避
暑
山
莊
詩

圖
︾
﹀
，
收
入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二
八
五
期
，
二
〇
〇
六
年
。

及
學
習
慾
望
，
在
一
次
詢
問
之
下
，
得
知

馬
國
賢
能
夠
製
作
銅
版
畫
，
因
而
引
發
康

熙
的
興
趣
。
在
馬
國
賢
︽
清
廷
十
三
年—

馬
國
賢
在
華
回
憶
錄
︾
的
回
憶
中
，
他

按
照
康
熙
皇
帝
的
期
待
開
始
銅
版
製
畫
，

﹁
陛
下
知
道
我
的
雕
版
工
藝
獲
得
了
一
些

進
展
，
決
定
要
印
刷
一
批
采
自
他
親
令
建

造
的
熱
河
行
宮
︽
熱
河
三
十
六
景
圖
︾
。

因
此
我
就
和
一
個
受
命
畫
畫
的
中
國
畫
匠

一
起
過
去
。
﹂
馬
國
賢
在
進
行
避
暑
山
莊

銅
版
畫
之
前
，
不
但
實
地
勘
景
，
同
時
被

指
示
與
中
國
畫
匠
同
去
。
這
也
是
後
來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版
畫
專
家
翁
連
溪
先
生
比

對
書
中
的
木
版
畫
作
與
銅
版
畫
差
異
時
，

提
出
﹁
銅
版
印
本
︽
避
暑
山
莊
三
十
六
景

詩
圖
︾
在
構
圖
內
容
、
畫
面
大
小
、
雕
刻

技
法
上
是
在
仿
制
木
刻
本
的
基
礎
上
完
成

的
。
﹂
認
定
先
有
木
版
畫
，
再
有
銅
版
畫

的
先
後
順
序
；
而
本
院
亦
有
退
休
同
仁
王

景
鴻
小
姐
針
對
畫
作
分
析
。
由
此
，
可
以

證
實
銅
版
畫
係
先
依
照
中
國
畫
作
構
圖
，

再
融
入
西
洋
繪
製
技
巧
而
成
，
不
料
反
而

比
木
版
畫
更
青
出
於
藍
。

馬
國
賢
奉
命
製
作
的
銅
版
畫
，
成

為
清
宮
首
次
製
作
銅
版
畫
的
開
端
，
也
是

中
國
最
早
出
現
的
宮
廷
銅
版
畫
。
至
於
康

熙
皇
帝
看
到
銅
版
畫
之
後
的
反
應
，
根
據

馬
國
賢
自
己
的
回
憶
﹁
刻
印
完
熱
河
的
風

景
圖
以
後
，
我
把
印
本
呈
送
給
皇
上
，
他

對
此
非
常
高
興
，
命
令
大
量
複
製
，
送
給

他
的
皇
子
、
皇
孫
和
其
他
親
王
們
。
﹂
目

前
可
知
，
透
過
馬
國
賢
帶
出
中
國
，
且
流

傳
到
後
世
西
方
的
︿
避
暑
山
莊
圖
﹀
銅

版
畫
約
僅
存
九
套
。
然
在
康
熙
皇
帝
的
主

導
下
，
將
銅
版
畫
以
西
洋
紙
刷
印
後
，
並

裝
訂
成
冊
的
數
量
，
應
該
不
多
。
因
為
在

和
素
奏
摺
的
最
末
，
康
熙
皇
帝
朱
批
為
：

﹁
只
印
四
部
，
妥
善
收
藏
，
畫
完
竣
之
時

再
定
。
﹂
在
此
之
後
，
現
存
奏
摺
便
不
曾

看
到
刷
印
銅
版
畫
裝
訂
入
︽
御
製
避
暑
山

莊
詩
︾
的
記
載
。
因
此
，
最
保
守
的
估

計
，
武
英
殿
極
有
可
能
僅
按
照
皇
帝
的
批

示
，
以
朱
墨
套
印
記
、
詩
及
跋
，
再
配
以

銅
版
畫
裝
訂
成
四
部
。
若
真
如
此
，
本
院

所
藏
唯
一
配
以
馬
國
賢
銅
版
畫
的
︽
御
製

避
暑
山
莊
詩
︾
，
不
僅
是
珍
稀
罕
有
，
且

舉
世
無
雙
，
極
可
能
為
寰
宇
孤
本
。

漢
文
本
︽
御
製
避
暑
山
莊
詩
︾
的

詩
文
，
皆
是
朱
墨
套
印
本
，
然
因
配
圖

不
同
，
而
出
現
五
十
一
年
的
木
版
畫
插
圖

與
五
十
二
年
銅
版
畫
插
圖
的
區
別
；
此

外
，
尚
有
滿
文
本
。
康
熙
五
十
二
年
閏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
康
熙
諭
令
﹁
爾
等
書
房

所
譯
甚
難
，
朕
每
次
閱
覽
，
皆
須
捨
命
。

爾
等
既
然
有
空
，
將
歌
咏
避
暑
山
莊
記
、

詩
上
緊
翻
譯
後
，
陸
續
送
來
。
禁
用
小

字
。
﹂
此
奏
意
謂
避
暑
山
莊
記
及
詩
的
滿

文
本
當
時
正
在
進
行
翻
譯
；
一
直
要
到
七

月
初
八
，
和
素
等
人
始
呈
譯
好
繕
寫
完
成

的
︿
御
製
避
暑
山
莊
記
﹀
滿
文
版
，
並
打

算
等
皇
帝
欽
命
改
定
之
後
，
才
要
加
緊
刊

刻
。
然
而
，
滿
文
本
究
竟
何
時
才
刷
印
完

成
呢
？
答
案
就
在
九
月
初
三
日
和
素
及
李

國
屏
的
奏
摺
裏
：

御
製
避
暑
山
莊
滿
文
詩
三
十
部
業
經
裝

完
，
為
此
恭
奏
以
聞
。

換
言
之
，
滿
文
本
的
出
版
時
間
，

是
在
康
熙
五
十
二
年
的
九
月
，
首
刷
只
有

三
十
部
。
院
藏
滿
文
本
︽
御
製
避
暑
山
莊

詩
︾
則
有
九
部
之
多
，
所
用
紙
張
皆
非
以

西
洋
紙
刷
印
而
成
，
圖
為
木
版
畫
，
而
非

銅
版
畫
。
︵
圖
十
一
︶
可
見
馬
國
賢
銅
版

畫
注
重
光
影
的
明
暗
色
調
，
運
用
投
影
及

透
視
手
法
，
使
得
畫
面
呈
現
層
次
與
立
體

感
，
雖
深
受
康
熙
皇
帝
的
認
可
與
好
評
，

卻
未
被
大
量
運
用
在
書
籍
之
中
。
今
日
看

來
，
反
成
為
最
大
的
遺
珠
之
憾
。

結
語

康
熙
帝
建
設
避
暑
山
莊
，
並
透
過

︽
御
製
避
暑
山
莊
三
十
六
景
詩
︾
的
出

版
，
最
重
要
的
目
的
是
：
以
詩
言
志
，
藉

由
詩
作
舒
發
個
人
情
懷
，
並
向
臣
民
展
現

治
國
的
宏
圖
遠
景
。
︿
烟
波
致
爽
詩
﹀
置

於
三
十
六
景
的
第
一
首
，
便
是
康
熙
皇
帝

在
描
述
熱
河
風
光
之
際
，
同
時
做
為
昭
告

天
下
，
如
今
戰
爭
平
息
，
人
民
可
以
安
居

樂
業
，
君
民
從
此
邁
向
盛
世
清
朝
的
隱
藏

版
告
示
。

山
莊
頻
避
暑
，
靜
默
少
喧
嘩
，

北
控
遠
烟
息
，
南
臨
近
壑
嘉
。

春
歸
魚
出
浪
，
秋
歛
雁
橫
沙
，

觸
目
皆
仙
草
，
迎
窗
遍
藥
花
。

炎
風
晝
致
爽
，
綿
雨
夜
方
賖
，

土
厚
登
雙
穀
，
泉
甘
剖
翠
瓜
。

古
人
戍
武
備
，
今
卒
斷
鳴
笳
，

生
理
農
商
事
，
聚
民
至
萬
家
。

對
康
熙
皇
帝
而
言
，
﹁
北
控
遠
烟

息
，
南
臨
近
壑
嘉
﹂
及
﹁
古
人
戍
武
備
，

今
卒
斷
鳴
笳
﹂
意
謂
天
下
安
定
、
國
家
一

統
。
而
避
暑
山
莊
的
興
建
，
一
方
面
是
為

自
己
尋
到
一
處
晚
年
休
憩
生
息
的
最
佳
環

境
；
另
一
方
面
，
則
透
過
三
十
六
景
詩
呈

現
個
人
胸
襟
與
才
學
，
冷
枚
、
沈
喻
及
馬

國
賢
繪
製
景
圖
則
有
輔
助
之
功
，
在
詩
與

圖
結
合
下
，
將
康
熙
皇
帝
引
以
為
傲
的
政

治
實
力
與
治
國
功
績
躍
然
紙
上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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