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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日
孜
孜

乾

隆

皇

帝

在

位

六

十

年

期

間

︵
一
七
三
六

∼

一
七
九
五
︶
，
文
治
武
功

顯
赫
、
基
業
穩
定
，
締
造
大
清
燦
朗
輝
煌

取
益
在
廣
求

談
乾
隆
皇
帝
的
皇
室
收
藏
與
整
理
編
目

許
媛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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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盛
世
。
其
中
，
在
乾
隆
皇
帝
引
導
及
支

持
下
的
皇
室
藝
術
，
不
論
是
書
法
、
繪

畫
、
器
物
，
或
者
善
本
，
皆
展
現
出
皇
室

規
格
的
精
緻
品
味
及
清
雅
格
調
。
此
一
方

面
除
了
淵
源
自
聖
祖
康
熙
皇
帝
、
皇
父
雍

正
皇
帝
所
奠
定
下
來
的
皇
家
根
基
，
以

及
孝
賢
純
皇
后
富
察
氏
︵
一
七
一
二

∼

一

七

四

八

︶

、

二

十

一

叔

允

禧

﹁
取
益
在
廣
求
﹂
是
乾
隆
皇
帝
鈐
印
在
畫
上
的
一
枚
閒
章
，
此
句
源
自
他
收
入
︽
御
製
樂
善
堂
全

集
定
本
︾
的
古
體
詩
：
﹁
泰
山
不
讓
土
，
河
海
不
擇
流
，
為
學
亦
如
此
，
取
益
在
廣
求
。
﹂
確
實
，

乾
隆
皇
帝
一
生
對
於
藝
術
知
識
及
學
問
的
追
尋
，
如
同
他
許
多
閒
章
﹁
猶
日
孜
孜
﹂
、
﹁
典
學
勤

政
﹂
、
﹁
勤
學
好
問
﹂
、
﹁
惟
精
惟
一
﹂
、
﹁
學
於
古
訓
乃
有
獲
﹂
所
示
，
是
奠
基
於
古
人
的
知
識
基

礎
上
凝
聚
而
成
。
此
次
﹁
十
全
乾
隆─

清
高
宗
藝
術
品
味
特
展
﹂
第
二
單
元
﹁
鑑
藏
製
作
﹂
，
便

是
冀
能
透
過
乾
隆
皇
帝
對
皇
室
典
藏
的
書
畫
、
器
物
及
善
本
的
整
理
、
編
目
及
考
證
過
程
，
建
構

他
對
藝
術
作
品
的
賞
鑑
與
品
評
，
從
而
了
解
其
蘊
釀
汲
古
求
新
的
藝
術
品
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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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聖
主
明
君
的
準
備
。
︵
圖
二
︶

除
了
︽
樂
善
堂
全
集
︾
之
外
，
同
樣

出
自
於
弘
曆
於
日
課
期
間
的
作
品
集
，
還

有
乾
隆
元
年
︵
一
七
三
六
︶
出
版
的
︽
日

知
薈
說
︾
。
︵
圖
三
︶
這
是
一
部
蒐
羅
弘

曆
從
十
四
歲
開
始
到
登
基
前
於
平
日
上
課

所
作
的
讀
書
筆
記
。
由
於
他
平
日
所
作
的

詩
論
雜
文
卷
帙
浩
繁
，
於
是
乾
隆
皇
帝
在

御
極
之
初
，
便
將
這
些
讀
書
心
得
刪
定
成

二
百
六
十
則
，
分
別
列
出
，
其
內
容
多
是

取
法
古
代
帝
王
的
聖
學
治
術
，
或
者
是
研

讀
四
書
五
經
、
取
法
諸
史
之
後
的
治
國
理

念
。
從
乾
隆
皇
帝
選
擇
在
登
基
元
年
出
版

︽
日
知
薈
說
︾
看
來
，
其
政
治
上
欲
以
聖

人
之
德
居
天
子
之
位
的
宣
示
意
味
，
顯
然

大
過
於
個
人
情
志
的
表
現
。
但
有
趣
的

是
，
此
書
揭
露
出
乾
隆
皇
帝
的
學
養
訓
練

不
僅
深
受
儒
家
日
新
其
德
的
潛
移
薰
染
，

日
後
更
是
充
分
反
映
在
其
對
皇
家
典
藏
文

物
的
評
論
及
鑑
賞
看
法
。

對
於
後
人
而
言
，
若
欲
深
入
了
解

乾
隆
皇
帝
對
皇
室
收
藏
文
物
的
態
度
及

看
法
，
最
能
直
接
打
開
他
內
心
世
界
的
鑰

匙
，
莫
過
於
閱
讀
他
留
下
的
指
示
及
親
筆

寫
下
的
文
字
。
相
較
於
清
代
的
歷
朝
帝

王
，
乾
隆
皇
帝
留
下
的
文
字
不
但
最
多
，

內
容
也
最
豐
富
。
清
高
宗
︽
御
製
詩
集
︾

及
︽
御
製
文
集
︾
，
是
收
錄
乾
隆
皇
帝
在

位
六
十
年
間
及
禪
位
後
三
年
太
上
皇
時
期

所
寫
的
詩
文
作
品
。
以
︽
御
製
詩
集
︾
為

例
，
乾
隆
皇
帝
自
登
基
後
，
便
令
人
將
其

每
隔
十
二
年
的
詩
作
整
理
成
為
一
集
，

按
時
間
先
後
，
分
成
︽
初
集
︾
、
︽
二

集
︾
、
︽
三
集
︾
、
︽
四
集
︾
、
︽
五

集
︾
，
以
及
禪
位
後
的
︽
餘
集
︾
，
共
計

四
百
五
十
四
卷
，
收
入
四
萬
二
千
六
百
餘

首
詩
，
統
計
下
來
，
平
均
每
年
詩
作
居
然

多
達
六
百
六
十
多
首
。
其
數
量
之
多
，
創

作
之
勤
，
在
清
代
歷
朝
君
主
之
中
，
可
謂

絕
無
僅
有
。
相
對
之
下
，
︽
御
製
文
集
︾

所
收
文
章
數
量
則
未
若
詩
作
之
多
，
︽
初

集
︾
收
入
元
年
至
二
十
八
年
間
的
作
品
，

︽
二
集
︾
為
二
十
九
年
至
五
十
年
間
之

作
，
︽
三
集
︾
則
收
五
十
一
年
至
六
十
年

間
，
至
於
︽
餘
集
︾
乃
禪
位
後
所
作
，
總

計
一
千
二
百
餘
篇
文
章
。
如
此
龐
大
的
詩

文
數
量
，
其
中
蘊
涵
豐
富
的
皇
室
活
動
及

藝
術
品
評
，
透
過
文
字
，
彷
彿
可
以
帶
領

我
們
走
入
時
空
廊
道
，
重
溫
乾
隆
皇
帝
的

宮
廷
生
活
。
︵
圖
四
︶

蔡
世
遠
︵
一
六
八
一

∼

一
七
三
四
︶
、
朱

軾
︵
一
六
六
五

∼

一
七
三
七
︶
育
成
的
深

厚
學
養
及
藝
術
興
趣
。
︵
圖
一
︶

身
為
皇
子
的
弘
曆
，
六
歲
開
始
接
受

︵
一
七
一
一

∼

一
七
五
八
︶
等
皇
室
親
族

成
員
的
影
響
之
外
；
另
一
方
面
則
要
歸
功

於
他
在
皇
子
教
育
期
間
，
歷
經
﹁
三
帝

師
﹂
福
敏
︵
一
六
七
三

∼

一
七
五
六
︶
、

滿
洲
鑲
白
旗
人
福
敏
在
經
學
及
程
朱
理
學

上
的
啟
迪
。
他
九
歲
正
式
展
開
皇
子
教
育

生
涯
，
在
帝
師
福
敏
、
蔡
世
遠
、
朱
軾
等

名
儒
教
導
下
，
舉
凡
四
書
、
五
經
、
︽
大

學
衍
義
︾
、
︽
古
文
淵
鑑
︾
、
︽
通
鑑
綱

目
︾
等
經
史
類
書
籍
均
有
涉
獵
；
十
四
歲

時
，
開
始
學
寫
詩
文
，
日
課
期
間
凡
論
、

說
、
序
、
記
、
跋
、
雜
著
、
表
、
頌
、

贊
、
箴
、
銘
、
賦
、
古
今
體
詩
等
多
種
文

體
，
都
在
學
習
之
列
。
在
日
課
的
寫
作
訓

練
下
，
弘
曆
暇
餘
之
際
特
別
喜
愛
詩
文
創

作
，
尤
偏
愛
唐
李
、
杜
詩
，
韓
、
蘇
文
，

因
此
筆
下
的
詩
文
多
有
純
真
樸
實
、
蘊
涵

儒
家
思
維
的
唐
、
宋
古
風
。
其
後
，
他
更

將
自
雍
正
八
年
︵
一
七
三○

︶
以
迄
乾
隆

二
年
︵
一
七
三
七
︶
期
間
所
作
的
詩
歌
雜

文
，
邀
集
帝
師
、
皇
室
親
族
為
其
作
序
，

整
理
纂
輯
成
︽
樂
善
堂
文
鈔
︾
︵
後
更
名

為
︽
樂
善
堂
全
集
︾
︶
。
由
於
﹁
樂
善

堂
﹂
為
弘
曆
受
封
和
碩
寶
親
王
之
前
的
居

住
之
所
，
該
書
內
容
又
是
弘
曆
多
年
研
讀

先
賢
經
典
、
修
德
致
理
、
涵
養
性
情
的
課

業
成
果
，
透
過
全
集
的
出
版
，
一
來
彰
顯

其
在
皇
子
教
育
過
程
中
的
學
思
訓
練
，
二

來
則
可
以
向
天
下
人
宣
示
他
已
經
做
好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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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書
畫
、
器
物
及
善
本
的
整
理
及
品
鑑
，

更
是
不
遺
餘
力
。
乾
隆
皇
帝
深
知
大
清
皇

室
典
藏
之
富
，
種
類
琳
琅
滿
目
，
惟
有
透

過
全
面
性
的
整
理
與
編
目
，
才
能
建
構
起

屬
於
皇
室
典
藏
的
知
識
系
統
，
並
藉
此
形

塑
其
對
藝
術
作
品
的
鑑
賞
力
。

乾
隆
年
間
，
首
度
對
內
府
藏
品

進
行
大
規
模
的
整
理
編
目
，
始
自
八
年

︵
一
七
四
三
︶
至
九
年
︵
一
七
四
四
︶
成

書
的
︽
祕
殿
珠
林
︾
，
初
步
先
將
有
關

佛
、
道
教
的
宗
教
類
書
畫
藏
品
加
以
整
理

著
錄
，
編
纂
成
冊
；
因
成
效
良
好
，
同
年

︵
九
年
︶
便
接
續
整
理
內
府
所
藏
非
宗
教

類
的
書
畫
作
品
，
即
為
隔
年
︵
十
年
，

一
七
四
五
︶
成
書
的
︽
石
渠
寶
笈
︾
。

其
後
，
又
針
對
內
府
藏
器
的
全
面
性
整

理
，
首
先
是
十
四
年
︵
一
七
四
九
︶
開
始

整
理
陳
列
各
殿
廷
的
青
銅
古
器
，
隨
後

在
未
來
四
十
餘
年
間
，
陸
續
完
成
︽
西

清
古
鑑
︾
、
︽
寧
壽
鑑
古
︾
、
︽
西
清

續
鑑
甲
編
︾
及
︽
西
清
續
鑑
乙
編
︾
等

青
銅
古
器
的
大
型
圖
錄
；
而
四
十
三
年

︵
一
七
七
八
︶
則
將
散
置
於
各
宮
殿
或
賞

賜
給
皇
子
的
古
硯
，
分
別
編
目
，
輯
成

︽
西
清
硯
譜
︾
。
除
了
整
理
書
畫
與
器
物

圖
書
必
有
源

乾
隆
皇
帝
每
每
提
及
其
於
皇
子
時
期

朝
夕
讀
書
的
情
景
，
總
是
再
三
強
調
他
對

古
代
經
史
類
圖
書
的
接
觸
之
深
、
涉
獵
之

廣
，
甚
至
以
閒
章
﹁
勤
學
好
問
﹂
、
﹁
猶

日
孜
孜
﹂
、
﹁
惟
精
惟
一
﹂
不
斷
地
提
醒

自
己
與
世
人
。
及
繼
任
大
統
之
後
，
仍
不

忘
稽
古
求
知
，
尤
其
對
於
內
府
收
藏
的
古

藏
品
之
外
，
三
十
八
年
︵
一
七
七
三
︶

因
開
始
動
員
大
規
模
人
力
編
纂
︽
四

庫
全
書
︾
，
乾
隆
皇
帝
於
三
十
九
年

︵
一
七
七
四
︶
另
外
興
起
編
纂
一
套
菁
華

版
的
︽
四
庫
全
書
薈
要
︾
，
及
整
理
昭
仁

殿
﹁
天
祿
琳
琅
﹂
所
藏
宋
、
元
善
本
的
想

法
，
於
是
先
後
於
四
十
年
︵
一
七
七
五
︶

完
成
︽
天
祿
琳
琅
書
目
︾
、
四
十
三
年
完

成
首
部
︽
四
庫
全
書
薈
要
︾
。

事
實
上
，
乾
隆
皇
帝
命
翰
林
院
學
士

們
在
不
同
的
時
間
整
理
各
種
皇
室
收
藏
，

並
加
以
編
目
，
並
非
一
時
興
起
，
而
是
在

閱
讀
古
書
與
汲
取
古
人
經
驗
的
學
習
過
程

中
所
得
到
的
重
要
啟
發
。
如
同
他
一
枚
閒

章
﹁
圖
書
必
有
源
﹂
所
揭
示
的
一
樣
，
凡

經
由
乾
隆
皇
帝
指
示
下
所
編
成
的
書
畫
目

錄
、
器
物
圖
譜
，
或
圖
書
目
錄
，
必
皆
有

所
本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從
取
法
古
人
到

蘊
釀
求
新
的
藝
術
轉
變
中
，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乾
隆
皇
帝
在
努
力
追
求
藝
術
知
識
的
同

時
，
亦
不
敢
忘
記
提
醒
自
己
要
成
為
一
個

德
性
道
問
俱
佳
的
賢
君
明
主
。

筆
端
造
化
：
書
畫

對
康
熙
六
十
一
年
︵
一
七
二
二
︶

入
宮
的
弘
曆
而
言
，
雖
然
與
祖
父
康
熙
皇

帝
的
相
處
時
間
僅
有
短
短
數
月
，
但
不
時

可
感
受
到
祖
父
對
他
的
溫
情
關
愛
。
其

中
，
令
弘
曆
最
為
感
念
的
祖
孫
互
動
，
便

是
當
他
陪
侍
聖
祖
在
側
，
祖
父
有
時
會

將
自
己
的
御
筆
墨
寶
，
或
親
題
紙
扇
，
賞

賜
給
他
。
此
舉
不
但
為
弘
曆
帶
來
極
大
的

鼓
勵
，
無
形
中
也
激
發
他
學
習
書
法
的
動

力
。
再
者
，
入
宮
之
後
的
日
課
，
還
包
含

每
天
臨
摹
名
家
書
法
習
作
，
從
最
初
臨
摹

唐
人
楷
書
，
到
後
來
接
觸
東
晉
王
羲
之
父

子
、
唐
顏
真
卿
、
宋
四
家
、
元
趙
孟
頫
、

明
董
其
昌
等
人
的
法
書
作
品
，
其
眼
界
日

益
開
闊
，
喜
愛
愈
深
。

然
而
，
不
論
是
寶
親
王
時
期
的
弘

曆
，
還
是
登
基
後
的
乾
隆
皇
帝
，
其
對
書

法
的
興
趣
未
曾
稍
減
，
而
對
繪
畫
的
欣
賞

及
喜
好
，
則
在
二
十
一
叔
允
禧
的
影
響

下
，
逐
漸
成
形
。
正
因
他
自
幼
習
字
，
成

長
過
程
中
亦
深
受
帝
師
及
皇
族
長
輩
的
文

氣
影
響
，
因
此
對
皇
室
收
藏
書
法
及
繪
畫

的
偏
愛
，
顯
然
要
比
其
他
類
型
諸
如
器
物

或
圖
書
來
得
較
多
一
些
。
當
乾
隆
皇
帝
即

位
之
後
，
想
到
要
開
始
整
理
宮
廷
典
藏
文

物
，
將
之
編
纂
成
冊
，
首
務
之
要
便
是
書

法
及
繪
畫
作
品
。

乾
隆
皇
帝
開
始
動
員
翰
林
學
士
大
規

模
整
理
皇
室
收
藏
的
書
畫
作
品
，
肇
端
於

八
年
開
始
編
纂
的
︽
秘
殿
珠
林
︾
及
九
年

的
︽
石
渠
寶
笈
︾
。
︽
秘
殿
珠
林
︾
取
法

於
唐
代
佛
教
典
籍
︽
法
苑
珠
林
︾
之
名
，

收
錄
內
容
主
要
著
重
在
皇
室
宮
殿
所
藏

佛
、
道
題
材
的
書
畫
；
︽
石
渠
寶
笈
︾
書

名
由
來
，
乃
源
自
漢
代
宮
廷
秘
笈
典
藏
講

學
之
所
﹁
石
渠
閣
﹂
典
故
，
專
錄
內
府
典

藏
佛
、
道
題
材
以
外
的
書
畫
作
品
。
兩
書

編
纂
效
率
極
高
，
各
僅
耗
費
一
年
餘
的
時

間
便
全
數
編
成
，
︽
秘
殿
珠
林
︾
成
書
於

九
年
，
︽
石
渠
寶
笈
︾
則
成
書
於
十
年
。

兩
書
編
纂
形
式
相
同
，
均
以
貯
藏
殿
閣
的

地
點
取
代
卷
次
編
纂
。
首
先
，
分
列
各
作

品
名
稱
、
等
次
分
級
、
千
字
文
編
號
、
入

藏
殿
閣
，
內
容
則
詳
記
裝
裱
形
式
、
尺

寸
、
材
質
、
書
體
、
款
識
、
印
記
、
題
跋

等
等
，
同
時
並
命
令
張
照
、
梁
詩
正
、
勵

宗
萬
、
董
邦
達
等
詞
臣
學
士
們
分
別
考
證

及
鑒
定
，
列
敘
其
後
。
︵
圖
五
︶

在
此
次
展
覽
中
，
為
了
呈
現
內
府
編

目
與
實
物
之
間
的
印
證
，
除
了
展
示
︽
石

渠
寶
笈
︾
的
編
纂
形
式
之
外
，
還
特
別
精

選
當
時
入
藏
於
御
書
房
，
被
列
為
上
等
的

圖五　《石渠寶笈》　清乾隆間內府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六　明　陳樾　寫生花卉　卷　紙本設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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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陳
樾
的
寫
生
花
卉
，
可
與
書
畫
目
錄
互

為
對
照
印
證
。
此
圖
繪
者
陳
樾
，
生
卒
不

詳
，
明
人
。
圖
為
手
卷
形
式
，
內
容
分
成

二
部
分
，
前
段
水
墨
畫
牡
丹
、
蘭
、
桃
、

梅
、
菊
、
桂
花
等
花
卉
，
松
枝
展
陳
其

間
；
後
段
則
設
色
畫
梅
枝
。
手
卷
引
首
有

乾
隆
皇
帝
大
字
，
書
﹁
筆
腕
生
香
﹂
，
顯

示
乾
隆
皇
帝
對
此
小
畫
的
喜
愛
，
提
筆
彷

彿
有
花
香
迎
來
，
可
見
花
樣
動
人
，
薰
風

如
醉
。
此
外
，
該
畫
除
獲
得
乾
隆
皇
帝
的

歡
心
外
，
還
命
人
製
作
專
用
的
木
匣
及
錦

袱
，
並
於
匣
蓋
內
側
及
錦
袱
內
裏
，
均
標

註
：
﹁
明
陳
樾
寫
生
花
卉
。
上
等
重
一
。

乾
隆
九
年
臣
張
照
等
奉
敕
編
次
﹂
以
錦
袱

包
裹
小
畫
，
外
護
以
木
匣
，
益
顯
秀
氣
精

巧
，
充
分
呈
現
皇
帝
個
人
的
雅
緻
品
味
與

皇
室
氣
象
。
︵
圖
六
︶

寓
意
于
物
：
器
物

乾
隆
初
年
，
除
對
內
府
書
畫
作
品

進
行
整
理
編
目
外
，
皇
帝
在
公
務
閒
暇
之

際
，
亦
欲
對
殿
廷
陳
列
之
青
銅
器
加
以
定

名
、
品
評
優
劣
，
然
無
可
參
酌
。
其
後

聽
聞
北
宋
徽
宗
編
了
一
部
︽
宣
和
博
古

圖
︾
，
於
是
命
尚
書
梁
詩
正
、
蔣
溥
、
汪

由
敦
等
人
與
翰
林
大
臣
著
手
整
理
散
置
於

各
宮
殿
的
青
銅
古
器
，
倣
效
︽
宣
和
博
古

圖
︾
形
式
，
編
纂
清
朝
第
一
部
的
大
型
青

銅
器
圖
譜
︽
西
清
古
鑑
︾
。

︽
西
清
古
鑑
︾
四
十
卷
，
自
乾

隆
十
四
年
開
始
編
纂
，
成
書
於
十
六
年

︵
一
七
五
一
︶
，
收
錄
殿
廷
陳
列
之
商
、

周
以
迄
唐
代
的
鼎
、
尊
、
罍
、
彝
、
卣
、

瓶
、
壺
、
簠
、
簋
等
各
式
古
銅
器
及
銅

鏡
，
合
計
一
千
五
百
二
十
九
件
。
書
中
不

僅
有
畫
師
梁
觀
、
李
慧
林
、
丁
觀
鶴
等
人

所
摹
繪
的
銅
器
圖
像
，
圖
後
更
詳
細
記
載

尺
寸
、
重
量
，
考
證
銘
文
內
容
。
期
間
，

乾
隆
十
五
年
︵
一
七
五○

︶
時
，
皇
帝
又

命
人
將
內
府
所
藏
銅
錢
五
百
六
十
七
枚
一

於
皇
帝
旨
意
。

而
繼
︽
西
清
古
鑑
︾
及
︽
寧
壽
鑑

古
︾
之
後
，
編
纂
圖
錄
的
工
作
仍
持
續
進

行
，
四
十
六
年
︵
一
七
八
一
︶
，
大
學
士

王
杰
奉
敕
編
纂
︽
西
清
續
鑑
甲
編
︾
及

︽
西
清
續
鑑
乙
編
︾
，
但
直
至
五
十
八
年

︵
一
七
九
三
︶
才
全
數
編
纂
完
成
。
其

中
︽
甲
編
︾
二
十
卷
，
載
錄
內
廷
陸
續
獲

得
的
商
周
迄
唐
代
的
青
銅
器
、
銅
鏡
，
加

上
附
錄
於
其
後
的
銅
印
、
兵
器
等
物
，
總

計
九
百
七
十
五
件
，
係
陳
設
於
紫
禁
城
；

︽
乙
編
︾
二
十
卷
，
體
例
一
如
前
書
，
載

錄
有
九
百
件
銅
器
，
為
陳
設
於
盛
京
︵
今

瀋
陽
︶
。
本
院
僅
藏
精
寫
本
︽
甲
編
︾

二
十
卷
附
錄
一
卷
，
然
其
著
錄
詳
考
、
墨

摹
精
緻
，
出
自
內
府
臣
工
之
手
，
不
曾
刊

行
。

︽
西
清
古
鑑
︾
、
︽
寧
壽
鑑
古
︾
、

︽
西
清
續
鑑
甲
編
︾
、
︽
西
清
續
鑑
乙

編
︾
皆
為
內
府
所
藏
青
銅
器
之
圖
譜
，
因

其
編
寫
體
例
相
同
，
被
後
人
稱
為
﹁
西
清

四
鑑
﹂
或
﹁
乾
隆
四
鑑
﹂
。
細
數
乾
隆
皇

帝
在
位
六
十
年
間
，
有
近
四
分
之
三
的
執

政
時
間
，
不
間
斷
地
關
注
圖
錄
的
整
理
編

目
、
繕
寫
繪
圖
，
其
後
更
無
人
能
續
此
盛

併
整
理
繪
製
，
編
成
十
六
卷
，
與
︽
西
清

古
鑑
︾
同
年
成
書
，
附
錄
其
後
。
然
是
書

編
成
後
，
初
未
付
梓
，
而
是
遲
至
二
十
年

︵
一
七
五
五
︶
才
交
由
武
英
殿
刊
印
出

版
。

乾
隆
皇
帝
編
纂
︽
西
清
古
鑑
︾
用

意
之
初
，
據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初
七
日
上
諭

所
述
：
﹁
考
舊
圖
多
所
未
載
，
因
思
古
器

顯
晦
有
時
，
及
今
不
為
之
表
章
，
載
之

簡
牘
，
考
索
者
其
奚
取
徵
焉
？
﹂
，
末
以

﹁
以
游
藝
之
餘
功
，
寄
鑑
古
之
遠
思
﹂
詮

釋
其
賞
鑑
內
廷
古
器
之
眼
光
，
不
僅
是
在

仿
古
、
慕
古
，
更
重
要
的
是
時
時
存
有
以

古
為
鑑
的
戒
慎
之
心
，
顯
見
乾
隆
皇
帝
在

透
過
編
纂
圖
錄
以
建
構
對
古
銅
器
知
識
的

理
解
之
餘
，
仍
不
忘
身
處
九
五
之
尊
的
政

治
角
色
與
歷
史
定
位
。
︵
圖
七
︶

到
了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
一
七
七
二
︶
，

高
宗
有
感
於
年
歲
漸
大
，
開
始
思
及
歸
政

後
之
事
。
初
意
歸
政
居
所
為
寧
壽
宮
，
遂

命
建
築
宮
殿
，
同
時
規
劃
陳
設
之
書
籍
及

器
具
。
在
四
十
一
年
︵
一
七
七
六
︶
寧
壽

宮
完
工
前
後
，
仿
︽
西
清
古
鑑
︾
所
編
的

︽
寧
壽
鑑
古
︾
十
六
卷
，
計
收
錄
儲
於
寧

壽
宮
的
古
青
銅
器
七
百
零
一
件
，
亦
是
出

《西清古鑑》　清乾隆20年武英殿刊本

商後期　亞醜諸 方尊

圖七　陳列於清宮的「商後期亞醜諸 方尊」，被誤認為「周
　　　諸姬尊」，收入《西清古鑑》卷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唐　神人鑑 《西清續鑑甲編》　清乾隆58年內府烏絲欄寫本

圖八　清宮入藏的古銅鏡「唐神人鑑」，收入《西清續鑑甲編》卷2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013年11月　5253　故宮文物月刊·第368期

取益在廣求—談乾隆皇帝的皇室收藏與整理編目

專　輯

事
，
使
得
此
四
鑑
迄
今
仍
是
瞭
解
清
宮
所

藏
青
銅
器
最
重
要
的
圖
譜
系
列
。

展
覽
為
了
互
證
圖
譜
與
實
物
之
間

的
關
聯
性
，
亦
擇
取
院
藏
︽
西
清
古
鑑
︾

及
︽
西
清
續
鑑
甲
編
︾
此
二
部
圖
譜
，
並

精
選
﹁
商
後
期
亞
醜
諸

方
尊
﹂
及
﹁
唐

神
人
鑑
﹂
做
為
展
示
之
實
證
。
前
件
﹁
方

尊
﹂
收
入
於
︽
西
清
古
鑑
︾
卷
八
，
原
定

名
為
﹁
周
諸
姬
尊
﹂
，
然
經
今
人
考
古
發

掘
資
料
得
知
，
此
器
風
格
實
屬
商
後
期
亞

醜
族
鑄
器
，
而
非
周
朝
。
後
件
﹁
神
人

鑑
﹂
收
入
︽
西
清
續
鑑
甲
編
︾
卷
二
十
，

銅
鏡
款
式
為
方
型
菱
花
式
，
鏡
背
四
隅
各

飾
一
翔
於
雲
間
、
綬
帶
飄
揚
的
飛
天
仙

人
，
其
下
方
有
流
雲
與
啣
花
飛
鳥
。
︵
圖

八
︶

除
了
關
注
銅
器
圖
譜
的
編
目
，
乾

隆
皇
帝
在
四
十
三
年
孟
春
之
際
，
因
見

內
府
藏
硯
雖
多
亦
古
，
然
卻
散
置
於
乾
清

宮
東
、
西
暖
閣
及
內
廷
各
殿
，
且
無
薈

萃
綜
記
，
日
久
恐
遺
佚
失
傳
，
甚
為
可

惜
。
遂
命
大
學
士
于
敏
中
、
梁
國
治
、
王

杰
等
人
負
責
分
類
、
考
核
、
品
評
諸
硯
之

優
劣
，
並
派
人
繪
製
成
圖
，
編
成
︽
西
清

硯
譜
︾
。
所
以
取
名
﹁
西
清
﹂
，
大
抵
與

︽
西
清
古
鑑
︾
命
名
概
念
相
同
，
係
指
宮

殿
西
側
的
典
藏
空
間
，
其
中
又
以
乾
清
宮

西
暖
閣
最
具
代
表
性
。

此
本
硯
譜
二
十
四
卷
，
按
材
質

分
類
，
卷
一
至
六
為
陶
之
屬
，
卷
七
至

二
十
一
為
石
之
屬
，
卷
二
十
二
至
二
十
四

為
附
錄
，
收
松
花
石
硯
、
紫
金
硯
、
仿
製

澄
泥
等
各
硯
，
總
計
收
錄
陶
及
石
硯
共

二
百
枚
，
附
錄
四
十
一
枚
。
每
硯
繪
有

正
、
背
面
圖
，
間
有
蓋
內
或
旁
側
圖
，
詳

記
御
製
題
、
銘
與
前
人
款
識
，
凡
尺
度
、

材
質
、
形
制
及
收
藏
賞
鑑
者
之
姓
名
、
印

記
，
或
有
歷
朝
史
傳
記
載
，
俱
詳
考
臚

列
，
若
有
諸
臣
奉
敕
題
識
，
則
錄
於
乾
隆

宸
章
之
後
。

歷
朝
文
人
纂
輯
︽
硯
譜
︾
之
風
，

雖
自
宋
蘇
易
簡
、
李
之
彥
等
人
以
來
即

有
，
然
不
論
在
數
量
、
圖
繪
或
硯
說
內
容

上
，
皆
遠
不
及
於
︽
西
清
硯
譜
︾
洋
洋
大

觀
，
顯
現
乾
隆
皇
帝
不
僅
欲
藉
由
︽
西
清

硯
譜
︾
將
內
府
藏
硯
之
博
廣
精
粹
永
久

留
存
，
更
有
超
越
前
人
撰
譜
之
強
烈
企
圖

心
。
然
而
，
此
書
編
成
後
，
並
未
刊
行
傳

世
，
只
命
人
繕
錄
數
部
陳
設
大
內
、
避
暑

山
莊
及
圓
明
園
等
處
以
供
御
覽
，
從
而
體

現
其
對
內
府
藏
硯
的
整
理
編
目
，
並
不
在

於
誇
耀
宣
揚
，
更
像
是
本
著
游
藝
養
心
所

需
之
知
識
建
構
。
換
言
之
，
乾
隆
皇
帝
固

然
看
重
文
房
翰
墨
之
具
的
精
緻
工
藝
，
但

更
注
重
器
物
所
蘊
含
之
道
。
︵
圖
九
︶

此
處
展
件
除
︽
西
清
硯
譜
︾
之
外
，

另
挑
選
三
件
精
緻
的
硯
器
，
互
為
呼
應
，

分
別
是
﹁
明
哥
釉
蟾
蜍
硯
﹂
、
﹁
︵
傳
︶

漢
未
央
宮
東
閣
瓦
硯
﹂
及
﹁
︵
傳
︶
宋
米

芾
蘭
亭
端
硯
﹂
。
其
中
﹁
明
哥
釉
蟾
蜍

硯
﹂
，
收
入
︽
西
清
硯
譜
︾
第
二
十
二

冊
︿
附
錄
﹀
，
乾
隆
皇
帝
不
但
將
其
視
為

﹁
宋
哥
窯
蟾
蜍
硯
﹂
，
還
為
此
瓷
硯
寫
了

一
首
︿
詠
宋
哥
窯
蟾
蜍
硯
﹀
詩
，
以
示
其

鑑
識
結
果
。
然
而
，
從
今
日
窯
址
出
土
資

料
，
比
對
該
作
品
釉
光
及
胎
質
，
推
測
該

件
並
非
燒
於
宋
朝
，
而
較
像
是
明
代
仿
哥

釉
之
作
。
至
於
另
外
二
硯
，
﹁
︵
傳
︶
漢

未
央
宮
東
閣
瓦
硯
﹂
及
﹁
︵
傳
︶
宋
米
芾

蘭
亭
端
硯
﹂
，
則
收
入
︽
西
清
硯
譜
︾
第

一
冊
及
第
九
冊
，
同
樣
深
受
乾
隆
皇
帝
的

喜
愛
與
看
重
。
前
者
，
經
宋
陸
游
、
元
虞

集
和
明
宋
濂
等
名
人
鑑
藏
，
與
另
二
硯
共

同
放
入
特
製
剔
紅
漆
盒
，
乾
隆
皇
帝
並
命

名
為
﹁
古
陶
三
友
﹂
；
後
者
，
硯
台
週
邊

刻
有
蘭
亭
及
米
芾
的
蘭
亭
集
序
，
構
圖
及

用
筆
極
古
，
可
能
是
米
芾
自
製
硯
，
其
上

另
有
北
宋
宣
和
、
南
宋
紹
興
的
鑑
賞
印
。

乾
隆
皇
帝
在
位
之
時
，
實
物
與
圖
譜

皆
並
而
存
之
，
故
隨
時
可
觀
取
檢
視
，
甚

至
比
對
照
看
；
時
至
今
日
，
歷
經
時
代
更

迭
，
許
多
文
物
早
已
流
散
四
處
，
留
下
來

的
僅
有
圖
譜
的
圖
繪
及
文
字
資
料
，
以
及

少
數
實
物
可
供
比
照
。
試
想
，
若
昔
日
乾

隆
皇
帝
未
曾
命
人
編
纂
且
留
下
這
些
圖
譜

目
錄
，
身
為
後
人
的
我
們
，
又
從
何
得
知

這
些
遺
留
下
來
的
實
物
背
後
其
實
都
有
著

精
彩
的
故
事
，
等
著
我
們
來
發
掘
呢
。

觀
書
為
樂
：
善
本

對
於
自
幼
接
觸
的
圖
書
，
乾
隆
皇
帝

並
未
將
其
視
為
公
務
閒
暇
之
餘
用
以
怡
情

的
角
色
，
而
是
以
一
種
更
為
宏
觀
的
文
化

視
野
來
看
待
書
籍
。
於
是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
一
七
七
二
︶
，
在
接
受
安
徽
學
政
朱
筠

的
提
議
後
，
先
是
廣
徵
天
下
圖
書
，
其
後

立
意
將
所
訪
書
籍
重
新
謄
錄
，
並
以
經
、

史
、
子
、
集
四
部
為
綱
，
編
成
史
上
規
模

最
大
的
叢
書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
。

但
由
於
這
部
大
書
數
量
實
在
太
多
，

卷
帙
過
於
浩
繁
。
在
乾
隆
皇
帝
的
指
示

《欽定西清硯譜》　清朱絲欄寫繪本

（傳）漢　未央宮東閣瓦硯（傳）宋　米芾　蘭亭端硯

明　哥釉蟾蜍硯

圖九　透過此三件精緻的硯器，證實了乾隆皇帝命人纂輯《西清硯譜》之用意，實物與文字可相為印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013年11月　5455　故宮文物月刊·第368期

取益在廣求—談乾隆皇帝的皇室收藏與整理編目

專　輯

地
紋
套
，
旁
插
茜
紅
象
牙
別
子
，
均
寓
有

吉
祥
萬
壽
之
意
，
應
是
為
祝
賀
乾
隆
皇
帝

七
十
歲
︵
乾
隆
四
十
五
年
，
一
七
八○

︶

聖
壽
而
裝
幀
製
成
。
此
部
︽
簡
明
目
錄
︾

在
乾
隆
朝
時
便
已
置
於
精
緻
華
麗
的
剔
黑

湖
石
花
鳥
漆
匣
，
陳
列
於
文
淵
閣
之
內
。

該
漆
匣
盒
內
及
盒
底
髹
黑
漆
，
盒
面
打
磨

光
滑
，
鋪
底
為
萬
字
錦
地
紋
，
紋
樣
以
湖

石
為
中
心
向
四
周
開
展
，
雕
以
茶
花
、
梅

花
等
圍
繞
，
其
枝
葉
扶
疏
，
間
有
長
尾
鳥

兩
兩
相
映
互
鳴
，
頗
見
生
趣
盎
然
。
︵
圖

十
一
︶至

於
成
書
於
乾
隆
四
十
年
︵
一
七
七 

五
︶
，
由
文
華
殿
大
學
士
于
敏
中
等
人
共

同
編
成
的
︽
欽
定
天
祿
琳
琅
書
目
︾
十

卷
，
則
是
將
紫
禁
城
乾
清
宮
東
側
昭
仁

殿
﹁
天
祿
琳
琅
﹂
所
收
四
百
二
十
九
部
的

宋
、
元
、
明
善
本
，
先
按
其
朝
代
先
後
，

再
以
經
、
史
、
子
、
集
四
部
為
次
著
錄
。

每
部
圖
書
均
著
錄
有
提
要
，
內
容
詳
考
作

者
背
景
、
序
跋
、
刊
刻
源
流
與
遞
傳
之

跡
，
並
且
描
摹
藏
書
印
記
附
於
後
。
由

於
此
部
︽
欽
定
天
祿
琳
琅
書
目
︾
所
載
圖

書
，
不
僅
以
版
本
年
代
及
其
品
鑑
價
值
做

為
排
架
原
則
，
其
書
籍
及
匣
套
裝
幀
亦
均

庫
全
書
簡
明
目
錄
︾
，
以
便
就
近
隨
手
翻

檢
。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薈
要
︾
是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
的
菁
華
版
，
所
蒐
書
籍
數
量

雖
然
只
有
︽
全
書
︾
的
三
分
之
一
，
然
在

採
擇
書
籍
、
鈔
錄
內
容
及
書
籍
裝
幀
的
品

質
上
，
較
之
︽
全
書
︾
更
為
嚴
選
精
良
、

雅
潔
美
觀
。
第
一
部
︽
薈
要
︾
完
成
於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
被
乾
隆
皇
帝
視
若
珍
寶
，

入
藏
於
乾
清
宮
以
北
的
摛
藻
堂
，
即
院
藏

此
部
。
由
於
摛
藻
堂
向
為
宮
中
陳
設
書
籍

之
所
，
原
按
四
部
編
排
書
籍
，
乾
隆
皇
帝

每
於
此
休
憩
觀
書
，
取
攜
最
便
。
自
此
之

後
，
這
部
︽
薈
要
︾
遂
成
為
乾
隆
皇
帝
晚

年
最
常
翻
閱
，
且
最
足
以
告
慰
的
一
部
大

型
藏
書
。
︵
圖
十
︶

院
藏
另
有
一
部
袖
珍
寫
本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簡
明
目
錄
︾
，
乃
是
供
乾
隆
皇

帝
御
覽
兼
內
廷
陳
設
之
用
，
故
書
冊
及
函

套
裝
幀
皆
極
講
究
。
是
書
內
頁
除
了
以

人
工
親
筆
手
繪
烏
絲
欄
框
之
外
，
全
書
皆

以
小
楷
書
寫
，
字
體
端
正
工
整
，
每
冊

卷
端
上
方
並
鈐
有
﹁
乾
隆
御
覽
之
寶
﹂
朱

圓
印
，
末
頁
鈐
﹁
古
希
天
子
﹂
朱
圓
印
；

函
套
則
以
五
冊
裝
為
一
函
，
飾
以
萬
字
錦

下
，
先
是
命
人
纂
輯
菁
華
版
的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薈
要
︾
；
其
後
又
在
審
視
四
庫

館
臣
所
撰
的
總
目
提
要
後
，
深
感
翻
閱
不

便
，
又
諭
示
另
外
編
寫
一
部
︽
欽
定
四

按
版
本
價
值
以
示
差
等
，
像
是
﹁
其
宋
、

金
版
及
影
宋
鈔
，
皆
函
以
錦
，
元
版
以
藍

色
綈
，
明
版
以
褐
色
綈
﹂
，
故
被
視
為
是

清
代
第
一
部
以
版
本
賞
鑑
為
核
心
的
宮
廷

善
本
書
目
。
雖
然
後
來
這
批
乾
隆
朝
的

﹁
天
祿
琳
琅
﹂
善
本
不
幸
於
嘉
慶
二
年

︵
一
七
九
七
︶
燬
於
乾
清
宮
大
火
，
後
人

僅
能
藉
書
目
遙
想
昔
日
藏
書
之
盛
。
然
即

使
原
書
不
存
，
今
日
我
們
仍
可
透
過
書
目

所
載
的
文
字
訊
息
，
了
解
到
乾
隆
皇
帝
對

於
皇
室
所
藏
宋
、
元
善
本
的
考
證
論
定
及

鑑
賞
標
準
。

學
於
古
訓
乃
有
獲

今
日
所
見
乾
隆
朝
流
傳
迄
今
的
書

畫
目
錄
、
器
物
圖
譜
，
以
及
善
本
書
目
，

不
但
是
清
代
遺
存
下
來
數
量
最
多
，
且
質

量
最
佳
的
一
批
資
料
，
同
時
具
體
反
映
出

乾
隆
皇
帝
對
古
代
知
識
及
藝
術
文
物
所
抱

持
的
尊
重
態
度
。
或
許
對
於
乾
隆
皇
帝
而

言
，
祖
父
康
熙
皇
帝
在
︽
庭
訓
格
言
︾
留

下
的
訓
示
：
﹁
書
云
：
學
於
古
訓
乃
有

獲
。
凡
聖
賢
經
書
，
一
言
一
事
，
俱
有
至

理
。
﹂
即
使
不
是
直
指
為
皇
室
收
藏
所
進

行
的
編
目
工
作
，
但
道
理
應
是
相
通
的
，

終
究
成
為
乾
隆
皇
帝
終
日
念
茲
在
茲
的
人

生
至
理
。

本
文
部
分
撰
述
資
料
主
要
參
考
自
︽
十
全
乾
隆
｜
清
高

宗
藝
術
品
味
特
展
︾
圖
錄
，
故
依
撰
述
順
序
分
別
感
謝

本
次
展
覽
策
展
人
：
鄭
永
昌
科
長
、
吳
誦
芬
助
理
研
究

員
、
邱
士
華
助
理
研
究
員
、
張
麗
端
科
長
、
余
佩
瑾
副

處
長
、
陳
慧
霞
科
長
、
曾
紀
剛
助
理
研
究
員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圖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清乾隆間內府烏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展覽呈現《欽定四庫全書薈要》之場景　謝明松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