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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隆
皇
帝
的
六
次
南
巡
是
牽
涉
廣
泛
的
大

事
件
。
每
次
南
巡
耗
時
三
、
四
個
月
以
上
、
規

模
龐
大
的
隨
扈
陣
仗
在
各
地
︵
包
括
帝
國
境
內

最
繁
華
的
江
南
︶
驚
人
的
開
銷
。
︵
圖
一
︶
乾

隆
皇
帝
及
其
隨
扈
的
南
巡
旅
程
先
由
陸
路
開
始
，

自
直
隸
、
山
東
到
江
蘇
北
部
，
接
著
在
黃
河
和

大
運
河
交
界
的
清
河
縣
察
看
當
地
複
雜
的
水
利

建
設
，
包
括
水
壩
、
堤
防
、
運
河
等
。
渡
過
黃

河
後
，
整
個
行
動
宮
廷
開
始
藉
由
大
運
河
旅
行
，

過
訪
運
河
沿
岸
如
寶
應
、
高
郵
、
揚
州
等
主
要

城
鎮
。
他
們
在
揚
州
以
南
渡
過
長
江
，
停
靠
常

州
、
無
錫
、
蘇
州
、
乃
至
浙
江
省
北
部
。
其
中

一
次
還
曾
深
入
浙
江
嘉
興
才
回
到
杭
州
府
，
於

當
地
舉
行
恩
科
會
試
、
閱
兵
並
巡
幸
西
湖
美
景
。

在
後
面
四
次
南
巡
時
，
乾
隆
皇
帝
會
直
接
前
往

海
寧
視
察
杭
州
灣
的
海
塘
工
程
，
之
後
再
回
杭

州
。
一
七
五
一
年
，
巡
行
隊
伍
自
杭
州
渡
錢
塘

江
，
祭
奠
位
於
紹
興
的
禹
陵
。
這
是
他
六
次
南

巡
所
達
最
南
之
處
，
而
且
除
了
第
一
次
南
巡
以

外
，
之
後
也
不
再
前
往
。

北
返
的
旅
程
則
沿
著
大
運
河
回
到
江
蘇
，

在
長
江
南
岸
轉
向
西
行
，
由
陸
路
前
往
明
朝
首

都
江
寧
︵
今
日
的
南
京
︶
。
乾
隆
皇
帝
在
此

處
亦
舉
辦
恩
科
考
試
、
閱
兵
、
遊
覽
史
蹟
。

一
七
五
一
年
第
一
次
南
巡
時
，
他
在
江
南
停
留

最
久
：
杭
州
停
留
九
日
、
蘇
州
停
留
八
日
、
江

寧
停
留
四
日
。
接
著
這
移
動
的
宮
廷
重
返
鎮
江

渡
過
長
江
，
沿
著
大
運
河
北
上
至
黃
河
交
匯
處
。

一
七
五
七
年
第
二
次
南
巡
之
後
，
乾
隆
皇
帝
及

其
重
要
的
隨
行
人
員
在
山
東
、
江
蘇
邊
界
與
母

親
崇
慶
皇
太
后
的
船
隊
分
離
，
藉
陸
路
前
往
徐

州
勘
查
黃
河
沿
岸
水
利
設
施
。
自
徐
州
返
回
大

運
河
後
，
方
又
藉
舟
北
行
，
經
德
州
回
到
北
京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舉
辦
的
﹁
行
篋
隨
行—

乾
隆
南
巡
行
李
箱
中
的
書
畫
﹂
特
展
，
標
舉
出
乾
隆
皇
帝
在
他
著
名
的

﹁
南
巡
﹂
旅
程
中
對
漢
族
書
畫
藝
術
的
賞
鑑
與
持
續
的
收
藏
。
本
文
將
針
對
這
個
在
江
南
活
動
的
﹁
行
動
宮
廷
﹂

帶
來
的
視
覺
衝
擊
略
做
論
述
，
希
望
對
乾
隆
南
巡
的
認
識
再
做
些
許
補
充
。

行
動
宮
廷
在
江
南

乾
隆
南
巡
行
營
的
作
用

張
勉
治　

著

邱
士
華　

譯

圖1　乾隆皇帝南巡路線圖　作者提供

而
皇
太
后
的
船
隊
則
以
比
較
悠
閒
的
速
度
推
進
，

通
常
略
遲
幾
日
才
回
到
北
京
近
郊
。

如
前
文
所
述
，
乾
隆
皇
帝
在
南
巡
旅
程
進

行
的
活
動
非
常
多
。
他
勘
查
水
利
建
設
、
祭
拜

地
方
神
祇
、
考
核
地
方
官
員
、
接
見
地
方
名
門

仕
紳
、
恩
賜
臣
工
、
詔
選
文
學
優
長
之
士
、
閱

兵
、
遊
賞
著
名
景
點
或
是
古
蹟
，
甚
至
還
接
見

了
來
自
內
亞
︵
註
一
︶
的
使
臣
。

但
是
到
底
南
巡
真
正
的
面
貌
是
什
麼
？
特

別
是
深
入
江
南
的
這
個
移
動
宮
廷
到
底
導
致
了

什
麼
樣
的
視
覺
衝
擊
以
及
象
徵
意
義
？

當
我
們
想
像
這
些
皇
家
的
南
巡
旅
行
時
，

既
定
印
象
多
半
將
乾
隆
皇
帝
視
為
一
位
至
高
無

上
的
文
人
觀
光
客
。
他
臨
訪
江
南
景
點
，
也
用

自
己
的
御
筆
或
御
題
吟
詠
這
些
山
水
。
畢
竟
乾

隆
皇
帝
身
處
的
江
南
，
不
但
是
﹁
魚
米
之
鄉
﹂
，

同
時
也
是
漢
文
人
精
緻
文
化
之
堅
強
堡
壘
。
乾

隆
皇
帝
在
南
巡
途
中
的
詩
文
創
作
量
龐
大
。
︵
註

二
︶

本
次
特
展
便
展
出
許
多
與
御
製
詩
文
相
關
的

作
品
。
此
外
，
許
多
大
臣
和
地
方
仕
紳
也
藉
由

繪
畫
或
是
歌
曲
紀
念
皇
帝
巡
幸
。
豐
富
的
視
覺

以
及
詞
曲
材
料
吸
引
了
研
究
者
廣
泛
的
注
意
，

並
深
刻
地
影
響
了
我
們
對
於
乾
隆
皇
帝
南
巡
的

認
識
。
不
過
我
在
這
裡
想
要
建
議
另
一
種
觀
點
：

雖
然
將
乾
隆
皇
帝
南
巡
當
作
是
對
漢
文
化
的
欣

賞
或
撫
慰
這
種
主
流
看
法
是
正
確
有
效
的
，
但

只
反
映
了
部
分
的
事
實
。

我
們
比
較
少
考
慮
乾
隆
皇
帝
南
巡
如
何
將

清
廷
化
為
一
個
行
動
實
體
這
個
更
樸
素
的
問
題
。

我
們
應
該
很
清
楚
每
一
次
南
巡
這
個
行
動
宮
廷

都
實
實
在
在
地
出
現
於
江
南
。
這
是
南
巡
的
特

點
，
也
是
南
巡
的
核
心
景
觀
。
下
文
將
繼
續
討

論
乾
隆
皇
帝
南
巡
時
透
過
後
勤
管
理
︵logistical 

m
anagem

ent

︶
以
及
持
續
的
行
營
駐
紮
，
暗
示

著
乾
隆
皇
帝
對
邊
境
式
移
動
力
、
宮
廷
軍
事
力

量
以
及
清
皇
朝
非
漢
起
源
的
好
尚
。

御
用
行
營
之
後
勤
管
理

乾
隆
朝
將
巡
行
時
的
後
勤
管
理
當
作
一
種

類
軍
事
的
作
為
。
主
導
者
為
京
城
中
的
八
旗
貴

圖2　 清　沈貞　紫閣元勳兆惠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清　丁觀鵬　紫光閣凱宴成功諸將士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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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
他
們
負
責
提
供
皇
帝
離
開
北
京
期
間
各
種

基
本
需
要
以
及
護
衛
事
宜
。
為
首
者
是
六
名
﹁
總

理
行
營
王
大
臣
﹂
，
他
們
遴
選
自
皇
族
、
蒙
古

貴
族
以
及
滿
族
大
臣
，
完
全
排
除
漢
族
大
臣
介

入
的
可
能
。
甚
至
到
更
實
際
的
南
巡
路
線
以
及

補
給
方
式
，
也
都
交
由
旗
人
組
織
的
﹁
嚮
導
處
﹂

負
責
。
嚮
導
處
這
支
菁
英
部
隊
在
各
式
出
巡
前

與
巡
行
中
，
均
進
行
實
際
偵
察
任
務
。
南
巡
自

然
也
不
例
外
。

滿
族
顯
宦
兆
惠
︵
一
七○

八

∼

一
七
六 

四
︶
與
努
三
︵
？

∼

一
七
七
八
︶
為
前
四
次
乾

隆
皇
帝
南
巡
的
嚮
導
統
領
。
兩
人
皆
正
黃
旗
出

身
，
戰
功
彪
炳
並
嫺
於
後
勤
事
宜
。
兩
人
也
都

親
臨
乾
隆
皇
帝
著
名
﹁
西
師
﹂
︵
一
七
五
五

∼

一
七
五
九
︶
戰
線
。
︵
註
三
︶

圖
二
描
繪
的
就
是

身
著
全
副
盔
甲
的
兆
惠
，
紀
念
他
在
伊
犁
河
及

塔
里
木
盆
地
綠
洲
的
大
捷
，
也
就
是
一
七
六○

年
以
後
所
謂
的
﹁
新
疆
﹂
。
畫
上
題
寫
著
﹁
綏

疆
懋
績
﹂
。
這
是
陳
列
在
北
京
紫
光
閣
一
百
幅

功
臣
圖
中
的
一
張
。
︵
圖
二
︶
﹁
紫
光
閣
﹂
建

於
一
七
六
一
年
，
以
供
乾
隆
皇
帝
宴
請
內
亞
部

族
朝
貢
使
節
之
用
。
這
些
使
節
有
時
候
也
隨
其

南
巡
。
︵
圖
三
︶
諸
部
族
的
長
老
與
領
袖
應
該

有
機
會
見
到
這
些
畫
像
，
而
類
似
兆
惠
和
努
三

這
類
將
領
大
概
也
不
會
錯
過
這
些
功
臣
圖
。

除
了
在
南
巡
之
前
以
及
途
中
進
行
偵
察
任

務
外
，
由
兆
惠
等
人
率
領
的
嚮
導
處
在
長
城
以

北
舉
行
的
木
蘭
秋
獮
中
也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他

們
在
木
蘭
圍
場
中
負
責
選
定
特
定
的
狩
獵
區
域

以
及
御
營
大
帳
所
在
。
︵
註
四
︶

由
木
蘭
秋
獮
與

南
巡
後
勤
人
員
的
一
致
性
看
來
，
深
入
江
南
的

乾
隆
朝
宮
廷
彷
彿
如
同
內
亞
部
族
菁
英
們
的
部

隊
正
進
行
一
場
軍
事
活
動
。

圖4　 皇帝駐蹕大營　《皇朝禮器圖式》18卷　
清乾隆31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
物院藏

圖5　 職官帳房　《皇朝禮器圖式》18卷　
清乾隆31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
物院藏

圖6　清　郎世寧等　木蘭圖　局部　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藏圖7　 皇帝駐蹕御幄　《皇朝禮器圖式》18卷　清
乾隆31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清　郎世寧　畫弘曆圍獵聚餐圖　軸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清　郎世寧等　萬樹園賜宴圖　軸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行
營
作
為
軍
事
力
量
與
民
族
正
統

︵Ethnic Authority
︶
的
表
徵

行
營
可
能
是
清
廷
主
張
自
己
傳
承
了
內

亞
民
族
軍
事
行
動
性
及
力
量
最
鮮
明
的
投
射
。

圖
四
是
大
營
的
簡
要
圖
式
。
中
央
圍
成
的
長

方
形
牆
面
稱
為
﹁
黃
城
﹂
，
代
表
行
營
的
中

心
，
也
是
皇
帝
個
人
所
屬
的
區
塊
。
︵
圖
四
︶

一
百
七
十
五
個
簡
單
的
﹁
職
官
帳
房
﹂
︵
圖
五
︶

環
繞
成
圈
狀
﹁
內
城
﹂
，
與
另
外
兩
百
五
十
四

個
職
官
帳
房
組
成
的
第
二
圈
形
成
一
道
安
全
警

戒
線
。
侍
衛
親
兵
︵
圖
六
︶
在
各
入
口
處
擔
任

哨
兵
。
黃
城
中
皇
帝
真
正
過
夜
的
區
域
幾
乎
都

是
圓
形
帳
棚
，
也
就
是
俗
謂
的
﹁
穹
廬
﹂
或
﹁
蒙

古
包
﹂
。
︵
圖
七
︶

蒙
古
包
在
宮
廷
繪
畫
中
經
常
出
現
，
如
郎

世
寧
︵
一
六
八
八

∼

一
七
六
六
︶
的
︿
畫
弘
曆

圍
獵
聚
餐
圖
﹀
︵
圖
八
︶
或
︿
萬
樹
園
賜
宴
圖
﹀

︵
圖
九
︶
皆
可
得
見
。
︿
萬
樹
園
賜
宴
圖
﹀
是

一
七
五
四
年
奉
敕
繪
製
的
畫
作
，
用
以
紀
念
厄

魯
特
蒙
古
四
部
之
一
的
杜
爾
伯
特
部
由
其
首
領

車
淩
、
車
淩
烏
巴
什
、
車
淩
孟
克
︵
史
稱
三
車

淩
︶
三
臺
吉
率
領
歸
附
之
事
，
畫
中
特
別
描
繪

一
座
御
臥
大
蒙
古
包
。
圖
十
則
是
比
較
簡
化
的

行
營
圖
像
，
其
中
可
見
到
用
作
黃
城
的
一
些
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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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包
以
及
行
帳
︵bunting

︶
。
︵
圖
十
︶

描
繪
侍
衛
及
蒙
古
包
的
圖
六
及
圖
十
，
實

際
上
擷
取
自
一
七
五○

年
代
郎
世
寧
監
製
的
︿
木

蘭
圖
﹀
卷
中
的
若
干
細
節
。
︵
註
五
︶

圖11　清　烏什酋長獻城圖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清　拔達山汗納款圖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　清　郎世寧等　木蘭圖　局部　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藏

這
些
行
營
一
方
面
是
軍
事
力
量
的
精
鍊
符

號
，
一
方
面
也
是
深
入
內
亞
的
清
朝
勢
力
之
投

射
。
圖
十
一
及
圖
十
二
分
別
描
繪
著
一
七
五
八

年
烏
什
酋
長
以
及
一
七
五
九
年
巴
達
克
山
汗
獻

降
時
的
營
帳
。
︵
圖
十
一
、
十
二
︶

這
兩
個
行
營
的
形
象
來
自
完
成
於
一
七 

六
六
年
共
十
六
張
的
︿
平
定
準
噶
爾
回
部
得
勝

圖
﹀
。
這
套
戰
圖
同
樣
由
乾
隆
朝
宮
廷
傳
教
士

負
責
監
造
。
為
行
文
之
便
，
以
下
我
將
稱
此
作

為
︿
得
勝
圖
﹀
，
這
也
是
在
一
七
七○

年
代
以

後
此
作
常
用
的
簡
稱
。
這
十
六
幅
︿
得
勝
圖
﹀
圖

繪
於
展
示
許
多
軍
事
英
雄
肖
像
的
北
京
紫
光
閣

壁
面
上
。
︵
註
六
︶

如
同
前
文
討
論
過
的
各
種
圖

像
所
證
，
以
蒙
古
包
組
成
的
大
型
環
狀
行
營
是
內

亞
民
族
政
治
文
化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
該
文
化

的
重
心
除
狩
獵
之
外
，
也
包
括
了
內
亞
游
牧
民

族
間
的
實
際
戰
事
與
外
交
折
衝
︵diplom

acy

︶
。

然
而
，
如
圖
四
到
圖
十
二
的
營
帳
是
否

也
在
乾
隆
皇
帝
南
巡
江
南
時
使
用
呢
？
為
了
回

答
這
個
問
題
，
我
們
應
該
先
回
到
另
一
組
宮
廷

繪
製
的
︿
南
巡
圖
﹀
卷
。
清
代
宮
廷
共
有
兩
套

︿
南
巡
圖
﹀
卷
，
每
一
套
都
有
十
二
幅
。
第
一

套
是
乾
隆
皇
帝
的
祖
父
康
熙
皇
帝
︵
一
六
五
四

∼

一
七
二
二
，
一
六
六
二

∼

一
七
二
二
在
位
︶
首

次
南
巡
的
紀
念
，
由
蘇
州
籍
的
文
人
畫
家
王
翬

︵
一
六
三
二

∼

一
七
一
七
︶
領
銜
於
一
六
九
一

年
繪
製
完
成
。
︵
圖
十
三
︶
從
不
逾
越
皇
祖
規

格
的
乾
隆
皇
帝
後
來
下
令
繪
製
另
一
套
紀
念
他

自
己
南
巡
的
圖
卷
。
這
套
︿
南
巡
圖
﹀
卷
則
由

蘇
州
籍
的
漢
人
宮
廷
畫
家
徐
揚
︵
一
七
一
二

∼

一
七
七
九
以
後
︶
領
銜
，
完
成
於
一
七
五○

年

代
到
一
七
六○

年
代
間
。

透
過
對
兩
套
圖
卷
出
版
品
的
審
視
與
研
究
，

會
發
現
無
論
康
熙
朝
或
乾
隆
朝
的
︿
南
巡
圖
﹀

卷
對
行
營
都
沒
有
著
墨
。
︵
註
七
︶

且
不
論
整
座

皇
家
行
營
，
連
一
個
小
蒙
古
包
也
沒
有
出
現
。

充
其
量
只
有
康
熙
朝
︿
南
巡
圖
﹀
第
一
卷
的
一

個
小
局
部
，
有
兩
隻
駱
駝
負
著
蒙
古
包
的
骨
架

於
背
上
。
︵
註
八
︶

如
果
天
真
直
率
地
以
為
︿
南
巡
圖
﹀
卷
就

像
鏡
子
般
地
反
映
了
歷
史
的
真
實
情
況
，
那
麼

就
會
錯
誤
的
做
出
南
巡
並
未
使
用
如
圖
四
至
圖

十
二
所
示
的
那
種
蒙
古
包
的
結
論
。
無
論
如
何
，

無
論
在
檔
案
或
是
已
出
版
的
資
料
中
都
有
無
可

辯
駁
的
證
據
，
證
實
乾
隆
皇
帝
南
巡
時
採
用
兩

套
環
狀
大
型
行
營
的
裝
備
，
並
以
部
隊
交
互
躍

進
式
的
方
式
運
用
於
旅
程
中
。

當
然
，
行
營
不
是
南
巡
帝
王
駐
蹕
時
的
唯

一
選
擇
，
他
也
可
以
在
更
永
久
性
的
建
築
如
行

館
或
行
宮
中
停
留
。
的
確
，
乾
隆
皇
帝
歷
次
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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蹕
的
地
點
越
來
越
以
行
宮
為
主
。
這
些
行
宮
多

修
建
於
一
七
五○

年
代
晚
期
到
一
七
六○

年
代
。

但
是
駐
蹕
在
行
宮
並
不
排
斥
在
江
南
使
用
營
帳
。

畢
竟
，
就
算
是
最
宏
偉
的
行
宮
也
無
法
容
納
得

下
乾
隆
皇
帝
約
兩
千
到
三
千
的
隨
扈
官
員
兵
丁
。

檔
案
資
料
顯
示
在
第
三
次
與
第
四
次
南
巡
時
，

軍
機
大
臣
、
地
方
大
員
均
經
常
宿
於
帳
棚
中
。

即
使
在
五
個
興
築
行
宮
的
駐
蹕
點
，
也
需
要
總

數
約
一
千
一
百
頂
額
外
的
營
帳
。

此
外
，
在
每
日
旅
行
途
中
，
皇
帝
會
在
一

兩
座
尖
營
︵
或
稱
墩
營
、
烏
墩
︶
用
飯
或
接
見
地

方
官
員
。
旗
人
也
會
在
尖
營
搭
建
中
層
的
日
用

帳
棚
。
︵
註
九
︶

就
像
圖
十
四
所
示
，
這
些
中
層

營
帳
的
主
要
結
構
就
是
蒙
古
包
。
︵
圖
十
四
︶
︵
註

十
︶

圖
十
四
所
描
繪
的
中
層
帳
棚
與
郎
世
寧
在

圖
八
︿
畫
弘
曆
圍
獵
聚
餐
圖
﹀
所
呈
現
者
非
常

接
近
，
這
很
值
得
細
細
品
味
。
另
外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一
七
五
五
年
乾
隆
皇
帝
下
令
負
責
在
中
層

營
帳
負
責
後
勤
及
維
安
的
四
名
佐
領
︵colonel

︶

以
及
六
十
名
侍
衛
︵guardsm

en

︶
中
，
其
中
一

名
佐
領
及
二
十
名
侍
衛
必
須
為
蒙
古
籍
。
也
因

此
，
雖
然
乾
隆
皇
帝
南
巡
途
中
的
行
宮
建
置
得

越
來
越
多
，
但
帳
棚
和
蒙
古
包
卻
沒
有
消
失
。

相
反
的
，
乾
隆
皇
帝
更
堅
持
繼
續
使
用
這
些
帳

棚
。
簡
而
言
之
，
皇
室
行
營
以
及
蒙
古
包
都
具

有
極
重
要
的
象
徵
意
義
，
即
使
在
人
口
稠
密
以

漢
族
為
主
的
江
南
城
鎮
亦
不
例
外
。

這
很
諷
刺
地
讓
我
們
學
到
當
思
索
南
巡
帶

來
的
視
覺
衝
擊
時
，
不
能
全
然
依
賴
宮
廷
繪
製

的
南
巡
圖
像
。
就
像
前
文
所
述
，
︿
南
巡
圖
﹀

卷
並
沒
有
清
楚
提
示
乾
隆
皇
帝
南
巡
時
到
底
有

沒
有
用
帳
棚
。
相
反
地
，
作
為
歷
史
學
者
應
該

更
加
倚
靠
如
則
例
、
檔
案
、
御
製
詩
文
等
文
字

資
料
以
瞭
解
相
關
資
訊
。

那
麼
清
代
宮
廷
繪
畫
以
及
其
他
視
覺
材
料

我
們
應
該
如
何
看
待
呢
？
這
些
材
料
究
竟
揭
露

了
過
去
的
那
個
部
分
？
很
清
楚
地
，
沒
有
任
何

一
張
宮
廷
繪
畫
需
要
以
直
接
或
正
面
的
方
式
再

現
真
實
。
相
反
的
，
這
些
畫
作
都
是
已
經
沾
染

到
特
定
意
識
形
態
的
資
料
，
是
為
了
延
續
南
北
、

文
武
、
漢
族
與
內
亞
民
族
文
化
及
政
治
認
知
的

嚴
格
而
僵
化
之
界
線
。

有
三
組
宮
廷
繪
畫
可
讓
我
們
揭
露
這
重
要

的
文
化
差
異
的
紛
爭
，
並
可
重
建
營
帳
與
蒙
古

包
的
使
用
在
南
巡
中
的
重
要
意
義
。
若
將
︿
南

巡
圖
﹀
卷
、
︿
木
蘭
圖
﹀
卷
、
︿
得
勝
圖
﹀
並

觀
同
時
反
向
思
考
，
會
發
現
這
幾
件
作
品
組
成

一
個
巧
妙
的
視
覺
分
類
︵
或
者
說
象
徵
指
標

sym
bolic index

︶
。
在
這
個
分
類
中
，
營
帳
和

蒙
古
包
完
全
與
內
亞
風
光
以
及
具
有
高
度
行
動

力
及
軍
事
化
的
政
治
文
化
連
結
起
來
。
而
南
巡

畫
作
則
像
是
對
南
方
山
水
、
江
南
繁
榮
城
市
及

其
政
治
感
知
的
歌
詠
。
相
對
於
這
些
高
度
理
想

化
及
刻
板
化
的
南
方
山
水
，
如
果
在
其
中
寫
實

描
繪
出
營
帳
或
蒙
古
包
將
會
顯
得
相
當
不
協
調
。

不
過
，
若
將
南
巡
圖
像
視
為
對
精
緻
中
國

南
方
感
知
的
詠
獻
，
也
不
必
然
代
表
南
巡
本
身

只
是
漢
文
化
意
義
下
的
撫
慰
性
的
活
動
。
因
為

這
些
南
巡
圖
像
的
觀
眾
是
可
以
進
入
北
京
內
廷

活
動
的
極
少
數
。
而
內
廷
正
是
專
家
們
認
為
這

些
圖
像
存
貯
之
處
。
︵
註
十
一
︶

然
而
，
南
巡
時

皇
室
行
營
與
蒙
古
包
在
江
南
地
區
的
使
用
，
實

際
上
有
更
廣
大
的
參
與
者
和
觀
看
者
。

在
皇
帝
與
征
服
者
集
團
眼
中
，
乾
隆
皇
帝

南
巡
的
行
營
指
涉
的
是
更
屬
於
游
牧
及
部
落
模

式
的
統
治
與
政
治
組
織
。
在
此
模
式
中
﹁
行
動

力
﹂
本
身
就
是
安
全
的
憑
靠
，
也
是
戰
力
的
標

誌
。
根
據
乾
隆
朝
著
名
的
宗
室
歷
史
學
者
昭
槤

︵
一
七
八○

∼

一
八
三
三
︶
於
︽
嘯
亭
雜
錄
︾
中

的
描
述
，
行
獵
或
南
巡
時
使
用
行
營
不
只
是
﹁
崇

尚
儉
樸
﹂
，
更
兼
﹁
不
忘
本
﹂
之
意
。
乾
隆
皇

帝
在
第
一
次
南
巡
時
將
行
營
比
擬
為
如
同
在
廣

闊
草
原
上
奔
馳
的
行
動
力
。
作
於
一
七
五
一
年

五
月
初
的
這
首
︿
氈
室
﹀
御
製
詩
很
值
得
留
意
：

 

陸
宿
仍
氊
室
，
虛
窗
駒
影
留
。
往
來
任
南
北
，

寒
暖
適
春
秋
。
乍
覺
招
新
興
，
兼
宜
縱
遠
眸
。

頓
移
廬
不
改
，
擬
合
喚
原
舟
。
︵
謂
平
原
之

舟
也
︶
︵
註
十
二
︶

江
南
的
漢
族
菁
英
也
瞭
解
乾
隆
皇
帝
使
用
行
營

所
蘊
藏
的
軍
事
意
涵
。
如
蘇
州
著
名
的
文
壇
領

袖
沈
德
潛
︵
一
六
七
三

∼

一
七
六
九
︶
便
曾
提

及
自
己
在
一
七
五
一
及
一
七
五
七
年
謁
見
乾
隆

皇
帝
時
，
是
在
黃
河
與
大
運
河
交
匯
的
清
江
﹁
武

帳
﹂
中
。
︵
註
十
三
︶

見
識
過
駐
紮
在
南
方
﹁
行
營
﹂
的
江
南
漢

族
菁
英
想
必
很
多
，
但
他
們
卻
有
意
無
意
地
避

免
提
及
。
因
為
﹁
行
營
﹂
對
他
們
來
說
正
象
徵

著
清
廷
的
非
漢
根
源
，
以
及
對
內
亞
民
族
外
交

與
軍
事
征
服
的
成
見
。
如
同
前
文
所
述
，
︿
得

勝
圖
﹀
中
的
軍
營
是
很
清
楚
地
描
繪
在
紀
念
戰

勳
的
紫
光
閣
的
壁
面
上
。
這
代
表
見
過
這
些
圖

像
的
人
不
只
內
亞
朝
貢
使
節
或
臣
子
，
也
包
括

許
多
籍
屬
江
南
的
中
央
官
員
。
此
外
，
這
些
內

亞
民
族
征
戰
、
外
交
的
影
像
也
不
僅
僅
流
通
於

京
城
的
官
員
。
事
實
上
，
以
同
樣
主
題
製
作
於

巴
黎
的
戰
功
銅
板
畫
，
在
乾
隆
皇
帝
最
後
第
六

次
南
巡
結
束
不
久
的
一
七
八
四
年
六
月
，
分
別

圖14　 皇帝停蹕頓營　《皇朝禮器圖式》18卷　清乾隆31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清　王翬　康熙南巡圖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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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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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置
到
南
巡
途
中
所
經
的
十
四
處
地
點
。
︵
註

十
四
︶

南
巡
時
各
地
官
員
仕
紳
接
駕
的
場
面
，
應

十
分
相
像
或
類
似
於
︿
平
定
準
噶
爾
回
部
得
勝

圖
﹀
中
內
亞
部
落
領
袖
獻
降
的
情
況
吧
！
︵
圖

十
五
︶如

同
我
期
待
於
前
文
論
述
中
證
明
的
，
將

乾
隆
朝
宮
廷
化
為
﹁
行
動
宮
廷
﹂
所
需
的
作
為

與
過
程
，
不
僅
是
實
務
操
演
或
後
勤
補
給
的
問

題
，
實
際
上
也
帶
著
強
烈
的
象
徵
與
意
涵
。
就

最
基
本
的
後
勤
管
理
與
物
質
性
來
說
，
乾
隆
皇

帝
南
巡
極
似
由
滿
族
、
蒙
族
及
八
旗
菁
英
領
導

的
儀
式
性
軍
事
演
練
。
就
這
個
層
面
來
看
，
南

巡
是
皇
權
正
統
性
浸
染
了
種
族
意
識
的
變
相
軍

事
投
射
。
藉
由
加
入
對
皇
室
巡
行
這
個
層
面
的

考
慮
，
未
來
我
們
也
許
可
以
對
乾
隆
皇
帝
南
巡

獲
得
更
全
面
以
及
更
為
細
膩
複
雜
的
瞭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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