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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寶

以
史
為
鑑
的
聖
君
寶
典―

︽
帝
學
︾

宋
元
祐
五
年
︵
一○

九○

︶
八
月
，
身

為
皇
帝
老
師
的
范
祖
禹
︵
一○

四
一

∼

一○

九
八
︶
趁
著
經
筵
講
學
之
際
進
呈
給
宋
哲
宗
︵
一

○

七
七

∼

一
一○

○

，
一○

八
六

∼

一
一○

○

在
位
︶
一
部
︽
帝
學
︾
。
︵
圖
一
︶
這
部
︽
帝
學
︾

是
范
祖
禹
採
集
歷
史
上
共
三
十
二
位
君
主
的
務

學
故
事
，
依
照
時
代
先
後
，
分
成
八
卷
編
次
，

其
肇
始
自
上
古
時
期
的
伏
羲
氏
、
神
農
氏
等
三

皇
五
帝
之
聖
君
，
下
迄
宋
太
祖
到
神
宗
等
當
代

帝
王
。
進
呈
目
的
主
要
是
希
望
宋
哲
宗
以
歷
代

賢
德
之
君
正
心
修
身
、
進
學
修
業
事
蹟
為
學
習

榜
樣
，
深
切
了
解
學
古
有
獲
的
道
理
，
進
而
成

為
一
位
明
君
。

然
而
，
范
祖
禹
究
竟
是
在
何
種
淵
源
下
產

北
宋
范
祖
禹
所
編
︽
帝
學
︾
，
是
一
部
專
為
宋
哲
宗
講
授
歷
代
及
當
朝
君
主
篤
學
求
師
的
歷
史
教
科
書
。
這
樣
一

部
皇
家
講
讀
教
材
，
到
了
清
代
乾
隆
皇
帝
手
中
，
他
在
認
真
閱
讀
之
餘
，
一
方
面
下
令
四
庫
館
臣
將
其
編
入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薈
要
︾
及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
之
中
；
另
一
方
面
又
讓
六
位
阿
哥
親
筆
繕
寫
︽
帝
學
︾
，
並
且
和
詩
，

進
而
裝
幀
保
存
。
此
舉
乃
是
期
望
有
皇
位
繼
承
機
會
的
阿
哥
們
，
能
夠
以
史
為
鑑
，
學
習
古
代
明
君
聖
主
的
美
好

德
行
。
本
院
適
典
藏
乾
隆
皇
帝
三
位
皇
子
及
一
位
皇
孫
繕
寫
的
︽
帝
學
︾
，
其
內
容
及
裝
幀
形
式
一
致
，
其
背
後

成
因
為
何
，
以
往
未
見
深
入
研
究
。
本
文
嘗
試
追
索
當
年
乾
隆
皇
帝
下
令
皇
子
們
繕
寫
︽
帝
學
︾
的
時
空
背
景
，

並
看
出
他
對
未
來
皇
位
繼
承
人
的
期
許
與
用
心
。

誰
是
皇
帝
的
最
佳
繼
承
人

︽
帝
學
︾
所
反
映
的
乾
隆
皇
帝
立
儲
觀

許
媛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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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進
呈
︽
帝
學
︾
的
念
頭
，
以
及
為
何
著
手
編

寫
這
部
書
呢
？
探
其
根
源
，
便
要
從
范
祖
禹
的

求
學
與
從
政
生
涯
講
起
。
范
祖
禹
，
字
淳
甫
，

一
字
夢
得
，
成
都
華
陽
人
。
根
據
︽
宋
史
︾
記

載
，
范
祖
禹
的
取
名
，
居
然
與
母
親
在
生
下
他

之
前
所
作
的
一
個
夢
有
關
。
范
母
在
生
產
前
夕
，

曾
於
夢
中
看
見
一
位
披
著
金
甲
的
雄
偉
男
子
，

進
入
寢
室
，
對
著
她
說
道
：
﹁
我
是
漢
朝
將
軍

鄧
禹
。
﹂
等
到
范
母
醒
來
之
後
，
夢
中
景
象
栩

栩
如
生
，
如
現
眼
前
，
於
是
將
生
下
來
的
小
孩

取
名
為
祖
禹
，
字
夢
得
。
︵
註
一
︶

祖
禹
幼
年
喪
父
，
由
其
叔
祖
范
鎮
︵
一

○
○

八

∼

一○

八
九
︶
撫
養
長
大
。
范
鎮
，
字

景
仁
，
官
至
翰
林
學
士
，
累
封
蜀
郡
公
，
贈
金

紫
光
祿
大
夫
，
年
八
十
一
而
逝
，
諡
號
忠
文
。

范
祖
禹
自
幼
受
到
叔
祖
范
鎮
好
讀
經
史
，
為
人

篤
於
行
義
、
忠
直
勸
諫
的
影
響
，
在
仁
宗
嘉
祐

八
年
︵
一○

六
三
︶
進
士
甲
科
及
第
之
後
，
便

跟
隨
著
司
馬
光
︵
一○

一
九

∼

一○

八
六
︶
編

修
︽
資
治
通
鑑
︾
及
︽
續
資
治
通
鑑
長
編
︾
，

並
且
負
責
編
修
︽
唐
長
編
︾
，
因
而
對
唐
朝
歷

史
博
識
多
通
，
為
日
後
撰
述
︽
唐
鑑
︾
奠
定
良

好
的
根
基
。
其
後
，
又
在
司
馬
光
推
薦
下
，
擔

任
秘
書
省
正
字
的
職
務
。
期
間
，
范
祖
禹
不
斷

 

此
宋
學
士
范
祖
禹
編
輯
，
進
上
乙
覽
元
本
也
。

成
於
元
祐
戊
辰
，
重
刊
於
嘉
定
辛
巳
。
藏
弆

御
府
有
年
，
每
於
幾
餘
展
閱
，
不
特
芬
流
楮

墨
，
足
備
石
渠
東
觀
之
遺
。
而
自
宓
羲
迄
宋
，

以
史
為
鑑
，
效
法
祖
宗
的
勤
學
作
風
，
並
學
習

如
何
成
為
一
個
聖
主
明
君
。

身
為
少
年
皇
帝
的
哲
宗
，
或
許
在
高
太

皇
太
后
在
世
期
間
只
能
聽
命
順
從
；
然
而
，
待

元
祐
八
年
︵
一○

九
三
︶
高
太
皇
太
后
崩
逝
之

後
，
哲
宗
親
政
。
隔
年
遂
另
立
紹
聖
年
號
︵
一

○

九
四

∼

一○

九
七
︶
，
一
改
原
來
以
司
馬
光

為
首
的
舊
黨
政
風
，
重
新
任
用
新
黨
的
改
革
派

人
士
，
貶
蘇
軾
︵
一○

三
七

∼

一
一○

一
︶
、

蘇
轍
︵
一○

三
九

∼

一
一
一
二
︶
、
范
祖
禹

等
舊
黨
人
士
。
自
此
之
後
，
隨
著
范
祖
禹
政

治
生
涯
的
浮
沈
之
故
，
這
部
皇
家
教
科
書
︽
帝

學
︾
除
了
曾
在
南
宋
高
宗
建
炎
四
年
︵
一
一
三

○

︶
為
朝
散
大
夫
試
禮
部
尚
書
謝
克
家
︵
？

∼

一
一
三
四
︶
上
呈
箚
子
推
薦
，
以
及
宋
寧
宗
嘉

定
十
四
年
︵
一
二
二
一
︶
被
重
新
刊
印
之
外
︵
註

三
︶
，
至
明
代
以
後
則
罕
見
被
提
及
。

阿
哥
們
繕
寫
︽
帝
學
︾
的
年
月

時
光
荏
苒
，
到
了
清
乾
隆
九
年
︵
一
七
四 

四
︶
的
重
陽
節
前
一
日
時
，
乾
隆
皇
帝
在
昭
仁

殿
翻
閱
宋
版
︽
帝
學
︾
時
，
頗
有
所
感
在
扉
葉

上
題
寫
了
一
段
題
識
。
內
容
是
這
樣
的
：

圖1　《帝學》　清覆宋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北宋元祐5年（1090）帝師范祖禹將所編《帝學》進呈給宋哲宗。本書為清初省園覆宋刊本，卷前有南宋嘉定辛巳

（14年，1221）齊礪重刊序。

整
理
及
撰
述
，
編
寫
出
︽
唐
鑑
︾
十
二
卷
，
並

於
元
祐
元
年
︵
一○

八
六
︶
二
月
進
呈
給
剛
剛

登
基
的
宋
哲
宗
，
當
時
宋
哲
宗
才
十
歲
。
事
實

上
，
范
祖
禹
此
舉
應
該
是
進
呈
給
背
後
真
正
掌

有
執
政
實
權
的
高
太
皇
太
后
看
的
。
他
以
唐
代

政
事
為
借
鏡
，
希
望
藉
重
唐
史
經
驗
提
供
﹁
為

君
之
道
﹂
給
高
太
皇
太
后
及
哲
宗
參
考
，
期
能

舉
用
賢
人
、
肅
正
朝
綱
，
達
到
政
治
清
明
、
國

治
民
安
的
最
終
目
的
。

哲
宗
登
基
之
初
，
在
高
太
皇
太
后
主
導
下
，

舉
薦
司
馬
光
擔
任
宰
相
。
由
於
范
祖
禹
長
時
間

追
隨
司
馬
光
，
因
此
得
以
擔
任
哲
宗
皇
帝
的
侍

講
學
士
，
這
也
使
得
范
祖
禹
在
元
年
進
呈
︽
唐

鑑
︾
之
後
，
於
五
年
又
再
度
進
呈
了
一
部
︽
帝

學
︾
。
這
部
︽
帝
學
︾
有
別
於
︽
唐
鑑
︾
之
處
，

主
要
係
在
列
舉
歷
代
君
主
務
學
正
心
、
篤
仁
好

學
的
史
實
，
全
書
甚
至
用
了
四
分
之
三
的
卷
數
，

大
量
敘
述
自
宋
建
國
以
來
太
祖
、
太
宗
的
歷
朝

君
主
利
用
政
暇
之
餘
閉
門
讀
書
，
以
及
詔
令
臣

子
陪
侍
講
讀
經
書
；
到
了
仁
宗
，
更
開
始
建
立

起
經
筵
制
度
，
讓
儒
臣
至
邇
英
閣
、
崇
政
殿
講

讀
經
史
、
解
釋
經
義
，
或
講
述
︽
孝
經
︾
、
︽
論

語
︾
之
學
。
︵
註
二
︶
︵
圖
二
︶
范
祖
禹
深
切
地

期
盼
著
，
希
望
哲
宗
能
夠
透
過
閱
讀
︽
帝
學
︾
，

圖2　《帝學》　清覆宋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帝學》卷5講述宋仁宗時建立經筵制度，讓儒臣至邇英閣、崇政殿講述《孝經》、《論語》內容。

凡
帝
王
務
學
求
師
之
要
，
燦
然
眉
列
，
實
為

千
秋
金
鑑
。
董
子
有
言
：
彊
勉
學
問
，
則
聞

見
博
，
而
知
益
明
。
因
題
卷
首
，
以
志
自
勗

云
。
乾
隆
甲
子
重
九
前
一
日
。︵
註
四
︶
︵
圖
三
︶

事
實
上
，
題
識
中
有
二
處
地
方
，
可
以
得
知
乾

隆
皇
帝
應
該
是
誤
會
了
。
首
先
，
藏
弆
於
內
府

的
宋
版
︽
帝
學
︾
，
並
非
范
祖
禹
元
祐
年
間
進

呈
給
宋
哲
宗
御
覽
之
祖
本
，
應
為
南
宋
嘉
定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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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
︵
十
四
︶
年
的
重
刊
本
；
其
次
，
元
祐
戊
辰

︵
三
，
一○

八
八
︶
年
是
錯
誤
的
，
正
確
時
間

應
該
是
庚
午
︵
五
，
一○

九○

︶
年
。
然
而
，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
此
部
宋
版
︽
帝
學
︾
必
然
楮

墨
精
好
、
古
香
襲
人
，
讓
乾
隆
皇
帝
政
暇
之
餘

各
自
和
詩
一
首
。
至
於
阿
哥
們
繕
寫
及
和
詩

︽
帝
學
︾
的
時
間
為
何
，
又
為
何
奉
命
繕
寫

呢
？
根
據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存
藏
的
皇
四
子
永

珹
︵
一
七
三
九

∼

一
七
七
七
︶
、
皇
六
子
永
瑢

︵
一
七
四
三

∼

一
七
九○

︶
及
皇
十
一
子
永
瑆

︵
一
七
五
二

∼

一
八
二
三
︶
繕
寫
的
三
部
︽
帝

學
︾
鈔
本
，
除
了
阿
哥
們
的
名
字
及
筆
跡
不
同

之
外
，
可
以
看
到
每
部
鈔
本
的
格
式
及
內
容
全

然
相
同
。
首
先
，
阿
哥
會
先
恭
錄
乾
隆
皇
帝
分

別
作
於
九
年
的
題
識
及
四
十
年
的
題
詩
，
詩
末

署
下
﹁
乙
未
新
正
﹂
；
次
為
阿
哥
自
己
的
和
詩
，

然
詩
末
並
未
署
下
年
月
。
換
言
之
，
經
考
察
實

物
之
後
，
得
知
除
了
乾
隆
皇
帝
明
確
的
題
詩
時

間
外
，
阿
哥
們
真
正
的
和
詩
時
間
並
沒
有
記
錄
，

唯
可
肯
定
應
在
四
十
年
正
月
之
後
。

然
令
人
好
奇
的
是
，
究
竟
有
幾
位
阿
哥
參

與
此
次
繕
寫
︽
帝
學
︾
及
和
詩
的
活
動
呢
？
其

繕
寫
時
間
為
何
？
背
後
契
機
又
是
如
何
？
為
了

解
開
這
些
謎
題
，
筆
者
試
圖
從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
館
臣
們
所
奉
皇
帝
諭
旨
加
以
抽
絲
剝
繭
，

尋
求
答
案
。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
一
七
七
六
︶
九

月
，
四
庫
館
臣
將
六
位
皇
子
的
和
詩
鈔
錄
在
︽
帝

學
︾
書
前
，
並
且
著
錄
：
﹁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九

月
奉
旨
：
皇
子
等
所
和
詩
著
並
錄
。
欽
此
。
﹂

因
而
留
下
證
據
。
這
六
位
皇
子
除
了
前
述
的
永

珹
、
永
瑢
與
永
瑆
之
外
，
尚
有
皇
八
子
永
璇

︵
一
七
四
六

∼

一
八
三
二
︶
、
皇
十
二
子
永
璂

︵
一
七
五
二

∼

一
七
七
六
︶
，
以
及
皇
十
五
子

永
琰
︵
一
七
六○

∼

一
八
二○

︶
。
然
而
，
是

否
僅
有
此
六
位
阿
哥
奉
命
繕
寫
呢
？
這
個
疑
惑

在
皇
四
子
永
珹
詩
中
得
到
答
案
，
根
據
詩
中
小

註
云
：
﹁
奉
命
子
臣
永
珹
等
六
人
各
繕
一
部
﹂
，

比
對
和
詩
結
果
，
除
了
當
時
年
僅
十
歲
的
皇

十
七
子
永
璘
︵
一
七
六
六

∼

一
八
二○

︶
外
，

恰
好
正
是
永
珹
等
六
位
較
年
長
的
阿
哥
。
︵
圖

五
︶

那
麼
究
竟
阿
哥
們
何
時
奉
旨
繕
寫
︽
帝
學
︾

呢
？
根
據
現
有
的
檔
案
資
料
，
僅
能
從
皇
十
五

子
永
琰
在
阿
哥
時
期
所
作
詩
作
中
得
到
一
點
蛛

絲
馬
跡
。
由
嘉
慶
皇
帝
帝
師
朱
珪
︵
一
七
三
一

∼

一
八○

六
︶
所
編
︽
味
餘
書
室
全
集
定
本
︾
卷

二
︿
恭
和
御
製
題
范
祖
禹
帝
學
元
韻
﹀
一
詩
，

雖
然
將
其
編
為
癸
巳
︵
三
十
八
，
一
七
七
三
︶

年
所
作
，
然
因
永
琰
此
詩
即
為
配
合
當
年
乾
隆

皇
帝
於
乙
未
︵
四
十
︶
年
詩
作
的
應
和
之
詩
，

同
時
亦
是
鈔
入
︽
帝
學
︾
鈔
本
的
詩
作
，
所
以

可
以
確
定
是
作
於
乙
未
年
。
︵
圖
六
︶
其
後
，
該

書
卷
五
丁
酉
︵
四
十
二
，
一
七
七
七
︶
年
又
有

展
閱
，
尚
能
感
受
其
楮
墨
流
芳
之
餘
韻
，
所
以

他
才
會
說
出
：
﹁
足
備
石
渠
東
觀
之
遺
﹂
的
話

來
。

到
了
四
十
年
︵
乙
未
，
一
七
七
五
︶
正
月
，

乾
隆
皇
帝
重
新
翻
閱
范
祖
禹
的
宋
版
︽
帝
學
︾

圖3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 清乾隆間內府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卷2〈宋版史部〉收入南宋嘉定辛巳（14，1221）年刊行之《帝學》。

時
，
不
僅
同
意
將
其
收
入
︽
欽
定
天
祿
琳
琅
書

目
︾
，
還
留
下
詩
作
︿
題
宋
版
范
祖
禹
帝
學
﹀
：

元
祐
成
書
心
力
殫
，
逮
乎
嘉
定
又
重
刊
。

欣
茲
祖
禹
芸
編
在
，
不
異
九
齡
金
鑑
看
。

務
學
求
師
著
儀
軌
，
修
身
莅
政
示
倪
端
。

知
之
行
矣
吾
猶
恧
，
綈
几
寧
惟
玩
古
觀
。

乙
未
新
正
再
題
。
︵
註
五
︶
︵
圖
四
︶

特
別
的
是
，
乾
隆
皇
帝
除
了
自
己
題
詩
之
外
，

還
要
求
阿
哥
們
須
繕
寫
︽
帝
學
︾
一
遍
，
並
且

圖4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　清乾隆間內府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著錄乾隆皇帝分別於9年重九前一日的題識，以及40年正月的題詩。

圖5　《欽定四庫全書‧帝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四庫館臣著錄乾隆41年9月接到諭旨「皇子等所和詩著並錄。欽此。」，後錄六位皇子詩作。



95　故宮文物月刊·第411期 2017年6月　94

誰是皇帝的最佳繼承人—《帝學》所反映的乾隆皇帝立儲觀

每月一寶

︿
敬
錄
帝
學
書
成
恭
疊
御
題
元
韻
﹀
，
其
中
前

四
句
詩
與
詩
下
小
註
云
：
﹁
古
文
典
學
聖
心
殫
，

淳
甫
成
書
嘉
定
刊
。
懸
鑑
千
秋
欣
坐
照
，
臨
池

三
載
得
重
看
。
甲
午
冬
奉
旨
繕
寫
恭
進
，
茲
又
命
重
錄
一

部
﹂
︵
註
六
︶
︵
圖
七
︶
若
該
詩
中
所
記
時
間
無
誤
，

意
味
著
早
在
甲
午
︵
三
十
九
，
一
七
七
四
︶
年

冬
，
乾
隆
皇
帝
已
經
下
旨
命
六
位
阿
哥
繕
寫
︽
帝

學
︾
；
到
了
乙
未
︵
四
十
︶
年
正
月
，
乾
隆
皇

帝
題
詩
，
之
後
阿
哥
們
又
奉
旨
和
詩
，
並
將
詩

作
補
錄
於
已
經
繕
寫
完
成
的
︽
帝
學
︾
鈔
本
之

中
。

不
過
，
啟
人
疑
竇
的
是
，
筆
者
在
另
外
翻

閱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薈
要‧

帝
學
︾
，
則
是
十

分
驚
訝
於
書
中
並
無
鈔
錄
這
六
位
皇
子
們
的
和

詩
，
而
館
臣
提
要
的
署
校
時
間
為
乾
隆
四
十
年

十
二
月
。
換
句
話
說
，
六
位
皇
子
於
繕
寫
︽
帝

學
︾
之
後
，
直
到
同
年
十
二
月
之
前
，
四
庫
館

臣
們
都
沒
有
接
到
皇
帝
下
旨
要
將
皇
子
和
詩
鈔

入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薈
要‧

帝
學
︾
之
中
；
一

直
到
隔
年
︵
四
十
一
︶
九
月
，
皇
帝
才
下
此
道

諭
旨
，
命
館
臣
將
其
九
年
所
寫
題
識
及
四
十
年

所
作
御
製
詩
，
以
及
﹁
皇
子
等
所
和
詩
著
並
錄
﹂

於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帝
學
︾
之
中
。
這
著
實

讓
人
好
奇
，
究
竟
四
十
一
年
政
壇
上
是
否
出
現

什
麼
狀
況
，
致
使
乾
隆
皇
帝
下
了
此
道
諭
旨
？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的
嚴
譄
事
件

事
實
上
，
乾
隆
皇
帝
命
令
阿
哥
們
繕
寫
︽
帝

學
︾
，
顯
與
日
後
﹁
皇
位
繼
承
人
﹂
這
個
因
素
脫

離
不
了
關
係
。
根
據
清
史
學
者
們
考
證
，
乾
隆

皇
帝
秘
密
建
儲
的
時
間
表
，
事
後
曾
公
開
宣
示

他
在
乾
隆
元
年
︵
一
七
三
六
︶
密
立
皇
次
子
永
璉

︵
一
七
三○

∼

一
七
三
八
︶
，
以
及
三
十
八
年

︵
一
七
七
三
︶
密
立
皇
十
五
子
永
琰
這
兩
個
時

間
點
。
︵
註
七
︶

事
實
上
，
乾
隆
皇
帝
在
三
十
八

年
密
立
儲
君
之
後
，
心
中
仍
是
充
滿
不
安
，
所

以
他
後
來
在
四
十
三
年
︵
一
七
七
八
︶
九
月
初

九
日
公
開
宣
示
早
在
三
十
八
年
冬
南
郊
大
祀
時
，

曾
以
秘
定
儲
君
之
名
對
上
天
默
禱
：
﹁
以
所
定

之
子
若
賢
，
能
承
大
清
基
業
，
則
祈
昊
蒼
眷
佑
，

俾
得
有
成
；
若
其
人
弗
克
負
荷
，
則
速
奪
其
算
，

透
過
詩
中
意
境
，
我
們
除
了
可
以
看
出
阿
哥
們

寫
詩
心
境
大
不
相
同
之
外
，
又
據
院
藏
︽
帝
學
︾

實
物
考
察
，
因
此
還
發
現
其
中
一
位
阿
哥
的
﹁
一

字
之
改
﹂
。

按
阿
哥
長
幼
先
後
，
首
為
皇
四
子
永
珹
的

詩
作
。
此
詩
可
說
是
諸
皇
子
詩
作
之
中
，
最
為

恭
敬
戒
慎
的
一
首
。

 

儒
臣
第
一
妙
研
殫
︵
謹
案
本
傳
，
蘇
軾
稱
祖
禹
為
講

官
第
一
︶
，
仰
契
皇
心
論
不
刊
。
古
鑑
炯
如
蓍

蔡
奉
，
陳
編
珍
越
鼎
彝
看
。
數
千
年
上
窺
精

蘊
，
三
萬
言
中
得
肇
端
。
︵
帝
學
共
八
卷
，
計
二

萬
九
千
餘
字
︶

幸
荷
綸
音
勤
染
翰
︵
奉
命
子
臣
永
珹

等
六
人
各
繕
一
部
︶
，
豹
斑
粗
識
愧
童
觀
。
︵
圖

八
︶

詩
中
首
聯
前
二
句
語
帶
雙
關
，
雖
表
面
係
言
北

宋
儒
臣
范
祖
禹
竭
盡
心
力
將
︽
帝
學
︾
所
示
的

﹁
不
刊
之
論
﹂
︵
正
確
且
不
被
磨
滅
之
精
闢
言

論
︶
進
呈
給
哲
宗
，
以
示
忠
誠
；
然
而
皇
四
子

永
珹
亦
有
以
儒
臣
暗
喻
自
己
，
仰
望
皇
上
︵
父

親
乾
隆
皇
帝
︶
之
心
的
示
誠
意
味
。
其
後
的
頷

聯
及
頸
聯
，
主
要
讚
譽
︽
帝
學
︾
內
容
明
亮
彰

顯
，
如
同
占
卜
所
用
的
蓍
草
與
大
龜
般
，
足
可

奉
為
圭
臬
；
而
此
部
古
籍
所
教
導
的
道
理
，
較

之
古
代
祭
器
上
所
刻
示
內
容
更
為
珍
貴
。
尤
其

毋
悞
國
家
重
大
之
任
，
予
亦
可
另
行
選
擇
。
﹂
︵
註

八
︶
然
由
於
是
秘
密
立
儲
，
除
了
乾
隆
皇
帝
之
外
，

任
何
人
都
不
知
道
誰
將
是
未
來
接
位
的
幸
運
兒
。

因
此
，
諸
多
猜
測
及
惴
摩
上
意
等
種
種
作
為
便

持
續
展
開
，
不
斷
地
在
暗
中
被
運
作
著
。

一
件
甚
少
為
人
提
及
與
建
儲
相
關
的
案
子
，

即
是
發
生
在
四
十
一
年
七
月
。
七
月
十
七
日
舒
赫

德
上
奏
指
出
：
查
得
山
西
候
選
吏
員
嚴
譄
家
中

寓
所
，
有
一
張
呈
啟
給
四
阿
哥
的
紙
及
奏
摺
若

干
，
其
文
辭
狂
誕
不
法
，
殊
堪
駭
異
。
相
關
文

件
經
乾
隆
皇
帝
閱
過
後
，
大
為
光
火
，
隨
即
下

旨
徹
查
。
據
諭
旨
指
出
：
該
逆
犯
請
議
立
正
宮
、

論
述
宮
闈
內
情
，
荒
唐
悖
逆
。
其
呈
給
四
阿
哥

啟
帖
一
紙
，
尤
為
可
異
。
乾
隆
皇
帝
說
道
：
﹁
四

阿
哥
現
在
諸
皇
子
中
，
雖
屬
居
長
；
若
以
辦
事

而
論
，
六
阿
哥
所
管
事
務
較
多
，
何
以
轉
欲
向

四
阿
哥
投
啟
，
殊
不
可
解
。
﹂
經
皇
帝
詢
問
過

四
阿
哥
後
，
阿
哥
不
以
為
意
，
反
而
欲
暗
為
消

弭
此
事
。
這
使
乾
隆
皇
帝
更
為
生
氣
，
並
指
示

負
責
承
辦
此
事
的
舒
赫
德
、
阿
桂
、
英
廉
等
人

絕
不
可
迴
護
掩
飾
。
乾
隆
皇
帝
盛
怒
下
，
甚
至

說
出
﹁
豈
有
轉
畏
阿
哥
，
而
不
畏
朕
之
理
！
﹂
︵
註

九
︶

此
事
不
斷
延
燒
，
舒
赫
德
、
阿
桂
、
英
廉

等
人
隔
日
立
馬
奉
旨
查
辦
，
其
間
所
查
任
何
事

證
即
以
五
百
里
飛
遞
送
達
宮
中
。
乾
隆
皇
帝
則

分
別
於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
二
十
五
日
特
下
諭
旨
，

指
示
將
逆
犯
嚴
譄
交
九
卿
嚴
審
，
並
處
以
淩
遲

之
罪
。
從
事
件
發
生
、
訪
察
、
審
訊
，
到
處
決

結
束
，
時
間
不
到
一
週
。
這
究
竟
是
因
為
乾
隆

皇
帝
的
處
事
明
快
，
還
是
代
表
皇
帝
非
常
嚴
肅

看
待
此
一
事
件
。

顯
然
兩
者
兼
有
！
這
也
可
以
解
釋
為
何
四

庫
館
臣
會
在
當
年
九
月
接
到
乾
隆
皇
帝
諭
旨
，

須
將
六
位
阿
哥
所
作
︽
帝
學
︾
和
詩
鈔
錄
於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
之
中
。
由
於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七

月
嚴
譄
事
件
發
生
時
，
當
時
乾
隆
皇
帝
與
阿
哥

們
還
在
熱
河
避
暑
山
莊
秋
圍
駐
蹕
。
︵
註
十
︶

待

九
月
初
回
到
宮
中
後
，
乾
隆
皇
帝
便
下
了
這
道

諭
旨
。
雖
然
目
前
尚
未
找
得
嚴
譄
事
件
與
六
位

阿
哥
和
詩
被
鈔
入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
的
直
接

證
據
，
然
從
事
件
發
生
時
間
如
此
接
近
的
情
況

看
來
，
實
不
能
排
除
兩
者
間
的
密
切
關
連
。

六
位
皇
子
的
︽
帝
學
︾
和
詩

乾
隆
四
十
年
，
六
位
阿
哥
們
奉
旨
寫
下
和

詩
之
後
，
隔
年
九
月
將
詩
作
交
四
庫
館
臣
繕
錄
。 圖7　 〈敬錄帝學書成恭疊御題元韻〉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卷5 　清嘉慶5年武

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恭和御製題范祖禹帝學元韻〉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卷2　清嘉慶5年武
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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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寶

編
堪
續
，
宵
旰
堯
衷
比
例
觀
。
﹂
；
皇
十
一
子

永
瑆
：
﹁
太
史
編
書
典
制
殫
，
衢
州
投
進
溯
重

刊
。
如
斯
方
冊
真
資
用
，
合
是
巖
廊
不
厭
看
。

祭
海
三
王
皆
後
委
，
傳
薪
千
古
必
求
端
。
孤
踪

衘
感
應
何
極
，
今
日
常
蒙
聖
主
觀
。
﹂
；
皇

十
二
子
永
璂
：
﹁
臣
心
克
輔
主
心
殫
，
七
百
年

來
義
不
刊
。
治
要
垂
為
邦
國
守
，
幾
餘
宣
示
子

孫
看
。
校
書
葉
掃
循
庭
際
，
給
札
膏
焚
謹
席
端
。

天
藻
輝
煌
標
學
鏡
，
親
賢
念
典
仰
臨
觀
。
﹂
；

以
及
皇
十
五
子
永
琰
：
﹁
帝
王
勤
學
貴
心
殫
，

范
氏
編
摩
義
不
刊
。
三
代
規
模
於
古
會
，
千
秋

得
失
在
茲
看
。
衡
量
梨
棗
稽
年
表
，
聲
振
琳
琅

揭
簡
端
。
今
日
淵
源
滙
文
府
，
真
從
學
海
得
瀾

觀
。
﹂若

將
六
位
阿
哥
的
詩
作
羅
列
比
較
，
除
了

皇
四
子
永
珹
詩
作
別
有
他
意
之
外
，
其
他
不
管

是
皇
六
子
永
瑢
、
皇
八
子
永
璇
、
皇
十
一
子
永

瑆
、
皇
十
二
子
永
璂
，
還
是
最
終
真
正
的
繼
承

人
皇
十
五
子
永
琰
，
從
其
詩
句
中
可
看
出
眾
阿

哥
們
文
辭
務
典
，
只
不
過
在
偏
重
︽
帝
學
︾
書

中
執
守
聖
學
、
以
史
為
鑑
的
治
國
意
涵
之
餘
，

亦
各
自
以
不
同
的
嵌
入
式
語
法
向
父
皇
示
好
，

其
力
求
表
現
之
心
，
昭
然
可
見
。
像
是
皇
十
一

子
永
瑆
﹁
今
日
常
蒙
聖
主
觀
﹂
，
聖
主
即
指
乾

隆
皇
帝
，
特
別
的
是
，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
著

敢
踰
越
；
其
二
繕
寫
︽
帝
學
︾
並
非
出
於
本
意
，

乃
因
皇
帝
下
諭
旨
而
為
之
，
同
時
不
止
他
一
人
，

共
有
皇
子
六
人
繕
寫
，
以
此
暗
示
他
絕
無
以
皇

位
繼
承
人
自
居
的
念
頭
。

而
皇
六
子
永
瑢
之
詩
作
，
文
辭
俊
雅
，
用

典
最
佳
，
堪
為
六
篇
詩
作
之
上
等
。
然
即
使
有
如

此
詩
才
，
但
他
於
二
十
四
年
︵
一
七
五
九
︶
已
出

繼
為
慎
郡
王
允
禧
︵
一
七
一
一

∼

一
七
五
八
︶

孫
，
故
而
今
日
清
史
學
者
在
推
測
乾
隆
皇
帝
建

儲
人
選
時
，
常
將
其
排
除
在
外
。
其
詩
作
如
下
：

 

兩
閤
︵
邇
英
、
延
義
︶

陳
言
要
義
殫
，
先
經
繕
進

後
經
刊
。
︵
建
炎
中
，
禮
部
尚
書
謝
克
家
上
言
請
勅
祖

禹
之
子
宗
正
少
卿
沖
繕
本
進
覽
。
嗣
祖
禹
五
世
孫
擇
能
宰

高
安
刊
置
縣
齋
。
嘉
定
中
戶
曹
趙
汝
補
刊
︶

講
筵
不
愧

眉
山
譽
︵
謹
案
本
傳
，
蘇
軾
稱
祖
禹
為
講
官
第
一
︶
，

史
筆
應
齊
涑
水
看
︵
祖
禹
進
︽
唐
鑑
︾
十
二
卷
，
學

者
有
唐
鑑
公
之
目
︶
。
紙
墨
古
香
留
篋
裏
，
星
雲

宸
藻
冠
篇
端
。
執
中
聖
學
同
堯
舜
，
一
善
兼

資
備
監
觀
。
︵
圖
九
︶

至
於
其
他
阿
哥
的
詩
作
，
則
顯
得
通
達
順

理
，
但
力
求
表
現
。
各
詩
列
敘
如
下
：
皇
八
子
永

璇
：
﹁
聖
學
勤
師
古
訓
殫
，
嘉
謨
有
契
論
寧
刊
。

惟
精
惟
一
傳
心
接
，
求
治
求
安
運
掌
看
。
用
極

光
由
慎
乎
德
，
從
長
猶
念
執
其
端
。
曲
江
金
鑑

圖9　皇六子永瑢《帝學》寫本，其詩文辭俊雅，用典最佳，堪為六篇詩作之上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從
書
中
近
三
萬
言
的
文
字
，
可
一
窺
數
千
年
來

所
蘊
藏
的
古
人
智
慧
精
華
。
末
聯
謙
言
幸
而
皇

帝
下
諭
旨
命
皇
子
們
繕
寫
，
才
讓
自
己
淺
薄
的

視
野
得
以
窺
豹
一
斑
，
粗
淺
識
得
︽
帝
學
︾
的

重
要
性
。

從
皇
四
子
永
珹
詩
中
，
可
以
感
覺
他
欲
藉

此
詩
向
乾
隆
皇
帝
釋
出
的
忠
誠
意
圖
有
二
：
其

一
為
宣
示
其
身
為
子
臣
，
仰
望
皇
帝
之
心
，
不 圖8　清乾隆40年皇四子永珹《帝學》寫本，為諸皇子詩作之中，最為恭敬戒慎的一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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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寶

克
輔
主
心
殫
﹂
相
對
應
﹁
給
札
膏
焚
謹
席
端
﹂

兩
句
，
同
樣
也
可
以
感
受
到
其
身
為
子
臣
繕
寫

︽
帝
學
︾
係
奉
皇
命
所
為
，
不
敢
踰
越
的
君
臣

份
際
。
至
於
皇
十
五
子
永
琰
，
則
是
將
父
皇
得

意
的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
文
化
大
業
化
為
讚
辭

﹁
今
日
淵
源
滙
文
府
，
真
從
學
海
得
瀾
觀
。
﹂

由
此
可
知
，
六
位
阿
哥
們
對
於
奉
命
應
和
御
製

詩
，
其
謹
慎
與
重
視
的
程
度
，
顯
然
非
同
小
可
。

院
藏
︽
帝
學
︾
的
裝
幀
風
格

院
藏
由
皇
室
成
員
繕
寫
的
︽
帝
學
︾
，
共

有
四
部
，
其
中
三
部
為
乾
隆
皇
帝
的
皇
子
們
繕

寫
，
分
別
為
皇
四
子
永
珹
、
皇
六
子
永
瑢
及
皇

十
一
子
永
瑆
；
另
外
一
部
為
嘉
慶
皇
帝
的
次
子

綿
寧
阿
哥
︵
即
日
後
的
道
光
皇
帝
，
一
七
八
二

∼

一
八
五○

︶
繕
寫
的
︽
帝
學
︾
。

此
四
部
︽
帝
學
︾
雖
裝
幀
風
格
一
致
，
然

其
中
由
綿
寧
繕
寫
的
這
部
，
首
先
依
時
間
推
算
，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
一
七
七
六
︶
時
，
綿
寧
尚
未

出
生
；
再
者
，
此
部
雖
可
看
出
模
仿
痕
跡
，
然

不
僅
在
尺
寸
上
略
小
於
其
他
三
部
，
且
不
論
是

木
匣
的
外
觀
、
裝
幀
、
材
質
，
還
是
嵌
玉
位
置
，

均
與
其
他
三
部
明
顯
不
同
；
另
外
從
鈔
本
卷
前

除
謄
錄
皇
祖
乾
隆
皇
帝
的
御
識
、
御
題
之
外
，

並
恭
錄
父
親
嘉
慶
皇
帝
的
和
詩
，
再
加
上
綿
寧

自
己
的
一
首
和
詩
。
根
據
道
光
皇
帝
在
登
基
前

的
詩
作
集
︽
養
正
書
屋
全
集
定
本
︾
卷
四
︿
恭

和
御
製
題
范
祖
禹
帝
學
元
韻
﹀
，
推
知
其
詩
作

當
作
於
嘉
慶
九
年
︵
一
八○

四
︶
正
月
之
際
。
︵
註

十
一
︶

可
以
得
知
該
部
乃
是
嘉
慶
皇
帝
即
位
後
才

下
令
未
來
皇
位
繼
承
人
綿
寧
繕
寫
而
成
，
與
其

他
部
︽
帝
學
︾
繕
寫
時
間
不
同
。
︵
圖
十
一
︶

至
於
院
藏
皇
四
子
永
珹
、
皇
六
子
永
瑢
及

皇
十
一
子
永
瑆
分
別
繕
寫
的
︽
帝
學
︾
，
從
其

內
外
繕
寫
雅
緻
、
裝
幀
精
美
，
以
及
形
式
一
致

看
來
，
顯
然
係
同
一
段
時
間
完
成
製
作
。
然
而
，

這
幾
部
︽
帝
學
︾
究
為
何
時
製
作
完
成
？
筆
者

為
此
查
找
︽
清
宮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檔
案
總
滙
︾

的
乾
隆
四
十
年
及
四
十
一
年
這
兩
年
期
間
︽
各

作
成
做
活
計
清
檔
︾
所
有
作
坊
記
錄
，
然
逐
一

翻
閱
後
，
僅
發
現
在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九
月
︿
熱

河
隨
圍
﹀
有
︽
帝
學
︾
製
作
記
載
：

 

初
十
日
，
太
監
常
寧
傳
旨
：
照
春
好
軒
現
設

紫
檀
木
雕
紋
錦
邊
硯
盒
，
做
得
雕
迴
紋
邊
紫

檀
木
書
套
匣
樣
一
件
，
並
請
蓋
上
嵌
玉
廂

︵
按
：
廂
字
應
為
鑲
字
︶
嵌
一
塊
配
一
部
。

欽
此
。
於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寫
，
照
春
好
軒
硯

盒
樣
，
做
得
迴
紋
邊
紫
檀
木
書
套
匣
樣
一
件
，

圖11　 清嘉慶9年正月綿寧《帝學》寫本，除了恭錄皇祖乾隆皇帝的題識及詩之外，亦謄錄皇父嘉慶皇帝〈味餘書室恭和詩〉。紫檀木盒及函套裝幀
係仿乾隆朝《帝學》做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　 皇十一子永瑆《帝學》寫本，錄於《欽定四庫全書》詩中「今日常蒙聖主觀」，在繕寫本裏被改成今日「猶」
蒙聖主觀。（最末一行下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錄
作
﹁
常
﹂
字
，
卻
在
其
繕
寫
的
︽
帝
學
︾
鈔

本
中
，
被
剜
改
成
為
﹁
猶
﹂
字
。
︵
圖
十
︶
今

日
雖
然
無
文
獻
資
料
可
追
溯
此
﹁
一
字
之
改
﹂

究
為
乾
隆
皇
帝
所
下
旨
意
，
還
是
永
瑆
阿
哥
自

己
要
求
修
改
的
，
但
修
改
時
間
肯
定
不
會
早
於

四
十
一
年
九
月
。
至
於
皇
十
二
子
永
璂
﹁
臣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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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
覽
。
奉
旨
：
向
裡
邊
查
玉
嵌
安
。
欽
此
。

於
本
日
，
太
監
如
意
交
白
玉
象
廂
︵
按
：
鑲
︶

嵌
一
件
。
傳
旨
：
著
在
︽
帝
學
︾
書
匣
蓋
上

嵌
安
。
欽
此
。
︵
註
十
二
︶

不
過
，
除
了
此
條
項
下
明
確
提
到
︽
帝
學
︾
兩

字
之
外
，
其
餘
關
於
鈔
本
及
紫
檀
木
盒
製
作
之

相
關
訊
息
，
則
付
之
闕
如
，
實
令
人
費
解
。
根

據
上
述
記
錄
，
皇
子
們
繕
寫
︽
帝
學
︾
所
搭
配

的
嵌
玉
紫
檀
木
盒
，
係
根
據
避
暑
山
莊
萬
樹
園

東
南
的
﹁
春
好
軒
﹂
陳
設
之
紫
檀
木
雕
紋
錦
邊

硯
盒
形
式
而
作
，
而
盒
蓋
嵌
有
白
玉
飾
樣
，
經

硯
盒
蓋
雕
龍
一
樣
，
畫
樣
呈
覽
。
欽
此
。
﹂
︵
註

十
三
︶

其
後
，
四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
廣
木
作
﹀
又

有
類
似
記
載
：
﹁
二
十
九
日
員
外
郎
四
德
、
庫

掌
五
德
來
說
太
監
如
意
交
詩
意
長
方
硯
一
方
︵
懋

勤
殿
刻
得
字
︶
；
紫
檀
木
長
方
匣
一
件
，
內
盛
漢
玉

雙
魚
佩
一
件
、
漢
玉
娃
娃
二
件
、
冊
頁
一
冊
；

嵌
玉
刻
字
填
金
紫
檀
木
盒
蓋
一
件
︵
盒
裏
雕
單
龍
戲

珠
︶
。
傳
旨
：
將
詩
意
硯
照
長
方
匣
外
面
樣
式
，

裡
面
照
盒
蓋
單
龍
戲
珠
樣
配
做
盒
樣
呈
覽
。
欽

此
。
﹂
十
二
月
初
一
日
將
做
好
樣
式
呈
給
乾
隆

皇
帝
覽
閱
，
得
到
的
指
示
是
﹁
奉
旨
：
照
樣
准

做
。
其
蓋
上
查
玉
嵌
安
做
樣
。
長
方
匣
並
盒
蓋

交
原
處
。
欽
此
。
﹂
︵
註
十
四
︶

由
此
可
知
，
寧

壽
宮
硯
盒
蓋
內
雕
單
龍
戲
珠
形
式
，
乃
仿
自
建

福
宮
花
園
內
的
延
春
閣
硯
盒
蓋
而
來
。
顯
然
盒

蓋
內
所
雕
的
單
龍
戲
珠
，
以
及
刻
字
填
金
字
樣
，

係
出
自
宮
中
常
用
於
盛
裝
墨
硯
，
或
者
玉
器
等

物
之
裝
飾
紋
樣
。
院
藏
幾
部
由
皇
子
們
繕
寫
的

︽
帝
學
︾
，
便
是
配
裝
著
蓋
內
雕
單
龍
戲
珠
及

刻
字
填
金
字
樣
的
紫
檀
木
盒
，
其
盒
樣
極
可
能

同
樣
參
考
自
﹁
嵌
玉
刻
字
填
金
紫
檀
木
盒
蓋
﹂

而
來
。
︵
圖
十
二
︶

註
釋

1.  

參
︹
元
︺
脫
脫
，︽
宋
史
︾
卷
三
三
七
，︿
范
祖
禹
傳
﹀
：
﹁
祖

禹
字
淳
甫
，
一
字
夢
得
。
其
生
也
，
母
夢
一
偉
丈
夫
被
金

甲
入
寢
室
，
曰
：
﹃
吾
漢
將
軍
鄧
禹
。
﹄
既
寤
，
猶
見
之
，

遂
以
為
名
。
﹂
，
臺
北
：
鼎
文
書
局
，
一
九
八
四
，
頁
一

○

七
九
四
。

2.  

參
申
慧
青
、
王
瑞
蕾
，
︿
論
范
祖
禹
︽
帝
學
︾
與
宋
代
的
皇

帝
教
育
﹀
，
︽
保
定
學
院
學
報
︾
第
二
五
卷
第
三
期
，
二○

一
二
年
五
月
，
頁
六
四―

六
八
。

3.  

有
關
南
宋
嘉
定
十
四
年
︽
帝
學
︾
的
重
刊
本
，
清
代
藏
書

家
及
現
今
版
本
學
界
對
此
一
版
本
的
看
法
稍
有
歧
異
，
或

主
張
該
本
為
刊
本
者
，
如
︹
清
︺
劉
承
幹
，
︽
嘉
業
堂
善

本
書
影
︾
，
收
入
︽
珍
稀
古
籍
書
影
叢
刊
︾
第
四
冊
，
北
京
：

北
京
圖
書
館
出
版
社
，
二○

○

三
，
頁
二
四
三―

二
四
八
；

或
有
主
張
該
本
為
活
字
本
者
，
如
︹
清
︺
葉
德
輝
，
︽
書

林
清
話
︾
，
臺
北
：
文
史
哲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八
，
頁
四

○

二―

四○

三
。
詳
見
熊
克
，
︿
是
清
省
園
藏
板
，
還
是

宋
活
字
本―

為
繆
藝
風
著
錄
宋
活
字
本
︽
帝
學
︾
及
有
關

問
題
辨
證
﹀
，
︽
四
川
師
範
學
院
學
報
︾
一
九
九○

年
第

一
期
，
頁
六
九―

七
五
。

4.  

參
︹
清
︺
于
敏
中
等
奉
敕
編
，
︽
欽
定
天
祿
琳
琅
書
目
︾

卷
二
，
︿
宋
版
史
部
﹀
，
清
乾
隆
間
內
府
寫
本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5.  

同
前
註
。

6.  

參
故
宮
博
物
院
編
，
︽
味
餘
書
室
全
集
定
本
︾
，
收
入
︽
故

宮
珍
本
叢
刊•

清
代
御
製
詩
文
集
︾
，
海
口
：
海
南
出
版

社
，
二○

○
○

年
六
月
。

7.  

有
關
清
代
皇
帝
建
儲
經
過
的
相
關
論
文
甚
多
，
此
處
僅
列

與
乾
隆
皇
帝
立
儲
事
宜
較
為
相
關
者
，
如
張
玉
芬
，
︿
乾

隆
建
儲
始
末
﹀
，
︽
遼
寧
師
範
大
學
學
報
︾
一
九
八
八
年

第
二
期
，
頁
七
七―

八
二
；
朱
誠
如
，
︿
乾
隆
建
儲
與
訓

政
述
評
﹀
，
︽
故
宮
博
物
院
院
刊
︾
二○

○
○

年
第
四
期
，

頁
一―

十
一
；
楊
永
康
，
︿
︽
欽
定
古
今
儲
貳
金
鑑
︾
與

乾
隆
帝
之
立
儲
思
想
﹀
，
︽
史
學
月
刊
︾
二○

○

六
年
第

十
二
期
，
頁
一
一
四―

一
一
八
。

8.  

參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九
月
初
九
日
內
閣
奉
上
諭
，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編
，
︽
乾
隆
朝
上
諭
檔
︾
第
九
冊
，
北
京
：
中
國

檔
案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一
，
頁
二
九
九―

三○
○

。

9.  

參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上
諭
，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編
，
︽
乾
隆
朝
上
諭
檔
︾
第
八
冊
，
頁
三
三
九―

三
四
一
。

10.  

據
﹁
軍
機
處
奏
摺
錄
副
﹂
，
臣
于
敏
中
謹
奏
：
﹁
本
年
八
月
，

阿
哥
隨
駕
木
蘭
行
圍
，
所
有
上
書
房
師
傅
謹
擬
阿
肅
、
周

煌
、
達
椿
、
吳
綬
詔
、
倪
承
寬
隨
往
，
為
此
謹
奏
。
奉
旨
：

知
道
了
。
欽
此
。
﹂
收
入
于
紅
霞
編
，
︽
清
宮
熱
河
檔
案
︾

第
四
冊
，
北
京
：
中
國
檔
案
出
版
社
，
二○

○

三
，
頁
五―

六
；
另
外
，
又
有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九
月
初
三
日
：
﹁
臣
于

敏
中
謹
奏
，
本
月
初
三
奉
旨
：
阿
哥
於
明
日
下
圍
後
，
即

行
啟
程
回
京
。
欽
此
。
所
有
書
房
輪
派
隨
來
之
阿
肅
、
周

煌
、
達
椿
、
吳
綬
詔
、
倪
承
寬
及
清
書
諳
達
德
爾
恭
應
隨

阿
哥
回
京
。
理
合
奏
聞
，
謹
奏
。
﹂
，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編
，

︽
乾
隆
朝
上
諭
檔
︾
第
八
冊
，
頁
三
九
二
。

11.  

見
故
宮
博
物
院
編
，
︽
養
正
書
屋
全
集
定
本
︾
，
收
入
︽
故

宮
珍
本
叢
刊•

清
代
御
製
詩
文
集
︾
，
頁
四
二
七
。

12.  

參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文
物
館
合
編
，

︽
清
宮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檔
案
總
滙
︾
第
三
九
冊
，
北
京
：

人
民
出
版
社
，
二○

○

五
年
十
一
月
，
頁
六○

○

。

13.  

參
︽
清
宮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檔
案
總
滙
︾
第
三
八
冊
，
頁

五
一
八
。

14  

參
︽
清
宮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檔
案
總
滙
︾
第
三
九
冊
，
頁

六
九
八
。

15.  

參
王
子
林
，
︿
乾
隆
太
上
皇
宮
寧
壽
宮
營
建
考
﹀
，
︽
故

宮
學
刊
︾
總
第
七
輯
，
二○

一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
頁

一
二
二―

一
四
三
。

比
對
院
藏
幾
部
︽
帝
學
︾
紫
檀
木
外
盒
後
，
其

蓋
上
確
有
嵌
玉
。

此
外
，
該
嵌
玉
紫
檀
木
盒
蓋
內
另
雕
有
單

龍
戲
珠
，
中
間
刻
字
填
金
﹁
子
孫
永
保
﹂
字
樣
，

極
有
可
能
是
依
照
宮
中
早
已
成
做
好
的
硯
盒
蓋

形
式
，
再
依
樣
製
作
而
成
。
此
點
可
根
據
乾
隆

四
十
年
十
月
︿
廣
木
作
﹀
：
﹁
初
四
日
，
員
外

郎
四
德
，
庫
掌
五
德
來
說
，
太
監
胡
世
傑
交
刻

字
填
金
紫
檀
木
硯
盒
蓋
一
件
︵
寧
壽
宮
︶

；
嵌
玉

刻
字
填
金
紫
檀
木
盒
蓋
一
件
︵
盒
裏
上
雕
一
龍
戲
珠
，

延
春
閣
︶
。
傳
旨
：
將
寧
壽
宮
硯
盒
蓋
照
延
春
閣

結
語

依
照
上
述
，
六
位
皇
子
們
繕
寫
︽
帝
學
︾
、

和
詩
，
以
及
嵌
玉
紫
檀
木
盒
的
製
作
，
均
非
同

一
時
間
完
成
。
係
早
在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冬
繕
寫
，

四
十
年
和
詩
，
而
遲
至
四
十
一
年
九
月
才
製
作

嵌
玉
紫
檀
木
盒
的
。
至
於
乾
隆
皇
帝
命
令
皇
子

繕
寫
︽
帝
學
︾
及
和
詩
的
原
因
，
顯
然
與
其
對

未
來
皇
位
繼
承
人
的
道
德
及
品
格
要
求
有
關
。

自
從
乾
隆
皇
帝
於
三
十
七
年
︵
一
七
七
二
︶

著
手
修
建
歸
政
後
處
所
﹁
寧
壽
宮
﹂
︵
註
十
五
︶
，

便
開
始
考
慮
到
未
來
的
皇
位
繼
承
人
事
宜
；
到

了
三
十
八
年
冬
南
郊
大
祀
，
不
但
採
取
秘
密
建

儲
，
並
以
所
定
皇
子
之
名
向
上
天
默
禱
﹁
以
所
定

之
子
若
賢
﹂
；
直
到
六
十
年
︵
一
七
九
五
︶
真

正
宣
布
隔
年
歸
政
，
於
嘉
慶
元
年
︵
一
七
九
六
︶

正
月
初
一
日
舉
行
傳
位
大
典
公
告
天
下
的
︿
太

上
皇
帝
傳
位
詔
書
﹀
所
提
：
﹁
皇
太
子
秉
性
謙

沖
，
臚
誠
固
讓
﹂
以
及
﹁
仁
孝
端
醇
，
克
肩
重

器
﹂
，
皆
不
難
看
出
乾
隆
皇
帝
下
旨
命
阿
哥
繕

寫
︽
帝
學
︾
及
和
詩
的
期
許
與
用
意
。
此
不
僅

是
針
對
未
來
皇
位
繼
承
人
所
出
的
一
道
試
題
，

更
重
要
的
是
藉
由
此
次
過
程
讓
繼
承
者
學
習
如

何
做
一
個
聖
主
明
君
，
同
時
亦
昭
示
著
乾
隆
皇

帝
在
德
與
才
之
間
，
仍
然
秉
持
著
以
德
取
人
、

賢
者
在
位
的
中
心
思
想
，
而
這
種
以
德
為
重
的

用
人
思
想
日
後
更
深
遠
地
影
響
到
嘉
慶
皇
帝
的

施
政
理
念
，
因
而
得
以
建
立
一
個
有
為
有
守
的

嘉
慶
時
代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圖12　 嵌玉紫檀木盒蓋內雕有單龍戲珠，中間刻字填金「子孫永保」字樣，
底座有迴紋邊雕樣，係依照宮中已成做之硯盒蓋形式製作。　國立故
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