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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巡禮

御
史
的
設
置
與
禪
濟
布
的
到
來

康
熙
六
十
年
︵
一
七
二
一
︶
受
朱
一
貴
事

件
影
響
，
清
廷
為
了
要
對
臺
灣
做
一
番
有
效
監

督
，
康
熙
皇
帝
依
據
順
治
十
六
年
︵
一
六
五
九
︶

所
制
定
之
由
兵
部
請
旨
、
差
派
大
臣
往
各
地
監

督
綠
旗
官
兵
辦
法
，
下
令
：
﹁
每
年
自
京
城
派

出
御
史
一
員
，
前
往
臺
灣
巡
查
，
此
御
史
往
來

行
走
彼
處
一
切
信
息
，
可
得
速
聞
。
凡
有
應
條

奏
事
宜
，
亦
可
條
奏
，
而
彼
處
之
人
，
皆
知
畏

懼
﹂
︵
註
一
︶
，
設
置
巡
視
臺
灣
監
察
御
史
。

雍
正
皇
帝
繼
位
後
，
將
巡
視
臺
灣
監
察

御
史
訂
定
為
正
式
官
制
，
並
且
擴
大
職
權
，

可
以
直
接
密
奏
，
成
為
天
子
耳
目
。
雍
正
五
年

︵
一
七
二
七
︶
為
加
重
御
史
的
官
威
，
進
而
把

原
屬
臺
廈
道
的
學
政
轉
交
巡
臺
漢
御
史
兼
理
。

雍
正
九
年
︵
一
七
三
一
︶
起
，
滿
、
漢
巡
臺
御

史
調
補
時
間
交
錯
的
規
定
之
外
，
任
期
由
原
本

一
年
一
任
轉
變
為
可
再
留
任
一
至
二
年
。
然
至

乾
隆
十
七
年
︵
一
七
五
二
︶
，
巡
臺
御
史
改
為

三
年
一
換
，
並
且
任
滿
即
回
北
京
，
不
必
再
留

駐
臺
灣
等
候
新
職
︵
註
二
︶

；
乾
隆
五
十
二
年

︵
一
七
八
七
︶
更
以
上
諭
正
式
裁
撤
，
從
此
巡

臺
御
史
的
臺
灣
巡
察
工
作
改
由
福
建
省
大
員
輪

流
來
臺
，
職
司
其
事
。

康
熙
六
十
一
年
，
首
任
滿
、
漢
巡
臺

御
史
吳
達
禮
︵
生
卒
年
不
詳
︶
與
黃
叔
璥

︵
一
六
八
二

∼

一
七
五
二
︶
抵
臺
，
除
設
平
糶

紓
解
民
困
，
運
米
賑
濟
澎
湖
，
倡
議
臺
灣
北
部

土
地
開
發
，
並
在
雍
正
元
年
︵
一
七
二
三
︶
奏

康
熙
六
十
一
年
︵
一
七
二
二
︶
巡
視
臺
灣
監
察
御
史
設
置
，
從
最
初
諭
令
：
﹁
每
年
自
京
城
派
出
御
史
一
員
，
前

往
臺
灣
巡
查
，
此
御
史
往
來
行
走
彼
處
一
切
信
息
，
可
得
速
聞
。
凡
有
應
條
奏
事
宜
，
亦
可
條
奏
，
而
彼
處
之
人
，

皆
知
畏
懼
﹂
為
起
始
，
歷
康
雍
乾
三
朝
，
巡
察
職
掌
逐
步
擴
大
範
圍
。
清
朝
第
二
任
滿
籍
監
察
御
史
禪
濟
布
為
期

三
年
的
巡
視
閱
歷
，
適
足
觀
看
巡
臺
御
史
設
置
初
期
，
監
察
御
史
對
清
政
權
治
臺
政
策
的
試
行
。

欽
差
駕
到

御
史
禪
濟
布
巡
視
臺
灣

賴
玉
玲

請
諸
羅
分
設
彰
化
縣
外
︵
註
三
︶
，
黃
叔
璥
尚
著

錄
有
巡
臺
期
間
對
民
情
土
俗
考
察
紀
錄
的
︽
臺

海
使
槎
錄
︾
一
書
。
︵
圖
一
︶

雍
正
二
年
︵
一
七
二
四
︶
，
清
世
宗
任
命

禪
濟
布
為
第
二
任
滿
籍
巡
臺
御
史
。
︵
圖
二
︶

禪
濟
布
是
滿
州
鑲
藍
旗
人
，
生
卒
年
不
詳
，
在

清
史
上
也
沒
有
留
下
太
多
生
平
記
事
，
卻
從
雍

正
二
年
到
雍
正
五
年
受
命
擔
任
巡
臺
御
史
期
間
，

經
歷
丁
士
一
︵
一
六
六
五

∼

一
七
三
二
︶
、
景

考
祥
︵
一
六
九
八

∼

一
七
七
八
︶
和
汪
繼
燝

︵
一
六
七
七

∼

一
七
二
八
︶
三
任
漢
御
史
，
是

清
廷
變
更
御
史
巡
臺
一
年
一
任
定
制
之
前
，
首

位
任
期
獲
得
延
長
的
巡
視
臺
灣
監
察
御
史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以
下
簡
稱
故
宮
︶
典
藏
的
清

代
奏
摺
中
，
留
有
禪
濟
布
在
臺
有
關
琉
球
船
隻

漂
泊
入
境
，
雨
水
、
田
禾
和
災
害
奏
報
，
營
務

訪
察
意
見
，
人
群
衝
突
和
原
住
民
歸
化
處
理
，

以
及
恭
請
聖
安
︵
圖
三
︶
的
紀
錄
。
自
巡
臺

御
史
設
置
始
，
禪
濟
布
蒞
臺
三
年
，
上
陳
多
達

圖1　清　黃叔璥　《臺海使槎錄》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清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禪濟布〈奏謝天恩蒙賜克食貂皮並報接任日期〉　雍正2年閏4月21日　8扣　故宮01120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清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禪濟布〈請安摺〉　雍正3年10月7日　3扣　故宮01121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61　故宮文物月刊·第414期 2017年9月　60

欽差駕到—御史禪濟布巡視臺灣

展場巡禮

五
十
件
之
多
的
摺
件
內
容
，
不
僅
可
以
一
窺
巡

臺
御
史
特
殊
巡
察
經
歷
，
其
相
較
首
任
巡
臺
御

史
長
的
任
期
，
也
適
可
推
助
清
廷
治
臺
理
念
的

實
現
。
本
文
將
從
故
宮
典
藏
的
五
十
件
禪
濟
布

有
關
的
奏
摺
中
，
擇
取
臺
灣
府
建
城
，
以
及
營

聚
日
繁
，
閭
閻
稠
密
，
而
背
山
面
海
，
一
望

曠
遙
，
既
為
四
方
雜
處
之
區
，
乃
無
一
尺
藩

籬
之
衛
，
奸
良
來
往
，
不
易
稽
防
；
倉
庫
監

獄
，
更
關
重
大
。
臣
再
思
維
，
乃
與
陞
任
監

察
御
史
臣
丁
士
一
、
鎮
臣
林
亮
、
臺
廈
道
臣

吳
昌
祚
，
公
同
確
商
，
建
城
則
工
料
浩
繁
，

壘
土
又
沙
浮
易
陷
。
臣
等
籌
酌
樹
以
木
柵
，

其
基
三
面
環
山
，
周
經
一
千
八
百
丈
，
每
丈

木
植
、
釘
鐵
、
灰
土
、
人
工
料
估
用
銀
肆
兩
，

木
長
壹
丈
陸
尺
，
下
栽
肆
尺
，
用
石
灰
沙
泥

填
築
，
以
吸
水
氣
，
以
杜
蟻
侵
，
木
梢
上
頂
，

釘
以
鈎
釘
，
用
木
板
上
中
下
橫
連
叁
道
，
大

鐵
釘
釘
固
，
每
隔
肆
拾
丈
蓋
小
望
樓
壹
座
，

上
安
砲
壹
位
，
撥
兵
支
守
於
要
衝
之
處
。
開

闢
四
門
，
各
築
高
大
門
樓
壹
座
，
安
設
砲
位
。

木
柵
之
西
，
兩
頭
俱
抵
海
邊
，
各
設
砲
位
，

千
、
把
總
輪
值
以
司
啟
閉
，
以
固
屏
障
。
臣

與
陞
任
御
史
臣
丁
士
一
、
鎮
臣
林
亮
、
臺
廈

道
臣
吳
昌
祚
暨
各
文
武
弁
員
，
皆
協
力
公
捐
。

復
據
闔
郡
紳
矜
士
庶
人
等
咸
稱
臣
等
籌
畫
，

實
為
地
方
，
郡
有
垣
籬
，
民
更
安
業
，
相
率

環
署
，
諭
請
捐
輸
。
又
據
臺
灣
縣
知
縣
周
鍾

瑄
詳
同
前
由
士
民
皆
懽
忻
踴
躍
，
自
壹
貳
尺

起
至
壹
貳
丈
不
等
，
並
無
抑
派
，
樂
願
捐
備
。

今
據
臺
廈
道
吳
昌
祚
擬
擇
本
月(

按
雍
正
三
年

三
月)

貳
拾
柒
日
興
工
，
仍
經
報
明
督
撫
，
專

委
臺
灣
縣
知
縣
周
鍾
瑄
親
董
其
事
，
經
理
收

支
，
召
匠
購
料
，
工
完
造
冊
報
銷
︙
︙
。
︵
圖

五
︶

繼
康
熙
朝
在
臺
文
武
官
員
陸
續
提
議
採
用
木
柵
、

莿
竹
、
土
堆
等
形
式
，
以
及
諸
羅
、
鳳
山
有
迫

切
需
求
而
採
行
變
通
性
築
城
之
後
，
禪
濟
布
在

雍
正
時
期
所
提
，
包
含
建
築
材
料
、
工
法
、
形

式
、
配
置
，
並
將
經
費
來
源
和
監
造
人
員
逐
一

詳
述
的
興
建
臺
灣
府
城
主
張
，
獲
得
清
世
宗
批

示
：
﹁
此
建
築
木
柵
一
事
，
籌
畫
甚
屬
妥
當
，

深
為
可
嘉
﹂
。
雖
然
僅
僅
是
一
座
木
柵
城
垣
，

卻
是
清
廷
堅
持
臺
灣
無
庸
建
城
的
治
理
前
提
下
，

首
次
正
式
批
准
建
城
，
為
臺
灣
的
城
池
發
展
建

立
了
新
里
程
碑
。
經
過
禪
濟
布
倡
議
，
地
方
文

武
要
員
周
鍾
瑄
、
林
亮
等
監
造
，
以
及
地
方
紳

耆
、
士
民
展
開
捐
納
興
築
臺
灣
府
城
。
該
年
十

月
為
不
負
皇
帝
委
任
，
禪
濟
布
又
奏
告
與
臺
灣

文
武
官
員
在
建
城
工
程
上
﹁
共
矢
冰
競
、
揆
日

課
工
﹂
，
終
於
在
雍
正
三
年
十
一
月
，
完
成
木

柵
形
式
的
臺
灣
府
城
建
築
，
也
開
啟
了
日
後
以

臺
灣
府
城
垣
為
中
心
所
展
開
的
歷
史
和
文
化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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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和
地
方
巡
察
事
蹟
，
檢
視
巡
臺
御
史
設
置
初

期
對
臺
灣
的
建
設
推
動
及
影
響
。

臺
灣
府
築
城

施
琅
︵
一
六
二
一

∼

一
六
九
六
︶
率
兵
平

臺
後
，
清
廷
為
海
防
考
量
，
將
臺
灣
納
入
版
圖
，

以
免
成
為
東
南
沿
海
各
省
禍
患
，
然
仍
將
臺
灣

視
為
化
外
之
地
，
並
無
積
極
經
營
之
意
，
因
而

採
無
庸
築
城
的
不
築
城
治
理
。

但
築
城
是
傳
統
防
禦
工
事
，
無
城
不
但
不

能
保
護
人
民
，
也
產
生
文
武
官
員
選
擇
僑
居
府
治

辦
公
，
不
敢
前
往
就
任
的
情
況
，
促
使
在
臺
地
方

官
吏
紛
紛
有
上
奏
建
城
之
舉
。
從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
一
六
八
四
︶
起
，
由
諸
羅
知
縣
季
麒
光
︵
生

卒
年
不
詳
︶
奏
請
，
用
開
捐
納
的
方
式
籌
措
建

城
費
，
隨
後
康
熙
二
十
六
年
︵
一
六
八
七
︶
，

臺
灣
總
兵
殷
化
行
︵
一
六
四
三

∼

一
七
一○

︶

到
任
，
提
出
請
親
入
山
得
木
材
，
興
建
木
城
。

康
熙
三
十
一
年
︵
一
六
九
二
︶
，
臺
灣
兵
備
道

高
拱
乾
︵
生
卒
年
不
詳
︶
提
議
由
清
廷
撥
款
、

地
方
捐
納
和
別
開
事
例
三
個
辦
法
，
解
決
城
工

需
費
。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
一
六
九
六
︶
，
郁
永

河
︵
一
六
四
五

∼

？
︶
到
臺
灣
紀
錄
採
硫
磺
行

跡
的
︽
裨
海
紀
遊
︾
中
，
提
及
﹁
近
有
建
議
植

竹
為
城
者
﹂
︵
註
四
︶
，
也
說
明
康
熙
年
間
已
經

出
現
建
築
莿
竹
城
的
構
想
，
但
如
同
之
前
各
種

建
請
一
樣
，
都
沒
有
能
獲
得
清
廷
的
認
同
。
直

到
康
熙
四
十
三
年
︵
一
七○

四
︶
，
因
為
鳳
山
、

諸
羅
兩
縣
官
員
奉
令
歸
治
，
由
諸
羅
縣
知
縣
宋

永
清
︵
生
卒
年
不
詳
︶
在
縣
治
所
在
，
興
築
﹁
定

縣
治
廣
狹
周
圍
六
百
八
十
尺
，
環
以
木
柵
，
設

東
西
南
北
四
門
，
為
草
樓
，
以
司
啟
閉
﹂
︵
註
五
︶

的
木
柵
建
設
︵
圖
四
︶
，
成
為
清
廷
沒
有
正
式

允
許
築
城
下
，
臺
灣
最
早
的
城
池
。
而
後
康
熙

六
十
一
年
鳳
山
和
諸
羅
兩
縣
受
到
朱
一
貴
事
件

影
響
，
為
增
強
防
衛
，
率
先
以
官
民
負
擔
經
費

方
式
，
先
後
出
現
堆
土
為
圍
的
土
城
；
然
而
作

為
臺
灣
咽
喉
的
府
治
，
卻
自
設
治
以
來
未
曾
有

建
城
工
事
。

巡
臺
御
史
禪
濟
布
抵
臺
後
，
做
為
天
子
的

耳
目
，
在
雍
正
皇
帝
﹁
應
奏
事
宜
絲
毫
莫
隱
奏

聞
﹂
的
指
示
下
，
專
責
監
察
臺
灣
吏
治
、
稽
核

地
方
行
政
外
，
也
留
心
地
方
事
宜
，
以
臺
灣
多

處
地
方
在
朱
一
貴
事
件
時
遭
遇
的
無
城
難
守
景

況
為
鑑
戒
，
率
先
在
雍
正
三
年
︵
一
七
二
五
︶

三
月
十
六
日
，
奏
請
臺
灣
府
治
建
城
：

 

臣
查
閱
郡
治
，
自
荷
國
恩
，
休
養
至
今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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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伍
改
革

禪
濟
布
在
雍
正
二
年
到
任
後
，
面
對
臺
灣

地
理
遼
闊
和
山
深
林
密
，
社
會
卻
多
無
室
無
家
的

游
民
，
唯
恐
不
肖
之
徒
作
奸
，
同
年
八
月
提
議
臺

灣
設
置
馬
兵
，
以
增
強
臺
灣
兵
備
。
早
在
朱
一

貴
事
件
時
，
臺
灣
總
兵
官
藍
廷
珍
︵
一
六
六
四

∼

一
七
三○

︶
已
提
出
自
內
地
帶
馬
，
換
人
不
換

兵
，
增
設
馬
兵
的
建
議
。
︵
註
六
︶

但
清
廷
卻
直

到
雍
正
三
年
八
月
，
才
依
據
禪
濟
布
奏
議
﹁
於

步
兵
額
數
內
，
將
四
十
三
營
馬
兵
酌
調
三
百
名

來
臺
﹂
，
批
准
臺
灣
各
營
設
馬
兵
，
擴
充
了
臺

灣
的
兵
備
，
促
成
臺
灣
軍
事
史
上
首
次
的
馬
兵

建
置
。針

對
兵
餉
因
臺
灣
人
口
內
附
而
減
少
，
禪

濟
布
主
張
把
臺
灣
、
鳳
山
、
諸
羅
、
彰
化
四
縣

留
儲
的
粟
米
就
地
做
變
通
：
留
下
臺
、
澎
各
營

需
支
給
兵
員
食
用
的
數
量
，
其
餘
改
折
價
收
取

銀
兩
充
做
兵
餉
；
或
是
採
取
存
七
糶
三
方
式
，

將
出
糶
的
粟
米
充
作
餉
銀
。
︵
圖
六
︶
臺
灣
兵

餉
因
而
不
必
全
來
自
中
央
藩
庫
，
也
就
解
決
了

清
代
治
臺
的
軍
事
和
財
政
問
題
，
實
際
上
也
成

為
應
對
臺
灣
移
墾
社
會
發
展
實
際
需
求
的
有
效

處
理
。
因
而
禪
濟
布
的
變
通
臺
灣
兵
餉
提
案
，

經
過
試
行
後
，
最
後
被
寫
進
︽
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例
︾
，
列
入
清
朝
定
制
。
︵
註
七
︶

地
方
治
理
與
控
制

雍
正
二
年
六
月
，
禪
濟
布
為
闡
釋
懷
柔
遠

人
的
上
意
，
對
漂
流
臺
灣
的
琉
球
國
船
隻
撫
卹
，

並
沿
途
保
護
其
返
回
︵
圖
七
︶
的
處
置
，
成
為

後
來
在
臺
官
員
處
理
臺
灣
海
域
因
洋
流
、
風
候

造
成
的
海
難
問
題
的
依
循
。

此
外
，
為
因
應
雍
正
皇
帝
繼
位
後
，
對
邊

疆
積
極
治
理
的
態
度
，
各
地
方
官
吏
致
力
於
勸

誘
不
受
統
馭
的
民
族
歸
化
，
以
彰
顯
聖
德
；
在

臺
灣
，
在
臺
官
員
也
不
時
出
現
有
原
住
民
歸
化

的
奏
報
。
然
而
雍
正
朝
汲
汲
推
動
原
住
民
教
化

的
同
時
，
漢
移
民
為
取
得
土
地
利
用
，
卻
往
往

罔
顧
禁
約
、
禁
令
，
侵
越
原
住
民
生
活
領
域
，

每
每
造
成
近
山
地
區
的
人
群
衝
突
。
禪
濟
布
面

對
臺
灣
邊
區
迭
起
的
殺
傷
事
件
，
自
雍
正
三
年

春
開
始
，
在
觀
察
過
臺
地
事
宜
後
，
遵
照
清
世

宗
﹁
招
撫
則
可
，
剿
摧
不
可
輕
動
﹂
指
示
，
極

力
推
行
以
招
撫
、
立
界
取
代
加
兵
於
部
落
，
禁

止
以
武
力
剿
殺
原
住
民
的
邊
區
治
安
策
。
︵
圖

八
︶
直
到
禪
濟
布
去
職
，
清
廷
再
派
兵
邊
區
，

但
禪
濟
布
所
堅
持
的
清
查
民
番
界
線
、
樹
立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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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的
舉
措
，
仍
是
後
來
在
臺
官
吏
在
用
兵
部
落

後
，
延
用
作
為
善
後
之
方
針
。

在
巡
臺
御
史
對
於
在
臺
文
武
官
員
及
營
伍

的
查
察
任
務
之
外
，
禪
濟
布
抵
達
臺
灣
後
，
在

雍
正
三
年
九
月
，
比
照
康
熙
年
間
施
琅
平
服
鄭

氏
政
權
，
因
澎
湖
及
鹿
耳
門
戰
役
獲
媽
祖
神
助
，

奏
請
敕
建
天
妃
祠
、
湄
洲
勒
敕
文
紀
功
及
加
封

﹁
天
后
﹂
稱
號
之
事
，
也
同
樣
將
清
軍
在
朱
一

貴
事
件
時
在
鹿
耳
門
登
岸
、
克
復
全
臺
的
成
就
，

歸
功
媽
祖
靈
驗
，
接
續
奏
請
表
彰
海
上
女
神
。

︵
圖
九
︶
︵
註
八
︶
因
此
雍
正
四
年
︵
一
七
二
六
︶
，

清
廷
依
據
禪
濟
布
奏
疏
，
御
賜
﹁
神
昭
海
表
﹂

匾
額
，
由
禪
濟
布
等
臨
摹
後
，
分
別
懸
掛
湄
洲
、

廈
門
和
臺
灣
府
三
處
媽
祖
廟
，
藉
盛
行
東
南
沿

海
的
海
上
女
神
信
仰
的
褒
揚
和
認
同
，
既
呼
應

了
百
姓
心
理
期
盼
和
精
神
慰
藉
的
需
求
，
也
從

而
確
立
政
權
的
合
法
性
，
並
對
乾
隆
朝
持
續
頒

賜
匾
額
頌
揚
媽
祖
的
舉
動
，
有
推
波
助
瀾
意
義
。

其
對
地
方
的
關
注
，
還
表
現
在
︽
重
修
福

建
臺
灣
府
志
︾
所
記
載
：
﹁
五
年
，
東
安
坊
民

楊
紹
芳
壽
百
七
歲
，
巡
察
禪
濟
布
、
景
考
祥
召

飲
以
酒
，
給
予
﹃
人
瑞
﹄
匾
額
﹂
︵
註
九
︶
，
藉

由
對
地
方
人
物
的
表
揚
，
涉
入
臺
灣
地
方
事
務
，

擴
大
了
監
察
御
史
的
職
掌
範
圍
。

結
論

跟
隨
五
十
件
與
雍
正
初
年
巡
臺
御
史
禪
濟

布
有
關
奏
摺
的
巡
察
陳
述
，
木
柵
形
式
府
城
的

興
建
，
保
衛
了
在
臺
官
員
和
人
民
的
安
全
，
提

升
臺
灣
內
部
自
身
防
禦
力
，
也
推
動
府
城
為
核

心
的
發
展
。
馬
兵
的
設
置
、
兵
餉
的
籌
措
，
以

及
邊
區
治
安
、
統
治
合
法
性
的
建
構
，
都
達
成

穩
定
臺
灣
社
會
秩
序
的
作
用
。

然
而
，
巡
臺
御
史
禪
濟
布
任
內
所
提
的
各

種
奏
請
，
由
於
臺
灣
氣
候
濕
熱
，
並
不
適
合
馬

匹
的
繁
殖
和
飼
養
，
以
致
雍
正
三
年
臺
灣
初
設

的
三
百
馬
兵
，
在
設
置
後
就
旋
即
被
裁
撤
。
為

執
行
臺
灣
府
城
興
建
，
築
城
經
費
的
勸
募
過
程
，

又
衍
生
出
禪
濟
布
和
漢
御
史
景
考
祥
各
自
與
在

臺
官
吏
樹
黨
、
互
控
情
事
。
但
巡
視
臺
灣
監
察

御
史
作
為
天
子
耳
目
，
由
禪
濟
布
任
內
﹁
稍
有

裨
益
地
方
者
，
靡
不
殫
思
竭
慮
，
實
力
舉
行
﹂

的
種
種
巡
察
行
事
，
不
僅
表
現
巡
視
臺
灣
監
察

御
史
設
置
初
期
，
對
於
執
行
雍
正
皇
帝
治
臺
理

念
的
認
真
任
事
，
也
彰
顯
巡
臺
御
史
職
務
從
專

責
監
察
臺
灣
吏
治
、
稽
核
地
方
行
政
，
轉
變
到

對
治
理
政
策
執
行
及
地
方
事
務
參
與
的
過
程
。

儘
管
禪
濟
布
最
終
也
是
在
巡
臺
御
史
一
職
上
，

因
臺
灣
府
城
所
衍
生
的
文
武
官
控
案
，
遭
遇
發

配
邊
疆
而
結
束
政
治
生
涯
，
但
是
巡
臺
期
間
不

單
在
善
盡
職
守
、
積
極
訪
查
失
職
不
法
，
以
及

各
種
在
臺
舉
措
，
對
於
日
後
巡
臺
御
史
的
巡
察

業
務
有
承
先
啟
後
的
作
用
，
更
對
雍
正
朝
臺
灣

政
風
整
飭
、
軍
備
加
強
、
社
會
穩
定
，
以
及
日

後
清
廷
的
臺
灣
治
理
，
留
有
不
可
抹
滅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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