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 故宮文物月刊‧第300期

生
皆
撰
文
評
述
其
書
法
：
﹁
金
人
尤
愛
重
其
書
，
書
宗
米

芾
，
上
溯
歐
褚
，
並
融
合
隋
唐
寫
經
書
體
，
行
筆
精
熟
，

或
瘦
或
粗
，
微
見
丁
頭
鼠
尾
，
頗
富
新
意
，⋯

。
﹂
樗
寮

先
生
手
書
釋
道
經
書
多
種
，
其
所
書
︽
金
剛
經
︾
已
知
著

錄
者
有
六
部
，
現
存
三
部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此
冊
即

為
其
一
，
從
其
款
署
得
知
為
其
六
十
八
歲
之
作
，
無
書
畫

題
跋
等
記
言
。
中
楷
寫
經
可
謂
其
代
表
書
風
，
詳
視
此
冊

端
嚴
中
帶
有
行
書
筆
意
，
氣
韻
靈
動
而
不
失
沈
著
穩
重
，

結
字
古
雅
，
秀
氣
而
勁
逸
，
全
經
一
氣
呵
成
。

︽
金
剛
經
︾
涵
蓋
﹁
般
若
部
﹂
經
典
的
思
想
，
在

所
有
大
乘
佛
典
中
般
若
類
經
典
出
現
最
早
，
而
各
類
般
若

經
典
中
︽
金
剛
經
︾
又
出
現
最
早
。
本
經
闡
說
般
若
波
羅

蜜
之
理
論
與
實
踐
，
空
與
慈
悲
的
理
念
為
思
想
的
兩
大
支

柱
，
謂
世
界
萬
物
空
幻
不
實
，
一
切
事
物
均
皆
無
常
，
如

夢
幻
泡
影
、
如
露
亦
如
電
，
瞬
息
即
逝
，
應
無
繫
、
無

念
、
無
所
住
、
無
執
著
，
方
能
了
知
實
象
，
而
獲
致
真
解

脫
。
此
外
，
︽
金
剛
經
︾
的
份
量
不
像
︽
般
若
心
經
︾
之

過
簡
，
亦
不
若
︽
大
般
若
經
︾
之
浩
瀚
，
能
說
般
若
之
空

慧
無
有
餘
蘊
，
簡
短
易
讀
，
頗
受
廣
大
信
眾
喜
愛
，
內
容

有
大
乘
經
典
所
共
有
之
較
量
功
德
的
經
句
，
以
顯
現
此
經

之
殊
勝
功
德
，
勸
導
大
眾
信
受
奉
行
，
故
古
來
傳
持
、
宣

誦
稱
盛
。
歷
代
寫
經
、
鈔
經
是
資
福
祈
願
之
一
途
，
張
即

之
此
冊
︽
金
剛
經
︾
將
中
國
書
藝
與
佛
教
寫
經
文
化
緊
繫

相
連
，
且
為
全
本
，
彌
足
珍
貴
，
實
為
稀
世
之
珍
本
。

葉
淑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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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
意
，
元
代
書
風
都
為
子
昂
所
籠
罩
，
秀
潤
甜
俗
，
元
浩
此

書
，
勁
健
古
雅
，
於
書
壇
亦
是
別
樹
一
幟
也
。

是
書
收
藏
印
章
，
無
元
、
明
公
私
印
記
，
清
代
為
內
廷

收
藏
，
編
入
秘
殿
珠
林
，
鈐
有
﹁
秘
殿
珠
林
﹂
、
﹁
秘
殿
新

編
﹂
、
﹁
珠
林
重
定
﹂
、
﹁
乾
隆
御
覽
之
寶
﹂
諸
璽
印
。
至

於
何
時
進
宮
已
不
可
考
，
唯
︿
妙
法
蓮
華
經
弘
傳
序
﹀
中
之

﹁
弘
﹂
字
，
其
末
筆
一
點
均
被
塗
消
，
乃
避
高
宗
弘
曆
名
諱

之
故
。

胡
進
杉





59 故宮文物月刊‧第300期

復
有
應
臨
終
、
殯
葬
、
合
婚
、
陞

遷
念
誦
之
用
，
並
雜
揉
佛
教
六

根
、
八
識
經
句
，
其
行
文
結
構
較

本
經
近
似
正
經
，
或
許
本
經
採
擷

該
經
片
段
再
加
以
演
繹
而
成
。

本
經
原
藏
清
宮
，
鈐
有
﹁
嘉

慶
御
覽
之
寶
﹂
及
﹁
宣
統
御
覽
之

寶
﹂
兩
印
。

胡
進
杉

甲
﹂
、
﹁
龍
虎
山
﹂
、
﹁
太
歲
﹂

等
，
故
本
經
歷
代
大
藏
均
未
收

錄
。

近
世
敦
煌
出
土
︽
佛
說
天

地
八
陽
神
咒
經
︾
一
種
，
與
本
經

經
題
相
似
，
該
經
雖
署
為
唐
朝
義

淨
所
譯
，
然
內
文
亦
頗
多
儒
道
用

語
，
今
人
已
定
為
疑
偽
，
其
內
容

較
本
經
為
廣
，
除
鎮
宅
、
安
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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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
珍
寶
，
價
值
不
斐
。

院
藏
內
府
彩
繪
本
︽
千
家

詩
註
︾
，
雖
選
自
謝
枋
得
選
註
，

然
內
容
仍
是
經
過
篩
選
，
以
適
合

宮
廷
啟
蒙
授
課
之
用
。
卷
一
選
七

言
絕
句
七
十
二
首
，
配
圖
五
十
五

幅
，
圖
旁
另
有
明
解
增
的
和
詩
。

選
詩
按
春
、
夏
、
秋
、
冬
四
季
，

多
為
詞
句
淺
近
、
易
讀
易
記
，
其

中
不
少
膾
炙
人
口
的
佳
句
名
篇
，

像
是
蘇
軾
︿
春
宵
﹀
的
﹁
春
宵
一

刻
值
千
金
﹂
、
王
安
石
︿
元
日
﹀

的
﹁
爆
竹
聲
中
一
歲
除
﹂
；
或

是
杜
牧
︿
清
明
﹀
、
劉
禹
錫
︿
烏

衣
巷
﹀
、
王
維
︿
送
使
西
安
﹀
、

朱
熹
︿
觀
書
有
感
﹀
、
張
繼
︿
楓

橋
夜
泊
﹀
等
名
詩
；
偶
雜
有
謝
枋

得
自
作
之
詩
︿
慶
全
庵
桃
花
﹀
、

︿
蠶
婦
吟
﹀
等
。

是
書
係
專
為
學
童
所
編
纂
的

蒙
學
讀
物
，
然
內
容
頗
具
深
度
。

此
本
抄
寫
雖
偶
見
小
瑕
，
然
圖
繪

線
條
細
膩
精
緻
，
用
色
鮮
艷
多

彩
，
與
選
詩
內
容
相
為
呼
應
，
充

份
呈
現
出
明
代
宮
廷
寫
繪
技
術
的

工
藝
成
就
。

許
媛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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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

這
份
紀
程
圖
冊
，
應
出
自

江
蘇
地
方
官
員
，
或
勘
查
路
線
的

嚮
導
處
官
員
之
手
，
經
比
對
乾
隆

朝
︽
起
居
注
冊
︾
所
記
聖
駕
駐
蹕

地
點
與
紀
程
圖
原
定
路
線
略
有
出

入
，
該
是
進
呈
御
覽
後
被
乾
隆
帝

更
改
修
正
有
關
，
卻
清
楚
透
露
出

官
員
們
規
畫
南
巡
的
最
初
構
想
。

鄭
永
昌

離
與
歷
史
源
流
，
古
跡
名
勝
如
香

埠
寺
、
高
旻
寺
、
平
山
堂
、
天
寧

寺
、
甘
露
寺
、
聖
恩
寺
、
金
山
、

焦
山
等
處
；
著
名
集
鎮
如
順
河

集
、
車
邏
鎮
、
平
望
鎮
、
邵
伯
鎮

等
地
；
水
利
工
程
如
惠
濟
閘
、
京

口
閘
、
清
江
閘
、
天
妃
閘
、
高
家

堰
、
車
邏
壩
等
，
反
映
出
地
方
官

員
規
畫
路
程
時
整
體
兼
顧
到
乾
隆

南
巡
遊
歷
觀
光
與
閱
視
河
工
的
用

營 次 日  期 路    段 里數

第一營 2月初4日 山東郯城縣五里鋪至江蘇徐州府宿遷縣葉家庄 21里

第二營 2月初5日 宿遷縣葉家庄至宿遷縣順河集馬家庄 65里

第三營 2月初6日 宿遷縣順河集馬家庄至淮安府桃源縣王家庄 73里

第四營 2月初7日 桃源縣王家庄至淮安府清河縣徐家渡 67里

第五營
2月初8日 清河縣徐家渡至淮安府山陽縣直隸廠 42里

2月初9日 山陽縣直隸廠

第六營 2月初10日 山陽縣直隸廠至山陽縣平橋 67里

第七營 2月11日 山陽縣平橋至揚州府寶應縣劉家堡 57里

第八營 2月12日 寶應縣劉家堡至高郵州十八堡 57里

第九營 ？ 高郵州十八堡至甘泉縣崇家灣 61里

第十營 2月13日 甘泉縣崇家灣至江都縣香阜寺 54里

第十一營
2月14日 江都縣香阜寺至江都縣高旻寺行宮 27里

2月15日 江都縣高旻寺行宮

第十二營 2月16日 江都縣高旻寺行宮至鎮江府丹徒縣金山行宮 31里

第十三營 2月17日 丹徒縣金山行宮至丹陽縣方瀆橋 61里

第十四營 2月18日 丹陽縣方瀆橋至常州府武進縣葉家村 76里

第十五營 2月19日 武進縣葉家村至無錫縣迎龍橋大營 73里

第十六、七營 2月20-25日 原  缺 不詳

第十八營 2月26日 蘇州府行宮至吳江縣南斗圩 55里

南巡所經江蘇省日期及道里數

營
行
宮
與
駐
蹕
範
圍
位
置
等
。

清
高
宗
在
位
六
十
年
間
，
先

後
於
乾
隆
十
六
年
、
二
十
二
年
、

二
十
七
年
、
三
十
年
、
四
十
五
年

與
四
十
九
年
計
六
次
南
巡
。
南
巡

之
舉
，
發
端
於
十
四
年
︵
一
七
四

九
︶
江
蘇
紳
民
奏
請
；
又
適
逢
母

后
六
旬
萬
壽
之
年
將
屆
，
擬
奉
慈

寧
南
遊
；
而
長
久
以
來
心
儀
康
熙

帝
南
巡
盛
況
，
遂
促
成
高
宗
決
定

於
乾
隆
十
六
年
作
首
次
南
巡
。

據
乾
隆
朝
︽
起
居
注
冊
︾

所
載
，
首
次
南
巡
自
乾
隆
十
六
年

正
月
十
三
日
啟
程
，
經
直
隸
、
山

東
兩
省
，
巡
幸
隊
伍
自
二
月
初
四

日
早
上
由
山
東
郯
城
縣
五
里
鋪
拔

營
出
發
，
是
日
進
入
江
蘇
省
宿
遷

縣
境
，
歷
二
十
三
天
，
至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離
江
蘇
省
境
。
全
程
計
十

八
站
，
經
徐
州
府
、
淮
安
府
、
揚

州
府
、
鎮
江
府
、
常
州
府
、
蘇
州

府
等
六
府
十
九
州
縣
，
全
程
一
千

零
四
十
二
里
，
計
駐
蹕
大
營
十
四

座
，
行
宮
三
座
，
另
建
尖
營
十
一

座
。
除
已
散
佚
的
十
六
、
七
兩

站
圖
冊
未
見
外
，
各
站
分
別
圖
示

出
官
員
所
規
畫
的
遊
幸
與
巡
視

據
點
，
並
說
明
各
據
點
位
置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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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日
，
黃
淮
並
漲
，
衝
毀
泗
州
城
，
自
此
泗
州
城
沉
於
洪

澤
湖
底
；
圖
中
泗
州
雖
繪
出
，
但
其
城
內
卻
洪
水
漫
漶
。

靳
輔
於
是
年
創
建
周
橋
︵
壩
長
十
四
丈
︶
、
高
良
澗
︵
壩

長
十
丈
二
尺
︶
、
武
家
墩
︵
十
丈
︶
、
唐
埂
︵
四
八
丈
二

尺
︶
及
古
溝
東
︵
三
四
丈
五
尺
︶
西
︵
五
三
丈
五
尺
︶
六

座
減
水
霸
，
隨
後
又
增
建
山
陽
運
河
鳳
陽
減
水
壩
；
圖
中

已
示
。四

、
康
熙
四
十
四
年
︵
一
七○

五
︶
，
建
成
天
妃

閘
︵
乾
隆
嘉
慶
時
，
改
名
惠
濟
正
閘
；
又
名
新
庄
閘
︶
；

四
十
九
年
︵
一
七
一○

︶
，
改
建
天
妃
閘
越
河
並
建
越
河

石
閘
。
圖
上
亦
標
示
出
天
妃
閘
位
置
。

從
黃
河
河
岸
陸
續
完
成
之
堤
壩
及
圖
上
標
示
地
名
的

變
遷
，
研
判
本
輿
圖
完
成
之
年
代
，
大
致
為
康
熙
十
九
年

以
後
，
河
督
靳
輔
︵
一
六
三
三—

一
六
九
二
，
明
崇
禎
六

年
至
康
熙
三
十
一
︶
完
成
六
壩
工
程
之
後
。
雍
正
以
後
完

成
之
工
程
名
稱
，
未
見
於
此
輿
圖
。
因
此
，
判
斷
製
圖
年

代
在
康
熙
年
間
。

︽
黃
河
圖
︾
本
圖
起
點
自
壺
口
；
承
清
初
本
經
義
治

河
之
餘
緒
。
︽
尚
書
．
禹
貢
︾
載
夏
禹
治
河
始
於
冀
州
，

曰
：
﹁
冀
州
，
既
載
壺
口
。
﹂
惟
圖
中
所
繪
黃
河
中
段
之

河
工
工
程
甚
詳
，
多
少
說
明
了
清
初
治
河
之
成
就
。

全
圖
以
大
青
綠
設
色
，
著
色
妍
麗
，
布
局
高
妙
；
畫

風
類
北
宗
手
法
。
圖
中
屋
舍
村
墎
，
纖
細
呈
現
。
其
間
則

山
勢
崔
巍
，
諸
山
並
列
；
河
勢
則
蜿
蜒
浩
蕩
，
若
非
親
覽

山
川
臨
摹
走
訪
，
安
得
如
此
巨
擘
。

林
天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