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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
明
史
稿
》
到
《
明
史
》——

　
　

雍
正
皇
帝
承
繼
王
朝
正
統
之
文
化
用
心

許
媛
婷

　
　

中
國
歷
代
政
權
的
更
迭
，
對

於
繼
任
或
新
建
立
的
王
朝
而
言
，

無
論
是
藉
由
何
種
手
段
得
天
下
，

在
儒
家
傳
統
政
治
文
化
的
影
響

下
，
無
不
從
思
想
的
統
治
策
略
著

眼
，
透
過
文
化
力
量
，
以
確
立
政

權
的
法
理
與
正
統
。
於
是
易
代
修

史
便
成
為
新
王
朝
統
治
手
段
的
一

環
，
將
政
治
與
史
學
緊
密
結
合
的

文
化
方
針
，
也
被
視
為
是
鞏
固
政

權
的
必
要
措
施
。

清
朝
以
外
族
入
主
中
原
，
馬
上
得
天

下
。
入
關
之
初
，
雖
蕩
平
明
末
流
寇
，
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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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臨
著
來
自
各
種
反
清
力
量
的
抗
爭
，
成

為
清
廷
在
統
一
過
程
中
的
一
大
阻
礙
。
當

時
的
政
治
局
勢

嚴
竣
，
迫
使
清

廷
調
整
對
漢
人

的
統
治
策
略
，

一
方
面
以
高
壓

政

策

迫

使

明

末
遺
民
就
範
，

另
一
方
面
則
採

取
懷
柔
手
段
以

拉
攏
民
心
，
藉

以
平
息
反
清
情

緒
。
清
順
治
初

年
，
有
幾
項
公

開
的
舉
措
，
正

是
懷
柔
的
最
高

表
現
，
包
括
為

前
朝
的
崇
禎
皇

帝
發
喪
、
舉
行

盛
大
的
祭
祀
儀

式
，
拜
祭
中
國

歷
代
帝
王
，
或

是
下
詔
設
館
纂

修
前
明
歷
史
，

在
在
意
味
著
宣
告
明
朝
已
亡
，
並
藉
此
彰

顯
清
朝
政
權
的
正
統
性
，
以
鞏
固
政
治
地

位
。

清
初
開
明
史
館
纂
修
︽
明
史
︾
，
是

清
朝
皇
帝
重
要
文
化
事
業
方
針
之
一
。
從

順
治
二
年
︵
一
六
四
五
︶
創
設
明
史
館
，

至
乾
隆
四
年
︵
一
七
三
九
︶
付
梓
出
版
，

其
間
歷
時
近
百
年
之
久
。
而
從
成
書
前
的

︽
明
史
稿
︾
到
︽
明
史
︾
成
書
後
的
刊

行
，
不
僅
集
結
了
眾
多
晚
明
清
初
士
人
的

心
血
，
同
時
透
過
對
前
代
政
治
得
失
的
論

述
，
為
清
朝
皇
帝
提
供
清
晰
而
寶
貴
的
歷

史
經
驗
；
更
重
要
的
是
，
書
中
內
容
詳

實
、
體
例
完
備
、
史
事
考
訂
，
以
及
校
刊

精
細
，
不
單
單
顯
示
出
清
朝
官
方
在
編
纂

史
書
上
的
高
度
統
合
能
力
；
其
用
力
之

勤
、
費
時
之
久
，
更
被
後
代
史
學
家
譽
為

是
繼
︽
史
記
︾
、
︽
漢
書
︾
、
︽
後
漢

書
︾
、
︽
三
國
志
︾
前
四
史
之
後
，
最
為

完
備
的
一
部
官
修
正
史
。

綜
觀
︽
明
史
︾
的
編
纂
過
程
，
自
順

治
初
揭
開
易
代
修
史
的
序
幕
，
直
至
刊

行
，
可
以
分
成
四
個
階
段
來
說
明
。
第
一

階
段
為
草
創
時
期
，
從
順
治
皇
帝
下
令
開

館
，
當
時
政
局
未
穩
，
所
以
史
館
工
作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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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僅
限
於
徵
集
史
料
；
第
二
階
段
則
為
奠

基
時
期
，
主
要
是
康
熙
皇
帝
下
令
兩
度
重

開
史
館
，
並
且
延
聘
著
名
私
人
史
家
參
與

修
史
，
先
後
撰
成
︽
明
史
稿
︾
進
呈
。
然

卻
因
為
內
容
與
官
方
政
治
立
場
互
為
牴

觸
，
以
致
遲
遲
無
法
定
稿
，
惟
在
纂
修
工

作
上
已
有
︽
明
史
︾
的
初
步
規
模
。

到
了
第
三
階
段
，
同
時
也
是
最
關
鍵

的
定
稿
時
期
。
雍
正
皇
帝
即
位
之
後
，
欲

完
成
父
親
康
熙
皇
帝
纂
修
︽
明
史
︾
的
遺

願
，
重
申
修
史
之
必
要
性
。
即
使
當
時
史

館
內
部
對
體
例
與
史
實
的
觀
點
歧
見
頗

多
，
然
在
雍
正
皇
帝
的
強
力
主
導
之
下
，

在
位
十
三
年
期
間
，
將
原
來
︽
明
史
稿
︾

的
稿
本
，
正
式
拍
板
定
案
，
確
立
了
︽
明

史
︾
的
成
書
。
第
四
階
段
，
則
是
最
後
的

付
梓
印
行
，
公
諸
於
世
。
乾
隆
皇
帝
登
基

後
，
除
了
命
人
核
校
，
並
修
正
舛
誤
外
，

四
年
即
令
付
梓
。
由
此
可
知
，
清
初
編
纂

︽
明
史
︾
，
除
了
顯
示
順
、
康
、
雍
、
乾

四
位
君
主
對
易
代
修
史
的
持
續
努
力
與
用

心
；
最
關
鍵
一
點
的
是
，
若
不
是
清
世
宗

雍
正
皇
帝
剛
毅
果
決
的
主
導
性
格
，
這
部

延
宕
多
年
、
始
終
爭
議
不
斷
的
︽
明
史
︾

恐
怕
無
法
在
短
短
時
間
便
能
定
稿
成
書
。

以
往
論
述
從
︽
明
史
稿
︾
到
︽
明
史
︾
的

成
書
，
多
半
著
重
在
康
熙
時
期
編
纂
︽
明

史
︾
的
複
雜
歷
程
，
卻
少
有
人
關
注
到
雍

正
在
︽
明
史
︾
成
書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與

貢
獻
，
本
文
纂
述
的
緣
起
，
正
是
為
了
讓

更
多
人
了
解
雍
正
皇
帝
為
確
立
王
朝
正
統

所
做
的
努
力
與
心
思
。

︽
明
史
︾
的
纂
輯
體
例
，
乃
繼
承

司
馬
遷
︽
史
記
︾
紀
傳
體
體
裁
，
內
容

記
載
自
明
洪
武
元
年
︵
一
三
六
八
︶
至
崇

禎
十
七
年
︵
一
六
四
四
︶
間
二
百
餘
年
歷

史
。
清
順
治
二
年
首
度
開
明
史
館
，
先
命

大
學
士
馮
銓
、
李
建
泰
、
范
文
承
、
剛

林
、
祁
充
格
為
總
裁
，
卻
因
時
局
動
蕩
，

人
才
有
限
，
而
中
斷
修
史
。

康
熙
皇
帝
即
位
後
，
先
於
四
年
︵
一 

六
六
五
︶
重
開
明
史
館
，
然
因
纂
修
︽
清

世
祖
實
錄
︾
而
停
止
。
到
了
康
熙
十
八
年

︵
一
六
七
九
︶
三
度
開
館
，
始
積
極
纂

修
。
而
從
十
八
年
至
四
十
八
年
︵
一
七○

九
︶
期
間
，
是
纂
修
︽
明
史
︾
的
重
要
時

期
。
當
時
康
熙
皇
帝
命
內
閣
學
士
徐
元
文

︵
一
六
三
四—

一
六
九
一
︶
為
監
修
、
張

玉
書
︵
一
六
四
二—

一
七
一
一
︶
為
總

裁
，
延
聘
浙
東
學
派
布
衣
學
者
萬
斯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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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
最
特
別
的
是
，
被
稱
布
衣

學
者
的
萬
斯
同
，
在
纂
修
︽
明
史
︾
過

程
中
，
佔
著
舉
足
輕
重
的
角
色
，
值
得
我

們
進
一
步
深
入
了
解
。
萬
斯
同
，
字
季

野
，
號
石
園
，
為
浙
江
鄞
縣
人
。
明
末
清

初
著
名
思
想
家
黃
宗
羲
︵
一
六
一○

—

一
六
九
五
︶
的
弟
子
，
同
時
也
是
浙
東
學

派
代
表
人
物
之
一
。
萬
氏
博
通
諸
史
，
明

亡
後
，
以
遺
民
自
居
，
不
願
出
仕
。
直
到

明
史
館
三
度
開
館
時
，
由
徐
元
文
力
薦
，

以
平
民
身
分
參
與
纂
修
，
但
不
署
銜
、
不

領
俸
。
然
是
書
發
凡
起
例
，
核
定
各
稿
，

︵
一
六
三
八—

一
七○

二
︶
，
攬
徐
乾
學

︵
一
六
三
一—

一
六
九
四
︶
、
毛
奇
齡

︵
一
六
二
三—

一
七
一
六
︶
、
朱
彝
尊

︵
一
六
二
九—

一
七○

九
︶
、
梅
文
鼎

︵
一
六
三
三—

一
七
二
一
︶
等
五
十
餘
名

學
者
參
與
編
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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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官
退
休
。
歸
鄉
之
際
，
將
萬
氏
審
定
的

︽
明
史
稿
︾
三
百
十
三
卷
私
自
攜
回
整

理
，
並
予
以
增
刪
修
訂
。
在
康
熙
五
十
三

年
︵
一
七
一
四
︶
時
，
先
將
二
百
零
八
卷

的
︿
列
傳
﹀
部
份
進
呈
朝
廷
，
在
其
進
呈

疏
中
提
及
：
﹁
計
其
簡
任
總
裁
，
閱
歷

四
十
二
年
，
或
筆
削
舊
文
，
或
補
綴
其

未
備⋯

⋯

﹂
也
因
此
，
多
數
史
家
認
為
王

鴻
緒
乃
是
依
萬
斯
同
舊
稿
而
增
削
改
綴
。

然
而
，
康
熙
皇
帝
閱
後
認
為
內
容
仍
頗
多

私
家
執
見
，
遂
擱
置
史
館
，
未
曾
復
議
。

而
王
鴻
緒
進
呈
的
這
批
稿
本
，
後
來
還
自

行
刊
印
出
版
。
因
為
此
事
，
歷
來
史
學
界

對
於
王
鴻
緒
的
評
價
始
終
兩
極
。
到
了
雍

正
元
年
︵
一
七
二
三
︶
，
王
鴻
緒
見
新
君

即
位
，
又
再
將
手
中
︿
本
紀
﹀
十
九
卷
、

︿
志
﹀
七
十
七
卷
、
︿
表
﹀
九
卷
，
及

︿
列
傳
﹀
二
百
零
五
卷
，
共
計
三
百
一
十

卷
的
稿
本
，
再
次
進
呈
雍
正
皇
帝
，
進
而

引
起
雍
正
對
纂
修
︽
明
史
︾
的
重
視
。
在

雍
正
的
主
導
下
，
後
續
修
史
工
作
又
啟
動

起
來
。雍

正
皇
帝
承
續
康
熙
皇
帝
先
前
奠

定
的
修
史
基
礎
，
在
元
年
七
月
，
便
以

隆
科
多
︵
？—

一
七
二
八
︶
、
王
頊
齡

︵
？—

一
七
二
五
︶
為
監
修
，
而
張
廷

玉
︵
一
六
七
二—

一
七
五
五
︶
、
朱
軾

︵
一
六
六
五—

一
七
三
六
︶
等
人
接
任
明

史
館
總
裁
。
由
於
萬
斯
同
舊
稿
已
不
復

得
，
張
廷
玉
等
人
遂
只
能
針
對
王
鴻
緒
的

稿
本
進
行
刪
改
，
並
增
補
修
訂
，
到
雍
正

十
三
年
︵
一
七
三
五
︶
，
全
書
定
稿
。
是

皇
帝
拍
板
定
案
，
共
歷
九
十
一
年
之
久
，

雖
在
乾
隆
四
年
刊
行
之
後
，
仍
數
度
修

史
，
然
史
稿
大
抵
定
於
雍
正
皇
帝
之
手
，

確
是
不
爭
事
實
。

︽
明
史
︾
的
成
書
，
歷
經
萬
斯
同
、

王
鴻
緒
、
張
廷
玉
等
人
，
以
及
史
館
諸
學

者
的
學
識
與
努
力
，
不
僅
體
例
訂
定
嚴

謹
，
史
料
蒐
集
詳
備
，
是
向
來
官
修
正
史

之
中
評
價
甚
高
的
一
部
史
書
鉅
著
。
全
書

完
整
應
有
三
百
三
十
六
卷
，
包
含
︿
目

錄
﹀
四
卷
，
及
︿
本
紀
﹀
二
十
四
卷
、

︿
志
﹀
七
十
五
卷
、
︿
表
﹀
十
三
卷
、

︿
列
傳
﹀
二
百
二
十
卷
。
本
院
所
藏
︽
明

史
稿
︾
與
︽
明
史
︾
版
本
眾
多
，
雖
非
全

備
，
然
仍
有
可
觀
之
處
。
以
︽
明
史
稿
︾

而
言
，
本
院
所
藏
除
了
此
次
展
出
的
雍
正

間
內
府
清
寫
本
；
更
有
由
王
鴻
緒
刊
刻
的

敬
慎
堂
本
。
然
敬
慎
堂
本
曾
歷
二
度
刊

印
，
一
次
是
在
康
熙
年
間
刊
行
，
另
一
次

是
在
雍
正
年
間
。
院
藏
此
部
從
版
心
下
方

﹁
敬
慎
堂
﹂
的
﹁
慎
﹂
字
缺
筆
，
即
為
避

雍
正
字
諱
，
而
知
為
雍
正
年
間
刻
印
。
此

次
﹁
雍
正
：
清
世
宗
文
物
大
展
﹂
中
展
出

的
︽
明
史
稿
︾
，
為
內
府
清
寫
本
，
是
雍

正
皇
帝
命
人
將
王
鴻
緒
進
呈
後
的
史
稿
，

重
新
謄
錄
之
後
，
以
交
付
武
英
殿
準
備
刊

刻
之
用
。
因
此
，
字
體
刻
意
書
寫
成
橫
輕

豎
重
的
匠
體
字
，
同
時
從
書
中
不
避
乾
隆

御
名
﹁
弘
曆
﹂
二
字
看
來
，
更
可
確
定
此

部
為
雍
正
皇
帝
在
位
期
間
定
案
。

另
外
，
院
藏
︽
明
史
︾
部
數
眾
多
，

除
了
有
多
部
是
乾
隆
四
年
由
武
英
殿
刊
刻

的
完
整
本
，
以
及
後
續
重
修
的
版
本
之

外
；
最
珍
貴
的
，
莫
過
於
此
次
展
示
的

︽
明
史
︾
初
印
校
樣
本
。
此
本
是
在
雍
正

任
內
下
旨
編
印
，
在
乾
隆
初
年
送
到
武
英

殿
梓
印
之
前
，
經
由
館
臣
校
樣
過
後
的
本

子
。
由
於
院
藏
僅
存
二
百
一
十
八
卷
，
雖

殘
缺
不
全
，
然
由
於
僅
有
一
部
，
仍
彌
足

珍
貴
。
書
中
不
時
可
以
看
到
館
臣
針
對
文

字
內
容
的
敘
述
，
予
以
貼
黃
修
改
；
或
因

當
時
乾
隆
皇
帝
已
經
登
基
，
故
為
了
避
皇

帝
名
諱
，
而
貼
黃
將
﹁
弘
﹂
字
缺
筆
，
或

將
﹁
曆
﹂
改
為
﹁
歷
﹂
字
。
然
透
過
館
臣

修
改
及
貼
黃
痕
跡
，
可
以
看
出
從
雍
正

十
三
年
定
稿
，
到
乾
隆
初
年
交
付
武
英
殿

刊
刻
之
前
，
清
廷
在
纂
修
前
朝
歷
史
時
站

在
承
繼
王
朝
正
統
的
立
場
及
態
度
上
的
斟

酌
與
考
量
，
極
具
史
料
價
值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書
編
修
完
成
後
，
初
未
刊
行
，
直
至
乾
隆

四
年
才
由
武
英
殿
正
式
刊
印
出
版
。
自
開

明
史
館
纂
修
︽
明
史
︾
以
來
，
迄
至
雍
正

《敕修明史》清內府清寫稿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本院典藏多部《明史》，此為其中一部。此部書眉
貼黃說明「每卷首行不用敕修二字」，知為交付武
英殿刊印前經校對清樣後的寫稿本。

皆
斯
同
所
為
。
他
終
日
孜
孜
矻
矻
，
手
不

釋
書
，
後
於
康
熙
四
十
一
年
︵
一
七○

二
︶
因
積
勞
病
逝
，
享
年
僅
六
十
五
歲
。

他
負
責
初
步
研
擬
審
定
的
︽
明
史

稿
︾
，
日
後
便
成
為
︽
明
史
︾
成
書
的
主

要
稿
源
。
在
萬
氏
歿
後
，
擔
任
總
裁
的
王

鴻
緒
︵
一
六
四
五—

一
七
二
三
︶
與
張
玉

書
、
陳
廷
敬
分
別
各
專
一
類
，
張
玉
書
負

責
︿
志
﹀
、
︿
書
﹀
，
陳
廷
敬
負
責
︿
本

紀
﹀
，
而
王

鴻
緒
則
負
責

︿

列

傳

﹀

部

分

。

後

鴻

緒

於

康

熙

四

十

八

年
因
附
議
奏

改

立

皇

太

子

事

，

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