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廣總督楊宗仁，〈恭繳硃批摺〉(局部)，雍正元年三月初九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宮022687。

硃批釋文： 湖南、湖北被滿丕、張連登、王之樞一等不堪之極三人，酷刻百姓。若非賴我皇考六十年深恩厚澤，淪浹百姓
骨髓，早已有大關矣。爾雖不曾向日為朕認識之人，爾之做官聲名，作人立志，早在朕洞鑒中矣。所以急急用
你，為朕料理，正在振作舉錯之際，不必來京。爾兩者屬員有貪濫並無能與老病，向日姑容之流，多多參處。
令以身家賠補虧空，以清地方錢糧。如有為有守者，不妨越格提擢數員，則民心悅而官吏知所向往從好矣。府
州縣因才器用，更調煩任，乃是好政。如此等爾只管放胆密摺奏來，朕批部准行。大 督撫下兵將，多不以為
事忽略，覽爾前任奏聖祖摺內，料理撫標之事，朕甚嘉悅。可曉諭兩撫加意操練標下兵丁。再府州縣革職留任
設法賠補虧空之舉，萬萬不可。如此等之事，不取于百姓，從何得來。再捐助一事，朕甚不悅。如當用者即動
用正項錢糧，如地方私自料理之小事，何必奏聞。如不肖督撫虛應捐助一萬之石，而加倍取之於百姓兩三萬，
不止拖欠錢糧，虧空倉庫，合盤筭來，所捐仍出於朝庭(廷)。如此等有害無益之舉，爾可竭力為朕改革。爾之
文武屬員即兩司總兵，朕亦從爾去就，爾可仰體朕信任之誠，敏勉踴躍為之，待地方大有起色，一切平妥時，
再請陛見。梓宮大事已過，爾就來亦趕不上盡禮，將料理封疆以仰報聖祖向日知遇之恩就是了。所賜聖祖仁皇
帝遺念之物。口諭爾家人矣！(押款：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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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如冰．耿介如石─從院藏楊宗仁奏摺看雍正帝的君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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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
潔�
如
冰
．
耿
介
如
石─

�
從
院
藏
楊
宗
仁
奏
摺
看
雍
正
帝
的
君
臣
關
係

鄭
永
昌

「

廉
潔
之
守
，
如
冰
在
淵
，
耿
介
之
性
，
如
石
彌
堅
。」

這
是
雍
正
四
年︶

一
七
二
六︵

清
世
宗
給
去
世
不
久
的

湖
廣
總
督
楊
宗
仁︶

一
六
六
一
｜
一
七
二
五︵

一
首
挽
詩
中
的
讚
美
之
詞
。
詩
句
中
反
映
清
世
宗
對
楊
宗
仁
生
前

為
官
清
廉
、
個
性
耿
直
、
操
守
謹
持
的
肯
定
與
賞
識
；
另
方
面
也
體
現
出
清
世
宗
對
其
治
下
一
位
官
員
行
事
作
風

與
態
度
的
期
許
與
要
求
。
本
文
即
透
過
楊
宗
仁
遺
留
下
來
的
硃
批
奏
摺
，
談
談
雍
正
帝
的
君
臣
關
係
。

眾
所
周
知
，
清
世

宗
登
基
之
初
，
為
了
大

力
整
頓
康
熙
皇
帝
治

世
晚
年
官
場
吏
治
敗

壞
，
結
黨
營
私
、
貪
污

成
風
、
侵
蝕
錢
糧
的

批
奏
摺
共
計
二
萬
三
千
餘
件
，
其
中
大
多

來
自
各
省
封
疆
大
吏
向
皇
帝
問
安
的
請
安

摺
、
獲
皇
帝
慰
勉
賞
賜
繕
摺
奏
謝
的
謝
恩

摺
、
奏
報
地
方
公
務
的
奏
事
摺
、
以
及
密

報
官
員
不
法
情
事
的
密
摺
。
在
奏
摺
上
，

清
世
宗
不
憚
勞
苦
，
詳
細
批
示
，
動
輒
數

十
百
字
的
硃
批
，
不
僅
清
楚
表
達
出
清
世

宗
對
大
臣
為
官
行
事
的
態
度
與
想
法
，
也

具
體
反
映
君
臣
間
建
立
情
誼
與
慰
問
互
勉

的
親
密
關
係
。
透
過
這
些
硃
批
奏
摺
，
我

們
將
可
以
更
深
入
了
解
清
世
宗
的
個
性
，

其
對
官
員
嚴
苛
無
情
的
形
象
外
，
卻
另
有

溫
情
與
關
懷
的
一
面
。
院
藏
湖
廣
總
督
楊

宗
仁
的
奏
摺
即
是
其
中
最
佳
的
例
子
。

院
藏
楊
宗
仁
奏
摺
計
一
百
一
十
九

件
，
具
奏
時
間
集
中
於
雍
正
元
年
至
三

年︶

一
七
二
三
｜
一
七
二
五︵

，
從
出
任

湖
廣
總
督
後
，
直
至
任
上
病
逝
三
年
內
。

奏
摺
內
容
除
報
告
有
關
查
核
錢
糧
、
人
事

任
命
、
整
頓
營
伍
、
社
會
民
生
、
以
及
雨

水
糧
價
等
地
方
事
務
外
，
其
餘
多
屬
問
候

請
安
與
奏
謝
恩
賜
的
摺
子
，
而
從
中
將
可

充
分
體
現
出
身
為
地
方
大
吏
，
其
與
皇
帝

公
私
之
間
的
君
臣
關
係
。

惡
習
，
其
雷
厲
風
行
、
六
親
不
認
的
整
飭

手
段
，
造
成
許
多
不
法
官
員
遭
受
革
職
抄

家
、
追
贓
論
罪
的
下
場
，
也
導
致
外
界
對

清
世
宗
整
頓
吏
治
冷
峻
無
情
、
苛
刻
寡
恩

的
評
價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庋
藏
清
世
宗
的
硃



湖廣總督楊宗仁，〈請安摺〉，雍正元年四月初五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宮022688。

硃批釋文：朕安，爾方到任，所奏所行數事，朕實嘉之。真名行相符之好封疆大臣也。爾今統率文武，聖
祖若不曾賜過你翎子，賞帶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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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臣
得
體
：
楊
宗
仁
的
仕
宦
生
涯

楊
宗
仁︶

一
六
六
一
｜
一
七
二
五

︵

，
字
天
爵
，
原
屬
漢
軍
鑲
白
旗
，
清
世

宗
即
位
後
改
隸
漢
軍
正
白
旗
。
曾
祖
父
楊

年︶

一
七
一
三︵

甘
肅
巡
撫
岳
拜
曾
疏
薦

楊
宗
仁
出
任
西
寧
道
道
員
時
認
為
楊
宗
仁

「

老
成
練
達
、
有
守
有
才
。
邊
俗
番
情
，

素
所
熟
習」

。
可
見
他
為
官
處
事
練
達
，

才
守
兼
備
，
看
來
並
非
平
庸
無
能
之
輩
。

然
而
楊
宗
仁
仕
宦
生
涯
的
大
放
異
彩
，
卻

要
等
到
清
世
宗
登
基
以
後
。

康
熙
六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清
世
宗
登
基

後
，
厲
行
地
方
吏
治
的
革
新
，
對
各
省
大

員
人
事
任
命
作
出
大
幅
更
動
。
世
宗
在
藩

邸
時
期
，
早
已
深
知
楊
宗
仁
才
守
兼
優
，

即
位
之
始
，
馬
上
將
貪
婪
著
稱
的
總
督
滿

丕
撤
換
，
將
楊
宗
仁
自
廣
東
巡
撫
調
升
湖

廣
總
督
。
雍
正
元
年
三
月
，
楊
宗
仁
一
份

奏
謝
任
命
的
摺
子
中
，
清
世
宗
硃
批
道
：

「

爾
雖
不
曾
向
日
為
朕
認
識
之
人
，
爾
之

做
官
聲
名
，
作
人
立
志
，
早
在
朕
洞
鑒
中

矣
！
所
以
急
急
用
你
，
為
朕
料
理」

。
硃

批
中
清
世
宗
進
一
步
指
示
楊
宗
仁
對
該
省

貪
婪
無
能
之
輩
，
應
放
膽
多
多
參
處
，
不

能
姑
容
；
而
對
有
為
有
守
的
官
員
，
應
越

格
推
薦
，
藉
以
鼓
舞
地
方
吏
治
。
清
世
宗

對
楊
宗
仁
是
抱
著
深
切
的
期
望
，
即
使
隸

屬
皇
帝
所
轄
的
包
衣
家
人
，
對
宗
仁
請
安

奏
中
自
稱「

奴
才」

，
也
用
硃
筆
抹
去
，

賞
賜
有
加
： 

清
世
宗
對
楊
宗
仁
的 

關
懷
與
慰
勉

清
世
宗
處
事
是
非
分
明
，
治
理
官
員

也
是
好
惡
分
明
，
賞
罰
分
明
。
對
於
貪
婪

不
法
的
官
員
，
絕
對
是
鐵
面
無
私
，
苛
刻

無
情
，
但
對
於
有
守
有
為
的
官
員
，
同
樣

也
是
信
任
有
加
，
賞
賜
不
斷
。
他
對
楊
宗

仁
的
態
度
上
適
足
以
反
映
上
述
的
行
為
作

風
。
宗
仁
就
任
湖
廣
總
督
之
初
，
清
世
宗

即
賞
賜
他
翎
子
戴
。
在
楊
宗
仁
的
請
安
摺

中
硃
批
說
道
：

朕
安
，
爾
方
到
任
，
所
奏
所
行
數
事
，

朕
實
嘉
之
。
真
名
行
相
符
之
好
封
疆
大

臣
也
。
爾
今
統
率
文
武
，
聖
祖
若
不
曾

賜
過
你
翎
子
，
賞
帶
翎
子
。

鼓
舞
與
嘉
賞
，
是
清
世
宗
對
實
心
任

事
官
員
的
肯
定
，
也
是
他
愛
護
臣
工
的
深

刻
感
情
。
對
於
他
所
信
任
的
楊
宗
仁
，
賞

賜
不
僅
是
維
護
臣
工
體
面
，
甚
至
將
聖

祖
康
熙
皇
帝
生
前
御
用
之
物
頒
賜
宗
仁
，

希
望
他
能
感
念
聖
祖
知
遇
之
恩
，
盡
心
為

國
，
當
然
更
期
待
他
能
夠
為
當
今
朝
廷
竭

力
效
忠
。
清
世
宗
曾
撰〈

賜
總
督
楊
宗

仁〉

詩
，
對
楊
宗
仁
加
以
勉
勵
：

絳
節
金
章
制
上
游
， 

雄
藩
兼
控
主
恩
優
。

分
疆
名
帥
歸
鈐
轄
， 

繡
錯
方
州
待
運
籌
。

文
武
和
衷
群
吏
憲
， 

軍
民
一
體
大
臣
猷
。

殷
勤
早
夜
遵
天
語
， 

會
見
酬
庸
第
一
流
。

雍
正
元
年
五
月
間
，
楊
宗
仁
忽
患

重
病
。
據
楊
宗
仁
奏
摺
中
指
出
去
冬
痛

聞
聖
祖
皇
帝
賓
天
之
耗
，
打
擊
已
甚
；
又

在
赴
湖
廣
總
督
任
途
上
忽
聞
母
親
病
故
，

公
私
交
感
悲
戚
；
加
上
抵
任
後
湖
廣
諸
事

紛
煩
，
積
勞
成
疾
，
以
致「

鬱
塞
中
隔
，

非
嘔
吐
不
能
通
利
。
書
寫
細
字
，
頭
即
懸

暈」

。
宗
仁
進
一
步
奏
稱
：

臣
現
年
六
十
三
歲
，
氣
血
未
至
衰
頹
，

偶
染
病
痛
，
必
得
親
人
照
料
藥
食
，
庶

可
日
夕
辦
事
。
臣
妻
已
故
，
止
有
一
子

楊
文
乾
，
現
任
陜
西
榆
林
道
。…

…

計

今
一
十
八
年
，
父
子
總
未
見
面
，
臣
不

揣
冒
眛
，
泣
求
皇
上
俯
憐
臣
止
有
一

子
，
特
沛
鴻
慈
，
准
令
臣
子
文
乾
，
隨

臣
終
養
。

對
於
身
處
異
鄉
又
正
值
染
病
的
楊

宗
仁
，
字
裡
行
間
，
充
滿
著
孤
獨
無
依

湖廣總督楊宗仁，〈請安摺〉，雍正三年正月二十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宮022739。

硃批釋文：朕安，你好麼？楊文乾乃上等人材，著他好生勉為之，將來可成大器者。

繼
善︶

一
五
一
六
｜
一
五
五
五︵

，
直
隸

容
城
人
，
為
明
史
上
一
代
忠
烈
，
嘉
靖
年

間
因
彈
劾
權
臣
嚴
嵩
下
獄
論
死
。
清
史
載

楊
宗
仁
為
奉
天
遼
陽
縣
人
，
可
能
是
祖
父

楊
必
登
遷
居
關
外
後
的
紀
錄
。
父
親
楊
朝

正
，
順
治
、
康
熙
年
間
由
侍
衛
外
任
山
東

東
昌
府
知
府
。

楊
宗
仁
由
監
生
出
身
，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一
六
九
六︵

出
任
湖
廣
慈
利
縣
知

縣
，
後
遷
湖
南
衡
州
藍
山
縣
知
縣
，
歷
任

甘
肅
階
州
知
州
、
蘭
州
同
知
，
臨
洮
知

府
、
甘
肅
西
寧
道
，
陜
西
按
察
使
副
使
。

康
熙
五
十
三
年︶

一
七
一
四︵

出
任
浙
江

按
察
使
，
五
十
七
年︶

一
七
一
八︵

轉

廣
西
按
察
使
，
同
年
晉
升
廣
東
巡
撫
。

六
十
一
年︶

一
七
二
二︵

十
二
月
清
世
宗

即
位
不
久
，
授
任
湖
廣
總
督
，
雍
正
三

年︶

一
七
二
五︵

任
內
去
世
。
從
楊
宗
仁

三
十
五
歲
出
任
慈
利
縣
知
縣
，
正
式
展
開

其
仕
宦
生
涯
，
至
五
十
七
歲
晉
升
至
廣
東

巡
撫
。
整
整
二
十
餘
年
間
，
漫
長
的
為
官

經
歷
，
對
於
漢
軍
八
旗
出
身
的
人
員
而
言

算
是
相
當
少
有
，
或
許
遺
傳
自
乃
祖
耿

直
、
缺
乏
圓
融
的
個
性
，
導
致
他
在
仕
途

上
歲
月
蹉
跎
。
事
實
上
，
康
熙
五
十
二

批
改「

臣」

字
，
並
在
旁
書「

稱
臣
得

體」

。
反
映
出
清
世
宗
希
望
楊
宗
仁
彼
此

君
臣
相
稱
，
維
護
與
愛
護
臣
工
體
面
的
立

場
。
而
往
後
楊
宗
仁
所
呈
的
奏
摺
中
，
皆

看
到
他
確
實
謹
遵
世
宗
的
批
諭
，
稱
臣
具

摺
。



清世宗，〈上諭湖廣總督楊宗仁〉，雍正元年十一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宮022714。湖廣總督楊宗仁，〈奏覆遵凜上諭摺〉(局部)，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宮0227145。

硃批釋文：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即顏回亞聖，也只得不二過。並非不過也，但不可自恃一點操守，任性好勝，則諸事攔
隔，下情而不能通達矣。聞你尚氣些，凡不當動性而動者，皆屬肝病。天下事非可憐之人，即可笑之事，有何
可用性處。遇忍耐不得者，自覺是病，則魔力不能行也。凡事以和平謙順為主，順物事之性理，當寬則寬，非
我寬也；當嚴則嚴，非我嚴也。若任一己後天血氣之性，爾身為總督，威權之下，比不得皇帝前。人或懷殺身
成名之心，而諫庭諍以全令譽，在爾大吏前，誰樂為此無名之舉，以取日前實禍。謙謙下問，猶恐無取出良心
者，一自恃忍性，通省不過側目袖手笑觀而已。夫有何益，戒之，勉之！和平公正四字，當為終身誦，則邀眷
不盡也。燈下隨手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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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寂
寥
心
情
。
清
世
宗
閱
畢
後
隨
之
行
文

鎮
守
陜
甘
地
區
的
年
羹
堯
，
速
將
楊
文
乾

調
來
湖
廣
，
並
加
升
楊
文
乾
按
察
使
銜
隨

父
終
養
；
另
方
面
又
欽
命
御
醫
趙
士
英︶

一
六
七
八
｜
一
七
三
七︵

赴
湖
廣
協
助
診

治
。
趙
士
英
，
回
族
，
北
京
牛
街
人
，
歷

任
康
、
雍
、
乾
三
朝
著
名
御
醫
。
清
世
宗

肯
定
地
指
出
：「

趙
士
英
是
朕
深
知
的
好

大
夫」

。
對
於
楊
宗
仁
的
患
病
，
世
宗
關

心
慰
問
，
並
提
醒
楊
宗
仁「

趙
士
英
來

時
，
朕
已
有
旨
，
你
要
留
他
多
少
日
子
，

著
他
就
住
多
少
日
子」

；
又
說
到
：「

用

心
調
理
，
有
些
年
紀
人
，
斟
酌
一
妥
當
。

丸
藥
常
服
有
益」

；
同
時
頒
賜
宗
仁
蟾
酥

錠
、
離
宮
錠
、
噙
化
錠
、
鹽
水
錠
等
藥

物
，
供
其
驅
暑
、
防
病
之
用
。
對
於
皇
上

的
細
心
關
懷
，
屢
授
恩
典
，
現
存
楊
宗
仁

的
奏
摺
中
，
充
份
體
現
出
他
對
世
宗
無
限

感
激
，
力
圖
上
報
君
恩
之
情
。

清
世
宗
對
楊
宗
仁
為
官
是
深
切
期
許

與
肯
定
，
而
對
宗
仁
的
厚
愛
之
情
，
也
擴

及
楊
宗
仁
一
家
的
封
賞
與
恩
榮
。
例
如
雍

正
二
年
四
月
間
誥
封
楊
宗
仁
父
楊
朝
正
、

母
段
氏
一
品
諭
祭
；
雍
正
三
年
初
實
授
楊

文
乾
為
河
南
布
政
使
，
不
久
又
調
升
廣
東

巡
撫
任
。
所
謂
愛
烏
及
烏
，
世
宗
並
不
限

於
對
宗
仁
的
關
愛
，
對
他
兒
子
楊
文
乾
也

深
為
賞
識
。
湖
廣
總
兵
官
魏
經
國
曾
在
奏

摺
中
描
述
楊
宗
仁
行
事
作
風
：

查
督
臣
楊
宗
仁
到
楚
以
來
，
力
圖
興
利

除
弊
，
整
飭
一
番
，
做
一
好
官
，
以
答

皇
恩
。
但
其
為
人
似
覺
性
躁
，
而
欲
速

耳
。…

…

然
清
以
持
己
，
嚴
以
率
屬
，

勤
緊
辦
事
，
正
直
居
心
俱
在
聖
明
洞
鑒

之
中
。

對
於
魏
經
國
的
批
評
，
清
世
宗
稱
許

他「

所
奏
甚
公
直
，
與
輿
論
相
符」

，
但

世
宗
也
替
楊
宗
仁
說
話
：「

大
概
清
正
些

的
人
，
未
免
自
恃
，
多
犯
此
病」

。
世
宗

對
楊
宗
仁
，
可
謂
極
力
維
護
，
但
楊
宗
仁

急
躁
的
個
性
，
卻
引
起
君
臣
間
短
暫
的
風

波
。

鹽
法
風
波
： 

清
世
宗
對
楊
宗
仁
的 

信
心
危
機

身
受
皇
恩
的
楊
宗
仁
，
無
時
不
以
報

效
為
念
，
然
而
急
於
顯
示
政
績
的
心
理

下
，
卻
因
求
速
而
反
招
物
議
的
下
場
，
甚

至
造
成
清
世
宗
對
楊
宗
仁
為
官
行
事
的
信

心
危
機
。
雍
正
元
年
六
月
間
湖
廣
地
區
逐

漸
擴
大
的
鹽
法
減
價
風
波
，
即
是
其
中
的

例
子
。雍

正
元
年
初
楊
宗
仁
赴
任
後
，
洞
悉

湖
廣
地
區
鹽
商
虛
報
鹽
引
，
高
抬
鹽
價
；

官
員
貪
圖
鹽
規
，
中
飽
私
囊
。
鹽
商
與
地

方
官
員
私
相
勾
結
的
結
果
，
既
造
成
小
民

飽
受
鹽
貴
之
害
，
也
導
致
鹽
稅
被
私
吞
，

影
響
國
課
收
入
。
楊
宗
仁
念
及
國
計
民
生

受
害
既
深
，
因
而
提
出「

裁
革
鹽
規」

與

「

飭
減
鹽
價」

政
策
。
然
而
此
事
卻
引
起

地
方
鹽
商
的
強
力
反
彈
，
並
以
成
本
過
重

為
由
，
紛
紛
請
退
商
籍
，
並
上
書
巡
鹽
御

史
謝
賜
履
代
求
申
訴
。

謝
賜
履
向
中
央
上
奏
指
出
，
總
督

強
行
裁
減
鹽
價
後
，
市
場
出
現
混
亂
的

現
象
，
其
中
鹽
商
成
本
虧
折
，
不
願
行
銷

引
鹽
，
而
地
方
私
鹽
充
斥
，
小
販
乘
機
囤

積
，
以
致
市
場
並
未
因
鹽
價
下
降
而
安

定
，
反
而
因
地
方
囤
積
缺
鹽
而
鹽
價
大

漲
。
對
於
謝
賜
履
的
意
見
，
清
世
宗
批
示

總
督
會
同
鹽
臣
速
謀
妥
善
解
決
之
道
。
但

楊
宗
仁
不
僅
未
與
鹽
臣
酌
商
，
更
固
執
己

見
，
再
度
重
申
鹽
商
行
奸
謀
利
，
堅
持
裁

減
鹽
價
之
正
確
性
，
並
奏
請
中
央
欽
定
鹽

價
，
藉
以
壓
抑
商
人
的
抗
爭
。

楊
宗
仁
的
堅
持
，
是
希
望
釐
清
鹽
商

以
往
的
不
法
，
也
希
望
透
過
減
價
緩
和
百

姓
多
年
來
飽
受
鹽
貴
之
苦
。
但
當
鹽
商
透

過
中
央
官
員
施
加
壓
力
，
並
採
取
退
商
與

罷
運
鹽
斤
的
對
策
後
，
其
引
發
市
場
的
混

亂
究
非
楊
宗
仁
始
料
所
及
。
對
於
楊
宗
仁

的
任
性
固
執
，
清
世
宗
在
楊
宗
仁
辯
解
的

奏
摺
中
給
予
嚴
厲
申
飭
：

此
事
爾
料
理
不
堪
，
糊
塗
之
極
。
朕
原

諭
爾
同
謝
賜
履
會
議
具
奏
，
爾
不
會
鹽

臣
，
任
己
意
亂
奏
，
民
乃
朕
民
，
商
亦

是
朕
民
，
爾
身
為
大
吏
，
不
思
商
民
之

便
，
國
課
之
需
，
但
圖
沽
眼
下
一
身
之

名
，
不
管
國
家
商
民
一
體
，
今
至
不
可

行
之
時
，
仍
不
知
悔
。
從
前
偏
咎
，
反

乞
朕
欽
定
鹽
價
，
無
知
孟
浪
，
無
過
於

是
。
爾
可
將
朕
待
你
用
你
之
恩
，
捫
心

自
問
，
若
如
此
報
效
，
恐
非
朕
企
望
用

爾
之
心
也
。
想
是
病
昏
了
，
速
速
與
鹽

臣
確
議
妥
當
具
奏
。
少
有
行
不
通
，
偏

僻
執
著
，
粉
飾
自
為
之
舉
，
定
從
重
治

罪
，
決
不
輕
代︶

貸︵

。

清
世
宗
面
對
市
場
情
勢
的
混
亂
，
硃

批
中
不
僅
否
定
楊
宗
仁
為
民
除
弊
本
意
，

更
將
他
行
事
視
為
個
人
沽
名
之
舉
。
事
實



在
君
臣
之
間
的
退
讓
與
溫
語
中
平
息
。
世

宗
對
楊
宗
仁
的
不
滿
，
雖
由
於
宗
仁
的
好

性
偏
執
，
但
對
他
為
官
清
廉
，
操
守
持

慎
，
盡
心
為
國
的
行
徑
，
依
舊
是
維
繫
楊

宗
仁
得
以
眷
寵
未
衰
的
關
鍵
。

身
後
哀
榮
：
楊
宗
仁
死
後
的
評
價

雍
正
三
年
，
楊
宗
仁
身
體
狀
況
逐
漸

衰
微
，
二
月
間
一
份
奏
摺
中
指
出
他
左
耳

蔽
塞
，
右
耳
重
聽
。
至
六
間
，
雖
病
情
轉

急
，
猶
強
起
視
事
，
世
宗
得
知
宗
仁
病

情
惡
化
，
即
派
御
醫
馳
驛
療
治
，
並
晉
封

太
子
少
傅
，
七
月
間
藥
治
罔
效
，
溘
然
逝

世
。

楊
宗
仁
的
仕
宦
生
涯
，
因
清
世
宗

的
賞
識
得
以
更
上
層
樓
，
而
在
世
時
更

多
次
上
奏
望
能
進
京
陛
見
聖
顏
，
惟
直
到

死
前
，
仍
無
法
見
世
宗
一
面
。
世
宗
與
楊

宗
仁
，
無
疑
是
建
立
在
彼
此
相
惺
相
息
的

君
臣
關
係
中
。
楊
宗
仁
在
死
前
三
、
四
月

間
，
自
知
大
限
將
至
，
令
畫
工
繪
就「

承

恩
圖」

像
一
幅
，
以
誌
不
忘
世
宗
的
恩

遇
。
在
他
死
後
，
廣
東
巡
撫
楊
文
乾
令
子

楊
應
琚
進
呈
御
覽
，
以
慰
父
親
遺
願
。
世

宗
御
覽
後
，
睹
物
思
人
，
隨
之
親
賜
題

世
之
鑑
。
勉
為
之
！」
世
宗
對
楊
宗
仁
的

愛
護
眷
寵
，
不
僅
是
出
自
世
宗
對
宗
仁
戮

力
奉
公
，
持
忠
為
國
的
心
情
，
也
道
出
世

宗
對
舉
朝
官
員
，
期
望
能
一
如
楊
宗
仁
，

自
然
恩
遇
不
衰
。
世
宗
也
曾
公
開
提
到
：

「

漢
軍
中
公
正
不
阿
之
人
，
朕
皆
委
任
信

用
。
如
楊
宗
仁
持
身
剛
介
，
既
歿
之
後
，

尚
屢
邀
朕
恩」

。
楊
宗
仁
身
後
賜
祭
葬
，

諡
曰「

清
端」

，
雍
正
八
年︶

一
七
三○

︵

入
祭
北
京
白
馬
關
帝
廟
賢
良
祠
，
春
秋

奉
祀
。清

世
宗
對
待
治
下
臣
工
，
嚴
苛
無

情
，
稍
有
錯
失
，
不
留
情
面
，
院
藏
楊
宗

仁
有
關
鹽
法
風
波
中
遭
受
嚴
厲
申
飭
的
紀

錄
，
即
可
以
充
分
反
映
；
但
另
一
面
，
世

宗
對
清
持
耿
介
大
員
，
仍
能
心
存
包
容
，

慰
勉
關
懷
。
世
宗
待
人
，
其
賞
罰
分
明
的

個
性
，
清
晰
可
見
。
清
世
宗
在
藩
邸
時

期
，
聖
祖
康
熙
皇
帝
曾
御
賜
他〈

松
花
石

蒼
龍
教
子
硯〉

一
方
，
上
鐫
刻
著〈

一
拳

之
石
取
其
堅
，
一
勺
之
水
取
其
淨〉

，
其

言
取
石
以
堅
，
取
水
以
淨
的
訓
諭
，
比
之

世
宗
稱
譽
楊
宗
仁
為
官
廉
潔
如
冰
，
耿
介

如
石
，
確
可
相
互
輝
映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湖廣總督楊宗仁，〈請安摺〉，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宮020390。

硃批釋文：朕安，你好麼？新年大禧。爾兩省風調雨順，兵民樂業，諸凡如意順利也。

〈清 康熙 松花石蒼龍教子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文161，院2115箱。 
款文：一拳之石取其堅，一勺之水取其淨。賜胤禛。印款：體元主人、康熙宸翰。引首：五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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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所
構
成
的
物
資
供
需
相
互
依
賴
的
客
觀

情
況
。
執
意
孤
行
的
結
果
，
除
承
受
鹽
商

排
山
倒
海
般
的
抗
爭
聲
浪
，
本
欲
為
民
而

民
心
並
未
感
激
外
，
同
時
將
要
面
對
世
宗

皇
帝
對
他
的
信
心
危
機
。

雍
正
元
年
十
月
間
，
楊
宗
仁
自
行
具

奏
請
罪
，
並
願
恢
復
原
定
鹽
價
。
對
此
，

清
世
宗
仍
對
楊
宗
仁
頗
感
失
望
，
硃
批
中

指
出
：「

天
下
督
撫
若
皆
如
此
，
過
而
悔

之
，
不
敬
慎
其
初
，
則
朕
一
人
不
勝
其
勞

矣
！」

十
一
月
間
，
世
宗
透
過
內
閣
發
佈

上
諭
，
公
開
對
楊
宗
仁
加
以
申
飭
，
指
出

他「

意
氣
自
用
，
偏
執
己
見」

、「

任
意

偏
執
，
殊
失
大
臣
之
體」

。
得
知
皇
上
怒

氣
未
平
，
楊
宗
仁
再
次
上
疏
具
奏
請
罪
，

自
稱「

辦
事
愚
眛
，
不
諳
大
體」

、「

今

奉
皇
上
訓
示
，
臣
更
悔
悟
惕
凜」

等
語
。

這
道
奏
摺
，
看
來
緩
和
了
世
宗
的
不
滿
。

在
奏
摺
中
，
世
宗
緩
緩
地
提
醒
宗
仁
：

「

不
可
自
恃
一
點
操
守
，
任
性
好
勝」

、

「

聞
你
尚
氣
些
，
凡
不
當
動
性
而
動
者
，

皆
屬
肝
病」

、「

凡
事
以
和
平
謙
順
為

主
，
順
物
事
之
性
理」

、「
和
平
公
正
四

字
，
當
為
終
身
誦
，
則
邀
眷
不
盡
也」

。

鹽
價
風
波
總
算
告
一
段
落
，
信
心
危
機
也

贊
：粵

稽
往
代
，
崇
獎
勳
賢
， 

名
藏
太
室
，
身
畫
凌
煙
。

睠
余
良
佐
，
令
德
無
愆
。 

逮
事
聖
祖
，
開
府
旬
宣
。

暨
於
朕
躬
，
制
閫
斯
遷
。

廉
潔
之
守
，
如
冰
在
淵
， 

耿
介
之
性
，
如
石
彌
堅
。

嘉
乃
丕
績
，
湖
湘
澤
延
， 

未
遑
三
接
，
昔
用
拳
拳
。

茲
覽
遺
照
，
儀
度
凝
然
， 

清
風
亮
節
，
丹
青
是
傳
。

錫
以
宸
翰
，
煥
彼
瑤
編
， 

勗
哉
後
昆
，
永
紹
厥
先
。

「

廉
潔
之
守
，
如
冰
在
淵
，
耿
介
之
性
，

如
石
彌
堅」

，「

清
風
亮
節
，
丹
青
是

傳」

，
贊
詩
中
流
露
著
世
宗
對
楊
宗
仁
生

平
為
官
清
廉
、
個
性
耿
直
作
風
的
肯
定
。

雍
正
四
年︶

一
七
二
六︵

繼
任
湖
廣
總
督

李
成
龍
奏
摺
中
指
出
楊
宗
仁
任
內
致
力
整

頓
地
方
吏
治
，
革
除
陋
規
，
行
之
數
年
，

籌
畫
得
當
。
並
奏
稱
惟
循
其
成
例
，
不
事

更
張
。
世
宗
硃
批
道
：「

如
果
肯
實
力
如

楊
宗
仁
行
事
，
再
兼
爾
和
平
歷
練
，
有
何

可
諭
。
朕
之
酬
楊
宗
仁
，
可
以
為
天
下
後

上
，
楊
宗
仁
急
於
報
效
的
孟
浪
作
風
，
既

忽
視
利
益
背
後
商
人
與
官
員
間
層
層
勾
結

的
問
題
，
而
更
重
要
是
市
場
上
百
姓
對
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