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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寶
蓋棺誰論定? ─院藏〈多爾袞母子撤出廟享詔〉試析

墨
爾
根
王
：
睿
智
與
勇
氣
的
化
身 

多
爾
袞
︵
一
六
一
二—

一
六
五

○

︶
，
愛
新
覺
羅
氏
，
清
太
祖
努
兒
哈
齊

有
關
清
代
詔
書
的
撰
寫
、
製
作
與
頒

行
等
過
程
，
以
往
馮
明
珠
與
陳
熙
遠
兩
位

清
史
學
者
已
作
深
入
精
闢
的
研
究
。
本
文

重
點
將
從
清
代
官
方
對
政
治
人
物
評
價
的

角
度
出
發
，
透
過
與
本
詔
書
相
關
的
歷
史

資
料
文
獻
，
逐
一
檢
視
清
初
百
餘
年
間
多

爾
袞
歷
史
評
價
的
轉
變
與
時
代
背
景
間
的

問
題
。

蓋
棺
誰
論
定
？

─
院
藏
︿
多
爾
袞
母
子
撤
出
廟
享
詔
﹀
試
析

鄭
永
昌

詔
書
，
是
以
皇
帝
名
義
頒
布
，
讓
天
下
臣
民
知
悉
朝
廷
重
大
事
件
的

一
種
官
方
文
書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藏
清
代
詔
書
，
上
自
順
治

朝
，
下
迄
光
緒
朝
共
計
五
十
件
。
其
中
以
順
治
八
年
︵
一
六
五
一
︶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
多
爾
袞
母
子
撤
出
廟
享
詔
﹀
為
最
早
，
距
今
將
近

三
百
五
十
年
，
是
存
世
僅
見
一
份
有
關
順
治
朝
詔
告
多
爾
袞
罪
狀
，

反
映
清
初
皇
室
內
部
權
力
鬥
爭
的
歷
史
文
獻
。
清
代
官
書
對
此
段
歷

史
記
載
大
多
刪
飾
節
略
，
以
至
事
件
本
身
語
焉
不
詳
。
本
件
詔
書
作

為
最
原
始
史
料
，
保
存
著
事
情
原
貌
的
記
述
內
容
，
益
顯
其
歷
史
意

義
與
價
值
，
無
疑
的
是
一
件
國
寶
級
文
物
。

天
聰
五
年
︵
一
六
三
一
︶
，
仿
大
明

體
制
，
設
六
部
，
皇
太
極
即
以
多
爾
袞
明

識
政
體
，
能
鑒
別
人
材
，
諭
令
掌
管
位
居

六
部
之
首
吏
部
事
務
，
可
見
太
宗
對
多
爾

袞
的
肯
定
；
往
後
多
爾
袞
追
隨
太
宗
南
征

西
討
，
先
後
參
與
對
明
的
大
凌
河
之
役
、

征
討
漠
南
蒙
古
察
哈
爾
部
以
及
攻
克
朝
鮮

之
戰
。
多
爾
袞
皆
以
其
聰
慧
多
智
，
勇
而

有
謀
的
個
性
，
深
獲
太
宗
賞
識
。
崇
德
元

年
︵
一
六
三
六
︶
，
太
宗
建
國
號
清
，
大

封
諸
王
，
以
多
爾
袞
屢
立
戰
功
，
晉
封
其

為
和
碩
睿
親
王
。
當
時
多
爾
袞
才
不
過

二
十
四
歲
。
崇
德
三
年
︵
一
六
三
八
︶
，

多
爾
袞
被
授
﹁
奉
命
大
將
軍
﹂
一
銜
，
統

率
滿
族
各
路
軍
隊
，
正
式
展
開
對
明
朝
的

侵
略
戰
爭
。
清
太
宗
曾
致
書
多
爾
袞
說
：

　

 

朕
愛
爾
過
於
諸
子
弟
，
賚
予
獨
厚
，
以

爾
勤
勞
國
政
，
恪
遵
朕
命
也
。

多

爾

袞

是

深

切

體

會

到

皇

太

極
對
他
的
信
任
。
崇
德
六
、
七
年
間

︵
一
六
四
一—

一
六
四
二
︶
，
決
定
明
清

命
運
的
關
鍵
戰
役─

松
錦
之
役
，
多
爾
袞

沒
有
辜
負
皇
兄
對
他
的
重
用
。
在
多
爾
袞

的
率
領
下
，
清
軍
以
寡
擊
眾
，
大
敗
明
邊

守
將
洪
承
疇
，
連
下
塔
山
、
杏
山
、
松
山

以
及
錦
州
等
地
，
生
擒
洪
承
疇
，
逼
降
祖

大
壽
。
從
此
為
清
軍
入
主
中
原
奠
定
堅
實

的
基
礎
。

崇
德
八
年
︵
一
六
四
三
︶
八
月
間
，

清
太
宗
皇
太
極
無
預
警
的
崩
逝
，
因
而
引

發
清
朝
諸
王
爭
奪
帝
位
的
危
機
。
皇
太
極

死
前
，
掌
握
正
黃
、
鑲
黃
以
及
正
藍
三
旗

勢
力
，
其
三
十
四
歲
長
子
豪
格
，
不
僅
獲

得
三
旗
大
臣
將
領
的
擁
戴
，
同
時
也
獲
得

鄭
親
王
濟
爾
哈
朗
鑲
藍
旗
的
支
持
，
在
爭

取
帝
位
中
呼
聲
最
高
；
而
比
豪
格
尚
小
三

歲
的
多
爾
袞
，
即
使
功
勳
顯
赫
，
且
擁
有

同
母
兄
弟
多
鐸
與
阿
濟
格
兩
白
旗
的
奧

援
，
但
勢
力
仍
無
法
與
豪
格
抗
衡
。

面
對
大
臣
們
各
為
其
主
、
劍
拔
弩

張
的
情
勢
下
，
帝
位
競
爭
隨
時
引
爆
諸
王

間
的
內
訌
。
多
爾
袞
適
時
發
揮
其
睿
智
，

首
先
公
開
擁
立
皇
太
極
另
一
兒
子
，
年
僅

六
歲
的
福
臨
繼
位
，
並
拉
攏
鄭
親
王
濟
爾

哈
朗
，
提
出
雙
王
共
同
輔
政
的
主
張
。
其

考
量
一
方
面
既
維
持
著
兩
黃
旗
官
員
原
先

擁
有
天
子
家
人
的
優
勢
，
迫
使
他
們
放
棄

支
持
豪
格
爭
奪
帝
位
的
要
求
；
而
透
過
與

濟
爾
哈
朗
共
同
輔
政
，
無
形
中
也
排
除
了

皇
長
子
豪
格
政
治
上
的
影
響
力
。
支
持
福

多爾袞像

順治皇帝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清史圖典》，順治朝。

十
四
子
，
為
努
爾
哈
齊
大
妃
烏
喇
那
拉
氏

阿
巴
亥
所
生
。
同
母
兄
弟
有
英
親
王
阿
濟

格
、
豫
親
王
多
鐸
。
三
兄
弟
在
確
立
大
清

開
國
的
基
業
上
，
建
立
赫
赫
戰
功
，
而
多

爾
袞
尤
其
佼
佼
者
。

太
祖
天
命
十
一
年
︵
一
六
二
六
︶
，

多
爾
袞
受
封
貝
勒
。
太
宗
天
聰
二
年

︵
一
六
二
八
︶
，
十
六
歲
的
多
爾
袞
開
始

嶄
露
頭
角
。
在
首
次
隨
兄
皇
太
極
征
察
哈

爾
羅
特
部
，
即
以
戰
功
特
賜
﹁
墨
爾
根
岱

青
貝
勒
﹂
名
號
，
正
式
展
開
其
一
生
的
軍

旅
生
涯
。
墨
爾
根
，
是
滿
語M

ergen

一
字

的
音
譯
，
譯
作
﹁
聰
睿
﹂
，
其
後
多
爾
袞

爵
號
﹁
睿
王
﹂
，
即
由
此
而
來
。
許
多
官

書
紀
錄
中
，
亦
直
稱
其
墨
爾
根
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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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即
位
的
安
排
，
固
然
使
擁
護
多
爾
袞

陣
營
的
大
臣
們
倍
感
失
望
，
甚
至
意
圖
私

下
策
動
多
爾
袞
謀
取
大
位
，
但
多
爾
袞
竟

主
動
揭
發
陰
謀
，
並
將
鼓
動
謀
逆
的
官
員

論
罪
處
死
。
對
於
多
爾
袞
忠
貞
的
態
度
，

野
史
傳
聞
大
多
聲
稱
其
與
福
臨
生
母
，
皇

太
極
的
妃
子
莊
妃
間
三
角
戀
情
有
關
。
然

而
，
當
文
獻
上
無
法
獲
得
具
體
佐
證
的
情

況
下
，
不
如
從
多
爾
袞
身
為
滿
族
皇
室
成

員
，
深
受
太
宗
眷
寵
厚
愛
，
盡
忠
圖
報
輔

弼
幼
主
的
角
度
來
思
考
更
為
實
際
。

福
臨
的
繼
位
，
不
僅
使
大
清
皇
朝
避

免
了
一
次
血
腥
衝
突
，
也
為
大
清
皇
朝
得

以
集
中
全
力
應
付
山
海
關
內
政
權
更
迭
所

發
生
的
變
化
。
順
治
元
年
︵
一
六
四
四
︶

四
月
十
五
日
，
一
封
來
自
吳
三
桂
請
清
兵

入
關
的
信
函
，
正
為
清
朝
入
主
中
原
締
造

難
得
的
機
運
。
多
爾
袞
喜
出
望
外
，
短
短

六
天
之
間
，
清
兵
以
急
行
軍
的
態
勢
，
先

擊
敗
明
守
將
唐
通
於
一
片
石
，
全
軍
直
趨

山
海
關
。
二
十
二
日
黎
明
，
吳
三
桂
開
關

出
迎
，
山
海
關
一
役
，
大
敗
李
自
成
軍
，

並
晉
封
吳
三
桂
為
平
西
王
。
他
接
納
范
文

程
、
洪
承
疇
等
人
的
建
議
，
入
關
後
撫
恤

百
姓
，
整
飭
軍
紀
，
力
求
恢
復
秩
序
；
又

為
崇
禎
帝
發
喪
，
起
用
明
朝
官
員
，
廢
除

前
明
苛
稅
，
藉
以
穩
定
大
清
政
權
；
此
外

力
排
眾
議
，
堅
稱
定
都
北
京
，
以
實
現
太

祖
、
太
宗
兩
朝
入
主
中
原
的
宿
願
，
隨
即

派
員
迎
福
臨
入
關
。
多
爾
袞
在
審
時
度
勢

的
政
治
識
略
上
，
無
疑
是
大
清
入
關
之
初

擔
負
起
舉
足
輕
重
的
角
色
。

碩
德
豐
功
： 

從 

叔
父
攝
政
王 

到 

成
宗
義
皇
帝

順
治
元
年
十
月
十
日
，
福
臨
正
式

在
北
京
紫
禁
城
即
位
，
隨
之
頒
詔
於
天

下
，
並
以
多
爾
袞
功
高
，
加
封
他
為
﹁
叔

父
攝
政
王
﹂
。
在
賜
爵
冊
文
上
大
力
稱
許

多
爾
袞
：
﹁
幼
而
正
直
，
義
無
隱
情
，
體

國
忠
貞
，
助
成
大
業
﹂
；
又
說
他
﹁
佐
理

朕
躬
，
歷
思
功
德
高
於
周
公
。⋯

⋯

撫
定

中
原
，
迎
朕
來
京
，
膺
受
大
寶
，
此
皆
周

公
所
未
有
，
而
叔
父
過
之
。
﹂
叔
父
王
之

稱
，
是
清
初
親
王
以
上
之
爵
秩
，
為
對
親

王
中
建
大
功
勳
者
始
封
之
。
冊
文
中
以
多

爾
袞
的
碩
德
豐
功
，
不
僅
遠
邁
周
公
，
更

為
周
公
所
無
。
充
份
反
映
清
初
皇
室
肯
定

多
爾
袞
所
立
下
的
汗
馬
功
勞
。

在
多
爾
袞
的
領
導
下
，
清
廷
逐
漸
在

多爾袞撤出廟享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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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
，
並
立
刻
向
全
國
發
布
哀
詔
。
詔
書
中

稱
多
爾
袞
：
﹁
固
懷
撝
讓
，
扶
立
朕
躬
，

平
定
中
原
，
至
得
豐
功
，
千
古
無
二
。
不

幸
薨
逝
，
朕
心
摧
痛
。
中
外
喪
儀
，
合
依

帝
禮
。
﹂
這
可
算
是
清
史
上
親
王
死
後
所

獲
得
的
最
高
殊
榮
；
但
這
還
不
夠
，
順
治

八
年
正
月
，
順
治
帝
再
發
布
另
一
道
︿
追

尊
多
爾
袞
為
成
宗
義
皇
帝
詔
﹀
：

　

 

奉
天
承
運
皇
帝
，
詔
曰
：
有
至
德
斯
享

鴻
名
，
成
大
功
宜
膺
昭
報
。
皇
父
攝
政

王
，
當
朕
躬
嗣
服
之
始
，
謙
讓
彌
光
，

迨
王
師
滅
賊
之
時
，
勳
猷
茂
著
，
闢
輿

圖
為
一
，
統
攝
大
政
者
，
七
年
偉
烈
，

居
以
小
心
，
厚
澤
流
於
奕
世
，
未
隆
尊

號
，
深
歉
朕
懷
。
謹
於
順
治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祇
告
天
地
、
宗
廟
、
社

稷
，
追
尊
為
懋
德
修
道
廣
業
定
功
安
民

立
政
誠
敬
義
皇
帝
，
廟
號
成
宗
。
併
追

尊
義
皇
帝
元
妃
為
敬
孝
忠
恭
靜
簡
慈
惠

助
德
佐
道
義
皇
后
，
同
祔
廟
享
。⋯

⋯

清
廷
給
多
爾
袞
取
﹁
義
﹂
字
諡
號
，
足
見

當
時
對
他
一
生
行
誼
盡
忠
稱
職
的
肯
定
與

推
崇
。
至
此
，
多
爾
袞
生
前
死
後
，
從
墨

爾
根
王
、
睿
親
王
、
叔
父
攝
政
王
、
皇
父

攝
政
王
、
到
死
後
被
尊
為
成
宗
義
皇
帝
，

其
元
妃
同
享
祔
太
廟
，
一
生
事
功
，
似
已

可
蓋
棺
論
定
了
。

然
而
，
政
局
詭
譎
，
榮
耀
短
暫
，
不

到
一
個
月
的
光
景
，
多
爾
袞
死
後
一
切
殊

榮
，
竟
因
門
人
揭
發
圖
謀
篡
位
，
遭
到
定

罪
除
封
，
罷
撤
廟
享
的
下
場
。

論
罪
削
爵
： 

多
爾
袞
身
後
政
敵
的
反
撲

現
存
清
代
初
年
官
方
修
訂
的
文
獻

之
中
，
包
括
實
錄
、
本
紀
以
及
聖
訓
等

定
本
，
有
關
推
崇
多
爾
袞
生
前
功
蹟
等
句

字
皆
被
刻
意
遭
受
刪
飾
或
不
錄
。
諸
如
前

述
順
治
五
年
晉
封
多
爾
袞
為
﹁
皇
父
攝
政

王
﹂
、
順
治
七
年
底
清
廷
頒
發
的
哀
悼

詔
、
順
治
八
年
正
月
︿
追
尊
多
爾
袞
為
成

宗
義
皇
帝
詔
書
﹀
等
，
皆
不
見
於
官
書
記

載
，
或
僅
節
略
事
件
卻
又
語
焉
不
詳
。
據

此
，
能
發
掘
出
檔
案
原
件
具
體
內
容
，
就

顯
得
重
要
而
珍
貴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藏
順
治
八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頒
布
的
︿
多
爾
袞
母
子
撤
出

廟
享
詔
﹀
，
即
具
體
訴
說
著
多
爾
袞
死
後

遭
受
撤
廟
除
封
原
委
的
因
由
，
同
時
也
隱

約
透
露
出
當
年
多
爾
袞
政
敵
在
他
大
喪
期

間
全
面
反
撲
的
力
度
。

順
治
八
年
正
月
，
多
爾
袞
死
後
不

久
，
福
臨
正
式
宣
布
親
政
，
重
新
晉
升

多
爾
袞
生
前
遭
受
貶
抑
的
諸
王
大
臣
。
其

中
包
括
鄭
親
王
濟
爾
哈
朗
，
巽
親
王
滿
達

海
、
端
重
親
王
博
洛
、
敬
謹
親
王
尼
堪
；

又
晉
封
豪
格
子
富
壽
為
和
碩
顯
親
王
、
濟

爾
哈
朗
子
濟
度
為
多
羅
簡
郡
王
；
而
豪
格

當
年
的
家
人
大
臣
如
索
尼
，
鰲
拜
、
伊
圖

等
，
亦
皆
一
一
復
用
。
局
勢
的
發
展
使
朝

廷
漸
漸
凝
聚
著
一
股
反
多
爾
袞
的
勢
力
，

當
多
爾
袞
死
後
受
封
越
高
，
反
多
爾
袞
的

浪
潮
也
愈
益
高
漲
。

引
導
歷
史
變
化
的
轉
捩
點
，
往
往
是

在
吊
詭
處
發
酵
。
掀
起
反
多
爾
袞
勢
力
的

蔓
延
，
竟
是
從
多
爾
袞
門
下
大
臣
蘇
克
薩

哈
、
詹
岱
等
人
首
告
其
主
陰
謀
行
逆
一
事

而
展
開
。
他
們
揭
發
多
爾
袞
生
前
僭
製
御

服
，
又
圈
佔
永
平
一
地
，
派
兵
駐
防
，
以

圖
不
軌
。
據
此
，
由
鄭
親
王
、
巽
親
王
、

端
重
親
王
、
敬
謹
親
王
領
銜
，
聯
同
侍
衛

大
臣
向
順
治
皇
帝
呈
上
一
份
奏
疏
。
疏
中

力
數
多
爾
袞
攝
政
期
間
九
大
罪
狀
，
所
陳

內
容
皆
一
一
成
為
︿
多
爾
袞
母
子
撤
出
廟

享
詔
﹀
的
藍
本
。
詔
書
中
列
舉
多
爾
袞
罪

狀
包
括
：

一
、 

違
背
盟
誓
，
罷
免
濟
爾
哈
朗
輔
政
身

份
，
改
任
其
弟
多
鐸
；

二
、 

冒
占
他
人
功
勞
充
作
己
功
；

三
、 

僭
越
禮
制
；

四
、 

好
貨
糜
財
；

五
、 

挾
持
宮
中
侍
臣
，
要
脅
朝
廷
；

六
、 

逼
死
肅
親
王
，
私
納
其
妃
，
違
背
倫

理
；

七
、 

政
出
私
門
，
擅
作
威
福
；

八
、 

私
將
生
母
享
祔
於
太
廟
，
自
行
追
封

己
妻
；

九
、 

私
造
帝
服
，
藏
匿
御
用
珠
寶
，
顯
具

謀
逆
之
心
。

上
列
諸
條
，
如
多
爾
袞
擅
作
威
福
、
罷
免

濟
爾
哈
朗
輔
政
職
權
、
迫
害
宗
室
等
罪
名

確
實
存
在
，
惟
其
他
理
由
多
出
於
私
怨
，

羅
織
搆
陷
所
致
，
惟
多
爾
袞
卻
無
法
復

生
加
以
駁
斥
。
在
反
對
多
爾
袞
勢
力
操
控

的
情
況
下
，
朝
廷
遂
將
審
議
的
結
果
宣
示

中
外
，
下
令
罷
其
封
號
，
撤
其
廟
享
。
多

爾
袞
生
前
由
其
弟
多
鐸
過
繼
而
來
的
多
爾

博
，
亦
遭
勒
令
歸
宗
，
不
准
繼
嗣
；
所

有
依
附
多
爾
袞
的
宗
室
大
臣
並
遭
受
牽

連
。
一
夕
之
間
，
多
爾
袞
生
前
功
勞
被

全
盤
否
定
，
以
往
官
書
稱
許
其
功
蹟
的

相
關
紀
錄
也
予
以
刪
除
。
順
治
十
三
年

︵
一
六
五
六
︶
三
月
，
順
治
帝
一
道
簡
短

勢
力
。
順
治
四
、
五
年
間
，
率
先
以
鄭
親

王
濟
爾
哈
朗
府
第
踰
制
為
由
，
罷
去
他
輔

政
王
身
份
，
改
由
他
親
弟
豫
親
王
多
鐸
繼

任
；
又
唆
使
貝
子
屯
齊
、
尚
善
等
人
，
揭

發
濟
爾
哈
朗
包
庇
肅
親
王
豪
格
旗
下
大
臣

策
劃
稱
帝
的
意
圖
，
革
除
其
親
王
爵
位
，

降
為
郡
王
；
同
案
中
兩
黃
旗
的
勳
臣
子
姪

以
及
文
武
官
員
，
皆
遭
受
牽
連
而
被
抄
家

的
下
場
；
至
於
當
年
首
要
敵
人
肅
親
王
豪

格
，
多
爾
袞
更
是
絕
不
手
軟
，
即
使
豪
格

剛
從
四
川
平
定
流
寇
張
獻
忠
凱
旋
返
京
，

卻
以
袒
護
下
屬
冒
領
軍
功
，
又
私
下
擢
用

帶
罪
家
人
論
罪
，
隨
之
遭
受
幽
禁
，
最
後

竟
死
於
禁
所
。

回
想
多
爾
袞
在
太
宗
崩
逝
之
初
，

勢
力
上
仍
無
法
與
豪
格
等
人
抗
衡
；
時
移

勢
易
，
擁
有
著
最
高
權
力
之
際
，
除
惡
務

盡
，
多
爾
袞
打
擊
政
敵
卻
是
毫
不
留
情
。

然
而
，
政
壇
的
起
伏
，
命
運
的
興
衰
，
誰

能
預
料
？
順
治
七
年
︵
一
六
五○

︶
十
二

月
，
當
多
爾
袞
位
處
人
臣
之
極
的
時
刻
，

竟
以
三
十
九
歲
青
壯
之
年
，
猝
死
在
狩
獵

途
中
的
喀
喇
城
。

多
爾
袞
終
其
一
生
，
攀
上
權
力
的

高
峰
，
感
受
著
無
上
的
稱
頌
推
崇
。
多
爾

袞
死
訊
被
帶
到
北
京
後
，
順
治
帝
聞
喪
震

中
原
確
立
穩
定
的
統
治
基
礎
。
其
後
派
兵

勦
平
流
寇
、
收
復
江
南
，
遠
征
蒙
古
蘇
尼

特
部
、
喀
爾
喀
部
，
多
爾
袞
調
兵
遣
將
，

勞
心
勞
力
，
也
因
此
為
他
的
權
勢
推
向
高

峰
。
順
治
五
年
︵
一
六
四
八
︶
十
一
月
，

順
治
帝
再
度
下
詔
尊
封
多
爾
袞
為
﹁
皇
父

攝
政
王
﹂
。
詔
書
中
指
出
多
爾
袞
﹁
治
安

天
下
，
有
大
勛
勞
，
宜
增
加
殊
禮
，
以
崇
功

德
，⋯

⋯

於
是
尊
為
皇
父
攝
政
王
。
多
爾
袞

自
尊
其
母
大
妃
為
武
皇
后
，
祔
太
廟
。
﹂

順
治
帝
尊
稱
多
爾
袞
﹁
皇
父
攝
政

王
﹂
一
事
，
野
史
中
廣
泛
流
傳
著
其
與
順

治
帝
母
后
孝
莊
下
嫁
多
爾
袞
有
關
。
此
段

傳
聞
，
清
史
學
界
已
討
論
多
年
，
至
今
仍

無
法
獲
得
確
證
。
事
實
上
，
陳
捷
先
教
授

即
透
過
滿
文
檔
案
資
料
，
清
楚
指
出
多
爾

袞
被
尊
稱
﹁
皇
父
﹂
︵
滿
文
譯
作H

an
 i 

am
a w

an
g

，
汗
之
父
王
︶
，
實
出
於
覃
恩

報
功
。
從
關
外
到
關
內
，
經
歷
皇
太
極
及

福
臨
兩
朝
，
長
多
以
來
多
爾
袞
對
清
室
鞠

躬
盡
瘁
。
朝
廷
以
其
勳
蹟
豐
多
，
授
予
最

高
的
爵
秩
，
是
對
他
極
高
的
推
崇
。

然
而
，
長
久
以
來
大
權
在
握
，
使

多
爾
袞
愈
趨
專
權
跋
扈
；
更
利
用
各
種

機
會
，
打
擊
當
年
與
之
爭
奪
帝
位
的
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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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上
諭
中
指
出
：
﹁
睿
王
攝
政
，
斥
忠
任

奸
，
百
姓
怨
嗟
！
﹂
多
爾
袞
身
後
的
評

價
，
竟
是
落
得
忠
奸
不
分
的
罪
名
。

追
復
舊
封
： 

百
餘
年
後
的
平
反
昭
雪

歷
經
順
治
、
康
熙
、
雍
正
，
以
迄

乾
隆
初
年
，
多
爾
袞
肩
負
著
謀
逆
不
忠

的
負
面
形
象
長
達
一
百
二
十
餘
年
。
乾
隆

二
十
九
年
︵
一
七
六
四
︶
，
清
高
宗
下
令

朝
廷
整
理
宗
室
王
公
傳
世
譜
系
，
並
著
手

纂
修
︽
宗
室
王
公
功
績
表
傳
︾
，
以
彰
顯

睿親王爵位世襲表

開
國
宗
室
元
勳
的
辛
勞
，
並
鼓
舞
皇
族
知

感
奮
發
，
凝
聚
愛
新
覺
羅
子
孫
的
向
心

力
。
然
而
，
翻
檢
當
時
所
編
成
的
︽
宗
室

王
公
功
績
表
傳
︾
，
有
關
多
爾
袞
的
內
容

紀
錄
，
依
舊
維
持
著
順
治
朝
以
來
官
方
的

負
面
論
述
。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
一
七
七
三
︶
，
當

清
高
宗
披
覽
歷
朝
實
錄
之
餘
，
雖
認
為
多

爾
袞
攝
政
多
年
，
威
福
自
尊
，
不
能
恪
盡

臣
節
；
惟
念
及
多
爾
袞
生
前
統
兵
入
關
，

抵
定
中
原
的
功
勞
，
身
後
卻
因
罪
削
爵
後

嗣
廢
絕
，
頗
感
不
忍
。
遂
命
內
務
府
派
員

修
葺
塋
墳
，
並
派
近
支
王
公
依
時
祭
拜
。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
一
七
七
八
︶
正

月
，
針
對
多
爾
袞
生
前
功
蹟
，
清
高
宗
透

過
內
閣
發
布
了
一
分
相
當
長
的
諭
旨
，
重

新
修
正
對
多
爾
袞
的
歷
史
評
價
。
這
道
諭

旨
在
往
後
清
朝
官
方
所
編
纂
的
多
爾
袞
列

傳
中
，
均
詳
細
具
載
。
諭
旨
中
清
高
宗
雖

仍
認
為
多
爾
袞
攝
政
有
年
，
專
擅
威
福
，

但
因
其
位
崇
功
高
，
以
致
氣
盛
招
尤
、
任

隆
見
嫉
。
世
祖
皇
帝
對
多
爾
袞
廢
封
撤
廟

的
處
置
，
皆
出
自
蘇
克
薩
哈
等
人
誣
陷
的

莫
須
有
罪
名
。
乾
隆
認
為
，
當
世
祖
皇
帝

繼
位
之
初
，
多
爾
袞
匡
扶
幼
主
，
定
一
統

大
業
，
厥
功
卓
著
。
其
時
兵
權
在
握
，
若

心
存
異
志
，
因
利
乘
便
，
何
事
不
可
為
？

而
其
盡
心
王
室
，
深
明
君
臣
大
義
，
竟
遭

宵
小
奸
謀
，
搆
成
冤
獄
，
豈
能
不
為
昭

雪
？
除
下
令
復
還
親
王
封
爵
，
追
諡
曰

忠
，
配
享
太
廟
，
令
多
爾
博
子
孫
補
繼
襲

封
，
世
襲
罔
替
；
並
命
國
史
館
將
其
事

蹟
，
增
入
︽
宗
室
王
公
功
績
傳
︾
內
。

在
清
高
宗
的
諭
令
下
，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以
後
所
編
纂
的
︽
和
碩
睿
忠
親
王
多
爾

袞
列
傳
︾
中
，
皆
添
補
不
少
多
爾
袞
攝
政

期
間
辦
理
政
務
秉
公
持
正
的
內
容
。
官
方

評
價
的
轉
變
，
多
爾
袞
歷
史
地
位
的
平

反
，
反
映
出
清
高
宗
朝
重
整
王
公
宗
室
向

心
力
的
目
標
。
當
我
們
進
一
步
比
對
列
傳

中
引
述
順
治
朝
將
多
爾
袞
廢
封
撤
廟
詔
書

內
容
時
，
其
中
有
關
當
年
豪
格
與
多
爾
袞

兩
派
敵
對
陣
營
間
的
人
事
傾
軋
，
對
多
爾

袞
誣
陷
不
實
的
指
控
，
同
樣
也
被
刪
除
不

載
。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二
月
初
九
日
，
多

爾
袞
爵
位
經
議
定
由
多
爾
博
四
世
孫
淳
穎

承
襲
，
內
閣
及
翰
林
院
各
單
位
開
始
規
劃

冊
封
等
相
關
儀
式
。
政
治
起
伏
，
人
事
浮

沉
，
︿
多
爾
袞
母
子
撤
出
廟
享
詔
﹀
，
一

份
長
年
深
藏
大
內
，
具
體
訴
說
著
順
治
年

間
政
局
風
雲
變
化
的
珍
貴
史
料
，
卻
使
多

爾
袞
一
百
二
十
餘
年
間
背
上
謀
逆
不
忠
的

形
象
。
清
高
宗
為
多
爾
袞
洗
冤
平
反
，
追

復
封
爵
，
在
他
所
曾
的
一
首
紀
事
詩
中
，

看
來
總
算
替
多
爾
袞
作
出
最
終
的
論
定
：

   

流
言
恐
懼
似
周
公
，
公
則
生
前
王
已
終
，

   

無
倖
位
心
真
是
睿
，
有
開
基
業
孰
齊
忠
。

   

諡
增
一
字
非
私
惠
，
論
定
千
秋
付
眾
同
，

   

配
食
襲
封
推
祖
澤
，
睦
親
惇
敘
勗
宗
功
。

收
入
︽
欽
定
宗
室
王
公
功
績
表
傳‧

卷
首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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