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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運用檔案等相關資料，期能重建臺灣戰圖繪製經緯，同時也修正前人

論述有誤之處。筆者認為，探討臺灣戰圖繪製過程或可以福康安所承辦的十六幅戰

圖為開端，其與爾後所選取製作十二幅臺灣戰圖銅版畫有十分密切的關聯。十二幅

臺灣戰圖在題材上有兩項取決標準，題材陸續選定，由宮廷畫家繆炳泰、姚文瀚、

楊大章、賈全、謝遂、莊豫德、黎明等七人繪製，分別交付造辦處鑴刻銅版、刷印

而成。

嚴格來說，十二幅臺灣戰圖所描繪的戰事，並未包含清朝平定林爽文事件整場

戰事經過。這套戰圖前十幅主要係描繪由福康安率軍來臺後的征戰得勝場景，其餘

兩幅繪製內容，則與御製詩有相當關聯。有鑑於過去研究未能清楚介紹臺灣戰圖，

本文分別先簡述每幅戰圖依文獻、檔案記載所述相關戰事發展始末，後介紹該圖經

繪圖者描繪下所呈現的風貌，以期補充過去研究之不足。

檔案、戰圖、銅版畫、林爽文、福康安、十全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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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聶崇正，〈清代宮廷繪畫〉，頁17-18。
2      翁連溪，〈清代內府銅版畫刊刻述略〉，頁44。
3      盧雪燕，〈鏤銅鑄勝—院藏清宮得勝圖銅版畫〉，頁41。
4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灣戰圖圖版收錄於頁61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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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賴福順，《乾隆重要戰爭之軍需研究》；賴福順，〈清高宗臺灣戰圖〉，頁6-7。
6      李天鳴，〈林爽文事件中的諸羅戰役〉，頁151-194。
7      盧雪燕，〈鏤銅鑄勝—院藏清宮得勝圖銅版畫〉，頁40-51。
8      劉錚雲主編，《披荊斬棘—十七世紀後的臺灣》。
9      河野実（町田市立國際版画美術館）編，《『中国の洋風画』展 明末から清時代の絵画‧版
画‧插絵本》，頁297-302。

10    如翁連溪，〈清代內府銅版畫刊刻述略〉，頁41-50。相關論述頗多，不一一列舉。此外，中國學
者莫小也對於戰圖亦頗有研究，如〈歐洲傳教士與清代宮廷銅版畫的繁榮〉，頁93-116；〈銅版
組畫《平定苗疆戰圖》初探〉，頁52-64等相關銅版畫戰圖作品。

11    劉如仲，〈《平定臺灣得勝圖》考〉，頁30-32。
12    香港市政局、法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從北京到凡爾賽中法美術交流》，圖版93勝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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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國際文化出版社等編，《清代御製銅版畫》。
14    翁連溪，〈清代內府銅版畫刊刻述略〉，頁46。
15    筆者在聶崇正所撰之〈清代宮廷銅版畫述略〉文中，見到其稱：「乾隆皇帝的詩分別寫於『丁
未』、『戊申』、『已酉』諸年（即乾隆五十二至五十四年，一七八七至一七八九年），題詩與表
現相同內容的畫被刻在同一幅銅版上，說明這套銅版畫的製版時間是在乾隆帝題詩之後，即乾隆
五十四年（1789）以後。」可見聶崇正也正確觀察出御製詩的製作時間，並在該書以御製詩的落
款日期作為排序臺灣戰圖的依據。該文收錄於國際文化出版社等編，《清代御製銅版畫》。

13 

1791-1792 14 

15 

大學士伯和，字寄欽差協辦大學士總督將軍公福、成都將軍參贊鄂、西

川總督李、四川提督成。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奉上諭：此次福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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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帶領官兵勦捕逆匪，由鹿仔港一帶進兵解圍，攻破賊巢，擒獲賊首，

經過各緊要地方，賊匪據險抵拒，經官兵奮勇攻撲，所向克捷，此等處

山川形勢，自必極為險要。著福康安即將北路一帶官兵進剿打仗、破賊

時所有險峻要隘處所，如平林仔、小半天、集集埔、斗六門、水里社、

水沙連、大里杙、及道逆首林爽文被擒之老衢崎等處，將其地形山勢，

即于臺灣地方選畫工，詳悉各繪圖樣呈覽，以誌戰功。即日擒獲莊大

田，其南路險要地方，亦照此辦理。16

戰圖順序 戰　圖 名 稱 乾　隆　御　製　詩　落　款　時　間 御製詩類型

第 一 幅 諸羅解圍圖 丁未嘉平月之中澣／乾隆52年12月中旬 五言古體詩

第 二 幅 大埔林之戰圖 已酉新正／乾隆54年正月 七言律詩

第 三 幅 斗六門之戰圖 丁未嘉平／乾隆52年12月 五言律詩

第 四 幅 大里杙之戰圖 丁未嘉平下澣／乾隆52年12月下旬 五言律詩

第 五 幅 集集埔之戰圖 己酉新正上澣／乾隆54年正月上旬 七言律詩

第 六 幅 小半天之戰圖 戊申新正／乾隆53年正月 五言律詩

第 七 幅 生擒林爽文圖（老衢崎） 戊申仲春／乾隆53年2月 七言律詩

第 八 幅 大武 之戰圖 已酉孟春上澣／乾隆54年正月上旬 七言律詩

第 九 幅 枋寮之戰圖 戊申新正／乾隆53年正月 七言律詩

第 十 幅 生擒莊大田圖（瑯嶠） 戊申仲春下澣／乾隆53年2月下旬 七言律詩

第十一幅 福康安返抵廈門圖 戊申季夏上澣／乾隆53年6月上旬 七言律詩

第十二幅 賜宴凱旋諸將圖 戊申孟秋／乾隆53年7月 七言古體詩

資料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典藏〈平定臺灣圖〉，平圖021271-021282。

說明：1. 戰圖名稱欄中排序依各戰圖所述戰役、事件發生先後排序。
2. 乾隆御製詩落款時間欄中，前為戰圖中御製詩所題落款時間，後為筆者換算時間。
3. 本圖冊為銅版紙本墨印，大小一致，據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丈量尺寸為50×

85.5cm。

16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廷寄福康安等將臺灣南北兩路險要之處繪圖進呈，天龍長城文化藝術公
司編，《清代臺灣檔案史料全編（八）》，頁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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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初四日福康安奏，見洪安全總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二）》，頁1279-
1281。

18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十四日，見洪安全總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二）》，頁1177-1178。

臣福康安接奉諭旨後，即在臺灣將各該處形勢、路徑繪出底稿，因彼處

畫工、裱匠均屬平常，是以待回至內地，另行繪畫裝潢，親帶至熱河呈

覽。此內嘉義縣城、斗六門、水沙連、大里杙、集集埔、小半天、老衢

崎、瑯嶠八處，係蒙諭旨指出臣福康安所繪與臣等前進圖樣相同，臣福

康安又於八處之外，添畫興化店、大排竹、大埔林、攸武乃社、大武 、

牛庄、枋寮及拿獲林爽文家屬之水裡社等八處，共十六幅，謹一併呈

覽，恭備聖明揀擇，俟欽定後，臣等即遵旨於圖內粘貼領兵大員姓名，

並摘敘 節具奏，俟御製詩發下後，再交如意館刊刻戰圖。又臣福康安

尚繪有臺灣民番風俗及花果草木圖共三冊，謹一併恭呈御覽，謹奏。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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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戰圖已有御製詩者，共六首：福康安奏大勦諸賊開通諸羅改賜諸羅縣名

為嘉義詩一首；福康安奏報攻克斗六門詩一首；福康安奏攻克大里杙詩

一首；福康安奏攻勦小半天詩一首；福康安奏生擒林爽文詩一首；福康

安奏生擒莊大田詩一首。20

21 

22 

臣等遵旨，酌擬平定臺灣戰圖共用十幅內，已有御製詩者六幅，請補御

製詩者二幅，又已有御製詩，請補圖者二幅，分繕清單進呈，俟發下照

從前平定西域、金川圖式繪畫，至臣福所進原圖十六幅，可否即將所敘

戰蹟說片分寫各圖對頁，作為 本存貯，並將原進略節，一併粘簽進呈

是否有當，伏候欽定，謹奏。23

24 

19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十四日，見洪安全總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二）》，頁1178。
20    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初六日，見洪安全總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二）》，頁1287。
21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十四日，見洪安全總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二）》，頁1177-1178。
22    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初六日，見洪安全總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二）》，頁1284。
23    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初六日，見洪安全總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二）》，頁1282-1283。
24    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初七日，見洪安全總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二）》，頁1287-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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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初七日，見洪安全總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二）》，頁1285。
26    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初七日，見洪安全總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二）》，頁1285。
27    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初七日，見洪安全總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二）》，頁1286。
28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內務府活計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
藏微捲，2000年，乾隆五十三年十月紀事錄，BOX NO. 148，頁481。

25 

26 

27 

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筆帖式舒慶送來如意館押帖一件，內有八

月十七日，報上帶來，協辦大學士福康安進呈臺灣戰圖，奉旨：圖內人

物、繪畫，尚未合式，將原圖十六幅，寄京交如意館，著伊蘭泰將從前

畫過戰圖尺寸查清，再畫一分，其原圖十六幅內，已選定十幅，著繆炳

泰照依尺寸起賜宴圖稿一幅，著姚文瀚起渡海凱旋圖稿一幅，其原圖十

幅，亦照尺寸另起稿，共十二幅。其山川形勢與打仗情形，照福安康所

進之圖一樣，人物畫法照西域、金川戰圖尺寸大小一樣起稿。俟起得稿

時，會同軍機處章京方維甸、范鰲斟酌商議，准時發報呈覽，欽此。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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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33 

34 

29    翁連溪，〈清代內府銅版畫刊刻述略〉，頁46。
30  「內務府活計檔」，乾隆五十三年十月紀事錄，BOX NO. 148，頁481。
31  「內務府活計檔」，乾隆五十三年十月紀事錄，BOX NO. 148，頁481。
32  《清史稿》，卷504，列傳291，藝術三，頁13913。
33    張麗端，〈從《活計檔》看清高宗直接控管御製器用的兩個機制〉，頁60。
34  「內務府活計檔」，乾隆五十三年十月紀事錄，BOX NO. 148，頁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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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內務府活計檔」，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如意館，BOX NO. 150，頁121。
36    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初六日，見洪安全總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二）》，頁1282-1283。
37  「內務府活計檔」，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如意館，BOX NO.150，頁149。
38    朱誠如主編，《清史圖典》，第六冊乾隆朝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頁108-119。
39  「內務府活計檔」，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如意館，BOX NO. 150，頁149。
40    聶崇正，《宮庭藝術的光輝—清代宮廷繪畫論叢》一書中〈清宮外國畫家談〉，頁189-191。
41  「內務府活計檔」，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如意館，BOX NO. 150，頁155。

35 

36

37 

38

39 1770 1771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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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42  「內務府活計檔」，乾隆五十三年十月紀事錄，BOX NO. 148，頁482。
43  「內務府活計檔」，乾隆五十三年十月紀事錄，BOX NO. 148，頁483。
44  「內務府活計檔」，乾隆五十三年十月紀事錄，BOX NO. 148，頁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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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內務府活計檔」，乾隆五十三年十月紀事錄，BOX NO. 148，頁482。
46  「內務府活計檔」，乾隆五十三年十月紀事錄，BOX NO. 148，頁484-485。

於五十五年五月初八日，經總館內務府大臣舒文，將四十三年粵海關解

送到印圖紙兩千四百八十張，內有海水潮濕霉爛紙一千七百三十張，交

太監鄂魯里呈覽，奉旨：即著交杭州織造基厚，照依圖張尺寸盡數另行

抄作，作速送京壓印，臺灣圖應用，其不足者，再用白露紙壓印。45

造辦處謹奏為奏銷用過工料銀兩事，遵旨刊刻臺灣戰圖銅板十二塊，並

壓印清圖二百分，計二千四百張，業經陸續呈覽，遵旨分發各處陳設，

分晰辦理在案。今據該員等呈稱，成造銅板十二塊，按例用過紅銅四百

五十七斤二兩二錢，每銅板一塊，打造、銼刮、磨光、臨稿、過粉、過

墨，刊刻等工，按例共需用銀一百八十八兩六錢八分五厘，十二塊共用

過銀二千二百六十四兩二錢二分，壓印圖三千七百九十二張，內檢得清

圖二百分，計二千四百張，廢圖一千三百九十二張，共用過杭州織造抄

做印圖紙二千三百三十張，長一丈二尺，寬五尺四寸，白露紙二百四十

三張，計印圖工料銀五百九十一兩五錢五分二厘。再查清圖十二張，除

如意館已畫二張外，由該作接畫清圖十張，遵照畫工節省二城之例，實

用過銀四百三十八兩六錢，以上通共按時，實用銀三千二百九十四兩三

錢七分二厘，呈請核銷等因。前來，奴才等伏查向例，壓印圖張，每張

得一廢一，層蒙聖訓不必拘擬，欽此。奴才等遵即嚴飭該等敬謹，督匠

小心壓印，不得糜廢，共計印得圖三千七百九十二張。奴才等遂派郎中

常福詳加斟查，計選得清圖二百分，計二千四百張，其餘不堪用之廢圖

一千三百九十二張，請仍照例交杭州織造另行抄作，紙張送京以被應用

等情。奴才等覆核無異，謹將用過工料銀兩並庫貯物料細數，另繕清

單，一併恭呈御覽，為此謹奏等因，繕寫摺片清單具奏。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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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才舒文謹奏，為約估工料銀兩銅斤事，遵旨成造諧奇趣銅板圖二十塊，

奴才於本年五月間刊刻得銅板，壓印得小樣，恭呈御覽，奉旨侯金川得勝

圖完峻後，准照樣接續成造，欽此。欽遵隨派原辦金川得勝圖銅板官員承

辦，今據該員等呈稱，成造諧奇趣銅板二十塊，按照現辦金川得勝圖銅板

奏准之例，估計每銅板一塊，長二尺九寸二分，寬一尺七寸八分，約用紅

銅五十二斤三兩二錢，化銅、打造、銼刮、磨光等，匠九十工，每工銀一

錢五分四厘，計銀十三兩八錢六分；謄稿、過粉、落墨共用畫匠二百十五

工，每工銀二錢五分五厘，計銀五十四兩八錢二分五厘；刊刻殿宇陳設樹

木等項，共用刻字匠六百工，每工銀二錢，計銀一百二十兩以上。成造銅

板二十塊，共約需紅銅一千四十四斤，工價銀三千七百七十三兩七錢，壓

印清圖四千張，每張需用工料銀三錢一分二厘，計銀一千二百四十八兩，

共約需五千二十一兩七錢等因，呈報前來。47

188 6 8 5

438.6

43.86 215

2 5 5 54 8 2 5 54.825

47  「內務府活計檔」，乾隆四十六年四月紀事錄，BOX NO. 140，頁30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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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參閱《平定臺灣圖》冊頁，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平圖021271-021282。

0.8 43.86

48

1

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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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2

49    不著撰人，《平臺紀事本末》。收錄於中央研究院漢籍全文電子資料庫《臺灣文獻叢刊》第十六
種，網址為：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頁55-56（檢索日期3月20日）；《清宮
諭旨檔臺灣史料第一冊》，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上諭），頁239。收錄於臺灣史料集成編
輯委員會，《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第二冊（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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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平臺紀事本末》，頁57；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奏摺錄副），福康安等奏清軍攻佔斗六
門等處，收錄於《清代臺灣檔案史料全編（八）》，頁1569。

51  《平臺紀事本末》，頁57；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奏摺錄副），福康安等奏清軍攻佔斗六
門等處，《清代臺灣檔案史料全編（八）》，頁1569。

50

3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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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2

52  《平臺紀事本末》，頁58-59；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奏摺錄副），福康安等奏清軍攻佔大
里杙林爽文等逃入內山，《清代臺灣檔案史料全編（八）》，頁1575-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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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平臺紀事本末》，頁60；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欽定平定臺灣紀略（稿本）卷五十），福
康安等奏清軍入山追擊林爽文及於海口嚴防偷渡，《清代臺灣檔案史料全編（八）》，頁1589-
1590；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九日（欽定平定臺灣紀略（稿本）卷五十），福康安等奏擒獲林爽文
家屬及籌畫善後各事宜，《清代臺灣檔案史料全編（八）》，頁1627-1628。

5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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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4

7

54  《平臺紀事本末》，頁61；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十四日（欽定平定臺灣紀略（稿本）卷五十一），福
康安等奏進攻小半天截擊林爽文並遣人招降李七等，《清代臺灣檔案史料全編（八）》，頁1645-
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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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平臺紀事本末》，頁61；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初一日（欽定平定臺灣紀略（稿本）卷五十三），福
康安等奏清軍在老衢崎地方擒獲林爽文，《清代臺灣檔案史料全編（八）》，頁1675-1677。

56  《平臺紀事本末》，頁62-64。

55

8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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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7 

58

57  《平臺紀事本末》，頁64-65；乾隆五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刻本）卷五十
五），福康安等奏清軍南下攻打莊大田等於大武 等處接仗情形，《清代臺灣檔案史料全編
（八）》，頁1708-1709。

58  《平臺紀事本末》，頁65-66；乾隆五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禮部移會），福康安等奏清軍攻佔瑯嶠
天地會頭領莊大田等被拿獲，《清代臺灣檔案史料全編（八）》，頁1709-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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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平臺紀事本末》，頁65-66；乾隆五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禮部移會），福康安等奏清軍攻佔瑯嶠
天地會頭領莊大田等被拿獲，《清代臺灣檔案史料全編（八）》，頁1709-1710。

60    不著撰人，《平臺紀事本末》，頁67-68。
61    同註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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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65 

62    同註28。
63    賴福順，〈清高宗臺灣戰圖〉，頁7。
64    劉如仲，〈《平定臺灣得勝圖》考〉，頁30。
65    翁連溪，〈清代內府銅版畫刊刻述略〉，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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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香港市政局、法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從北京到凡爾賽：中法美術交流》，圖版93勝戰圖。
67    同上註。該圖版部分英文簡介為：“Following his successes during the Taiwan campaign (1786-88),

he commissioned two court artists, Jia Quan and Li Ming, to draw sketches for a series of twelve
prints of which one example is shown here. Although their good-natured charm is appealing, the
blending of the various elements is less skillfully handled – the component features create an effect
of mere juxtaposition rather than an overall picture. Their inexhaustible verve is reminiscent of
illustrations in certain printed books. A large horizontal cartouche has been provided within which is
featured one of the Emperor’s personally calligraphed poems. The series was published in 1789-90.”

68    聶崇正，〈清代宮廷銅版畫述略〉，《清代御製銅版畫》。

Jean-Paul Desroches

66 

Jean-Paul Desroches

67 Jean-Paul Desro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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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ing the Battles in Taiwan 
during the Ch’ien-lung Reign

Li T’ai-han
History Department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resent essay uses archival and other data to reconstruct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Ch’ien-lung era illustrations of Taiwan campaigns were produced,

and to correct the errors of previous scholarship on the topic. It argues that the

sixteen renditions of battles produced at the behest of Fu K’ang-an represent the first

pha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illustrations, and that it was from these renditions

that twelve images were selected for engraving on copper plate. The themes of these

twelve illustrations were selected on the basis of two standards; rendered by Miao

Ping-t’ai, Yao Wen-han, Yang Ta-chang, Chia Ch’üan, Hsieh Sui, Chuang Yü-te, and

Li Ming; and then individually presented to the Imperial Atelier Office for engraving

and printing.

Strictly speaking, the twelve battles selected for depiction did not encompass

the entire campaign against Lin Shuang-wen. The first ten images portray the

victories of the Ch’ing army in Taiwan under the command of Fu K’ang-an. The last

two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emperor’s poetry. Because previous research has

failed to clearly introduce these illustrations, the present essay begins by identifying

each image on the basis of military documents and other archival sources, and then

proceeds to describe the distinct stylistic qualities presented by the illustrators.

(Translated by Jeffrey Moser)

Keywords: archive, illustration of battle, copper plate engraving, Lin Shuang-wen,

Fu K’ang-an, the ten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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