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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票

一
件
康
熙
皇
帝
寄
羅
馬
教
廷
的
信

馮
明
珠

︿
紅
票
﹀
、
︿
紅
字
票
﹀
或
稱
︿
紅
色
諭
旨
﹀
的
清
代
檔
案
，
是
康
熙
皇
帝
傳
諭
十
六
位
西
洋

傳
教
士
署
名
由
內
廷
發
出
寄
給
羅
馬
教
廷
一
封
公
開
的
信
。
我
注
意
到
這
件
檔
案
始
於
二○

○

二
年
，
當
時
我
正
利
用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藏
︽
康
熙
與
羅
馬
使
節
關
係
文
書
︾
與
滿
漢
文
硃
批

奏
摺
撰
寫
︿
堅
持
與
容
忍—

檔
案
中
所
見
康
熙
皇
帝
對
中
梵
關
係
生
變
的
因
應
﹀
，
在
方
豪
師
撰

︽
中
國
天
主
教
史
人
物
傳
︾
︿
艾
若
瑟
﹀
條
中
讀
到
了
這
件
檔
案
：
﹁
在
羅
馬
傳
信
部
檔
案
處
東

方
文
獻
第
十
三
卷
內
，
藏
有
伊
都
立
等
告
西
洋
人
書
，
係
康
熙
五
十
五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發
，
木

刻
，
滿
文
、
拉
丁
文
對
照
，
在
拉
丁
文
後
有
十
六
位
供
職
內
廷
洋
人
署
名
，
最
後
一
位
是
郎
世

寧
。
﹂
檔
案
內
容
文
中
已
有
節
錄
，
但
檔
案
的
外
型
究
竟
如
何
？
屬
於
那
類
文
種
？
則
是
我
所
關

心
的
。
很
幸
運
在
二○

○

七
年
北
京
故
宮
召
開
的
﹁
第
一
屆
清
宮
典
籍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
中
，

終
於
看
到
了
︿
紅
票
﹀
的
影
像
，
特
向
大
會
索
取
進
行
研
究
。
兩
年
前
本
院
策
劃
﹁
康
熙
大
帝
與

太
陽
王
路
易
十
四—

中
法
藝
術
文
化
的
交
會
特
展
﹂
時
，
建
議
向
法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借
展
︿
紅

票
﹀
，
終
於
成
事
，
得
以
近
觀
真
跡
。
本
文
旨
在
介
紹
這
件
檔
案
及
其
背
後
蘊
含
的
歷
史
故
事
和

清
聖
祖
康
熙
皇
帝
在
處
理
中
梵
交
涉
中
展
現
的
驚
人
耐
心
與
心
胸
。

紅
票

︿
紅
票
﹀
清
代
官
員
稱
為
︿
紅
字

票
﹀
，
﹁
康
熙
大
帝
與
太
陽
王
路
易
十
四

特
展
﹂
中
根
據
法
文L

e D
ecret rou

ge

譯

作
︿
紅
色
諭
旨
﹀
，
是
一
張
縱
四
八‧

四
公
分
、
橫
九
五‧

五
公
分
，
木
刻
朱
印

紙
本
公
文
書
。
文
書
載
體
有
三
，
漢
文

由
右
到
左
直
排
居
中
，
滿
文
由
左
到
右
直

行
左
側
，
拉
丁
文
由
左
到
右
橫
書
右
側
，

拉
丁
文
下
刻
有
十
六
位
傳
教
士
簽
名
。
四

周
飾
以
﹁
行
龍
追
日
﹂
紋
，
就
文
件
外
型

論
與
明
代
的
︿
龍
邊
敕
諭
﹀
相
似
；
然
就

文
件
啟
首
用
語
與
內
容
格
式
論
，
它
不

是
︿
敕
諭
﹀
，
而
是
由
武
英
殿
監
修
官

伊
都
立
︵
？

∼

一
七
五
三
︶
、
王
道
化

︵
生
卒
年
不
詳
︶
、
趙
昌
︵
一
六
五
七

∼

一
七
三
一
︶
等
發
出
的
︿
寄
信
上
諭
﹀

︵
又
稱
︿
廷
寄
﹀
︶
，
收
信
人
是
﹁
自
西

洋
來
的
眾
人
﹂
，
囑
他
們
將
︿
紅
票
﹀
帶

回
大
西
洋
︵
歐
洲
︶
去
。
︿
寄
西
洋
眾
人

諭
﹀
中
漢
文
全
文
如
下
：

　

 

武
英
殿
等
處
監
修
書
官
伊
都
立
、
王

道
化
、
趙
昌
等
字
寄
與
自
西
洋
來
的

眾
人
：
我
等
謹
遵
旨
於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已
曾
差
西
洋
人
龍
安
國
、
薄
賢
士
；

圖一　 紅色諭旨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紅票〉又稱〈紅字票〉，「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中根據法文Le Decret rouge譯作〈紅色諭旨〉，
經語文專家校閱，檔案中滿文及拉丁文內容與漢文相同。

圖二　 康熙御批〈紅票〉底稿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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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七
年
，
差
西
洋
人
艾
若
瑟
、
陸
若

瑟
奉
旨
往
西
洋
去
了
。
至
今
數
年
，
不

但
沒
有
信
來
，
所
以
難
辨
真
假
。
又
有

亂
來
之
信
，
因
此
與
鄂
羅
斯
的
人
，
又

帶
信
去
，
想
是
到
去
了
。
必
竟
我
等
差

去
人
回
時
，
事
情
都
明
白
之
後
，
方
可

信
得
。
若
是
我
等
差
去
之
人
不
回
，
無

真
憑
據
，
雖
有
甚
麼
書
信
，
總
信
不

得
。
因
此
唯
恐
書
信
不
通
，
寫
此
字
兼

上
西
洋
字
刊
刻
，
用
廣
東
巡
撫
院
印
，

書
不
封
緘
，
凡
來
的
眾
西
洋
人
，
多
發

與
帶
去
。
康
熙
五
十
五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
︵
圖
一
︶

根
據
兩
廣
總
督
楊
琳
︵
？

∼

一
七
二
四
︶

奏
稱
，
他
於
康
熙
五
十
五
年
十
月
接
到
伊

都
立
等
奉
旨
發
來
的
︿
紅
字
票
﹀
，
立
即

蓋
上
巡
撫
官
防
，
發
與
所
有
出
洋
船
隻

上
較
體
面
的
人
帶
回
西
洋
去
了
。
本
院
藏

有
康
熙
皇
帝
御
批
︿
紅
票
﹀
底
稿
︵
圖

二
︶
，
詳
後
文
。

康
熙
皇
帝
究
竟
為
何
事
發
出
這
道

︿
廷
寄
﹀
？
︿
廷
寄
﹀
中
所
言
：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
一
七○

六
︶
差
西
洋
人
龍
安

國
︵A

n
toin

us de B
urros, 1664–1708

︶

與
薄
賢
士
︵A

n
ton

iu
s d

e B
ean

vollier, 

16
5

6
–

17
0

8

︶
；
四
十
七
年
︵
一
七○

八
︶
，
差
西
洋
人
艾
若
瑟
︵Jo

se
p

h 

A
ntoine Provana, 1662–1720

︶
、
陸
若
瑟

︵R
aym

ond Joseph A
rxo, 1659–1711

︶
前

往
西
洋
所
為
何
事
？
康
熙
皇
帝
在
等
什
麼

信
訊
？
這
道
︿
廷
寄
﹀
究
竟
有
沒
有
發
揮

功
能
？
以
下
娓
娓
道
來
。

頒
諭
背
景—

禮
儀
之
爭
與
多
羅
使

華

頒
發
︿
紅
票
﹀
與
中
梵
關
係
史
中
的

﹁
禮
儀
之
爭
﹂
有
關
。
誠
如
大
家
所
知
，

康
熙
三
十
二
年
︵
一
六
九
三
︶
三
月
間
，

接
任
福
建
地
區
宗
座
代
牧
主
教
的
巴
黎
外

方
傳
教
會
會
士
嚴
璫
︵
亦
譯
作
閻
璫
或
顏

璫 C
harles M

aigrot de, 1652–1730

︶
引
爆

了
﹁
禮
儀
之
爭
﹂
，
嚴
璫
改
變
了
耶
穌
會

士
利
瑪
竇
︵M

atteo R
icci, 1552–1610

︶

一
百
多
年
來
︵
自
一
五
八
三
年
利
瑪
竇
到

達
中
國
起
算
︶
尊
重
中
國
禮
俗
的
宣
教
傳

統
，
不
但
要
求
在
華
西
洋
傳
教
士
向
他
宣

誓
服
從
，
且
禁
止
天
主
教
徒
參
與
敬
天
、

尊
孔
、
祭
祖
等
活
動
，
並
呈
請
教
廷
宣
布

全
面
實
施
，
引
起
康
熙
三
十
八
至
四
十
三

年
︵
一
六
九
九

∼

一
七○

四
︶
間
羅
馬

教
廷
有
關
中
國
禮
儀
的
審
查
辯
論
，
促
使

教
廷
注
意
中
國
教
區
問
題
，
正
式
遣
使
來

華
。
康
熙
四
十
一
年
，
羅
馬
教
皇
克
萊
門

十
一
世
︵C

lem
en

tX
I, 1649–1721

︶
為

了
落
實
教
權
及
解
決
教
務
紛
爭
，
派
特

使
多
羅
︵C

arlo T
om

m
aso M

aillard de 

Tournon, 1668–1710

︶
出
使
中
國
，
謁
見

康
熙
皇
帝
。

多
羅
於
康
熙
四
十
四
年
︵
一
七○

五
︶
年
搭
乘
法
王
路
易
十
四
船
隻
行
抵
澳

門
，
六
月
初
八
︵
註
一
︶

批
准
進
京
，
十
一

月
七
日
抵
達
北
京
，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康

熙
皇
帝
接
見
了
多
羅
，
覲
見
時
多
羅
表
示

此
行
目
的
為
：

　

 

來
中
國
之
西
洋
教
徒
，
蒙
聖
主
體
恤
施

恩
，
教
化
王
︵
教
皇
︶
聞
之
感
戴
皇

恩
，
特
派
我
謝
，
此
外
並
無
他
事
。

全
然
未
提
到
禮
儀
問
題
。
到
了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三
月
間
，
多
羅
得
到
從
馬
尼

拉
轉
來
教
廷
作
出
禁
止
中
國
禮
儀
的
訊
息

︵
教
廷
於
一
七○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發

佈
︶
，
態
度
轉
強
，
停
止
北
京
耶
穌
會
士

及
天
主
教
徒
間
有
關
禮
儀
問
題
的
討
論
、

陳
情
與
請
願
，
貫
徹
執
行
教
廷
的
禁
令
，

並
傳
喚
嚴
璫
到
北
京
，
助
他
向
康
熙
皇
帝

圖三　 諭西洋人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據方豪考證「譬如立於大門之前，論人屋內事，眾人何以服」指的是嚴璫。

闡
明
禁
止
中
國
禮
儀
的
道
理
。
就
在
嚴
璫

到
京
至
多
羅
離
京
之
間
，
︿
滿
文
硃
批
奏

摺
﹀
中
出
現
了
好
幾
則
康
熙
皇
帝
派
武
英

殿
總
監
造
赫
世
亨
︵
一
六
四
八

∼

？
︶
與

趙
昌
傳
達
他
對
教
廷
︿
禁
約
﹀
的
看
法
，

並
反
覆
用
各
種
有
趣
而
淺
顯
的
比
喻
說
明

敬
天
、
祭
祖
與
尊
孔
等
中
國
禮
儀
與
天
主

教
信
仰
無
涉
，
實
不
必
禁
止
。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五
月
底
，
康
熙
皇

帝
與
多
羅
間
因
禮
儀
問
題
形
成
僵
局
，
多

羅
欲
離
京
，
康
熙
則
令
多
羅
將
其
意
旨
寫

成
書
信
，
待
欽
定
後
寄
與
教
化
王
︵
教

皇
︶
；
康
熙
又
令
嚴
璫
將
﹁
中
國
禮
儀
﹂

與
天
主
教
教
義
不
合
之
處
盡
可
能
寫
出
呈

覽
。
康
熙
曾
令
武
英
殿
監
修
趙
昌
以
自
身

娶
有
妾
為
例
向
嚴
璫
等
說
明
中
、
西
禮
俗

之
異
，
不
宜
強
同
。
趙
昌
向
嚴
璫
等
說
：

　

 

西
洋
例
娶
一
妻
，
今
我
有
二
、
三
妻
，

皆
已
生
子
，
今
我
豈
棄
此
妻
子
耶
？
奈

何
？

據
方
豪
師
︵
一
九
一○

∼

一
九
八○

︶
考

證
，
趙
昌
為
康
熙
最
親
信
之
內
侍
，
隨
侍

康
熙
五
十
餘
年
，
凡
涉
西
洋
之
事
多
令
趙

昌
處
理
；
趙
昌
也
因
與
西
洋
傳
教
士
相
處

日
久
，
受
感
召
而
欲
入
教
，
因
有
妾
而
未

能
領
洗
。
又
據
陳
國
棟
︿
養
心
殿
總
監

造
趙
昌—

為
康
熙
皇
帝
照
顧
西
洋
人
的
內

務
府
成
員
之
一
﹀
︵
本
刊
三
四
三
期
，

頁
四
四

∼

五
一
︶
趙
昌
於
康
熙
駕
崩
後
，

即
被
抄
家
入
獄
，
姬
妾
散
盡
，
孑
然
一
身

後
，
於
雍
正
九
年
︵
一
七
三
一
︶
夏
受
洗

為
天
主
教
徒
。

被
多
羅
召
喚
入
京
，
協
助
他
向
皇

帝
闡
明
教
禁
的
嚴
璫
，
康
熙
皇
帝
一
再
傳

諭
令
他
將
﹁
孔
子
之
道
與
天
主
之
道
不
符

之
處
﹂
解
說
明
白
，
卻
發
現
嚴
璫
根
本
不

識
中
國
字
；
熱
河
行
宮
御
座
後
﹁
敬
天
法

祖
﹂
匾
額
四
字
，
竟
只
認
得
﹁
天
﹂
字
，

氣
憤
傳
諭
：
﹁
譬
如
立
於
大
門
之
前
，
論

人
屋
內
事
，
眾
人
何
以
服
。
﹂
︵
圖
三
︶

六
月
十
三
日
，
康
熙
再
令
趙
昌
等
傳
諭
多

羅
：
﹁
中
國
人
繪
神
時
畫
雲
，
西
洋
人
畫

神
添
翼
﹂
，
﹁
雲
﹂
與
﹁
翼
﹂
僅
達
意
方

式
不
同
，
如
﹁
天
主
﹂
與
﹁
敬
天
﹂
的
差

別
，
其
象
徵
意
義
是
相
同
的
。
嚴
璫
禁
止

教
徒
用
﹁
天
﹂
和
﹁
上
帝
﹂
，
要
以
﹁
天

主
﹂
替
代
；
恰
巧
多
羅
使
團
中
有
名
﹁
畢

天
祥
﹂
︵Ludovicus  A

n
ton

ius A
ppian

i, 

16
6

3
–

17
3

2

︶
者
，
康
熙
便
以
﹁
畢
天

祥
﹂
為
例
，
詰
問
何
不
改
名
﹁
畢
天
主
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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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
﹂
？
康
熙
曾
賜
北
京
天
主
堂
﹁
敬
天
﹂

匾
額
，
康
熙
解
釋
此
非
﹁
蒼
蒼
有
形
之

天
﹂
，
乃
﹁
天
地
萬
物
根
源
的
主
宰
﹂
。

根
據
趙
昌
等
奏
報
，
多
羅
每
次
聆
聽

傳
達
意
旨
，
態
度
雖
然
恭
謹
，
意
志
卻
十

分
堅
定
，
以
致
被
趙
昌
等
形
容
：
﹁
明
知

已
非
，
斷
不
認
錯
﹂
。
總
之
，
這
是
一
次

沒
有
交
集
而
各
有
堅
持
的
交
流
。
多
羅
於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九
月
離
京
，
繼
續
行
使
他

奉
命
來
華
的
職
責
，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

在
南
京
正
式
發
佈
教
廷
︿
禁
約
﹀
：

　

 

不
許
︵
天
主
教
徒
︶
祭
孔
、
祭
天
，
不

許
供
牌
位
，
不
許
以
天
或
上
帝
稱
天

主
，
不
遵
守
的
，
即
應
受
﹁
棄
絕
﹂

︵excom
m

uni–cation

︶
重
罰
。

康
熙
也
採
取
宣
示
教
權
的
做
法
，
下
令
逮

捕
畢
天
祥
，
驅
逐
嚴
璫
，
並
傳
諭
：

　

 

凡
不
回
去
的
西
洋
人
等
，
寫
票
用
內
務

府
印
給
發
，
票
上
寫
西
洋
某
國
人
，
年

若
干
，
在
某
會
，
來
中
國
若
干
年
，
永

不
復
回
西
洋
，
已
經
來
朝
覲
陛
見
，
為

此
給
票
。
兼
滿
漢
字
，
將
千
字
文
編
成

號
數
，
挨
次
存
記
，
將
票
書
成
款
式
進

呈
。
欽
此
。

據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所
發
﹁
元
字
號
﹂
票
︵
註
二
︶

，
傳
教
必
先

領
票
，
領
票
必
須
陛
見
，
並
表
達
永
遠
居

留
中
國
的
意
願
，
無
疑
是
向
康
熙
皇
帝
宣

誓
效
忠
，
成
為
中
國
子
民
，
自
當
遵
守
清

廷
﹁
法
度
﹂
。
康
熙
四
十
六
年
二
月
，
康

熙
皇
帝
第
六
度
南
巡
，
在
臨
清
、
揚
州
、

南
京
、
蘇
州
、
杭
州
等
處
接
見
了
傳
教

士
，
凡
不
願
領
票
者
，
一
律
解
送
廣
州
，

多
羅
則
逐
居
澳
門
。

紅
色
諭
旨

在
康
熙
皇
帝
初
次
接
見
多
羅
的
兩

天
後
︵
康
熙
四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
，
便
準
備
派
法
國
耶
穌
會
士
白
晉

︵Joach
im

 B
ou

vet, 1656–1730

︶
、
沙

國
安
︵M

arian
i, 

生
卒
年
不
詳
︶
為
正
、

副
使
回
聘
教
廷
，
但
因
多
羅
反
對
以
白
晉

為
首
，
且
白
晉
與
沙
國
安
不
和
而
作
罷
。

︵
圖
四
︶
其
後
因
禮
儀
問
題
僵
持
不
下
，

康
熙
皇
帝
開
始
懷
疑
多
羅
的
頑
固
，
究
竟

是
否
為
教
皇
原
意
？
於
是
又
引
發
遣
使
回

聘
教
廷
的
想
法
。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九
月
初
，
多
羅
已
離

京
，
康
熙
決
定
派
龍
安
國
與
薄
賢
士
帶
著

他
的
敕
諭
前
往
教
廷
。
薄
賢
士
通
漢
文
，

多
羅
來
京
期
間
，
康
熙
皇
帝
曾
將
薄
賢
士

所
撰
漢
字
書
三
篇
贈
與
多
羅
。
九
月
初
六

日
，
當
薄
賢
士
接
獲
奉
使
消
息
，
他
向
康

熙
表
達
：

　

 

我
來
京
城
，
未
為
皇
上
效
力
，
而
蒙
格
外

抬
舉
，
視
為
可
信
之
人
，
委
以
官
差
。
︙

我
當
盡
心
竭
力
，
將
御
詔
送
達
。

康
熙
皇
帝
令
薄
賢
士
奉
往
教
廷
︿
御
詔
﹀

的
具
體
內
容
為
何
？
已
不
可
考
，
但
不
外

乎
是
諭
教
廷
遵
循
利
瑪
竇
規
矩
傳
教
。

︵
圖
六
︶
兩
位
使
臣
於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九

月
十
日
離
京
，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乘
船
出

洋
。
到
了
第
二
年
十
月
，
東
南
季
候
風
刮

過
，
應
到
的
外
洋
船
隻
多
已
抵
達
，
康
熙

未
得
到
龍
安
國
等
回
音
，
於
是
又
派
出
服

務
於
清
宮
十
多
年
的
艾
若
瑟
與
陸
若
瑟
奉

使
出
洋
。

自
此
以
後
，
每
當
東
南
季
候
風
刮

起
，
外
洋
船
隻
抵
達
廣
東
時
，
康
熙
皇

帝
必
殷
切
傳
諭
，
查
詢
西
洋
有
無
書
信
寄

回
，
他
耐
心
地
等
了
兩
年
，
也
失
望
了
兩

年
。
到
了
四
十
八
年
正
月
，
康
熙
再
也
按

捺
不
住
，
令
趙
昌
分
別
傳
諭
江
西
巡
撫
郎

廷
極
︵
一
六
六
三

∼

一
七
一
五
︶
、
福
建

巡
撫
梁
鼐
︵
一
六
五
三

∼

一
七
一
三
︶
、

兩
廣
總
督
趙
弘
燦
︵
？

∼

一
七
一
七
︶
、

廣
東
巡
撫
范
時
崇
、
偏
沅
巡
撫
趙
申
喬

︵
一
六
四
四

∼

一
七
二○

︶
及
澳
門
西
洋

理
事
官
委
黎
多
︵
葡
萄
牙
駐
澳
門
理
事
官

稱
之
為
﹁
委
黎
多
﹂
︶
等
：

　

 

凡
有
西
洋
人
所
進
皇
上
御
用
物
件
及
啟

奏
書
子
，
即
著
妥
當
家
人
，
雇
包
程
騾

子
，
星
夜
送
來
，
不
得
有
誤
。

結
果
康
熙
只
收
到
各
地
天
主
教
堂
及
傳
教

士
進
貢
的
各
式
各
樣
葡
萄
酒
等
物
品
，
至

於
書
信
與
消
息
則
無
。
於
是
他
又
懷
疑
是

否
外
洋
船
隻
來
少
了
？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傳

諭
兩
廣
總
督
趙
弘
燦
，
查
詢
﹁
近
年
廣
東

外
洋
比
往
年
如
何
？
﹂
七
月
間
，
又
讓
武

英
殿
監
造
李
國
屏
︵
生
卒
年
不
詳
︶
及
王

道
化
向
京
裡
西
洋
教
士
探
詢
：
﹁
西
洋

有
信
否
？
﹂
答
案
仍
是
沒
有
。
四
十
九
年

︵
一
七
一○

︶
二
月
，
康
熙
皇
帝
傳
諭
兩

廣
總
督
趙
弘
燦
，
洋
船
到
時
速
報
。
終
於

在
這
年
夏
天
得
到
一
些
信
訊
。

康
熙
四
十
九
年
閏
七
月
十
四
日
，

同
一
天
裡
趙
弘
燦
上
了
兩
個
摺
子
，
報

告
西
洋
來
了
三
位
有
技
藝
的
人
：
山
遙
瞻

︵Fabre B
onjour, 1669–1714

︶
、
馬
國
賢

圖四　 諭多羅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趙昌等傳旨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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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tteo R

ipa, 1682–1746

︶
與
德
里
格

︵T
heodoricus Pedrin

i, 1671–1746

︶
，

他
們
是
來
查
問
多
羅
情
況
的
，
而
多
羅
已

於
五
月
十
二
日
病
故
。
趙
弘
燦
︿
奏
查
問

西
洋
人
多
羅
並
進
畫
像
等
情
形
摺
﹀
中
，

附
有
︿
墨
諭
﹀
一
件
，
其
內
容
與
︽
康
熙

與
羅
馬
使
節
關
係
文
書
︾
中
一
件
︿
趙
昌

等
傳
諭
眾
西
洋
人
﹀
︵
圖
五
︶
相
同
，
指

責
多
羅
遺
摺
﹁
擡
頭
錯
處
，
字
眼
越
分
，

奏
摺
用
五
爪
龍
紋
﹂
等
種
種
違
例
不
合
中

國
法
制
，
諭
令
趙
昌
等
差
人
查
問
；
至
於

新
到
的
三
位
西
洋
人
則
奉
諭
留
在
廣
東
學

習
漢
話
，
並
等
待
龍
安
國
訊
息
傳
回
後
再

定
奪
。這

次
來
華
的
傳
教
士
共
六
人
，
除

上
述
三
人
另
有
龐
克
修
︵Josep

h
 C

erw
, 

1674–1750

︶
、
任
掌
晨
︵G

. A
m

odei

︶
、

潘
如
︵D

om
in

icus Perron
i

︶
等
，
他
們

都
是
羅
馬
教
廷
傳
信
部
教
士
，
於
康
熙

四
十
六
年
當
教
皇
聽
聞
多
羅
在
華
訊
息
後

奉
派
來
華
。
其
中
馬
國
賢
會
畫
畫
，
德
里

格
通
音
律
樂
器
，
山
遙
瞻
懂
測
繪
，
均
在

廣
東
天
主
堂
學
了
一
年
漢
語
，
於
四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到
達
北
京
，
陛
見
後
領
取
了

﹁
居
留
票
﹂
，
表
達
了
遵
諭
奉
行
利
瑪
竇

傳
教
成
規
，
三
人
在
清
宮
文
化
事
業
中
各

有
表
現
，
且
均
卒
於
中
國
。

自
馬
國
賢
等
來
華
到
康
熙
五
十
五

年
九
月
發
出
︿
紅
票
﹀
，
每
屆
船
期
康
熙

仍
舊
殷
切
垂
問
，
雖
有
些
消
息
，
然
總
是

零
亂
而
莫
辨
真
偽
的
。
於
是
採
取
了
積
極

做
法
，
即
廣
寄
︿
紅
色
諭
旨
﹀
，
讓
所
有

來
華
回
國
的
西
洋
人
成
為
他
的
信
差
，
將

他
的
諭
旨
轉
寄
羅
馬
教
廷
。
本
院
藏
有
漢

文
本
︿
紅
票
﹀
底
稿
，
內
容
與
正
式
發
出

的
印
刷
本
︿
紅
票
﹀
完
全
相
同
，
唯
未
填

使
臣
﹁
龍
安
國
、
薄
賢
士
與
艾
若
瑟
、
陸

若
瑟
﹂
名
字
與
出
洋
時
間
。
︵
圖
二
︶
這

則
經
康
熙
皇
帝
硃
筆
修
改
的
﹁
廷
寄
﹂
，

當
是
︿
紅
票
﹀
底
稿
，
並
據
之
譯
成
滿
文

及
拉
丁
文
，
於
康
熙
五
十
五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由
供
職
內
廷
十
六
位
西
洋
人
署
名
，
在

宮
中
雕
版
印
製
後
，
傳
送
廣
東
鈐
巡
撫
關

防
，
不
封
口
，
交
予
來
華
回
洋
的
西
洋
人

帶
回
。
同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
三
十
日
，
康

熙
皇
帝
召
見
德
里
格
及
在
京
西
洋
人
，
諭

曰
：
只
有
艾
若
瑟
帶
回
訊
息
，
朕
才
相
信

是
教
化
王
之
意
，
才
決
定
傳
教
方
針
。

︵
圖
六
︶

根
據
兩
廣
總
督
楊
琳
奏
報
，
康
熙

五
十
五
年
十
月
接
到
由
驛
站
寄
來
的
︿
紅

票
﹀
，
即
著
巡
撫
用
官
防
，
發
與
所
有
洋

船
上
較
體
面
的
人
帶
回
西
洋
去
了
。
唯
筆

者
所
見
兩
件
︿
紅
票
﹀
，
均
未
鈐
巡
撫
官

防
。

盼
得
回
音

康
熙
皇
帝
大
約
在
五
十
七
年
夏
陸

續
收
到
了
一
些
關
於
︿
紅
票
﹀
及
來
自
教

廷
的
訊
息
。
首
先
是
兩
廣
總
督
楊
琳
根
據

新
到
洋
人
帶
來
的
消
息
向
皇
帝
奏
報
了
三

點
：

一
、 

發
出
的
︿
紅
字
票
﹀
在
小
西
洋
已
有

流
傳
，
並
已
帶
往
大
西
洋
；

二
、 

龍
安
國
、
薄
賢
士
於
四
十
六
年
前
往

大
西
洋
︵
歐
洲
︶
途
中
遭
風
難
淹

斃
；

三
、 

艾
若
瑟
、
陸
若
瑟
於
四
十
八
年
抵
達

大
西
洋
，
陸
若
瑟
於
五
十
年
身
故
，

艾
若
瑟
目
前
仍
在
義
大
利
︵
大
里
亞

國
︶
。

同
年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楊
琳
再
報
：
︿
紅

票
﹀
於
五
十
六
年
十
月
到
達
大
西
洋
，
教

皇
已
看
到
，
並
已
傳
喚
艾
若
瑟
，
聞
艾
若

瑟
一
到
羅
馬
便
會
差
來
覆
命
。

兩
年
後
，
康
熙
五
十
九
年
六
月
，

艾
若
瑟
果
然
回
到
中
國
，
只
可
惜
他
在
返

抵
澳
門
前
死
於
船
上
，
他
的
靈
柩
由
他
的

徒
弟
樊
守
義
︵
一
六
八
二

∼

一
七
五
三
︶

帶
回
。
樊
守
義
向
兩
廣
總
督
楊
琳
供
稱
：

他
隨
著
艾
若
瑟
於
康
熙
四
十
八
年
二
月
到

達
羅
馬
，
覲
見
教
皇
，
報
告
了
多
羅
使
華

情
形
，
但
教
皇
對
艾
若
瑟
呈
文
上
沒
有

清
廷
印
璽
而
生
疑
，
命
艾
若
瑟
留
下
不

准
回
華
，
直
到
五
十
七
年
教
皇
看
到
︿
紅

票
﹀
後
始
有
轉
機
。
五
十
八
年
三
月
艾
若

瑟
奉
教
廷
諭
攜
帶
樊
守
義
先
行
航
返
中

國
，
臨
行
前
教
廷
樞
機
保
羅
琪
︵C

ard
. 

Fabrizio Paolucci, 1651–1726

︶
致
函
艾

若
瑟
，
令
其
以
患
病
為
由
解
釋
其
遲
歸
中

國
的
原
因
，
對
於
禮
儀
問
題
不
得
作
任
何

解
釋
，
以
免
與
教
廷
禁
令
抵
觸
；
教
廷
將

另
遣
特
使
前
來
闡
述
。
可
惜
艾
若
瑟
在
康

熙
五
十
九
年
二
月
七
日
病
死
於
歸
途
海

上
，
樊
守
義
將
其
靈
柩
帶
回
，
下
葬
於
澳

門
。
樊
守
義
則
經
過
兩
廣
總
督
審
詢
盤
查

確
實
，
連
同
帶
回
的
七
箱
禮
物
一
併
護
送

進
京
。
樊
守
義
後
在
北
京
、
山
東
一
帶
傳

教
，
卒
於
乾
隆
十
八
年
。

樊
守
義
返
抵
國
門
後
不
久
，
康
熙

圖六　 面諭德里格及在京西洋人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七　 奉諭傳旨兩廣總督廣東巡撫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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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話
細
節
。
根
據
方
豪
師
考
證
，
該
文
件

於
六
十
年
二
月
康
熙
皇
帝
召
見
使
團
時
交

與
嘉
樂
，
讓
他
帶
回
轉
呈
教
皇
；
羅
馬
傳

信
部
檔
案
處
﹁
東
方
文
件
﹂
藏
有
一
件
，

梵
蒂
岡
圖
書
館
另
藏
兩
件
。

結
語

︿
紅
票
﹀
與
本
院
所
藏
︽
康
熙
與

羅
馬
使
節
關
係
文
書
︾
以
及
內
務
府
官
員

和
兩
廣
總
督
巡
撫
的
各
相
關
奏
摺
，
記
錄

了
一
段
已
廣
為
人
知
的
中
梵
關
係
史
，
本

文
旨
在
介
紹
檔
案
，
並
說
明
康
熙
皇
帝
從

未
反
對
天
主
教
在
華
傳
播
。
在
﹁
康
熙
大

帝
與
太
陽
王
路
易
十
四
特
展
﹂
中
選
展
了

康
熙
三
十
一
年
所
頒
布
的
︿
寬
容
敕
諭
﹀

︵
圖
九
︶
，
成
為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以
前
承

認
天
主
教
自
由
傳
教
的
法
定
文
件
。
可
惜

十
八
世
紀
初
羅
馬
教
廷
改
變
了
利
瑪
竇
以

來
尊
重
中
國
禮
俗
的
傳
教
方
式
，
引
發
了

康
熙
朝
禮
儀
之
爭
，
也
改
變
了
中
梵
關
係

的
發
展
。
檔
案
中
所
見
康
熙
皇
帝
以
極
大

的
耐
心
與
寬
容
一
再
傳
諭
，
反
覆
申
論
中

國
禮
儀
不
是
迷
信
，
與
天
主
教
教
義
沒
有

牴
觸
，
並
努
力
打
通
與
教
廷
溝
通
的
直
接

管
道
。
︿
紅
票
﹀
的
廣
為
傳
布
，
是
康
熙

圖八　 嘉樂使華日記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五
十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又
來
了
費
理
薄

︵Filippo M
aria C

esati, 1684–1725

︶
與

何
濟
格
︵O

norato M
aria Ferrari, 1685–

1755

︶
兩
名
使
者
，
他
們
甫
抵
廣
東
，
即

向
兩
廣
總
督
楊
琳
等
表
示
：
教
皇
所
派
特

使
團
包
括
有
技
藝
的
人
隨
後
即
到
，
並
呈

上
﹁
金
線
所
縫
又
用
金
鎖
封
固
﹂
的
︿
表

文
﹀
。
九
月
十
六
日
康
熙
皇
帝
以
費
理

薄
、
何
濟
格
二
人
帶
來
的
︿
表
文
﹀
，
未

回
覆
艾
若
瑟
傳
諭
訊
息
，
因
而
拒
絕
拆

閱
。
︵
圖
七
︶

康
熙
皇
帝
極
盼
的
教
廷
使
臣
嘉
樂

︵C
arlo M

ezzabarba, 1682–1741

︶
於

五
十
九
年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終
於
抵
達
澳

門
，
隨
行
者
共
二
十
四
人
，
其
中
十
名
擁

有
特
殊
技
藝
，
畫
家
二
人
、
音
樂
家
二

人
、
鐘
錶
師
一
人
、
天
文
數
學
家
一
人
、

內
科
與
外
科
各
一
人
、
製
藥
師
一
人
、
雕

刻
師
一
人
；
他
們
在
廣
東
休
息
及
準
備
一

個
月
後
，
於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起
程
赴
京
。

關
於
嘉
樂
使
華
的
經
過
，
前
人
敘
述
極

多
，
非
本
文
主
題
，
自
不
贅
述
。
本
院
藏

有
︿
嘉
樂
使
華
日
記
﹀
︵
圖
八
︶
，
詳
載

五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至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康
熙
皇
帝
與
嘉
樂
使
團
交
聘
與

圖九　 康熙三十一年〈寬容敕諭〉抄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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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案
：
本
文
配
合
檔
案
，
以
農
曆
繫
時
。

2.  

﹁
元
字
號
﹂
票
詳
見
︿
清
宮
廷
畫
家
郎
世

寧
年
譜—

兼
在
華
耶
穌
會
士
史
事
史
事
稽

年
﹀
，
︽
故
宮
博
物
院
院
刊
︾
，
北
京
：
紫

禁
城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八
年
第
二
期
，
頁

三
四
。

皇
帝
久
候
未
得
教
廷
回
音
而
想
出
來
的
傳

信
方
法
，
成
為
一
件
非
常
特
殊
的
清
代
檔

案
。
康
熙
皇
帝
雖
堅
持
西
洋
傳
教
士
必
須

遵
守
大
清
法
度
在
華
傳
教
，
但
終
其
一
生

始
終
未
禁
天
主
教
，
領
有
﹁
票
﹂
的
傳
教

士
是
可
以
傳
教
的
。
根
據
︽
總
管
內
務
府

檔
案
︾
，
康
熙
四
十
七
年
領
票
傳
教
的
西

洋
人
達
六
十
四
人
，
分
布
陝
西
、
山
西
、

直
隸
、
山
東
、
湖
廣
、
江
西
、
貴
州
、
浙

江
、
江
蘇
、
廣
東
等
各
地
。
康
熙
皇
帝
傳

諭
鼓
勵
西
洋
傳
教
士
領
票
，
並
安
慰
已
領

票
者
：

　

 

教
化
王
若
再
怪
你
們
遵
利
瑪
竇
不
依
教

化
王
的
話
，
教
你
們
回
西
洋
去
，
朕
不

教
你
們
回
去
；
倘
教
化
王
聽
了
多
羅
的

話
，
說
你
們
不
遵
教
化
王
的
話
，
得
罪

天
主
，
必
定
教
你
們
回
去
，
那
時
朕
自

然
有
話
說
，
說
你
們
在
中
國
年
久
，
服

朕
水
土
，
就
如
中
國
人
一
樣
，
必
不
肯

打
發
回
去
。
︙
︙
你
們
領
過
票
的
，
就

如
中
國
人
一
樣
，
爾
等
放
心
，
不
要
害

怕
領
票
。
︵
圖
十
︶

康
熙
五
十
四
年
，
直
隸
省
領
票
西
洋
人
與

民
眾
起
了
紛
爭
，
康
熙
皇
帝
下
達
維
護
西

洋
傳
教
士
的
諭
旨
：

　

 

近
日
聞
得
京
中
西
洋
人
說
，
真
定
府

內
有
票
西
洋
人
，
偶
有
比
︵
彼
︶
此

爭
地
，
以
致
生
禍
授
打
等
語
，
未
知

虛
實
，
但
西
洋
人
到
中
國
將
三
百
年
，

未
見
不
好
處
，
若
事
無
大
關
，
從
寬
亦

可
，
爾
細
察
緣
由
情
形
，
寫
摺
奏
聞
。

︵
圖
十
一
︶

正
因
﹁
西
洋
人
到
中
國
將
三
百
年
未
見
不

好
﹂
，
且
因
康
熙
皇
帝
對
西
學
充
滿
了

熱
情
與
好
奇
，
多
羅
使
華
及
禮
儀
之
爭
期

間
，
正
是
康
熙
結
合
西
洋
傳
教
士
繪
製

︽
皇
輿
全
覽
圖
︾
之
時
，
他
對
西
洋
科
學

的
熱
衷
，
完
全
折
射
到
對
羅
馬
教
廷
及
其

使
臣
的
耐
性
與
寬
仁
上
，
他
反
覆
申
辯
，

積
極
溝
通
，
留
下
了
大
量
檔
案
，
讓
後
人

對
清
聖
祖
康
熙
皇
帝
有
更
深
的
了
解
，
也

對
這
段
中
梵
交
聘
過
程
有
深
層
的
認
識
。

作
者
為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副
院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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