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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與路易十四帝王的共性

展場巡禮

康
熙
帝
與
路
易
十
四
帝
王
的
共
性

康
熙
皇
帝
與
路
易
十
四
是
同
時
代
帝

王
，
這
裏
將
先
敍
述
他
們
之
間
的
關
聯
，

次
及
他
們
作
為
帝
王
的
共
同
點
，
最
後
瞭

解
他
們
的
差
異
。

使
節
往
來
與
﹁
神
交
﹂

路
易
十
四
是
重
商
主
義
者
，
為
開
通

商
路
，
派
人
到
歐
洲
、
非
洲
繪
製
地
圖
。

熱
衷
於
瞭
解
西
方
自
然
科
學
知
識

的
康
熙
帝
，
於
康
熙
三
十
二
年
︵
一
六
九 

三
︶
派
遣
白
晉
赴
法
國
招
募
科
學
家
來

華
，
並
讓
他
攜
帶
贈
送
路
易
十
四
的
珍
貴

禮
品
。
這
一
舉
動
，
就
是
白
晉
所
說
的
：

﹁
︵
康
熙
帝
︶
又
命
我
來
法
國
，
要
我
直

接
向
陛
下
︵
路
易
十
四
︶
為
他
派
去
盡
可

能
多
的
傳
教
士
，
尤
其
是
派
那
些
像
正
在

皇
帝
周
圍
的
傳
教
士
們
一
樣
具
有
特
長

的
耶
穌
會
士
，
因
為
皇
帝
對
這
樣
一
些
傳

教
士
非
常
器
重
。
﹂
︵
︽
康
熙
帝
傳
︾
︶

白

筆
者
對
法
國
國
王
路
易
十
四
的
歷
史
所
知
甚
少
，
然
亦
獲
知
他
與
康
熙
皇
帝
有
著
諸
多
的
可
以
說

是
驚
人
的
相
似
之
處
，
因
而
寫
出
這
篇
讀
書
劄
記
。

為
到
中
國
和
東
方
測
繪
地
圖—

﹁
完
善
法

國
人
的
航
海
圖
和
地
圖
﹂
，
路
易
十
四
決

定
挑
選
﹁
精
通
數
學
並
擅
長
輿
地
工
作
，

還
要
能
掌
握
中
國
最
基
本
的
藝
術
和
科
學

知
識
的
優
秀
傳
教
士
﹂
來
華
，
洪
若
翰
、

張
誠
、
白
晉
、
劉
應
等
人
被
授
予
﹁
國
王

的
數
學
家
﹂
委
任
書
，
以
﹁
國
王
的
觀
察

員
與
數
學
家
﹂
的
身
分
東
來
。
︵
美
．
魏
若

望
：
︽
耶
穌
會
士
傅
聖
澤
神
甫
傳
：
索
隱
派
思
想
在

中
國
及
歐
洲
︾
︶
洪
若
翰
一
行
於
康
熙
二
十
七

年
︵
一
六
八
八
︶
到
達
北
京
，
康
熙
帝

召
見
他
們
，
並
將
張
誠
、
白
晉
留
在
宮
廷

服
務
。
科
學
考
察
團
並
非
法
國
國
王
派
遣

的
出
使
中
國
的
使
團
，
但
在
事
實
上
起
到

路
易
十
四
與
康
熙
帝
溝
通
的
作
用
，
可
以

視
作
路
易
十
四
與
康
熙
帝
的
一
種
間
接
交

往
。
白
晉
、
張
誠
在
宮
中
，
向
康
熙
帝
介

紹
西
方
天
文
學
、
數
學
、
醫
學
等
自
然
科

學
、
人
體
科
學
知
識
，
特
別
講
述
了
路
易

十
四
的
故
事
：
﹁
在
交
談
中
，
我
們
把
路

易
十
四
的
豐
功
偉
績
講
得
比
任
何
東
西
都

更
完
備
，
也
可
以
說
，
皇
帝
︵
指
康
熙

帝
︶
對
路
易
十
四
的
功
績
比
任
何
東
西
都

更
樂
意
聽
。
﹂
︵
白
晉
：
︽
康
熙
帝
傳
︾
︶

應

該
說
，
耶
穌
會
士
的
宣
傳
，
使
得
康
熙
帝

對
路
易
十
四
有
所
瞭
解
，
還
可
能
有
些
好

感
。

晉
於
一
六
九
七
年
回
到
法
國
，
同
年
將
在

路
途
中
撰
寫
的
︽
康
熙
帝
傳
︾
晉
呈
路
易

十
四
。
路
易
十
四
支
持
白
晉
，
批
准
他
和

他
的
同
行
者
耶
穌
會
士
巴
多
明
、
馬
若

瑟
、
雷
孝
思
等
十
餘
人
乘
坐
安
菲
特
裏
特

號
商
船
東
來
，
並
由
他
攜
帶
贈
送
康
熙
帝

的
禮
物
，
白
晉
一
行
於
康
熙
三
十
七
年

︵
一
七 

九
八
︶
返
回
中
國
廣
州
。
白
晉
的

﹁
出
使
﹂
，
是
康
熙
帝
與
路
易
十
四
的
直

接
交
往
。
這
一
次
與
前
一
次
不
同
了
，
在

康
熙
帝
與
路
易
十
四
的
關
係
上
，
用
現
代

的
外
交
語
言
可
以
說
是
﹁
老
朋
友
﹂
交
情

了
。
﹁
老
朋
友
﹂
應
有
氣
味
相
投
之
處
，

還
真
是
有
的
，
就
是
﹁
科
學
﹂—

路
易

十
四
和
他
派
遣
的
耶
穌
會
士
是
利
用
科
學

作
為
交
往
的
手
段
，
達
到
繪
圖
和
傳
教
的

目
的
，
康
熙
帝
則
是
希
望
得
到
西
方
科
學

技
術
。
至
於
康
熙
帝
與
路
易
十
四
的
各
自

為
人
處
世
，
有
無
互
相
影
響
，
有
無
互
相

敬
慕
之
情
，
就
不
便
臆
測
了
。

兩
位
君
主
的
交
往
，
對
中
法
文
化

交
流
起
到
了
積
極
的
作
用
。
路
易
十
四
派

遣
的
學
者
傳
教
士
和
以
前
來
華
的
同
道
，

共
同
促
進
了
康
熙
帝
的
學
習
西
方
科
學

知
識
熱
情
，
並
啟
用
傳
教
士
雷
孝
思
、
白

馮
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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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士
將
儒
家
典
籍
譯
成
滿
文
，
滿
文
是
拼

音
文
字
，
歐
洲
人
容
易
學
習
，
對
以
後
儒

家
經
典
西
譯
、
西
傳
有
益
。
﹁
康
熙
時
代

的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是
雙
向
的
，
是
兼
有
物

質
與
精
神
多
方
面
的
，
可
以
說
是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史
上
的
一
個
新
起
點
﹂
，
康
熙
帝

做
出
不
少
貢
獻
。
︵
陳
捷
先
：
︽
康
熙
寫
真
︾
︶

同
樣
，
路
易
十
四
促
進
了
十
七
世
紀
中
法

文
化
交
流
。

繼
位
、
親
政
與
傳
位

繼
位
與
傳
位
是
帝
王
之
所
以
成
為

執
政
者
關
鍵
所
在
，
講
到
康
熙
帝
與
路

易
十
四
的
相
同
之
處
，
首
先
就
此
作
出
瞭

解
。
當
然
，
繼
位
傳
位
之
事
，
還
涉
及
到

皇
位
的
傳
承
制
度
，
童
年
繼
位
的
親
政
，

君
主
戀
位
，
傳
位
人
選
變
動
，
傳
位
遺

囑
；
君
主
榮
譽
稱
號
︵
尊
號
、
諡
號
︶
等

事
，
不
是
簡
單
的
繼
位
傳
位
故
事
。

路
易
十
四
生
於
一
六
三
八
年
，
一
六 

四
三
年
他
的
父
王
路
易
十
三
逝
世
，
根
據

波
旁
王
朝
的
王
位
傳
承
制
度
，
路
易
十
四

繼
位
，
時
年
五
歲
，
這
是
歐
洲
人
的
計
算

年
齡
方
法
，
也
就
是
今
日
中
國
人
說
的

﹁
實
歲
﹂
，
若
按
清
朝
人
計
算
法
，
則
是

晉
、
杜
德
美
等
人
，
和
中
國
學
者
一
起
，

到
各
直
省
和
邊
疆
地
區
進
行
勘
測
，
繪
製

以
行
省
為
單
位
的
全
國
地
圖
，
積
十
數
年

之
功
，
於
康
熙
五
十
七
年
︵
一
七
一
八
︶

製
成
︽
皇
輿
全
覽
圖
︾
︵
︽
康
熙
皇
輿
全

覽
圖
︾
︶
。
康
熙
帝
於
五
十
二
年
︵
一
七 

一
三
︶
下
令
成
立
算
術
館
，
設
在
離
宮
暢

春
園
蒙
養
齋
，
由
皇
子
允
祉
主
管
，
撰
著

︽
律
曆
淵
源
︾
︵
含
︽
曆
象
考
成
︾
、

︽
數
理
精
蘊
︾
、
︽
律
呂
正
義
︾
︶
使
得

蒙
養
齋
類
似
於
科
學
院
，
而
法
國
科
學
院

則
成
立
於
一
六
六
六
年
︵
康
熙
五
年
︶
。

康
熙
帝
派
遣
白
晉
向
路
易
十
四
贈
送
中
國

書
籍
，
又
令
傳
教
士
翻
譯
中
國
古
籍
，
如

劉
應
譯
︽
易
經
︾
︵
部
分
︶
、
馮
秉
正
譯

︽
通
鑒
綱
目
︾
。
康
熙
朝
譯
書
廣
泛
，
傳

六
歲
，
是
為
﹁
虛
歲
﹂
。
這
種
計
算
方
法

的
不
同
，
令
人
書
寫
不
便
，
筆
者
這
裏
只

好
在
講
到
路
易
十
四
年
齡
時
用
實
歲
，
說

到
康
熙
帝
年
齡
時
則
用
虛
歲
，
尊
重
習

慣
，
不
得
已
也
。
題
外
話
表
過
，
回
到
正

題
。
路
易
十
三
生
於
一
六○

一
年
，
一
六 

一○

年
繼
位
，
時
年
九
歲
，
在
位
十
三

年
。
路
易
十
三
、
路
易
十
四
父
子
都
是
童

年
繼
承
王
位
。
康
熙
帝
出
生
在
順
治
十
一

年
︵
一
六
五
四
︶
，
比
路
易
十
四
小
十
六

歲
，
順
治
十
八
年
︵
一
六
六
一
︶
繼
承
帝

位
，
時
年
八
歲
。
他
的
父
皇
順
治
帝
出
生

於
崇
德
三
年
︵
一
六
三
八
︶
，
與
路
易

十
四
同
年
，
崇
德
八
年
︵
一
六
四
三
︶
六

歲
登
基
。
順
治
帝
、
康
熙
帝
父
子
、
路
易

十
三
、
路
易
十
四
都
是
在
十
歲
以
內
成
為

君
主
。
兩
國
兩
代
君
王
皆
系
童
年
踐
祚
，

歷
史
竟
是
如
此
巧
合
。
造
成
這
一
狀
況
的

是
君
主
繼
承
制
度
，
是
家
天
下
的
父
死
子

繼
。
君
主
制
，
是
此
時
中
法
兩
國
共
同
的

制
度
，
產
生
了
童
年
君
主
繼
位
的
相
同
歷

史
現
象
。

君
主
童
年
登
基
，
用
中
國
傳
統
語
言

叫
做
﹁
沖
年
繼
位
﹂
，
從
而
出
現
﹁
主
少

國
疑
﹂
的
政
治
問
題
，
需
要
重
臣
輔
政
，

然
後
就
有
君
主
親
政
的
問
題
。
路
易
十
四

繼
位
，
由
母
后
攝
政
，
而
真
正
主
持
政
務

的
是
首
相
、
紅
衣
主
教
馬
薩
林
。
一
六
六 

一
年
，
東
方
是
康
熙
帝
繼
位
，
西
方
因
馬

薩
林
之
死
，
是
路
易
十
四
的
親
政
，
他
已

經
二
十
三
歲
，
親
政
是
自
然
之
事
，
沒
有

特
殊
的
事
情
發
生
。
康
熙
帝
繼
位
，
由
索

尼
、
蘇
克
薩
哈
、
鼇
拜
等
四
人
輔
政
，

其
中
鼇
拜
為
人
跋
扈
專
橫
，
權
傾
朝
野
。

順
治
帝
是
十
四
歲
親
政
的
，
康
熙
六
年

︵
一
六
六
七
︶
，
康
熙
帝
亦
屆
十
四
歲
，

循
其
父
皇
之
成
例
，
舉
行
親
政
大
典
，
是

為
﹁
躬
親
大
政
﹂
，
開
始
禦
門
聽
政
的
常

朝
制
度
，
但
是
鼇
拜
仍
然
專
權
，
甚
至
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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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康
熙
帝
將
另
一
輔
政
大
臣
蘇
克
薩
哈
滅

族
。
康
熙
帝
忍
無
可
忍
，
乃
以
﹁
布
庫
﹂

︵
摔
跤
︶
為
名
，
訓
練
年
輕
太
監
，
在
鼇

拜
進
宮
時
將
其
捉
拿
治
罪
，
沒
有
發
生
意

外
事
故
，
這
個
﹁
擒
鼇
拜
﹂
事
件
，
是
康

熙
帝
親
政
後
的
大
事
，
自
此
康
熙
帝
真
正

自
主
治
理
天
下
了
。

傳
位
，
兩
位
君
主
都
碰
到
極
為
傷

心
的
事
情
，
雖
然
最
終
解
決
了
，
卻
付
出

了
沉
重
代
價
。
路
易
十
四
立
長
子
為
王
太

子
，
一
七
一
一
年
︵
康
熙
五
十
年
︶
四
月

王
太
子
患
天
花
死
亡
，
十
月
第
二
個
王
位

繼
承
人
、
王
太
子
長
子
又
病
死
，
幾
天
後

第
三
個
王
位
繼
承
人
、
路
易
十
四
年
僅
四

歲
的
長
曾
孫
︵
王
長
子
孫
︶
死
去
，
一
年

之
內
接
二
連
三
地
失
去
親
子
、
親
孫
、
親

曾
孫
，
而
且
都
是
王
位
繼
承
人
，
可
以

想
見
已
經
七
十
三
歲
的
路
易
十
四
悲
痛
情

狀
，
但
是
總
得
有
繼
嗣
，
乃
於
一
七
一
二

年
立
年
僅
二
歲
的
次
曾
孫
為
繼
承
人
。

一
七
一
五
年
︵
康
熙
五
十
四
年
︶
九
月
路

易
十
四
病
死
于
凡
爾
賽
宮
，
業
已
五
歲
的

次
曾
孫
繼
位
，
是
為
路
易
十
五
。
︵
陳
文

海
：
︽
法
國
史
︾
︶

史
家
評
論
路
易
十
五
，

是
無
能
的
戰
爭
愛
好
者
，
敗
壞
波
旁
王
朝

基
業
，
是
則
路
易
十
四
後
繼
非
人
。
康
熙

帝
在
嫡
長
子
允
礽
誕
生
的
第
二
年
︵
康
熙

十
四
年
、
一
六
六
五
︶
，
就
把
他
冊
立
為

皇
太
子
，
並
對
他
進
行
嚴
格
的
教
育
。
這

位
皇
太
子
，
在
耶
穌
會
士
的
筆
下
是
聰
穎

好
學
有
才
能
之
人
，
在
清
朝
文
獻
中
卻
是

暴
戾
不
仁
之
徒
。
清
朝
皇
家
傳
統
，
皇
太

子
、
皇
子
是
參
與
政
務
的
，
允
礽
做
皇
太

子
年
久
，
希
圖
早
日
登
基
，
對
父
皇
康
熙

帝
不
孝
，
乃
至
謀
圖
政
變
，
康
熙
帝
出

於
保
護
皇
位
與
人
身
安
全
的
考
量
，
在

四
十
七
年
︵
一
七○

八
︶
將
他
廢
黜
，
不

料
引
發
更
嚴
重
的
政
治
事
態—

諸
皇
子
結

党
謀
求
儲
位
，
為
平
息
這
種
紛
爭
，
康
熙

帝
不
得
已
於
次
年
︵
一
七○

九
︶
複
立
允

礽
為
皇
太
子
。
然
而
皇
帝
、
皇
太
子
之
間

的
裂
痕
已
然
不
能
修
補
，
諸
皇
子
爭
奪
儲

位
也
不
能
消
弭
，
令
朝
臣
在
皇
帝
與
皇
太

子
、
皇
子
之
間
不
知
如
何
相
處
，
可
見
情

勢
的
嚴
重
，
康
熙
帝
有
見
於
此
，
在
康
熙

五
十
一
年
︵
一
七
一
二
︶
再
次
廢
黜
允

礽
，
從
此
不
立
皇
太
子
，
用
他
的
話
說
是

天
下
大
權
當
統
於
一
人
，
不
能
分
權
。
兩

次
廢
立
皇
太
子
事
件
極
大
地
損
害
康
熙
帝

的
健
康
和
政
事
的
治
理
。
試
想
，
皇
帝
以

天
縱
聖
明
自
負
，
處
於
臣
民
景
仰
、
百
姓

楷
模
的
地
位
，
如
今
自
己
的
家
事
都
沒
有

料
理
好
，
達
不
到
﹁
齊
家
﹂
，
如
何
﹁
治

國
平
天
下
﹂
，
政
治
威
望
大
為
降
低
；
教

育
臣
民
父
慈
子
孝
，
自
家
生
出
暴
戾
之

子
，
顏
面
喪
失
。
這
種
顏
面
上
的
、
政
治

上
的
沉
重
負
擔
，
嚴
重
毀
壞
康
熙
帝
的
身

心
。
康
熙
帝
複
廢
皇
太
子
之
後
，
臣
下
要

求
冊
立
新
太
子
，
諸
皇
子
仍
在
積
極
謀
求

儲
位
，
康
熙
帝
在
這
種
形
勢
下
於
康
熙

六
十
一
年
︵
一
七
二
二
︶
撒
手
人
寰
，
皇

四
子
雍
正
帝
繼
位
。
他
的
繼
統
是
否
為
康

熙
帝
指
定
，
是
眾
說
紛
紜
的
事
，
但
是
他

繼
承
、
發
展
了
康
熙
帝
的
事
業
，
表
明
康

熙
帝
是
後
繼
有
人
。

康
熙
帝
駕
崩
於
康
熙
六
十
一
年
︵
一 

七
二
二
︶
，
享
年
六
十
有
九
，
接
近
古
人

嚮
往
的
古
稀
之
年
，
在
位
六
十
一
年
，
實

際
是
六
十
二
年
，
為
中
國
歷
史
上
有
準
確

記
載
的
在
位
時
間
最
久
的
帝
王
。
路
易
十 

四
享
年
七
十
八
歲
，
在
位
七
十
三
年
，
比

康
熙
多
活
十
九
年
，
在
位
多
十
一
年
。
二

人
都
享
高
齡
，
都
在
位
長
久
。

路
易
十
四
臨
終
，
囑
咐
繼
承
人
少

進
行
戰
爭
，
做
關
心
民
眾
疾
苦
的
溫
和
國

王
。
這
是
針
對
性
、
現
實
性
非
常
強
的
遺

囑
。
康
熙
帝
在
五
十
六
年
︵
一
七
一
七
︶

立
遺
囑
，
並
向
臣
民
宣
佈
，
要
義
是
總
結

一
生
政
治
成
就
；
鑒
於
清
朝
是
滿
族
治
理

天
下
，
強
調
其
統
治
的
正
當
性
；
關
注
皇

族
內
部
團
結
。
針
對
性
也
很
強
，
但
不
像

路
易
十
四
那
麼
集
中
要
點
。

君
主
往
往
有
榮
譽
稱
號
，
反
映
他

的
功
德
。
路
易
十
四
在
歌
舞
劇
中
扮
演

太
陽
神
阿
波
羅
，
自
稱
、
被
稱
作
﹁
太
陽

王
﹂
，
這
在
西
方
是
傳
統
的
觀
念
，
帝
王

象
徵
太
陽
，
意
即
天
上
有
個
太
陽
，
人
世

間
有
個
最
高
統
治
者
國
王
。
中
國
皇
帝
因

聖
德
功
業
，
被
上
尊
號
，
或
封
禪
泰
山
，

康
熙
帝
被
臣
下
擁
戴
，
要
求
上
尊
號
和
封

禪
泰
山
，
他
都
謙
讓
地
推
卻
了
。
中
國
皇

帝
死
後
有
諡
號
，
他
的
繼
承
人
雍
正
帝
和

臣
工
給
他
送
上
的
是
：
﹁
合
天
弘
運
文
武

睿
哲
恭
儉
寬
裕
孝
敬
誠
信
功
德
大
成
仁
皇

帝
﹂
，
廟
號
﹁
聖
祖
﹂
。
是
頌
揚
康
熙
帝

文
治
武
功
與
慈
愛
臣
民
。
尊
號
，
當
時
人

認
為
是
一
種
最
高
的
評
價
。

權
力
來
源
與
君
主
責
任

彼
得‧

伯
克
在
︽
製
造
路
易
十
四
︾

結
束
語
寫
到
：
﹁
路
易
十
四
聲
稱
自
己
的

權
力
源
自
上
帝
，
而
不
是
源
自
人
民
。
他

不
必
結
交
任
何
一
個
選
民
。
他
的
傳
媒
不

是
大
眾
傳
媒
。
他
被
說
成—

—

實
際
上
必

須
被
說
成—

—

是
個
特
別
了
不
起
的
人
，

是
個
神
權
帝
王
。
﹂
︵
郝
名
瑋
譯
︶

很
有
意

思
，
彼
得‧

伯
克
基
本
上
是
用
後
現
代
的

概
念
比
較
十
七
世
紀
與
二
十
世
紀
領
導
人

的
不
同
，
一
個
說
權
力
來
自
上
帝
，
一
個

說
源
於
選
民
。
誠
然
，
路
易
十
四
是
王
權

神
授
論
者
，
是
上
帝
賦
予
波
旁
王
朝
以
統

治
權
，
國
王
是
上
帝
的
信
徒
。
路
易
十
四

自
稱
﹁
朕
即
國
家
﹂
，
自
一
六
六
一
年
親

政
後
，
不
再
設
置
首
相
，
表
示
國
王
為
國

務
操
勞
，
握
大
權
於
一
身
。

中
國
的
帝
王
是
天
命
論
者
，
宣
稱
其

治
理
天
下
是
﹁
膺
天
命
﹂
。
中
國
歷
史
上

改
朝
換
代
頻
繁
，
新
王
朝
只
講
天
命
似
乎

不
足
以
說
明
得
位
的
正
當
，
於
是
有
﹁
順

天
應
人
﹂
之
說
，
﹁
天
恩
祖
德
﹂
之
說
。

清
朝
皇
帝
特
別
強
調
天
恩
祖
德
，
將
清
朝

的
得
位
視
為
上
天
的
恩
賜
和
祖
宗
積
德
所

致
。
天
是
宇
宙
的
主
宰
，
皇
帝
是
蒼
天
之

子
︵
天
子
︶
，
是
人
世
的
主
宰
。
康
熙
帝

是
天
恩
祖
德
的
信
奉
者
、
宣
傳
家
，
他
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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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的
文
書
，
對
蒼
天
自
稱
﹁
臣
﹂
，
廢
黜

皇
太
子
要
舉
行
告
天
儀
式
。
原
來
他
是
上

天
的
臣
，
人
世
的
君
。
國
君
膺
天
命
，
應

對
天
負
責
，
是
以
有
﹁
君
君
臣
臣
父
父
子

子
﹂
的
人
生
倫
理
，
皇
帝
應
有
皇
帝
的

責
任
和
行
為
規
範
，
所
以
康
熙
帝
懂
得
勤

政
，
要
愛
護
臣
民
，
他
說
：
﹁
古
人
所
謂

民
可
近
不
可
下
者
，
即
孟
子
所
謂
民
為
貴

之
意
。
蓋
天
視
自
我
民
視
，
天
聽
自
我
民

聽
，
斯
豈
非
邦
本
之
謂
乎
﹂
？
所
謂
天
視

民
視
、
天
聽
民
聽
，
是
天
命
由
民
間
呼
聲

反
映
出
來
，
應
該
聽
天
命
、
畏
天
命
，
重

視
民
生
，
他
宣
稱
﹁
願
天
下
安
，
生
民
樂

業
，
共
用
太
平
之
福
﹂
。
敬
天
愛
民
，
不

是
一
時
一
事
的
事
情
，
是
永
恆
的
。
皇
帝

是
﹁
終
身
制
﹂
，
令
人
羡
慕
，
但
也
不
能

息
肩—

永
遠
是
責
任
在
身
，
也
給
皇
帝
某

種
苦
惱
。
康
熙
帝
對
侍
衛
拉
錫
說
：
﹁
皇

帝
之
苦
，
唯
皇
帝
知
之
，
何
人
能
知
？
﹂

拉
錫
認
識
到
康
熙
帝
的
事
務
殷
繁
、
不
得

清
閒
的
痛
苦—

﹁
日
理
天
下
萬
機
，
宸
衷

勞
頓
，
無
暇
歇
息
，
非
御
前
行
走
，
親
身

經
歷
者
，
既
使
朝
中
大
臣
亦
未
必
悉
知
，

想
到
此
處
，
奴
才
不
禁
淒
然
。
﹂ 
拉
錫
只

知
勞
頓
之
苦
，
而
不
知
康
熙
帝
終
生
不
得

卸
肩
和
心
理
壓
力
不
得
解
脫
之
苦
惱
。
遵

照
君
君
準
則
，
膺
天
命
的
康
熙
帝
皇
帝
就

得
做
好
皇
帝
。

路
易
十
四
是
神
權
國
王
，
康
熙
帝

是
天
命
皇
帝
，
神
授
和
天
命
是
中
法
兩
國

君
主
權
力
來
源
的
不
同
說
法
，
其
實
都
是

認
為
冥
冥
之
中
有
不
可
知
的
力
量
在
主
宰

世
界
，
臣
民
只
需
安
於
神
明
天
命
就
可
以

了
，
做
君
主
統
治
下
的
安
分
守
己
的
人
就

可
以
了
。

戰
爭
與
拓
土

路
易
十
四
將
擴
展
領
土
視
為
國
事

要
務
，
數
度
發
動
對
周
邊
國
家
的
戰
爭
，

既
開
拓
疆
域
，
又
搞
得
國
庫
空
虛
，
百
姓

怨
聲
載
道
。
路
易
十
四
向
東
對
日
爾
曼
、

向
南
對
西
班
牙
、
北
向
西
班
牙
屬
荷
蘭
進

攻
，
親
臨
前
線
，
引
發
西
班
牙
、
英
國
、

荷
蘭
、
瑞
典
參
戰
，
以
及
西
班
牙
、
勃
蘭

登
堡
、
丹
麥
、
奧
地
利
等
國
結
成
反
法
同

盟
，
但
是
路
易
十
四
還
是
取
得
一
些
領

土
：
日
爾
曼
與
法
國
之
間
的
亞
爾
薩
斯
及

庇
裏
尼
斯
山
麓
，
荷
蘭
的
弗
朗
什—

孔
泰
，

日
爾
曼
帝
國
的
自
由
城
市
斯
特
拉
斯
堡
。

路
易
十
四
所
進
行
的
這
種
﹁
權
利
轉
移
戰

爭
﹂
，
取
得
了
戰
果
，
擴
張
了
領
土
。
︵
陳

衡
哲
：
︽
西
洋
史
︾
；
陳
文
海
︽
法
國
史
︾
︶

所
以

白
晉
恭
維
他
﹁
您
在
十
年
中
，
用
武
力
和

智
慧
，
為
宗
教
事
業
而
同
幾
乎
整
個
歐
洲

作
戰
。
﹂
︵
︽
康
熙
帝
傳
︾
︶

康
熙
帝
進
行
過
三
次
勝
利
戰
爭
，

一
次
沒
有
結
束
的
戰
爭
。
他
平
定
佔
據
南

半
個
中
國
的
吳
耿
尚
三
藩
之
亂
；
三
次
親

征
，
擊
敗
準
噶
爾
蒙
古
噶
爾
丹
部
的
進

攻
；
攻
滅
臺
灣
鄭
氏
政
權
，
在
臺
灣
建
立

地
方
政
府
。
晚
年
，
準
噶
爾
蒙
古
策
妄
阿

拉
布
坦
部
控
制
西
藏
，
騷
擾
青
海
，
康
熙

帝
命
皇
十
四
子
允
禵
掛
帥
出
征
，
進
軍
西

藏
，
但
在
甘
肅
和
蒙
古
、
北
疆
交
界
處
的

兩
地
，
雙
方
處
於
對
峙
狀
態
，
康
熙
帝
說

自
己
年
老
體
衰
了
，
要
在
壯
年
時
期
就
會

親
征
解
決
戰
亂
了
，
可
能
更
主
要
的
原
因

是
儲
位
問
題
的
困
擾
，
影
響
了
他
集
中
精

力
從
政
。
康
熙
帝
的
戰
爭
，
主
要
是
穩
定

疆
域
，
也
含
有
拓
展
邊
疆
的
意
義
。

路
易
十
四
、
康
熙
帝
各
自
進
行
三
四

次
大
戰
，
前
者
主
要
是
拓
土
，
後
者
主
要

是
穩
定
疆
域
，
戰
爭
使
得
路
易
十
四
成
為

歐
洲
霸
主
，
康
熙
帝
威
望
如
日
中
天
，
用

傳
教
士
張
誠
的
話
說
是
﹁
皇
帝
自
從
打

敗
噶
爾
丹
以
來
，
是
更
加
令
人
望
而
生

畏
﹂
。
︵
杜
文
凱
編
：
︽
清
代
西
人
見
聞
錄
︾
︶

財
富
、
享
受
、
生
活
情
趣
和
塑
造

形
象

﹁
朕
即
國
家
﹂
和
﹁
普
天
之
下
莫
非

王
土
﹂
，
當
然
都
不
是
說
國
家
的
財
富
均

屬
路
易
十
四
、
康
熙
帝
個
人
所
有
，
不
過

他
們
能
夠
支
配
稅
收
，
確
實
擁
有
對
臣
民

財
產
的
最
終
予
奪
權
，
自
身
亦
據
有
巨
量

的
財
富
。
財
富
供
給
帝
王
正
常
的
行
政
、

軍
事
開
銷
，
正
常
的
生
活
費
用
，
也
用

於
他
們
的
豪
華
享
受
，
揮
霍
於
個
人
的
愛

好
、
嗜
好
。

巴
黎
凡
爾
賽
宮
和
承
德
避
暑
山
莊
，

分
別
是
路
易
十
四
、
康
熙
帝
給
世
人
留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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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名
勝
古
跡
，
各
自
的
文
化
標
誌
。
凡
爾

賽
宮
，
本
是
狩
獵
休
憩
處
所
，
路
易
十
四

大
加
營
建
，
將
它
擴
展
為
君
主
聖
殿
，

並
將
大
貴
族
集
中
于
此
，
好
讓
他
的
政

令
順
利
通
行
全
國
。
建
造
在
一
六
六
一
至

一
六
八
三
年
的
二
十
多
年
中
進
行
，
施
工

中
由
於
不
合
路
易
十
四
的
理
想
，
幾
度
拆

毀
重
建
。
據
說
動
用
了
三
萬
五
千
人
，
耗

資
，
按
現
在
的
幣
制
計
算
，
二
五○

億
至

五○
○

億
歐
元
，
實
在
驚
人
。
康
熙
帝
在

平
定
三
藩
之
亂
以
後
，
經
常
進
行
秋
獮
活

動
，
到
熱
河
、
圍
場
︵
今
承
德
地
區
︶
會

見
蒙
古
王
公
和
打
獵
，
為
此
在
沿
途
建
立

行
宮
，
特
別
於
康
熙
四
十
一
年
︵
一
七○

二
︶
籌
建
熱
河
避
暑
山
莊
，
次
年
動
工
，

四
十
七
年
︵
一
七○

八
︶
初
具
規
模
，

五
十
年
︵
一
七
一
一
︶
康
熙
帝
親
自
書
寫

﹁
避
暑
山
莊
﹂
匾
額
，
表
明
工
程
基
本
完

竣
。
山
莊
包
括
三
十
六
所
建
築
群
，
分
成

宮
殿
區
和
景
苑
區
兩
大
部
分
，
供
康
熙
帝

理
政
和
休
憩
之
用
。

遊
獵
，
康
熙
帝
是
絕
對
的
愛
好
者
，

達
到
著
迷
的
程
度
。
路
易
十
四
時
或
打

獵
。
他
們
的
狩
獵
，
在
路
易
十
四
的
吹
捧

者
和
來
華
傳
教
士
的
眼
中
是
高
尚
的
娛
樂

活
動
，
調
整
身
心
狀
態
，
有
助
於
處
理
政

務
；
在
中
國
人
的
觀
念
裏
，
帝
王
的
遊
獵

是
勞
民
傷
財
之
舉
，
不
足
為
訓
。

路
易
十
四
對
戲
劇
表
演
有
著
濃
厚

的
興
趣
，
康
熙
帝
樂
於
欣
賞
戲
劇
演
出
。

路
易
十
四
參
加
芭
蕾
舞
演
出
，
扮
演
阿
波

羅
，
十
五
歲
時
的
扮
相
，
被
藝
術
家
繪
成

︽
路
易
十
四
扮
演
阿
波
羅
︾
︵
現
藏
於
巴
黎

法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
參
閱
︽
製
造
路
易
十
四
︾
︶

路

易
十
四
不
停
地
登
臺
表
演
，
直
到
三
十
一

歲
，
因
體
型
肥
胖
而
退
出
舞
臺
。
康
熙
帝

觀
賞
昆
曲
，
南
巡
途
中
，
在
揚
州
、
蘇
州

經
常
是
晚
間
看
戲
。

帝
王
多
有
收
藏
奇
珍
異
寶
的
癖
好
，

或
者
說
雅
興
。
康
熙
帝
珍
藏
的
鐘
錶
之
精

之
多
，
從
康
熙
五
十
九
年
︵
一
七
二○

︶

二
月
十
三
日
馬
國
賢
所
見
可
知
大
概
情

形
。
他
奉
命
陪
同
俄
國
使
臣
伊
斯
梅
洛
夫

參
觀
康
熙
帝
鐘
錶
收
藏
，
一
進
入
房
間
，

數
量
和
品
種
之
多
，
令
伊
斯
梅
洛
夫
大
吃

一
驚
，
他
還
以
為
那
些
物
件
是
贗
品
，
觀

察
後
知
道
全
是
極
品
，
而
且
這
些
是
用
作

送
禮
的
，
康
熙
擁
有
的
遠
不
止
這
些
。
︵
李

天
綱
譯
：
︽
清
廷
十
三
年
：
馬
國
賢
回
憶
錄
︾
︶

帝
王
常
常
熱
衷
於
自
我
表
現
，
製

造
英
明
偉
大
的
神
聖
形
象
，
路
易
十
四
尤

為
突
出
，
他
的
生
活
方
式
，
從
起
床
到
入

睡
，
都
有
一
套
程
式
，
都
是
在
表
演
，

他
的
生
活
、
政
事
、
戰
爭
，
被
臣
下
用
繪

畫
、
雕
塑
、
像
章
等
等
藝
術
造
型
表
現

出
來
。
如
同
陳
文
海
所
說
﹁
營
造
一
種
讓

全
民
景
仰
的
王
者
氣
派
和
典
雅
風
範
﹂
。

︵
︽
法
國
史
︾
︶

自
我
塑
造
，
多
所
作
偽
，

如
他
從
來
沒
有
去
過
科
學
院
，
卻
有
他

視
察
科
學
院
的
圖
畫
。
彼
得 

伯
克
的

︽
製
造
路
易
十
四
︾
一
書
對
此
作
出
詳
盡

的
披
露
，
陳
文
海
的
︽
法
國
史
︾
亦
給
予

很
多
批
評
性
文
字
。
這
種
自
我
製
造
高

大
形
象
令
人
作
嘔
。
康
熙
帝
的
表
演
，

是
在
塑
造
仁
慈
形
象
。
康
熙
五
十
二
年

︵
一
七
二
一
︶
，
康
熙
帝
於
三
月
十
八
日

︵
四
月
十
二
日
︶
舉
行
花
甲
大
慶
和
千
叟

宴
，
他
詢
問
出
席
宴
會
的
耆
老
年
齡
，

﹁
用
最
和
藹
可
親
的
態
度
對
待
他
們
﹂
，

讓
坐
在
御
前
，
命
皇
子
皇
孫
給
他
們
斟

酒
。
︵
︽
清
廷
十
三
年
：
馬
國
賢
回
憶
錄
︾
︶

給

人
一
個
極
其
仁
愛
皇
帝
的
形
象
。
用
現
時

的
流
行
話
來
說
，
帝
王
大
多
善
於
﹁
作

秀
﹂
，
具
有
﹁
表
演
藝
術
家
﹂
的
才
能
。

世
人
多
有
虛
榮
心
，
帝
王
也
不
例

外
。
路
易
十
四
的
虛
榮
心
突
出
表
現
在

他
的
穿
著
高
跟
鞋
上
。
他
的
身
高
僅
有

一
五
四
公
分
，
矮
小
，
與
帝
王
身
份
的

高
大
形
象
不
相
稱
，
於
是
他
特
意
製
作
高

跟
鞋
，
用
以
﹁
提
高
﹂
身
高
，
改
變
矮
小

形
象
。
這
種
虛
榮
意
識
的
做
法
，
就
給
後

人
留
下
譏
刺
的
話
柄
，
諸
如
﹁
高
跟
鞋
經

他
︵
路
易
十
四
︶
大
力
推
廣
而
發
揚
光

大
﹂
。
︵
林
行
止
：
︽
閑
度
偶
拾
︾
︶

﹁
據
我

所
知
高
跟
鞋
在
法
國
路
易
十
四
時
代
是
給

男
人
穿
的
，
因
為
當
時
的
君
王
是
個
小
個

子
，
所
以
他
找
人
發
明
了
船
形
高
跟
鞋
，

地
位
越
高
，
船
形
就
越
長
。
﹂
︵
網
路
文

章
︽
駱
家
輝
之
妻
李
蒙
閃
耀
東
方
魅
力
︾
︶

康
熙

帝
的
虛
榮
心
表
現
在
誇
耀
他
的
西
洋
科
學

知
識
。
馬
國
賢
說
康
熙
帝
﹁
認
為
自
己
是

個
大
音
樂
家
，
同
時
還
是
一
個
更
好
的
數

學
家
。
但
是
儘
管
他
在
科
學
和
一
般
認
識

上
的
趣
味
都
不
錯
，
他
對
音
樂
卻
一
竅
不

通
，
對
數
學
的
第
一
因
也
所
知
甚
少
﹂
，

卻
被
臣
下
﹁
奉
承
的
狂
喜
﹂
，
﹁
康
熙
帝

確
實
是
一
個
知
識
廣
博
的
人
，
他
相
信
他

的
國
家
的
所
有
誇
張
的
讚
美
，
還
帶
有
一

點
孩
子
氣
的
虛
榮
心
﹂
。
︵
︽
清
廷
十
三
年
：

馬
國
賢
回
憶
錄
︾
︶

馬
國
賢
的
否
定
成
分
多

了
點
，
但
康
熙
帝
確
有
賣
弄
知
識
淵
博
的

成
分
。
吳
伯
婭
認
為
康
熙
帝
炫
耀
西
學
知

識
，
是
要
當
科
學
問
題
上
的
最
高
﹁
裁
判

官
﹂
，
是
有
意
﹁
顯
示
出
淵
博
的
學
問
。

為
此
，
康
熙
經
常
在
臣
僚
面
前
炫
耀
自

己
，
並
以
捉
弄
漢
臣
為
樂
。
﹂
︵
︽
康
雍
乾

三
帝
與
西
學
東
漸
︾
︶

李
天
綱
更
認
為
康
熙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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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與路易十四帝王的共性

展場巡禮

的
學
習
西
學
，
是
﹁
和
歐
洲
君
主
一
樣
，

都
是
附
庸
風
雅
而
已
﹂
。
︵
︽
清
廷
十
三
年
：

馬
國
賢
回
憶
錄
︾
︶

陳
捷
先
持
相
反
意
見
。
他

說
康
熙
帝
﹁
不
是
像
一
般
大
人
物
那
樣
附

庸
風
雅
或
是
徒
具
名
目
的
讀
書
，
他
是
在

讀
書
中
發
現
了
樂
趣
與
實
用
價
值
而
不
斷

讀
書
求
知
的
。
﹂
眾
所
周
知
的
，
他
﹁
請

歐
洲
傳
教
士
到
宮
中
教
他
西
方
的
天
文
、

地
理
、
數
學
、
理
化
、
醫
學
語
文
、
音
樂

等
等
的
學
科
，
他
也
是
很
用
功
學
習
的
，

並
且
有
很
好
的
成
績
，
使
他
成
為
當
時
學

貫
中
西
的
學
者
。
﹂
︵
︽
康
熙
寫
真
︾
︶

康
熙

帝
炫
耀
西
洋
科
學
知
識
，
讓
人
讚
頌
，
確

是
虛
榮
心
的
表
現
，
至
於
說
附
庸
風
雅
，

倒
不
見
得
。
對
於
皇
帝
來
講
沒
有
那
種
必

要
性
。

路
易
十
四
的
戰
爭
和
生
活
上
的
揮

霍
，
造
成
國
庫
的
空
虛
。
康
熙
帝
末
年
對

準
噶
爾
的
戰
爭
，
對
貪
官
污
吏
的
某
種
放

縱
，
同
樣
使
得
國
庫
匱
乏
。
不
過
康
熙
帝

在
稅
收
方
面
與
路
易
十
四
不
同
，
他
不
但

不
加
稅
，
還
一
度
普
免
錢
糧
，
制
定
凍
結

人
口
稅
的
政
策—

﹁
盛
世
滋
生
人
丁
永
不

加
賦
﹂
。

重
商
主
義
與
重
農
抑
商
的
根
本
不

同

陳
衡
哲
講
到
新
大
陸
發
現
產
生
的

四
種
後
果
，
其
四
是
﹁
歐
洲
文
化
的
被
及

全
世
界
。
他
如
海
潮
一
般
，
既
挾
著
偉
麗

的
波
濤
也
含
著
污
濁
的
物
質
。
﹂
︵
︽
西

洋
史
︾
︶

李
天
綱
說
十
六
、
十
七
世
紀
的

﹁
﹃
世
界
意
識
﹄
，
已
經
開
始
把
東
西
方

聯
為
一
體
﹂
。
︵
︽
清
廷
十
三
年
：
馬
國
賢
回
憶

錄
︾
︶

吳
伯
婭
強
調
康
雍
乾
時
代
全
球
經
濟

趨
於
一
體—

康
雍
乾
三
帝
遇
到
﹁
穩
定
與

發
展
、
傳
統
與
挑
戰
、
全
球
經
濟
趨
於
一

體
與
民
族
文
化
多
元
發
展
等
問
題
﹂
︵
︽
康

雍
乾
三
帝
與
西
學
東
漸
︾
︶

他
們
共
同
認
為

十
六
世
紀
以
來
出
現
世
界
資
本
主
義
化
的

問
題
。
在
這
種
世
界
潮
流
面
前
，
中
法
兩

個
帝
王
，
一
個
是
重
商
主
義
者
，
一
個
是

以
農
為
本
的
立
國
論
者
，
於
是
在
社
會
形

態
的
發
展
方
面
，
一
個
符
合
於
世
界
發
展

潮
流
，
一
個
踟
躕
不
前
。

路
易
十
四
是
重
商
主
義
。
路
易
十
四

任
用
柯
爾
柏
，
實
行
重
商
主
義
政
策
，
為

此
鼓
勵
生
產
和
管
理
，
在
農
林
牧
副
業
方

面
，
大
力
提
倡
養
馬
養
牛
，
資
助
亞
麻
、

桑
樹
等
經
濟
作
物
種
植
，
大
規
模
的
植
樹

造
林
；
在
工
業
生
產
方
面
，
鼓
勵
在
全
國

各
地
建
立
各
種
類
型
的
企
業
作
坊
，
要
求

提
高
質
量
，
不
合
格
產
品
要
公
開
示
眾
，

嚴
懲
製
造
偽
劣
產
品
者
。
擴
大
市
場
，
給

予
海
外
殖
民
公
司
︵
東
印
度
公
司
、
西
印

度
公
司
、
北
方
公
司
、
利
凡
特
公
司
、

非
洲
公
司
等
︶
壟
斷
權
。
︵
︽
法
國
史
︾
︶

一
六
六
六
年
︵
康
熙
五
年
︶
法
國
建
立

了
科
學
院
，
路
易
十
四
資
助
研
究
經
費
，

修
建
天
文
臺
，
出
版
科
學
雜
誌
。
對
比
一

下
，
英
國
皇
家
學
會
比
法
國
科
學
院
早
幾

年
，
而
且
名
曰
﹁
皇
家
學
會
﹂
，
但
是
民

間
自
籌
經
費
，
亦
見
路
易
十
四
的
重
視
科

學
研
究
。
︵
︽
製
造
路
易
十
四
︾
︶

回
顧
本
文

開
始
說
到
的
路
易
十
四
派
遣
科
學
考
察
團

東
來
，
他
的
繪
製
世
界
航
海
圖
和
地
圖
，

正
是
發
展
海
外
貿
易
的
需
要
，
為
商
業
的

發
展
提
供
條
件
。

康
熙
帝
執
行
的
是
重
農
抑
商
政
策
。

他
高
度
關
注
農
業
生
產
，
講
求
提
高
農

業
品
數
量
和
質
量
，
為
此
製
作
︽
耕
織

圖
︾
，
甚
至
他
的
兒
子
雍
親
王
胤
禛
︵
雍

正
帝
︶
為
討
他
歡
心
也
繪
製
一
部
︽
耕

織
圖
︾
，
以
鼓
勵
農
作
物
的
生
產
。
康
熙

帝
為
培
育
優
質
水
稻
品
種
和
在
北
方
推
廣

種
植
水
稻
，
在
宮
中
豐
澤
園
和
避
暑
山
莊

種
稻
米
，
並
將
稻
種
發
給
江
南
官
員
試
種

推
廣
。
還
在
避
暑
山
莊
試
種
草
莓
，
所
以

馬
國
賢
說
﹁
他
知
道
西
洋
人
愛
吃
，
在
御

花
園
種
植
，
花
了
很
多
精
力
來
栽
培
。
﹂

︵
︽
清
廷
十
三
年
：
馬
國
賢
回
憶
錄
︾
︶

對
於
海

洋
貿
易
始
則
因
東
南
地
區
的
戰
爭
實
行
遷

海
政
策
，
康
熙
晚
期
嚴
厲
控
制
商
民
出
海

貿
易
。
西
方
資
本
主
義
原
始
積
累
時
期
，

各
國
政
府
無
不
支
持
海
外
貿
易
和
搶
佔
殖

民
地
，
清
朝
的
政
策
恰
恰
相
反
，
原
因
就

在
於
政
府
堅
持
傳
統
的
重
農
抑
末
政
策
。

康
熙
帝
熱
衷
於
學
習
西
洋
科
學
知

識
，
並
且
致
力
於
一
些
實
驗
，
也
有
一
些

實
踐
，
如
繪
製
全
國
地
圖
、
銅
板
雕
刻
印

刷
術
刻
印
圖
書
。
他
的
學
習
西
方
科
學
，

以
實
用
為
目
標
，
不
理
會
西
方
文
化
觀
念

和
哲
學
。
據
白
晉
的
記
載
，
康
熙
帝
在
接

受
了
傳
教
士
們
傳
授
的
西
方
天
文
學
、
幾

何
學
知
識
之
後
，
指
定
白
晉
、
張
誠
編
寫

哲
學
書
籍
，
康
熙
帝
只
是
粗
略
流
覽
邏
輯

篇
，
因
生
病
，
改
研
討
醫
學
。
︵
︽
康
熙
帝

傳
︾
︶

病
好
之
後
，
為
什
麼
不
再
學
習
西

方
哲
學
，
看
來
他
是
固
守
中
國
本
位
世
界

觀
、
宇
宙
觀
，
絲
毫
不
觸
動
、
不
離
開
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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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傳
統
，
所
以
對
西
洋
哲
學
不
感
興
趣
。

現
代
學
者
多
認
為
康
熙
帝
對
西
學
，
是
重

物
品
，
斥
觀
念
，
陳
捷
先
說
：
﹁
康
熙
雖

然
對
西
洋
科
學
很
傾
心
，
對
西
洋
物
品
很

愛
好
；
但
他
畢
竟
是
中
國
的
統
治
者
，
他

不
能
背
離
中
國
儒
家
傳
統
的
。
﹂
︵
︽
康
熙

寫
真
︾
︶

康
熙
帝
﹁
以
實
用
為
主
，
所
以
對

文
化
器
物
層
面
的
興
趣
為
高
，
沒
有
更
深

一
層
的
向
制
度
、
行
為
、
心
態
文
化
的
核

心
內
層
推
動
︙
︙
康
熙
時
代
傳
入
中
國
的

西
洋
文
化
不
能
在
中
國
土
地
上
生
根
，
更

談
不
上
結
出
成
功
的
果
實
來
了
﹂
。
︵
︽
康

熙
寫
真
︾
︶

劉
潞
認
為
康
熙
帝
強
調
西
方
科

技
的
工
具
價
值
，
摒
棄
與
中
國
學
術
不
合

的
文
化
內
涵
。
︵
︿
康
熙
皇
帝
與
西
洋
科
學
﹀
︶

康
熙
帝
對
西
方
科
學
態
度
的
重
器
物
、
斥

觀
念
，
實
質
上
是
中
學
為
體
西
學
為
用
，

一
個
多
世
紀
後
張
之
洞
提
出
中
體
西
用
的

主
張
，
淵
源
應
當
在
康
熙
帝
那
裏
。

在
康
熙
帝
與
西
方
國
家
打
交
道
中
，

有
一
種
後
人
認
為
奇
怪
的
現
象
，
就
是
任

用
西
洋
人
做
翻
譯
和
﹁
使
節
﹂
，
如
簽

訂
尼
布
楚
條
約
時
的
翻
譯
是
傳
教
士
張

誠
，
派
白
晉
去
法
國
。
問
題
來
了
，
為
什

麼
不
設
立
西
洋
館
，
培
養
中
國
人
的
外

語
人
才
？
翰
林
院
有
琉
球
館
，
為
琉
球
培

養
華
語
人
才
，
而
不
是
培
養
會
琉
球
語
的

中
國
人
才
。
堂
堂
大
國
，
借
用
傳
教
士
作

翻
譯
，
不
尷
尬
嗎
，
不
丟
人
嗎
？
雖
然
也

有
一
點
不
自
在
，
如
在
接
待
沙
皇
使
臣
伊

斯
梅
洛
夫
時
中
國
人
的
翻
譯
無
能
為
力
，

最
後
不
得
不
用
馬
國
賢
，
就
是
這
樣
，
康

熙
帝
也
沒
有
下
決
心
去
培
養
西
文
人
才
。

缺
少
﹁
舌
人
﹂
，
所
以
史
書
上
講
盛
世
朝

貢
之
多
，
總
是
寫
著
﹁
梯
航
萬
里
，
重
譯

來
朝
﹂
的
話
。
再
看
康
熙
帝
，
他
努
力
學

習
西
方
自
然
科
學
，
可
是
卻
是
﹁
西
學
中

源
﹂
說
的
鼓
吹
者
。
︵
︽
康
雍
乾
時
期
西
學
東

漸
︾
︶

傳
統
的
中
國
世
界
文
化
中
心
論
，
極

大
地
妨
礙
中
國
統
治
者
的
全
面
考
察
、
吸

收
外
來
文
化
，
吸
收
新
思
想
，
社
會
就
難

於
前
進
。

事
實
表
明
，
路
易
十
四
的
重
商
主
義

有
利
於
法
國
資
本
主
義
原
始
積
累
，
客
觀

上
有
利
於
社
會
形
態
向
資
本
主
義
轉
型
，

而
康
熙
帝
的
政
策
固
守
傳
統
社
會
形
態
，

農
業
生
產
雖
然
也
有
所
發
展
，
但
沒
有
朝

著
資
本
主
義
方
向
前
進
。
一
個
是
客
觀
上

順
著
歷
史
發
展
方
向
，
一
個
是
在
踏
步
不

前
。

結
論

總
起
來
說
，
兩
個
帝
王
各
有
其
個

性
，
如
路
易
十
四
愛
好
戲
劇
表
演
，
同
時

蓄
意
營
造
英
武
國
王
形
象
，
張
揚
地
表
現

自
己
，
而
康
熙
帝
則
嗜
好
打
獵
，
為
人
含

蓄
得
多
。
儘
管
他
們
有
些
不
同
，
但
相
似

之
處
更
明
顯
，
諸
如
沖
年
繼
位
，
傳
位
遇

到
難
題
，
都
集
大
權
於
一
身
，
屢
次
進
行

大
的
戰
爭
，
穩
定
與
擴
展
疆
土
，
營
建
宮

室
，
留
下
珍
貴
文
化
遺
產
，
都
受
虛
榮
心

支
配
，
為
後
人
嘲
笑
。
他
們
的
這
些
相

似
，
是
君
主
專
制
制
度
造
成
的
，
形
成
的

是
帝
王
個
性
，
這
一
點
是
需
要
明
確
的
。

虛
榮
心
也
好
，
晚
年
的
喪
生
民
心
或
不
怎

麼
得
民
心
也
好
，
路
易
十
四
創
造
了
﹁
路

易
十
四
時
代
﹂
，
康
熙
帝
同
他
的
孫
子
乾

隆
帝
則
有
著
﹁
康
乾
盛
世
﹂
之
譽
，
路
易

十
四
、
康
熙
帝
是
兩
個
偉
大
的
君
主
，
加

上
沙
皇
彼
得
大
帝
，
就
有
﹁
三
大
君
主
﹂

之
說
。
他
們
都
是
各
自
國
家
歷
史
發
展
的

重
要
人
物
。

作
者
為
南
開
大
學
教
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