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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調雨順—盛清諸帝雩祀與龍神崇祀

賀　歲

風
調
雨
順

盛
清
諸
帝
雩
祀
與
龍
神
崇
祀

侯
皓
之

國
之
大
計
在
農
，
農
之
所
望
惟
雨
。

天
氣
久
暘
不
雨
，
或
豪
雨
滂
沱
致
災
，
皆

盛
清
諸
帝
在
實
際
施
政
作
為
以
外
，
甚
為

重
視
祈
雨
祭
祀
，
經
常
御
駕
天
壇
雩
祭
，

企
求
雨
順
風
調
，
百
姓
安
居
樂
業
。
此

外
，
盛
清
諸
帝
頗
為
重
視
龍
神
祭
祀
，
不

僅
在
直
省
修
築
龍
廟
，
還
敕
予
封
號
，
藉

由
神
威
，
安
靖
地
方
，
五
穀
豐
登
。

聖
祖
敬
慎　

虔
誠
祈
雨

康
熙
帝
治
國
思
維
源
自
於
儒
家
思

中
國
古
代
以
農
立
本
，
聖
明
君
主
莫
不
企
盼
風
調
雨
順
，
萬
物
順
利
生
長
，
天
若
亢
旱
，
影
響
萬

物
生
計
，
君
主
即
應
齋
戒
祭
祀
，
祈
求
霈
澤
甘
霖
。
︽
周
禮
．
春
官
．
大
祝
︾
載
：
﹁
掌
六
祈
以

同
鬼
神
示
，
一
曰
類
，
二
曰
造
，
三
曰
檜
，
四
曰
禜
，
五
曰
攻
，
六
曰
說
。
﹂
鄭
玄
注
：
﹁
禜
，

禳
水
旱
之
祭
。
﹂
東
漢
許
慎
在
︽
說
文
解
字
︾
解
﹁
禜
﹂
字
說
：
﹁
雩
，
禜
。
祭
水
旱
。
﹂
仁
君

感
懼
天
災
，
憂
民
所
苦
，
舉
行
雩
禜
之
祭
，
以
禳
除
自
然
災
害
對
百
姓
的
侵
害
。
事
物
之
間
互
有

感
應
，
龍
是
先
民
想
像
出
來
的
神
獸
，
︽
易
經
︾
說
雲
從
龍
，
顯
見
甚
早
已
有
龍
神
行
雲
布
雨
觀

念
，
將
雩
祀
與
龍
產
生
聯
繫
。
︽
春
秋
左
傳
︾
云
：
﹁
凡
祀
，
啟
蟄
而
郊
，
龍
見
而
雩
。
﹂
每

年
四
月
，
人
們
將
東
方
蒼
龍
星
宿
視
作
龍
神
，
舉
行
儀
式
祭
祀
，
祈
求
雨
水
。
東
晉
道
士
葛
洪

在
︽
抱
朴
子
內
篇
．
登
涉
︾
中
談
到
：
﹁
山
中
辰
日
，
有
自
稱
雨
師
者
，
龍
也
。
﹂
反
映
到
了
晉

代
，
龍
能
興
雨
觀
念
已
深
植
人
心
。

對
百
姓
民
生
傷
害
甚
鉅
。
盛
清
諸
帝
勤
政

愛
民
，
若
逢
荒
災
致
歉
，
除
了
積
極
救

災
，
推
動
各
種
應
變
舉
措
，
協
助
百
姓
渡

過
難
關
，
恢
復
生
活
秩
序
和
生
產
能
力
。

策
，
有
效
促
進
社
會
穩
定
與
農
業
發
展
，

為
康
雍
乾
盛
世
奠
定
雄
厚
的
物
質
基
礎
。

︵
圖
一
、
二
︶
此
外
，
康
熙
帝
重
視
各
地

情
報
，
要
求
各
地
督
撫
定
期
報
告
地
方
雨

水
糧
價
，
掌
握
訊
息
，
當
天
災
發
生
，
立

即
推
動
賑
濟
救
災
措
施
，
幫
助
災
民
恢
復

生
活
。具

體
農
業
政
策
係
盡
人
事
，
還
得
適

圖二　 清　冷枚　〈耕織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　清　冷枚　〈耕織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想
，
視
農
桑
為
國
本
，
積
極
推
動
農
業
生

產
，
實
施
配
套
性
的
農
業
政
策
，
諸
如
改

善
地
權
、
恢
復
耕
地
、
鼓
勵
墾
荒
、
指
導

生
產
、
推
廣
品
種
、
積
穀
備
荒
、
賑
濟
災

區
、
興
修
水
利
、
修
治
黃
河
、
簡
化
稅

種
，
將
丁
銀
和
田
賦
作
為
徵
稅
物
件
等
，

涵
蓋
範
圍
包
含
土
地
、
墾
殖
、
糧
食
、
勸

農
、
賦
役
改
革
、
水
利
營
田
、
蠲
免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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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
甚
至
清
理
刑
獄
，
著
各
廟
誦
經
，
合

意
虔
誠
祈
禱
，
以
求
天
眷
。
祈
雨
事
關
民

生
，
甚
屬
緊
要
，
除
了
定
期
派
官
祈
雨
，

康
熙
帝
亦
屢
率
諸
臣
，
禱
於
天
壇
，
每
次

行
禮
，
均
從
西
天
門
步
行
進
出
，
以
示
虔

度
的
自
然
條
件
配
合
。
每
逢
京
師
亢
旱
，

康
熙
帝
輒
命
禮
部
、
順
天
府
、
內
務
府
赴

天
壇
祈
求
雨
澤
，
甚
至
指
派
禮
部
官
員
與

河
道
總
督
往
泰
山
祈
求
興
降
霖
澤
。
有
時

旱
象
嚴
重
，
康
熙
帝
竭
誠
齋
戒
，
深
躬
自

敬
。

北
京
初
夏
，
雨
量
較
少
，
康
熙
帝
幾

乎
年
年
遣
官
祈
雨
，
並
親
自
為
民
求
降
霖

澤
，
自
云
：
﹁
昔
年
曾
因
暵
旱
，
朕
于
宮

中
設
壇
祈
禱
，
長
跪
三
晝
夜
日
惟
淡
食
，

不
御
鹽
醬
至
第
四
日
，
步
詣
天
壇
虔
禱
，

油
然
忽
作
大
雨
如
注
，
步
行
回
宮
，
水
滿

兩
鞾
，
衣
盡
沾
濕
。
﹂
康
熙
帝
敬
慎
虔
誠

求
雨
的
真
情
，
令
人
感
動
。
康
熙
五
十
六

年
︵
一
七
一
七
︶
，
康
熙
帝
對
皇
子
及
諸

大
臣
說
：

　

 

太
皇
太
后
不
豫
，
朕
以
保
育
恩
深
、
益

複
虔
誠
步
禱
，
請
減
己
算
，
為
聖
祖
母

延
年
，
詎
意
竟
不
可
回
。
朕
以
此
抱
痛

于
心
，
知
天
道
幽
遠
，
難
可
期
必
，
朕

為
聖
祖
母
不
能
祈
求
永
年
，
而
為
民
請

命
，
即
使
天
心
有
感
，
能
不
負
慚
於
中

乎
。
自
此
以
後
，
每
遇
求
雨
，
朕
但
于

宮
中
齋
戒
，
不
復
躬
親
祈
禱
。

孝
莊
太
皇
太
后
撫
育
康
熙
帝
，
培
養
他
成

為
一
代
聖
主
，
康
熙
帝
亦
不
負
祖
母
愛
養

之
恩
，
孝
敬
有
加
，
時
刻
關
懷
，
經
常
在

側
服
侍
，
難
能
可
貴
。
康
熙
二
十
七
年

︵
一
六
八
八
︶
，
孝
莊
太
皇
太
后
病
篤
之

際
，
康
熙
帝
虔
誠
步
禱
，
乞
求
為
祖
母
延

年
，
但
天
意
難
違
，
太
皇
太
后
依
然
年
高

病
故
，
成
為
他
心
中
難
解
之
痛
。
此
後
，

康
熙
帝
僅
在
宮
中
齋
戒
求
雨
，
不
再
親
詣

祈
禱
。康

熙
帝
曾
親
臨
京
西
黑
龍
潭
龍
神

祠
禱
雨
。
黑
龍
潭
龍
神
祠
，
興
建
於
明
成

化
二
十
二
年
︵
一
四
八
六
︶
，
︽
帝
京
景

物
略
︾
載
龍
王
廟
﹁
前
為
潭
，
︙
土
人
傳

黑
龍
潛
中
，
曰
黑
龍
潭
也
。
﹂
明
代
黑
龍

潭
龍
王
廟
以
禱
望
霖
雨
靈
驗
而
著
名
。
入

清
以
後
，
康
熙
帝
數
次
駐
蹕
於
此
祈
雨
。

康
熙
二
十
年
︵
一
六
八
一
︶
，
康
熙
帝

降
旨
重
建
，
親
撰
碑
文
，
垂
示
神
庥
。

黑
龍
潭
龍
神
，
靈
顯
素
著
，
雍
正
帝
將
祠

瓦
改
成
黃
色
，
再
題
︿
黑
龍
潭
碑
文
﹀
，

勒
石
刻
記
，
以
昭
敬
禮
。
乾
隆
三
年

︵
一
七
三
八
︶
，
乾
隆
帝
封
黑
龍
潭
龍
神

﹁
昭
靈
沛
澤
﹂
龍
王
，
以
示
尊
崇
。

康
熙
帝
相
信
，
精
誠
所
感
，
可
以

上
邀
天
鑒
。
康
熙
五
十
年
︵
一
七
一
一
︶

五
月
，
康
熙
帝
感
冒
體
弱
，
仍
惦
記
旱

象
，
諭
命
喇
嘛
等
在
各
寺
諷
誦
︽
甘
珠
爾

經
︾
，
求
降
霈
澤
。
︵
圖
三
︶
清
史
學

者
莊
吉
發
教
授
指
出
，
甘
珠
爾
是
藏
語

﹁b
K

ah
–

h. G
yu

r

﹂
的
音
譯
，
意
即
﹁
教

敕
譯
典
﹂
，
為
佛
陀
所
說
教
法
的
總
集
。

祈
雨
無
效
，
旱
象
未
解
，
康
熙
帝
甚
為
焦

慮
，
決
定
求
助
佛
力
，
懇
祈
甘
霖
速
降
，

以
濟
生
民
。
康
熙
帝
重
視
祈
雨
，
甚
至
研

究
傳
聞
奇
技
，
指
出
：
﹁
書
冊
所
載
，
有

所
謂
雷
斧
、
雷
楔
者
，
大
約
得
自
深
林
者

皆
石
，
得
自
平
原
者
皆
銅
，
朕
所
得
甚

多
，
將
小
石
一
塊
，
置
於
泉
水
攪
之
，
即

可
祈
雨
。
﹂
降
雨
是
自
然
現
象
，
必
須
要

有
適
當
的
條
件
，
才
能
凝
水
降
雨
，
雨
量

多
寡
，
端
視
大
氣
水
氣
含
量
，
祈
雨
其
實

是
安
慰
心
靈
的
儀
式
，
即
使
得
雨
，
實
與

天
庥
無
關
。
時
代
條
件
不
同
，
以
今
觀

古
，
不
能
用
現
代
知
識
苛
求
古
人
，
然
而

觀
察
康
熙
帝
言
行
舉
止
，
時
刻
莫
不
以
國

家
民
生
為
念
，
實
為
一
代
愛
民
帝
王
。

世
宗
崇
龍　

屢
修
龍
廟

雍
正
帝
承
襲
以
農
為
本
政
策
，
雍
正

五
年
︵
一
七
二
七
︶
，
發
布
上
諭
，
指
出

﹁
士
農
工
賈
，
皆
賴
食
於
農
，
以
故
農
為

天
下
之
本
務
。
﹂
農
產
供
給
食
糧
，
為
使

百
姓
食
糧
充
足
，
雍
正
帝
實
施
種
種
重
農

措
施
。
︵
圖
四
︶
大
陸
著
名
清
史
學
者
馮

爾
康
教
授
指
出
，
雍
正
帝
為
推
動
農
業
生

圖四　清　冷枚　〈耕織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清　乾隆朝　內府　《泥金寫本藏文甘珠爾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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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
採
取
許
多
措
施
，
諸
如
：
授
予
老
農

頂
戴
、
推
廣
耤
田
法
、
開
墾
荒
地
、
提
倡

社
倉
等
等
，
均
係
在
帝
制
時
代
背
景
下
，

承
襲
歷
朝
政
府
重
農
抑
末
政
策
。
雍
正
帝

重
視
農
本
，
實
行
相
關
措
施
，
企
圖
提
高

生
產
，
解
決
人
口
日
繁
，
耕
田
有
限
，
造

成
食
糧
不
足
的
問
題
。
其
以
農
本
與
百
姓

為
出
發
點
，
立
意
良
善
，
仍
值
得
肯
定
。

自
然
崇
拜
是
中
華
民
族
的
信
仰
特

色
，
雲
雨
風
雷
，
代
天
司
令
，
雍
正
帝

極
為
重
視
，
不
僅
恪
修
祀
典
，
更
廣
建
龍

廟
，
直
接
推
廣
龍
神
信
仰
。
雍
正
元
年

︵
一
七
二
三
︶
，
雍
正
帝
降
旨
興
建
時

應
宮
，
﹁
前
殿
奉
四
海
四
瀆
龍
神
，
後
殿

中
奉
順
天
佑
畿
時
應
龍
神
，
西
旁
左
右
奉

十
有
七
省
龍
神
，
設
住
持
道
士
，
以
供
香

火
。
﹂
雍
正
五
年
︵
一
七
二
七
︶
，
移
直

省
龍
神
位
奉
於
各
省
，
增
修
時
應
宮
後

殿
，
奉
祀
八
方
龍
神
，
並
降
諭
內
閣
，
指

出
﹁
龍
神
專
司
各
省
雨
澤
，
地
方
守
土
大

臣
，
理
應
虔
誠
供
奉
。
朕
特
造
各
省
龍
神

大
小
二
像
，
可
著
該
省
督
撫
迎
請
供
奉
本

地
，
虔
誠
展
祀
。
﹂
同
年
七
月
，
命
直
省

各
建
龍
神
廟
。
雍
正
六
年
︵
一
七
二
八
︶

二
月
，
降
諭
內
閣
，
說
明
禱
祀
龍
神
之

意
：
﹁
頻
年
以
來
，
朕
虔
祀
龍
神
，
福
庇

蒼
生
，
歷
有
明
驗
。
﹂
雍
正
帝
相
信
天
人

感
應
，
誠
敬
祀
祭
，
上
邀
天
庥
，
福
佑
下

民
。

雍
正
帝
雖
然
降
諭
曉
示
修
建
龍
廟
均

係
為
民
，
然
而
觀
察
其
作
為
，
已
超
出
祈

福
的
意
義
，
可
從
幾
個
層
面
觀
察
剖
析
：

第
一
，
雍
正
帝
即
位
即
建
時
應
宮
，
供
奉

各
省
龍
神
，
顯
見
虔
奉
龍
神
之
誠
。
第

二
，
雍
正
帝
塑
各
省
大
小
龍
神
像
，
命
督

撫
迎
請
供
奉
，
外
任
官
唯
有
敬
誠
奉
祀
，

以
上
膺
天
意
。
第
三
，
雍
正
六
年
，
雍
正

帝
指
出
﹁
兩
暘
燠
寒
，
以
風
為
本
，
亦
宜

特
隆
祀
典
，
以
答
洪
庥
。
﹂
指
示
仿
時

應
宮
式
樣
，
營
建
京
師
宣
仁
廟
，
祭
祀
風

神
，
親
自
督
辦
建
廟
，
垂
詢
細
節
，
並
令

內
務
府
提
供
支
援
，
顯
見
極
為
慎
重
。
第

四
，
京
師
以
外
，
雍
正
朝
各
地
督
撫
奏
請

修
築
龍
王
廟
、
龍
神
廟
、
求
賜
御
書
龍
王

廟
匾
額
的
奏
摺
，
既
多
且
繁
，
遠
超
過
康

熙
、
乾
隆
二
朝
龍
神
相
關
奏
摺
總
量
，
顯

見
雍
正
帝
對
龍
特
別
推
崇
。
第
五
，
雍
正

帝
不
僅
尊
崇
龍
神
，
敕
予
封
號
，
亦
降
旨

祭
告
東
海
龍
王
，
永
鎮
海
疆
。
此
外
，
雍

正
帝
親
臨
黑
龍
潭
龍
神
祈
雨
，
再
三
降
諭

指
示
龍
神
祭
祀
事
宜
，
各
地
督
撫
奏
報
亦

繁
，
顯
示
龍
神
信
仰
對
雍
正
帝
具
有
特
殊

意
義
。雍

正
帝
喜
好
祥
瑞
，
外
任
官
體
察
上

意
，
各
地
頻
報
祥
瑞
，
屢
見
不
鮮
。
龍
為

神
獸
，
地
位
崇
高
，
外
任
官
發
現
瑞
像
，

自
然
加
緊
奏
報
。
雍
正
八
年
︵
一
七
三

○

︶
三
月
，
雲
南
總
督
鄂
爾
泰
奏
報
，
海

口
興
工
之
際
，
神
龍
示
現
二
次
，
其
景

﹁
白
龍
摩
空
，
全
身
俱
現
閃
爍
有
光
，
鱗

角
、
爪
尾
無
不
畢
露
，
初
黑
後
白
，
︙
凌

空
而
上
﹂
，
雍
正
帝
喜
極
硃
批
：
﹁
以
手

加
額
覽
之
。
﹂
鄂
爾
泰
陳
述
神
龍
奇
景
，

當
為
阿
諛
，
本
不
足
為
信
，
然
而
雍
正
帝

迷
信
禎
祥
，
竟
然
表
示
額
手
稱
慶
，
相
信

確
有
其
事
。
若
以
自
然
科
學
角
度
析
論
鄂

爾
泰
形
容
白
龍
奇
景
，
﹁
忽
見
雲
從
海

起
，
風
雨
交
作
，
見
白
龍
上
升
，
仿
彿
如

前
狀
﹂
，
其
景
象
疑
為
﹁
龍
吸
水
﹂
現

象
，
是
在
極
不
穩
定
氣
候
下
，
在
水
面
發

生
強
烈
空
氣
對
流
而
產
生
的
龍
捲
風
。
這

種
自
然
現
象
，
在
中
國
臨
海
、
湖
之
處
，

多
有
發
生
，
新
聞
報
導
亦
繁
。
神
龍
示

現
，
相
較
於
嘉
禾
、
瑞
穀
、
耆
草
、
瑞

芝
、
瑞
麟
、
鳳
鳥
等
超
自
然
現
象
，
題
材

新
鮮
，
翌
年
便
有
外
任
官
如
法
炮
製
。
雍

正
九
年
︵
一
七
三
一
︶
十
月
，
署
理
陜
西

總
督
查
郎
阿
奏
報
德
州
地
方
現
出
﹁
祥
雲

五
色
，
具
備
光
華
絢
爛
，
層
層
相
間
，
如

錦
、
如
綺
、
如
龍
鱗
。
﹂
相
較
於
鄂
爾

泰
，
雍
正
帝
對
此
反
應
冷
淡
，
僅
在
奏
摺

批
﹁
覽
﹂
字
，
顯
然
雍
正
帝
選
擇
性
地
聽

聞
外
任
官
奏
報
祥
瑞
，
並
非
照
單
全
收
。

高
宗
祀
龍　

福
國
佑
民

乾
隆
帝
關
心
百
姓
生
活
，
重
視
農
業

生
產
，
認
為
務
本
足
國
，
首
重
農
桑
，
繼

承
前
朝
政
策
，
提
高
農
耕
技
術
、
提
倡
荒

地
開
墾
、
興
修
水
利
建
設
，
使
人
民
生
活

安
定
。
乾
隆
帝
關
注
農
事
，
延
續
成
例
，

諭
命
外
任
官
定
期
報
告
氣
象
、
農
作
成

長
、
糧
價
行
情
、
自
然
災
害
等
情
報
。
如

遇
少
雨
或
久
旱
，
乾
隆
帝
便
親
臨
天
壇
、

黑
龍
潭
等
處
祈
雨
。
災
荒
嚴
重
時
，
除
了

圖五-1　清　永瑢繪　《大雲輪請雨經結壇儀軌圖說》結壇道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2　清　永瑢繪　《大雲輪請雨經結壇儀軌圖說》龍王畫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3　清　永瑢繪　《大雲輪請雨經結壇儀軌圖說》欽定圖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帝認為《請雨經》靈應妙感，命皇六子永瑢譯成滿漢蒙藏四種文字，「為圖系說，刊布於遠邇」，「欽定
圖說，繪錄為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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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調雨順—盛清諸帝雩祀與龍神崇祀

賀　歲

龍
神
祠
，
祀
典
比
照
黑
龍
潭
。
乾
隆
十
九

年
︵
一
七
五
四
︶
十
月
，
命
造
辦
處
，

﹁
派
員
敬
謹
成
造
天
下
第
一
泉
龍
神
祠
，

黑
龍
潭
龍
神
神
祠
銅
祭
器
各
一
分
。
﹂
乾

隆
帝
不
僅
命
造
辦
處
成
做
祭
器
，
並
將
之

列
入
祀
典
，
凸
顯
對
龍
神
祭
祀
甚
為
重

視
。
乾
隆
十
五
年
︵
一
七
五○

︶
，
乾
隆

帝
擴
建
清
漪
園
，
拓
挖
園
中
西
湖
，
更
名

昆
明
湖
，
掘
堤
拓
湖
，
形
成
南
湖
島
，
其

中
有
龍
神
祠
，
修
繕
後
，
改
名
廣
潤
祠
，

作
為
園
中
祈
雨
之
所
。
後
因
求
雨
靈
驗
，

遂
改
為
廣
潤
靈
雨
祠
。
︵
圖
六
、
七
︶

帝
制
時
代
，
人
民
對
於
自
然
科
學

認
識
有
一
定
的
局
限
性
，
相
信
神
蹟
，
在

所
難
免
。
乾
隆
帝
相
信
祈
雨
妙
術
，
歷
年

旱
象
嚴
重
時
，
多
次
派
人
訪
覓
諳
習
祈
雨

人
，
並
諭
令
官
員
從
︽
春
秋
繁
露
︾
及
諸

史
志
中
，
查
找
各
種
祈
雨
術
，
挑
選
可

行
者
，
仿
照
舉
行
，
多
方
設
法
，
齊
心
協

力
，
企
求
甘
霖
普
降
，
裨
益
農
田
。
乾
隆

帝
退
居
太
上
皇
後
，
雖
已
屆
耄
耋
之
年
，

仍
不
斷
親
詣
禱
雨
，
或
命
嘉
慶
帝
赴
玉
泉

山
、
黑
龍
潭
龍
神
祠
、
廣
潤
靈
雨
祠
等
處

祈
雨
，
其
盼
澤
殷
切
，
益
深
廑
念
之
心
，

充
分
反
映
乾
隆
帝
關
注
蒼
黎
民
生
的
思

維
。

謀
事
在
人
，
成
事
在
天
。
盛
清
諸

帝
勤
政
愛
民
，
勸
課
農
桑
，
發
展
農
業
，

鞏
固
國
本
，
時
刻
關
心
各
地
晴
雨
氣
象
與

民
生
相
關
訊
息
，
命
各
地
督
撫
定
期
奏
報

雨
水
情
形
摺
，
即
是
透
過
外
任
官
提
供
地

方
災
荒
訊
息
，
作
為
預
警
系
統
，
讓
皇
帝

適
時
指
示
因
應
策
略
。
人
類
面
對
自
然
環

境
，
其
實
極
其
渺
小
，
時
至
今
日
，
依
然

難
以
完
全
抵
禦
天
災
侵
襲
和
自
然
反
撲
，

遑
論
二
百
多
年
前
的
帝
制
時
代
。
觀
察
現

存
︽
宮
中
檔
︾
中
，
留
有
大
量
奏
報
雨
暘

情
形
的
滿
漢
文
奏
摺
，
盛
清
諸
帝
實
施
具

體
的
農
業
政
策
與
投
注
救
災
防
禦
措
施
，

已
經
盡
了
人
間
帝
王
最
大
的
努
力
。

盛
清
諸
帝
相
信
祭
祀
的
力
量
，
各

有
祈
雨
活
動
。
降
雨
實
際
是
氣
候
自
然
變

化
，
豈
能
靠
祀
祭
而
轉
變
？
然
而
，
乾
隆

帝
認
為
：
﹁
夫
以
天
子
精
誠
，
通
於
神

明
，
以
之
事
天
饗
帝
，
罔
不
昭
格
，
而
況

於
龍
神
乎
？
信
哉
，
誠
之
能
感
物
也
。
﹂

盛
清
諸
帝
治
理
國
政
，
兢
兢
業
業
，
在
預

防
和
救
災
方
面
已
盡
人
事
，
舉
行
雩
祀
，

或
向
龍
神
禱
雨
，
甚
至
命
寺
廟
誦
經
祈

福
，
無
非
在
用
心
治
國
之
外
，
輔
以
精
神

指
示
辦
理
賑
恤
、
蠲
免
、
平
糶
等
措
施
，

減
輕
災
情
，
度
過
荒
歉
，
同
時
反
躬
自

省
、
清
理
刑
獄
、
步
行
求
雨
，
祈
求
感
召

天
和
，
甘
霖
普
降
。
在
乾
隆
帝
大
量
詩
作

中
，
許
多
以
︿
喜
雨
﹀
、
︿
報
雪
﹀
，
甚

至
龍
神
為
題
，
充
分
反
映
他
關
心
氣
候
與

農
業
發
展
的
治
國
思
維
。

乾
隆
帝
重
視
祭
祀
，
將
雩
祀
儀
注

制
度
化
。
乾
隆
七
年
︵
一
七
四
二
︶
，
議

准
，
嗣
後
每
年
孟
夏
，
擇
日
行
常
雩
禮
於

圜
丘
。
祭
典
既
定
官
祀
，
必
需
制
定
完

整
儀
式
流
程
，
不
可
毫
無
章
法
，
輕
率
馬

虎
。
乾
隆
八
年
︵
一
七
四
三
︶
七
月
，

乾
隆
帝
命
翰
林
院
研
議
外
省
文
武
廟
等
及

每
年
大
雩
、
禜
祭
，
各
應
用
祭
文
，
撰
擬

成
式
，
頒
行
各
督
撫
，
轉
飭
所
屬
，
臨

祭
敬
謹
繕
用
，
以
昭
格
式
。
乾
隆
帝
認

為
：
﹁
祭
禮
用
樂
，
以
導
和
氣
而
格
神

祗
。
﹂
雩
祭
祈
雨
既
列
為
國
家
儀
典
，
必

須
配
合
用
樂
，
昭
顯
隆
重
。
乾
隆
十
一
年

︵
一
七
四
六
︶
正
月
，
欽
定
雩
祭
樂
、
社

稷
壇
祈
雨
報
祀
樂
、
太
歲
壇
祈
雨
報
祀
樂

等
各
種
祭
祀
樂
章
，
載
入
會
典
。

盛
清
諸
帝
信
奉
佛
教
，
曾
藉
由
誦

經
祈
求
佛
力
加
被
，
渥
降
雨
澤
。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
一
七
七
八
︶
，
雨
水
不
足
，
禱

雨
成
果
不
佳
，
乾
隆
帝
命
檢
︽
大
藏
經
︾
，

﹁
得
︽
大
雲
輪
請
雨
經
︾
一
卷
，
依
其
儀

軌
，
設
壇
覺
生
寺
道
場
，
選
僧
誦
經
﹂
，

七
日
後
，
終
降
甘
霖
。
︽
大
雲
輪
請
雨

經
︾
簡
稱
︽
大
雲
輪
經
︾
或
︽
請
雨
經
︾
，

經
文
指
出
，
誦
讀
此
經
即
能
降
注
甘
雨
，

普
獲
安
樂
。
乾
隆
帝
因
︽
請
雨
經
︾
靈
應

妙
感
，
命
皇
六
子
永
瑢
譯
成
滿
漢
蒙
藏
四

種
文
字
，
欽
定
圖
說
，
繪
錄
為
冊
，
命
名

︽
大
雲
輪
請
雨
經
結
壇
儀
軌
圖
說
︾
，
現
藏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
圖
五
︶

乾
隆
帝
經
常
親
詣
京
師
近
郊
黑
龍

潭
、
玉
泉
山
龍
神
祠
與
清
漪
園
︵
今
頤

和
園
前
身
︶
廣
潤
靈
雨
祠
祝
禱
祈
雨
。
乾

隆
帝
在
位
期
間
，
親
臨
黑
龍
潭
龍
神
祠

祈
雨
達
數
十
次
，
歷
年
亦
遣
官
祭
祀
。

乾
隆
二
年
︵
一
七
三
七
︶
，
乾
隆
帝
敕
建

龍
神
祠
於
靜
明
園
內
玉
泉
山
。
乾
隆
九

年
︵
一
七
四
四
︶
，
敕
封
玉
泉
山
龍
神

為
﹁
惠
濟
慈
佑
﹂
龍
神
。
乾
隆
十
六
年

︵
一
七
五
一
︶
，
降
旨
鳩
工
崇
飾
玉
泉
山

徵
引
文
獻

1.  

︽
大
清
聖
祖
仁
︵
康
熙
︶
皇
帝
實
錄
︾
。

2.  

︽
大
清
世
宗
憲
︵
雍
正
︶
皇
帝
實
錄
︾
。

3.  

︽
大
清
高
宗
純
︵
乾
隆
︶
皇
帝
實
錄
︾
。

4.  

世

宗

御

製

，

︽

世

宗

憲

皇

帝

御

製

文

集
︾
，
臺
北
：
臺
灣
商
務
，
一
九
八
三
至

一
九
八
六
。
見
︽
景
印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
，
第
一
三
〇
〇
冊
。

5.  

清
．
唐
執
玉
，
李
衛
等
監
修
，
︽
畿
輔
通

志
︾
，
臺
北
：
臺
灣
商
務
，
一
九
八
三
至

一
九
八
六
。
見
︽
景
印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
，
第
五
〇
四
冊
。

6.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編
，
︽
宮
中
檔
雍
正
朝

奏
摺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一
九
七
七
。

7.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編
，
︽
雍
正
朝
漢
文

硃
批
奏
摺
彙
編
︾
，
江
蘇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一
。

8.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編
，
︽
宮
中
檔
乾
隆
朝

奏
摺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一
九
七
七
。

9.  

崑
岡
等
奉
敕
修
，
︽
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例
︾
，
臺
北
：
臺
灣
中
文
書
局
，
一
九
六
三

年
。

10.  

馮
爾
康
，
︽
雍
正
傳
︾
，
北
京
：
人
民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八
。

力
量
，
祈
求
國
運
昌
盛
，
物
豐
民
富
，
不

應
將
這
些
舉
止
視
為
迷
信
，
而
應
解
讀
盛

清
諸
帝
係
以
虔
敬
莊
重
的
心
情
，
祈
求
風

調
雨
順
，
百
姓
安
居
樂
業
，
兼
顧
具
體
施

政
和
信
仰
力
量
，
力
求
國
家
長
治
久
安
，

其
治
國
之
用
心
，
極
其
可
貴
。

作
者
任
職
於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圖七　頤和園十七孔橋與南湖島　作者攝於2006年
　　　 頤和園前身為清漪園，乾隆十五年（1750）擴建，照片右方為廣潤靈雨

祠，可與〈京畿水利圖〉對照。

圖六　 〈京畿水利圖〉（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史圖典．乾隆
朝（下）》

　　　 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帝擴建清漪園，拓挖園中西湖，更名為昆明
湖，湖中南湖島有龍神祠，乾隆帝改為廣潤靈雨祠。圖中十七孔橋連結
岸邊與南湖島，廣潤靈雨祠位於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