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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清晏─康熙南巡與張鵬翮的治河政績

專　輯

河
道
清
晏

康
熙
南
巡
與
張
鵬
翮
的
治
河
政
績

鄭
永
昌

滿
族
入
主
中
原
，
上
承
明
朝
末

年
河
政
敗
壞
、
河
道
年
久
失
修
的
後

果
，
嚴
重
的
河
患
對
新
興
的
滿
族
政
權

勢
將
構
成
莫
大
的
威
脅
與
挑
戰
。
僅
順

治
元
年
︵
一
六
四
四
︶
至
康
熙
十
六
年

︵
一
六
七
七
︶
三
十
餘
年
間
，
黃
河
重
要

的
決
口
即
達
八
十
餘
次
。
因
此
，
清
初
君

主
始
終
以
整
治
黃
河
為
首
要
大
政
，
而
念

張
鵬
翮
為
官
生
涯
及
其
作
風

   

殷
勤
久
矣
理
淮
黃
，
幾
度
風
塵
授
治
方
。

   

九
曲
素
稱
天
下
險
，
四
來
實
為
兆
民
傷
。

   

使
清
引
濁
須
謹
慎
，
分
勢
開
疏
在
不
荒
。

   

雖
奏
安
瀾
寬
旰
食
，
誠
前
善
後
奠
金
湯
。

—

清
聖
祖
康
熙
皇
帝
︿
覽
淮
黃
成
﹀

這
是
康
熙
皇
帝
在
第
四
次
南
巡
視
察
河
工

後
，
賜
予
河
道
總
督
張
鵬
翮
，
肯
定
其
任

上
整
治
黃
淮
水
患
功
績
的
詩
句
。
當
時

亦
一
併
賜
張
鵬
翮
父
親
張
烺
﹁
鮐
背
神

清
﹂
、
﹁
養
志
松
齡
﹂
扁
額
。

張
鵬
翮
︵
一
六
四
九

∼

一
七
二 

五
︶
，
字
運
青
，
四
川
遂
寧
人
。
康
熙

庚
戌
︵
康
熙
九
年
，
一
六
七○

︶
進
士
，

同
科
中
清
代
著
名
文
臣
如
徐
乾
學
、
李
光

地
、
趙
申
喬
、
陸
隴
其
、
王
掞
、
王
原

祁
、
陳
夢
雷
等
人
，
皆
一
時
之
傑
，
而
又

以
張
鵬
翮
年
齡
最
小
。
授
庶
吉
士
，
歷
任

蘇
州
知
府
、
兗
州
知
府
，
遷
河
東
鹽
運

使
司
，
兵
部
左
侍
郎
，
康
熙
二
十
八
年

︵
一
六
八
九
︶
帝
第
二
次
南
巡
，
特
簡
張

鵬
翮
為
浙
江
巡
撫
，
並
欽
賜
﹁
懷
冰
雪
﹂

扁
額
。三

十
三
年
︵
一
六
九
四
︶
遷
兵
部

右
侍
郎
，
次
年
任
江
南
學
政
，
三
十
六
年

黃
河
易
淤
、
易
決
、
易
徙
的
特
性
，
對
傳
統
中
國
政
治
與
社
會
經
常
帶
來
巨
大
的
打
擊
。
歷
代
王

朝
對
治
理
黃
河
，
莫
不
嘗
試
各
種
對
策
以
求
河
政
的
穩
定
與
安
定
。
然
而
黃
河
的
易
遷
善
變
，
歷

代
政
府
終
究
無
法
加
以
克
服
。
隨
著
時
代
的
發
展
，
治
河
方
法
雖
更
加
成
熟
進
步
，
但
黃
河
所
帶

來
的
威
脅
卻
也
仍
然
存
在
。

茲
在
茲
的
，
是
如
何
使
河
道
穩
定
，
國
家

長
治
久
安
。

康
熙
帝
即
曾
以
﹁
三
藩
、
河
務
、
漕

運
﹂
為
國
家
三
大
政
，
並
刻
之
於
乾
清
宮

柱
上
，
時
加
警
惕
。
康
熙
十
六
年
，
隨
著

清
廷
對
三
藩
戰
爭
穩
握
勝
券
之
際
，
康
熙

帝
遂
決
心
治
理
黃
河
，
以
期
能
解
決
另
一

可
能
動
搖
清
廷
政
權
的
潛
在
隱
憂
。
靳
輔

與
張
鵬
翮
的
登
場
，
正
是
在
此
背
景
下
締

造
康
熙
皇
帝
治
河
史
上
的
偉
大
事
業
。

靳
輔
就
任
河
道
總
督
，
打
開
了
清
代

治
黃
工
程
的
高
潮
；
而
張
鵬
翮
的
出
任
，

以
其
奉
命
惟
謹
，
恪
盡
守
成
，
辦
理
河
務

稱
善
。
前
者
開
創
，
後
者
守
成
，
兩
者
扭

轉
了
清
初
以
來
嚴
重
的
河
患
危
機
，
使
清

初
河
政
正
式
步
入
相
對
穩
定
時
期
。
然

︵
一
六
九
八
︶
遷
都
察
院
左
都
御
史
，
次

年
遷
刑
部
尚
書
，
後
授
兩
江
總
督
，
又
遷

刑
部
尚
書
，
三
十
九
年
︵
一
七○

○

︶
改

授
河
道
總
督
，
加
太
子
太
保
。
四
十
七
年

︵
一
七○

八
︶
後
歷
任
刑
、
戶
、
吏
三
部

尚
書
。
雍
正
元
年
，
晉
太
子
太
傅
文
華
殿

大
學
士
，
兼
吏
部
尚
書
，
賜
御
書
﹁
嘉
謨

偉
量
﹂
扁
額
。
三
年
，
卒
於
任
上
，
賜
祭

葬
，
諡
文
端
。

張
鵬
翮
為
官
清
正
勤
廉
，
早
在
山

東
兗
州
知
府
時
期
即
為
康
熙
帝
所
熟
悉
。

他
在
浙
江
巡
撫
任
上
，
屏
絕
各
官
餽
贈
，

正
己
率
屬
，
講
求
名
實
；
設
萬
松
書
院
，

延
聘
當
時
著
名
大
儒
黃
宗
羲
蒞
院
講
學
。

後
自
江
南
學
政
任
滿
返
京
，
康
熙
帝
親
自

召
見
，
對
張
鵬
翮
的
清
操
大
嘉
讚
賞
，
甚

至
曾
對
大
學
士
提
及
張
鵬
翮
：
﹁
一
介
不

取
，
天
下
廉
吏
，
無
出
其
右
者
。
﹂

在
河
道
總
督
任
上
，
張
鵬
翮
的
任

事
作
風
多
次
獲
得
康
熙
帝
的
肯
定
，
認
為

他
辦
事
明
敏
、
遇
事
精
勤
，
若
能
久
任
河

務
，
必
能
有
益
。
張
鵬
翮
用
心
治
河
，
經

常
乘
馬
來
回
巡
視
河
岸
，
不
畏
勞
苦
，
不

僅
提
供
他
在
治
理
河
道
上
能
詳
悉
河
岸
地

形
與
堤
防
險
要
之
處
，
也
為
他
日
後
編
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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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
過
往
有
關
討
論
康
熙
朝
治
河
史
大
多

集
中
於
靳
輔
的
描
述
，
對
張
鵬
翮
的
研
究

卻
顯
得
單
薄
不
足
。
配
合
﹁
水
到
渠
成─

院
藏
清
代
河
工
檔
案
輿
圖
特
展
﹂
，
本
文

將
以
張
鵬
翮
的
治
河
活
動
、
與
康
熙
帝
南

巡
的
關
係
、
以
及
其
著
作
︽
治
河
事
宜
︾

一
書
為
重
點
進
行
討
論
，
期
使
民
眾
對
清

代
一
位
治
河
名
臣
有
較
深
入
的
認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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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
但
康
熙
帝
均
能
諄
諄
訓
勉
，
時
刻
提

醒
他
居
官
即
使
守
正
廉
潔
，
亦
須
寬
以
待

人
，
不
能
自
持
聲
名
，
反
致
事
事
流
於
苛

刻
。

張
鵬
翮
晚
年
，
君
臣
關
係
上
謹
守
分

際
，
恪
遵
本
份
，
深
獲
清
世
宗
雍
正
帝
的

厚
愛
。
雍
正
元
年
︵
一
七
二
三
︶
張
鵬
翮

請
假
回
鄉
省
墓
，
雍
正
帝
特
賜
詩
張
鵬
翮

以
表
達
思
念
之
情
：

   

孝
思
忠
悃
本
相
成
，
蜀
道
迢
迢
去
帝
京
。

   

自
是
白
雲
增
戀
慕
，
非
關
綠
野
樂
幽
清
。

   

松
楸
得
展
酬
親
志
，
魏
闕
長
懸
報
國
情
。

   

好
待
瀧
岡
封
馬
鬣
，
速
還
黃
閣
賛
昇
平
。

由
此
可
見
雍
正
帝
與
張
鵬
翮
間
深
厚
的
君

臣
情
誼
。
雍
正
三
年
，
當
張
鵬
翮
病
情
嚴

重
而
陷
入
彌
留
之
際
，
卻
仍
不
忘
國
事
，

特
遣
子
張
懋
誠
，
孫
張
勤
望
進
呈
海
防

疏
、
海
圖
、
籌
海
重
編
，
及
聖
祖
時
所
奏

海
上
情
形
，
防
緝
二
疏
稿
等
，
雍
正
帝
深

為
感
動
。
當
張
鵬
翮
去
世
後
，
雍
正
帝
給

張
鵬
翮
一
生
任
官
做
出
總
結
，
指
出
：

﹁
張
鵬
翮
秉
性
孤
介
，
持
躬
廉
潔
。
前
任

總
河
，
懋
著
勤
勞
；
入
領
銓
曹
，
恪
謹
供

職
。
因
效
力
有
年
，
簡
任
機
務
，
近
值
請

假
養
疾
，
遣
醫
診
視
，
必
整
肅
衣
冠
，
極

︽
治
河
事
宜
︾
一
書
掌
握
黃
、
淮
、
運
河

周
邊
地
理
情
報
的
重
要
基
礎
。

由
於
清
廉
自
持
，
因
此
張
鵬
翮
任
河

有
關
動
支
於
河
工
錢
糧
的
奏
請
，
康
熙
帝

均
無
異
議
允
准
，
可
見
對
張
鵬
翮
給
予
充

份
的
信
任
。
雖
然
張
鵬
翮
任
上
曾
因
誤
信

屬
僚
被
王
謙
、
張
弼
誆
欺
，
導
致
人
心
不

先
後
六
次
南
巡
活
動
。
活
動
重
點
之
一
，

就
是
要
親
臨
河
工
，
視
察
治
河
官
員
成

績
，
並
親
身
了
解
河
道
形
勢
，
在
治
河
方

針
給
予
實
質
性
的
指
示
。
在
康
熙
皇
帝
籌

辦
南
巡
過
程
中
即
屢
屢
提
到
：

　

 

朕
稽
古
省
方
，
咨
求
治
理
，
閱
視
河

道
，
期
底
平
成
；
朕
念
河
道
，
國
儲
民

生
攸
關
，
親
行
巡
幸
；
今
邊
疆
永
靖
，

四
方
無
事
，
獨
是
黃
淮
為
患
，
衝
決
時

聞
。
︙
︙
爰
諏
吉
南
巡
，
親
加
看
閱
；

朕
念
黃
、
淮
兩
河
，
為
運
道
民
生
所

繫
，
屢
次
南
巡
，
親
臨
閱
視
。
以
疏
濬

脩
築
之
法
，
指
授
河
臣
；
朕
念
治
河
，

國
家
大
事
。
︙
︙
是
以
不
憚
勤
勞
，
屢

親
巡
閱
。

分
析
康
熙
帝
六
次
南
巡
與
閱
視
河
工
，
除

首
次
南
巡
︵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
與
靳
輔
有

關
外
，
其
最
後
三
次
南
巡
︵
康
熙
四
十
二

年
、
四
十
四
年
與
四
十
六
年
︶
，
都
是
在

張
鵬
翮
河
督
任
上
舉
行
。
其
次
數
之
多
，

時
間
之
頻
繁
，
益
見
康
熙
晚
期
對
整
治
河

道
審
慎
態
度
，
也
更
體
現
出
張
鵬
翮
河
督

任
上
責
任
綦
重
的
壓
力
。

當
張
鵬
翮
就
任
河
督
前
夕
，
地
方
上

面
對
的
是
，
靳
輔
以
後
歷
任
河
督
因
疏
忽

茍
安
以
致
河
患
日
深
，
黃
河
倒
灌
清
口
洪

澤
湖
，
高
家
堰
六
壩
大
決
、
漫
入
淮
安
、

揚
州
一
帶
地
區
，
衝
沒
田
廬
，
漕
運
受

阻
；
而
黃
河
下
游
雲
梯
關
出
海
口
處
因
前

任
河
督
誤
建
攔
水
壩
，
致
使
出
水
不
暢
，

河
水
漫
溢
，
鄰
近
州
縣
被
水
嚴
重
。

康
熙
三
十
九
年
，
康
熙
帝
起
用
張

鵬
翮
為
河
督
，
於
陛
辭
之
際
，
君
臣
間
曾

慎
重
地
對
黃
淮
地
區
作
了
一
個
整
體
性
的

治
理
方
案
，
堪
稱
靳
輔
以
後
再
一
次
展
開

的
大
規
模
治
水
工
程
。
張
鵬
翮
治
河
主
要

分
高
家
堰
工
程
與
運
河
工
程
兩
大
部
分
。

高
家
堰
工
程
又
分
為
堤
工
、
滾
水
壩
與
清

口
工
程
；
運
河
工
程
則
分
為
堤
工
、
入
江

工
程
與
入
海
工
程
三
部
分
。
具
體
措
施
包

括
：

一
、 

拆
除
原
建
之
攔
黃
壩
，
開
拓
寬
雲
梯

關
海
口
河
水
宣
洩
去
路
；

二
、 

挑
濬
芒
稻
河
、
人
字
河
，
引
導
湖

水
，
使
之
入
江
，
以
保
運
道
東
堤
；

三
、 

增
開
清
口
引
河
，
加
強
洪
澤
湖
水
刷

黃
能
力
；

四
、 

又
於
清
口
修
築
臨
清
堤
，
分
建
東
、

西
束
水
壩
，
相
機
展
束
，
藉
以
抵
禦

黃
水
倒
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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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恭
敬
。
﹂
張
鵬
翮
一
生
，
持
身
守
正
，

恪
盡
己
職
，
清
廉
自
持
，
其
任
官
生
涯
與

作
風
，
矢
志
終
身
。

康
熙
南
巡
與
張
鵬
翮
的
治
河
政
績

眾
所
周
知
，
康
熙
帝
在
位
年
間
，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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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閣
及
九
卿
官
員
說
：
﹁
朕
此
番
南
巡
，

徧
閱
河
工
，
大
約
已
成
功
矣
！
曩
時
總
河

于
成
龍
不
遵
朕
指
授
修
築
，
故
未
能
底

績
。
今
張
鵬
翮
一
一
遵
諭
而
行
，
是
以
成

功
﹂
。
但
亦
不
忘
提
醒
張
鵬
翮
身
任
河
督

責
任
的
重
大
，
在
康
熙
賜
給
張
鵬
翮
的
一

首
︿
御
河
臣
箴
﹀
中
寫
道
：

　

 

自
古
水
患
，
以
河
為
大
。
治
之
有
方
，
民

乃
無
害
。
︙
︙
，
今
河
昔
河
，
議
不
可

一
，
昔
止
河
防
，
今
兼
漕
法
。
既
弭
其

患
，
復
資
其
力
。
矧
此
一
方
，
耕
鑿
失

職
。
澤
國
波
臣
，
恫
瘝
已
極
，
肩
茲
鉅

任
，
曷
容
怠
佚
。
毋
俾
金
隄
，
潰
於
蟻

穴
；
毋
使
田
廬
，
淪
為
蛟
窟
。
毋
徒
糜
國

帑
，
而
勢
難
終
日
。
毋
虛
動
畚
築
，
而
功

鮮
覈
實
。
務
圖
先
事
，
盡
利
導
策
。
莫
悔

後
時
，
餙
補
苴
術
。
勿
即
私
而
背
公
，
勿

辭
勞
而
就
逸
。
惟
傑
清
而
自
恃
，
兼
集
思

而
廣
益
。
則
患
無
不
除
，
績
可
光
冊
。
示

我
河
臣
，
敬
哉
以
勗
。

康
熙
帝
是
隨
時
都
給
張
鵬
翮
警
惕
與
教

導
，
應
如
何
加
固
堤
壩
、
何
處
需
開
挖
引

河
、
何
地
該
進
行
疏
濬
等
，
張
鵬
翮
也
能

一
一
遵
行
。
在
第
五
次
南
巡
視
察
中
，

康
熙
帝
即
大
感
快
慰
的
指
出
：
﹁
觀
此

山
東
諸
縣
泉
圖
等
，
各
圖
繪
製
寫
實
，
筆

工
細
緻
精
美
，
設
色
鮮
豔
。
於
各
河
段
險

工
描
繪
細
膩
，
其
中
有
不
同
型
式
的
閘
、

壩
、
諸
如
滾
水
壩
、
亂
石
壩
、
土
壩
、
圓

形
壩
、
十
字
壩
、
竹
絡
壩
以
及
磚
閘
與
板

閘
等
水
利
工
程
。
提
供
今
人
研
究
清
初
治

河
工
程
、
修
濬
河
道
、
京
杭
大
運
河
、
黃

淮
運
交
會
地
理
形
勢
重
要
珍
貴
的
文
獻
，

︽
治
河
全
書
︾
，
其
繪
圖
上
部
分
彩
圖
佈

局
結
構
亦
與
本
院
版
本
互
有
差
異
，
著
色

亦
不
如
本
院
之
美
觀
鮮
豔
。

︽
治
河
事
宜
︾
，
每
頁
縱
二
三
公

分
，
橫
一
五‧

五
公
分
。
內
容
並
未
標
示

方
向
，
惟
從
圖
內
地
理
位
置
來
看
，
則
上

南
下
北
，
左
東
右
西
。
全
書
共
分
二
十
四

卷
：
卷
一
至
二
，
輯
錄
康
熙
二
十
三
至

四
十
二
年
間
有
關
南
巡
與
治
河
方
面
的
諭

旨
；
卷
三
至
八
主
要
描
繪
運
河
、
卷
九
至

十
一
描
繪
黃
河
、
卷
十
二
描
繪
淮
河
等
三

大
水
系
，
圖
文
兼
併
，
附
以
說
明
，
詳
細

說
明
我
國
黃
、
淮
、
運
水
域
的
源
流
、
支

派
、
流
向
以
及
堤
壩
修
築
等
發
展
變
化
：

卷
十
三
載
河
道
︿
官
制
﹀
及
︿
修
防
事

宜
﹀
，
具
體
記
載
河
政
官
制
，
以
及
防

汛
、
下
埽
、
堵
塞
決
口
、
修
建
堤
壩
、
挑

挖
引
河
等
工
程
的
修
治
過
程
；
卷
十
四
至

二
十
四
卷
，
係
歷
任
河
道
總
督
靳
輔
、
王

新
命
、
于
成
龍
、
以
及
張
鵬
翮
等
人
有
關

治
河
章
奏
。

另
書
中
共
繪
製
各
種
水
道
輿
圖

二
十
四
幅
，
包
括
︿
運
河
全
圖
﹀
、
︿
衛
河

圖
﹀
、
︿
下
河
圖
﹀
、
︿
五
水
濟
運
圖
﹀
、

︿
黃
河
全
圖
﹀
、
︿
淮
河
全
圖
﹀
、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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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
鹽
城
兩
縣
為
北
路
，
分
別
導
引

積
水
，
使
歸
江
歸
海
各
有
出
路
。

九
、 

將
靳
輔
河
督
時
期
於
淮
揚
下
河
地
區

興
修
的
歸
海
八
座
堤
壩
，
拆
減
為
五

座
，
並
改
成
石
滾
水
壩
，
形
成
初
期

的
歸
海
五
壩
。

整
體
而
言
，
張
鵬
翮
的
治
河
工
程
除
以
靳

輔
為
基
礎
的
建
設
而
有
所
拆
建
外
，
其
他

則
主
要
恪
遵
康
熙
帝
的
指
示
逐
步
完
成
康

熙
四
十
年
代
的
整
治
工
程
。
對
於
張
鵬
翮

的
治
河
政
績
，
康
熙
帝
是
給
予
高
度
的
肯

定
。
除
了
前
引
康
熙
四
十
二
年
康
熙
帝
所

寫
的
︿
覽
淮
黃
成
﹀
外
，
同
時
也
向
隨
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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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勢
，
朕
之
河
工
大
成
矣
。
朕
心
甚
為

快
。
﹂
其
後
在
閱
視
九
里
岡
堤
壩
工
程

中
，
對
於
修
理
得
宜
，
更
賜
御
製
詩
扇
給

予
勉
勵
。
康
熙
四
十
七
年
，
康
熙
帝
對
張

鵬
翮
疏
奏
黃
運
湖
河
修
防
平
穩
一
摺
深
感

欣
慰
，
並
特
頒
諭
旨
稱
許
張
鵬
翮
：
﹁
自

任
總
河
以
來
，
遵
朕
指
示
，
修
築
工
程
，

殫
心
盡
力
，
動
用
錢
糧
，
絕
無
糜
費
，
比

年
兩
河
安
晏
，
隄
岸
無
虞
，
深
為
可
嘉
。
﹂

河
道
清
晏
，
在
張
鵬
翮
的
努
力
下
，
奠
定

康
熙
晚
期
河
道
順
暢
，
黃
清
相
匯
入
海
，

漕
運
亦
趨
穩
定
。

張
鵬
翮
與
︽
治
河
事
宜
︾
的
刊
行

張
鵬
翮
的
︽
治
河
事
宜
︾
，
刊
行

於
康
熙
四
十
二
年
，
適
值
其
在
河
督
任
上

編
輯
成
書
。
目
前
所
知
，
除
本
院
所
藏
清

抄
本
外
，
另
有
天
津
圖
書
館
所
藏
取
名
為

︽
治
河
全
書
︾
一
書
，
另
有
︽
續
修
四
庫

全
書
︾
，
收
入
﹁
史
部‧

政
史
類
﹂
。
惟

將
院
藏
版
本
與
上
述
兩
書
粗
略
比
對
，
即

可
發
現
彼
此
收
錄
資
料
與
繪
圖
內
容
皆
互

有
出
入
，
例
如
在
卷
一
內
容
上
，
︽
續
修

四
庫
全
書
︾
本
較
本
院
版
本
收
錄
內
容

文
字
稍
有
闕
漏
；
而
天
津
圖
書
館
所
藏
之

五
、 

堵
塞
高
家
堰
六
壩
，
使
洪
澤
湖
水
集

中
清
口
出
水
，
敵
黃
刷
沙
，
同
時
於

高
家
堰
大
堤
另
建
三
座
減
水
石
壩
，

兩
座
天
然
土
壩
，
以
分
減
淮
河
洪

水
；

六
、 

興
築
歸
仁
堤
，
亦
發
揮
分
減
淮
河
洪

水
的
功
能
；

七
、 

於
清
口
築
挑
水
壩
，
並
開
挖
陶
莊
引

河
，
以
挑
黃
水
北
行
，
以
助
清
口
何

湖
水
暢
出
；

八
、 

至
宣
洩
淮
揚
積
水
方
面
，
以
揚
州
府

高
郵
、
泰
州
、
興
化
三
州
縣
為
南

路
，
寶
應
縣
為
中
路
，
淮
安
府
山



2012年3月　2627　故宮文物月刊·第348期

河道清晏─康熙南巡與張鵬翮的治河政績

專　輯

極
具
參
考
價
值
。

有
關
本
書
的
刊
行
過
程
，
書
中
卷
一

張
鵬
翮
收
錄
禮
部
議
覆
與
上
諭
的
內
容
，

可
以
清
楚
了
解
︽
治
河
事
宜
︾
一
書
的
成

書
過
程
。
據
張
鵬
翮
載
首
先
於
康
熙
四
十

年
正
月
二
十
七
日
，
張
鵬
翮
題
請
將
欽
頒

治
河
上
諭
與
指
授
治
河
事
宜
等
資
料
，
奏

請
敕
下
史
館
，
仿
方
略
體
例
，
纂
集
成

書
，
以
彰
顯
治
河
的
功
績
。
並
祈
能
使
廣

為
流
通
，
除
頒
賜
河
工
人
員
外
，
更
遴
選

出
中
年
英
敏
之
進
士
、
舉
人
，
令
其
研
讀

學
習
，
待
精
通
後
發
往
河
工
效
力
。
著

有
勞
績
，
遇
缺
題
補
。
此
題
議
經
康
熙
帝

批
示
後
發
交
禮
部
議
奏
辦
理
。
據
禮
部
議

覆
，
應
如
河
督
建
議
，
將
上
諭
及
治
河
事

宜
纂
集
成
書
，
並
請
工
部
轉
知
各
衙
門
，

凡
屬
河
工
事
件
，
悉
數
彙
送
翰
林
院
編

輯
，
恭
請
御
覽
，
並
由
工
部
行
文
河
督
，

頒
賜
河
工
，
再
令
河
督
轉
行
直
隸
各
省
督

撫
，
將
進
士
、
舉
人
中
，
情
願
效
力
，
年

力
精
敏
者
，
該
督
撫
遴
選
，
發
往
河
工
學

習
效
力
，
遇
有
員
缺
，
即
請
該
督
題
補
。

惟
康
熙
於
四
十
年
三
月
十
一
批
示
結
果
，

認
為
編
書
須
交
由
張
鵬
翮
負
責
，
至
進

張鵬翮　《治河事宜》　卷12　淮河全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張鵬翮　《治河事宜》　卷8　下河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士
、
舉
人
則
不
必
遴
選
學
習
發
往
河
工
。

二
年
後
，
適
值
康
熙
帝
南
巡
之
際
，

張
鵬
翮
隨
即
於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
依
照
前

諭
旨
指
示
遵
照
辦
理
，
纂
輯
呈
覽
，
並
請

史
館
如
式
編
輯
，
並
欽
定
名
，
與
蕩
平
方

略
並
行
刊
布
。
最
後
終
於
獲
得
康
熙
帝
同

意
後
，
將
書
交
辦
出
版
，
而
書
名
即
取

︽
治
河
事
宜
︾
為
名
，
流
通
各
主
要
河
工

地
方
，
供
人
員
閱
覽
參
考
，
當
然
其
貢
獻

更
在
於
成
為
今
人
了
解
清
初
治
河
技
術
、

黃
、
淮
、
運
河
道
源
流
歷
史
變
化
的
重
要

參
考
文
獻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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