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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貿易與清宮時尚

專　輯

中
俄
貿
易
與
清
宮
時
尚

賴
惠
敏

一
六
八
九
年
︵
康
熙
二
十
八
年
︶

的
尼
布
楚
條
約
協
議
俄
國
商
隊
到
北
京
貿

易
，
一
六
九
八
年
︵
康
熙
三
十
七
年
︶
以

後
俄
國
的
政
府
商
隊
定
期
到
北
京
貿
易
，

大
約
三
年
一
期
。
一
七
二
七
年
︵
雍
正
五

年
︶
簽
訂
恰
克
圖
條
約
，
規
定
俄
國
到
北

京
的
商
隊
逐
漸
減
少
，
把
中
俄
貿
易
地
點

移
到
恰
克
圖
。

十
八
世
紀
俄
國
勢
力
往
西
伯
利
亞
、

阿
拉
斯
加
、
堪
察
加
島
等
地
發
展
，
獵
捕

大
量
動
物
。
一
七
五
八
年
︵
乾
隆
二
十
三

年
︶
清
朝
征
服
準
噶
爾
，
開
啟
了
中
俄
恰

克
圖
貿
易
，
中
國
駱
駝
商
隊
在
夏
秋
之
際

運
載
布
疋
、
茶
葉
等
到
恰
克
圖
，
換
取
大

量
的
毛
皮
。
十
八
世
紀
俄
國
的
紫
貂
為
清

現
在
北
京
的
廟
會
、
市
集
，
成
為
市
民
日

用
物
品
。

恰
克
圖
進
口
的
商
品

十
八
世
紀
俄
國
不
斷
尋
找
新
的
毛

皮
產
地
，
從
西
伯
利
亞
到
勘
察
加
半
島
，

進
而
向
東
進
入
阿
留
申
群
島
和
阿
拉
斯
加

半
島
，
獵
獲
大
量
皮
毛
。
毛
皮
為
恰
克

圖
貿
易
最
大
宗
的
貨
物
，
一
七
六
八
至

一
七
八
五
年
，
俄
國
商
人
經
恰
克
圖
輸
出

的
毛
皮
佔
總
輸
出
貨
物
總
值
的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一
七
九
二
至
一
八○

○

年
佔
百

分
之
七
十
至
七
十
五
。
中
國
北
方
寒
冷
，

對
毛
皮
需
求
量
很
大
，
出
現
供
不
應
求
的

局
面
。
乾
隆
皇
帝
屢
次
派
遣
內
務
府
商
人

到
恰
克
圖
採
購
的
皮
貨
，
使
得
宮
廷
皮
庫

所
貯
存
的
毛
皮
種
類
變
多
了
。
︵
圖
一
︶

清
宮
藏
海
龍
皮
即
海
獺
皮
，
最
為
珍

貴
，
白
針
海
龍
尤
不
易
得
，
棲
息
於
北
極

海
附
近
的
海
域
上
。
乾
隆
年
間
宮
廷
收
藏

海
龍
皮
兩
萬
多
張
，
製
作
皇
室
成
員
之
衣

裳
用
。
皇
室
之
朝
袍
衣
領
都
用
海
龍
皮
。

︵
圖
二
︶

恰
克
圖
貿
易
中
，
貂
鼠
是
最
貴
的
皮

貨
之
一
。
︵
圖
三
︶
清
人
崇
彝
︵
一
八
八 

宮
廷
最
喜
好
的
毛
皮
，
海
龍
皮
最
珍
貴
，

松
鼠
皮
數
量
最
多
。
狐
皮
最
常
見
，
有
火

狐
皮
、
黑
狐
皮
、
沙
狐
皮
等
達
數
萬
張
。

其
他
銀
鼠
、
猞
猁
猻
皮
、
兔
皮
、
羊
皮
等

數
量
相
當
多
。
俄
國
的
皮
革
製
品
，
如
香

牛
皮
、
香
羊
皮
等
在
恰
克
圖
市
場
大
量
銷

售
。
由
於
皮
貨
的
大
量
進
口
，
影
響
到
清

宮
服
飾
時
尚
，
流
風
所
及
，
也
普
及
到
民

間
富
貴
人
家
。

清
宮
廷
製
作
服
飾
僅
僅
選
取
上
好

的
毛
皮
如
海
龍
皮
、
狐
皮
、
貂
皮
、
銀
鼠

皮
等
製
作
毛
皮
，
其
餘
大
量
的
灰
鼠
皮
是

變
價
出
售
的
。
再
者
，
宮
廷
製
作
毛
皮

服
飾
，
僅
利
用
一
件
毛
料
中
最
細
軟
的
部

位
，
如
狐
腋
︵
俗
稱
狐
肷
︶
、
狐
膁
︵
腹

部
兩
側
︶
、
貂
膆
︵
即
下
頦
皮
︶
等
，
切

割
為
小
片
拼
綴
成
衣
。
另
外
製
作
皮
襖
長

衣
時
，
以
絲
綢
為
表
面
，
狐
下
頦
、
頭

毛
、
腳
為
裏
面
。
以
上
的
毛
皮
製
作
方
式

由
宮
廷
流
傳
至
中
上
層
社
會
，
以
致
於
外

國
人
將
它
視
為
中
國
皮
毛
服
飾
的
特
色
。

十
八
世
紀
的
皮
毛
服
飾
其
流
行
係
自
宮
廷

流
行
至
民
間
。

十
九
世
紀
，
俄
國
外
銷
的
毛
皮
數
量

遽
減
，
恰
克
圖
市
場
出
現
俄
國
手
工
業
產

品
和
工
業
製
品
，
譬
如
皮
革
製
品
有
香
牛

皮
、
香
羊
皮
等
。
俄
國
在
西
伯
利
亞
設
工

廠
，
生
產
呢
絨
和
哦
噔
紬
，
其
他
還
有
衣

飾
上
繡
花
的
金
銀
線
、
銅
鐵
製
品
、
鏡
子

等
。
這
些
物
品
不
僅
供
宮
廷
所
需
，
更
出

五

∼

一
九
四
五
︶
分
析
各
種
毛
皮
部
位
的

價
值
，
他
說
貂
皮
以
脊
為
貴
，
本
色
有
銀

針
者
尤
佳
。
普
通
皆
略
染
紫
色
稱
為
紫

貂
，
不
過
有
深
淺
之
分
。
次
者
貂
膆
，
次

則
腋
，
次
則
後
腿
，
下
則
貂
尾
。
貂
皮
的

背
部
長
銀
針
，
華
麗
醒
目
價
格
高
。
阿
哥

娶
福
晉
的
聘
禮
中
有
貂
皮
七
十
張
、
染
海

龍
皮
七
張
、
做
褥
子
狐
皮
九
十
張
。
公
主

下
嫁
的
嫁
妝
有
貂
皮
朝
衣
、
貂
皮
褂
，
還

有
貂
皮
的
褥
子
，
真
不
愧
是
金
枝
玉
葉
。

狐
皮
輕
而
暖
，
極
適
於
穿
著
，
在

中
國
北
方
有
很
大
的
需
求
。
赤
狐
毛
的
顏

色
由
深
紅
、
棕
紅
、
棕
色
、
棕
黑
、
黑
色

至
灰
色
都
有
。
棕
黑
色
和
黑
色
的
價
格
最

好
。
︵
圖
四
︶
灰
鼠
皮
也
就
是
松
鼠
皮
，

十
八
世
紀
末
每
年
約
有
二
百
萬
至
四
百
萬

張
的
灰
鼠
皮
賣
到
中
國
，
十
九
世
紀
俄
國

捕
獲
珍
貴
的
毛
皮
變
稀
少
，
灰
鼠
皮
每
年

仍
有
二
、
三
百
萬
張
輸
入
中
國
。

俄
國
在
十
七
世
紀
即
開
始
出
口
皮

革
，
到
十
八
世
紀
末
，
伊
爾
庫
茨
克
已
有

十
三
家
製
革
工
廠
。
托
博
爾
斯
克
和
秋
明

的
製
革
廠
有
較
高
知
名
度
，
它
們
能
生
產

高
質
量
的
軟
皮
革
。
在
十
八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輸
入
中
國
的
香
牛
皮
每
年
達
五
至
八
萬

圖一　清　毛皮座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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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清　康熙　明黃色雲龍妝花緞皮朝袍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海龍皮披領

圖三　清　薰貂朝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張
，
香
羊
皮
有
五
萬
多
張
。
十
九
世
紀
香

牛
皮
和
香
羊
皮
每
年
進
口
增
家
在
一
、

二
十
萬
張
，
香
羊
皮
、
香
牛
皮
有
紅
色
和

黑
色
，
紅
色
香
牛
皮
較
貴
每
張
在
三
兩
以

上
，
黑
色
大
概
二
至
三
兩
。
香
羊
皮
每
張

在
一
兩
以
下
。
香
羊
皮
︵
滿
文safijyan

︶

它
們
用
來
做
馬
鞍
和
靴
子
。
如
︽
紅
樓

夢
︾
四
十
九
回
林
黛
玉
穿
著
香
羊
皮
小

靴
，
史
湘
雲
穿
鹿
皮
小
靴
。

當
時
俄
國
轉
口
自
英
國
的
貨
物
，

有
﹁
大
合
洛
﹂
、
﹁
二
合
洛
﹂
、
﹁
哦

噔
紬
﹂
，
大
合
洛
為
大
呢
，
即
寬
幅
絨

(B
roadcloth

)

；
二
合
洛
為
小
呢
或
稱
為
長

厄
爾
絨(L

o
n

g ells)

；
哦
噔
紬
的
滿
文
是

o
d

o
n

ceo
 jan

gci

哦
噔
紬
毡
，
它
以
板
計

算
，
每
板
︵
長
四
四
尺
、
寬
二‧

二
尺
︶

約
二
、
三
十
兩
，
哦
噔
紬
做
朝
靴
用
。

︵
圖
五
︶
清
宮
典
藏
都
稱
為
﹁
哆
囉
呢
﹂

︵
法
文droguet

︶
，
這
名
詞
的
出
現
或
許

是
受
到
法
國
傳
教
士
的
影
響
。

金
、
銀
線
亦
為
轉
口
貿
易
商
品
之

一
，
金
線
以
﹁
扛
﹂
計
量
，
一
扛
銀○
‧

三
兩
。
清
宮
製
作
龍
袍
材
料
使
用
許
多
金

線
和
銀
線
，
一
七
五
六
年
︵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
行
文
記
載
：
傳
旨
著
交
蘇
州
織
造
安

圖四　清　嘉慶　明黃色綢黑狐皮端罩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清　康熙　石青色絨緝米珠綉朝靴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哦噔紬做的朝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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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
綢
等
。
羽
紗
是
用
鳥
的
羽
毛
捻
成
線
，

以
平
紋
織
法
織
成
的
。
羽
紗
面
料
有
紅

色
、
黃
色
、
醬
色
、
藍
色
和
褐
色
之
分
。

清
朝
規
定
皇
子
、
親
王
以
下
至
文
武
一
品

官
、
御
前
侍
衛
及
各
省
巡
撫
的
雨
冠
、
雨

裳
均
為
紅
色
。
文
武
二
品
以
下
至
軍
民
等

凡
有
頂
戴
人
員
的
雨
冠
、
雨
裳
均
為
青

色
。
俄
國
出
售
的
珊
瑚
石
和
珊
瑚
珠
子
從

義
大
利
訂
購
，
經
過
奧
德
薩
和
布
洛
德
運

到
下
諾
夫
哥
羅
德
集
市
和
莫
斯
科
。
好
的

珊
瑚
石
和
珊
瑚
珠
子
顏
色
應
該
不
太
紅
或

黃
，
而
珠
子
要
大
而
均
稱
。
中
國
官
員
常

把
它
們
放
在
戴
的
帽
子
上
或
者
做
朝
珠
，

珠
子
越
重
就
越
值
錢
。
︵
圖
六
︶
珊
瑚
石

和
珊
瑚
珠
子
過
境
運
到
恰
克
圖
，
大
約
開

始
於
十
九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
︵
註
二
︶

清
末

俄
國
順
豐
洋
行
曾
進
珊
瑚
珠
七
十
斤
，
價

值
一
五○

○

兩
。

清
宮
藥
材
有
鹿
茸
、
麝
香
、
羚
羊

角
等
，
很
多
是
來
自
俄
羅
斯
進
口
。
鹿
茸

價
錢
貴
，
一
副
鹿
茸
值
磚
茶
一
四○

塊
。

一
八
六○

年
俄
商
可
以
進
入
中
國
內
地

貿
易
，
商
人
亦
攜
帶
鹿
茸
來
中
國
販
售
。

麝
香
在
恰
克
圖
貿
易
檔
案
上
稱
為
香
臍

子
，
如
一
八
三
五
年
順
義
誠
記
進
香
臍
子

六○
○
○

個
，
香
臍
子
一
個
約○

‧

八
兩

至
一‧

二
兩
。
︽
紅
樓
夢
︾
第
二
十
四
回

賈
芸
送
王
熙
鳳
冰
片
、
麝
香
說
道
：
﹁
往

年
間
我
還
見
嬸
子
大
包
的
銀
子
買
這
些
東

西
呢
，
別
說
今
年
貴
妃
宮
中
，
就
是
這
個

端
陽
節
下
，
不
用
說
這
些
香
料
自
然
是
比

往
常
加
上
十
倍
去
的
。
﹂
麝
香
來
自
俄
羅

斯
，
冰
片
則
來
自
泰
國
的
進
貢
，
但
由
英

國
東
印
度
公
司
進
口
數
量
更
多
。
羚
羊
角

在
醫
藥
用
途
有
平
肝
定
風
等
作
用
，
每
年

從
俄
羅
斯
進
口
達
數
萬
對
，
一
對
的
價
格

約○
‧

五
至○

‧

六
兩
。
︽
清
稗
類
鈔
︾

提
到
歲
末
，
宮
中
及
甬
道
東
西
兩
廊
，
設

五
色
羊
角
燈
。

宮
廷
毛
皮
服
飾

清
朝
入
關
後
推
行
滿
族
傳
統
服
飾

為
基
礎
，
制
定
冠
服
制
度
，
在
冬
季
的
服

飾
特
別
使
用
毛
皮
種
類
來
顯
現
皇
室
、
王

公
、
官
員
等
級
差
異
。
根
據
︽
大
清
會

典
圖
例
︾
所
載
，
清
代
宮
廷
服
飾
包
括
禮

服
、
吉
服
、
常
服
、
行
服
、
便
服
等
。

禮
服
又
分
為
朝
袍
、
端
罩
等
；
吉
服
分
為

龍
袍
、
龍
掛
；
常
服
分
為
常
服
袍
、
常
服

褂
。
其
中
端
罩
是
整
件
皮
毛
朝
外
的
禮

服
，
冬
天
舉
行
大
典
時
，
將
端
罩
穿
於
朝

袍
外
面
以
禦
寒
冷
。
清
代
皇
帝
端
罩
有
黑

狐
、
有
紫
貂
。
皇
子
端
罩
，
紫
貂
為
之
。

親
王
、
郡
王
、
貝
勒
、
貝
子
、
固
倫
額
駙

用
青
狐
。
鎮
國
公
、
輔
國
公
、
和
碩
額
駙

用
紫
貂
。
民
公
、
侯
、
伯
、
下
至
文
三

品
、
武
二
品
等
應
服
端
罩
者
，
均
用
貂

皮
。
一
等
侍
衛
端
罩
，
用
猞
猁
猻
，
間
以

豹
皮
。
二
等
侍
衛
，
用
紅
豹
皮
。
三
等
侍

衛
、
藍
翎
侍
衛
端
罩
，
用
黃
豹
皮
。
︵
註

三
︶

玄
狐
褡
護
貴
重
，
雖
親
郡
王
亦
需
賞

賚
方
許
服
用
，
繼
爵
者
於
承
襲
後
具
疏
恭

繳
，
有
仍
賞
還
者
，
方
准
留
於
私
第
。
︵
註

四
︶
由
恰
克
圖
和
唐
努
烏
梁
海
的
毛
皮
買
賣

價
格
看
來
，
皇
室
所
使
用
的
毛
皮
價
錢
最

珍
貴
，
如
黑
狐
、
紫
貂
等
一
張
毛
皮
價
格

在
二
十
兩
以
上
。
︵
圖
七
︶
文
武
官
員
之

端
罩
使
用
貂
皮
、
猞
猁
猻
、
豹
皮
價
格
一

張
的
價
格
才
一
兩
左
右
。

其
次
，
皇
帝
冬
朝
袍
一
式
的
披
領

及
下
裳
俱
表
以
紫
貂
，
袖
端
用
薰
貂
，
自

十
一
月
初
一
至
正
月
十
五
所
穿
。
皇
帝
冬

朝
袍
二
式
的
披
領
、
袖
端
、
下
裳
側
擺
和

下
擺
用
石
青
色
織
金
緞
或
織
金
鑲
邊
，
在

加
鑲
海
龍
裘
皮
邊
。
朝
服
為
皇
帝
禮
服
，

圖六　清　珊瑚朝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清　郎世寧　高宗帝后像　局部　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藏　引自《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八○

兩
；
顧
繡
袍
褂
三
套
計
銀
四
八○

兩
；
緙
絲
龍
袍
褂
三
套
計
銀
四
五○

兩
。

︵
註
一
︶

平
均
一
套
龍
袍
褂
花
費
約
銀
二

○
○

餘
兩
，
這
數
目
足
夠
普
通
人
家
十
年

的
吃
用
。

俄
國
轉
口
貿
易
商
品
也
包
括
羽
紗
、

寧
繡
二
色
金
龍
褂
面
四
件
、
緞
地
三
件
、

直
紗
地
一
件
。
安
寧
成
做
二
色
金
龍
補

褂
四
件
，
用
金
線
六
兩
、
銀
線
四
兩
。

一
七
七
八
年
︵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
李
侍
堯

進
貢
龍
袍
褂
九
套
，
共
用
銀
二○

一○

兩
。
洋
金
龍
袍
褂
最
貴
，
三
套
計
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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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
也
，
達
官
貴
人
為
多
。
其
皮
大
率
為
海

龍
、
玄
狐
、
猞
猁
、
紫
貂
、
干
尖
、
草
上

霜
、
紫
羔
。
而
有
喪
者
之
所
衣
，
則
為
銀

鼠
、
麥
穗
子
。
道
、
咸
以
降
，
京
官
之
翰

詹
科
道
，
及
三
品
外
官
與
有
三
品
銜
或
頂

戴
者
，
亦
無
不
翻
穿
以
自
豪
矣
。
︵
註
六
︶

由
此
可
見
，
毛
皮
服
飾
成
為
士
人
穿
著
時

尚
，
也
無
人
顧
及
僭
越
問
題
。

毛
皮
服
飾
的
剪
接
技
巧
多
樣
化
。

︽
清
稗
類
鈔
︾
記
載
，
裘
之
上
下
兩
截
異

皮
者
，
上
截
之
皮
必
較
遜
於
下
截
，
而
袖

中
之
皮
亦
必
與
上
截
同
，
以
下
截
為
人

所
易
見
，
可
自
炫
也
。
其
名
曰
羅
漢
統
，

又
曰
飛
過
海
。
上
截
恆
為
羊
，
下
截
則

猞
猁
、
貂
、
狐
、
灰
鼠
、
銀
鼠
皆
有
人
。

清
乾
隆
朝
的
宮
廷
的
皮
袍
服
飾
多
半
採
取

接
皮
的
方
式
，
清
宮
廷
如
此
的
上
下
異
皮

服
飾
製
作
技
術
，
傳
至
民
間
卻
演
變
成
為

﹁
自
炫
﹂
的
形
象
。
又
，
馬
褂
通
常
指
長

及
肚
臍
的
短
褂
，
乾
隆
中
期
毛
皮
數
量

多
，
衣
庫
改
製
作
成
長
褂
，
如
烏
雲
豹
皮

長
褂
、
海
龍
皮
長
褂
等
。
衣
庫
的
製
作
過

程
是
將
小
塊
毛
皮
拼
裝
加
工
，
只
取
毛
皮

最
珍
貴
的
部
位
狐
膁
、
下
頦
做
成
長
褂
。

滿
洲
地
區
的
諺
語
說
：
﹁
千
羊
之
皮
，
不

如
一
狐
之
腋
。
﹂
集
狐
之
腋
製
作
成
長

褂
，
必
須
用
幾
百
塊
碎
細
毛
皮
拼
裝
而

成
。
皮
庫
藏
有
﹁
去
膁
白
狐
皮
﹂
此
代
表

內
務
府
皮
庫
製
作
皇
家
的
毛
皮
服
飾
常
割

取
毛
皮
精
華
部
分
，
以
致
於
庫
存
了
許
多

去
膁
狐
皮
。
清
朝
的
王
公
貴
族
以
得
到
帶

膆
貂
袿
的
賞
賜
為
榮
。

鳧
靨
裘
是
用
野
鴨
面
部
兩
頰
附
近

的
毛
皮
製
作
的
衣
服
。
︽
聞
見
瓣
香
錄
︾

丁
集
載
，
鴨
頭
裘
，
翠
光
閃
爍
，
艷
麗
異

常
，
達
官
多
為
馬
褂
，
於
馬
上
衣
之
，
遇

雨
不
濡
，
但
不
暖
，
外
耀
而
已
。
故
宮
珍

藏
鳧
靨
裘
大
約
需
要
七
百
二
十
塊
鳧
靨
裘

拼
成
，
光
彩
奪
目
，
有
時
為
藍
綠
色
，
有

時
泛
出
紫
色
。
︵
註
七
︶

更
精
緻
的
毛
皮
服

飾
為
貂
爪
仁
縫
製
的
大
褂
，
所
謂
貂
爪
仁

是
貂
掌
心
的
毛
皮
，
大
約
兩
千
個
爪
仁
才

能
縫
製
一
件
皮
褂
，
可
想
見
其
精
細
的
裁

縫
功
夫
。

乾
隆
皇
帝
冬
天
乘
坐
的
車
駕
，
為
了

禦
寒
使
用
許
多
毛
皮
。
成
造
皇
帝
座
車
做

染
黃
色
小
毛
羊
皮
裡
帷
一
分
。
此
所
謂
染

黃
色
係
由
內
務
府
染
房
負
責
染
做
毛
皮
，

還
有
所
謂
染
貂
皮
、
染
海
龍
皮
、
染
三
水

貂
皮
等
。

煒
︵
一
七○

四

∼

一
七
六
九
︶
︽
巢
林
筆

談
︾
記
載
吳
俗
說
：
﹁
余
少
時
，
見
士
人

僅
僅
穿
裘
，
今
則
里
巷
婦
孺
皆
裘
矣
；
大

紅
線
頂
十
得
一
二
，
今
則
十
八
九
矣
。
﹂

︵
註
九
︶

清
初
禁
止
庶
人
服
用
的
皮
裘
，
到

乾
隆
朝
變
成
里
巷
婦
孺
皆
穿
輕
裘
。
清
朝

中
葉
後
，
社
會
上
以
度
冬
的
服
飾
來
判
定

貧
富
，
上
流
社
會
必
有
狐
裘
，
中
流
必
有

羊
裘
，
下
流
則
惟
木
棉
。
︵
註
十
︶

由
此
看

來
毛
皮
服
飾
已
成
為
貧
富
的
標
誌
，
而
不

是
朝
廷
利
用
毛
皮
服
飾
來
區
分
社
會
階
層

貴
賤
等
第
。
︵
圖
十
︶

︽
紅
樓
夢
︾
記
載
婦
女
的
毛
皮
服

飾
，
如
薛
寶
琴
披
了
一
件
野
鴨
子
頭
上

毛
做
的
鳧
靨
裘
。
林
黛
玉
穿
著
香
羊
皮
小

靴
，
罩
了
大
紅
羽
縐
面
白
狐
狸
皮
的
鶴

氅
。
史
湘
雲
穿
著
一
件
貂
鼠
腦
袋
面
子
，

大
毛
黑
灰
鼠
裡
子
，
裡
外
發
燒
大
褂
子
，

頭
上
帶
著
一
頂
挖
雲
鵝
黃
片
金
裡
子
大
紅

猩
猩
氈
昭
君
套
，
又
圍
著
大
貂
鼠
風
領
，

裡
頭
穿
著
銀
鼠
短
褂
，
裡
面
短
短
的
一
件

水
紅
妝
緞
狐
肷
褶
子
，
腳
下
也
穿
著
鹿
皮

小
靴
。
︽
乾
隆
朝
懲
辦
貪
污
檔
案
選
編
︾

記
載
大
量
官
員
家
產
清
單
，
其
中
毛
皮
服

飾
相
當
多
。
透
過
崇
文
門
變
價
，
毛
皮
服

圖八之一　清　高宗后孝賢純皇后像　軸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清　高宗坐像　軸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人
，
能
以
金
線
夾
絨
織
之
，
璀
璨
耀
目
。

由
此
看
來
內
務
府
的
工
匠
係
來
自
江
南
地

區
，
教
導
工
人
的
織
絨
氈
服
飾
等
。

清
朝
皮
庫
貯
存
大
量
的
毛
皮
，
貂

皮
雖
貴
，
一
旦
變
舊
即
如
同
敝
衣
般
不
值

錢
。
乾
隆
皇
帝
瞭
解
毛
皮
非
經
久
之
物
，

傳
旨
內
務
府
官
員
不
定
時
變
賣
皮
張
。
其

次
，
皇
帝
賞
賜
給
王
公
貴
族
、
大
臣
的
毛

皮
服
飾
，
他
們
獲
得
如
此
殊
榮
，
莫
不
引

以
為
傲
。
︵
圖
九
︶
京
城
旗
人
重
視
穿
著

打
扮
，
也
喜
好
仿
效
宮
廷
服
飾
，
故
毛
皮

服
飾
京
城
時
尚
。
在
清
代
戲
曲
小
說
、
筆

記
文
集
都
呈
現
此
一
現
象
。

皮
張
流
入
京
城
市
場
中
，
逐
漸
打

破
使
用
毛
皮
的
階
層
限
制
。
譬
如
康
熙

三
十
九
年
︵
一
七○

○

︶
定
﹁
民
公
侯
伯

以
上
、
不
入
八
分
公
、
閒
散
宗
室
、
四
品

官
、
三
等
侍
衛
以
上
，
貂
皮
、
猞
猁
猻
、

蟒
緞
、
粧
緞
皆
得
用
，
五
六
七
品
官
，
不

得
用
蟒
緞
、
粧
緞
、
貂
皮
、
猞
猁
猻
。
﹂

可
是
雍
正
年
間
，
官
員
軍
民
以
及
家
奴
等

俱
濫
行
服
用
黑
狐
皮
等
，
乾
隆
年
間
也
一

再
規
定
﹁
衙
門
輿
隸
等
役
，
及
民
間
奴
僕

長
隨
，
不
得
濫
用
緞
紗
及
各
樣
細
皮
﹂
事

實
上
，
毛
皮
服
飾
在
民
間
廣
為
流
傳
。
龔

妝
花
緞
或
綢
緞
的
刺
繡
龍
紋
才
能
顯
現
皇

帝
的
威
儀
，
故
毛
皮
僅
能
用
披
領
、
馬
蹄

袖
端
或
下
裳
鑲
邊
部
分
。
端
罩
、
冬
朝
服

的
披
領
及
裳
、
外
褂
、
馬
褂
的
毛
向
外
，

其
他
如
袍
襖
等
都
將
毛
皮
做
內
裡
，
其
邊

緣
則
作
出
鋒
毛
露
出
於
邊
緣
外
。
︵
圖

八
︶
︵
註
五
︶

清
代
皇
帝
及
王
公
大
臣
官
吏
等
所

穿
的
行
褂
，
至
乾
隆
間
開
始
流
行
﹁
翻

毛
皮
外
褂
、
馬
褂
﹂
。
所
謂
翻
毛
即
皮
外

褂
、
馬
褂
之
翻
穿
者
，
蓋
以
炫
其
珍
貴
之

民
間
流
行
之
俄
國
貨

夏
仁
虎
在
︽
舊
京
瑣
記
︾
曾
說
：

﹁
京
師
工
藝
之
巧
蓋
萃
南
北
之
精
英
而
成

之
，
歷
代
帝
都
，
四
方
筐
篚
之
貢
梯
航
並

至
，
有
所
取
法
。
又
召
集
各
省
巧
技
匠
師

為
之
師
資
，
故
由
內
府
傳
及
民
間
，
成
風

尚
矣
。
﹂
︵
註
八
︶

又
說
，
南
京
人
在
北

京
執
工
商
業
者
曰
﹁
緞
莊
﹂
，
凡
靴
帽
之

才
皆
聚
於
此
。
又
有
織
工
，
昔
內
府
設
綺

華
館
，
聚
南
方
工
人
教
織
於
中
，
江
寧
織

造
選
送
以
為
教
習
。
又
織
絨
氈
者
亦
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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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
映
著
那
梅
花
枝
幹
，
橫
斜
可
愛
。

阿
．
科
爾
薩
克
提
到
由
俄
國
進
口

玻
璃
製
品
大
部
份
是
鏡
子
、
鏡
子
玻
璃

和
普
通
玻
璃
。
鏡
子
常
有
小
或
中
等
尺
寸

的
，
都
帶
著
框
子
。
牛
皮
鏡
子
、
金
花

註
釋

1.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編
，
︽
乾
隆
朝
懲
辦
貪
污

檔
案
選
編
︾
，
冊
一
，
頁
九
九
五
、
一
〇
六
一—

一
〇
六
三
。

2.  

︵
俄
︶
阿
．
科
爾
薩
克
著
、
米
震
波
譯
，
︽
俄
中

商
貿
關
係
史
述
︾
，
頁
一
二
八—

一
二
九
。

3.  

︽
大
清
會
典
圖
︾
︵
臺
北
：
新
文
豐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一
︶
，
頁
一
八
五
五
、
一
八
八

七
、
一
九
二
二
、
一
九
二
五
、
一
九
二
八
。

4.  

福
格
，
︽
聽
雨
叢
談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八
二
︶
，
卷
一
，
頁
一
九
。

5.  

周
錫
保
，
︽
中
國
古
代
服
飾
史
︾
︵
上
海
：
中
國

戲
劇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四
︶
，
頁
四
六
二
。

6.  

徐
珂
，
︽
清
稗
類
鈔
︾
，
頁
六
一
七
九
。

7.  

黃
能
馥
、
陳
娟
娟
，
︽
中
國
歷
代
服
飾
藝
術
︾

︵
北
京
：
中
國
旅
遊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九
︶
，
頁

四
九
六
。

8.  

夏
仁
虎
，
︽
舊
京
瑣
記
︾
︵
北
京
：
北
京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六
︶
，
頁
一
〇
一
。

9.  

龔
煒
，
︽
巢
林
筆
談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八
一
︶
，
卷
五
，
頁
一
一
三
。

10.  

參
見
︽
清
稗
類
鈔
︾
，
頁
六
一
八
四
。

11.  

夏
仁
虎
，
︽
舊
京
瑣
記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八
六
︶
，
頁
六
九
。

牛
皮
鏡
子
，
每
個
大
約○

‧

二
至○
‧

三
兩
。
︽
紅
樓
夢
︾
回
寶
玉
跟
紫
鵑
要
鏡

子
，
道
：
﹁
我
看
見
你
文
具
裏
頭
有
三
、

兩
面
鏡
子
，
你
把
那
面
小
菱
花
的
給
我
留

下
罷
。
我
擱
在
枕
頭
旁
邊
，
睡
著
好
照
，

明
兒
出
門
帶
著
也
輕
巧
。
﹂
紫
鵑
聽
說
，

只
得
與
他
留
下
。
賈
寶
玉
稱
紫
鵑
的
化
妝

盒
為
﹁
文
具
﹂
，
由
於
俄
國
產
木
材
、
牛

皮
，
故
進
口
化
妝
盒
相
當
精
緻
。

結
論

清
朝
滿
洲
統
治
者
起
源
於
東
北
地

區
，
以
獵
取
毛
皮
動
物
為
業
。
十
八
世
紀

俄
國
佔
領
西
伯
利
亞
、
阿
拉
斯
加
，
動
物

毛
皮
產
量
豐
盛
。
乾
隆
皇
帝
派
內
務
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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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人
採
購
珍
貴
銀
針
海
龍
皮
等
，
而
且
俄

國
商
人
亦
大
量
出
售
動
物
各
部
位
毛
皮
，

如
將
狐
皮
背
部
、
腿
部
、
尾
巴
、
腹
部
和

頸
部
分
開
來
賣
，
以
賺
取
更
高
價
格
。

恰
克
圖
的
毛
皮
，
僅
選
取
珍
貴
的
毛

皮
留
做
皇
室
的
服
飾
，
其
餘
由
崇
文
門
稅

關
變
價
出
售
，
有
助
於
毛
皮
在
京
城
之
普

及
，
毛
皮
服
飾
由
社
會
貴
賤
等
差
之
象
徵

轉
為
區
分
貧
富
階
層
的
標
準
。
俄
國
進
口

的
鹿
茸
、
羚
羊
角
、
鏡
子
等
，
逐
漸
改
變

中
國
的
物
質
文
明
。
至
民
國
年
間
，
北
京

仍
為
中
國
皮
貨
製
作
中
心
，
北
京
藥
業
聲

譽
遠
播
，
來
自
俄
國
的
藥
材
鹿
茸
、
羚
羊

角
等
也
功
不
可
沒
。

作
者
為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研
究
員

飾
流
傳
至
民
間
。

京
城
毛
皮
服
飾
之
流
行
，
由
夏
仁

虎
︽
舊
京
瑣
記
︾
可
見
諸
一
斑
，
他
說
北

京
外
城
東
有
東
小
市
，
西
有
西
小
市
，
俱

賣
皮
服
、
椅
桌
、
玩
器
等
物
。
而
東
市
皮

服
尤
多
，
平
壤
數
十
畝
，
一
望
如
白
獸
交

臥
。
︵
註
十
一
︶

俗
話
說
：
﹁
佛
要
金
裝
，

人
要
衣
裝
﹂
清
朝
人
常
以
度
冬
的
常
服
來

判
定
一
個
人
的
社
會
等
級
。
上
流
必
有
狐

裘
，
中
流
必
有
羊
裘
，
下
流
則
為
木
棉
。

俄
國
輸
入
大
量
的
回
絨
，
使
滿
洲
的

官
員
習
慣
消
費
俄
國
的
呢
子
，
高
官
在
慶

典
場
合
都
鄭
重
地
穿
上
俄
國
呢
子
製
作
的

袍
子
。
中
國
對
俄
國
呢
子
的
偏
好
是
價
格

低
廉
、
顏
色
種
類
齊
全
、
寬
幅
及
包
裝
花

色
繁
多
。
恰
克
圖
貿
易
毛
織
品
可
以
比
出

廠
價
的
百
分
之
二
十
便
宜
賣
給
中
國
人
，

所
有
俄
羅
斯
呢
子
在
長
江
以
南
還
能
佔
有

一
席
之
地
。

︽
儒
林
外
史
︾
第
十
二
回
名
士
遍
請

賓
客
遊
鶯
脰
湖
，
船
上
點
起
五
六
十
盞
羊

角
燈
，
映
著
着
月
色
湖
光
，
照
耀
如
同
白

日
。
第
五
十
三
回
描
述
國
公
府
幾
百
樹
梅

花
上
都
懸
了
羊
角
燈
，
磊
磊
落
落
，
點
將

起
來
，
就
如
千
點
明
珠
，
高
下
照
耀
，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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