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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
是
無
足
肉
食
性
爬
蟲
類
動
物
的

總
稱
，
蛇
字
是
象
形
文
字
，
古
篆
文
寫

作
﹁
它
﹂
，
表
現
蛇
宛
轉
屈
曲
的
形
體

特
徵
。
蛇
的
外
觀
體
態
可
怖
，
雖
然
無

足
，
卻
能
疾
行
遊
走
，
靈
活
敏
捷
，
盤
繞

身
軀
，
昂
首
吐
信
，
顎
部
可
作
大
角
度
的

開
合
，
能
夠
吞
食
比
自
己
龐
大
的
獵
物
。

︵
圖
一
︶
部
分
蛇
類
具
有
毒
性
，
囓
咬
生

物
可
致
受
傷
、
疼
痛
乃
至
死
亡
。
蛇
令
人

望
而
生
畏
，
毒
蛇
能
致
強
敵
於
死
，
古
人

畏
蛇
敬
蛇
，
將
牠
神
化
與
妖
化
，
蛇
是
為

四
靈
和
十
二
生
肖
之
一
，
民
間
流
傳
諸
多

蛇
的
神
話
傳
說
，
文
學
小
說
中
亦
多
有
蛇

的
身
影
，
著
名
的
︽
白
蛇
傳
︾
，
家
喻
戶

中
國
蛇
類
豐
富
，
多
數
省
分
都
有
分
佈
，
先
民
長
期
與
蛇
相
處
，
將
牠
神
化
妖
化
，
或
做
饌
食
醫

藥
，
成
為
傳
統
文
化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
雍
正
朝
苗
族
撒
藥
蛇
毒
在
雲
貴
地
區
令
官
兵
傷
亡
慘
重
，

雍
正
帝
降
諭
督
撫
，
尋
求
毒
藥
配
方
和
解
毒
藥
方
，
保
護
官
兵
性
命
，
之
後
在
征
勦
準
噶
爾
戰
役

中
，
清
軍
還
計
畫
將
它
運
用
於
戰
場
。

雍
正
帝
密
製
蛇
藥
與
解
毒
藥
方

侯
皓
之

圖六　 清　雲貴總督高其倬　〈奏請諭示廣西諸臣砍挖撒藥樹並尋求解毒術〉　雍正2年12月22日　11扣　故宮009389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硃批：此奏甚屬可嘉，君臣如此推心，方是已諭李紱、韓良輔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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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
，
流
傳
深
遠
。

蛇
在
中
國
可
作
饌
食
，
藉
以
食
療

進
補
，
被
認
為
具
有
滋
陰
補
陽
、
清
血
美

膚
之
效
；
蛇
類
全
身
均
有
藥
用
價
值
，
中

國
人
以
蛇
作
藥
歷
史
悠
久
，
明
代
醫
藥
學

家
李
時
珍
撰
述
︽
本
草
綱
目
︾
，
總
結
前

代
經
驗
，
記
載
十
七
項
關
於
蛇
的
藥
用
特

性
，
加
上
附
種
及
諸
蛇
，
多
達
廿
多
種
，

反
映
先
民
長
期
觀
察
、
研
究
蛇
的
整
體
智

慧
結
晶
。
︵
圖
二
︶
蛇
類
雖
然
令
人
畏

懼
，
但
在
中
國
具
有
多
元
形
象
，
說
明
蛇

是
傳
統
文
化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

中
國
蛇
的
種
類
繁
多
，
分
佈
南
北

各
省
，
東
北
地
區
雖
然
長
時
間
氣
候
寒

冷
，
但
在
黑
龍
江
、
吉
林
、
遼
寧
等
省
分

亦
有
多
種
蛇
類
。
西
南
與
南
部
地
區
山
崇

地
濕
，
氣
候
悶
熱
，
蠻
煙
瘴
雨
，
極
適
合

蛇
類
生
存
繁
殖
。
雲
南
、
廣
西
、
福
建
、

貴
州
是
中
國
蛇
類
最
多
的
四
省
，
毒
蛇
種

類
甚
多
，
毒
性
亦
強
，
方
志
多
有
記
載
。

蛇
毒
是
毒
蛇
類
重
要
的
自
衛
武
器
，
它
是

蛇
唾
液
的
變
種
，
分
泌
於
牙
後
毒
囊
，
藉

由
蛇
牙
噬
咬
注
射
或
噴
濺
，
用
以
制
服
、

殺
死
獵
物
或
分
解
食
物
，
幫
助
消
化
。
蛇

毒
是
神
經
毒
素
、
肌
肉
毒
素
和
細
胞
毒
素

等
的
混
合
物
，
能
迅
速
攻
擊
生
物
的
神
經

系
統
，
導
致
肌
肉
麻
痺
，
嚴
重
時
可
以
致

死
。
西
南
少
數
民
族
擅
長
提
取
蛇
毒
，
合

藥
煉
成
毒
汁
淬
箭
，
中
箭
者
雖
然
僅
傷
皮

肉
，
但
毒
發
迅
速
，
難
以
救
治
。
雍
正
年

間
，
清
軍
鎮
壓
雲
貴
地
區
土
著
苗
人
，
深

受
藥
弩
傷
害
。
為
降
低
官
兵
損
傷
，
有
關

督
撫
提
鎮
受
命
訪
查
毒
藥
製
法
和
解
毒
藥

方
，
之
後
還
依
方
製
藥
，
裝
備
軍
隊
用
於

西
北
戰
爭
中
。

教
士
記
載　

中
國
毒
蛇

盛
清
時
期
，
歐
洲
飽
富
學
識
和
具
有

專
業
技
藝
的
傳
教
士
來
華
，
傳
教
之
餘
，

對
中
國
各
方
面
進
行
調
查
研
究
，
撰
述
豐

富
的
書
籍
和
信
札
，
其
中
亦
記
錄
了
中
國

的
毒
蛇
和
毒
發
情
況
。
一
七
一
四
年
，
義

大
利
籍
傳
教
士
利
國
安
︵Jean

 L
au

reati, 

1666–1727

︶
在
寫
給
德
澤
亞
男
爵
信
札
中

談
到
中
國
毒
蛇
：

　

 

這
裡
還
有
水
蛇
和
毒
液
極
易
滲
透
的
蝰

蛇
。
只
要
一
被
這
種
蛇
咬
，
身
上
便
會
離

奇
地
腫
脹
，
各
個
器
官
、
眼
睛
、
耳
朵
、

嘴
巴
、
鼻
孔
甚
至
指
甲
都
會
出
血
。
但
由

於
毒
液
隨
流
出
的
血
一
起
散
發
，
所
以

這
種
蛇
咬
不
是
致
命
的
。
另
一
些
蛇
的

毒
液
比
這
危
險
得
多
：
即
使
腳
上
被
咬

了
一
口
，
毒
素
馬
上
沖
到
腦
門
同
時
立

刻
擴
散
到
所
有
血
管
，
使
人
昏
厥
、
譫

妄
，
然
後
死
去
。
至
今
未
找
到
治
療
這

種
蛇
咬
的
任
何
有
效
藥
物
。
︵
︿
利
國
安
神

父
致
德
澤
亞
男
爵
先
生
的
信
﹀
，
︽
耶
穌
會
士
中
國

書
簡
集
︾
第
二
卷
，
頁
一
二
一
︶

中
國
水
蛇
︵E

n
h

yd
risch

in
en

sis

︶

毒
性
輕
微
，
咬
到
不
會
致
死
。
蝰
蛇

︵V
iperinae

︶
是
分
布
於
全
世
界
的
毒
蛇
，

大
多
數
生
活
在
熱
帶
和
亞
熱
帶
，
特
徵
是

體
粗
尾
細
，
頭
呈
三
角
形
，
若
不
幸
遭
到

蛇
吻
，
全
身
腫
脹
並
且
出
血
，
相
當
危

險
。
利
國
安
在
信
中
談
到
另
一
些
中
國
毒

蛇
，
毒
性
比
蝰
蛇
猛
烈
，
被
咬
一
口
，
毒

素
迅
速
擴
散
致
死
，
無
藥
可
救
。
︵
圖
三
︶

蛇
雖
然
不
會
主
動
攻
擊
人
類
，
但

受
到
驚
嚇
或
傷
害
，
可
能
發
動
攻
勢
，
仍

有
致
命
的
危
機
。
人
類
為
了
避
免
被
蛇
咬

傷
，
往
往
攜
帶
防
蛇
物
品
作
為
防
護
。
傳

教
士
觀
察
到
中
國
樵
夫
、
農
民
因
生
產
需

要
，
不
得
不
深
入
山
林
或
下
田
耕
作
，
隨

身
配
戴
麝
香
以
避
免
被
蛇
咬
傷
。
︽
耶
穌

會
士
中
國
書
簡
集
︾
刊
載
了
一
七
一
七

年
，
北
京
一
位
不
知
名
的
傳
教
士
撰
寫
的

信
札
，
信
中
談
到
蛇
怕
麝
香
的
氣
味
：

　

 

村
民
們
告
訴
我
，
這
種
動
物
最
喜
食
蛇

肉
，
不
管
蛇
有
多
大
，
它
都
能
輕
而
易

舉
地
將
其
弄
死
，
因
為
蛇
一
接
近
麅
就

會
被
麝
香
味
熏
得
不
能
動
彈
。
這
種
情

況
是
萬
無
一
失
的
，
因
此
進
山
砍
柴
或

燒
炭
的
農
民
預
防
蛇
咬
︵
被
蛇
咬
傷
是

很
危
險
的
︶
的
最
佳
辦
法
是
隨
身
帶
幾

粒
麝
香
，
這
樣
，
晚
飯
後
他
們
便
可

高
枕
無
憂
了
。
如
有
蛇
遊
近
他
們
，
就

會
被
麝
香
味
熏
昏
而
再
也
不
能
近
前
。

︵
︿
一
封
北
京
來
信
的
摘
要
﹀
，
︽
耶
穌
會
士
中
國
書

簡
集
︾
第
二
卷
，
頁
二○

七
︶

麅
音
同
﹁
袍
﹂
，
是
一
種
中
小
型
鹿
，

並
不
生
產
麝
香
，
傳
教
士
誤
將
麝
認
成

麅
。
麝
的
外
形
似
鹿
，
但
體
形
較
小
，

俗
稱
獐
子
、
香
獐
子
、
山
驢
子
、
獐
鹿
。

麝
香
是
成
熟
雄
麝
肚
臍
和
生
殖
器
之
間
腺

囊
的
乾
燥
分
泌
物
，
具
有
特
殊
的
香
氣
，

可
以
製
成
香
料
，
亦
可
入
藥
。
麝
多
以
植

物
的
葉
、
莖
、
花
、
果
實
、
種
子
、
菌

類
、
蘚
苔
類
等
為
食
，
但
在
夏
季
亦
會
吃

蛇
。
東
晉
葛
洪
在
︽
抱
朴
子
．
內
篇
︾
卷

十
七
︿
登
涉
﹀
中
說
：
﹁
麝
及
野
豬
皆
啖

蛇
，
故
以
厭
之
也
。
﹂
而
︽
本
草
綱
目
︾

載
：
﹁
虎
、
猴
、
麂
、
麝
、
牛
，
皆
獸
之

食
蛇
者
也
。
﹂
麝
能
喫
蛇
，
麝
香
能
治
療

蛇
毒
，
明
人
朱
橚
等
撰
︽
普
濟
方
︾
，
在

︿
蛇
傷
附
論
﹀
中
收
錄
多
種
治
療
毒
蛇
咬

圖三　 江湖郎中　引自英．托馬斯．阿羅姆，李天綱編著《大清帝國城市印象：十九世紀英國銅版畫》　 
天津街頭的江湖郎中，透過耍弄毒蛇招攬生意，是清代城市生活的片影。

圖二　清　黃蓮蛇及藥材銅盒、錦袱、錦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黃蓮蛇為藥材，見於貴州省方志中，黃褐色乾燥蛇身，由斷面處可見皮骨，整體盤捲成圓環狀，盛裝於銅盒內。



2013年2月　2829　故宮文物月刊·第359期

雍正帝密製蛇藥與解毒藥方

賀　歲

傷
藥
方
，
其
中
多
以
麝
香
為
配
方
藥
材
之

一
。
傳
教
士
記
述
村
民
表
示
隨
身
攜
帶
麝

香
，
可
避
免
被
蛇
侵
擾
，
見
之
古
籍
，
係

先
民
們
多
年
經
驗
和
觀
察
積
累
所
得
。
今

日
科
學
進
步
，
醫
治
蛇
咬
的
方
法
種
類
繁

多
，
常
用
方
法
是
運
用
蛇
毒
煉
製
抗
毒
血

清
治
療
，
麝
香
防
蛇
和
治
蛇
毒
之
說
，
有

待
實
驗
驗
證
。

傳
教
士
調
查
中
國
動
植
物
的
同
時
，

亦
研
究
考
察
中
國
植
物
志
，
以
補
充
歐

洲
植
物
研
究
的
不
足
。
法
國
籍
傳
教
士

殷
弘
緒
︵Francois–X

avier d ’E
ntrecolles, 

1662–1741

︶
注
意
到
歐
洲
不
甚
重
視
的
掃

帚
草
，
中
國
人
將
它
作
為
退
燒
藥
、
利
尿

劑
、
安
眠
藥
與
治
療
腸
積
氣
，
甚
至
可
以

用
來
治
療
蛇
毒
。
殷
弘
緒
在
寫
給
法
國
漢

學
家
杜
赫
德
︵Jean

–B
aptiste D

uH
alde, 

1674–1743

︶
神
父
的
信
中
指
出
：

　

 

此
種
植
物
那
被
研
成
粉
末
的
根
系
，
可

以
溶
於
少
許
油
中
，
然
後
再
敷
於
被
毒

蛇
或
其
他
毒
蟲
咬
傷
的
傷
口
處
，
便
可

以
減
弱
毒
性
、
吸
出
毒
液
和
治
癒
傷

口
。
︵
︿
耶
穌
會
傳
教
士
殷
弘
緒
神
父
致
同
一
耶
穌

會
的
杜
赫
德
神
父
的
信
﹀
，
︽
耶
穌
會
士
中
國
書
簡

集
︾
第
四
卷
，
頁
一
六
六
︶

殷
弘
緒
書
札
係
節
譯
︽
本
草
綱
目
︾

內
容
，
介
紹
給
杜
赫
德
。
︽
本
草
綱
目
︾

︿
草
之
五
．
地
膚
﹀
指
出
，
地
膚
的
莖
苗

可
為
掃
帚
，
故
又
稱
為
掃
帚
草
，
其
苗
葉

和
果
實
氣
味
苦
、
寒
、
無
毒
，
具
有
清
熱

解
毒
的
藥
效
，
但
未
談
到
地
膚
根
可
以
用

來
治
療
毒
蛇
或
毒
蟲
咬
傷
。
關
於
治
療
蛇

毒
之
法
，
︽
本
草
綱
目
︾
在
卷
四
十
三
，

︿
鱗
部
．
諸
蛇
﹀
中
記
載
內
外
用
以
治

療
蛇
毒
之
藥
：
﹁
內
解
蛇
毒
之
藥
，
則
雄

黃
、
貝
母
、
大
蒜
、
薤
白
、
蒼
耳
；
外
治

蛇
之
藥
，
則
大
青
、
鶴
虱
射
罔
、
薑
黃
、

乾
薑
、
白
礬
、
黑
豆
葉
、
黃
荊
葉
、
蛇
含

草
、
犬
糞
、
鵝
糞
、
蔡
苴
機
糞
。
﹂
從

︽
普
濟
方
︾
和
︽
本
草
綱
目
︾
等
中
國
醫

藥
典
籍
刊
載
的
藥
方
療
法
，
說
明
中
國
古

人
早
已
發
展
出
一
套
治
療
蛇
毒
的
方
法
。

圖五　 清　高其倬像　 
引自清葉蘭臺編《清代學者象傳》

其
子
女
，
生
殺
任
情
，
土
民
受
其
魚

肉
，
敢
怒
而
不
敢
言
。
莫
非
朕
之
赤

子
，
天
下
共
享
樂
利
，
而
土
民
獨
使
向

隅
，
朕
心
深
為
不
忍
。
︵
雍
正
帝
上
諭
，
︽
雍

正
朝
漢
文
諭
旨
匯
編
︾
，
第
一
冊
，
頁
七
九
︶

雍
正
帝
要
求
督
撫
提
鎮
嚴
飭
所
屬

土
司
，
愛
恤
土
民
，
土
司
犯
罪
，
必
從
重

究
擬
典
刑
，
以
正
法
紀
。
雖
然
上
諭
言
之

諄
諄
，
指
示
嚴
加
管
理
，
但
卻
無
具
體
辦

法
，
難
以
革
除
積
習
。
苗
疆
難
以
治
理
不

僅
是
長
年
的
制
度
和
文
化
衝
突
問
題
，
苗

人
熟
悉
山
林
地
形
，
擅
長
利
用
蛇
毒
製
做

毒
箭
，
對
抗
官
府
拘
捕
。
諸
苗
之
中
，
仲

苗
之
弩
最
毒
，
於
箐
內
施
放
，
中
者
必

死
，
從
無
方
藥
解
治
，
造
成
官
兵
極
大
的

威
脅
和
傷
亡
，
生
苗
恃
此
頑
抗
，
令
官
員

相
當
棘
手
。
︵
圖
四
︶
歷
任
督
撫
雖
然
曾

經
設
法
收
繳
各
苗
箭
弩
，
然
而
甚
難
查
剿

禁
絕
。
雍
正
二
年
十
二
月
，
雲
貴
總
督
高

其
倬
︵
圖
五
︶
繕
摺
具
奏
，
指
出
：

　

 

苗
弩
藥
有
二
種
：
一
種
係
草
藥
；
一
種

係
蛇
藥
。
草
藥
雖
毒
，
熬
成
兩
、
三

月
之
後
即
出
氣
不
靈
；
蛇
藥
熬
成
數

年
可
用
，
然
單
用
蛇
汁
，
其
毒
止
能
潰

爛
，
仍
有
治
蛇
之
藥
可
醫
。
更
有
一

種
蠻
藥
，
其
名
曰
撒
，
以
此
配
入
蛇
汁

敷
箭
，
其
毒
遍
處
週
流
，
始
不
可
治
。

聞
此
撒
藥
係
毒
樹
之
汁
滴
在
石
上
凝
結

而
成
，
其
色
微
紅
，
產
於
廣
西
泗
城
土

府
，
其
樹
頗
少
，
得
之
亦
難
。
︵
圖
六
︶

漢
醫
雖
然
有
治
療
蛇
毒
的
方
法
，

但
苗
人
係
以
蛇
毒
混
和
毒
樹
汁
液
配
製
毒

藥
，
配
方
獨
特
，
毒
性
強
烈
，
尋
常
方
法

難
以
治
癒
。
高
其
倬
奏
稱
苗
弩
撒
藥
係
以

罕
見
的
撒
樹
汁
液
混
入
蛇
汁
，
其
樹
產
於

廣
西
，
為
徹
底
根
絕
，
呈
請
雍
正
帝
諭
命

廣
西
官
員
查
訪
毒
樹
，
同
時
尋
求
解
毒
之

方
，
避
免
官
兵
受
到
毒
箭
威
脅
，
進
而
有

效
壓
制
各
省
苗
蠻
。

雍
正
帝
接
獲
高
其
倬
奏
摺
，
正
視
此

事
，
降
諭
廣
西
提
督
韓
良
輔
、
巡
撫
李
紱

查
訪
毒
樹
與
解
藥
。
廣
西
督
撫
派
員
明
查

暗
訪
，
查
知
﹁
凡
樹
之
汁
土
人
皆
名
撒
，

撒
為
汁
之
土
音
，
故
有
汁
之
樹
名
撒
；
在

仲
家
名
製
弩
之
藥
曰
礦
，
漢
人
名
之
為
藥

母
。
﹂
而
﹁
仲
苗
弩
箭
用
藥
各
別
，
苗
用

百
草
尖
所
熬
，
仲
用
藥
母
配
入
蛇
汁
﹂
，

仲
苗
藥
母
蛇
汁
是
以
金
角
帶
︵
金
環
蛇
︶
、

銀
角
帶
︵
銀
環
蛇
︶
、
吹
風
鼇
三
種
毒
蛇

浸
汁
，
加
入
撒
藥
內
，
毒
性
猛
烈
，
中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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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宗
密
令　

尋
訪
藥
解

中
國
幅
員
遼
闊
，
民
族
眾
多
，
湖

北
、
湖
南
、
四
川
、
雲
南
、
貴
州
、
廣
西

居
住
許
多
少
數
民
族
，
自
元
、
明
以
降
實

行
世
襲
制
的
土
司
制
度
，
管
轄
各
該
民

族
，
與
中
央
政
府
關
係
各
有
疏
密
，
由
於

自
成
體
制
，
地
方
官
府
難
以
治
理
，
甚

至
影
響
司
法
納
稅
，
土
、
漢
民
族
衝
突
經

常
發
生
，
長
期
積
累
，
形
成
嚴
重
積
弊
。

雍
正
帝
深
知
土
司
之
弊
，
於
雍
正
二
年

︵
一
七
二
四
︶
五
月
，
特
諭
四
川
、
陝

西
、
湖
廣
、
廣
東
、
廣
西
、
雲
南
、
貴
州

等
省
督
撫
提
鎮
：

　

 

朕
聞
各
處
土
司
，
鮮
知
法
紀
，
所
屬
土

民
，
每
年
科
派
，
較
之
有
司
徵
收
正

供
，
不
啻
倍
蓰
，
甚
至
取
其
牛
馬
，
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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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密製蛇藥與解毒藥方

賀　歲

毒
發
迅
速
，
週
流
全
身
無
法
治
療
。
廣
西

督
撫
掌
握
撒
藥
由
來
後
，
繼
續
派
員
查
找

毒
藥
配
方
和
解
藥
，
深
入
黔
、
粵
交
界
各

土
司
地
方
遍
為
訪
覓
，
採
集
樣
本
。
雍
正

三
年
︵
一
七
二
五
︶
五
月
，
廣
西
督
撫
將

解
毒
藥
方
與
三
十
八
味
藥
材
樣
本
，
逐
種

分
包
，
標
識
名
色
，
齎
送
進
京
，
呈
請
雍

正
帝
命
太
醫
院
官
驗
看
。
太
醫
院
院
使
劉

聲
芳
奉
旨
辨
別
，
召
集
眾
大
夫
、
藥
行
經

紀
、
委
官
、
採
藥
等
人
進
行
辨
識
，
最
後

僅
查
出
七
味
，
其
餘
三
十
一
味
仍
發
還
廣

西
督
撫
分
析
辨
別
，
進
而
採
購
藥
料
，
了

解
使
用
方
法
和
試
驗
成
效
。
另
一
方
面
，

為
絕
後
患
，
持
續
搜
尋
砍
伐
撒
樹
，
斷
絕

來
源
。
雍
正
四
年
︵
一
七
二
六
︶
二
月
，

韓
良
輔
奏
稱
，
總
計
刨
挖
焚
毀
撒
樹
共

一
千
零
四
十
七
株
。

將
近
一
年
的
努
力
，
清
內
府
終
於

研
製
出
撒
藥
解
毒
藥
方
。
雍
正
三
年
十
一

月
，
雍
正
帝
發
交
高
其
倬
解
毒
藥
方
與
三

包
解
毒
藥
材
，
傳
命
所
屬
抄
錄
藥
方
，

轉
頒
藥
材
予
轄
下
各
鎮
、
協
、
營
官
兵
，

以
保
障
官
兵
性
命
。
雍
正
四
年
，
繼
任

雲
貴
總
督
鄂
爾
泰
在
對
長
寨
用
兵
中
︵
圖

七
︶
，
苗
人
毒
箭
已
不
構
成
威
脅
，
出
征

官
兵
偶
有
被
藥
箭
刺
傷
者
，
按
方
治
理
，

調
服
藥
劑
，
均
見
功
效
，
確
實
降
低
官
兵

的
傷
亡
率
。
鄂
爾
泰
進
一
步
查
禁
各
寨
藥

箭
，
密
訪
飭
拿
川
粵
流
入
雲
貴
的
藥
箭
，

同
時
嚴
定
規
條
，
規
定
苗
人
兵
器
只
許
收

藏
在
家
，
作
為
防
禦
盜
賊
之
用
。
萬
不
得

已
，
必
須
攜
帶
者
，
得
向
官
府
申
請
，
發

給
號
票
，
每
過
塘
汛
，
均
要
盤
驗
才
能
放

行
，
藉
以
遏
止
苗
人
土
官
武
裝
對
抗
，
將

兇
惡
土
官
盡
歸
法
度
，
以
絕
此
患
。

依
方
製
藥　

裝
備
軍
隊

鑑
於
蛇
毒
、
撒
藥
能
迅
速
瓦
解
敵
人

戰
鬥
力
，
雍
正
朝
征
勦
準
噶
爾
戰
役
中
，

清
軍
還
將
它
運
用
於
戰
場
。
自
康
熙
朝
以

來
，
準
噶
爾
部
一
直
與
清
廷
處
於
敵
對
狀

態
。
雍
正
七
年
︵
一
七
二
九
︶
，
準
噶
爾

首
領
策
妄
阿
拉
布
坦
身
故
，
其
子
噶
爾
丹

策
零
繼
立
，
雍
正
帝
認
為
時
機
成
熟
，
授

命
川
陝
總
督
岳
鍾
琪
為
寧
遠
大
將
軍
︵
圖

八
︶
，
分
為
西
、
北
兩
路
進
兵
準
噶
爾
。

豈
料
，
戰
事
不
如
預
期
順
利
，
清
軍
先
是

中
了
敵
人
的
緩
兵
之
計
，
而
後
在
戰
場
上

節
節
敗
退
。
雍
正
十
年
︵
一
七
三
二
︶
七

月
，
雍
正
帝
改
授
查
郎
阿
署
理
寧
遠
大
將

軍
印
務
，
不
久
以
岳
鐘
琪
﹁
誤
國
負
恩
﹂

為
由
，
將
他
削
爵
免
官
，
交
兵
部
拘
禁
。

雍
正
十
一
年
︵
一
七
三
三
︶
五
月
，

查
郎
阿
等
奏
請
雍
正
帝
，
密
諭
貴
州
巡
撫

臣
元
展
成
、
提
督
臣
哈
元
生
，
選
派
能
製

仲
家
苗
蛇
藥
和
熊
家
苗
草
藥
者
，
遴
選
善

於
用
藥
之
人
，
解
送
西
路
軍
營
，
並
請
敕

令
製
造
弩
箭
藥
方
。
雍
正
帝
批
准
，
密
諭

元
展
成
、
哈
元
生
辦
理
，
總
計
購
備
仲
家

苗
蛇
藥
六
瓶
、
熊
家
苗
草
藥
︵
又
名
野
鹿

藥
︶
八
瓶
、
弩
箭
一
萬
五
千
枝
、
樣
弓
三
十

張
，
連
同
善
製
藥
用
弩
兵
丁
一
名
、
仲
家

苗
人
二
名
、
熊
家
苗
人
一
名
，
送
往
西
路
軍

營
效
力
。
查
郎
阿
等
收
到
貴
州
解
來
箭
藥
，

隨
即
以
羊
隻
試
驗
，
結
果
草
藥
毒
性
發
作

迅
速
，
羊
隻
立
即
暴
斃
：
而
蛇
藥
毒
性
稍

緩
，
受
試
羊
隻
拖
至
隔
日
傍
晚
才
死
。
另

外
，
西
路
軍
勇
健
營
總
兵
官
周
一
德
善
製

見
血
封
喉
毒
藥
和
毒
水
，
查
郎
阿
亦
令
其

購
辦
藥
材
大
量
製
造
，
準
備
應
用
。

雍
正
帝
接
到
元
展
成
等
辦
理
結
果
，

交
付
廷
議
，
內
大
臣
豐
勝
額
等
認
為
，
元

展
成
等
製
辦
的
箭
藥
僅
夠
上
箭
二
萬
五
千

枝
，
大
敵
當
前
，
恐
怕
不
敷
使
用
，
而
且

大
軍
征
戰
在
外
，
藥
材
蒐
集
不
易
，
議
覆

諭
令
元
展
成
等
再
購
備
蛇
藥
、
草
藥
，
差

員
解
送
至
京
，
再
轉
送
西
路
軍
營
應
用
。

雍
正
十
二
年
︵
一
七
三
四
︶
五
月
，
元
展
成

委
派
要
員
，
將
新
製
成
的
草
藥
八
瓶
、
蛇

藥
六
瓶
，
以
及
撒
藥
六
兩
，
馳
送
進
京
，

並
說
明
調
用
方
法
：
﹁
於
臨
用
蛇
藥
之
時
，

將
撒
藥
研
為
細
末
，
每
蛇
藥
一
瓶
加
入
撒

藥
細
末
一
兩
，
調
勻
敷
箭
。
﹂
同
年
六
月
，

內
務
府
接
到
貴
州
解
送
藥
物
，
內
大
臣
海

望
驗
看
後
，
發
現
部
份
藥
瓶
破
損
，
指
示

造
辦
處
換
瓶
盛
裝
，
嚴
實
包
裹
，
以
便
送

往
西
北
前
線
。
造
辦
處
將
藥
物
換
裝
成
黑

磁
瓶
二
十
一
箇
，
外
裹
牛
皮
，
內
以
黃
布

面
白
布
裡
錦
套
黑
毡
套
包
裹
，
轉
交
工
部

解
炮
員
外
郎
五
布
里
解
送
西
路
軍
營
。

西
路
軍
營
雖
然
希
冀
利
用
箭
藥
逆
轉

戰
事
，
然
而
不
僅
未
能
發
揮
效
果
，
甚
至

臨
戰
不
及
施
用
。
雍
正
十
二
年
九
月
，
雍

正
帝
獲
知
卡
倫
奏
捷
，
但
未
施
用
藥
箭
，

深
感
好
奇
，
遂
降
旨
詢
問
西
路
副
將
軍
張

廣
泗
原
因
。
張
廣
泗
奏
覆
，
陳
述
不
用
藥

箭
的
兩
個
理
由
：
其
一
，
藥
性
畏
寒
，
野

鹿
藥
和
蛇
藥
一
經
寒
凍
，
藥
性
即
解
，
效

果
不
佳
；
其
二
，
使
用
時
效
，
野
鹿
藥
必

須
在
兩
日
以
內
敷
於
箭
頭
，
方
能
奏
效
，

一
旦
藥
物
乾
燥
便
失
去
效
應
。
當
時
駐
守

卡
倫
清
軍
發
現
敵
兵
襲
擊
，
情
況
緊
急
，

未
能
即
時
敷
藥
分
發
官
兵
使
用
，
此
役
獲

勝
，
全
靠
將
領
指
揮
調
度
得
宜
，
官
兵
奮

勇
殺
敵
，
箭
藥
未
有
機
會
派
上
用
場
。

雍
正
帝
曾
經
躊
躇
滿
志
征
勦
準
噶

爾
，
前
後
長
達
六
年
，
僅
取
得
局
部
勝

利
，
最
後
以
議
和
收
場
。
雍
正
十
三
年

︵
一
七
三
五
︶
閏
四
月
，
雙
方
形
勢
和

緩
，
雍
正
帝
同
意
西
北
兩
路
的
撤
軍
計

畫
，
挑
選
軍
隊
駐
防
。
撤
軍
同
時
，
雍
正

帝
猶
記
得
這
批
毒
藥
，
諭
令
查
郎
阿
等
檢

測
，
﹁
如
藥
性
未
退
，
仍
屬
有
用
，
即
令

送
劉
于
義
等
陸
續
轉
解
來
京
收
貯
，
若
日

久
無
用
，
可
掩
埋
棄
置
，
不
必
送
京
。
﹂

查
郎
阿
等
查
驗
各
項
藥
物
，
藥
性
減
退
，

逐
加
試
驗
後
，
確
認
已
失
去
效
用
，
因
而

棄
置
枯
井
，
用
土
掩
埋
。

苗
族
撒
藥
蛇
毒
在
雲
貴
地
區
令
官
兵

傷
亡
慘
重
，
待
清
廷
掌
握
配
方
，
依
樣
配

製
，
用
於
西
北
戰
場
卻
無
法
發
揮
效
用
，

原
因
係
地
理
形
勢
和
氣
候
條
件
不
同
，
而

且
戰
爭
規
模
與
戰
鬥
模
式
亦
不
同
，
進
而

影
響
撒
藥
蛇
毒
在
戰
場
上
使
用
成
效
。
透

過
檔
案
記
錄
，
讓
今
人
認
識
雍
正
帝
君
臣

合
作
，
尋
求
毒
藥
配
方
和
解
毒
藥
方
，
並

剷
除
毒
物
藥
源
的
撒
樹
，
以
保
護
官
兵
性

命
，
以
及
在
西
北
戰
場
計
畫
施
用
毒
藥
未

果
的
情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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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清　鄂爾泰像　引自朱誠如主編，《清史
圖典．雍正朝》

圖八　清　岳鍾琪像　引自《清史圖典．雍正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