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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雖老，尚能為國家縛賊！—王得祿在嘉義地區的活動與貢獻

專　輯

王
得
祿
︵
一
七
七○

～

一
八
四
一
︶
，

字
百
遒
，
號
玉
峰
，
出
身
於
諸
羅
縣
溝
尾

庄
︵
今
嘉
義
縣
太
保
市
︶
，
是
道
地
的
嘉

義
人
。
年
輕
時
即
協
助
官
軍
平
定
林
爽
文

事
件
，
後
在
嘉
慶
年
間
率
舟
大
破
朱
濆
海

盜
集
團
，
並
剿
滅
縱
橫
東
南
沿
海
的
海

賊—

蔡
牽
︵
一
七
六
一

～

一
八○

九
︶
，

功
績
赫
赫
，
受
封
子
爵
，
後
榮
任
福
建
、

浙
江
水
師
提
督
等
職
，
為
清
代
臺
人
官
職

最
高
且
最
為
顯
赫
者
。
王
得
祿
因
功
曾
被

封
為
太
子
太
保
，
後
成
為
嘉
義
縣
太
保
市

地
名
的
由
來
。
今
日
故
宮
南
分
院
座
落
於

太
保
市
，
雖
是
巧
合
，
也
可
以
說
是
因
緣

具
足
。
王
得
祿
身
後
更
被
追
封
伯
爵
，
並

加
太
子
太
師
銜
，
是
有
清
一
朝
臺
籍
人
士

唯
一
獲
得
如
此
殊
榮
者
。
欣
逢
故
宮
南
分

院
動
土
典
禮
，
特
在
﹁
古
籍
與
密
檔—

院

藏
圖
書
文
獻
珍
品
展
﹂
中
，
選
展
多
件
王

得
祿
的
奏
摺
、
傳
包
，
以
介
紹
此
位
嘉
義

出
身
的
功
臣
名
將
。
王
得
祿
生
平
功
業
甚

豐
，
以
下
就
王
得
祿
回
鄉
調
理
期
間
，
對

於
嘉
義
地
方
的
貢
獻
介
紹
。

老
驥
伏
櫪　

造
福
鄉
梓

道
光
二
年
︵
一
八
二
二
︶
，
時
齡

某
雖
老
，
尚
能
為
國
家
縛
賊
！

王
得
祿
在
嘉
義
地
區
的
活
動
與
貢
獻

蔡
承
豪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於
嘉
義
太
保
闢
建
南
院
新
館
，
不
僅
為
國
家
推
動
文
化
建
設
邁
出
重
要
的
步

伐
，
更
是
地
方
一
大
盛
事
。
除
了
硬
體
工
程
的
擘
劃
，
在
故
宮
圖
書
文
獻
處
的
數
十
萬
件
典
藏

中
，
則
保
存
眾
多
有
關
嘉
義
地
方
珍
貴
且
獨
一
的
檔
案
、
附
圖
、
輿
圖
、
善
本
等
文
物
；
其
重
要

者
如
乾
隆
朝
諸
羅
縣
改
名
嘉
義
縣
之
上
諭
、
輿
圖
乃
至
附
圖
內
所
描
繪
的
嘉
義
地
理
形
勢
，
以
及

活
躍
於
地
方
的
各
式
人
物
傳
記
、
畫
像
等
，
彌
足
珍
貴
。
本
文
特
為
讀
者
選
介
與
嘉
義
名
將
王
得

祿
有
關
的
重
要
文
獻
。

圖七　禮部尚書色克精額　〈奏為浙江提督王得祿病故照例撫卹惟應否與諡事請旨定奪〉　道光22年3月24日　9扣局部　故宮11153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硃批：照例與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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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並
未
如
其
父
嘉
慶
皇
帝
慰
賞
這
位
功
在

驚
濤
怒
浪
間
的
功
臣
，
反
在
彙
整
各
大
臣

意
見
後
，
於
八
月
諭
示
：
﹁
王
得
祿
著
准

其
解
任
，
回
籍
調
理
，
俟
病
痊
之
日
來
京

候
旨
補
用
。
﹂
讓
這
位
老
將
解
甲
歸
鄉
。

他
的
離
職
可
謂
東
南
海
防
的
一
大
損
失
，

曾
任
臺
灣
兵
備
道
姚
瑩
︵
一
七
八
五

～

一
八
五
二
︶
便
稱
：
﹁
自
滅
蔡
逆
，
威
名

益
著
。
其
去
也
，
人
皆
惜
之
。
﹂

王
得
祿
家
族
自
康
熙
年
間
曾
祖
父

王
奇
生
︵
？

～

一
七
二
一
︶
隨
軍
來
臺
平

定
朱
一
貴
事
件
後
，
開
始
定
居
嘉
義
溝
尾

庄
，
歷
經
數
代
經
營
，
至
王
得
祿
這
一

代
已
是
世
豐
於
財
，
田
產
豪
居
兼
備
。

功
成
名
就
後
，
王
得
祿
於
嘉
慶
十
八
年

五
十
三
、
肩
及
浙
江
水
師
提
督
重
任
的
王

得
祿
，
在
四
、
五
月
間
出
洋
巡
視
之
後
得

了
重
病
，
﹁
偶
為
暑
風
所
侵
，
以
致
傷

病
交
發
︙
︙
現
在
肝
氣
上
沖
，
牽
連
頭
目

傷
痕
，
一
齊
作
恿
，
昏
痛
欲
絕
，
坐
臥

不
安
。
且
受
傷
之
右
目
，
竟
至
失
明
。
﹂

在
營
食
俸
三
十
餘
年
、
參
與
水
陸
戰
鬥
百

餘
次
，
戰
功
彪
炳
之
背
後
，
換
來
了
一
身

病
痛
，
左
脅
、
右
手
指
腕
、
右
額
角
、
右

目
等
處
迭
受
重
傷
，
每
當
風
雨
夜
，
傷
痕

處
處
作
痛
；
且
因
長
期
往
來
海
上
，
積
受

濕
熱
，
身
體
更
是
虛
弱
，
終
至
右
眼
失

明
。
加
以
在
官
場
上
遭
遇
排
擠
，
讓
他
萌

生
去
意
，
遂
在
道
光
二
年
六
月
上
奏
道
光

皇
帝
，
請
病
乞
解
任
，
回
籍
休
養
。
清
宣

︵
一
八
一
三
︶
在
家
鄉
興
築
府
邸
，
也
陸

續
於
府
城
、
廈
門
等
地
增
添
公
館
，
作
管

理
家
業
及
任
官
時
居
住
。

休
致
期
間
王
得
祿
並
不
忘
關
注
國
家

政
經
局
勢
，
遇
有
可
貢
獻
一
己
之
力
時
，

即
挺
身
為
朝
廷
分
憂
解
勞
。
如
道
光
四
年

︵
一
八
二
四
︶
直
隸
歲
歉
，
道
光
皇
帝
聽

聞
臺
灣
米
價
便
宜
，
便
指
示
福
建
巡
撫
孫

爾
準
︵
一
七
七
二

～

一
八
三
二
︶
大
力
招

攬
臺
灣
官
民
捐
輸
販
糧
，
並
遣
船
戶
運
米

直
赴
天
津
救
災
。
隔
年
臺
灣
官
商
共
運
米

十
四
萬
石
北
上
，
一
解
河
北
之
苦
。
其
中

王
得
祿
督
率
辦
運
，
勸
募
招
徠
，
甚
為
積

極
；
姪
兒
邑
庠
生
王
朝
清
︵
王
得
祿
兄
王

得
嘉
之
子
︶
︵
？

～
一
八
三
一
︶
也
買
米

圖一　清　《王得祿列傳》　李道生纂輯；倉景恬覆輯　
　　　清國史館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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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王得祿冬季朝服　王得祿後裔提供　謝明松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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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文
教
不
餘
遺
力
。

赫
赫
戰
功　

威
鎮
一
方

王
得
祿
戰
功
赫
赫
，
王
家
又
為
地
方

望
族
，
即
便
休
隱
故
里
，
威
望
仍
存
。
一

遇
有
地
方
變
亂
，
以
王
得
祿
急
公
個
性
，

加
以
久
習
武
事
，
便
可
成
為
協
助
官
方
穩

定
形
勢
的
重
要
支
柱
。

道
光
六
年
︵
一
八
二
六
︶
四
月
，

王
得
祿
病
癒
，
正
在
府
城
候
船
內
渡
，
卻

逢
島
內
情
勢
有
變
。
先
是
在
水
沙
連
沿
山

地
帶
出
現
剽
劫
案
，
並
漸
次
蔓
延
；
後
毗

連
嘉
義
縣
之
饒
平
厝
庄
粵
民
黃
文
潤
家
於

四
月
初
十
被
三
十
餘
人
搶
劫
，
居
民
圍

捕
，
演
變
成
閩
粵
械
鬥
，
並
向
北
蔓
延
。

事
發
後
，
臺
灣
鎮
總
兵
蔡
萬
齡
︵
？

～

一
八
四○

︶
緊
急
自
府
城
馳
赴
嘉
義
、

彰
化
等
地
查
辦
，
而
統
轄
臺
灣
的
最
高
文

官—

臺
灣
兵
備
道
孔
昭
虔
︵
一
七
七
五

～

一
八
三
五
︶
，
則
堅
守
郡
垣
，
調
度
策

應
。
動
亂
之
際
，
有
極
具
戰
場
經
驗
，
且

在
嘉
義
一
帶
素
有
威
望
的
王
得
祿
正
在
府

城
，
實
是
難
得
；
孔
道
台
遂
商
請
王
得
祿

就
地
僱
募
義
勇
，
偕
同
知
府
陳
俊
千
率
兵

丁
二
百
二
十
名
合
力
防
緝
，
讓
蔡
萬
齡
可

以
專
督
北
路
文
武
專
意
彰
化
，
避
免
東
逐

西
奔
，
顧
此
失
彼
。
且
由
於
流
民
陸
續
避

難
入
城
，
嘉
義
縣
令
王
衍
慶
請
王
朝
坐
鎮

嘉
義
城
，
捐
口
糧
、
募
鄉
勇
以
應
。
王
得

祿
陸
續
查
出
亂
首
為
吳
媽
隨
、
陳
烏
炮
、

王
媽
興
等
，
後
購
線
擒
獲
，
動
亂
遂
在
七

月
迅
速
降
溫
，
免
去
擴
大
之
災
。

在
事
件
平
定
後
，
可
能
因
為
奔
波
勞

碌
，
王
得
祿
在
隔
年
三
月
赴
廈
門
，
並
於

八
月
攜
長
子
王
朝
綱
赴
京
銷
假
，
蒙
道
光

皇
帝
召
見
，
但
未
分
派
新
職
，
令
他
回
籍

候
補
。
道
光
雖
未
重
新
禁
用
這
位
老
將
，

卻
讓
於
早
兩
年
︵
道
光
五
年
︶
獲
鄉
薦
的
王

朝
綱
，
以
蔭
生
身
份
赴
部
引
見
，
奉
旨
分

刑
部
學
習
行
走
，
算
是
在
官
場
上
獲
得
不

錯
的
起
步
。
王
得
祿
因
而
訓
勉
長
子
：
﹁
我

家
世
受
天
恩
，
今
汝
又
分
部
當
差
，
務
須
勤

慎
供
職
，
力
圖
報
國
，
以
慰
吾
望
也
。
﹂

道
光
十
年
︵
一
八
三○

︶
，
客
居

於
廈
門
的
王
得
祿
透
過
閩
浙
總
督
孫
爾
準

代
為
上
奏
，
自
願
請
赴
回
疆
軍
營
效
力
，

仍
遭
道
光
皇
帝
駁
斥
﹁
陸
路
即
非
所
長
，

況
王
得
祿
寄
籍
福
建
臺
灣
，
距
極
邊
之
回

疆
，
道
途
遙
遠
，
人
地
生
疏
，
焉
有
調
派

之
理
﹂
，
孫
爾
準
也
連
帶
被
嚴
飭
。

忠
勇
旌
義　

銘
誌
毋
忘

儘
管
未
能
正
式
為
國
效
力
，
暫
居
廈

門
的
王
得
祿
對
故
鄉
局
勢
，
仍
舊
十
分
關

注
。
道
光
十
二
年
︵
一
八
三
二
︶
，
臺
灣

爆
發
﹁
張
丙
事
件
﹂
，
全
島
震
動
。
張
丙

︵
？

～

一
八
三
三
︶
係
漳
州
人
，
時
居
嘉

義
縣
店
仔
口
︵
今
臺
南
市
白
河
區
︶
，
在

地
方
上
素
有
聲
望
，
卻
反
遭
有
心
人
士
誣

陷
；
嘉
義
知
縣
亦
未
及
細
究
，
便
予
以
通

緝
。
適
逢
友
人
陳
辦
與
粵
人
發
生
械
鬥
，

為
了
壯
大
聲
勢
，
乃
邀
張
丙
率
黨
夥
合
股

助
威
。
而
張
丙
等
人
怨
官
方
處
置
不
公
，

竟
合
股
督
眾
分
劫
官
衙
，
並
戕
害
嘉
義
知

縣
邵
用
之
︵
？

～

一
八
三
二
︶
、
臺
灣
知

府
呂
志
恆
︵
？

～

一
八
三
二
︶
等
人
。
其

後
，
更
正
式
揚
幟
反
清
，
自
命
﹁
開
國
大

元
帥
﹂
，
年
號
﹁
天
運
﹂
，
以
驅
貪
官
污

吏
為
名
，
焚
搶
南
部
多
處
街
莊
。
嘉
義
縣

城
卒
為
張
丙
率
軍
圍
攻
，
內
外
沸
騰
、
民

心
驚
懼
，
即
便
臺
灣
鎮
總
兵
入
城
馳
援
，

也
遭
困
匝
月
；
北
部
地
方
隨
之
騷
動
而
有

乘
勢
蜂
起
者
，
局
勢
一
發
不
可
收
拾
。
清

廷
因
而
急
調
重
兵
赴
臺
，
意
圖
鎮
壓
反
抗

力
量
。王

得
祿
在
廈
門
聽
聞
故
鄉
生
變
，
怒

四
千
石
以
為
援
助
，
為
購
糧
者
中
次
多

者
。
而
同
年
鳳
山
縣
舊
城
欲
重
新
修
繕
，

改
建
以
石
，
並
圍
龜
山
於
城
中
，
估
算
城

長
達
八
百
六
十
四
丈
，
且
尚
須
添
城
樓
四

座
、
礮
臺
四
座
，
所
耗
甚
鉅
，
王
得
祿

即
倡
捐
番
銀
二
千
元
，
以
助
建
城
。
︵
註

一
︶

經
福
建
巡
撫
韓
克
均
︵
一
七
六
六

～

一
八
四○

︶
上
奏
嘉
獎
，
上
諭
：
﹁
前
任

浙
江
提
督
王
得
祿
，
倡
捐
急
公
，
並
著
交

部
一
體
議
敘
。
﹂

嘉
義
地
方
原
建
有
玉
峰
書
院
，
先

於
乾
隆
二
十
四
年
︵
一
七
五
九
︶
修
建
，

因
年
久
失
修
，
王
得
祿
命
王
朝
清
及
長
子

王
朝
綱
捐
鏹
五
千
圓
、
與
嘉
義
仕
紳
共

同
移
建
書
院
，
延
師
主
講
，
襄
助
地
方
文

教
事
業
。
書
院
雖
是
地
方
重
要
教
育
機

構
，
但
經
費
不
易
籌
措
，
王
得
祿
購
置
書

院
田
園
作
維
持
經
費
來
源
。
道
光
九
年

︵
一
八
二
九
︶
，
當
時
已
獲
刑
部
郎
中
頭

銜
的
王
朝
綱
與
嘉
義
知
縣
張
縉
雲
又
創
建

羅
山
書
院
於
文
昌
閣
南
，
並
廣
置
田
疇
，

以
為
作
養
多
士
之
所
。
︵
註
二
︶

書
院
於
道

光
十
二
年
︵
一
八
三
二
︶
的
地
方
亂
事
遭

到
破
壞
，
王
得
祿
又
再
命
王
朝
清
之
子
王

源
懋
鳩
金
踵
修
，
說
明
王
得
祿
後
人
對
獎

圖五　清　蔣元樞　諸邑望樓圖　乾隆43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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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雖老，尚能為國家縛賊！—王得祿在嘉義地區的活動與貢獻

專　輯

雨
、
地
震
影
響
，
坍
塌
四
十
餘
處
，
仕
紳

聯
名
陳
請
捐
修
，
程
祖
洛
也
面
邀
王
得
祿

籌
捐
督
修
。
王
得
祿
即
領
同
官
紳
豪
商
捐

資
修
建
，
其
中
次
子
蔭
生
王
朝
綸
倡
捐
銀

三
千
兩
，
王
源
惠
倡
捐
銀
一
千
五
百
兩
，

長
子
王
朝
綱
則
率
工
督
建
；
將
原
來
的
三

合
土
城
改
以
石
塊
築
城
牆
，
並
重
新
拆
造

四
門
城
樓
，
添
建
月
城
砲
臺
，
周
圍
城
根

處
則
挑
挖
濠
溝
，
搭
設
吊
橋
等
，
以
強
化

嘉
義
城
的
防
衛
能
力
。
其
次
，
慮
及
歷
次

擾
亂
期
間
，
城
中
兵
民
因
受
圍
而
屢
屢
缺

糧
，
故
倡
議
創
建
義
倉
六
十
間
，
可
存
貯

穀
石
二
萬
，
以
備
兵
荒
。

過
往
嘉
義
每
未
落
實
興
建
義
倉
，
此

番
歷
經
圍
城
之
變
，
紳
商
轉
趨
踴
躍
，
積

極
捐
穀
捐
資
，
卒
設
置
義
倉
五
十
九
間
，

並
在
日
後
的
民
變
中
發
揮
賑
濟
之
效
。
再

者
，
為
了
培
育
人
才
，
復
於
城
樓
處
設
立

義
塾
，
延
師
授
課
，
俾
令
城
廂
內
外
貧
寒

子
弟
得
以
從
學
其
中
；
學
費
與
義
塾
所
需

費
用
，
則
以
城
內
之
店
租
、
城
濠
捕
魚
權

利
稅
金
等
予
以
支
應
。
王
得
祿
也
命
王
源

懋
修
葺
遭
到
戰
事
摧
折
蹂
躪
的
書
院
，
恢

復
舊
觀
。
在
王
得
祿
的
實
行
號
召
下
，
嘉

義
城
景
觀
為
之
丕
變
，
社
經
文
教
，
頗
有

蒸
蒸
日
進
之
風
。

此
外
，
王
得
祿
也
為
身
殉
戰
場
的

諸
義
官
立
祠
歲
祀
，
期
以
忠
義
行
徑
收
潛

移
默
化
之
效
。
官
軍
中
諸
如
臺
灣
水
師
副

將
周
承
恩
於
嘉
義
縣
城
外
赴
援
陣
亡
、
水

師
守
備
蔡
長
青
等
軍
歿
於
曾
文
溪
者
，
皆

甚
慘
烈
，
當
時
把
總
李
瑞
麟
曾
先
購
地
暫

時
掩
埋
陣
亡
將
士
屍
骨
。
至
道
光
十
六
年

︵
一
八
三
六
︶
，
王
得
祿
與
安
平
協
鎮
溫

兆
鳳
等
倡
捐
廉
俸
，
王
得
祿
並
捐
銀
二
百

元
，
欲
重
修
義
塚
；
後
響
應
者
眾
，
得

以
新
修
義
塚
於
嘉
義
城
南
及
曾
文
溪
畔
，

安
置
英
靈
遺
骸
。
尚
且
配
購
義
田
，
以
田

間
收
穫
的
米
穀
、
糖
等
收
入
作
為
春
秋
祀

費
，
安
慰
戰
死
將
士
。
相
關
事
蹟
並
於
道

光
二
十
年
︵
一
八
四○

︶
勒
石
為
記
，
以

為
後
人
緬
懷
瞻
敬
。

太
子
太
保　

榮
極
臺
郡

在
嘉
義
新
港
，
道
光
二
年
︵
一
八
二 

二
︶
建
有
﹁
登
雲
閣
﹂
，
以
為
文
教
之

用
；
名
曰
﹁
登
雲
﹂
，
意
在
勉
勵
學
子
勤

奮
向
學
，
有
朝
一
日
能
夠
平
步
青
雲
、

功
成
名
就
。
後
地
方
紳
民
欲
擴
大
規
模
，

興
辦
書
院
，
王
得
祿
遂
連
同
笨
港
縣
丞

龐
周
及
地
方
仕
紳
，
合
力
集
資
建
﹁
登
雲

書
院
﹂
於
新
南
港
街
之
東
門
外
，
這
也
是

如
今
嘉
義
縣
境
內
唯
一
一
所
清
代
書
院
。

據
道
光
十
五
年
︵
一
八
三
五
︶
八
月
所
立

﹁
新
建
登
雲
書
院
喜
捐
緣
金
名
碑
﹂
記

載
，
可
考
知
王
得
祿
家
族
大
力
資
助
的
實

證
，
包
括
﹁
太
子
少
保
子
爵
軍
門
王
捐
銀

捌
百
元
﹂
、
﹁
候
補
鹽
運
副
使
王
朝
清
捐
銀

陸
百
元
﹂
、
﹁
王
朝
清
又
捐
祀
田
壹
宗
，
在

排
仔
路
︵
註
三
︶

，
年
收
租
谷
伍
拾
石
﹂
。

王
得
祿
所
捐
輸
金
額
在
眾
人
當
中
最
高
，

而
王
朝
清
雖
於
落
成
前
數
年
辭
世
，
其
子

王
源
懋
輒
隨
王
得
祿
辦
事
，
即
以
其
父
名

斥
﹁
吾
年
十
七
從
戎
，
殲
滅
巨
寇
，
身
經

百
戰
，
么
麼
賊
乃
敢
猖
獗
至
此
耶
！
﹂
當

時
閩
浙
總
督
程
祖
洛
正
緊
急
趕
往
福
建
，

抵
閩
翌
日
，
王
得
祿
即
稟
告
程
祖
洛
：

﹁
伊
受
恩
深
重
，
情
願
帶
兵
渡
臺
添
募
鄉

勇
協
剿
匪
徒
，
以
圖
報
效
，
懇
為
具
奏
。
﹂

更
力
陳
：
﹁
某
雖
老
，
尚
能
為
國
家
縛

賊
！
﹂
展
現
出
老
將
壯
心
未
已
的
懷
抱
。

與
王
得
祿
素
未
謀
面
的
程
祖
洛
正
與
水
師

提
督
陳
化
成
等
人
商
議
，
認
為
援
軍
渡
海

後
，
可
由
樸
仔
腳
︵
今
嘉
義
縣
朴
子
市
︶

登
岸
，
攻
其
不
備
，
再
速
至
嘉
義
與
在
臺

官
兵
會
師
，
以
壯
威
勢
。
籌
謀
既
定
，
眼

下
只
缺
熟
悉
當
地
地
形
道
路
之
人
，
恰
巧

王
得
祿
募
得
義
勇
五
百
人
，
預
計
十
二
月

初
三
日
發
航
，
程
祖
洛
遂
命
官
兵
會
同
出

征
。
王
得
祿
為
國
縛
賊
的
行
動
，
終
究
令

道
光
皇
帝
深
感
喜
悅
，
盛
讚
曰
：

　

 

曾
任
水
師
提
督
，
屢
著
勞
績
。
此
次
請

帶
兵
渡
臺
，
並
在
內
地
雇
備
鄉
勇
五
百

名
，
殊
堪
嘉
尚
︙
渡
埔
仔
腳
一
帶
港

汊
，
驅
逐
賊
船
，
自
是
甚
好
機
會
。
著

傳
旨
獎
該
提
督
，
果
能
乘
其
不
備
，
疾

趨
嘉
義
，
會
同
劉
廷
斌
南
應
馬
濟
勝
、

北
接
竇
振
彪
，
並
防
賊
匪
竄
海
之
路
，

朕
必
加
以
懋
賞
。

返
回
臺
灣
的
王
得
祿
，
在
平
亂
期

間
果
然
扮
演
關
鍵
角
色
。
當
時
張
丙
雖
已

被
擒
，
餘
黨
仍
流
竄
各
處
。
王
得
祿
親
赴

嘉
義
各
莊
，
勸
諭
紳
老
聯
莊
緝
捕
亂
民
，

並
親
督
家
屬
義
勇
捐
資
收
買
線
民
、
明
查

暗
訪
；
其
弟
王
得
蟠
、
王
源
懋
等
亦
投
身

擒
敵
及
接
濟
兵
勇
飯
食
，
先
後
拿
獲
張
紅

頭
、
劉
英
等
要
犯
，
並
俘
匪
二
十
餘
名
，

亂
事
直
至
年
底
漸
趨
平
息
。
在
一
些
地
方

意
見
中
，
王
得
祿
也
成
為
被
諮
詢
的
對

象
，
如
總
兵
劉
廷
斌
聲
稱
在
固
守
嘉
義
城

時
，
曾
有
紅
面
神
及
婦
女
等
神
明
在
城
牆

上
擊
賊
這
類
玄
異
現
象
，
總
督
為
求
證
此

事
，
便
曾
經
徵
詢
王
得
祿
的
見
解
。

﹁
張
丙
事
件
﹂
告
一
段
落
後
，
福

州
將
軍
瑚
松
額
與
閩
浙
總
督
程
祖
洛
據

實
上
奏
王
得
祿
功
績
，
道
光
皇
帝
大
喜
，

降
旨
：
﹁
該
提
督
始
終
勤
勉
，
為
國
宣

勞
，
洵
堪
嘉
獎
。
王
得
祿
著
加
恩
賞
加
太

子
少
保
銜
，
以
示
朕
眷
念
勳
勤
至
意
。
﹂

同
時
，
﹁
訊
問
逆
犯
之
刑
部
員
外
郎
王
朝

綱
，
亦
著
施
恩
，
賞
加
一
級
﹂
，
充
分
肯

定
王
得
祿
父
子
的
貢
獻
。
王
得
祿
隨
後
託

總
督
代
為
轉
進
恭
謝
聖
恩
摺
，
文
中
除
了

感
謝
國
君
恩
賜
太
子
少
保
榮
銜
，
並
再
次

述
及
過
往
為
國
效
力
的
種
種
，
強
調
﹁
現

雖
年
逾
六
旬
，
精
神
尚
足
搘
拄
﹂
，
期
望

能
很
快
再
為
國
效
力
。

變
故
既
弭
，
地
方
上
對
於
王
得
祿

的
需
要
卻
未
嘗
稍
歇
。
程
祖
洛
唯
恐
有
餘

黨
藏
匿
山
區
，
離
開
臺
灣
前
再
度
託
囑
王

得
祿
持
續
會
同
臺
灣
官
兵
竭
力
緝
拿
。
另

一
方
面
，
嘉
義
城
池
在
戰
火
之
後
復
遭
大

圖六　嘉義縣新港鄉新建登雲書院喜捐緣金名碑　謝明松攝 圖四　嘉義縣太保市王氏家廟　謝明松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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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註
釋

1.  

︿
奏
為
官
民
捐
建
鳳
山
縣
城
垣
工
竣
恭
摺
奏

聞
請
分
別
獎
勵
由
﹀
，
︽
軍
機
處
檔
摺
件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文
獻
編
號
：

〇
五
五
二
一
二
。

2.  

江
寶
釵
纂
修
，
︽
嘉
義
縣
志‧

卷
十‧

文
學

志
︾
，
太
保
：
嘉
義
縣
政
府
，
二
〇
〇
九
，

頁
一
六
一
。

3.  

可
能
係
在
今
嘉
義
縣
六
腳
鄉
灣
北
村
境
內
。

4.  

安
徽
籍
、
曾
任
臺
灣
巡
撫
並
對
晚
清
臺
灣
建

設
有
相
當
大
貢
獻
的
劉
銘
傳
，
逝
世
後
方
獲

得
太
子
太
保
頭
銜
。

5.  

︿
閩
浙
總
督
劉
韻
珂
署
福
建
巡
撫
徐
繼
畬

奏
循
例
動
撥
解
臺
備
用
銀
兩
摺
﹀
，
收
於
臺

灣
銀
行
經
濟
研
究
室
編
，
︽
臺
案
彙
錄
甲

集
︾
，
臺
北
：
臺
灣
銀
行
，
一
九
五
九
，
頁

一
九
七
。

義
捐
贈
建
資
及
日
後
供
書
院
經
營
開
銷
的

租
穀
。
登
雲
書
院
內
崇
祀
文
昌
帝
君
，
鄰

近
村
莊
各
士
子
每
於
此
會
文
講
學
，
蔚
為

地
方
文
教
重
地
。
書
院
後
雖
毀
於
震
災
，

現
今
在
其
舊
址
上
則
建
有
文
昌
國
小
，
似

又
與
王
得
祿
家
族
過
往
的
興
學
實
業
遙
相

照
應
。道

光
十
六
年
︵
一
八
三
六
︶
，
由
於
農

作
歉
收
、
糧
價
飆
漲
，
有
心
人
士
趁
機
散

播
謠
言
並
搶
奪
米
穀
，
嘉
義
地
方
再
傳
亂

事
。
其
時
，
嘉
義
縣
下
加
冬
︵
今
台
南
市

後
壁
區
嘉
苳
里
︶
民
人
沈
知
豎
旗
聚
黨
，

自
封
大
元
帥
，
於
十
月
十
八
日
夜
趁
亂
率

眾
劫
搶
糧
館
，
戕
害
汛
弁
，
南
路
臺
、
鳳

交
界
豎
旗
響
應
滋
事
者
亦
夥
。
即
便
沈
知

很
快
就
被
擒
獲
解
赴
郡
城
，
但
地
方
情
勢

蠢
蠢
不
安
，
官
府
唯
恐
張
丙
事
件
重
演
，

乃
致
力
搜
捕
。
王
得
祿
也
督
率
兵
丁
、
義

勇
，
捐
給
口
糧
，
協
助
文
武
官
員
安
良
捕

匪
，
如
廩
生
許
錫
勳
即
自
備
貲
斧
，
募
勇

隨
同
坐
鎮
守
城
的
王
得
祿
捕
匪
。
事
件
結

束
後
，
王
得
祿
則
陳
報
應
行
鼓
勵
義
首
人

等
三
十
餘
名
冊
，
供
官
方
參
酌
。
對
於
王

得
祿
的
貢
獻
，
道
光
十
八
年
︵
一
八
三
八
︶

三
月
，
清
宣
宗
再
頒
欽
諭
：

　

 

前
任
提
督
王
得
祿
，
督
率
兵
丁
義
勇
，

捐
糧
捕
匪
，
守
城
策
應
，
洵
為
知
義
急

公
，
著
晉
加
太
子
太
保
銜
。

臺
人
獲
太
子
太
保
榮
銜
，
可
謂
絕
無
僅
有
，

而
這
份
殊
譽
，
也
成
就
今
日
嘉
義
縣
政
府

所
在—

﹁
太
保
﹂
地
名
的
由
來
。
︵
註
四
︶

晉
封
之
後
，
王
得
祿
雖
仍
未
被
分
派

官
職
，
但
以
其
過
往
的
經
歷
聲
威
，
無
疑

甚
得
臺
灣
文
武
官
員
崇
仰
倚
重
。
臺
灣
道

姚
瑩
於
道
光
十
八
年
四
月
蒞
任
後
，
有
鑑

於
近
年
臺
灣
動
亂
頻
頻
，
且
其
中
眾
多
遊

民
趁
機
附
和
滋
事
，
遂
與
王
得
祿
及
臺
灣

鎮
總
兵
達
洪
阿
籌
商
安
定
之
法
，
由
此
可

見
王
得
祿
在
臺
灣
的
地
位
與
影
響
力
。
謀

劃
完
妥
，
姚
瑩
等
於
是
飭
令
各
屬
勸
諭
各

地
總
理
，
聯
莊
收
養
遊
民
，
每
莊
數
人
，

編
造
名
冊
，
令
這
些
遊
民
平
日
巡
守
田

園
，
不
致
因
無
所
事
事
而
易
受
煽
惑
，
頗

收
約
束
之
效
。

同
年
九
月
初
，
臺
灣
北
路
風
謠
四

起
。
先
是
嘉
義
縣
水
堀
頭
地
方
︵
今
嘉
義

縣
水
上
鄉
︶
忽
見
豎
起
紅
旗
一
面
，
書
有

﹁
張
添
遜
謀
反
﹂
字
樣
，
其
後
嘉
義
、

彰
化
、
鳳
山
等
縣
皆
風
聞
有
群
聚
鬧
事
狀

況
，
官
兵
緊
急
搜
捕
。
此
外
，
又
有
居

住
在
嘉
義
縣
的
遊
蕩
者
胡
布
於
年
底
意
圖

起
事
。
胡
布
先
是
自
任
總
大
哥
，
並
陸
續

封
黨
羽
為
元
帥
、
軍
師
、
先
鋒
等
，
本
欲

進
攻
嘉
義
縣
城
及
灣
裡
街
︵
臺
南
市
善
化

區
︶
、
鹽
水
港
︵
臺
南
市
鹽
水
區
︶
等
地

營
汛
，
卒
因
號
召
不
足
、
參
與
者
過
少
而

告
終
；
但
官
兵
已
經
聞
訊
有
備
，
胡
布
等

眾
匆
忙
潰
散
逃
離
。
胡
布
後
與
曾
在
張
丙

事
件
中
擔
任
旗
腳
、
另
自
號
山
東
大
王
的

游
掽
生
搭
上
線
，
再
各
自
邀
聚
黨
眾
突
襲

店
仔
口
汛
，
殺
傷
兵
丁
、
搶
奪
軍
械
。
不

過
官
兵
很
快
便
前
來
馳
援
，
在
大
兵
出
勦

下
亂
黨
各
自
哄
散
，
胡
、
游
也
逃
入
山

區
。
各
地
官
兵
分
別
入
山
搜
捕
、
緝
拿
肇

事
者
，
王
得
祿
亦
捕
獲
匪
犯
周
送
、
黃
和

尚
二
名
，
有
助
於
穩
定
當
時
情
勢
。

另
有
葉
歐
、
王
歪
等
人
，
自
道
光

十
七
年
︵
一
八
三
七
︶
起
，
開
始
在
嘉

義
、
雲
林
一
帶
鄰
近
山
區
結
夥
搶
劫
，

不
易
掌
握
。
他
們
或
偷
或
搶
、
越
貨
奪

銀
、
放
火
燒
屋
，
作
案
對
象
遍
及
民
宅
、

租
館
、
布
店
、
雜
貨
店
等
，
甚
至
還
殺
傷

無
辜
事
主
及
官
兵
，
造
成
人
心
惶
惶
。
由

於
匪
徒
四
處
流
竄
，
成
員
又
反
覆
變
動

增
添
，
搜
捕
不
易
，
直
至
道
光
十
九
年

︵
一
八
三
九
︶
方
逐
一
拿
獲
。
王
得
祿
並

協
助
購
獲
積
盜
王
歪
，
令
整
起
事
件
得
以

順
利
落
幕
。

在
宗
教
事
務
上
，
王
得
祿
在
籍
期

間
主
動
或
受
邀
捐
贈
多
面
匾
額
、
鐘
、

鼓
、
楹
聯
等
給
予
臺
南
、
嘉
義
、
雲
林
的

地
方
廟
宇
。
例
如
：
道
光
六
年
邀
集
附
近

六
莊
創
建
新
港
鄉
六
興
宮
，
道
光
十
四
年

︵
一
八
三
四
︶
捐
款
修
築
嘉
義
縣
太
保
市

保
安
宮
，
並
於
該
年
分
捐
﹁
靈
保
蒼
生
﹂

匾
予
此
二
廟
。
後
又
陸
續
贈
匾
予
朴
子
配

天
宮
︵
﹁
福
海
永
清
﹂
、
﹁
聖
神
光
化
﹂
︶
、

新
港
六
興
宮
︵
﹁
水
德
增
光
﹂
︶
、
嘉
義
市

城
隍
廟
︵
﹁
道
宏
化
育
﹂
︶
等
。

誠
如
閩
浙
總
督
劉
韻
珂
、
署
福
建

巡
撫
徐
繼
畬
在
一
份
報
告
中
提
出
：
﹁
自

道
光
十
二
年
被
兵
以
後
，
民
間
元
氣
本
尚

未
復
，
而
年
來
地
震
、
械
鬥
以
及
風
水
之

災
，
又
復
層
見
疊
出
，
以
致
地
方
凋
敝
，

較
前
更
甚
。
﹂
︵
註
五
︶

值
此
浮
動
不
安
階

段
，
王
得
祿
並
未
因
在
籍
候
旨
且
無
官
銜

而
置
身
事
外
，
反
倒
積
極
參
與
各
項
公
共

事
務
，
分
擔
官
民
困
境
，
對
於
遭
逢
兵
亂

及
天
災
所
擾
的
臺
灣
南
部
而
言
，
著
實
如

即
時
雨
般
注
入
一
股
穩
定
潤
澤
的
力
量
。

永
伴
嘉
義

道
光
二
十
年
，
中
英
鴉
片
戰
爭
爆

發
。
王
得
祿
因
有
豐
富
的
海
防
經
驗
，
隨

即
被
道
光
皇
帝
降
旨
要
求
臺
灣
官
員
需
與

之
密
切
商
酌
，
以
資
保
衛
。
得
為
國
效
力

的
契
機
，
王
得
祿
並
未
因
歲
華
逼
人
而
推

辭
，
反
更
當
仁
不
讓
，
立
即
提
供
防
範
英

船
及
臺
灣
沿
海
策
守
之
規
劃
。
隔
年
五
月

更
獲
旨
﹁
照
提
督
例
，
支
給
養
廉
﹂
赴
澎

湖
協
防
，
以
備
英
軍
來
犯
。
然
而
，
終
究

因
為
年
事
已
高
，
加
上
操
勞
過
度
，
一

代
名
臣
不
幸
於
十
二
月
廿
八
日
病
卒
於
軍

營
，
享
年
七
十
一
歲
。

雖
然
現
今
嘉
義
地
方
對
王
得
祿
的
評

價
不
一
，
但
他
自
道
光
二
年
回
籍
調
理
，

直
至
鴉
片
戰
爭
爆
發
，
於
道
光
二
十
一
年

奉
旨
比
照
提
督
職
赴
澎
湖
協
防
，
十
九
年

間
並
無
正
式
官
銜
，
候
職
待
命
，
他
卻
仍

熱
切
投
入
各
項
公
共
事
務
。
除
個
人
率
領

義
勇
或
大
力
捐
貲
，
並
督
派
家
人
子
弟
積

極
參
與
，
亦
與
地
方
官
紳
商
民
連
同
督
辦

各
項
事
務
。
包
括
協
助
官
方
平
定
地
方
大

小
紛
擾
、
修
葺
城
牆
、
倡
建
書
院
、
義
塾
、

捐
築
義
塚
、
義
祠
等
，
並
捐
資
廟
宇
，
以

光
地
方
宗
教
人
心
。
老
將
伏
驥
，
卻
一
秉

千
里
之
志
持
續
奔
走
，
除
欲
招
示
其
寶
刀

未
老
，
以
圖
東
山
再
起
外
，
更
是
為
了
嘉

義
而
戮
力
奉
獻
。
王
家
積
極
投
入
，
在
在

顯
示
出
王
得
祿
在
回
籍
候
旨
補
用
期
間
，

進
取
響
應
奉
公
的
精
神
。

王
得
祿
逝
世
後
，
道
光
皇
帝
特
降
旨

追
贈
為
伯
爵
，
加
封
太
子
太
師
銜
，
並
圈

出
﹁
果
毅
﹂
為
諡
，
賞
銀
五
百
兩
治
喪
，

予
以
厚
葬
。
而
王
得
祿
的
墓
園
則
選
在
嘉

義
縣
新
港
鄉
與
六
腳
鄉
的
交
界
處
，
與
他

的
忠
義
事
蹟
永
伴
故
里
，
世
代
流
芳
。

本
文
承
蒙
馮
院
長
指
正
，
謹
申
謝
忱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