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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世
紀
初
，
日
漸
頻
繁
的
海
洋
活

動
，
使
得
大
清
不
斷
增
加
兵
力
控
制
海
洋

秩
序
的
穩
定
。
但
越
南
政
權
間
的
相
互
攻

伐
，
使
得
擁
有
武
裝
力
量
的
海
盜
成
為
拉

攏
的
對
象
，
海
盜
勢
力
因
此
不
斷
壯
大
。

大
清
在
江
南
各
省
沿
海
、
臺
灣
和
澎
湖
編

制
水
師
，
一
方
面
維
護
海
洋
安
定
，
二
方

面
也
穩
定
海
洋
經
濟
活
動
。
同
安
船
即
活

躍
於
此
一
背
景
之
下
。

船
隻
作
為
交
通
工
具
之
外
，
也
是

政
治
、
軍
事
、
經
濟
和
文
化
等
方
面
的
隱

形
橋
樑
。
同
安
船
為
清
中
葉
興
起
的
新
型

海
船
，
不
但
廣
為
民
間
使
用
，
也
被
海
盜

利
用
，
最
後
並
成
為
大
清
外
海
水
師
的
主

力
，
製
造
數
量
龐
大
，
規
格
眾
多
，
其
布

防
遍
及
渤
海
到
臺
灣
，
是
輪
船
出
現
前
，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中
國
古
帆
船
。

院
藏
︿
集
字
號
大
同
安
梭
船
圖
﹀
和

︿
一
號
同
安
梭
船
圖
﹀
是
同
安
船
的
重
要

圖
像
史
料
，
其
描
繪
的
主
體
不
但
是
同
安

船
中
噸
位
最
大
，
火
力
最
強
的
一
、
二
級

戰
船
；
而
且
，
由
於
此
圖
對
同
安
船
型
制

與
彩
繪
十
分
細
緻
，
兼
有
其
它
奏
摺
史
料

配
合
說
明
，
不
僅
是
本
院
極
為
特
殊
的
海

洋
史
藏
品
，
也
是
海
洋
史
和
臺
灣
史
界
尚

未
深
耕
的
課
題
。

﹁
再
現
．
同
安
船
﹂
︵
註
一
︶

是
結
合

院
藏
︿
集
字
號
大
同
安
梭
船
圖
﹀
和
︿
一

號
同
安
梭
船
圖
﹀
︵
以
下
簡
稱
同
安
船

圖
︶
的
歷
史
研
究
，
並
運
用
製
作
傳
統
木

造
和
3D
模
型
船
工
藝
所
創
作
的
紀
錄
片
。

紀
錄
片
總
長
五
十
分
鐘
，
共
分
為
三
部

分
，
首
先
剖
析
同
安
船
興
起
的
背
景
，
包

﹁
再
現
．
同
安
船
﹂
紀
錄
片
的

　
　
　
　
　
　
　

歷
史
考
察
與
科
技
呈
現

周
維
強

﹁
再
現
．
同
安
船
﹂
紀
錄
片
，
是
秉
持
本
院
﹁
形
塑
典
藏
新
活
力‧

創
造
故
宮
新
價
值
﹂
核
心
理

念
，
所
創
造
的
文
化
創
意
作
品
。
專
案
小
組
以
院
藏
︿
集
字
號
大
同
安
梭
船
圖
﹀
和
相
關
清
代
檔

案
為
核
心
，
在
深
度
歷
史
考
察
的
基
礎
下
，
運
用
製
作
模
型
、
3D
科
技
和
其
他
後
製
技
術
，
重
現

十
九
世
紀
東
亞
海
洋
文
明
的
繁
盛
樣
貌
和
同
安
船
的
歷
史
風
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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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重
現
閩
浙
提
督
李
長
庚
與
海
盜
蔡
牽
的

海
上
搏
鬥
歷
史
情
景
、
同
安
船
艦
隊
的
建

立
；
第
二
部
分
，
敘
述
同
安
船
的
復
原
過

程
，
涵
蓋
專
案
小
組
如
何
深
入
爬
梳
文
獻

史
料
，
建
構
二
百
年
前
的
中
國
古
帆
船
，

以
及
製
作
二
十
比
一
的
同
安
船
模
型
的
過

程
；
最
後
，
則
以
3D
數
位
科
技
深
入
分
析

同
安
船
的
主
要
結
構
及
設
計
。

同
安
船
：
商
船
、
戰
船
與
海
盜
船

記
錄
同
安
船
對
於
歷
史
的
影
響
，
在

於
重
現
其
歷
史
風
華
及
其
主
要
價
值
。
從

院
藏
清
代
檔
案
記
載
中
，
可
以
看
出
同
安

船
對
清
代
海
防
的
重
大
影
響
。

同
安
船
原
是
福
建
同
安
一
帶
所
建

造
和
使
用
的
商
船
，
主
要
活
躍
於
浙
江
、

福
建
海
域
，
至
少
在
乾
隆
末
期
，
福
建
同

安
船
即
被
用
於
浙
江
打
擊
盜
匪
，
如
乾
隆

五
十
九
年
︵
一
七
九
四
︶
二
月
癸
亥
日
，
浙

江
巡
撫
覺
羅
吉
慶
︵
？

∼

一
八○

二
︶
奏
：

　

 

水
師
各
營
戰
船
船
身
重
大
，
於
島
嶼
、

港
澳
水
淺
處
所
，
稍
欠
輕
捷
。
向
來
巡

緝
盜
匪
，
多
用
福
建
同
安
船
，
然
雇
覓

需
時
，
不
能
應
手
。
現
已
自
行
備
造

二
十
隻
，
分
派
寧
波
、
黃
巖
、
定
海
、

溫
州
各
營
管
駕
，
於
巡
緝
更
為
有
裨
。

說
明
了
民
用
同
安
船
早
已
被
徵
雇
，
作
為

巡
緝
盜
匪
之
用
；
其
後
，
才
由
官
方
自
行

製
造
。
覺
羅
吉
慶
共
製
造
六
十
艘
同
安
船
，

由
溫
州
、
定
海
和
黃
巖
三
鎮
各
造
二
十
艘
。

在
嘉
慶
元
年
︵
一
七
九
六
︶
的
另
一
奏
報

中
，
他
還
指
出
，
六
月
十
七
日
，
海
盜
首

領
蔡
粗
皮
下
屬
張
觀
及
賊
眾
三
十
餘
人
投

首
，
這
批
海
盜
也
使
用
同
安
船
。
︵
註
二
︶

朝
廷
逐
步
將
水
師
戰
船
換
為
同
安

船
，
嘉
慶
元
年
，
奉
天
戰
船
也
依
照
同
安

商
船
式
樣
建
造
。
次
年
，
將
此
批
同
安
船

的
尺
寸
定
為
長
七
丈
︵
二
二
公
尺
︶
，

寬
一
丈
八
尺
︵
五
．
七
公
尺
︶
。
四
年

︵
一
七
九
九
︶
，
又
增
造
四
艘
。
嘉
慶
三

年
︵
一
七
九
八
︶
，
命
將
艍
繒
等
船
仿
照

商
船
式
樣
陸
續
改
造
。
至
此
，
官
方
以
同

安
船
為
戰
船
的
現
象
日
益
普
遍
，
但
這
些

早
期
服
役
的
同
安
船
尺
寸
都
不
及
院
藏
的

集
字
號
大
同
安
梭
船
。

猖
獗
的
華
南
海
盜

嘉
慶
初
年
，
安
南
艇
匪
勾
結
海
盜
，

侵
擾
中
國
沿
海
。
其
後
，
因
官
軍
追
剿
和

颱
風
襲
擊
等
因
素
，
艇
匪
式
微
，
餘
黨
多

歸
附
蔡
牽
，
使
蔡
牽
勢
力
逐
漸
壯
大
。
浙

江
巡
撫
阮
元
︵
一
七
六
四

∼

一
八
四
九
︶

於
是
率
領
官
商
捐
金
十
餘
萬
，
交
李
長
庚

︵
一
七
五○

∼

一
八○

七
︶
至
福
建
造

大
船
，
名
為
﹁
霆
船
﹂
，
並
鑄
大
砲
四
百

餘
門
供
霆
船
使
用
。
李
長
庚
升
任
浙
江

提
督
後
，
續
以
霆
船
追
擊
蔡
牽
於
三
沙

和
溫
州
。
由
於
海
盜
畏
懼
霆
船
，
遂
以
重

金
賄
賂
福
建
商
人
，
建
造
比
霆
船
還
大

的
海
船
。
因
實
力
大
增
，
海
盜
於
嘉
慶

九
年
︵
一
八○

四
︶
橫
渡
臺
灣
，
劫
掠

臺
灣
米
數
千
石
，
溫
州
鎮
總
兵
胡
振
聲

︵
一
七
四
六

∼

一
八○

四
︶
也
在
擒
捕
行

動
中
，
因
海
盜
火
攻
而
殉
難
。
︵
註
三
︶

由
於
海
盜
採
用
更
大
的
船
隻
，
水

師
更
加
難
以
擒
捕
，
故
官
方
也
開
始
增
造

大
型
同
安
船
。
嘉
慶
十
年
︵
一
八○

五
︶

五
月
，
為
了
臺
灣
防
盜
，
閩
浙
總
督
玉
德

︵
？

∼

一
八○

八
︶
增
造
大
號
同
安
梭
船

三
十
艘
，
每
艘
配
置
兵
員
百
名
。
清
仁

宗
︵
一
七
六○

∼

一
八
二○

︶
並
令
玉
德

飭
交
臺
灣
鎮
總
兵
愛
新
泰
︵
？

∼

一
八○

七
︶
等
詳
細
籌
畫
；
愛
新
泰
則
為
這
批
新
戰

船
，
要
求
增
派
不
足
的
水
師
官
兵
。
︵
註
四
︶

海
盜
的
船
隻
高
大
，
數
量
也
日
益
增

多
。
七
月
初
三
日
，
仁
宗
從
李
長
庚
的
奏

報
中
，
得
知
蔡
牽
在
定
海
青
龍
港
洋
面
圍

劫
商
船
；
蔡
牽
船
隊
有
八
、
九
十
艘
，
其

中
三
十
艘
船
身
高
大
，
公
然
排
列
放
砲
，

分
兩
路
抵
禦
官
軍
。
加
上
玉
德
也
奏
報
有

艇
匪
九
十
餘
隻
自
外
洋
竄
至
湄
洲
，
並
往

浙
江
洋
面
遁
走
。
仁
宗
感
到
事
態
嚴
重
，

下
令
各
將
堵
截
。

嘉
慶
十
年
八
月
，
玉
德
將
新
造
成

的
十
六
艘
渡
臺
大
同
安
船
並
配
發
火
砲
，

交
與
王
得
祿
︵
？

∼

一
八
四
二
︶
趕
至
浙

江
，
交
李
長
庚
調
遣
。
十
一
月
，
蔡
牽
攻

打
臺
灣
。
至
十
二
月
初
一
日
，
蔡
牽
率
數

十
艘
同
安
船
衝
出
鹿
耳
門
，
雖
被
李
長
庚

所
追
擊
，
但
蔡
牽
仍
安
然
遁
走
。
︵
註
五
︶

水
師
擒
捕
海
盜
的
失
利
，
有
識
之
士

於
是
力
主
造
大
船
。
嘉
慶
十
一
年
︵
一
八

○

六
︶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
御
史
陳
蘭
疇

︵
？

∼

一
八○

八
︶
奏
稱
：

　

 

蔡
逆
盜
船
名
為
橫
洋
船
，
高
約
數
丈
，

大
可
容
二
三
百
人
，
官
兵
米
艇
梭
船
不

過
容
七
八
十
人
四
五
十
人
，
船
身
矮

小
，
以
下
仰
攻
，
其
勢
較
難
，
請
酌
賃

商
民
大
船
，
以
資
攻
擊
。

仁
宗
雖
認
同
御
史
陳
蘭
疇
應
用
大
船
的
主

張
，
但
對
於
租
借
商
船
，
仍
有
所
顧
慮
：

　

 

倘
若
賃
用
商
民
大
船
，
恐
地
方
官
以
捕

盜
為
名
，
藉
此
紛
紛
封
取
船
隻
，
易
滋

流
弊
，
究
非
正
辦
。
閩
省
水
師
戰
船
為

數
不
少
，
隨
時
輪
修
改
造
，
費
亦
不

貲
；
與
其
修
造
小
船
多
隻
，
在
洋
剿
捕

不
能
得
力
，
何
不
於
輪
應
修
造
時
，
將
米

艇
、
梭
船
改
造
為
大
船
，
以
資
緝
捕
。

他
認
為
應
將
水
師
現
有
米
艇
和
同
安
船
改

為
大
船
，
即
能
有
效
追
捕
海
盜
，
不
必
租

賃
商
船
。

罷
黜
閩
浙
總
督
玉
德

嘉
慶
十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
仁

宗
得
到
消
息
，
指
出
福
建
所
改
造
同
安
梭

船
仍
較
海
盜
船
小
，
無
法
擊
敗
賊
船
。
且

船
隻
桅
篷
甚
為
矮
小
，
有
草
率
、
偷
工
減

料
的
嫌
疑
。
仁
宗
諭
示
福
建
巡
撫
溫
承
惠

︵
一
七
五
五

∼

一
八
三
二
︶
據
實
查
明
。

五
月
底
，
仁
宗
將
水
師
無
法
取
得
新
戰
船

事
歸
罪
於
玉
德
，
諭
示
：
﹁
著
溫
承
惠
傳

旨
將
玉
德
拿
問
，
派
委
妥
員
押
解
赴
京
，

交
刑
部
審
訊
治
罪
。
﹂
︵
註
六
︶

遂
於
五
月

十
九
日
，
革
其
玉
德
總
督
之
職
，
改
命
阿

林
保
︵
？

∼

一
八○

九
︶
為
閩
浙
總
督
。

為
使
水
師
將
領
確
實
能
得
到
戰
勝

海
盜
的
戰
船
，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
福
建
巡

撫
溫
承
惠
親
自
詢
問
李
長
庚
等
將
領
，
李

長
庚
當
下
力
主
新
造
大
同
安
梭
船
六
十

隻
，
清
仁
宗
下
令
﹁
著
派
委
熟
習
船
工
將

弁
、
會
同
文
員
監
造
﹂
。
並
定
船
隻
規
格

為
﹁
梁
頭
以
二
丈
六
尺
為
度
﹂
︵
即
八
．

二
公
尺
寬
︶
，
每
艘
大
號
同
安
梭
船
耗
資

四
千
兩
。
為
了
防
止
蔡
牽
劫
取
同
類
型
民

船
，
並
下
令
﹁
新
造
、
拆
造
商
船
，
梁
頭

均
以
一
丈
八
尺
為
率
﹂
。
仁
宗
也
諭
示
新

造
戰
船
﹁
多
費
工
料
，
亦
所
不
惜
﹂
。

同
時
，
仁
宗
也
改
變
了
反
對
租
賃
商

船
的
態
度
。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
仁
宗
對
溫

承
惠
奏
報
諭
示
：

　

 

聞
閩
省
渡
臺
商
船
，
似
此
樑
頭
二
丈
六

尺
之
大
同
安
梭
船
頗
復
不
少
，
蔡
逆
匪

船
即
多
係
由
此
內
劫
取
者
。
著
溫
承
惠

3D建模之成果（已上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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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飭
知
該
處
地
方
官
，
先
於
此
等
船
隻

內
，
擇
其
堅
固
合
式
者
官
為
雇
覓
，
或

傳
諭
該
船
戶
，
以
現
在
所
例
商
船
樑
頭

改
定
窄
小
，
將
合
式
之
寬
大
船
隻
給
與

價
值
，
官
為
收
買
。
如
能
辦
理
妥
協
，

則
大
號
船
隻
悉
歸
官
用
，
蔡
逆
自
此
無

從
劫
取
，
且
官
兵
早
得
駕
駛
之
力
，
於

下
剿
捕
機
宜
，
更
為
有
益
。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
由
於
新
造
的
同
安
船
尚

未
完
成
，
先
雇
募
了
五
十
艘
商
船
，
交
由

總
兵
張
見
陞
︵
？

∼

一
八
一
三
︶
統
帶
。

提
督
李
長
庚
的
殞
落

然
而
，
清
軍
水
師
戰
船
不
夠
高
大
的

現
實
問
題
，
使
得
追
捕
蔡
牽
的
行
動
再
一

次
遭
受
挫
敗
。
嘉
慶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酉
刻
，
李
長
庚
追
擊
蔡
牽
至
長
塗
洋
面
，

蔡
牽
為
了
加
速
逃
逸
，
斬
斷
了
自
己
坐
船

的
大
椗
；
十
六
日
卯
刻
，
在
漁
山
洋
面
被

李
長
庚
追
上
，
李
長
庚
以
火
攻
燒
毀
海

盜
船
一
艘
，
擊
沉
盜
船
一
艘
，
殲
斃
海
盜

一
二
百
名
。
然
而
，
蔡
牽
因
坐
船
高
大
，

以
大
砲
還
擊
官
軍
。
由
於
蔡
牽
戰
船
高
過

官
船
五
、
六
尺
，
使
官
軍
無
法
登
船
逮

捕
，
風
勢
轉
變
後
，
蔡
牽
又
一
次
從
清
軍

的
眼
前
消
失
。
仁
宗
得
知
差
一
點
即
可
擒

獲
蔡
牽
，
十
分
扼
腕
，
稱
：

　

 

再
此
次
李
長
庚
摺
內
，
據
稱
該
提
督
所

坐
之
船
為
通
幫
最
大
，
及
並
攏
蔡
逆
之

船
，
尚
低
至
五
六
尺
，
是
以
不
能
上
船

擒
捕
等
語
。
李
長
庚
兵
船
若
與
賊
船
高

大
相
等
，
則
此
次
在
洋
攻
剿
，
或
已
將

蔡
逆
生
擒
，
乃
因
仰
攻
不
能
得
力
，
致

被
兔
脫
，
殊
為
可
惜
。

由
於
造
船
和
雇
船
都
已
經
在
進
行

中
，
仁
宗
諭
示
﹁
當
剿
賊
吃
緊
之
際
，
李

長
庚
兵
船
又
須
整
理
，
除
飭
催
該
提
督
迅

速
追
捕
外
，
該
督
撫
一
面
上
緊
籌
辦
大

船
，
派
委
將
弁
送
交
李
長
庚
，
俾
令
乘
坐

追
剿
﹂
。
故
閩
浙
總
督
阿
林
保
由
廈
門

和
蚶
江
兩
處
，
挑
選
高
大
堅
固
的
橫
洋
船

四
十
隻
，
先
行
雇
用
。
︵
註
七
︶

為
使
李
長
庚
儘
快
獲
得
新
戰
船
和
火

砲
，
阿
林
保
命
李
長
庚
將
其
座
艦
換
乘
許

松
年
︵
一
七
六
七

∼

一
八
二
七
︶
在
水
澳
所

俘
獲
樑
頭
達
二
丈
五
尺
︵
七
．
九
公
尺
︶

的
大
號
賊
船
為
座
艦
，
阿
林
保
隨
即
將
已

雇
用
的
大
商
船
四
十
艘
事
告
知
李
長
庚
，

這
批
商
船
中
樑
頭
二
丈
六
七
尺
者
二
十
餘

隻
，
二
丈
二
尺
至
一
丈
八
九
尺
者
十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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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
。
李
長
庚
聞
訊
甚
喜
，
稱
：
﹁
得
有
此

船
，
又
添
兵
力
，
必
能
殲
厥
渠
魁
。
﹂
︵
註

八
︶
清
軍
水
師
終
於
取
得
了
足
夠
的
大
船
。

由
於
雇
船
的
順
利
，
仁
宗
同
意
將
福
建
建

造
的
大
同
安
梭
船
數
量
減
為
四
十
艘
。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
仁
宗
接
到
溫
承

惠
奏
報
福
建
新
造
大
同
安
梭
船
二
十
號
業

經
完
竣
，
且
﹁
具
係
如
式
製
造
，
料
實
工

堅
，
毫
無
偷
減
。
︙
︙
向
來
兵
船
不
能
如

此
高
大
堅
固
，
即
商
船
中
如
此
揀
造
者
亦

復
罕
見
，
將
來
出
洋
緝
捕
，
足
供
衝
風
破

浪
之
用
﹂
。
仁
宗
也
對
新
造
大
同
安
船
感

到
滿
意
。
十
二
月
中
旬
，
水
師
換
駕
新
造

大
同
安
梭
船
二
十
艘
，
出
洋
追
擊
往
東
南

逃
竄
的
蔡
牽
船
隊
。

就
在
李
長
庚
取
得
了
具
有
優
勢
的

戰
船
後
，
他
卻
不
幸
在
追
剿
行
動
中
殉
職

了
。
嘉
慶
十
二
年
︵
一
八○

七
︶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
李
長
庚
、
張
見
陞
︵
？

∼

一
八 

一
三
︶
和
許
松
年
三
人
率
部
由
柑
桔
洋
面

追
入
廣
東
海
域
。
蔡
牽
海
盜
船
十
一
艘
，

由
南
澳
駛
入
廣
東
省
海
域
，
並
施
放
槍

砲
。
李
長
庚
等
人
連
夜
追
趕
，
至
二
十
五

日
黎
明
，
連
同
蔡
牽
的
座
船
，
海
盜
僅
剩

三
艘
船
，
清
軍
水
師
繼
續
追
擊
。
至
黑
水

深
洋
時
，
蔡
牽
座
船
的
頭
巾
和
插
花
已
被

打
落
，
船
邊
亦
被
擊
毀
，
海
盜
傷
亡
慘

重
，
但
蔡
牽
仍
發
砲
還
擊
。
李
長
庚
下
令

火
攻
海
盜
船
，
但
為
海
盜
所
撲
滅
。
此
時

忽
然
捲
起
狂
風
，
掀
起
巨
浪
，
船
隻
十
分

顛
簸
，
正
當
李
長
庚
準
備
圍
攻
蔡
牽
時
，

突
然
被
海
盜
砲
火
擊
中
咽
喉
和
額
頭
，
於

二
十
五
日
未
時
身
亡
。
清
軍
各
戰
船
亦
被

狂
風
吹
散
，
無
法
繼
續
追
擊
海
盜
。

嘉
慶
十
三
年
︵
一
八○

八
︶
正
月
初

七
日
，
當
仁
宗
得
到
李
長
庚
殉
難
的
奏
報
，

悲
憤
莫
名
。
仁
宗
以
硃
筆
寫
下
﹁
可
惜
之

至
，
即
有
恩
旨
﹂
、
﹁
可
惜
﹂
、
﹁
朕
與
軍
機

大
臣
亦
同
切
齒
﹂
，
並
在
蔡
字
旁
皆
以
硃

筆
畫
﹁×

﹂
字
，
以
示
其
恨
。
正
月
二
十
一

日
，
仁
宗
諭
示
：

　

 

覽
奏
為
之
心
搖
手
戰
，
震
悼
之
至
。
朕

於
李
長
庚
素
未
識
面
，
因
其
在
洋
出

力
，
疊
經
降
旨
褒
嘉
，
並
欲
俟
其
許
以

奏
報
擒
獲
巨
魁
之
時
，
優
予
世
職
，
李

長
庚
感
激
朕
恩
，
倍
矢
忠
藎
，
不
意
其

功
屬
垂
成
之
際
，
臨
陣
捐
軀
，
朕
披
閱

奏
章
，
不
禁
為
之
墮
淚
。

除
了
悲
傷
和
憤
怒
，
他
更
在
正
月
二
十
四

日
，
諭
示
阿
林
保
，
命
令
浙
閩
水
師
為
李

長
庚
報
仇
：

　

 

嚴
諭
水
師
將
弁
，
速
擒
蔡
逆
，
佇
膺
封

爵
，
若
因
循
畏
葸
，
查
明
立
正
國
法
。

朕
為
壯
烈
伯
李
長
庚
之
事
實
深
悲
憤
，

若
張
見
陞
、
王
得
祿
等
不
思
為
彼
報

仇
，
甘
心
退
避
，
則
非
我
大
清
國
之
臣

子
矣
！
將
此
通
諭
浙
閩
水
師
知
之
。

嘉
慶
十
四
年
︵
一
八○

九
︶
八
月
，

在
經
歷
十
多
年
的
追
剿
後
，
蔡
牽
終
於
被

王
得
祿
所
率
領
的
同
安
船
艦
隊
圍
攻
而

死
。
海
上
終
於
恢
復
了
平
靜
。

院
藏
同
安
船
圖
之
由
來

︿
奏
報
籌
辦
天
津
水
師
官
兵
船
隻
情

形
摺
﹀
是
解
開
院
藏
兩
幅
同
安
船
圖
由
來

的
關
鍵
史
料
，
因
為
同
安
船
圖
是
該
摺
的

附
件
。
該
摺
為
閩
浙
總
督
汪
志
伊
︵
？

∼

一
八
一
八
︶
的
奏
摺
，
原
摺
不
見
，
此
摺
為

奏
摺
錄
副
，
和
所
附
的
兩
幅
船
圖
，
即
︿
集

字
號
大
同
安
梭
船
圖
﹀
和
︿
一
號
同
安
梭
船

圖
﹀
，
都
典
藏
於
本
院
清
代
檔
案
庫
房
中
。

對
照
此
摺
內
容
和
院
藏
檔
案
史
料

可
知
，
嘉
慶
二
十
一
年
︵
一
八
一
六
︶
六
月

間
，
英
國
使
節
阿
美
士
德
︵W

illiam
 Pitt 

A
m

herst, 1773–1857

︶
突
然
抵
達
天
津
，

其
後
並
深
入
通
州
。
英
人
的
長
驅
直
入
觸

發
了
清
仁
宗
的
憂
患
意
識
，
遂
下
令
籌
設

天
津
水
師
，
並
交
大
臣
商
議
章
程
。
設
置

戰
船
則
由
曾
供
職
南
方
的
直
隸
提
督
徐
錕

︵
一
七
六
八

∼

一
八
四
二
︶
提
議
，
天
津
水

師
應
設
大
同
安
梭
船
四
隻
，
小
同
安
梭
船

四
隻
，
交
江
南
、
浙
江
、
福
建
、
廣
東
四
省

承
造
。
閩
浙
總
督
汪
志
伊
建
議
，
採
用
較
適

用
天
津
洋
面
的
集
字
同
安
梭
船
和
一
號
同

安
梭
船
。

為
使
各
省
所
造
同
安
船
形
制
相
同
，

嘉
慶
二
十
二
年
︵
一
八
一
七
︶
正
月
二
十
七

日
，
閩
浙
總
督
汪
志
伊
上
奏
︿
奏
報
籌
辦
天

津
水
師
官
兵
船
隻
情
形
摺
﹀︵
圖
一
︶
，
並

繪
具
船
圖
兩
幅
，
粘
簽
標
註
，
並
揀
舊
刊

兩
種
船
隻
所
用
各
項
木
料
逐
件
長
短
厚
薄

尺
寸
底
冊
兩
本
，
移
送
兩
江
總
督
孫
玉
庭

︵
一
七
五
二

∼

一
八
三
四
︶
、
兩
廣
總
督
蔣

攸
銛
︵
一
七
六
六

∼

一
八
三○

︶
和
浙
江
巡

撫
楊
頀
︵
一
七
四
四

∼

一
八
二
八
︶
等
，
以

便
趕
辦
。
此
一
奏
報
經
仁
宗
硃
批
後
，
交
由

軍
機
處
抄
錄
副
本
，
抽
出
附
件
同
安
船
圖

附
於
錄
副
之
中
，
此
即
本
院
同
安
船
圖
之

由
來
，
惟
該
奏
摺
中
原
木
料
底
冊
目
前
尚

未
發
現
。

清　閩浙總督汪志伊奏　〈奏報籌辦天津水師官兵船隻情形摺〉　嘉慶22年1月27日　26扣　局部　縱23.2公分　橫10.1公分　
故機05113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013年4月　104105　故宮文物月刊·第361期

「再現．同安船」紀錄片製作的歷史考察與科技呈現

新媒體藝術

院
藏
同
安
船
圖
分
析

院
藏
︿
集
字
號
大
同
安
梭
船
圖
﹀
，

縱
三
五
．
五
公
分
，
橫
四○

．
五
公
分
，

墨
書
圖
題
，
全
圖
彩
繪
，
繪
有
集
字
號
大

同
安
梭
船
和
其
隨
帶
舢
舨
船
。
畫
面
有
二

黃
色
貼
簽
，
右
上
貼
簽
墨
書
圖
題
，
圖
面

尾
桅
右
方
方
形
貼
簽
，
則
載
有
圖
題
、
船

身
長
度
、
樑
頭
寬
度
、
三
桅
高
度
和
配
用

水
手
砲
位
武
器
等
數
量
。
其
內
容
如
下
：

　

 

船
身
長
八
丈
二
尺
。

樑
頭
闊
二
丈
六
尺
。

大
桅
長
九
丈
四
尺
。

頭
桅
長
六
丈
六
尺
。

尾
桅
長
三
丈
六
尺
。

應
配
舵
工
水
手
共
五
十
名
。

　

 

應
配
砲
位
自
二
千
四
百
斤
重
紅
衣
砲

起
，
至
一
百
四
十
斤
重
劈
山
砲
止
，
共

大
小
二
十
五
位
。
又
應
配
藤
牌
、
撻

刀
、
竹
篙
槍
等
械
全
。

此
圖
是
十
分
罕
見
的
彩
繪
戰
船
圖
，
完
整

呈
現
出
同
安
梭
船
的
重
要
結
構
。
以
桅
杆

為
例
，
頭
桅
頂
懸
掛
荷
蘭
國
旗
，
主
桅
和

尾
桅
則
有
定
風
旗
，
各
桅
都
有
桅
頂
滑

車
。
甲
板
以
上
的
船
首
絞
車
、
車
員
、
篷

架
、
廁
櫃
、
砲
眼
和
水
仙
門
等
結
構
，
甲
板

以
下
的
兔
耳
、
走
馬
、
水
蛇
、
龍
骨
和
舵
清

晰
可
見
。
船
尾
的
彩
繪
亦
十
分
精
緻
。

︿
一
號
同
安
梭
船
圖
﹀
也
是
閩
浙

總
督
汪
志
伊
︿
奏
報
籌
辦
天
津
水
師
官
兵

船
隻
情
形
摺
﹀
的
附
件
之
一
，
長
三
五
公

分
，
寬
三
九
．
五
公
分
，
全
圖
彩
繪
，
墨

書
圖
題
。
繪
有
一
號
大
同
安
梭
船
和
其
隨

帶
舢
舨
船
，
畫
面
形
式
與
︿
集
字
號
大
同

安
梭
船
圖
﹀
相
類
。
尾
桅
右
方
方
形
貼
簽

亦
載
有
圖
題
、
船
身
長
度
、
樑
頭
寬
度
、

三
桅
高
度
和
配
用
水
手
砲
位
武
器
等
數

量
。
其
內
容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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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35公分　橫39.5公分　故機05115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閩省水師各標鎮協營戰哨船隻圖說〉　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藏

　

 

船
身
長
七
丈
二
尺
。

樑
頭
闊
一
丈
九
尺
。

大
桅
長
七
丈
二
尺
。

頭
桅
長
五
丈
。

尾
桅
長
二
丈
二
尺
。

配
舵
工
水
手
共
四
十
名
。

　

 

應
配
砲
位
自
一
千
斤
重
紅
衣
砲
起
，
至

八
十
公
斤
重
劈
山
砲
止
，
共
大
小
十
四

位
。
又
應
配
藤
牌
、
撻
刀
、
竹
篙
槍
等

械
全
。

雖
然
沒
有
其
他
史
料
可
進
一
步
說
明

同
安
船
的
結
構
，
但
時
代
稍
早
於
同

安
船
的
趕
繒
船
亦
屬
於
福
船
系
統
，

兩
者
結
構
類
似
。
在
柏
林
國
家
圖
書
館

︵Staatsbibliothek zu B
erlin

︶
藏
抄
本
︽
閩

省
水
師
各
標
鎮
協
營
戰
哨
船
隻
圖
說
︾

中
，
詳
細
圖
示
了
趕
繒
船
的
結
構
，
現
按

趕
繒
船
圖
說
之
內
容
，
將
集
字
號
同
安
船

之
各
部
名
稱
標
示
如
下
。

經
過
察
考
，
從
外
觀
來
看
，
同
安
船

具
有
船
艏
絞
車
，
但
趕
繒
船
則
無
，
這
是

一
種
便
利
性
的
改
良
。
同
安
船
桅
杆
的
數

量
和
高
度
都
勝
於
趕
繒
船
，
可
以
知
道
同

安
船
在
速
度
上
的
優
異
性
。
而
院
藏
的
檔

案
史
料
也
告
訴
我
們
，
大
型
同
安
船
的
船

舷
高
度
高
於
其
他
船
隻
。
這
三
點
差
異
，

說
明
了
同
安
船
的
優
異
性
，
和
福
船
系
列

的
技
術
優
化
過
程
。

打
造
模
型
船
與
拍
攝
紀
錄
片

為
能
充
分
理
解
同
安
船
的
構
造
，
專

案
小
組
提
供
同
安
船
的
歷
史
數
據
，
由
資

同安船各部名稱　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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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船
模
工
藝
技
師
曾
樹
銘
先
生
協
助
打
造

同
安
船
模
型
。
分
為
製
作
結
構
測
試
船
、

繪
製
船
圖
、
製
作
試
航
船
和
製
作
展
示
船

四
個
步
驟
。

首
先
，
製
作
結
構
測
試
船
。
從
院
藏

︿
集
字
號
大
同
安
梭
船
圖
﹀
所
提
供
的
歷
史

數
據
為
基
礎
，
配
合
︽
閩
省
水
師
各
標
鎮

協
營
戰
哨
船
隻
圖
說
︾
與
集
字
號
大
同
安

梭
船
尺
寸
相
近
的
趕
繒
船
數
據
、
艙
位
配

置
和
艙
面
佈
局
等
資
料
，
再
依
史
料
中
所

見
同
安
船
的
特
性
稍
加
調
整
，
繪
製
成
簡

易
草
圖
並
製
作
結
構
船
，
以
驗
證
史
料
中

之
歷
史
數
據
是
否
有
矛
盾
或
錯
誤
、
艙
位

配
置
和
艙
面
佈
局
之
合
理
性
等
問
題
。
結

構
船
製
作
完
成
，
經
專
案
小
組
確
認
無
誤

後
，
繪
製
復
原
後
之
甲
板
配
置
圖
和
外
觀

構
型
圖
曬
藍
圖
，
並
轉
成A

utocad

圖
檔
。

除
了
遵
從
歷
史
數
據
外
，
復
原
之
船

模
是
否
能
夠
航
行
？
也
是
專
案
小
組
必
須

加
以
驗
證
的
項
目
。
因
此
，
由
曾
樹
銘
先

生
先
行
製
作
三
十
分
之
一
試
航
船
，
並
至

大
湖
公
園
進
行
測
試
。
航
行
中
不
使
用
額

外
動
力
，
只
由
無
限
遙
控
器
操
船
舵
，
經

測
試
後
船
模
航
行
完
美
。

選
擇
製
作
展
示
用
的
船
模
為
二
十

分
之
一
比
例
，
係
考
慮
便
於
運
送
、
維

護
、
製
作
和
展
示
等
因
素
。
同
時
，
為
使

展
示
時
能
夠
有
所
變
化
，
桅
杆
、
船
帆
、

船
舵
、
火
砲
、
艙
蓋
、
水
仙
門
、
砲
眼
、

砲
座
等
均
為
可
動
設
計
，
可
依
展
示
需
要

進
行
調
整
。
同
時
增
添
砲
彈
、
火
藥
桶
、

軍
士
、
旗
幟
以
及
帆
纜
等
配
件
，
最
後
進

曾樹銘老師打造同安船　專案小組提供

集字號大同安梭船船體輪廓線圖

面分形圖　〈閩省水師各標鎮協營戰哨船隻圖說〉

集字號大同安梭船艙間配置對照說明圖　專案小組提供

船體結構測試　專案小組提供

船體結構測試　專案小組提供 復原後之外觀構型圖

復原後之甲板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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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本
紀
錄
片
為
﹁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發
展
第
二
期
計

畫
：
提
供
科
技
與
人
文
跨
域
文
創
環
境
計
畫
﹂
資

助
。

2.  

︽
宮
中
檔
嘉
慶
朝
奏
摺
︾
，
浙
江
巡
撫
覺
羅
吉
慶
，

︿
奏
報
洋
匪
悔
罪
帶
領
同
夥
並
船
隻
砲
械
自
行
投

首
緣
由
﹀
，
嘉
慶
元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
編
號
：

404000835

。

3.  

魏
源
，
︽
聖
武
記
︾
，
卷
八
，
︿
嘉
慶
東
南
靖
海

記
﹀
，
頁
三
七
a—

三
八
b
。

4.  

︽
明
清
史
料
︾
，
戊
編
，
第
五
本
，
頁
四
九
五—

四
九
七
。
︿
臺
灣
總
兵
愛
新
泰
奏
摺
﹀
移
會
抄
件
，

嘉
慶
十
年
十
月
十
一
日
硃
批
。

5.  

賀
長
齡
，
︽
皇
朝
經
世
文
編
︾
，
王
芑
孫
，
︿
浙
江

提
督
總
統
閩
浙
水
師
追
封
三
等
壯
烈
伯
謚
忠
毅
李

公
行
狀
﹀
，
頁
二
一
：
二
。

6.  

︽
明
清
史
料
︾
，
戊
編
，
第
五
本
，
頁
五
〇
八—

五
〇
九
。
︿
兵
部
﹁
為
內
閣
抄
出
奉
上
諭
一
道
﹂
移

會
﹀
移
會
抄
件
，
嘉
慶
十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內

閣
抄
出
。

7.  

︽
明
清
史
料
︾
，
戊
編
第
六
本
，
︿
閩
浙
總
督
汪
志

伊
題
本
﹀
，
頁
五
七
六
。

8.  

同
上
註
，
頁
五
七
六—

五
七
七
。

引
用
資
料

1.  

︽
宮
中
檔
嘉
慶
朝
奏
摺
︾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2.  

︽
軍
機
處
檔
奏
摺
錄
副
︾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3.  

︽
上
諭
檔
︾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4.  

︽
內
閣
大
庫
檔
︾
，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藏
。

5.  

不
著
撰
人
，
︽
欽
定
福
建
省
外
海
戰
船
則
例
︾
，

上
海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二
，
︽
續
修

四
庫
全
書
︾
，
景
南
京
大
學
圖
書
館
藏
清
刻
增
修

本
。

6.  

慶
桂
、
董
誥
等
奉
敕
修
，
︽
清
高
宗
純
皇
帝
實

錄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八
六
。

7.  

崑
崗
、
李
鴻
章
奉
敕
修
，
︵
光
緒
朝
︶
︽
大
清
會
典

事
例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九
一
。

8.  

魏
源
，
︽
聖
武
記
︾
，
清
道
光
二
十
六
年
邵
陽
魏
氏

古
微
堂
第
三
次
重
訂
本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9.  

周
維
強
撰
，
︿
清
嘉
道
間
天
津
綠
營
水
師
的
興

廢
：
一
八
一
六—

一
八
三
九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第
二
九
卷
第
四
期
，
二
〇
一
二
年
六
月
，
頁

一
七
九—

二
二
五
。

此
外
，
專
案
小
組
為
了
強
化
教
育
推

廣
工
作
的
效
果
，
特
別
同
步
規
劃
了
同
安

船
3D
建
模
，
不
但
在
拍
攝
影
片
中
可
以
多

元
運
用
，
後
續
更
可
在
後
製
時
加
值
應
用
，

不
但
可
以
繼
續
進
行
互
動
裝
置
等
新
媒
體

的
開
發
，
也
大
大
減
省
了
重
新
復
原
古
船

以
及
後
續
維
護
所
需
的
龐
大
金
額
，
是
效

費
比
極
高
的
古
代
科
技
重
現
方
式
。

感
謝
本
院
教
育
展
資
處
郭
鎮
武
研
究
員
提
供
協
助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具
代
表
性
的
中
國
古
帆
船
之
一
。

在
有
限
的
史
料
中
，
要
復
原
古
代
的

複
雜
工
藝
，
確
實
有
很
大
的
難
度
。
透
過

分
析
解
讀
︽
閩
省
水
師
各
標
鎮
協
營
戰
哨

船
隻
圖
說
︾
的
內
容
，
使
我
們
得
以
解
析

院
藏
同
安
船
圖
中
，
並
未
顯
示
或
無
法
顯

示
的
細
節
。
在
專
案
小
組
與
船
模
技
師
反

覆
研
商
後
，
繪
製
成
同
安
船
三
視
線
圖
，
是

本
計
畫
最
具
有
挑
戰
性
的
項
目
，
也
是
再

現
同
安
船
的
重
要
基
礎
。

3D建模之成果（未上材質）　新資料俠創意公司提供

3D和CG分成後的畫面　青銅視覺藝術公司提供

以繪本呈現院藏同安船圖的來由　青銅視覺藝術公司提供

交
由
紀
錄
片
廠
商
青
銅
視
覺
藝
術
公
司
和

3D
建
模
廠
商
新
資
料
俠
創
意
公
司
，
製
作

3D
m

ax

模
型
，
然
後
製
作tga

格
式
影
像
。

再
運
用Fusion

和A
dobe A

fter E
ffect

進
行

後
製
。導

演
柯
子
建
先
生
在
拍
攝
紀
錄
片

時
，
其
手
法
有
場
景
重
現
、
學
者
講
述
、
紀

實
攝
影
和
3D
動
態
模
型
等
多
重
方
式
。
其

中
場
景
重
現
的
部
分
，
由
於
原
設
定
影
片

為
史
詩
風
格
，
因
此
如
海
盜
結
夥
、
搶
掠
、

和
船
隻
航
行
、
海
上
交
戰
等
等
畫
面
，
因

成
本
考
慮
，
就
無
法
採
用
實
景
拍
攝
。
解

決
此
一
問
題
的
方
法
，
就
是
運
用C

G

合
成

技
術
。
導
演
運
用4K

 R
3D

規
格
攝
影
機
拍

攝
，
先
在
背
景
上
鋪
設
綠
幕
，
並
設
置
追

蹤
點
。
其
後
運
用Fusion

和A
dobe A

fter 

E
ffect

進
行
後
製
，
最
後
再
以Fusion

進
行

打
燈
，
以
增
加
畫
面
的
立
體
感
。

結
論

同
安
船
為
清
中
葉
興
起
的
新
型
海

船
，
從
院
藏
清
代
檔
案
內
容
可
知
，
它
不

但
廣
為
民
間
使
用
，
也
被
海
盜
利
用
，
最

後
並
成
為
清
帝
國
外
海
水
師
的
主
力
，
製

造
數
量
龐
大
，
規
格
眾
多
，
其
布
防
遍
及

渤
海
到
臺
灣
海
峽
，
是
輪
船
出
現
前
，
最

行
細
化
製
作
和
塗
裝
。
塗
裝
時
參
酌
︿
集

字
號
大
同
安
梭
船
圖
﹀
的
原
色
，
但
考
慮

古
代
墨
色
退
化
，
施
作
時
曾
稍
加
調
整
。

船
尾
彩
繪
亦
依
照
大
同
安
梭
船
圖
手
工
繪

製
。
原
木
料
和
完
成
後
的
成
品
，
均
經
過

燻
蒸
除
蟲
。
符
合
本
院
登
錄
保
存
處
木
料

處
理
相
關
規
定
。

同
安
船
的A

utocad

圖
紙
完
成
後
，
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