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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文
獻
足
徵

讀
者
或
許
會
疑
惑
，
在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藏
品
中
，
是
否
含
有
與
臺
灣
原

住
民
相
關
的
文
物
？
若
有
，
對
瞭
解
原
住

民
的
歷
史
蹤
跡
、
文
化
傳
承
，
又
可
提
供

何
種
助
益
？
其
實
，
在
故
宮
的
藏
品
中
，

記
錄
臺
灣
歷
史
與
原
住
民
活
動
者
，
論
質

論
量
皆
頗
為
可
觀
。
本
院
除
匯
集
相
關
文

獻
、
圖
檔
集
結
成
冊
，
出
版
︽
臺
灣
原
住

民
史
料
彙
編
︾
等
巨
帙
、
發
行
足
以
呈
現

履
踪

臺
灣
原
住
民
文
獻
圖
畫
特
展
展
品
選
介

蔡
承
豪

清
代
臺
灣
漢
原
關
係
的
︽
臺
中
東
勢
詹

家
清
水
黃
家
古
文
書
集
︾
等
書
籍
外
，
更

不
斷
透
過
專
題
展
覽
，
介
紹
原
住
民
的
生

活
特
質
與
風
俗
流
變
。
一
九
九
四
年
，
本

院
曾
推
出
﹁
臺
灣
歷
史‧

文
獻
足
徵─

院

藏
清
宮
臺
灣
史
料
特
展
﹂
，
而
二○

○

三

年
的
﹁
福
爾
摩
沙—

十
七
世
紀
的
臺
灣
，

荷
蘭
與
東
亞
﹂
與
﹁
披
荊
斬
棘─

十
七
世

紀
後
的
臺
灣
﹂
兩
項
特
展
，
更
各
自
從
不

同
的
角
度
，
介
紹
臺
灣
原
住
民
的
歷
史
活

動
面
貌
。
二○

○

六
年
，
在
立
法
委
員
孔

文
吉
的
督
促
下
，
圖
書
文
獻
處
推
出
﹁
黎

民
之
初—

院
藏
臺
灣
原
住
民
圖
檔
文
獻

展
﹂
，
系
統
性
地
呈
現
院
藏
豐
富
的
原
住

民
史
料
圖
畫
。
近
年
來
，
本
院
更
於
圖
書

文
獻
處
﹁
古
籍
與
密
檔—

院
藏
圖
書
文
獻

珍
品
展
﹂
常
設
展
內
，
持
續
選
介
原
住
民

族
重
要
文
獻
圖
冊
，
挖
掘
呈
獻
原
住
民
的

新
史
料
。

有
清
一
代
，
漢
人
大
量
移
墾
臺
灣
，

臺
灣
是
一
座
融
匯
多
元
族
群
、
歷
史
與
文
化
的
島
嶼
，
千
百
年
前
就
已
在
這
塊
土
地
繁
衍
生
息
的

原
住
民
，
更
是
臺
灣
歷
史
舞
臺
上
的
重
要
角
色
。
原
住
民
活
躍
於
山
林
原
野
之
間
，
擁
有
獨
特
的

語
言
、
技
藝
、
服
飾
、
樂
舞
、
社
會
組
織
以
及
價
值
信
仰
，
部
分
內
涵
猶
且
傳
續
至
今
，
成
為
臺

灣
社
會
多
元
樣
貌
中
最
質
樸
淳
厚
的
文
化
標
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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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清
朝
且
是
首
度
開
啟
與
各
地
原
住
民
頻
繁

接
觸
的
中
央
政
權
。
滿
族
以
少
數
民
族

之
姿
入
主
中
原
，
有
關
邊
疆
族
裔
的
政

策
思
維
，
較
中
國
歷
代
周
延
敏
銳
，
其
中

亦
含
括
對
臺
灣
原
住
民
的
治
御
規
畫
。

原
民
的
生
活
畛
域
；
直
至
同
治
十
三
年

︵
一
八
七
四
︶
﹁
牡
丹
社
事
件
﹂
後
，
方

始
弛
禁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典
藏
之
清
朝

中
央
暨
閩
、
臺
各
級
文
武
要
員
奏
摺
、
文

集
頗
豐
，
當
中
不
乏
臺
灣
原
住
民
活
動
的

珍
貴
紀
錄
，
可
具
體
反
映
清
朝
官
方
對
原

住
民
的
傳
聞
印
象
、
互
動
經
驗
，
以
及
政

策
理
念
，
是
瞭
解
原
住
民
史
地
履
踪
的
重

要
文
獻
。
近
年
來
，
各
界
熱
心
人
士
捐

贈
、
寄
存
的
相
關
書
畫
、
手
稿
、
器
物
數

量
亦
豐
，
既
可
補
充
院
藏
之
闕
遺
，
亦
足

資
呈
顯
臺
灣
原
住
民
歷
史
的
部
分
面
貌
，

因
此
於
二○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至
二

○

一
四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舉
辦
﹁
履
踪—

臺

灣
原
住
民
文
獻
圖
畫
特
展
﹂
。
︵
圖
一
︶

分
野
畛
域

臺
灣
是
一
座
多
元
族
群
交
融
的
海

島
，
廣
布
於
原
野
山
林
間
的
平
埔
族
與
高

山
族
，
是
最
早
活
躍
於
島
上
的
子
民
。

﹁
職
貢
有
圖
，
方
物
有
錄
﹂
，
圖
繪

各
國
與
各
民
族
的
風
俗
民
情
，
文
字
書
寫

各
地
的
山
川
產
物
，
是
傳
統
中
國
認
識
往

來
交
聘
各
國
及
境
內
民
族
的
兩
種
作
法
。

清
高
宗
曾
於
乾
隆
十
五
、
六
年
︵
一
七
五

○
∼

一
七
五
一
︶
，
諭
令
各
地
封
疆
大
吏

將
所
轄
境
內
少
數
民
族
及
外
國
人
士
繪

圖
進
呈
，
各
繫
圖
說
，
陸
續
編
成
︿
職
貢

圖
﹀
與
︿
皇
清
職
貢
圖
﹀
。
在
這
項
全
面

性
的
民
族
調
查
計
畫
中
，
臺
灣
原
住
民
被

畫
成
十
三
幅
圖
像
，
並
附
其
衣
著
樣
貌

與
性
情
習
俗
之
記
載
。
︵
圖
二
︶
︿
職
貢

圖
﹀
圖
繪
賦
色
明
麗
，
神
情
鮮
活
，
人
物

裝
態
雖
略
顯
失
真
，
但
對
於
服
飾
、
器
用

稱
﹁
番
婦
針
刺
兩
頤
，
如
網
巾
紋
﹂
，
即

是
其
紋
面
樣
貌
。
對
照
圖
繪
，
婦
女
臉
部

雖
無
繪
示
，
然
透
過
文
字
解
釋
，
今
猶
可

想
見
數
百
年
前
的
原
住
民
婦
女
風
貌
。

謝
遂
︿
職
貢
圖
﹀
畫
卷
之
外
，
本

院
另
藏
有
乾
隆
朝
︽
四
庫
全
書
薈
要
︾
、

︽
四
庫
全
書
︾
寫
本
，
以
及
嘉
慶
年
間
武

英
殿
刊
刻
之
︿
皇
清
職
貢
圖
﹀
三
種
不
同

善
本
，
要
皆
以
乾
隆
年
間
宮
廷
畫
卷
為
寫

繪
鏤
版
基
礎
，
大
同
之
中
略
見
小
異
，
各

具
特
色
。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
一
七
七
三
︶
，
清

高
宗
敕
命
纂
修
︽
四
庫
全
書
︾
，
分
經
、

史
、
子
、
集
四
部
，
網
羅
古
今
重
要
典
籍

三
千
四
百
餘
種
。
乾
隆
因
修
書
工
程
浩

大
，
復
以
年
近
古
稀
，
唯
恐
不
及
親
睹
巨

構
竣
工
，
乃
諭
令
館
臣
自
萬
千
群
籍
中
採

擷
四
庫
菁
華
，
先
鈔
成
︽
薈
要
︾
二
部
，

分
置
大
內
及
御
苑
，
專
供
御
覽
。
本
院
所

藏
一
部
，
原
貯
坤
寧
宮
後
花
園
摛
藻
堂

中
，
在
長
春
園
味
腴
書
室
遭
英
法
聯
軍
焚

毀
後
，
已
成
寰
宇
孤
帙
。

傅
恆
所
編
繪
之
︿
皇
清
職
貢
圖
﹀
以

謝
遂
︿
職
貢
圖
﹀
為
底
本
，
釐
為
九
卷
，

逐
一
編
校
並
續
補
增
繪
，
呈
現
各
藩
屬
與

海
外
交
往
諸
國
官
民
，
以
及
各
地
少
數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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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具
，
甚
至
於
臺
灣
土
狗
樣
態
等
，
皆
有

著
重
。
對
照
閱
覽
之
漢
滿
文
說
明
，
更
可

資
說
明
當
時
原
住
民
風
俗
習
慣
之
特
色
。

如
在
描
繪
簫
︵
蕭
︶
壠
等
社
熟
番
及
番
婦

的
圖
像
中
，
文
字
說
明
有
此
描
述
：
﹁
男

以
竹
片
束
腰
，
曰
篐
肚
，
欲
其
漸
細
。
能

截
竹
為
簫
，
長
二
三
尺
以
鼻
吹
之
。
﹂
對

比
圖
樣
，
可
知
其
裝
飾
身
樣
及
休
閒
娛
樂

之
景
。
另
記
述
彰
化
縣
內
山
各
社
婦
女
所





如
聖
祖
康
熙
帝
曾
經
接
見
有
才
藝
的
原
住

民
，
乾
隆
皇
帝
更
頒
賜
厚
禮
，
贈
予
前
來

賀
壽
的
部
落
頭
目
。
另
一
方
面
，
清
廷
也

曾
制
訂
嚴
格
的
封
禁
政
策
，
阻
禁
移
民
數

量
遽
增
的
漢
人
任
意
入
山
，
致
力
維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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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代
所
繪
製
的
各
式
臺
灣
原
住
民
圖
像
，
雖

然
摻
雜
部
分
傳
說
或
想
像
的
成
分
而
未
盡

寫
實
，
仍
可
反
映
其
日
常
服
飾
、
容
貌
、

器
具
的
形
象
輪
廓
與
特
色
。
清
朝
中
央
暨

閩
、
臺
各
級
文
武
要
員
的
奏
摺
、
文
集
，

更
蘊
藏
許
多
有
關
原
住
民
活
動
的
珍
貴
紀

錄
，
可
反
映
官
方
對
於
臺
灣
原
住
民
的
認

識
歷
程
與
接
觸
體
驗
，
並
呈
現
不
少
現
今

業
已
消
失
或
變
融
的
原
住
民
風
物
習
俗
。

院
藏
︽
臺
海
使
槎
錄
︾
，
為
清
代

首
任
巡
臺
御
史
黃
叔
璥
︵
一
六
八
二∼

一
七
五
六
︶
所
著
。
黃
叔
璥
，
清
河
北
大

興
縣
人
︵
今
北
京
市
︶
，
康
熙
四
十
八
年

︵
一
七○

九
︶
進
士
，
授
太
常
博
士
，
歷

任
戶
部
主
事
、
吏
部
員
外
郎
等
職
。
臺

灣
朱
一
貴
事
件
平
定
後
，
清
聖
祖
於
康
熙

六
十
一
年
︵
一
七
二
二
︶
設
滿
、
漢
﹁
巡

視
臺
灣
監
察
御
史
﹂
各
一
，
考
察
臺
地
吏

治
及
民
情
，
並
以
黃
叔
璥
與
滿
洲
正
紅
旗

人
吳
達
禮
同
膺
首
任
之
職
。
黃
叔
璥
任
御

史
期
間
，
積
極
訪
查
臺
灣
風
土
民
情
，
整

理
觀
察
原
住
民
社
會
風
貌
，
所
著
︽
臺
海

使
槎
錄
︾
八
卷
中
，
即
有
︿
番
俗
六
考
﹀

︵
三
卷
︶
及
︿
番
俗
雜
記
﹀
︵
一
卷
︶
，

是
研
究
早
期
臺
灣
原
住
民
必
所
取
資
者
。

︵
圖
四
︶

︿
番
俗
六
考
﹀
、
︿
番
俗
雜
記
﹀

係
就
當
時
臺
灣
原
住
民
之
生
活
習
性
、

民
情
祭
禮
，
撮
其
大
要
而
成
。
所
謂
﹁
六

考
﹂
，
則
指
各
地
部
落
之
居
處
、
飲
食
、

衣
飾
、
婚
嫁
、
喪
葬
、
器
用
六
大
事
項
，

經
考
察
錄
存
的
資
料
，
可
謂
為
第
一
部
系

統
性
記
錄
臺
灣
原
住
民
的
漢
文
書
籍
。
黃

叔
璥
以
空
間
觀
念
對
原
住
民
部
落
所
進
行

的
分
類
方
式
，
當
代
人
類
學
家
甚
至
認
為

已
足
以
和
近
代
學
科
概
念
下
產
生
的
族
群

分
類
互
相
呼
應
。
該
書
主
要
印
行
版
本
有

族
男
女
之
相
貌
服
飾
，
搭
配
文
字
載
述
其

性
情
習
俗
、
風
物
好
尚
，
以
昭
大
清
疆
域

之
廣
與
國
力
之
盛
。
因
斯
編
能
﹁
闡
聖
模

而
資
治
鏡
﹂
、
﹁
昭
王
會
之
盛
﹂
，
故
而

先
後
編
入
︽
薈
要
︾
與
︽
四
庫
全
書
︾
。

︿
皇
清
職
貢
圖
﹀
將
臺
灣
原
住
民
依
例
分

為
十
三
族
，
每
族
男
女
各
一
，
集
中
收
錄

於
第
三
卷
，
圖
文
相
輔
相
成
，
記
錄
當
時

原
鄉
生
活
風
貌
與
貢
賦
情
況
。
較
諸
成

書
稍
晚
的
︽
四
庫
全
書
︾
本
乃
至
日
後

武
英
殿
刊
本
，
︽
薈
要
︾
本
以
其
紙
墨
精

良
、
繕
錄
謹
嚴
、
圖
繪
工
緻
，
於
三
者
之

間
尤
稱
佳
善
。
書
中
載
有
乾
隆
五
十
三
年

︵
一
七
八
八
︶
冬
﹁
番
社
頭
目
華
篤
哇
哨

等
三
十
人
來
京
朝
貢
，
並
記
於
此
﹂
，
即

當
時
臺
灣
各
族
原
住
民
領
袖
三
十
名
進
京

朝
覲
，
皇
帝
大
喜
，
特
命
載
入
史
冊
，
更

在
︽
薈
要
︾
成
書
多
年
之
後
勤
予
增
補
，

顯
見
乾
隆
對
此
二
書
的
重
視
。

嘉
慶
十
年
︵
一
八○

五
︶
，
︽
皇

清
職
貢
圖
︾
再
行
增
補
重
刊
，
以
廣
為
流

傳
，
即
武
英
殿
刊
本
。
全
書
九
卷
，
半
頁

八
行
，
行
二
十
字
，
書
口
刻
有
﹁
皇
清
職

貢
圖
﹂
書
名
，
版
心
標
有
卷
次
、
頁
碼
，

與
前
二
版
略
有
差
異
。
臺
灣
原
住
民
仍
置

於
卷
三
，
依
十
三
族
而
分
，
各
繪
男
女
一

名
，
所
附
圖
說
也
幾
相
近
，
但
部
分
有
所

錯
置
，
如
﹁
諸
羅
縣
諸
羅
等
社
熟
番
﹂
與

﹁
諸
羅
縣
諸
羅
等
社
熟
番
婦
﹂
兩
圖
，

男
女
便
明
顯
錯
置
。
另
刻
本
與
寫
本
兩
者

線
條
力
道
有
所
不
同
，
呈
現
出
不
同
的
風

味
。

相
較
四
庫
薈
要
本
、
四
庫
全
書
本
，

以
及
殿
本
，
三
者
間
各
原
住
民
的
姿
態
動

作
亦
略
有
出
入
。
以
﹁
諸
羅
縣
簫
壠
等
社

熟
番
及
番
婦
﹂
中
的
男
子
為
例
，
其
眼

神
、
頭
飾
羽
毛
等
稍
有
差
別
，
腰
巾
紋
飾

則
明
顯
繁
複
不
一
，
握
簫
的
手
姿
亦
有
所

不
同
。
畫
中
原
住
民
男
子
吹
奏
者
稱
為
鼻

簫
，
圖
說
稱
：
﹁
能
截
竹
為
簫
，
長
二
、

三
尺
；
以
鼻
吹
之
﹂
，
乃
西
拉
雅
平
埔
族

的
特
色
。
薈
要
本
雖
依
實
繪
出
，
然
四
庫

本
卻
改
為
以
口
吹
簫
，
殿
本
又
從
之
，
因

此
出
現
各
異
的
情
況
。
︵
圖
三
︶

原
鄉
風
土

原
住
民
擁
有
獨
特
的
語
言
、
技
藝
、

服
飾
、
社
會
組
織
，
以
及
價
值
信
仰
，
部
分

內
涵
傳
續
至
今
，
是
臺
灣
社
會
多
元
樣
貌

中
最
顯
質
樸
醇
厚
的
指
標
文
化
。
有
清
一

圖四　清  黃叔璥　《臺海使槎錄》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五　清　乾隆朝　臺灣地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清　乾隆朝　臺灣地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傀儡山生番二十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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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隆
元
年
︵
一
七
三
八
︶
的
傳
刻
版
、
四

庫
全
書
本
，
以
及
南
海
孔
氏
刻
本
等
，
故

宮
所
藏
係
為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寫
本
，
繕

寫
精
美
，
可
資
呈
現
早
期
臺
灣
原
住
民
的

風
俗
樣
態
。

院
藏
乾
隆
中
葉
所
彩
繪
的
︿
臺
灣

地
圖
﹀
，
方
位
上
東
下
西
，
左
北
右
南
，

西
共
七
十
二
社
﹂
︵
按
：
圖
原
作
﹁
卑

南
覔
社
﹂
，
應
為
筆
誤
︶
、
﹁
內
優
社
六

社
﹂
、
﹁
水
沙
連
內
山
三
十
六
社
﹂
、

﹁
崇
爻
山
十
二
社
﹂
、
﹁
哈
仔
蘭
三
十
六

社
﹂
等
，
足
見
繪
者
對
於
臺
灣
的
認
識
已

涵
蓋
東
西
兩
岸
。
三
百
三
十
個
原
住
民
部

落
的
名
稱
與
相
對
位
置
，
則
可
資
瞭
解
清

代
乾
隆
原
住
民
部
落
的
分
布
概
況
。
︵
圖

五
、
六
︶
另
如
院
藏
︽
海
國
聞
見
錄
︾
、

︿
各
省
沿
海
口
隘
全
圖
﹀
等
，
亦
可
說
明

當
時
原
住
民
社
域
之
概
況
。

為
使
觀
眾
更
加
瞭
解
各
族
群
部
落

的
相
對
位
置
，
展
場
內
另
設
有
互
動
桌
一

部
，
來
訪
者
可
藉
由
互
動
裝
置
，
橫
捲
放

大
一
覽
︿
臺
灣
地
圖
﹀
細
節
與
重
要
的
原

社
分
布
。

多
元
互
動

隨
著
清
廷
將
臺
灣
劃
歸
版
圖
，
大

量
閩
、
粵
移
民
入
臺
開
墾
，
官
員
、
漢
人

與
原
住
民
之
間
的
交
流
聯
繫
，
構
成
當
時

臺
灣
發
展
史
的
主
體
。
原
漢
之
間
環
繞
著

統
治
政
策
、
輸
餉
納
貢
、
土
地
墾
拓
、
物

產
開
發
、
婚
姻
關
係
等
問
題
，
逐
漸
形
成

隔
離
、
衝
突
、
往
來
、
迎
拒
等
不
同
的
層

圖七　生擒林爽文圖及局部　平定臺灣圖第7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內繪原住民身影

圖八　生擒林爽文圖　清人畫平定臺灣戰圖冊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描
述
範
圍
東
以
山
為
界
，
西
臨
海
，
北
至

花
矸
嶼
，
南
至
沙
碼
磯
頭
。
圖
內
除
以
黃

色
茅
屋
標
示
各
部
落
位
置
外
，
山
之
後
或

山
之
內
無
法
繪
出
之
原
住
民
聚
落
，
則
依

序
註
寫
在
圖
的
上
方
空
白
處
，
自
南
向
北

依
序
有
﹁
瑯
𤩝
生
番
十
八
社
﹂
、
﹁
傀
儡

山
生
番
二
十
七
社
﹂
、
﹁
卑
南
覔
山
分
東

次
和
面
向
。
如
康
熙
皇
帝
對
臺
灣
充
滿
好

奇
，
除
讓
地
方
官
員
將
臺
灣
各
式
土
產
貢

獻
進
呈
，
同
時
精
選
身
負
才
藝
的
原
住
民

入
京
。
乾
隆
年
間
，
原
住
民
甚
至
被
安
排

參
與
皇
帝
八
十
歲
的
萬
壽
慶
典
，
獲
頒
豐

厚
賞
賜
。
在
封
禁
政
策
下
，
清
廷
大
員
亦

常
越
過
番
界
，
走
入
部
落
內
部
的
生
活
實

境
，
留
下
親
身
聞
見
的
珍
貴
資
料
。
凡
此

種
種
，
無
不
呈
現
當
時
臺
灣
原
住
民
與
外

在
世
界
的
多
元
互
動
樣
貌
。

康
雍
乾
三
世
，
原
住
民
曾
多
次
跨

海
為
天
子
祝
壽
，
康
熙
五
十
六
年
︵
一
七 

一
七
︶
、
五
十
八
年
︵
一
七
一
九
︶
，
乾

隆
五
十
三
年
︵
一
七
八
六
︶
、
五
十
五

年
︵
一
七
八
八
︶
等
次
，
更
蒙
皇
帝
親
自

接
見
之
殊
榮
。
康
熙
年
間
的
北
行
，
可

見
諸
院
藏
兩
份
滿
文
奏
摺
。
而
乾
隆
年
間

的
進
京
，
則
肇
因
於
林
爽
文
事
件
，
這

場
臺
灣
最
大
的
抗
官
事
件
，
起
自
乾
隆

五
十
一
年
︵
一
七
八
四
︶
，
清
軍
與
林
軍

雙
方
數
度
僵
持
，
後
清
高
宗
命
名
將
福
康

安
︵
一
七
五
三∼

一
七
九
六
︶
統
領
各
省

官
兵
，
於
隔
年
攜
右
旋
白
螺
泛
海
東
渡
登

岸
，
各
役
皆
捷
，
情
勢
方
為
之
一
變
。
福

康
安
續
以
友
好
連
結
原
住
民
的
策
略
，
使

林
爽
文
疲
於
奔
命
，
終
於
乾
隆
五
十
三
年

︵
一
七
八
八
︶
一
月
，
使
之
生
擒
於
老
衢

崎
︵
今
苗
栗
縣
竹
南
鎮
崎
頂
里
︶
。
福
康

安
再
會
同
義
民
及
原
住
民
，
兵
分
數
路
進

攻
南
路
，
於
琅
𤩝
將
莊
大
田
等
人
捕
獲
，

全
事
遂
平
。
福
康
安
繼
又
恭
摺
奏
請
允
准

原
住
民
進
京
面
聖
，
並
獲
准
允
，
再
啟
原

住
民
進
京
之
契
機
。

乾
隆
五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
原
民
首
領

一
行
抵
達
京
師
，
乾
隆
皇
帝
大
喜
，
除
頒

賜
厚
禮
，
安
排
參
加
新
春
盛
宴
，
並
將
此

行
補
記
於
︿
職
貢
圖
﹀
內
，
見
證
此
段
歷

史
風
華
。
另
院
藏
︿
平
定
臺
灣
圖
﹀
銅
版

畫
中
的
︿
生
擒
林
爽
文
圖
﹀
、
︿
大
武
壠

之
戰
圖
﹀
內
，
亦
可
見
原
民
馳
戰
山
林
之

身
影
。
︵
圖
七
、
八
︶
五
十
五
年
，
則
逢

乾
隆
皇
帝
八
十
高
壽
，
再
有
多
社
頭
目
遠

赴
京
師
，
七
月
行
抵
熱
河
避
暑
山
莊
，
全

程
與
各
蒙
古
王
公
、
郡
王
，
以
及
緬
甸
使

臣
、
安
掌
使
臣
、
金
川
土
司
等
一
同
參
與

各
式
祝
壽
儀
典
，
當
時
清
高
宗
對
遠
道
而

來
的
臺
灣
原
住
民
實
優
寵
有
加
。 

地
方
大
員
則
時
有
深
入
原
民
地
域
，

親
訪
民
情
之
舉
。
如
在
十
九
世
紀
前
半
，

漢
人
移
墾
浪
潮
漸
次
及
於
今
南
投
縣
境

內
，
清
代
稱
為
﹁
水
沙
連
﹂
的
區
域
，

因
而
產
生
複
雜
的
情
勢
。
該
區
域
雖
位
於

番
界
之
外
，
然
甚
豐
腴
，
故
時
有
開
禁

之
議
。
道
光
二
十
六
年
︵
一
八
四
六
︶
，

北
路
理
番
同
知
史
密
即
具
陳
水
沙
連
開
禁

之
利
，
閩
浙
總
督
劉
韻
珂
︵
一
七
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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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八
六
四
︶
並
於
同
年
十
一
月
向
朝
廷
上

︿
奏
開
番
地
疏
﹀
，
自
禁
盜
安
民
、
撫
番

興
業
、
培
養
生
機
、
就
地
籌
餉
、
充
裕
倉

儲
、
軍
防
策
略
等
六
大
方
向
，
力
請
內
山

開
禁
，
也
成
為
道
光
以
來
主
張
水
沙
連
開

禁
的
最
高
地
方
行
政
官
員
。

針
對
劉
韻
珂
之
主
張
，
道
光
皇
帝

經
會
同
大
學
士
及
軍
機
大
臣
等
商
議
，
諭

令
其
親
赴
臺
灣
履
勘
，
詳
細
體
察
後
再
作

裁
決
。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
一
八
四
七
︶
五

月
中
旬
，
劉
韻
珂
在
鹿
港
同
知
史
密
、
淡

水
同
知
曹
士
桂
、
北
路
協
副
將
葉
長
春
、

嘉
義
營
參
將
呂
大
陞
等
人
的
陪
同
下
，
自

水
沙
連
內
山
南
隘
集
集
埔
入
山
，
歷
經
八

天
的
勘
察
，
所
經
路
線
，
經
風
谾
口
、
水

裡
坑
、
過
雞
胸
嶺
、
越
竿
蓁
林
、
竹
林

子
，
抵
達
當
時
邵
族
所
居
的
田
頭
社
，
再

越
蠻
丹
嶺
，
經
水
裏
社
、
貓
蘭
社
、
審
鹿

社
，
行
抵
埔
里
社
、
眉
裡
社
，
親
與
原
住

民
男
女
老
幼
接
觸
，
後
經
鐵
砧
山
、
內
國

姓
、
龜
紫
頭
、
外
國
姓
等
處
，
抵
北
邊
內

木
柵
出
山
，
全
程
一
百
五
十
五
里
。
劉
韻

珂
的
勘
察
，
固
然
以
﹁
履
勘
番
地
、
體
察

番
情
﹂
為
重
點
，
但
所
經
之
處
，
對
水
沙

連
內
山
的
民
情
風
俗
、
住
民
分
布
、
人
口

耕
地
、
山
川
景
色
等
，
在
他
回
任
後
寫
下

七
千
餘
字
的
摺
子
，
詳
實
地
展
現
百
餘
年

前
臺
灣
中
部
水
沙
連
歷
史
面
貌
與
居
民
生

息
世
界
，
也
見
證
官
、
漢
、
原
間
的
互
動

關
係
。
︵
圖
九
︶

畫
影
側
記

被

西

方

人

稱

為

福

爾

摩

沙

︵Fo
rm

o
sa

︶
的
臺
灣
，
是
一
個
隔
離
大

陸
、
不
易
接
近
的
海
島
，
島
上
原
住
民
仍

保
有
混
沌
風
貌
及
充
滿
各
種
朦
朧
深
密
傳

說
，
成
為
外
來
冒
險
家
前
來
記
勝
探
秘
的

誘
因
。蘇

格
蘭
攝
影
師
約
翰‧

湯
姆
生

︵Jo
h

n
 T

h
o

m
so

n

︶
是
十
九
世
紀
最
重

要
、
也
是
首
批
旅
行
到
遠
東
的
攝
影
家
之

一
，
並
是
英
國
皇
家
地
理
學
會
的
成
員
。

透
過
他
的
鏡
頭
，
東
方
各
國
的
風
土
人
情

得
以
一
幕
幕
出
現
於
世
人
眼
前
。
清
同
治

十
年
︵
一
八
七
一
︶
，
湯
姆
生
自
廈
門
航

抵
打
狗
港
︵
今
高
雄
︶
，
他
背
負
沉
重
的

攝
影
器
材
，
行
旅
於
臺
南
、
六
龜
之
間
，

圖九　 閩浙總督劉韻珂　〈奏報遵旨履勘水沙連六社番地體察各社番情並查出私墾民番分別辦理〉　道光27年8月16日　72扣　局部　故宮11685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梅拉爾（Maillart）繪　平埔族婦女與嬰兒圖　世界遊歷　187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格利馬尼南部遊踪圖之2　倫敦畫報　189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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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忠
實
用
鏡
頭
刻
畫
下
百
餘
年
前
的
地

貌
，
更
為
西
拉
雅
族
的
獵
人
、
少
女
、
孩

童
、
屋
舍
等
，
拍
攝
數
十
幅
珍
貴
照
片
。

湯
姆
生
亦
根
據
旅
臺
聞
見
所
及
，
撰
寫
筆

記
，
成
為
西
方
世
界
瞭
解
臺
灣
原
住
民
的

重
要
參
考
文
獻
。
當
時
的
印
刷
技
術
尚
無

法
在
書
籍
上
印
製
照
片
，
是
以
部
分
攝
影

作
品
由
歐
洲
畫
工
重
新
描
繪
，
再
使
用
當

時
流
行
的
石
印
技
術
印
刷
成
書
。
由
於
重

繪
的
關
係
，
兩
者
間
不
免
略
有
差
異
，
但

仍
不
損
幽
靜
風
華
的
呈
現
。
︵
圖
十
︶
另

任
職
於
中
國
海
關
的
英
國
人
格
利
馬
尼

︵E
dm

u
n

d H
. G

rim
an

i

︶
，
於
清
光
緒

十
六
年
︵
一
八
九○

︶
翻
山
越
嶺
至
今
日

屏
東
萬
巒
的
萬
金
等
部
落
探
訪
，
與
原
住

民
有
第
一
手
的
接
觸
。
他
將
期
間
的
見

聞
刊
載
於
同
年
的
︽
倫
敦
畫
刊
︾
︵T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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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
容
圖
文
並

茂
、
生
動
有
趣
，
引
領
讀
者
走
向
百
餘
年

前
的
時
光
隧
道
。
︵
圖
十
一
︶

洎
至
晚
近
，
中
國
文
士
也
透
過
畫

筆
寫
繪
臺
灣
原
住
民
的
身
貌
形
影
。
溥
心

畬
︵
一
八
九
六∼

一
九
六
三
︶
，
本
名
愛

新
覺
羅
溥
儒
，
為
清
宗
室
恭
親
王
奕
訢

︵
一
八
三
三∼

一
八
九
八
︶
之
孫
，
幼
年

即
究
心
藝
事
，
詩
、
書
、
畫
三
絕
兼
善
；

來
臺
之
後
，
被
尊
稱
為
﹁
渡
海
三
家
﹂
之

一
。
其
︽
寒
玉
堂
文
集
︾
集
結
平
生
重
要

著
述
，
其
中
︿
論
吳
鳳
事
﹀
、
︿
霧
社

山
銘
﹀
、
︿
太
魯
閣
記
﹀
三
則
，
即
記
其

遊
訪
探
查
所
聞
之
原
民
記
事
。
︿
番
人
射

鹿
圖
﹀
於
小
尺
幅
中
，
以
墨
筆
鉤
皴
山
巒

起
伏
，
林
木
掩
映
，
一
鹿
獨
立
於
岩
頂
，

原
民
三
人
持
弓
循
跡
而
至
，
悄
然
匿
於
樹

叢
間
，
伺
機
行
獵
。
全
畫
運
筆
精
微
，
敷

色
淺
淡
典
雅
，
於
傳
承
北
宗
山
水
畫
傳
統

之
外
，
突
顯
了
畫
家
高
潔
的
文
人
性
格
。

︵
圖
十
二
︶
臺
灣
風
物
大
異
於
溥
心
畬
於

中
土
所
曾
習
見
者
，
他
即
以
丹
青
之
筆
、

小
字
行
書
，
為
臺
灣
原
住
民
，
側
記
下
一

隅
光
影
。

先
民
履
跡

歷
經
多
年
，
本
院
再
次
精
心
匯
集

院
藏
古
籍
、
檔
案
、
輿
圖
、
畫
卷
、
契
約

文
書
及
安
平
壺
︵
圖
十
三
︶
等
文
獻
、
圖

畫
、
器
物
珍
品
，
搭
配
選
借
自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
國
立
臺
灣
博
物

館
、
國
立
臺
灣
圖
書
館
、
國
立
臺
灣
歷
史

博
物
館
，
以
及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相
關

圖
畫
文
獻
，
輔
以
晚
近
藏
家
之
捐
贈
，
推

出
原
住
民
特
展
，
期
以
呈
現
十
八
、
十
九

世
紀
臺
灣
原
住
民
的
多
元
風
貌
、
清
廷
對

臺
灣
的
族
群
政
策
、
原
漢
之
間
的
互
動

關
係
，
乃
至
外
來
過
客
所
留
下
的
圖
影

寫
真
。
並
透
過
文
物
史
料
的
展
陳
與
解

說
，
引
領
觀
眾
深
入
了
解
臺
灣
早
期
的
風

土
環
境
、
部
落
分
布
、
風
俗
物
產
、
文
教

信
仰
、
衝
突
競
爭
，
復
及
清
季
的
開
放
山

圖十三　明末清初（十七世紀）　安平壺　李月桂女士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民國　溥心畬　番人射鹿圖　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

禁
、
推
廣
教
育
等
措
施
。
冀
望
觀
眾
能
以

開
闊
的
胸
懷
覽
照
古
今
，
諦
思
當
代
臺
灣

原
住
民
獨
特
的
精
神
文
化
，
讓
不
同
的
族

群
在
這
塊
土
地
上
互
珍
互
重
，
協
力
並

進
。

本
文
部
分
內
容
，
參
酌
圖
書
文
獻
處
盧
雪
燕
、
鄭
永
昌
、

陳
龍
貴
、
曾
紀
剛
，
書
畫
處
劉
芳
如
等
女
士
先
生
於
本
特

展
導
覽
手
冊
之
介
紹
文
字
，
在
此
一
併
致
謝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