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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恭心違—安南國國書與嘉慶初期中越關係

專輯二

西
山
朝
奉
表
稱
臣

越
南
，
原
稱
安
南
，
先
後
歷
經
黎
、

李
、
陳
、
後
黎
、
阮
等
朝
代
更
迭
，
向
來

與
中
國
保
持
密
切
關
係
，
由
宋
至
清
，

一
直
為
中
國
藩
屬
；
清
嘉
慶
時
期
受
封

改
稱
﹁
越
南
﹂
，
並
沿
用
至
今
。
乾
隆
末

至
嘉
慶
初
期
，
安
南
歷
經
多
次
動
亂
，

先
是
西
山
朝
的
阮
氏
兄
弟
崛
起
，
推
翻
越

貌
恭
心
違

安
南
國
國
書
與
嘉
慶
初
期
中
越
關
係

杜
曉
梅

南
中
部
的
舊
阮
政
權
，
再
攻
滅
建
國
三
百

餘
年
的
北
部
後
黎
王
國
，
進
而
成
為
越
南

新
主
。
後
西
山
朝
兄
弟
鬩
牆
，
老
大
阮
文

岳
︵
？

∼

一
七
九
三
︶
於
歸
仁
稱
帝
；
老

二
阮
文
惠
︵
一
七
五
三

∼

一
七
九
二
︶
自

立
於
富
春
，
改
名
阮
光
平
，
並
於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
一
七
九○

︶
向
中
國
請
求
冊

封
為
安
南
國
王
。

乾
隆
五
十
七
年
︵
一
七
九
二
︶
九

月
，
阮
光
平
在
義
安
病
故
，
遺
命
由
當
時

年
僅
十
歲
的
長
子
阮
光
纘
︵
一
七
八
三

∼

一
八○

二
︶
繼
位
。
阮
光
纘
繼
位
後
，
除

以
訃
告
清
廷
外
，
亦
遣
臣
前
往
中
國
請
求

冊
封
，
乾
隆
五
十
八
年
︵
一
七
九
三
︶
正

月
，
清
廷
派
遣
廣
西
按
察
使
成
林
︵
？

∼

一
八
一
七
︶
諭
祭
，
除
加
諡
阮
光
平
﹁
忠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典
藏
的
︿
安
南
輓
乾
隆
帝
金
箋
﹀
及
︿
安
南
悼
乾
隆
之
喪
表
文
﹀

二
件
精
美
文
物
，
為
清
嘉
慶
時
期
安
南
國
王
以
屬
國
身
分
上
表
哀
悼
的
國
書
，
是
朝
貢
體
系
下
國

際
關
係
的
見
證
，
其
文
物
價
值
彌
足
珍
貴
，
更
可
窺
探
嘉
慶
初
期
中
越
兩
國
的
特
殊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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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二

純
﹂
外
，
同
時
冊
封
阮
光
纘
為
安
南
國

王
。

阮
光
纘
受
冊
封
後
，
持
續
與
中
國

維
持
宗
藩
關
係
和
朝
貢
貿
易
，
藉
以
獲
得

來
自
大
清
豐
厚
的
賞
賜
及
免
關
稅
的
貿
易

特
許
。
嘉
慶
四
年
︵
一
七
九
九
︶
，
安
南

國
正
忙
於
請
進
庚
申
年
︵
嘉
慶
五
年
︶
例

貢
，
依
乾
隆
五
十
七
年
所
議
定
的
新
例
，

安
南
貢
期
由
三
年
一
貢
改
為
兩
年
，
六
年

遣
使
來
朝
一
次
改
為
四
年
，
嘉
慶
五
年

︵
一
八○

○

︶
正
是
二
年
一
次
的
朝
貢
之

年
。
為
此
，
安
南
國
王
阮
光
纘
在
前
一
年

就
開
始
繕
撰
表
文
呈
進
，
準
備
來
年
遣
使

赴
京
，
但
此
時
中
國
卻
發
生
一
件
驚
天
動

地
的
大
事
。

太
上
皇
乾
隆
駕
崩

嘉
慶
四
年
正
月
初
一
日
，
才
剛
在

乾
清
宮
接
受
文
武
大
臣
行
慶
賀
禮
的
太

上
皇
乾
隆
，
隔
日
竟
﹁
身
體
不
豫
、
向
夕

大
漸
﹂
。
初
三
日
辰
時
，
養
心
殿
即
傳

來
嘉
慶
皇
帝
慟
哭
的
哀
號
聲
，
在
位
長

達
六
十
年
，
高
齡
八
十
九
歲
的
乾
隆
龍
馭

賓
天
了
。
太
上
皇
駕
崩
的
消
息
很
快
就
傳

遍
北
京
城
，
各
王
公
大
臣
及
黎
民
百
姓
聞

訊
後
，
莫
不
震
驚
哀
慟
，
不
敢
置
信
這
位

即
將
迎
接
九
十
高
壽
的
太
上
皇
棄
臣
民
而

去
。
嘉
慶
遭
此
大
故
後
，
隨
即
頒
下
諭

旨
，
派
睿
親
王
淳
穎
、
成
親
王
永
瑆
、
儀

郡
王
永
璇
、
大
學
士
和
珅
及
王
杰
等
人
總

理
一
切
喪
儀
，
並
﹁
將
此
通
諭
中
外
知

之
﹂
。奉

大
清
為
宗
主
國
的
屬
國
，
如
朝

鮮
、
琉
球
、
蘇
祿
、
安
南
、
暹
羅
、
緬
甸

等
，
也
透
過
本
國
使
臣
齎
回
或
經
由
各
省

督
撫
轉
發
，
陸
續
得
知
太
上
皇
駕
崩
的
消

息
。
當
乾
隆
遺
詔
送
抵
南
方
的
屬
國─

安

南
時
，
已
經
是
近
四
個
月
後
的
事
了
。
嘉

慶
四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
廣
西
巡
撫
台
布

︵
一
七
三
四

∼

一
八○

五
︶
等
將
乾
隆
遺

詔
送
抵
安
南
，
安
南
國
王
阮
光
纘
聽
聞
大

清
特
使
蒞
臨
，
立
即
與
朝
內
大
臣
出
郊
領

接
，
跪
聽
綸
音
，
並
積
極
準
備
赴
京
進
香

事
宜
。
阮
光
纘
在
外
交
禮
儀
上
極
力
表
現

對
大
清
的
恭
順
，
實
帶
有
其
政
治
目
的
。

當
時
安
南
國
內
局
勢
動
盪
不
安
，
不

僅
政
變
頻
繁
，
南
方
更
面
臨
廣
南
王
後
裔

阮
福
映
的
征
戰
威
脅
，
為
了
爭
取
清
廷
對

西
山
朝
政
權
的
支
持
，
阮
光
纘
對
於
宗
藩

間
的
禮
儀
皆
悉
心
遵
從
，
致
力
維
持
雙
方

海
各
省
。
嘉
慶
元
年
︵
一
七
九
六
︶
十
二

月
七
日
，
兩
廣
總
督
覺
羅
吉
慶
︵
？

∼

一
八○

二
︶
奏
報
，
在
黃
沙
港
洋
面
拏
獲

安
南
海
盜
羅
亞
三
等
五
名
，
并
獲
安
南
總

兵
木
印
一
顆
，
覺
羅
吉
慶
在
摺
內
述
及
：

 

拏
獲
夷
匪
羅
亞
三
等
五
名
，
及
被
擄
押

禁
之
何
世
宣
等
三
名
，
連
砲
械
木
印
并

獲
︙
︙
安
南
的
烏
艚
總
兵
都
是
出
海
為

盜
的
夷
人
︙
︙
今
安
南
與
農
耐
按
兵
不

戰
，
所
以
烏
艚
時
常
出
洋
行
刼
。
︵
圖

一
︶

從
覺
羅
吉
慶
具
奏
的
內
容
及
羅
亞
三
等
人

的
口
供
可
知
，
當
時
海
面
上
的
艇
匪
另
有

安
南
總
兵
十
二
人
，
及
安
南
烏
艚
一
百
餘

號
，
皆
有
安
南
國
王
賜
予
的
封
號
及
印

信
，
足
資
證
明
這
些
艇
匪
實
受
安
南
國
王

阮
光
纘
的
默
許
與
支
持
。

對
於
安
南
國
王
暗
中
支
持
海
盜
活

動
一
事
，
嘉
慶
早
知
其
情
並
深
感
痛
惡
，

但
當
時
四
川
、
湖
北
等
地
正
爆
發
川
楚
教

案
，
國
內
事
務
焦
頭
爛
額
，
故
未
大
舉
興

兵
問
罪
，
而
是
命
軍
機
大
臣
字
寄
兩
廣
總

督
，
照
會
安
南
國
王
此
一
事
件
。
安
南
國

王
阮
光
纘
此
時
正
與
廣
南
王
後
裔
阮
福
映

發
生
內
戰
，
為
了
拉
攏
大
清
對
自
己
的
支

間
穩
定
關
係
。
但
實
際
上
，
阮
光
纘
卻
貌

恭
心
違
，
表
面
順
從
大
清
，
私
底
下
卻
縱

容
海
盜
掠
奪
中
國
東
南
沿
海
各
省
，
藉
以

換
取
本
國
自
身
的
利
益
，
清
廷
對
此
問
題

一
直
深
以
為
患
。

乾
隆
晚
期
，
即
有
不
少
華
南
海
盜

投
靠
西
山
朝
，
如
莫
觀
扶
、
鄭
七
、
陳
添

保
等
人
，
他
們
都
被
授
予
官
銜
，
並
具
有

封
官
贈
銜
的
權
力
，
透
過
不
斷
吸
收
小
股

海
盜
及
西
山
政
權
的
支
持
，
其
勢
力
日
益

壯
大
，
逐
漸
成
為
華
南
沿
海
最
大
禍
患
。

西
山
朝
統
有
全
境
後
，
由
於
長
期
戰
爭
導

致
國
庫
虛
耗
，
為
了
彌
補
財
政
上
的
虧
空

並
維
持
其
統
治
權
力
，
遂
唆
使
其
官
兵
出

海
為
盜
，
入
寇
閩
、
粵
、
江
、
浙
等
省

滋
擾
，
不
僅
夥
劫
官
米
及
琉
球
貨
船
，
並

搶
劫
地
方
財
物
，
令
閩
粵
等
沿
海
百
姓
苦

不
堪
言
。
更
有
不
少
海
盜
將
安
南
水
域
當

做
避
風
港
，
以
躲
避
清
廷
水
師
的
追
捕
。

雖
然
大
清
曾
就
此
事
照
會
安
南
國
王
，
但

阮
光
纘
卻
虛
應
故
事
；
清
廷
對
此
甚
為
不

滿
，
雙
方
關
係
也
因
此
產
生
微
妙
變
化
。

陽
奉
陰
違
的
安
南
國

嘉
慶
初
期
，
海
盜
持
續
為
害
東
南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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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二

的
關
係
。
惟
阮
光
纘
陽
奉
陰
違
的
行
徑
，

引
起
了
清
廷
的
猜
疑
和
不
滿
，
雙
方
關
係

陷
入
緊
張
態
勢
。

遣
使
赴
京
致
哀

在
兩
國
關
係
緊
張
之
際
，
太
上
皇

駕
崩
之
事
，
反
成
為
一
個
修
補
彼
此
的
契

機
。
安
南
國
王
阮
光
纘
在
接
到
乾
隆
遺
詔

後
，
隨
即
敦
囑
各
大
臣
準
備
赴
京
進
香
事

宜
，
並
在
請
進
庚
申
年
例
貢
的
表
文
中
，

內
附
夾
片
先
行
向
清
廷
表
述
，
安
南
國
王

現
正
虔
修
金
箋
與
表
文
，
近
日
將
派
遣
親

臣
並
繕
備
儀
物
，
懇
請
赴
京
瞻
謁
梓
宮
等

事
。
此
夾
片
隨
同
表
文
於
五
月
下
旬
送
抵

京
城
，
嘉
慶
閱
畢
後
於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敕

諭
軍
機
大
臣
：

 

安
南
國
王
阮
光
纘
自
襲
爵
後
，
疊
荷
恩

施
，
今
因
接
奉
遺
誥
，
欲
遣
使
臣
赴
京

進
香
，
自
屬
出
於
感
激
悃
忱
。
但
思
高

宗
純
皇
帝
梓
宮
於
九
月
內
奉
移
山
陵
，

若
該
國
王
遣
使
進
香
，
計
其
到
京
時
已

在
永
遠
奉
安
之
後
，
徒
勞
遠
涉
。
著
台

布
行
文
該
國
王
，
令
其
不
必
遣
使
赴
京

進
香
。

除
令
廣
西
巡
撫
台
布
行
文
照
會
安
南
國
王

外
，
連
同
豫
進
庚
申
年
例
貢
都
予
以
延
後
，

俱
於
壬
戌
年
︵
嘉
慶
七
年
︶
應
進
例
貢
時

一
併
呈
進
，
二
十
七
月
內
不
受
朝
賀
，

並
停
止
宴
賚
，
以
示
體
卹
遠
藩
之
意
。

雖
然
嘉
慶
已
諭
示
如
前
，
但
因
訊

息
往
來
耗
時
甚
久
，
安
南
國
王
阮
光
纘
在

未
及
收
到
嘉
慶
的
敕
諭
下
，
早
於
五
月
初

十
日
即
撰
妥
金
箋
及
表
文
各
一
，
連
同

進
香
儀
物
，
包
括
沉
香
壹
千
兩
、
速
香
壹

千
兩
、
白
絹
貳
百
疋
、
白
布
貳
百
疋
和

黃
蠟
五
百
斤
等
，
由
阮
光
俊
、
吳
時
位
、

武
輝
瑥
等
三
位
使
臣
攜
至
廣
西
準
備
進
呈

北
京
。
當
時
安
南
使
臣
大
多
走
陸
路
赴

京
，
自
都
城
富
春
︵
今
越
南
順
化
市
︶
向

北
而
行
，
進
入
中
國
腹
地
之
前
，
會
先
抵

達
位
於
兩
國
邊
界
的
鎮
南
關
，
叩
關
入
城

後
即
為
廣
西
太
平
府
境
，
使
臣
們
在
此
稍

事
休
息
，
在
中
國
官
吏
的
護
送
下
繼
續
起

啟
北
上
，
這
一
條
進
京
之
路
千
里
迢
迢
，

來
回
約
需
數
月
之
久
。
阮
光
俊
等
一
行
人

從
安
南
起
程
，
浩
浩
蕩
蕩
地
北
上
抵
達
鎮

南
關
，
先
向
廣
西
太
平
府
知
府
遞
送
該
國

王
阮
光
纘
所
修
表
文
，
表
達
欲
赴
京
進
香

之
意
。
廣
西
巡
撫
台
布
收
到
太
平
府
知
府

轉
遞
的
表
文
後
，
隨
即
擬
稿
具
奏
，
詳
述

持
，
自
然
不
敢
明
目
張
膽
與
清
廷
對
抗
，

阮
光
纘
在
接
到
照
會
後
立
即
呈
覆
，
兩
廣

總
督
覺
羅
吉
慶
在
接
到
該
國
王
咨
呈
後
，

隨
即
於
嘉
慶
二
年
︵
一
七
九
七
︶
正
月

十
六
日
具
奏
：

 

夷
票
一
節
，
據
稱
該
國
嘗
有
擒
獲
匪
船

所
帶
印
票
，
訊
係
農
耐
鎮
寧
地
方
賊
渠

偽
稱
嘉
興
王
昭
光
王
所
給
，
冦
賊
為
其

羽
翼
，
捏
出
印
票
以
嫁
惡
聲
。
︵
圖

二
︶

將
責
任
推
給
農
耐
的
阮
福
映
政
權
。
嘉
慶

二
年
三
月
，
阮
光
纘
為
了
討
好
清
廷
，

差
委
官
弁
丁
公
雪
、
武
輝
瑨
等
，
帶
領

兵
船
，
將
拿
獲
的
盜
犯
黃
柱
、
陳
樂
等

六
十
三
名
解
送
內
地
。
對
於
阮
氏
此
舉
，

嘉
慶
也
不
吝
給
予
褒
賜
，
特
頒
如
意
、
玉

山
、
蠎
錦
、
紗
器
等
以
示
優
獎
。

安
南
國
雖
奉
表
稱
臣
於
中
國
，
表
現

恭
順
，
但
這
種
﹁
封
貢
關
係
﹂
對
屬
國
來

說
，
大
多
著
眼
於
與
中
國
進
行
貿
易
，
並

取
得
經
濟
和
政
治
上
的
好
處
。
安
南
國
王

阮
光
纘
透
過
表
面
上
的
恭
敬
順
從
，
即
能

從
大
清
換
取
豐
厚
的
經
濟
利
益
和
政
治
上

的
正
統
地
位
，
再
加
上
面
對
南
方
阮
福
映

的
軍
事
威
脅
，
自
然
須
致
力
維
繫
與
清
廷

採
書
冊
形
式
裝
潢
，
縱
二
十
五
公
分
，
橫

十
四
．
五
公
分
，
全
冊
共
九
頁
，
內
頁
用

紙
極
為
講
究
，
除
第
一
頁
為
米
色
底
紙
飾

以
銀
灰
色
五
爪
騰
龍
紋
飾
外
，
封
面
及
其

他
內
頁
均
於
褐
黃
色
紙
張
上
繪
以
銀
色
五

爪
騰
龍
紋
飾
，
最
後
再
使
用
金
線
綴
訂
，

裝
幀
精
美
，
體
現
屬
國
對
於
宗
主
國
的
禮

敬
。

金
箋
內
文
以
墨
筆
漢
文
書
寫
，
箋
內

每
幅
五
行
，
箋
文
以
﹁
安
南
國
王
臣
阮
光

纘
稽
首
頓
首
謹
奏
﹂
開
首
，
末
以
﹁
謹
奉

金
箋
，
奏
御
以
聞
﹂
結
束
，
箋
尾
奉
清
朝

年
號
，
書
﹁
嘉
慶
四
年
五
月
十
日
﹂
，
鈐

﹁
安
南
國
王
之
印
﹂
，
印
文
為
滿
漢
文
對

照
。
內
容
表
達
安
南
屬
國
全
體
臣
民
對
太

上
皇
乾
隆
駕
崩
的
悲
慟
及
哀
悼
之
意
，
後

述
個
人
無
法
親
自
叩
謁
，
虧
於
臣
禮
。
由

於
乾
隆
六
十
年
︵
一
七
九
五
︶
已
明
令
革

除
繁
文
縟
節
，
停
止
使
用
箋
文
，
因
此
保

留
至
今
的
﹁
金
箋
﹂
已
十
分
少
見
，
︿
安

南
輓
乾
隆
帝
金
箋
﹀
已
列
為
國
寶
級
文

物
，
其
珍
貴
性
可
見
一
般
。

另
一
件
︿
安
南
悼
乾
隆
之
喪
表
文
﹀

︵
圖
四
︶
，
同
為
安
南
國
王
阮
光
纘
於
五

月
十
日
進
呈
嘉
慶
的
表
文
。
表
文
格
式

安
南
國
使
臣
已
攜
帶
表
文
和
儀
物
抵
達
廣

西
，
以
及
懇
請
赴
京
進
香
等
情
。

奏
摺
送
抵
京
城
時
已
值
七
月
，
嘉
慶

覽
奏
後
於
七
月
十
七
日
諭
示
：

 

即
令
貢
使
齎
回
儀
物
，
將
表
文
二
封
進

呈
。
所
辦
是
。
朕
披
閱
該
國
王
表
文
，

情
詞
哀
切
，
具
見
悃
忱
，
茲
發
去
安
南

國
王
敕
諭
一
道
，
著
該
撫
派
員
齎
至
鎮

南
關
，
交
鎮
目
轉
遞
該
國
王
祇
領
。

僅
留
下
安
南
國
王
所
撰
寫
的
二
封
表
文
進

呈
，
其
他
儀
物
則
由
使
臣
齎
回
該
國
，
不

必
遠
赴
來
京
。
這
二
封
被
留
下
進
呈
的
表

文
，
此
後
即
一
直
祕
藏
於
清
宮
。
歷
經
文

物
南
遷
，
輾
轉
遷
移
，
後
安
全
地
抵
達
臺

灣
，
即
是
現
今
院
藏
的
︿
安
南
輓
乾
隆
帝

金
箋
﹀
與
︿
安
南
悼
乾
隆
之
喪
表
文
﹀
二

件
重
要
文
物
。

院
藏
金
箋
與
表
文

︿
安
南
輓
乾
隆
帝
金
箋
﹀
和
︿
安
南

悼
乾
隆
之
喪
表
文
﹀
至
今
保
存
狀
況
仍
甚

完
好
，
具
有
很
高
的
鑑
賞
與
文
物
價
值
。

︿
安
南
輓
乾
隆
帝
金
箋
﹀
︵
圖
三
︶
，
置

於
藍
色
團
花
織
錦
封
套
中
，
封
套
上
以
漢

文
墨
筆
楷
書
﹁
恭
輓
金
箋
﹂
四
字
。
金
箋

圖二　 清　覺羅吉慶奏　〈奏為安南國王阮光纉代奏呈覆夷票來源情形〉　嘉慶2年1月16日　8扣　局部　故宮08758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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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經
摺
裝
，
置
於
綠
色
織
錦
團
花
封
套

中
，
展
開
後
全
長
二○

二
．
七
公
分
，
縱

三
十
三
．
五
公
分
，
全
幅
共
十
二
扣
，

每
扣
七
行
，
每
行
平
寫
，
遇
﹁
大
行
太
上

皇
﹂
、
﹁
御
﹂
、
﹁
天
﹂
等
字
抬
寫
一
、

二
格
不
等
。
首
尾
扣
均
貼
以
綠
色
織
綿
團

花
紋
飾
板
，
首
扣
正
上
方
以
墨
筆
漢
文
楷

寫
﹁
恭
奏
表
文
﹂
四
字
，
內
頁
用
紙
則
為

一
般
米
黃
色
紙
張
，
表
文
首
寫
﹁
安
南
國

王
臣
阮
光
纘
稽
首
頓
首
謹
奏
﹂
，
文
末

書
明
具
表
日
期
為
﹁
嘉
慶
四
年
五
月
十

日
﹂
，
鈐
﹁
安
南
國
王
之
印
﹂
，
印
文
為

滿
漢
文
對
照
。
表
文
除
了
表
達
哀
矜
之
情

外
，
也
描
述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得
訊
後
，
安

南
國
全
國
臣
民
皆
﹁
奔
走
悲
號
、
哀
慟
震

喧
﹂
之
狀
。
同
時
，
為
感
念
大
行
太
上
皇

帝
的
封
植
之
恩
，
遂
遣
代
躬
進
香
陪
臣
阮

光
俊
、
吳
時
位
、
武
輝
瑥
等
三
員
，
賫
遞

進
香
儀
物
，
並
恭
輓
大
行
太
上
皇
帝
金
箋

恭
進
。

改
﹁
安
南
﹂
為
﹁
越
南
﹂
國

嘉
慶
四
年
，
中
國 

忙
於
太
上
皇
喪

儀
之
時
，
安
南
國
則
陷
於
南
北
對
立
的
內

戰
之
中
。
在
南
方
號
稱
﹁
舊
阮
﹂
的
廣

南
王
後
裔
阮
福
映
︵
一
七
六
二

∼

一
八
二

○

︶
其
勢
漸
強
，
固
守
農
耐
、
伺
機
征
戰

西
山
朝
，
以
期
復
興
﹁
舊
阮
﹂
政
權
。
嘉

慶
六
年
︵
一
八○

一
︶
，
阮
福
映
以
復
仇

為
辭
，
攻
破
富
春
舊
都
，
七
年
︵
一
八○

二
︶
六
月
續
攻
破
昇
龍
，
阮
光
纘
終
敗
走

被
擒
，
阮
福
映
遂
盡
有
安
南
全
境
。

對
於
安
南
國
內
亂
，
即
便
西
山
朝

在
數
年
前
派
遣
使
節
團
恭
呈
箋
表
，
但
嘉

慶
則
無
意
派
兵
支
援
任
何
一
方
，
並
曾
諭

示
：
﹁
蝸
爭
蠻
觸
，
與
中
國
何
涉
，
但
固

我
邊
圉
，
靜
以
待
之
。
﹂
︵
圖
五
︶
明
白

揭
示
其
對
安
南
內
戰
之
事
不
加
干
涉
的
態

度
。
阮
福
映
平
定
全
越
後
，
建
元
嘉
隆
，

在
對
外
關
係
上
則
需
謀
求
清
廷
的
承
認
和

冊
封
，
六
月
攻
破
昇
龍
後
，
隨
即
縛
送
中

國
盜
犯
莫
觀
扶
等
三
名
至
粵
，
對
清
廷
釋

出
善
意
，
其
後
再
將
攻
克
富
春
時
所
獲
阮

光
纘
封
冊
、
金
印
等
一
并
獻
呈
清
朝
，
復

表
陳
搆
兵
之
由
，
並
遣
使
納
貢
請
封
，
不

僅
對
清
朝
表
達
恭
順
之
意
，
也
藉
此
宣
示

自
己
已
取
代
阮
光
纘
成
為
全
越
的
新
主
。

對
於
阮
光
纘
，
嘉
慶
早
有
諸
多
不

滿
，
尤
其
對
其
縱
容
艇
匪
出
洋
行
劫
、
窩

納
叛
匪
寵
以
官
職
，
認
為
是
負
恩
反
噬
之

圖三　安南輓乾隆帝金箋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安南悼乾隆之喪表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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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書
目

1.  

︽
嘉
慶
朝
上
諭
檔
︾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2.  

︽
大
清
仁
宗
睿
皇
帝
實
錄
︾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3.  

︽
嘉
慶
朝
宮
中
檔
奏
摺
︾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4.  

︽
清
史
臣
工
傳
︾
，
清
史
館
本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5.  

清
趙
爾
巽
、
柯
劭
忞
等
，
︽
清
史
稿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七
七
。

6.  

清
史
稿
校
註
編
纂
小
組
編
纂
，
︽
清
史
稿
校

註
︾
，
臺
北
：
國
史
館
，
一
九
八
六
。

7.  

清
和
珅
等
奉
敕
撰
，
︽
大
清
一
統
志
︾
，
臺

北
：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
一
九
八
三
。

舉
，
最
後
棄
國
潛
逃
，
還
將
天
朝
所
給

的
勅
印
給
丟
失
，
更
為
他
安
上
﹁
不
孝
﹂

的
罪
名
。
相
對
於
阮
福
映
專
遣
使
臣
恭

繳
所
獲
勅
印
並
縛
獻
逋
盜
，
嘉
慶
則
讚
其

﹁
深
得
事
大
之
禮
﹂
，
並
言
﹁
阮
光
纘
辜

恩
納
叛
，
方
當
聲
罪
致
討
﹂
，
若
阮
福
映

將
阮
光
纘
殺
害
﹁
即
可
置
之
不
問
﹂
︵
圖

六
︶
，
由
此
可
見
嘉
慶
業
已
承
認
阮
福
映

在
安
南
的
正
統
之
位
。
而
阮
福
映
在
遣

使
請
封
的
同
時
，
亦
向
清
廷
乞
以
﹁
南

越
﹂
二
字
錫
封
，
嘉
慶
對
於
請
改
國
名
一

事
頗
為
猶
疑
，
他
認
為
，
南
越
之
名
所

包
甚
廣
，
現
今
的
廣
東
、
廣
西
都
包
含

在
其
地
界
之
內
，
阮
福
映
雖
已
平
定
全

越
，
但
也
只
是
交
趾
故
地
，
怎
麼
敢
直
接

以
南
越
稱
之
。
此
時
廣
西
巡
撫
孫
玉
庭

︵
一
七
五
二

∼

一
八
三
四
︶
上
疏
奏
曰
：

 

福
映
先
有
越
裳
古
地
，
繼
有
安
南
，
若

號
以
越
南
，
則
百
越
之
外
乃
其
地
，
與

兩
廣
有
別
，
於
肇
錫
嘉
名
中
，
仍
存
其

舊
，
似
不
妨
於
體
制
，
又
不
致
開
邊

釁
。
︵
圖
七
︶

直
至
八
年
︵
一
八○

三
︶
嘉
慶
諭
示
依
照

孫
玉
庭
建
議
，
將
﹁
安
南
﹂
改
為
﹁
越

南
﹂
，
遣
官
冊
封
阮
福
映
為
越
南
國
王
，

持
宗
藩
關
係
與
朝
貢
貿
易
。
安
南
國
自
宋

以
來
即
臣
屬
於
中
國
，
藉
以
取
得
政
治
、

經
濟
上
的
利
益
。
在
乾
隆
末
年
崛
起
的
西

山
朝
，
一
度
曾
統
一
全
越
，
但
未
因
此
長

治
久
安
，
反
而
因
內
亂
不
斷
，
以
及
面
對

廣
南
王
後
裔
阮
福
映
的
軍
事
威
脅
，
讓
年

紀
尚
輕
的
安
南
國
王
阮
文
纘
更
加
無
力
治

國
。
嘉
慶
初
期
，
正
值
西
山
朝
內
爭
嚴
重

之
時
，
嘉
慶
除
了
對
安
南
國
王
支
持
海
盜

活
動
一
事
甚
為
不
滿
外
，
對
於
安
南
國
內

事
務
則
採
不
干
涉
態
度
，
宗
藩
之
間
在
表

面
上
仍
維
持
平
和
狀
態
。

嘉
慶
四
年
正
月
，
太
上
皇
乾
隆
駕

崩
，
安
南
國
王
阮
光
纘
雖
苦
於
國
內
紛

爭
，
但
為
了
與
阮
福
映
相
互
爭
取
大
清
的

支
持
與
正
統
承
認
，
亦
感
念
乾
隆
對
其
父

子
二
人
的
封
植
之
恩
，
故
仍
虔
心
修
撰
金

箋
與
表
文
，
遣
令
使
臣
連
同
儀
物
一
併
進

呈
入
京
。
其
後
嘉
慶
雖
諭
示
儀
物
退
回
、

使
臣
不
必
赴
京
進
香
，
但
兩
件
表
文
仍
得

進
呈
陛
閱
，
並
長
期
保
存
於
清
宮
之
中
，

也
就
是
目
前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藏
的
安

南
國
國
書
。

與
院
藏
︿
暹
羅
國
金
葉
表
文
﹀
及

︿
緬
甸
國
銀
葉
表
文
﹀
相
較
，
從
安
南

國
國
書
的
形
制
可
發
現
，
雖
然
安
南
與
暹

羅
、
緬
甸
同
為
東
南
亞
屬
國
，
但
在
文
化

上
受
中
國
影
響
較
大
且
漢
化
程
度
最
深
。

暹
羅
與
緬
甸
的
表
文
是
以
該
國
文
字
書

寫
於
金
葉
與
銀
葉
上
，
而
安
南
國
國
書
則

是
以
漢
文
寫
成
，
奉
大
清
正
朔
，
採
清
曆

法
，
國
書
形
式
也
與
中
國
常
用
公
文
樣
式

相
同
。
透
過
文
書
的
解
讀
與
背
景
研
究
，

不
僅
能
從
中
了
解
中
國
與
屬
國
間
微
妙
的

外
交
關
係
，
更
是
研
究
清
代
與
東
南
亞
關

係
史
的
珍
貴
史
料
。

作
者
為
圖
書
文
獻
處
研
究
助
理

﹁
越
南
﹂
之
名
也
一
直
沿
用
至
今
。

結
語

清
朝
入
關
，
繼
明
朝
之
後
成
為
中

國
正
統
王
朝
，
並
與
鄰
近
國
家
和
民
族
維

圖五　 清　廣西巡撫謝啟昆奏　〈奏報阮藩與農耐相互攻擊情形〉　嘉慶7年6月8日　5扣　故宮09406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清　軍機大臣奏　〈字寄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吉慶奉上諭嚴守邊隘持以鎮靜俟阮福映攻得安南全境或遣使請封或得阮光纘下落再行奏聞欽此〉　
嘉慶7年8月6日　16扣　故宮09466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清史臣工傳　清史館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