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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歷史帷幕的一角—探尋《西清續鑑》繪圖者的身影

專　輯

揭
開
歷
史
帷
幕
的
一
角

探
尋
︽
西
清
續
鑑
︾
繪
圖
者
的
身
影韋

心
瀅

︽
西
清
續
鑑
︾ 

遺
留
謎
團

︽
西
清
續
鑑
·
甲
編
︾
及
︽
西
清

續
鑑
·
乙
編
︾
兩
部
書
統
稱
為
︽
西
清

續
鑑
︾
，
和
︽
西
清
古
鑑
︾
、
︽
寧
壽
鑑

古
︾
同
為
乾
隆
時
期
官
方
編
纂
的
大
型
銅

器
譜
錄
。
︽
西
清
續
鑑
︾
作
為
︽
西
清
古

鑑
︾
的
續
編
，
其
編
纂
體
例
、
銘
文
說
解

等
皆
循
︽
西
清
古
鑑
︾
為
指
歸
，
收
錄
銅

器
內
容
則
以
續
入
內
府
庋
藏
為
主
。

︽
西
清
續
鑑
︾
後
附
王
杰
、
董
誥
、

彭
元
瑞
、
金
士
松
、
玉
保
、
瑚
圖
禮
、
那

彥
成
恭
撰
跋
語
，
但
所
記
一
手
信
息
有

限
，
且
未
詳
細
載
錄
辦
理
編
纂
者
、
繪
圖

者
、
摹
篆
者
資
料
。
再
加
上
編
纂
完
成
後

未
能
隨
即
刊
印
成
書
︵
僅
有
抄
寫
本
︶
，

普
及
度
與
影
響
力
不
及
︽
西
清
古
鑑
︾
，

相
關
重
要
文
獻
記
載
亦
少
，
使
得
︽
西
清

續
鑑
︾
相
關
諸
多
問
題
猶
待
探
索
。

透
過
仔
細
爬
梳
︽
西
清
續
鑑
·
跋
︾

內
記
載
，
跋
中
有
關
︽
西
清
續
鑑
︾
編
纂

工
程
的
信
息
歸
納
如
下
：

︽
西
清
續
鑑
·
甲
編
︾
、
︽
西
清
續
鑑
·
乙
編
︾
和
︽
西
清
古
鑑
︾
、
︽
寧
壽
鑑
古
︾
同
為
乾
隆

時
期
編
纂
完
成
之
青
銅
器
大
型
譜
錄
。
︽
西
清
續
鑑
︾
雖
作
為
︽
西
清
古
鑑
︾
的
續
編
，
但
編
纂

完
成
後
未
能
付
梓
刊
印
，
且
相
關
記
載
較
少
，
使
得
︽
西
清
續
鑑
︾
遺
留
下
諸
多
重
要
歷
史
問
題

值
得
深
究
，
尤
其
是
繪
製
圖
譜
的
畫
師
，
是
目
前
未
曾
有
人
碰
觸
的
課
題
。
本
文
透
過
一
手
資
料

的
爬
梳
，
尋
找
︽
西
清
續
鑑
︾
中
繪
摹
器
物
圖
式
的
畫
師
，
試
圖
提
供
解
開
︽
西
清
續
鑑
︾
未
解

謎
團
的
線
索
。

1.  

︽
西
清
續
鑑
·
甲
編
︾
和
︽
西
清
續

鑑
·
乙
編
︾
同
於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
一
七
八
一
︶
開
始
編
纂
，
︽
西
清

續
鑑
·
甲
編
︾
於
乾
隆
五
十
八
年

︵
一
七
九
三
︶
農
曆
十
月
成
書
，
而

︽
西
清
續
鑑
·
乙
編
︾
成
書
時
間
未

載
。
︵
註
一
︶

2.  

︽
西
清
續
鑑
·
甲
編
︾
所
著
錄
銅
器
為

乾
隆
十
六
年
︽
西
清
古
鑑
︾
成
書
後
續

得
入
藏
內
府
諸
器
，
總
計
有
九
七
五

件
。
藏
於
盛
京
的
銅
器
則
編
錄
於
︽
西

清
續
鑑
·
乙
編
︾
。

3.   

王
杰
、
董
誥
、
彭
元
瑞
、
金
士
松
、
玉

保
、
瑚
圖
禮
、
那
彥
成
撰
跋
，
此
七
人

應
為
︽
西
清
續
鑑
︾
的
編
纂
者
。
其
中

王
杰
是
大
學
士
；
董
誥
為
書
畫
家
，
具

家
學
背
景
；
彭
元
瑞
為
藏
書
家
、
器
物

書
畫
鑒
定
家
；
金
士
松
善
書
懂
碑
；
玉

保
、
瑚
圖
禮
、
那
彥
成
三
人
是
滿
人
，

皆
工
文
翰
。

由
上
，
開
編
︽
西
清
續
鑑
︾
的
緣

由
、
時
間
、
體
例
、
內
容
、
編
纂
者
等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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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
已
具
備
較
為
清
楚
的
輪
廓
。
然
而
在

︽
西
清
續
鑑
︾
中
大
量
的
器
物
圖
式
究
竟

為
何
人
所
繪
等
問
題
上
，
不
僅
跋
內
隻
字

未
提
，
學
術
界
對
此
也
甚
少
討
論
，
至
今

未
有
答
案
。

器
物
圖
式　

繪
者
何
人

︽
西
清
續
鑑
︾
編
纂
群
成
員
有
無
可

能
亦
是
繪
圖
者
？
檢
驗
︽
西
清
續
鑑
︾
編

纂
群
成
員
的
背
景
，
其
中
善
畫
者
僅
董
誥

一
人
。
董
誥
為
董
邦
達
之
子
，
山
水
承
繼

家
學
，
秀
雅
脫
塵
，
確
實
為
能
繪
巧
手
。

但
董
誥
於
乾
隆
二
十
八
年
︵
一
七
六
三
︶

考
中
進
士
，
四
十
年
︵
一
七
七
五
︶
任
工

部
侍
郎
，
四
十
四
年
︵
一
七
七
九
︶
任
軍

機
大
臣
，
五
十
二
年
︵
一
七
八
七
︶
擢
任

戶
部
尚
書
。
由
其
經
歷
觀
之
，
︽
西
清
續

鑑
︾
於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開
編
，
時
任
軍
機

大
臣
的
董
誥
不
太
可
能
下
派
擔
任
︽
西
清

續
鑑
︾
的
繪
師
。
換
言
之
，
擁
有
位
高
權

重
官
職
者
，
不
太
可
能
擔
任
︽
西
清
續

鑑
︾
繪
圖
者
的
工
作
。

另
從
分
析
︽
西
清
古
鑑
︾
繪
圖
者

的
身
分
與
畫
風
，
來
類
推
思
考
︽
西
清
續

鑑
︾
繪
圖
者
可
能
具
備
的
條
件
。
︽
西
清

古
鑑
︾
的
繪
圖
者—

梁
觀
、
李
慧
林
、
丁

觀
鶴
、
黨
應
時
、
羅
福
旼
、
陳
士
俊
、
程

梁
七
人
的
身
分
與
畫
風
來
看
，
其
中
丁
、

羅
、
陳
、
程
四
人
是
乾
隆
時
期
的
宮
廷
畫

家
，
皆
善
繪
人
物
，
尤
以
羅
福
旼
擅
長
界

畫
、
能
用
西
法
，
對
於
器
物
描
繪
是
最
適

當
的
人
選
。
梁
、
李
、
黨
三
人
查
無
資

料
，
應
是
等
級
較
低
的
宮
廷
畫
畫
人
。
︵
註

二
︶

綜
合
上
述
線
索
分
析
得
知
，
︽
西

清
續
鑑
︾
繪
圖
者
應
符
合
下
列
條
件
：
其

時
未
擔
任
中
、
高
級
官
職
；
具
備
寫
真
如

實
、
線
條
細
密
的
工
筆
畫
能
力
；
最
好
擅

長
立
體
透
視
；
工
人
物
、
善
界
畫
為
優
先

選
擇
標
準
。
既
然
董
誥
已
被
排
除
於
︽
西

清
續
鑑
︾
繪
圖
者
名
單
之
外
，
那
麼
︽
西

清
續
鑑
︾
的
繪
圖
者
究
竟
是
誰
？
如
何
才

能
從
歷
史
長
河
中
將
之
淘
選
篩
出
。

吉
光
片
羽  

繪
者
隱
現

筆
者
經
由
大
量
查
閱
一
手
資
料
的
過

程
中
，
發
現
內
閣
大
庫
檔
案
中
，
可
能
有

︽
西
清
續
鑑
︾
繪
圖
者
的
線
索
。

移
會
稽
察
房
為
大
臣
永
璇
奏
︽
開
國
實

錄
︾
奉
旨
者
。
門
應
兆
照
舊
繪
圖
，
其

現
辦
︽
西
清
續
鑑
︾
圖
式
，
另
挑
好
手

接
辦
，
查
有
監
生
潘
仁
界
畫
工
緻
、
人

尚
細
心
，
請
旨
可
否
令
其
接
辦
，
入
懋

勤
殿
學
習
繪
畫
。
︵
註
三
︶

此
檔
案
記
錄
時
間
為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五

月
，
屬
於
吏
部
呈
奏
。
主
要
事
由
是
吏
部

為
皇
八
子
永
璇
題
奏
奉
旨
承
辦
︽
開
國
實

錄
︾
事
宜
。
其
次
，
請
示
門
應
兆
依
舊
繼

續
手
上
的
繪
圖
工
作
，
現
在
開
辦
的
︽
西

清
續
鑑
︾
繪
圖
工
作
，
將
另
外
挑
選
繪
畫

好
手
接
續
。
經
調
查
現
有
監
生
潘
仁
界
畫

工
整
細
緻
，
處
事
細
心
謹
慎
，
奏
請
可
否

由
監
生
潘
仁
接
替
門
應
兆
辦
理
︽
西
清
續

鑑
︾
的
繪
圖
工
作
，
進
入
懋
勤
殿
學
習
繪

畫
。

由
上
，
不
僅
可
將
︽
西
清
續
鑑
︾

開
編
時
間
準
確
到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五
月
以

後
，
並
且
得
知
︽
西
清
續
鑑
︾
原
本
屬
意

門
應
兆
繪
圖
，
但
當
時
門
應
兆
手
中
還

有
︽
西
清
硯
譜
︾
的
繪
製
工
作
尚
未
完

成
，
吏
部
迫
於
無
奈
只
好
另
外
挑
選
繪
手

接
替
。
由
︽
西
清
古
鑑
︾
的
繪
圖
者
羅
福

旼
及
原
本
選
定
的
門
應
兆
兩
人
皆
善
界
畫

來
看
，
潘
仁
界
畫
規
整
，
處
事
細
心
，
合

乎
繪
畫
類
別
與
技
術
特
長
的
要
求
；
又
當

時
潘
仁
的
身
份
僅
為
監
生
，
參
與
實
際
繪

圖
工
作
十
分
合
適
。
因
此
，
無
論
是
在
繪

畫
技
術
層
次
還
是
身
份
地
位
方
面
，
潘
仁

皆
符
合
前
述
︽
西
清
續
鑑
︾
繪
圖
者
的
條

件
。

內
閣
大
庫
檔
案
中
雖
然
不
見
清
高
宗

諭
批
，
不
知
最
後
結
果
如
何
，
但
在
︽
清

實
錄
︾
所
載
清
高
宗
四
十
六
年
五
月
上
的

批
示
中
，
可
見
相
合
的
佐
證
。

︽
開
國
實
錄
︾
著
八
阿
哥
傳
原
寫
清
漢

蒙
古
字
各
員
，
敬
謹
再
繕
一
分
。
並
著

門
應
兆
照
舊
繪
圖
。
︵
註
四
︶

顯
然
︽
清
實
錄
︾
所
載
諭
批
即
為

內
閣
大
庫
檔
案
吏
部
奏
請
事
宜
的
批
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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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同
意
門
應
兆
照
舊
繪
圖
研
判
，
清
高
宗

應
是
同
意
了
吏
部
對
潘
仁
接
辦
︽
西
清
續

鑑
︾
圖
式
的
提
案
。

塵
封
潘
仁　

漸
現
曙
光

至
此
，
︽
西
清
續
鑑
︾
繪
圖
者
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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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仁
的
身
影
已
逐
漸
清
晰
起
來
。
潘
仁
，

浙
江
杭
州
府
仁
和
縣
人
︵
今
杭
州
人
︶
，

潘
世
基
之
子
、
懷
柔
縣
知
縣
沈
封
忱
女

婿
。
其
任
官
經
歷
，
從
現
有
資
料
僅
知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為
監
生
、
五
十
八
年
官
任
長

垣
縣
縣
丞
，
嘉
慶
七
年
任
通
州
知
州
、
嘉

慶
九
年
至
十
一
年
為
直
隸
順
天
府
北
路
同

知
，
其
後
不
詳
。
︵
註
五
︶

潘
仁
為
官
之
路
實
從
乾
隆
五
十
八
年

任
長
垣
縣
縣
丞
開
始
。
直
隸
總
督
管
巡
撫

事
梁
肯
堂
於
乾
隆
五
十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奏
：

題
為
清
河
道
屬
之
署
新
城
縣
縣
丞
倪
為

賢
，
大
名
道
屬
之
署
長
垣
縣
縣
丞
潘

仁
，
試
看
一
年
期
滿
，
請
照
例
准
其
實

授
。
︵
註
六
︶

仔
細
推
究
檔
案
便
知
潘
仁
應
於
乾
隆

五
十
八
年
六
月
底
以
後
，
便
前
往
長
垣
縣

擔
任
縣
丞
一
職
，
至
乾
隆
五
十
九
年
六
月

試
用
一
年
期
滿
，
由
梁
肯
堂
呈
奏
請
示
提

正
。

潘
仁
從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至
五
十
八
年

六
月
前
的
記
錄
闕
如
，
若
與
吏
部
上
奏
由

潘
仁
接
辦
︽
西
清
續
鑑
︾
圖
式
的
內
容
相

聯
繫
，
便
可
拼
湊
出
一
段
較
完
整
的
個
人

簡
歷
。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至
五
十
八
年
間
潘

仁
潛
心
於
︽
西
清
續
鑑
︾
的
繪
圖
工
程
，

故
不
見
其
他
任
官
記
錄
，
在
完
成
︽
西
清

續
鑑
︾
的
繪
圖
工
作
後
，
清
高
宗
調
派
潘

仁
至
地
方
為
官
，
因
無
任
官
經
驗
，
試
看

一
年
後
視
其
表
現
提
正
。

當
然
，
以
︽
西
清
續
鑑
︾
如
此
巨
大

的
繪
圖
工
程
，
其
繪
圖
者
絕
不
止
潘
仁
一

人
。
我
們
對
潘
仁
的
探
尋
只
是
個
開
端
，

期
待
藉
由
對
潘
仁
的
探
賾
，
能
連
帶
牽
引

出
更
多
其
他
的
線
索
。

作
者
為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故
宮
學
研
究
所
副
研
究
員

註
釋

1. 

︽
西
清
續
鑑
．
跋
︾
：
﹁
是
書
成
於
乾
隆
癸
丑

小
春
︙
是
為
甲
編
其
藏
之
。
﹂
小
春
指
農
曆
十

月
。
︵
宋
︶
陳
元
靚
，
︽
歲
時
廣
記
︾
卷
三
七

引
︽
初
學
記
︾
：
﹁
冬
月
之
陽
，
萬
物
歸
之
。

以
其
溫
暖
如
春
，
故
謂
之
小
春
。
﹂
︽
西
清
續

鑑
︾
中
提
及
︽
西
清
續
鑑
．
甲
編
︾
的
成
書
時

間
，
卻
未
寫
明
︽
西
清
續
鑑
·
乙
編
︾
的
成
書

年
代
。
近
來
有
學
者
認
為
︽
西
清
續
鑑
．
乙

編
︾
成
書
時
間
在
乾
隆
四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以

前
，
見
許
媛
婷
，
︿
談
乾
隆
皇
帝
敕
編
﹁
四

鑑
﹂
與
鏡
匣
製
作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三
五
二
期
，
二○

一
二
年
七
月
，
頁
四
一—

四
二
。

2. 

乾
隆
九
年
內
務
府
各
作
成
做
活
計
清
檔
：
﹁
春
雨

舒
和
並
如
意
館
畫
畫
人
，
嗣
後
不
可
寫
南
匠
，

俱
寫
畫
畫
人
。
欽
此
﹂
。
見
聶
崇
正
，
︿
清
代

宮
廷
繪
畫
﹀
，
︽
國
畫
家
︾
一
九
九
六
年
第
五

期
。
康
熙
、
雍
正
時
期
的
宮
廷
畫
家
稱
為
﹁
南

匠
﹂
，
乾
隆
時
期
改
稱
為
﹁
畫
畫
人
﹂
，
例
如

﹁
如
意
館
畫
畫
人
﹂
、
﹁
南
薰
殿
畫
畫
人
﹂
、

﹁
慈
寧
宮
畫
畫
人
﹂
、
﹁
禮
器
館
畫
畫
人
﹂
、

﹁
咸
安
宮
畫
畫
人
﹂
等
。

3.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藏
內
閣
大
庫
檔

案
：
登
錄
號
二
五
六
五
一
六—

○
○

一
，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五
月
。

4. 

︽
清
實
錄
︾
高
宗
純
皇
帝
實
錄
十
五
，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五
月
上
，
第
二
三
冊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八
九
年
，
頁
一○

九
。

5.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藏
內
閣
大
庫
檔

案
：
登
錄
號
一○

九
四
九
六—

○
○

一
嘉
慶
七

年
十
月
八
日
；
一
一
一
三
六
五—

○
○

一
嘉
慶

九
年
六
月
二
三
日
；
二
二
八
九
三
一—

○
○

一

嘉
慶
十
一
年
七
月
二
七
日
；○

四
九
五
八
六—

○
○

一
嘉
慶
十
一
年
八
月
六
日
。

6.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藏
內
閣
大
庫
檔

案
：
登
錄
號○

九
四
七
五
二—

○
○

一
，
乾
隆

五
十
九
年
六
月
二
二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