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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路
之
導

光
緒
二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初
十
日
，

因
八
國
聯
軍
進
佔
北
京
城
而
西
逃
的
慈
禧

太
后
︵
一
八
三
五

∼

一
九○

八
︶
以
光
緒

皇
帝
的
名
義
，
頒
布
上
諭
開
始
進
行
改
革

新
政
，
是
為
﹁
庚
子
後
新
政
﹂
。
二
十
七

年
四
月
成
立
督
辦
政
務
處
，
並
納
兩
江
總

督
劉
坤
一
︵
一
八
三○

∼

一
九○

二
︶
、

立
憲
之
路

清
末
考
察
政
治
五
大
臣
出
洋
概
述

陳
曉
菁

湖
廣
總
督
張
之
洞
︵
一
八
三
七

∼

一
九○

九
︶
等
奏
︵
註
一
︶

，
訂
定
多
項
改
革
目

標
，
期
以
自
強
反
映
自
覺
。
惟
此
時
仍
對

立
憲
採
消
極
迴
避
態
度
。

光
緒
二
十
七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

清
廷
因
與
十
一
國
︵
註
二
︶

簽
訂
︽
辛
丑

條
約
︾
︵
圖
一
︶
後
，
中
國
喪
失
多
項
主

權
，
並
以
該
時
中
國
人
口
估
算
值
︵
約

四
億
五
千
萬
人
︶
每
人
賠
付
一
兩
為
基

礎
，
負
擔
大
額
賠
款
，
受
盡
羞
辱
，
清

廷
顏
面
盡
失
，
人
心
浮
動
，
革
命
反
動
聲

浪
日
增
，
朝
內
有
志
大
臣
亟
欲
力
挽
狂

瀾
，
紛
紛
向
朝
廷
上
書
建
議
改
行
憲
政
。

出
使
法
國
大
臣
孫
寶
琦
︵
一
八
六
七

∼

一
九
三
一
︶
首
請
立
憲
，
於
光
緒
三
十
年

建
議
仿
英
德
日
之
制
，
將
中
國
定
為
立
憲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六
月
，
經
過
考
察
東
西
洋
各
國
的
洗
禮
後
，
鎮
國
公
載
澤
甫
回
國
即
上
密
摺
，
提

出
了
立
憲
的
優
點
有
三
：
一
曰
皇
位
永
固
，
一
曰
外
患
漸
輕
，
一
曰
內
亂
可
弭
。
建
議
清
廷
應
仿

效
各
國
推
行
憲
政
，
而
後
清
廷
隨
即
宣
布
預
備
立
憲
。
清
朝
晚
期
能
有
此
自
覺
而
力
圖
振
作
，
很

顯
然
是
受
到
了
外
界
的
刺
激
與
內
部
革
命
聲
浪
的
影
響
，
儘
管
終
清
一
代
並
未
施
行
憲
政
體
制
，

五
大
臣
出
洋
考
察
的
活
動
仍
為
中
國
帶
來
了
富
強
的
希
望
，
也
對
中
國
政
治
、
經
濟
、
社
會
、
文

化
乃
至
於
教
育
方
面
的
現
代
化
有
積
極
正
面
的
推
動
力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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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體
之
國
，
以
固
結
民
心
、
保
存
邦
本
；

繼
之
雲
貴
總
督
岑
春
煊
︵
一
八
六
一

∼

一
九
三
三
︶
亦
以
建
請
立
憲
入
奏
；
直
隸

總
督
袁
世
凱
︵
一
八
五
九

∼

一
九
一
六
︶

則
奏
請
簡
派
親
貴
大
臣
分
赴
各
國
考
察

政
治
；
兩
江
總
督
周
馥
︵
一
八
三
七

∼

一
九
二
一
︶
、
湖
廣
總
督
張
之
洞
等
聯
銜

上
書
奏
請
實
行
立
憲
，
並
請
派
大
臣
出
洋

考
察
國
外
政
體
。

光
緒
三
十
一
年
六
月
間
，
美
國
總
統

老
羅
斯
福
︵T

heodore R
oosevelt, 1858 -

1
9

1
9

︶
出
面
調
停
日
俄
戰
爭
，
同
年
八

月
，
日
俄
雙
方
於
美
國
海
軍
基
地
樸
資
茅

斯
︵P

ortsm
outh

︶
簽
訂
議
和
條
約
。
眼

看
比
鄰
中
國
的
兩
大
強
國
對
戰
，
最
終
由

蕞
爾
小
國
日
本
勝
出
的
結
果
使
清
廷
深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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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出
洋
考
察
各
國
政
治
。
光
緒
皇
帝
的
上

諭
點
出
了
清
朝
先
前
變
法
未
彰
的
無
奈
，

並
簡
派
宗
室
大
臣
載
澤
︵
一
八
六
八

∼

一

九

二

九

︶

與

戶

部

侍

郎

戴

鴻

慈

︵
一
八
五
三

∼

一
九
一○

︶
、
兵
部
侍
郎

徐
世
昌
︵
一
八
五
五

∼

一
九
三
九
︶
、

湖
南
巡
撫
端
方
︵
一
八
六
一

∼

一
九 

一
一
︶
、
商
部
右
丞
紹
英
等
員
出
洋
考

察
，
期
﹁
擇
善
而
從
﹂
。
各
國
欣
聞
中
國

秉
持
向
各
國
學
習
的
開
放
心
態
，
皆
表
示

歡
迎
與
祝
福
。

出
使
各
國
考
察
政
治
大
臣
名
單
確
認

後
，
由
鎮
國
公
載
澤
領
銜
具
奏
：

 

臣
等
伏
維
通
變
化
裁
，
古
有
明
訓
，
方

今
各
國
政
治
藝
術
，
日
新
月
異
，
進
步

甚
速
，
博
采
而
參
觀
之
，
取
善
從
長
，

良
多
裨
益
。
顧
我
中
華
近
十
餘
年
來
，

非
不
派
學
生
出
洋
，
遣
員
遊
歷
，
卒
未

聞
卓
著
成
效
者
，
則
由
於
提
倡
之
不

力
，
研
究
之
不
精
，
是
以
風
氣
雖
開
，

而
持
論
者
或
參
成
見
，
規
模
雖
刱
，
而

任
事
者
絕
少
專
門
，
僅
襲
皮
毛
，
難
言

實
濟
。
今
朝
廷
洞
鑒
於
此
，
特
命
臣
等

分
赴
各
國
考
察
一
切
，
以
為
先
路
之

導
。
︵
︿
出
使
各
國
考
察
政
治
大
臣
載
澤
等

中
國
不
派
留
學
生
出
洋
、
遊
歷
外
國
之
大

臣
未
能
得
到
顯
著
績
效
的
事
實
帶
有
些
許

究
責
意
味
，
對
於
朝
廷
此
次
重
視
各
國
考

察
之
舉
甚
感
欣
慰
，
並
願
做
先
驅
，
開
拓

視
野
，
向
國
外
考
求
一
切
改
革
良
方
。

八
月
初
，
隨
員
名
單
俱
陸
續
確
定
，

政
府
的
準
備
工
作
也
臻
於
完
善
，
經
費
籌

措
情
形
尚
稱
順
利
︵
圖
二
︶
，
光
緒
皇
帝

旨
飭
外
務
部
謹
製
繪
龍
國
書
九
本
，
分
寄

駐
各
國
欽
使
，
備
以
呈
遞
英
美
日
德
法
意

奧
比
俄
等
國
皇
帝
。
︵
申
報
︿
奉
旨
飭
製
國

書
﹀
光
緒
三
十
一
年
八
月
初
六
日
︶
各
國
亦
引

頸
期
盼
中
國
第
一
次
正
式
遣
使
大
規
模
考

察
，
似
乎
一
切
俱
以
完
備
，
只
等
著
放
洋

出
海
的
日
子
來
臨
。

遇
襲
緩
行

正
陽
門
車
站
，
即
京
奉
鐵
路
東
火
車

站
，
引
以
為
名
的
正
陽
門
位
於
北
京
皇
城

中
軸
線
上
︵
圖
三
︶
，
距
離
車
站
不
過
兩

三
百
公
尺
之
距
，
離
此
地
不
遠
即
為
各
國

駐
華
領
事
館
密
集
的
東
交
民
巷
使
館
區
。

光
緒
三
十
一
年
出
洋
考
察
行
程
確
認
之

際
，
正
陽
門
車
站
尚
在
建
造
施
工
中
。
光

緒
三
十
一
年
八
月
二
十
六
日
是
使
團
出
京

的
預
定
日
期
，
各
國
駐
華
領
事
、
出
洋
大

奏
出
洋
考
察
政
治
情
調
員
隨
同
差
委
摺
﹀
，

光
緒
三
十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

從
此
摺
中
可
見
，
五
位
考
察
政
治
大

臣
的
觀
念
是
較
為
開
放
的
，
並
對
於
過
去

臣
家
人
與
圍
觀
民
眾
一
早
即
聚
集
於
鐵
道

旁
準
備
送
行
，
上
午
十
一
點
大
臣
們
陸
續

登
車
，
就
在
預
備
發
車
之
際
，
於
車
廂
內

突
然
發
生
爆
炸
，
造
成
部
分
大
臣
與
送
行

家
人
死
傷
，
使
此
次
出
行
暫
時
中
斷
。
五

大
臣
專
列
受
到
襲
擊
之
事
，
當
事
人
分
別

依
其
所
見
用
日
記
進
行
了
描
述
：

 

二
十
六
日
︙
。
十
一
時
，
相
約
登
車
，

澤
公
先
行
，
余
踵
至
。
兩
花
車
相
連
，

澤
徐
紹
三
大
臣
在
前
車
，
余
與
午
橋
中

丞
在
後
車
。
午
帥
稍
後
來
，
坐
未
定
，

方
與
送
行
者
作
別
，
忽
聞
轟
炸
之
聲
發

於
前
車
，
人
聲
喧
擾
，
不
知
所
為
。
僕

人
倉
皇
請
余
等
下
車
，
始
知
有
人
發
炸

彈
於
澤
公
車
上
。
旋
面
澤
公
，
眉
際
破

損
，
餘
有
小
傷
。
紹
大
臣
受
傷
五
處
較

重
，
幸
非
要
害
。
徐
大
臣
亦
略
受
火

灼
，
均
幸
安
全
。
送
行
者
伍
秩
庸
侍
郎

受
震
逼
邇
，
兩
耳
為
聾
。
惟
隨
員
薩
郎

中
蔭
圖
及
其
內
弟
、
從
弟
、
子
女
、
車

夫
、
家
丁
均
重
傷
，
一
家
七
口
，
遭

此
意
外
之
厄
，
亦
云
慘
已
。
余
等
商

定
，
改
期
緩
行
。
徐
端
兩
大
臣
往
練
兵

處
，
紹
大
臣
往
法
國
醫
院
治
創
，
余
遂

與
澤
公
先
歸
。
︵
戴
鴻
慈
︽
出
使
九
國
日

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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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
擊
，
朝
中
有
識
之
士
認
為
，
日
本
戰
勝

俄
國
之
因
，
在
於
實
施
君
主
立
憲
，
反
觀

大
清
國
內
仍
故
步
自
封
，
無
法
跟
上
國
際

時
勢
與
政
治
型
態
需
求
，
紛
紛
上
書
請
求

參
考
各
國
政
治
，
進
行
政
治
改
革
。
清
政

府
一
方
面
為
安
撫
民
心
，
推
延
立
憲
；
一

方
面
企
圖
緩
和
辛
丑
條
約
簽
訂
後
引
發
的

革
命
風
潮
，
﹁
五
大
臣
出
洋
考
察
﹂
即
於

這
樣
的
背
景
展
開
序
幕
。

光
緒
皇
帝
於
六
月
十
四
日
下
詔
：

 

方
今
時
局
艱
難
，
百
端
待
理
，
朝
廷
屢

下
明
詔
，
力
圖
變
法
，
銳
意
振
興
，
數

年
以
來
，
規
模
雖
具
而
實
效
未
彰
，
總

由
承
辦
人
員
向
無
講
求
，
未
能
洞
達
原

委
，
似
此
因
循
敷
衍
，
何
由
起
衰
弱
而

救
顛
危
。
茲
特
簡
載
澤
、
戴
鴻
慈
、
徐

世
昌
、
端
方
等
，
隨
帶
人
員
，
分
赴
東

西
洋
各
國
考
求
一
切
政
治
，
以
期
擇
善

而
從
。
嗣
後
再
行
選
派
分
班
前
往
，
其

各
隨
事
諏
詢
，
悉
心
體
察
，
用
備
甄

采
，
毋
負
委
任
。
︵
︿
派
載
澤
等
分
赴
東

西
洋
考
察
政
治
諭
﹀
，
光
緒
三
十
一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

後
再
於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
加
派
商
部

右
丞
紹
英
︵
一
八
六
一

∼

一
九
二
五
︶
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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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
炸
炮
一
聲
，
當
時
跌
倒
，
隨
有
家
人

扶
出
，
身
受
傷
七
八
處
，
惟
左
股
較

重
，
即
至
法
國
醫
院
調
治
，
同
去
者
為

服
部
先
生
，
醫
士
歐
宜
穆
、
沙
荷
德
，

調
治
甚
效
。
暫
在
醫
院
調
理
。
︵
紹
英

︽
出
使
日
記
︾
︶

事
件
發
生
後
，
在
場
送
行
的
駐
華

領
事
及
報
刊
記
者
等
，
俱
以
第
一
時
間
將

這
舉
世
震
驚
的
攻
擊
事
件
傳
回
國
內
，
並

通
告
五
大
臣
行
程
暫
緩
之
事
。
︵
圖
四
、

五
︶

光
緒
皇
帝
翌
日
頒
下
諭
旨
，
責
成

步
軍
統
領
衙
門
、
順
天
府
尹
、
工
巡
局
、

督
辦
鐵
路
大
臣
等
，
嚴
切
查
拏
，
以
儆
凶

頑
。
疏
於
防
範
的
外
城
工
巡
局
委
員
及
南

營
參
將
、
鐵
路
車
站
委
員
等
交
部
議
處
。

︵
︿
為
載
澤
等
遇
炸
著
步
軍
統
領
衙
門
等
嚴

切
查
拏
諭
﹀
，
光
緒
三
十
一
年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
協
辦
大
學
士
外
務
部
尚
書
步
軍
統
領

管
理
工
巡
事
務
大
臣
那
桐
︵
一
八
五
六

∼

一
九
二
五
︶
、
督
辦
山
海
關
內
外
鐵
路
大

臣
太
子
少
保
直
隸
總
督
袁
世
凱
、
會
辦
山

海
關
內
外
鐵
路
大
臣
頭
品
頂
戴
刑
部
右
侍

郎
胡
燏
棻
︵
一
八
四○

∼

一
九○
六
︶
三

位
分
別
掌
管
京
師
治
安
以
及
督
辦
、
會
辦

鐵
路
大
臣
即
時
於
諭
旨
示
下
隔
天
將
清
查

 

乙
巳
八
月
廿
十
六
日
。
晨
起
。
檢
點
瑣

事
，
祖
宗
堂
前
、
嬸
母
位
前
行
禮
，
起

行
。
至
前
門
外
車
站
，
送
行
者
甚
多
，

周
旋
良
久
。
登
車
後
將
發
，
忽
炸
彈
爆

發
，
煙
氣
瀰
漫
，
車
軌
震
損
，
澤
公
、

紹
越
千
各
受
微
傷
，
僕
人
王
順
受
傷
較

重
。
車
外
斃
踣
三
人
，
送
行
者
受
微
傷

甚
多
。
隨
員
薩
蔭
圖
一
家
數
人
受
傷
，

有
死
者
。
車
內
轟
炸
碎
一
人
，
似
施
放

炸
彈
者
。
︵
徐
世
昌
︽
韜
養
齋
日
記
︾
︶

 

二
十
六
日
。
早
赴
前
門
東
車
站
，
會
同

澤
公
、
徐
大
人
登
火
車
，
甫
登
火
車
，

載
澤
之
妻
為
光
緒
之
隆
裕
皇
后
親
姊
，
為

慈
禧
太
后
二
弟
桂
祥
之
女
，
與
統
治
者
親

族
關
係
緊
密
，
深
受
皇
帝
與
太
后
寵
信
，

出
洋
時
年
三
十
八
歲
，
輿
論
評
介
其
﹁
宗

室
貴
冑
，
留
心
時
事
，
素
號
開
通
﹂
。

戶
部
侍
郎
戴
鴻
慈
，
時
人
評
價
﹁
久
歷
部

寺
，
頗
講
新
政
，
實
倡
會
議
政
務
處
之

舉
﹂
、
﹁
深
知
立
憲
可
以
救
國
，
在
京
竭

力
運
動
﹂
，
出
洋
時
年
五
十
三
歲
。
端
方

於
其
湖
南
巡
撫
任
內
所
治
各
省
推
行
新
政

活
動
中
表
現
突
出
，
受
評
﹁
奮
發
有
為
，

於
內
政
外
交
尤
有
心
得
﹂
，
其
子
端
繼
先

其
時
正
於
美
國
留
學
，
出
洋
時
年
四
十
五

歲
。
尚
其
亨
為
從
二
品
布
政
使
，
漢
軍
旗

人
，
為
清
初
平
南
王
尚
可
喜
後
裔
，
其
妹

為
慈
禧
太
后
二
弟
桂
祥
繼
妻
，
亦
與
統
治

上
層
有
姻
親
關
係
，
出
洋
時
年
四
十
七

歲
。
李
盛
鐸
素
為
慈
禧
寵
臣
榮
祿
所
倚

重
，
於
光
緒
二
十
四
年
曾
任
出
使
日
本
國

大
臣
，
回
國
後
任
順
天
府
丞
，
受
命
接
替

紹
英
作
為
考
察
政
治
大
臣
並
兼
任
比
利
時

大
臣
，
出
洋
時
年
四
十
七
歲
。
五
大
臣
背

景
雄
厚
，
出
洋
之
際
正
值
青
壯
，
體
力
、

精
神
與
學
識
俱
為
一
時
之
選
。

除
五
大
臣
奉
命
出
洋
考
察
外
，
隨
團

昌
坐
鎮
督
導
，
出
洋
考
察
政
治
五
大
臣
在

八
月
遇
襲
的
案
件
，
於
十
月
間
已
拏
獲

同
黨
並
深
入
審
鞫
，
京
師
警
備
森
嚴
，
遂

有
復
行
出
洋
之
議
。
授
原
考
察
政
治
大

臣
徐
世
昌
擔
任
巡
警
部
尚
書
，
而
紹
英
則

因
右
股
傷
重
未
癒
，
兩
人
俱
不
克
出
行
，

部
分
隨
員
亦
放
棄
出
洋
。
清
廷
改
派
山
東

布
政
使
尚
其
亨
︵
一
八
五
九

∼

一
九
二

○

︶
、
順
天
府
丞
李
盛
鐸
︵
一
八
五
九

∼
一
九
三
七
︶
續
任
，
並
依
奏
再
調
任
添
補

新
組
隨
團
人
員
。
出
團
行
程
仍
照
前
議
，

分
別
以
載
澤
和
戴
鴻
慈
為
首
領
，
分
兩
團

出
洋
考
察
。
載
澤
、
尚
其
亨
、
李
盛
鐸
前

往
英
法
日
比
四
國
；
戴
鴻
慈
、
端
方
則
赴

美
德
意
奧
俄
五
國
，
齎
送
國
書
，
詳
細
考

求
政
治
及
一
切
。

新
組
成
之
考
政
五
大
臣
皆
為
清
廷
高

級
官
員
，
地
位
顯
赫
：
鎮
國
公
載
澤
，
宗

室
正
黃
旗
人
，
是
乾
隆
皇
帝
第
五
子
榮
親

王
永
琪
曾
孫
，
生
父
為
貝
勒
奕
繪
，
後
過

繼
給
嘉
慶
皇
帝
之
孫
鎮
國
公
奕
詢
為
後
，

屬
光
緒
皇
帝
本
家
的
﹁
皇
親
貴
胄
﹂
，
出

洋
期
間
日
本
方
面
於
資
料
中
常
見
稱
其
為

﹁
親
王
殿
下
﹂
，
英
美
各
國
報
章
亦
以
王

子
︵P

rin
ce

︶
或
公
爵
︵D

uke

︶
敬
稱
。

的
初
步
結
果
上
奏
，
表
示
經
勘
查
現
場

︵
圖
六
︶
： 

 

花
車
左
邊
窗
口
炸
損
，
窗
板
縱
橫
三
尺

有
餘
，
下
餘
板
約
二
尺
許
，
炸
力
全
向

外
轟
，
其
受
傷
較
重
者
皆
在
車
外
跕
臺

上
。
以
炸
痕
餘
板
合
計
，
中
點
發
轟
之

處
當
距
車
底
三
尺
以
上
，
車
內
夾
道
板

壁
血
肉
沾
盈
並
無
大
損
，
遺
有
轟
斃
屍

身
一
具
，
而
車
上
地
氊
尚
完
，
此
項
炸

彈
自
非
足
踹
，
當
是
手
擲
。
且
炸
力
向

外
，
亦
非
由
外
拋
擊
，
當
係
臨
時
混
入

行
兇
。

對
於
兇
嫌
特
徵
描
述
甚
為
仔
細
：

 

該
屍
身
穿
新
藍
布
大
衫
，
旁
落
紅
櫻
帽

一
頂
，
內
著
洋
式
小
衣
，
面
貌
不
類
粗

人
，
腳
紋
深
細
，
髮
辮
較
長
，
右
骽
炸

落
，
左
骽
皮
連
臟
腑
全
出
，
中
多
碎

彈
，
兩
手
指
落
，
身
畔
搜
有
未
放
槍
子

及
碎
銅
片
。
經
日
無
人
承
領
，
確
係
正

兇
無
疑
。

因
此
案
情
節
重
大
恐
有
黨
夥
，
由
袁

世
凱
等
懸
賞
訪
緝
。

新
五
大
臣
出
洋

由
於
清
政
府
下
令
嚴
加
緝
查
，
九

月
初
十
日
清
廷
新
設
立
之
巡
警
部
由
徐
世

圖四　 日本駐北京公使館武官青木宣純大
佐致陸軍大本營總長之電報

圖五   日本全權公使內田康哉於案發第二日
發給外務大臣桂太郎說明出洋延期事

圖六　 那桐等奏　〈奏為京城車站突遭事變摺〉　故宮13807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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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憲之路—清末考察政治五大臣出洋概述

文物脈絡

人
員
亦
甚
受
重
視
，
載
、
尚
、
李
團
除
隨

員
五
十
七
名
外
，
還
包
括
從
者
︵
僕
役
︶

四
人
、
理
髮
手
三
人
。
戴
、
端
團
最
後
選

定
三
十
三
名
隨
員
作
為
考
察
團
成
員
。
兩

團
隨
行
人
員
包
括
御
史
、
內
閣
中
書
、
翰

林
院
編
修
、
各
部
郎
中
、
員
外
郎
、
主
事

等
京
官
，
以
及
道
員
、
知
府
、
知
縣
等
地

方
外
官
與
少
部
分
海
陸
軍
官
人
員
組
成
，

另
包
括
隨
員
、
遊
歷
官
和
留
學
生
等
，
大

多
精
通
某
國
外
語
，
或
為
曾
經
遊
歷
留
學

日
本
歐
美
等
國
之
留
學
生
。
光
緒
三
十
一

年
的
五
大
臣
出
洋
考
察
雖
然
不
是
清
朝
第

一
次
遣
員
出
洋
，
卻
是
第
一
次
以
宗
室
王

公
為
首
的
使
節
團
，
隨
團
人
員
也
最
為
考

究
，
幾
乎
收
羅
了
當
時
大
部
分
具
有
外
事

經
驗
的
一
等
人
才
。
前
一
年
貝
子
溥
倫
參

加
美
國
聖
路
易
斯
的
萬
國
博
覽
會
才
落
幕

不
久
，
各
國
報
章
對
於
中
國
相
當
好
奇
，

而
國
內
有
識
學
子
也
對
向
外
尋
求
新
知
具

有
高
度
期
待
，
在
民
國
建
立
之
後
仍
有
多

數
隨
員
活
躍
在
政
治
、
外
交
、
法
律
界
之

中
。

出
洋
考
察
大
臣
戴
鴻
慈
、
端
方
等
人

於
十
一
月
間
上
奏
，
向
光
緒
皇
帝
報
告
已

與
鎮
國
公
載
澤
等
商
定
分
途
出
洋
，
擬
於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啟
程
出
京
，
取
道
天
津
，

為
免
旁
生
枝
節
，
沿
途
已
透
過
督
臣
袁
世

凱
密
為
布
置
，
將
於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行
抵

上
海
，
搭
乘
美
國
公
司
西
伯
里
亞
輪
船
，

於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放
洋
，
先
赴
美
洲
考

察
一
切
，
再
分
赴
德
、
俄
、
意
、
奧
等

國
。
︵
戴
鴻
慈
等
奏
︿
出
使
各
國
考
察
政
治
大

臣
戴
鴻
慈
等
奏
出
使
各
國
考
察
政
治
放
洋
日
期

摺
﹀
，
光
緒
三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

戴
鴻
慈
、
端
方
一
行
︵
圖
七
︶
於
光

緒
三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離
京
赴
津
，

再
轉
往
上
海
，
二
十
日
從
上
海
出
發
，
乘

美
國
西
比
利
亞
號
︵S

.S
. S

iberia

︶
郵
輪

出
發
，
往
日
本
長
崎
，
途
經
馬
關
、
神

戶
、
橫
濱
、
夏
威
夷
檀
香
山
，
後
抵
達
美

國
舊
金
山
，
開
啟
正
式
考
察
行
程
，
至
美

國
首
府
華
盛
頓
︵W

ashington , D
.C

.

︶

白
宮
向
老
羅
斯
福
總
統
遞
送
國
書
，
之
後

於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正
月
二
十
二
日
乘
德
國

公
司
汽
船
卜
呂
沙
號
︵S.S. B

lüecher

︶
往

歐
洲
進
發
，
取
道
英
、
法
，
於
二
月
十
三

日
︵
一
九○

六
年
三
月
七
日
︶
抵
達
德
意

志
帝
國
首
都
柏
林
︵B

erlin

︶
，
適
值
德

皇
有
事
出
遊
，
一
時
未
能
入
覲
，
後
於

三
十
日
︵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
覲
見
德
皇
威

廉
二
世
︵W

ilhelm
 II von D

eutschland, 

1859 -1941

︶
，
遞
送
國
書
。
繼
而
分
別
於

四
月
十
八
日
向
奧
皇
約
瑟
夫
一
世
︵Franz 

Josef I, 1830 -1916

︶
、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向

俄
國
沙
皇
尼
古
拉
二
世
︵Н

и
к
о
л
а
й

 II 

А
л
е
к
с
а
н
д
р
о
в
и
ч

, 1868 -

1
9

1
8

︶
、
閏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向
義
大
利

國
王
伊
曼
紐
三
世
︵V

ittorio E
m

an
uele 

III di Savoia, 1869 -1947

︶
遞
送
國
書
。

︵
圖
八
︶
並
於
期
間
受
各
國
邀
約
，
遊
歷

了
丹
麥
、
瑞
典
、
荷
蘭
、
比
利
時
、
瑞
士

等
國
，
分
別
依
情
況
向
各
國
領
袖
宣
讀

頌
詞
。
︵
註
三
︶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閏
四
月

三
十
日
，
戴
端
團
自
義
大
利
羅
馬
登
船
回

國
，
並
於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返
抵
北
京
，
期

間
共
歷
二
百
四
十
六
天
。
其
正
式
齎
送
國

書
的
國
家
依
序
為
美
、
德
、
奧
、
俄
、

意
五
國
，
其
中
於
美
國
停
留
了
三
十
六

天
，
於
德
國
停
留
了
四
十
八
天
，
重
點

考
察
美
國
與
德
國
的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設
施
、
公
共
建
設
及
民
營
工
廠
等
。

載
澤
、
尚
其
亨
、
李
盛
鐸
一
行
於

光
緒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出
京
，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自
上
海
吳
淞
口
乘
法
國
公
司

喀
利
刀
連
號
︵C

aled
o

n
ia

︶
輪
船
出

洋
，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元
旦
於
日
本
東
京

︵T
okyo

︶
覲
見
日
皇
明
治
天
皇
，
行
鞠

躬
禮
，
宣
讀
頌
詞
，
遞
交
國
書
。
二
十
日

自
橫
濱
︵Y

okoh
am

a

︶
登
美
國
大
北
公

司
登
達
科
達
號
︵S.S. D

akota

︶
輪
船
前

往
美
國
西
雅
圖
，
二
月
二
十
日
搭
乘
英
白

星
公
司
﹁
波
羅
的
克
號
﹂
輪
船
開
往
大

西
洋
，
二
十
八
日
，
抵
英
格
蘭
利
物
浦

︵L
iverpool

︶
，
登
岸
乘
火
車
行
抵
英
國

倫
敦
︵L

on
don

︶
，
適
以
英
皇
遊
歷
至

法
，
未
能
遞
國
書
。
商
彼
外
部
，
擬
先
考

察
。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
電
告
外
務
部
，
擬

先
赴
巴
黎
，
俟
英
主
歸
再
折
回
覲
見
。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於
巴
黎
覲
見
法
國
總
統
法
利

埃
︵C

lem
ent A

rm
and Fallières

︶
，
鞠

躬
敬
呈
國
書
，
譯
讀
頌
詞
。
四
月
十
七

日
，
復
於
英
國
倫
敦
偕
尚
、
李
與
前
駐
法

公
使
汪
大
燮
，
率
參
贊
左
秉
隆
覲
英
君
主

愛
德
華
七
世
︵E

dw
ard V

II

︶
，
並
恭
齎

國
書
。
︵
圖
九
︶
閏
四
月
初
四
日
偕
尚
、

李
二
使
，
及
前
駐
比
利
時
公
使
楊
兆
鋆
覲

比
王
利
奧
波
德
二
世
︵L

éopold II

︶
，

行
鞠
躬
禮
，
讀
頌
詞
，
遞
交
國
書
。
李
盛

鐸
於
此
同
時
留
任
駐
比
利
時
大
使
。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閏
四
月
十
九
日
，
於
法
國
馬
賽

︵M
arseille

︶
登
法
郵
輪
﹁
阿
賽
布
乙
克

號
﹂
展
輪
東
渡
，
啟
行
回
國
。
六
月
初
三

日
抵
京
，
期
間
共
歷
二
百
二
十
三
天
。
其

正
式
呈
遞
國
書
的
國
家
依
序
為
日
、
法
、

英
、
比
四
國
，
並
途
經
美
國
，
其
中
於
日

本
停
留
了
二
十
八
天
，
在
英
國
停
留
了

四
十
二
天
，
在
法
國
停
留
了
二
十
四
天
，

重
點
考
察
日
本
的
政
治
制
度
及
學
校
制

度
；
在
法
國
則
以
軍
事
機
械
發
展
的
行
程

較
多
；
在
英
國
則
主
要
集
中
對
於
政
治
與

社
會
制
度
的
考
察
。

比
較
值
得
一
提
的
插
曲
有
二
，
一

是
兩
團
曾
經
於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閏
四
月
初

十
日
於
比
利
時
布
魯
塞
爾
會
面
。
兩
團
分

別
背
負
著
朝
廷
使
命
，
在
不
同
時
間
點

出
洋
，
前
往
不
同
國
家
探
察
民
情
政
治
，

卻
能
於
國
外
期
會
，
雖
然
兩
日
後
戴
端

二
人
即
再
次
前
赴
荷
蘭
遊
歷
，
但
對
大
臣

們
來
說
也
算
是
很
特
別
的
經
歷
。
二
是
載

澤
在
閏
四
月
十
六
日
收
到
了
法
國
方
面
歸

圖七　 1905年戴端團與出洋考察政治隨員等合影。戴鴻慈（前排右）、
端方（前排左）、熊希齡（左三後立者）。　引自《熊希齡集
（上）》，頁首照片

圖八　 1906年戴鴻慈（前排左六）、端方（前排左七）與隨員在義大利
羅馬合影。　引自《清史圖典．光緒宣統朝（上冊）》，頁149

圖九　 1906年5月14日考察政治大臣載澤(前排中)、尚其亨(前排左二)在英國伯明翰合影。The Benjamin Stone 
Photographic Collection. Box 14, print 9. http://www.libraryofbirmingham.com/benjaminstonebirming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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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脈絡

還
的
兩
方
乾
隆
朝
的
御
寶
，
分
別
為
﹁
古

稀
天
子
之
寶
﹂
以
及
﹁
八
徵
髦
念
︵
之

寶
︶
﹂
。
︵
圖
十
︶
據
載
澤
日
記
所
稱
，

該
兩
方
御
寶
是
由
法
國
東
方
博
物
院
總

理
奇
邁
歸
還
，
按
推
測
此
處
所
稱
﹁
奇

邁
﹂
應
為
法
國
居
美
博
物
館
創
始
人
吉
美

︵Ém
ile G

uim
et, 1836 -1918

︶
，
他
是

著
名
的
收
藏
家
，
也
是
一
位
工
業
家
，
於

一
八
八
九
年
在
法
國
巴
黎
成
立
吉
美
博
物

館
︵M

usée G
uim

et

︶
，
以
東
方
尤
其
是

亞
洲
珍
品
為
主
要
收
藏
。
︵
註
五
︶

考
察
成
果

兩
團
考
察
政
治
大
臣
出
洋
考
察
東

西
洋
政
治
時
逾
半
年
，
其
間
參
觀
各
國
行

政
機
關
、
學
校
、
銀
行
、
商
會
、
郵
局
、

監
獄
、
工
廠
、
農
場
等
政
治
、
經
濟
與
社

會
措
施
之
外
，
此
行
最
大
收
穫
也
在
於
對

各
國
文
化
與
娛
樂
設
施
進
行
實
地
考
察
，

包
括
博
物
館
、
戲
院
、
蠟
像
館
、
動
植
物

園
、
圖
書
館
等
。
顯
然
此
行
考
察
不
單
只

是
貴
族
出
游
的
享
樂
，
而
是
實
際
上
去
探

求
民
間
所
需
的
各
項
設
施
。
回
國
後
，
戴

鴻
慈
、
端
方
積
極
奏
請
朝
廷
建
設
萬
獸
園

︵
即
動
物
園
︶
、
圖
書
館
、
博
物
館
、
新

式
學
堂
等
，
考
政
大
臣
對
這
些
地
方
考
察

的
紀
錄
對
後
來
建
置
文
教
措
施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參
考
價
值
。

此
外
，
行
程
中
透
過
安
排
拜
會
各

國
皇
族
、
政
界
名
人
、
學
者
等
，
交
流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目
標
，
並
調
查
憲
政
原

理
及
各
項
政
治
制
度
，
以
尋
求
一
個
最
適

合
中
國
的
政
制
體
系
。
在
各
國
遊
歷
、
考

察
的
過
程
中
，
透
過
隨
團
人
員
的
積
極
訪

查
以
及
各
國
主
動
提
供
的
法
律
、
政
治
、

經
濟
類
書
籍
，
出
洋
考
察
大
臣
及
其
隨
團

人
員
於
回
國
後
開
始
大
規
模
整
理
編
修
，

載
尚
李
團
由
楊
壽
枏
任
總
編
纂
，
於
法

華
寺
進
行
翻
譯
整
理
工
作
，
最
後
編
成
書

六
十
七
種
，
共
一
百
四
十
六
冊
，
並
為
其

中
三
十
種
撰
寫
提
要
。
︵
︿
進
呈
編
譯
各
國

政
治
書
籍
摺
﹀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十
月
初
五
日
︶

戴
鴻
慈
、
端
方
團
回
國
後
，
亦
積
極
編

輯
考
察
報
告
，
主
要
完
成
︽
歐
美
政
治
要

義
︾
、
︽
列
國
政
要
︾
以
及
︽
列
國
政
要

續
編
︾
︵
圖
十
一
︶
，
並
編
譯
整
理
所
蒐

集
到
的
書
籍
。
關
於
個
人
著
作
部
分
，
戴

鴻
慈
於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秋
發
表
︽
出
使
九

國
日
記
︾
，
載
澤
於
光
緒
三
十
四
年
夏
出

版
︽
考
察
政
治
日
記
︾
，
將
出
洋
考
察
見

聞
公
諸
於
世
，
今
日
始
得
窺
一
百
多
年
前

中
國
實
地
考
察
的
紀
錄
。

結
語

針
對
派
遣
五
大
臣
出
洋
考
察
憲
政
的

心
態
，
學
界
有
認
為
是
當
時
敷
衍
國
人
要

求
之
心
態
，
也
有
同
意
清
政
府
確
實
有
心

實
施
立
憲
政
體
，
但
無
論
如
何
，
可
從
第

一
次
出
洋
時
尚
未
出
國
門
就
受
到
襲
擊
的

註
釋

1.  

光
緒
二
十
七
年
，
兩
江
總
督
劉
坤
一
、
湖
廣
總
督

張
之
洞
等
奏
︿
變
通
政
治
人
才
為
先
遵
旨
籌
議

折
﹀
、
︿
遵
旨
籌
議
變
法
擬
整
頓
中
法
十
二
條

折
﹀
、
︿
遵
旨
籌
議
變
法
擬
採
用
西
法
十
一
條

折
﹀
、
︿
請
籌
鉅
款
舉
行
要
政
片
﹀
，
是
為
﹁
江

楚
會
奏
變
法
三
折
﹂
，
主
要
內
容
盼
清
政
府
實
施

新
政
改
革
政
體
，
仿
效
日
本
君
主
立
憲
制
、
廢
除

科
舉
制
度
、
建
立
新
式
學
堂
並
進
行
軍
事
改
革

等
。

2.  

包
括
英
、
法
、
德
、
美
、
日
、
俄
、
義
、
奧
八
國

聯
軍
所
屬
國
家
，
以
及
西
班
牙
、
荷
蘭
與
比
利

時
，
為
庚
子
事
變
發
生
後
清
廷
主
動
宣
戰
之
十
一

國
。

3.  

鴿
子
著
，
︽
隱
藏
的
宮
廷
檔
案—

一
九○

六
年
光

緒
派
大
臣
考
察
西
方
政
治
紀
實
︾
，
北
京
：
民
族

出
版
社
，
二○

○
○

年
四
月
，
頁
九
二
。

4.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
於
丹
麥
首
都
哥

本
哈
根
︵C

o
p

e
n

h
a

g
e

n

︶
覲
見
丹
麥
國
王
，

宣
讀
頌
詞
，
握
手
為
禮
；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
於
瑞
典
斯
德
哥
爾
摩
︵Sto

c
kho

lm

︶ 

覲
見
監
國
攝
政
王
太
子
，
握
手
為
禮
，
宣
讀
頌

詞
；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閏
四
月
七
日
覲
見
荷
蘭
女

王
；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閏
四
月
十
二
日
謹
見
比
利

時
國
王
利
奧
波
德
二
世
︵Lé

o
p

o
ld

 II

︶
；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閏
四
月
十
七
日
謹
見
瑞
士
總
統
、
副
總

統
，
宣
讀
頌
詞
。

5.  

載
澤
︽
考
察
政
治
日
記
︾
，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閏
四

月
十
六
日
：
﹁
酉
正
三
刻
，
法
東
方
博
物
院
總
理

奇
邁
以
御
寶
二
方
來
歸
。
謹
案
：
高
宗
純
皇
帝
有

寶
二
方
，
一
曰
『
古
稀
天
子
之
寶
』
，
一
曰
『
八

徵
髦
念
』
。
…
以
兵
燹
流
傳
於
外
，
載
澤
前
在

法
游
東
方
博
物
院
，
幸
獲
恭
睹
，
稽
繹
聖
訓
，
深

恫
於
中
。
當
屬
駐
法
使
臣
，
向
其
婉
達
，
敬
述
始

末
，
該
總
理
允
以
至
法
都
時
璧
還
。
今
獲
祗
奉
而

歸
，
忻
悚
交
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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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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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清
︶
端
方
著
，
︽
端
敏
忠
公
奏
稿
︾
，
臺
北
：

文
海
出
版
社
，
一
九
六
七
。

4.  

︵
清
︶
紹
英
著
，
︽
紹
英
日
記
︾
，
北
京
：
國
家

圖
書
館
出
版
社
，
二○

○

九
年
三
月
。

5.  

︵
清
︶
戴
鴻
慈
著
，
︽
出
使
九
國
日
記
︾
，
收
於

鐘
叔
河
主
編
，
︽
走
向
世
界
叢
書
︾
第
一
輯
，
長

沙
：
嶽
麓
書
社
，
一
九
八
六
。

6.  

北
京
市
政
協
文
史
和
學
習
委
員
會
編
，
︽
讀
辛
亥

前
後
的
徐
世
昌
日
記
︾
，
北
京
：
北
京
出
版
社
，

二○

一
一
年
九
月
。

7.  

周
秋
光
編
，
︽
熊
希
齡
集
︵
上
︶
︾
，
長
沙
：
湖

南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六
。

8.  

故
宮
博
物
院
編
，
︽
清
史
圖
典
．
光
緒
宣
統

朝
︾
，
北
京
：
紫
禁
城
出
版
社
，
二○

○

二
。

9.  

楊
壽
枏
著
，
︿
思
冲
齋
文
別
抄
﹀
，
︽
雲
在
山
房

類
稿
︾
，
臺
北
：
文
史
哲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四
。

10.  

沈
呂
巡
、
馮
明
珠
主
編
，
︽
百
年
傳
承
走
出
活

路—

中
華
民
國
外
交
史
料
特
展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一
一
。

圖十　 清　乾隆　古稀天子之寶、八徵耄念之寶組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戴鴻慈　《列國政要續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情
形
得
知
，
立
憲
之
舉
在
當
時
確
實
有
支

持
及
反
對
兩
方
對
立
的
聲
音
。
而
後
來
調

查
出
襲
擊
者
是
為
了
反
對
清
政
府
立
憲
而

以
炸
彈
攻
擊
五
大
臣
的
革
命
黨
人
吳
樾
，

更
顯
見
連
當
時
的
革
命
黨
人
都
認
為
如
果

此
行
五
大
臣
成
功
考
察
外
國
，
回
國
後
必

能
確
實
實
行
立
憲
，
而
延
長
清
政
府
帝
制

政
權
，
故
而
以
激
烈
手
段
恫
嚇
、
警
告
支

持
立
憲
者
，
同
時
利
用
獻
身
革
命
來
煽
動

宣
傳
反
動
思
想
。
派
遣
五
大
臣
出
洋
考
察

是
清
廷
受
到
日
俄
戰
爭
結
果
的
刺
激
下
所

產
生
的
一
次
對
外
活
動
，
同
時
也
是
清
末

新
政
改
革
的
一
個
契
機
。
政
府
擬
採
開
放

廣
納
的
態
度
，
收
羅
各
地
政
經
資
訊
，
待

考
政
大
臣
回
國
後
，
即
宣
布
預
備
立
憲
，

惜
大
清
國
祚
未
能
綿
延
，
無
法
親
眼
見
證

改
革
成
果
即
告
衰
亡
。

作
者
為
本
院
教
育
展
資
處
研
究
助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