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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聖與昭忠—談嘉慶年間的兩項臺灣建設

專　輯

﹁
嘉
慶
君
遊
臺
灣
﹂
是
一
則
由
來
已

久
、
盛
行
於
臺
灣
民
間
的
傳
奇
故
事
，
交

揉
轉
衍
了
各
式
歷
史
人
物
、
事
件
及
傳
說

軼
聞
，
生
動
有
趣
，
因
而
讓
讀
者
津
津
樂

道
。
︵
圖
一
︶
再
加
以
電
影
、
歌
仔
戲
、

電
視
劇
、
廟
宇
的
推
波
助
瀾
，
終
讓
這
位

大
清
入
關
後
的
第
五
位
皇
帝
意
外
地
在
臺

灣
有
著
超
高
知
名
度
。
︵
圖
二
︶
根
據
歷
史

崇
聖
與
昭
忠

談
嘉
慶
年
間
的
兩
項
臺
灣
建
設

蔡
承
豪

文
獻
，
清
仁
宗
從
未
來
臺
，
但
他
在
位
期

間
，
臺
灣
正
處
於
轉
變
與
革
新
的
承
先
啟

後
時
期
。
在
乾
隆
晚
期
幾
乎
撼
動
全
臺
的

林
爽
文
事
件
後
，
清
廷
對
臺
的
政
治
制
度

及
社
會
掌
握
進
行
諸
多
調
整
，
並
積
極
恢

復
各
項
城
池
、
官
署
、
文
教
建
設
工
程
，

部
分
且
延
續
至
嘉
慶
年
間
尚
告
完
備
。
在

嘉
慶
皇
帝
主
導
下
，
清
廷
剿
滅
了
困
擾
臺

灣
許
久
的
朱
濆
、
蔡
牽
等
海
盜
集
團
，
並

設
立
噶
瑪
蘭
廳
，
將
開
墾
日
盛
的
宜
蘭
地

區
正
式
納
入
版
圖
。
︵
圖
三
︶
另
對
於
民
間

的
分
類
械
鬥
、
漢
人
與
原
住
民
的
衝
突
調

解
，
亦
多
所
指
示
。
嘉
慶
皇
帝
的
施
政
影

響
非
僅
止
於
此
，
部
分
至
今
猶
以
不
同
面

貌
存
續
。
本
文
即
以
崇
聖
與
昭
忠
為
題
，

略
論
嘉
慶
時
期
的
兩
項
﹁
建
設
﹂
。

由
於
膾
炙
人
口
的
﹁
嘉
慶
君
遊
臺
灣
﹂
傳
說
故
事
，
讓
嘉
慶
皇
帝
意
外
地
在
臺
灣
擁
有
超
高
人
氣
。

雖
然
他
一
生
中
未
曾
渡
海
親
履
，
但
所
下
的
決
策
仍
影
響
了
這
塊
土
地
。
本
文
即
藉
由
崇
聖
與
昭
忠

兩
個
面
向
，
帶
領
讀
者
從
更
廣
泛
的
面
向
，
一
觀
嘉
慶
皇
帝
在
臺
灣
所
留
下
的
歷
史
痕
跡
。

其
頒
賜
御
匾

滿
洲
帝
王
雖
以
異
族
入
主
中
原
，

但
重
視
儒
學
並
不
亞
於
過
往
的
皇
帝
。
祭

孔
為
國
家
常
典
，
且
凡
新
帝
即
位
，
皆
循

例
至
國
子
監
﹁
辟
雍
﹂
講
學
，
稱
為
﹁
臨

雍
﹂
。
講
學
完
成
後
，
天
子
會
親
書
景
仰

至
聖
先
師
之
詞
，
並
將
之
製
成
御
匾
，
頒

賜
予
代
表
儒
學
中
心
、
祭
祀
聖
賢
的
文
廟

大
成
殿
懸
掛
，
更
詔
以
摹
搨
，
交
天
下
文

廟
高
懸
。
清
初
三
帝
，
即
各
御
書
﹁
萬
世

師
表
﹂
︵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
、
﹁
生
民
未

有
﹂
︵
雍
正
三
年
︶
、
﹁
與
天
地
參
﹂
︵
乾

隆
三
年
︶
作
為
敬
獻
，
昭
顯
對
萬
世
師
表

孔
子
的
尊
崇
之
意
。

臺
灣
的
崇
聖
儀
式
奠
基
於
明
鄭
時
期

首
建
孔
廟
，
確
立
文
教
基
礎
，
惟
當
時
是

否
有
敬
獻
匾
額
尚
無
法
得
知
。
進
入
大
清

統
治
後
，
康
熙
以
降
歷
朝
清
帝
所
頒
贈
孔

廟
的
匾
額
，
皆
高
掛
於
最
早
建
成
的
臺
南

孔
廟
大
成
殿
內
。
其
中
，
自
然
包
含
了
嘉

慶
御
書
的
﹁
聖
集
大
成
﹂
，
以
及
道
光
御

書
﹁
聖
協
時
中
﹂
、
咸
豐
御
書
﹁
德
齊
幬

載
﹂
、
同
治
御
書
﹁
聖
神
天
縱
﹂
、
光
緒

御
書
﹁
斯
文
在
玆
﹂
等
。
其
他
後
續
建
置

的
學
宮
，
亦
在
建
成
後
陸
續
於
大
成
殿
上

恭
懸
御
匾
，
以
召
孔
子
之
聖
德
。

嘉
慶
皇
帝
受
其
父
禪
讓
即
位
，
成

為
一
國
之
君
，
然
初
始
尚
未
親
政
，
大

小
政
務
多
由
太
上
皇
主
導
，
直
到
嘉
慶
四

年
︵
一
七
九
九
︶
正
月
乾
隆
皇
帝
逝
世

後
，
方
逐
步
親
理
政
務
。
如
臨
雍
一
事
，

嘉
慶
三
年
︵
一
七
九
八
︶
二
月
，
嘉
慶
皇

帝
雖
已
釋
奠
文
廟
，
臨
雍
講
學
，
卻
是
奉

高
宗
敕
旨
前
往
。
此
行
似
乎
讓
嘉
慶
皇
帝

相
當
懷
念
，
日
後
他
稱
當
時
﹁
一
時
圜

橋
觀
聽
，
稱
盛
典
焉
﹂
，
故
在
二
十
五
年

︵
一
八
二○

︶
七
月
時
，
還
曾
特
地
再
舉

辦
一
次
太
學
講
學
。

嘉
慶
四
年
五
月
，
嘉
慶
皇
帝
終
御
書

文
廟
匾
額
，
題
曰
﹁
聖
集
大
成
﹂
，
其
典

故
來
自
於
︽
孟
子‧

萬
章
下
︾
：

 

伯
夷
，
聖
之
清
者
也
；
伊
尹
，
聖
之
任

者
也
；
柳
下
惠
，
聖
之
和
者
也
；
孔

子
，
聖
之
時
者
也
。
孔
子
之
謂
集
大

成
。
集
大
成
也
者
，
金
聲
而
玉
振
之

也
。
金
聲
也
者
，
始
條
理
也
；
玉
振
之

也
者
，
終
條
理
也
。
始
條
理
者
，
智
之

事
也
；
終
條
理
者
，
聖
之
事
也
。
智
，

譬
則
巧
也
；
聖
，
譬
則
力
也
。
由
射
於

百
步
之
外
也
，
其
至
，
爾
力
也
；
其

圖1　《嘉慶君遊臺灣》小說　林文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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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非
爾
力
也
。

孟
子
以
音
樂
為
喻
，
讚
譽
孔
子
有
如
將
各

音
符
組
合
為
優
雅
的
樂
章
般
，
其
道
有
其

終
始
、
條
理
，
可
謂
備
兼
諸
德
，
集
古
代

賢
者
之
美
德
於
一
身
的
聖
者
。
此
段
註
解

後
常
為
諸
儒
賢
所
援
引
，
康
熙
、
乾
隆
皇

帝
亦
曾
用
以
盛
讚
孔
子
道
隆
德
備
。
飽
讀

儒
學
的
嘉
慶
皇
帝
對
此
典
故
自
是
瞭
解
甚

詳
，
遂
以
此
作
為
提
匾
之
詞
。

御
書
完
成
後
，
嘉
慶
皇
帝
於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頒
旨
造
辦
處
，
令
其
成
作
二
分
，

分
送
京
師
太
學
及
闕
里
文
廟
懸
掛
，
並
命

各
省
府
州
縣
學
宮
亦
應
一
體
懸
掛
，
由
該
處

摹
勒
頒
發
；
此
項
諭
令
，
也
及
於
臺
灣
。

御
匾
蒞
臺

隨
著
清
代
治
理
下
的
文
教
推
廣
，

除
明
鄭
時
期
興
建
的
府
城
儒
學
外
，
至
嘉

慶
初
年
，
臺
灣
已
另
建
有
臺
灣
、
鳳
山
、

嘉
義
、
彰
化
等
縣
的
儒
學
。
當
御
書
頒
贈

時
，
這
幾
個
所
在
地
的
文
廟
皆
須
依
樣
恭

製
，
懸
掛
於
大
成
殿
上
。

但
此
時
臺
灣
各
地
孔
廟
，
卻
多
待

恢
復
舊
觀
。
案
乾
隆
五
十
一
年
︵
一
七
八 

六
︶
臺
灣
爆
發
了
林
爽
文
事
件
，
這
個

被
稱
為
臺
灣
三
大
民
變
之
一
的
動
亂

震
動
全
臺
，
彰
化
、
諸
羅
、
鳳
山
等
縣

陸
續
遭
林
爽
文
軍
攻
陷
，
諸
羅
縣
城

更
是
數
度
易
手
，
戰
情
膠
著
。
經
福
康

安
︵
？

∼

一
七
九
五
︶
等
將
領
奉
命
率

大
軍
渡
海
，
事
件
方
於
乾
隆
五
十
三
年

︵
一
七
八
八
︶
結
束
。
在
動
盪
當
中
，
各

文
廟
多
有
程
度
不
一
的
毀
損
，
如
雍
正
四

年
︵
一
七
二
六
︶
興
建
的
彰
化
縣
學
，
其

﹁
明
倫
堂
、
學
署
燬
於
亂
﹂
。
主
要
戰
場

的
嘉
義
，
其
文
廟
﹁
竟
為
廢
址
﹂
；
鳳
山

學
宮
同
遭
破
壞
，
未
直
接
受
到
襲
擊
的
府

城
及
臺
灣
儒
學
也
亟
待
整
修
。

其
後
，
官
方
與
地
方
仕
紳
逐
步
力

圖
復
建
，
如
臺
灣
知
府
楊
廷
理
︵
一
七
四 

七

∼

一
八
一
三
︶
主
導
重
修
全
臺
首
學
的

府
城
文
廟
，
鳳
山
縣
在
官
紳
的
捐
貲
下
，

也
修
茸
了
部
分
文
廟
建
築
。
但
其
他
地
方

則
因
財
力
有
限
，
無
法
立
即
著
手
。
如
彰

化
孔
廟
，
雖
嘉
慶
二
年
︵
一
七
九
七
︶
有

歲
貢
鄭
士
模
修
葺
聖
廟
，
但
工
未
及
竣
，

圖2　 清仁宗嘉慶皇帝56歲肖像　《御製文二集》　清內府烏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現
今
仍
存
的
聖
集
大
成
御
匾
，
可
見

諸
於
臺
南
孔
廟
及
彰
化
聖
廟
兩
地
。
掛
於

臺
南
孔
廟
者
，
與
各
清
帝
之
御
匾
共
懸
，

位
於
大
成
殿
樑
上
，
面
北
，
含
一
匾
、
二

座
：
木
質
、
橫
式
、
藍
底
，
漆
金
提
字
為

木
刻
塑
造
，
匾
上
正
中
黏
附
﹁
嘉
慶
御
筆

之
寶
﹂
方
印
，
金
字
紅
底
；
邊
框
紅
底
，

鑲
有
龍
珠
、
十
二
條
金
色
浮
雕
龍
形
及
雲

紋
圖
案
環
繞
，
下
承
矩
形
龍
紋
匾
座
一

對
，
左
右
相
望
，
極
具
皇
家
氣
派
。
但
臺

南
孔
廟
大
成
殿
內
御
匾
繁
多
，
其
下
半
部

略
被
前
方
道
光
皇
帝
的
﹁
聖
協
時
中
﹂
遮

蓋
，
不
易
觀
覽
全
貌
。
︵
圖
四
︶

另
一
個
國
定
一
級
古
蹟
的
彰
化
聖

廟
，
同
樣
懸
掛
有
聖
集
大
成
御
匾
，
位
於

大
成
殿
門
內
樑
上
，
為
一
匾
二
座
，
木
匾

長
三○

四
公
分
、
寬
一
二
二
公
分
，
造

型
宏
碩
。
匾
額
樣
式
、
御
題
字
體
及
方
樣

等
，
與
臺
南
孔
廟
懸
掛
者
雷
同
，
惟
匾
額

底
色
為
紅
色
。
邊
框
樣
式
則
差
異
更
大
，

其
體
色
帶
綠
，
環
繞
金
龍
體
型
偏
長
，
故

數
量
僅
有
六
條
，
搭
配
的
彩
繪
模
樣
亦
多

所
不
同
。
︵
註
一
︶

進
入
彰
化
大
成
殿
內
，

聖
集
大
成
御
匾
有
一
獨
立
空
間
，
遊
客
可

細
觀
其
全
貌
，
體
認
嘉
慶
皇
帝
對
於
文
教

圖3　清　陳枚繪　〈各省沿海口隘全圖〉　絹本彩繪　平圖02086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臺南孔廟之嘉慶「聖集大成」御匾及道光「聖協時中」御匾　作者攝

且
明
倫
堂
、
學
署
仍
缺
。
嘉
義
文
廟
在
官

紳
努
力
下
，
在
同
年
重
建
了
崇
聖
祠
、
大

成
殿
、
大
成
門
暨
兩
廡
，
但
未
完
備
者
尚

夥
。
在
此
青
黃
不
接
之
際
，
處
理
敬
獻
御

匾
之
大
事
，
對
於
當
時
各
地
的
孔
廟
，
應

頗
甚
有
激
勵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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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書
院
。
院
後
建
教
諭
署
。
﹂
嘉
義
文
廟

則
在
官
紳
的
努
力
下
，
至
嘉
慶
二
十
年

︵
一
八
一
五
︶
﹁
櫺
星
門
及
東
西
禮
門
、

義
路
、
坊
、
泮
池
、
紅
牆
、
明
倫
堂
、
名

宦
、
鄉
賢
祠
，
無
不
備
具
；
並
致
齋
、
省

牲
所
、
福
德
祠
、
毓
秀
門
、
周
圍
牆
垣
，

亦
無
一
缺
略
。
嚴
肅
整
齊
，
丹
堊
輝
煌
，

蓋
至
是
始
燦
然
大
備
矣
。
﹂
臺
灣
南
端
的

﹁
屏
東
書
院
﹂
，
由
鳳
山
知
縣
吳
性
誠
命

歲
貢
生
郭
萃
、
林
夢
陽
倡
建
，
嘉
慶
二
十

年
落
成
；
到
日
治
時
代
被
改
為
孔
子
廟
。

臺
灣
北
邊
的
淡
水
廳
，
彰
化
縣
學
訓
導
於

嘉
慶
二
十
二
年
︵
一
八
一
七
︶
分
駐
竹
塹

︵
今
新
竹
市
︶
，
為
淡
水
學
訓
導
，
兼
管

噶
瑪
蘭
學
務
，
同
知
張
學
溥
並
著
手
興
造

學
宮
，
七
年
後
竣
成
。
嘉
慶
年
間
，
可
說

是
臺
灣
文
教
的
另
一
個
活
躍
時
期

跨
海
尋
匾

而
現
存
的
聖
集
大
成
匾
額
既
僅
餘
二

幅
，
那
原
在
嘉
義
與
鳳
山
者
行
蹤
為
何
？

明
治
四
十
一
年
︵
一
九○

八
︶
一
月
，
臺
灣

的
報
紙
刊
登
了
一
則
花
邊
新
聞
，
云
在
臺
北

城
撫
臺
街
的
一
間
日
本
人
開
設
之
古
物
商

店
內
，
竟
懸
一
件
聖
集
大
成
聖
廟
匾
等
待
出

售
，
讓
發
文
者
不
免
有
斯
文
掃
地
之
感
。

而
這
待
價
而
沽
的
御
匾
，
是
屬
於

嘉
義
或
是
鳳
山
孔
廟
？
因
嘉
義
大
成
殿
內

的
匾
額
已
知
去
處
︵
詳
下
文
︶
，
故
推
測

應
當
是
鳳
山
學
宮
所
流
出
者
。
日
人
在
明

治
二
十
八
年
︵
一
八
九
五
︶
據
臺
後
，
鳳

山
文
廟
便
缺
乏
維
護
，
三
十
三
年
︵
一
九

○
○

︶
二
月
更
被
轉
為
舊
城
公
學
校
的
校

地
；
文
廟
後
殿
的
崇
聖
祠
及
東
廡
充
作
教

室
，
其
餘
空
間
作
為
職
員
辦
公
室
、
宿
舍

等
，
大
成
殿
則
暫
時
保
存
，
作
為
春
、

秋
兩
祭
使
用
。
同
年
八
月
，
日
籍
人
類
學

家
伊
能
嘉
矩
︵
一
八
六
七

∼
一
九
二
五
︶

到
訪
左
營
舊
城
時
，
曾
到
舊
鳳
山
縣
學
探

訪
，
他
的
日
記
中
提
到
：
﹁
論
規
模
，
舊

圖5　彰化孔廟「聖集大成」御匾　作者攝

圖6　 彰化孔廟「聖集大成」御匾上之嘉慶御筆寶印　
李建緯提供

慶
帝
﹃
聖
集
大
成
﹄
、
道
光
帝
﹃
聖
協
時

中
﹄
等
御
題
筆
跡
特
別
可
觀
﹂
︵
註
二
︶

，

顯
示
當
時
匾
額
仍
在
大
成
殿
內
。
但
歷
經

數
年
後
，
建
築
可
能
因
年
久
失
修
而
重
新

整
理
，
致
使
這
些
匾
額
流
落
市
面
，
讓
人

不
勝
欷
噓
。

原
位
在
嘉
義
城
北
孔
廟
大
成
殿
上
所

懸
的
嘉
慶
御
匾
，
去
向
則
更
為
離
奇
。
在

民
間
的
軼
聞
中
，
嘉
義
亦
與
嘉
慶
皇
帝
有

所
關
連
。
傳
說
林
爽
文
事
件
時
，
當
時
仍

是
太
子
的
嘉
慶
君
曾
來
臺
巡
視
，
駐
蹕
於

嘉
義
，
故
此
地
城
樓
蓋
造
雄
壯
，
為
全
臺

城
樓
之
冠
，
當
地
人
並
稱
呼
嘉
義
城
樓
為

太
子
樓
。
當
然
，
嘉
慶
君
本
人
並
沒
有
來

過
臺
灣
，
但
他
在
民
間
人
氣
甚
盛
，
連
在

嘉
義
也
留
下
了
這
樣
的
傳
說
。

嘉
義
縣
學
佔
地
廣
闊
，
對
於
初
來

乍
到
的
統
治
者
而
言
，
是
少
數
可
以
容
納

大
量
人
數
的
建
築
群
。
當
時
臺
灣
民
眾
抗

日
意
識
仍
炙
，
遂
將
之
轉
為
安
排
成
為

臺
灣
守
備
步
兵
第
二
聯
隊
的
駐
紮
地
，
而

不
理
會
其
原
有
的
功
用
。
如
此
一
來
，

當
地
文
士
要
崇
孔
祭
聖
便
只
能
另
尋
場

地
，
甚
為
不
便
，
卻
又
莫
可
奈
何
。
明
治

三
十
九
年
︵
一
九○

六
︶
三
月
，
嘉
義
發

生
了
強
度
超
過
芮
氏
地
震
規
模
七
的
梅
仔

坑
地
震
︵
或
稱
梅
山
地
震
︶
，
造
成
嚴
重

的
人
身
傷
亡
，
建
築
倒
塌
毀
損
者
更
超
過

兩
萬
棟
。
嘉
義
聖
廟
也
遭
到
空
前
的
損

壞
，
大
成
殿
傾
斜
、
毀
損
，
相
當
危
險
。

由
於
已
不
再
有
使
用
價
值
，
守
備
隊
決
定

撤
出
，
當
地
仕
紳
王
朝
文
、
張
元
榮
、
徐

德
新
、
莊
伯
容
等
，
遂
共
同
協
議
，
石
材

彫
刻
物
、
神
像
、
匾
額
等
將
予
以
保
留
，

建
物
則
將
折
毀
變
賣
。
大
成
殿
內
的
相
關

物
品
，
就
便
暫
寄
存
民
間
。
日
後
仕
紳
決

議
，
重
新
興
建
文
昌
閣
以
奉
祀
諸
神
先

賢
，
並
定
期
告
朔
餼
羊
，
舉
辦
祭
典
。
現

今
孔
子
及
諸
聖
賢
神
位
所
在
的
嘉
義
共
和

路
鎮
南
聖
神
宮
，
一
至
考
季
，
前
來
參
香

膜
拜
絡
繹
不
絕
，
望
能
獲
得
庇
佑
，
金
榜

題
名
。
︵
圖
七
︶

但
匾
額
現
則
不
在
廟
內
，
已
離
開
嘉

義
，
遠
渡
遠
颺
。
明
治
四
十
一
年
︵
一
九

○

八
︶
，
日
本
帝
室
博
物
館—

即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赴
日
舉
辦
﹁
神
品
至
寶
﹂
特
展
的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前
身
，
致
函
當
時
治
理

臺
灣
的
臺
灣
總
督
府
，
希
冀
可
以
提
供
匾

額
、
楹
聯
等
物
品
，
以
作
該
館
常
設
展
中

臺
灣
漢
人
文
化
的
陳
列
項
目
。
接
獲
這
樣

圖7　嘉義鎮南宮聖神廟內部光景　作者攝

的
重
視
。
︵
圖
五
、
六
︶

頒
贈
御
匾
後
，
嘉
慶
年
間
各
地
孔

廟
又
陸
續
增
修
，
府
學
於
嘉
慶
八
年
重

修
完
畢
。
彰
化
孔
廟
﹁
︵
嘉
慶
︶
十
六

年
，
知
縣
楊
桂
森
治
塗
丹
雘
露
臺
，
護

以
石
欄
。
自
東
西
廡
至
櫺
星
門
，
增
築
短

垣
，
以
為
聯
絡
。
造
登
瀛
橋
於
泮
池
上
，

改
建
明
倫
堂
於
廟
左
︙
︙
十
七
年
，
職
員

王
松
修
泮
池
。
二
十
一
年
，
署
縣
吳
性
誠

即
明
倫
堂
舊
址
，
興
建
文
昌
祠
。
更
新
白

城
的
大
成
殿
僅
次
於
彰
化
的
。
正
殿
有
孔

聖
和
四
列
弟
子
的
神
主
牌
。
大
清
歷
代
皇

帝
的
御
筆
匾
額
尚
存
，
其
中
康
熙
帝
﹃
萬

世
師
表
﹄
、
乾
隆
帝
﹃
與
天
地
參
﹄
、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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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的
請
求
，
總
督
府
自
是
不
敢
輕
忽
，
立
即

要
求
當
時
各
地
方
官
府
進
行
調
查
，
嘉
義

廳
接
獲
指
示
後
，
呈
報
了
﹁
慶
誠
宮
天
上

聖
母
廟
匾
額
﹂
、
﹁
孔
子
廟
敕
額
調
﹂
兩
項

重
要
古
物
。
但
要
捐
獻
尚
涉
及
地
方
信
眾

的
意
願
，
故
隔
年
再
經
調
查
，
位
於
今
嘉

義
民
雄
的
慶
誠
宮
予
以
回
絕
。
至
於
詢
問

保
管
文
廟
匾
額
的
地
方
參
事
、
街
庄
長
，

則
認
為
如
果
可
以
將
御
匾
典
藏
於
具
有
優

良
保
存
環
境
的
博
物
館
，
是
相
當
不
錯
的

去
處
，
且
能
維
持
嘉
義
街
的
名
譽
，
故
樂

意
捐
出
。
︵
圖
八
︶

圖9　 托津等奉敕撰　《欽定大清會典圖》　昭忠祠位次　清嘉慶18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
治
四
十
三
年
︵
一
九
一
一
︶
，
嘉
義

孔
廟
的
匾
額
連
同
其
他
捐
贈
的
文
物
，
自

基
隆
港
起
運
發
往
東
京
，
三
月
時
抵
達
帝

室
博
物
館
，
隨
後
辦
理
入
藏
，
成
為
該
館

的
典
藏
品
之
一
。
在
日
後
公
開
的
目
錄
中
，

以
﹁
文
廟
勅
額
﹂
作
為
文
物
名
稱
，
但
來
源

地
僅
署
名
﹁
臺
灣
某
地
孔
子
廟
大
成
殿
﹂
，

其
實
就
是
來
自
於
嘉
義
孔
廟
。
登
載
匾
額

尺
寸
為
縱
四
尺
八
寸
五
分
︵
約
一
四
七
公

分
︶
、
橫
二
間
︵
約
三
六
五
公
分
︶
，
聖
集

大
成
四
字
為
金
字
，
周
邊
亦
有
龍
樣
圖

案
。
昔
日
恭
懸
殿
上
的
御
匾
，
就
這
樣
安

靜
的
典
藏
於
博
物
館
庫
房
當
中
，
等
待
展

覽
的
契
機
。

昭
忠
旌
義

除
對
文
治
崇
聖
之
提
倡
，
嘉
慶
皇
帝

對
於
臺
灣
地
方
的
武
功
昭
忠
，
亦
有
其
他

貢
獻
。原

坐
落
於
北
京
崇
文
門
內
的
昭
忠

祠
，
是
清
廷
祭
祀
陣
亡
將
士
的
主
要
祠
宇

之
一
，
由
清
世
宗
於
雍
正
二
年
︵
一
七
二 

四
︶
下
令
建
造
，
隔
年
開
始
興
修
，
六
年

︵
一
七
二
八
︶
竣
工
，
每
年
春
、
秋
兩
季

舉
行
祭
典
。
入
祀
對
象
初
為
僅
為
陣
亡
沙

場
的
旗
人
功
臣
，
後
逐
步
放
寬
至
文
武
官

員
，
以
示
浩
大
皇
恩
。
不
過
直
至
嘉
慶
七

年
︵
一
八○

二
︶
，
昭
忠
祠
都
僅
限
於
北
京

內
城
，
並
未
擴
展
到
京
師
外
。
︵
圖
九
︶

到
嘉
慶
年
間
，
為
紀
念
征
討
川
陝

楚
白
蓮
教
而
陣
亡
的
地
方
團
練
士
兵
，
諭

令
旗
人
以
外
的
官
兵
亦
得
入
祀
，
首
開
先

例
。
然
隨
著
戰
役
頻
繁
，
具
入
祀
資
格

者
也
為
之
遽
增
，
昭
忠
祠
空
間
很
快
就
面

臨
不
足
的
窘
境
，
即
便
增
加
牌
位
龕
座

數
量
，
改
用
多
人
共
祀
的
牌
位
，
或
添
蓋

祠
宇
，
仍
不
敷
安
設
，
無
法
徹
底
解
決
問

題
。
為
舒
緩
此
一
難
題
，
嘉
慶
七
年
十
一

月
八
日
，
天
子
特
諭
：

 

近
來
勦
辦
教
匪
，
已
屆
七
年
︙
︙
茲
據

禮
部
等
衙
門
稱
，
昭
忠
祠
內
配
室
兩

廡
，
不
敷
安
設
，
即
另
為
添
蓋
祠
宇
，

亦
事
屬
可
行
。
但
念
陣
亡
官
兵
等
，
檄

調
各
省
者
居
多
，
且
有
各
處
召
募
鄉

勇
，
非
盡
係
八
旗
及
順
天
府
屬
之
人
。

莫
若
於
外
省
各
府
城
內
，
如
關
帝
廟
、

城
隍
廟
地
址
，
有
可
展
拓
者
，
祔
祠
從

祀
，
既
足
安
妥
忠
魂
，
令
其
各
依
故

土
，
又
可
使
其
鄉
閭
親
屬
，
共
睹
共

聞
，
互
知
感
發
，
亦
足
以
昭
激
勸
。

根
據
嘉
慶
皇
帝
的
構
想
，
既
然
陣
亡
將
士

來
自
各
處
，
非
盡
只
有
八
旗
及
順
天
府
屬

之
人
，
故
可
於
各
省
府
城
內
廣
設
，
既
減

輕
京
城
昭
忠
祠
的
壓
力
，
亦
可
在
地
方
作

為
示
範
。

因
事
涉
內
閣
諸
部
，
歷
經
反
覆
討

論
並
呈
送
嘉
慶
皇
帝
裁
決
後
，
同
年
確
立

文
職
三
品
以
上
、
武
職
二
品
以
上
，
以
及

八
旗
官
員
兵
丁
，
准
予
在
京
師
入
祠
致

祭
。
旗
人
之
外
的
各
省
文
職
三
品
以
上
、

武
職
二
品
以
上
大
員
，
另
可
連
同
其
餘
中

低
階
的
文
武
官
員
、
兵
丁
鄉
勇
等
，
各
按

本
籍
查
取
事
蹟
立
傳
，
並
一
體
設
位
附
祀

於
府
城
內
之
關
帝
廟
、
城
隍
廟
等
地
。
這

兩
種
廟
宇
，
各
地
甚
為
普
遍
，
故
添
建
較

為
容
易
，
若
二
廟
內
均
無
空
閒
屋
宇
，
可

另
擇
廟
予
以
展
拓
。
而
為
統
一
體
制
，
官

員
正
面
、
兵
丁
旁
列
，
並
以
五
十
人
合
一

牌
位
，
設
於
龕
案
致
祭
。
清
廷
令
各
省
督

撫
，
必
須
實
力
經
理
，
迅
速
奉
行
，
不
得

稍
有
延
擱
，
以
免
辜
負
天
子
美
意
。
嘉
慶

皇
帝
此
舉
，
等
於
將
表
彰
祭
祀
官
兵
的
權

力
下
放
，
讓
鄉
里
菁
英
與
地
方
官
員
得
以

參
與
國
家
祭
典
活
動
，
由
鄉
閭
親
屬
共
見

共
聞
，
明
瞭
國
家
誼
美
恩
明
。

圖8　 日治時期嘉義廳呈報臺灣總督府有關嘉義文廟匾額之情況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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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頒
佈
上
諭
後
，
嘉
慶
皇
帝
嚴
格
要

求
各
省
要
員
，
務
必
將
添
設
情
況
詳
細

回
報
。
如
陝
甘
總
督
惠
齡
︵
一
七
四
三

∼

一
八○

四
︶
於
嘉
慶
八
年
︵
一
八○

三
︶

五
月
回
報
﹁
甘
省
昭
忠
祠
宇
現
據
各
該
府

州
縣
捐
資
建
置
完
竣
﹂
；
湖
北
巡
撫
全
保

︵
？

∼

一
八○

七
︶
於
九
月
奏
報
，
武
昌

府
在
原
賢
良
祠
右
隙
地
添
造
，
而
其
餘
十

府
州
，
各
在
關
帝
、
城
隍
、
龍
神
、
火
神
等

廟
及
忠
烈
祠
旁
建
設
昭
忠
祠
完
竣
。
十
一

月
，
廣
東
巡
撫
倭
什
布
︵
？

∼

一
八 

一○

︶

也
報
稱
﹁
建
設
昭
忠
祠
宇
辦
理
完
竣
﹂
。

臺
灣
的
昭
忠
祠

隸
屬
閩
省
的
臺
灣
府
，
在
接
獲
指

示
後
，
自
須
著
手
建
設
昭
忠
祠
。
尤
其
臺

地
有
﹁
三
年
一
小
反
，
五
年
一
大
亂
﹂
之

稱
，
戰
歿
將
士
自
多
，
更
宜
妥
善
崇
祀
，

血
食
百
世
。
︵
圖
十
︶

康
熙
六
十
年
︵
一
七
二
一
︶
朱
一

貴
事
件
後
，
臺
地
官
員
為
感
念
協
助
平

事
者
，
已
替
捐
軀
赴
義
之
文
武
官
兵
設
置

﹁
忠
義
祠
﹂
，
祭
祀
英
靈
。
林
爽
文
事

件
後
，
由
於
臺
地
鄉
勇
出
力
甚
多
，
乾

隆
皇
帝
下
令
給
予
協
助
官
兵
者
﹁
義
民
﹂

圖10　 托津等奉敕撰　《欽定大清會典圖》　臺灣府圖　清嘉慶18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稱
號
，
且
比
照
官
兵
之
例
辦
理
。
主
導
文

廟
重
修
的
知
府
楊
廷
理
，
在
戰
事
結
束
後

即
倡
建
﹁
義
民
祠
﹂
予
以
祭
祀
。
即
便
獲

得
皇
帝
的
肯
定
，
這
些
逝
者
的
身
分
，
仍

是
平
民
而
非
士
兵
，
義
民
祠
的
相
關
營
運

經
費
，
也
多
半
仰
賴
地
方
官
紳
商
民
的
捐

輸
，
並
非
由
國
家
予
以
維
護
。
如
楊
廷
理

在
興
建
義
民
祠
之
際
，
還
捐
俸
置
買
店

屋
、
田
地
，
利
用
租
息
以
資
歲
祀
。

嘉
慶
皇
帝
頒
佈
廣
建
昭
忠
祠
的
命
令

後
，
讓
臺
地
得
以
正
式
建
置
體
制
內
崇
祀

因
武
功
戰
事
而
歿
去
的
臺
地
官
兵
。
臺
地

的
昭
忠
祠
也
於
嘉
慶
八
年
由
閩
浙
總
督
玉

德
︵
？

∼

一
八○

八
︶
覆
奏
設
置
完
畢
，

地
點
係
﹁
開
列
臺
灣
建
於
福
康
安
生
祠
之

圖12　重建安平昭忠祠碑記　作者攝

旁
﹂
，
與
其
他
地
區
有
所
不
同
。

所
謂
的
福
康
安
生
祠
，
是
林
爽
文

事
件
後
，
乾
隆
皇
帝
為
表
彰
福
康
安
等
征

臺
文
武
功
臣
，
特
於
臺
灣
府
城
以
及
嘉
義

城
內
所
設
立
的
功
臣
祠
，
用
意
在
使
臺
民

﹁
望
而
生
惕
，
日
久
不
忘
﹂
；
並
搭
配
御
製

文
碑
︵
即
現
今
位
於
臺
南
赤
崁
樓
的
贔
屭

御
碑
︶
，
以
彰
顯
武
功
。
府
城
功
臣
祠
的
建

址
，
選
擇
在
府
城
寧
南
坊
，
大
約
在
孔
廟

的
東
南
方
，
今
府
前
路
一
段
以
南
、
南
門

路
以
東
、
建
業
街
以
北
的
空
地
。
相
關
石

料
建
材
特
在
閩
南
境
沿
海
多
處
開
鑿
，
再

渡
海
運
來
；
連
同
御
碑
，
於
乾
隆
五
十
六

年
︵
一
七
九
一
︶
興
建
落
成
，
造
型
宏
偉
，

頗
具
規
模
，
成
為
臺
地
翹
楚
的
官
造
建

物
，
官
方
每
年
並
安
排
祭
祀
活
動
。

故
嘉
慶
頒
諭
興
建
昭
忠
祠
之
際
，
臺

地
官
員
選
擇
了
距
文
廟
不
遠
，
且
落
成
僅

十
餘
年
的
新
建
築
內
，
算
是
相
當
合
理
。

而
且
功
臣
祠
內
的
正
祠
兩
旁
，
尚
有
廂
房

二
所
，
僅
有
管
理
人
居
住
，
較
城
隍
廟
、

關
帝
廟
更
有
可
資
運
用
的
空
間
。
臺
地
的

功
臣
祠
與
昭
忠
祠
共
處
一
地
，
這
樣
的
安

排
，
意
外
地
讓
乾
隆
、
嘉
慶
父
子
的
建
設

在
臺
地
被
多
元
使
用
。
︵
圖
十
一
︶

昭
忠
祠
初
僅
有
其
名
，
並
未
於
祠

旁
置
座
設
位
，
經
歷
海
盜
蔡
牽
︵
一
七
六 

一

∼

一
八○

九
︶
攻
臺
的
巨
大
衝
擊
後
，

清
廷
或
為
激
勵
臺
灣
官
民
士
氣
，
並
感
念

府
城
官
紳
齊
心
抗
敵
，
分
巡
臺
灣
兵
備
道

慶
保
︵
一
七
五
九

∼

一
八
三
三
︶
於
嘉
慶

十
一
年
︵
一
八○

六
︶
開
始
將
蔡
牽
案
內

陣
亡
官
將
、
弁
兵
，
利
用
功
臣
祠
堂
下
東

廊
設
置
總
牌
。
另
曾
積
極
對
抗
海
盜
，
實

際
主
導
昭
忠
祠
興
建
工
程
的
閩
省
德
化
籍

教
諭
鄭
兼
才
︵
一
七
五
八

∼

一
八
二
二
︶

並
建
議
，
將
朱
一
貴
事
件
中
陣
亡
的
臺
灣

鎮
總
兵
歐
陽
凱
︵
？

∼

一
七
二
一
︶
等

十
二
人
首
列
入
昭
忠
祠
內
，
以
後
各
案
殉

難
諸
人
亦
列
籍
移
縣
，
以
正
祀
典
。
縣
令

薛
志
亮
︵
？

∼

一
八
一
三
︶
於
嘉
慶
十
二

年
︵
一
八○

七
︶
呈
送
此
案
，
卻
遭
駁

回
，
故
昭
忠
祠
祭
祀
的
忠
魂
暫
僅
以
蔡
牽

事
件
者
為
主
，
並
依
社
稷
壇
等
例
，
春
、

秋
兩
祭
。

嘉
慶
二
十
五
年
︵
一
八
二○

︶
，
鄭

兼
才
調
回
臺
灣
，
又
積
極
籌
劃
昭
忠
祠
，

並
獲
得
臺
地
首
長
認
可
。
他
連
同
訓
導

王
承
緯
開
始
向
地
方
仕
紳
募
款
，
於
功

臣
祠
正
廳
兩
旁
分
別
設
置
昭
忠
東
、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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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凌
駕
之
勢
。
祭
祀
因
戰
亂
而
陣
亡
的
官
兵

日
夥
，
當
中
甚
多
臺
籍
人
士
，
與
地
方
形
成

一
種
動
態
的
連
結
。
舉
例
而
言
，
如
道
光
年

間
的
張
丙
動
亂
結
束
後
，
又
有
諸
多
歿
亡

官
兵
入
祀
昭
忠
祠
。
在
當
地
的
官
紳
心
目

院
長
胡
適
︵
一
八
九
一

∼

一
九
六
二
︶
的

父
親
胡
傳
︵
一
八
四
一

∼

一
八 

九
五
︶
任

臺
東
直
隸
州
知
州
時
，
於
臺
東
鯉
魚
山
所

重
建
的
昭
忠
祠
，
至
日
本
時
代
被
改
為
神

社
，
繼
於
民
國
五
十
年
︵
一
九
六
一
︶
又

改
建
為
忠
烈
祠
；
因
緣
際
會
而
獲
留
存
，

崇
祀
每
個
時
期
的
國
殤
英
靈
。

多
元
角
度
看
嘉
慶

嘉
慶
皇
帝
縱
然
一
生
從
未
渡
海
親
履

臺
灣
，
但
所
下
的
決
策
，
仍
影
響
到
這
塊

土
地
上
的
子
民
。
嘉
慶
皇
帝
重
視
崇
聖
與

昭
忠
之
舉
，
牽
動
了
臺
灣
的
相
關
建
設
，

並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延
續
至
今
，
讓
我
們
可

以
從
更
多
的
角
度
，
瞭
解
這
位
在
臺
灣
擁

有
超
高
人
氣
的
清
代
帝
王
。
︵
圖
十
三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中
，
這
樣
的
關
連
應
遠
較
數
十
年
前
的
七

位
入
祀
生
祠
的
大
員
更
能
產
生
共
鳴
。

廣
建
與
延
續

由
於
嘉
慶
皇
帝
的
旨
意
，
建
置
昭
忠

祠
的
權
力
及
象
徵
意
義
得
以
下
放
地
方
。

後
更
因
清
代
後
期
戰
爭
次
數
遞
增
，
大
批

死
難
者
須
被
表
彰
，
讓
地
方
有
廣
建
昭
忠

祠
的
呼
聲
。
中
央
為
拉
攏
地
方
以
穩
定
秩

序
，
自
太
平
天
國
戰
爭
後
，
加
快
權
力
下

移
至
地
方
的
速
度
。
各
處
官
員
與
仕
紳
和

官
員
並
積
極
籌
措
財
源
，
廣
建
昭
忠
祠
。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以
降
，
臺
灣
昭
忠
祠

的
數
量
開
始
增
加
，
北
、
中
、
東
部
皆
陸

續
建
造
，
如
光
緒
五
年
︵
一
八
七
九
︶
在
臺

南
所
建
置
的
安
平
昭
忠
祠
︵
圖
十
二
︶
、
光

緒
十
一
年
︵
一
八
八
五
︶
巡
撫
劉
銘
︵
一
八 

三
六

∼

一
八
九
六
︶
傳
奏
准
在
臺
北
府
城

興
建
的
淮
楚
昭
忠
祠
等
。
臺
南
功
臣
祠
與

昭
忠
祠
的
連
體
關
係
，
至
光
緒
年
間
昭
忠

祠
遷
往
右
營
埔
︵
今
衛
生
福
利
部
臺
南
醫

院
總
院
處
︶
而
告
一
段
落
。
︵
註
三
︶

雖
多
數
昭
忠
祠
在
政
權
轉
換
後
，
就

廢
棄
或
另
做
他
用
，
但
亦
有
用
地
延
續
者
。

光
緒
二
十
年
︵
一
八
九
四
︶
，
前
中
研
院

註
釋

1.  

彰
化
孔
廟
御
匾
的
詳
細
介
紹
，
可
參
見
李
建

緯
，
︿
彰
化
儒
學
，
為
高
九
仞—

彰
化
孔
廟
文

物
調
查
與
研
究
﹀
，
︽
庶
民
文
化
︾
第
七
期
，

二
〇
一
三
年
三
月
，
頁
五
三—

六
〇
。

2.  

伊
能
嘉
矩
著
，
楊
南
郡
譯
註
，
︽
臺
灣
踏
查
日

記
︵
下
冊
︶
︾
，
臺
北
：
遠
流
，
二
〇
一
二
，

二
版
，
頁
四
六
八
。

3.  

連
橫
，
︽
臺
灣
通
史
︾
，
︽
臺
灣
文
獻
叢
刊
︾

第
一
二
八
種
，
一
九
六
二
︵
一
九
二
〇
原

刊
︶
，
頁
二
五
二
。

圖13　「嘉慶君‧遊臺灣」特展展廳入口形象牆　作者攝

圖11　 《續修臺灣縣志》　城池圖　 
引自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清嘉慶12年刊本，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

二
祠
，
﹁
祠
內
正
龕
各
一
，
長
各
二
丈
，

正
面
以
供
文
武
員
弁
；
旁
龕
各
二
，
長
各

一
丈
五
尺
，
以
供
兵
丁
﹂
，
至
道
光
元
年

︵
一
八
二
一
︶
設
置
完
成
，
且
規
模
較
原

先
的
東
廊
更
為
擴
大
。
鄭
兼
才
等
人
除
了

督
修
昭
忠
祠
，
也
整
修
原
有
的
功
臣
祠
。

鄭
兼
才
在
道
光
二
年
︵
一
八
二
二
︶
積
勞

成
疾
而
逝
世
，
但
諸
官
紳
同
心
協
力
，
至

道
光
十
三
年
︵
一
八
三
三
︶
，
將
之
全
部

整
修
完
成
，
讓
同
處
一
地
的
兩
個
建
築
皆

美
輪
美
奐
。

在
最
接
近
昭
忠
祠
落
成
時
間
的
臺
灣

方
志—

︽
續
修
臺
灣
縣
志
︾
中
，
於
城
池
圖

上
直
接
將
此
地
標
示
為
昭
忠
祠
而
非
功
臣

祠
或
生
祠
，
可
見
設
於
同
一
地
的
兩
者
在

稱
呼
上
已
漸
混
淆
，
新
築
的
昭
忠
祠
似
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