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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功
赫
赫
、
一
品
當
朝

觀
覽
過
﹁
嘉
慶
君‧

遊
臺
灣
﹂
的

民
眾
，
應
該
對
迎
面
聳
立
於
展
覽
開
端

的
︿
王
得
祿
伯
爵
藍
地
刺
繡
鋪
棉
蟒
袍
﹀

︵
以
下
簡
稱
︿
王
得
祿
蟒
袍
﹀
其
華
麗
樣

式
，
留
有
極
深
刻
的
印
象
。
︽
故
宮
文
物

華
服
彰
祿

從
王
得
祿
傳
世
蟒
袍
談
清
代
官
員
吉
服

廖
伯
豪

月
刊
︾
第
四○
一
期
︵
一○

五
年
八
月

號
︶
，
已
有
專
文
介
紹
本
院
修
復
師
在
展

覽
前
對
蟒
袍
完
善
的
修
復
經
過
。

但
令
筆
者
好
奇
的
是
，
這
件
重
要

的
文
物
，
如
何
得
以
流
傳
至
今
？
這
應
從

王
氏
︵
圖
一
︶
的
仕
途
及
清
代
官
員
制
度

說
起
。
乾
隆
五
十
一
年
︵
一
七
八
六
︶
，

適
逢
臺
島
爆
發
林
爽
文
事
件
，
開
啟
了

王
得
祿
一
生
投
身
沙
場
的
使
命
。
王
氏

隨
軍
克
復
諸
羅
城
，
前
後
歷
經
五
十
九

仗
，
擒
殺
逆
匪
五
十
餘
人
。
從
最
低
階

的
官
職
開
始
，
王
氏
於
乾
隆
五
十
二

王
得
祿
︵
一
七
七
〇

∼

一
八
四
二
︶
為
清
代
臺
灣
本
地
出
身
官
銜
最
榮
、
品
第
最
高
者
，
官
拜
提

督
，
貴
為
一
品
大
員
，
又
受
封
子
爵
，
一
生
戰
功
彪
炳
。
除
了
武
功
事
跡
，
故
宮
南
院
所
在
地
的

嘉
義
太
保
地
名
，
即
是
因
王
得
祿
獲
晉
﹁
太
子
太
保
﹂
銜
而
來
。
而
其
家
族
珍
藏
的
一
襲
傳
為
王

得
祿
所
穿
用
之
蟒
袍
，
透
過
故
宮
南
院
年
度
大
展
﹁
嘉
慶
君‧

遊
臺
灣—

清
仁
宗
文
物
特
展
﹂
，

穿
越
百
年
，
再
次
展
現
於
世
人
面
前
，
可
謂
因
緣
際
會
。
藉
此
契
機
，
筆
者
亦
藉
由
王
得
祿
蟒
袍

之
傳
世
背
景
、
袍
服
形
制
、
工
藝
技
法
、
紋
樣
風
格
等
面
向
梳
理
，
探
討
其
時
代
特
徵
，
並
針
對

清
代
中
期
以
來
官
員
龍
紋
與
蟒
紋
混
用
的
情
形
，
提
出
個
人
淺
見
。

清　王得祿伯爵藍地刺繡鋪棉蟒袍　王誠明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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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智
慧
。

吉
服
紋
樣
，
則
融
合
明
代
蟒
衣
母
題

傳
統
，
透
過
蟒
紋
的
數
量
與
爪
數
彰
顯
穿

著
者
的
階
級
尊
卑
。
按
清
嘉
慶
朝
︽
欽
定

大
清
會
典
圖
︾
所
載
，
清
代
官
員
蟒
袍
紋

樣
定
制
應
為
︵
圖
五
︶
：  

 

藍
及
諸
色
隨
所
用
，
片
金
緣
。
親
王
、

郡
王
通
繡
九
蟒
。
貝
勒
以
下
至
文
武
三

品
官
、
郡
主
額
駙
、
奉
國
將
軍
、
一
等

侍
衛
，
皆
九
蟒
四
爪
。
文
武
四
、
五
、

六
品
、
奉
恩
將
軍
、
縣
君
額
駙
、
二
等

侍
衛
以
下
，
八
蟒
四
爪
。
文
武
七
、

八
、
九
品
、
未
入
流
官
，
五
蟒
四
爪
。

裾
，
宗
室
、
親
王
以
下
皆
四
開
，
文
武

官
前
後
開
。 

親
郡
王
吉
服
雖
用
五
爪
，
但
係
稱
為
蟒
而

非
龍
。
至
於
貝
勒
以
下
官
員
，
僅
能
使
用

四
爪
蟒
，
同
時
將
一
至
九
品
官
分
成
高
、

中
、
低
三
級
，
各
按
級
別
制
定
於
袍
服
裝

飾
蟒
紋
為
九
、
八
、
五
隻
。
除
蟒
紋
爪
數

外
，
親
王
以
下
官
員
袍
料
不
得
使
用
明

黃
、
金
黃
色
，
其
餘
顏
色
皆
不
限
制
，
諸

色
中
以
藍
色
、
石
青
色
、
醬
色
、
紫
色
與

紅
色
最
為
常
見
。
花
紋
樣
式
或
金
或
彩
、

或
繡
或
織
，
皆
能
隨
官
員
的
喜
好
自
由
選

晉
加
﹁
太
子
太
保
﹂
銜
。
道
光
二
十
年

︵
一
八
四○

︶
，
中
英
鴉
片
戰
爭
爆
發
，

隔
年
王
得
祿
不
幸
於
澎
湖
協
助
朝
廷
團
練

時
病
逝
，
道
光
皇
帝
感
念
其
三
朝
以
來
盡

忠
為
國
，
特
於
二
十
二
年
︵
一
八
四
二
︶

加
恩
追
贈
伯
爵
，
再
晉
﹁
太
子
太
師
﹂
銜

︵
圖
三
︶
，
諡
號
﹁
果
毅
﹂
。
回
顧
其
武

功
顯
赫
的
一
生
，
自
王
得
祿
獲
七
品
官
銜

起
，
即
具
備
穿
著
蟒
袍
的
資
格
，
且
未
被

追
回
。
那
麼
，
該
件
蟒
袍
究
竟
是
何
時
、

何
地
所
獲
得
？

︿
王
得
祿
蟒
袍
﹀
的
形
制
特
徵
及

其
工
藝釐清

︿
王
得
祿
蟒
袍
﹀
來
源
之
前
，

得
先
對
蟒
袍
有
所
認
識
。
清
代
蟒
袍
正
式

名
稱
為
﹁
吉
服
﹂
，
又
稱
﹁
花
衣
﹂
，
為

官
員
服
制
中
僅
次
於
朝
服
之
服
飾
，
一
般

同
時
搭
配
吉
服
冠
、
吉
服
帶
、
補
服
穿

用
，
作
為
官
員
於
各
項
喜
慶
節
日
、
迎

送
及
謁
見
上
司
等
場
合
時
之
著
裝
。
︵
圖

四
︶
清
代
吉
服
為
依
循
騎
射
之
傳
統
，
諸

多
形
制
承
襲
自
滿
州
服
飾
特
點
，
如
馬
蹄

袖
於
拉
弓
時
可
以
護
手
、
下
擺
作
開
裾
更

便
於
上
馬
，
多
方
體
現
北
方
騎
獵
文
化
的

年
︵
一
七
八
七
︶
正
月
軍
前
得
授
把
總

職
︵
七
品
︶
，
同
年
七
月
陞
千
總
職

︵
六
品
︶
，
後
賞
戴
藍
翎
。
五
十
三
年

︵
一
七
八
八
︶
又
獲
五
品
頂
戴
，
賞
換
花

翎
。

嘉
慶
年
間
，
是
王
得
祿
官
運
的
黃
金

時
期
，
平
定
蔡
牽
之
亂
為
其
一
生
中
最
著

名
的
戰
功
。
剿
匪
過
程
中
，
王
氏
獲
得
長

官
福
建
水
師
提
督
李
長
庚
︵
一
七
五
二

∼

一
八○

七
︶
、
福
州
將
軍
賽
沖
阿
︵
？

∼

一

八

二

八

︶

、

閩

浙

總

督

阿

林

保

︵
一
七
四
六

∼

一
八○

九
︶
等
人
提
拔
及

皇
帝
的
賞
識
，
嘉
慶
元
年
︵
一
七
九
六
︶

因
功
陞
為
南
澳
鎮
右
營
守
備
︵
正
五

品
︶
。
自
嘉
慶
七
年
︵
一
八○

二
︶
獲
陞

金
門
鎮
左
營
游
擊
︵
從
三
品
︶
起
，
正
式

位
居
高
階
將
領
序
列
。
爾
後
王
氏
又
陸
續

經
歷
署
澎
湖
協
水
師
副
將
︵
從
二
品
︶
、

福
建
福
寧
鎮
總
兵
︵
正
二
品
︶
等
要
職
，

至
嘉
慶
十
三
年
︵
一
八○

八
︶
已
是
當
朝

福
建
水
師
提
督
︵
從
一
品
︶
，
並
受
封
二

等
子
爵
。
︵
圖
二
︶ 

自
道
光
皇
帝
登
基
後
，
王
氏
雖
自
官

場
退
下
，
不
如
前
朝
般
蒙
受
聖
眷
，
卻
也

屢
獲
褒
獎
。
道
光
十
三
年
︵
一
八
三
三
︶

因
助
剿
張
丙
事
件
，
獲
﹁
太
子
少
保
﹂
頭

銜
；
十
六
年
︵
一
八
三
六
︶
又
因
平
定

沈
知
事
件
，
於
十
八
年
︵
一
八
三
八
︶

圖1　王得祿朝服像　筆者2016年5月攝於嘉義王氏家廟

圖2　《王得祿列傳》　局部　清國史館本　國立故宮博院藏

圖3　 禮部尚書色克精額等奏　〈奏為浙江提督王得祿病故照例撫卹惟應否與諡事
請旨定奪〉　道光22年3月24日　10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清　賈全　畫二十七老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中所見武職高級官員身著全套吉服補掛形象，並頭戴花翎、頸掛朝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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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
。

此
件
傳
為
王
得
祿
的
蟒
袍
︵
圖

六
︶
，
其
邊
緣
有
許
多
舊
磨
損
的
痕
跡
，

部
分
盤
金
繡
線
亦
些
許
脫
落
，
推
測
曾
被

實
際
穿
用
。
該
袍
整
體
樣
式
大
抵
符
合
典

型
清
代
袍
服
形
制
，
其
特
點
為
圓
領
、

ㄏ
形
襟
，
開
襟
處
作
五
鈕
五
扣
，
為
銅
鎏

金
質
，
其
中
領
口
一
枚
、
襟
口
圓
弧
處
一

枚
、
腋
下
三
枚
。
左
右
兩
邊
馬
蹄
袖
，
下

擺
前
後
作
二
開
裾
︵
褉
︶
，
通
身
以
藍
色

綢
緞
作
地
。

蟒
袍
紋
樣
作
為
辨
識
官
員
等
級
的
指

標
，
所
見
盤
金
繡
五
爪
金
蟒
共
九
隻
，
分

別
位
於
前
後
上
幅
及
兩
肩
正
蟒
四
隻
、
前

後
下
擺
左
右
行
蟒
四
隻
、
底
襟
內
藏
行
蟒

一
隻
。
主
紋
以
外
，
整
件
蟒
袍
並
通
繡
五

彩
雲
紋
，
其
雲
紋
作
靈
芝
形
，
間
散
佈
著

暗
八
仙
紋
及
蝙
蝠
紋
，
充
滿
祥
瑞
之
意
。

下
擺
端
繡
海
水
江
崖
，
象
徵
著
江
山
永

固
，
雜
寶
紋
樣
錯
落
於
波
濤
之
間
，
波
濤

之
下
亦
有
雲
紋
，
做
雙
螺
旋
合
瓣
形
，
雲

紋
下
為
立
水
紋
。

關
於
清
代
官
員
袍
服
之
具
體
結
構
細

節
，
以
王
侃
︵
一
七
九
五

∼

一
八
六
二
︶

的
︽
皇
朝
冠
服
志
︾
描
述
最
為
詳
盡
，
並

提
及
清
代
袍
服
穿
戴
方
式
，
可
做
為
︿
王

得
祿
蟒
袍
﹀
形
制
的
判
定
依
據
：

 

袍
者
大
褂
之
內
︙
正
身
前
後
四
幅
之

外
，
另
裁
一
幅
聯
合
。
前
身
左
幅
掩
右

幅
之
上
，
名
為
大
襟
，
掩
於
下
者
為
底

襟
︙
︙
蟒
袍
用
滿
襟
，
皇
子
金
黃
色

外
，
親
王
以
下
石
青
及
藍
色
、
醬
色
不

拘
，
惟
圍
領
及
袖
通
用
石
青
色
。
兩
袖

當
臂
不
施
金
彩
，
每
隔
五
分
用
麻
線
鼓

起
線
絞
三
道
，
道
道
自
合

處
相
接
︙

其
馬
蹄
袖
口
緣
邊
及
與
正
袖
相
接
處
，

片
金
各
寬
五
分
。
︵
註
一
︶

透
過
王
侃
的
描
述
，
回
頭
檢
視
︿
王
得
祿

蟒
袍
﹀
之
特
徵
，
可
知
其
與
常
服
袍
都
屬

於
滿
襟
袍
的
範
疇
。
︵
註
二
︶

所
見
細
部

結
構
部
分
，
蟒
袍
內
襯
有
湖
色
暗
花
紋
內

裏
，
間
鋪
以
棉
料
，
左
右
兩
臂
當
臂
作
石

青
色
，
上
做
多
道
平
行
鼓
起
棱
線
︵
為
三

棱
一
道
︶
，
併
接
馬
蹄
袖
，
袖
口
見
露
出

白
色
毛
料
襯
裏
︵
稱
為
﹁
出
丰
﹂
︶
，
推

測
為
冬
季
所
穿
用
。
此
外
，
領
口
、
袖

口
、
襟
緣
亦
繡
以
正
蟒
與
行
蟒
紋
樣
，
皆

以
石
青
片
金
料
鑲
邊
。

 

製
作
工
藝
及
裝
飾
技
法
部
分
，
︿
王

得
祿
蟒
袍
﹀
體
現
清
代
織
繡
及
袍
服
裁
縫

工
藝
之
特
色
。
一
件
蟒
袍
的
製
作
，
需
多

塊
預
先
袖
好
花
樣
的
﹁
坯
料
﹂
，
依
照
穿

著
者
的
身
形
裁
製
拼
接
而
成
，
其
中
蟒
袍

正
面
左
幅
需
另
以
對
稱
花
樣
的
坯
料
拼

接
，
方
能
形
成
大
襟
與
底
襟
，
並
兼
顧
整

體
紋
樣
的
對
稱
性
與
完
整
性
，
因
此
考
驗

著
繡
匠
及
裁
縫
師
的
技
藝
，
領
口
、
襟

緣
、
左
右
當
臂
及
馬
蹄
袖
亦
分
別
製
作
。

蟒
袍
花
樣
之
刺
繡
工
藝
，
其
中
蟒
紋
使

用
釘
線
︵C

ouching Stitch

︶
技
法
，
將

金
、
銀
色
線
盤
繞
固
定
成
形
，
又
稱
﹁
盤

金
﹂
或
﹁
平
金
﹂
，
故
見
蟒
身
鱗
片
層
層

交
疊
，
增
添
蟒
龍
的
立
體
感
；
彩
雲
、
江

崖
及
立
水
紋
樣
則
大
量
使
用
搶
針
︵B

lock 

S
h

adin
g S

titch

︶
及
套
針
︵L

on
g an

d 

short Stitch

︶
等
技
法
繡
成
，
色
塊
之
間

間
帶
水
路
，
促
使
色
彩
整
齊
堆
疊
更
顯
層

次
。

︿
王
得
祿
蟒
袍
﹀
年
代
及
風
格
辨

識

清
代
蟒
袍
的
製
作
繁
瑣
不
易
，
自
紋

樣
的
設
計
開
始
，
循
序
製
成
一
件
符
合
章

典
規
範
的
官
服
，
非
僅
一
人
之
力
可
以
完

成
，
其
間
所
花
費
的
材
料
及
技
藝
，
皆
更

能
凸
顯
穿
戴
者
身
分
的
貴
重
。
透
過
檢
視

︿
王
得
祿
蟒
袍
﹀
的
形
制
及
製
作
工
藝
，

吾
人
可
以
體
會
到
清
代
蟒
袍
融
合
著
滿
漢

文
化
的
精
髓
，
將
漢
文
化
的
階
級
制
度
及

母
題
圖
像
，
一
針
針
織
繡
在
具
騎
獵
特
徵

的
滿
州
服
飾
上
。

而
王
得
祿
之
仕
途
，
橫
跨
乾
隆
、
嘉

慶
、
道
光
三
朝
，
本
件
蟒
袍
究
竟
是
王
得

祿
何
時
所
有
，
則
可
透
過
蟒
袍
工
藝
特
徵

紋
來
進
行
更
精
確
的
判
定
。
該
蟒
袍
通
繡

九
蟒
，
為
三
品
以
上
官
員
之
規
制
，
王
得

祿
於
嘉
慶
七
年
︵
一
八○

二
︶
獲
陞
金
門

鎮
左
營
游
擊
︵
從
三
品
︶
，
因
此
可
以
初

步
將
該
蟒
袍
的
上
限
時
間
訂
為
十
九
世
紀

初
期
。清

代
宮
廷
使
用
之
龍
蟒
袍
緞
，
多

由
內
廷
繪
圖
打
樣
，
發
往
江
南
三
織
造
局

︵
江
寧
織
造
、
蘇
州
織
造
、
杭
州
織
造
︶

織
辦
，
部
分
品
質
略
差
的
袍
料
可
能
會
用

來
賞
賜
官
員
甚
至
流
入
市
面
販
售
。
清
代

官
員
蟒
袍
的
取
得
來
源
，
或
承
自
內
廷
賞

賜
、
或
於
坊
間
店
鋪
添
購
訂
作
，
故
民
間

蟒
袍
紋
樣
設
計
，
勢
必
直
接
或
間
接
受
到

宮
廷
流
行
風
尚
的
影
響
。

再
細
看
︿
王
得
祿
蟒
袍
﹀
用
料
及

花
紋
繡
工
，
或
許
不
及
御
用
龍
袍
精
緻
細

密
，
然
其
繽
紛
的
花
色
及
紋
樣
皆
已
是
上

乘
之
作
；
袍
料
上
紋
樣
採
用
盤
金
、
搶
針

及
套
針
等
技
法
，
皆
具
備
傳
統
蘇
州
刺
繡

工
藝
之
特
點
。
明
清
時
期
，
江
南
地
區
即

為
各
類
工
藝
品
之
生
產
重
鎮
，
透
過
︿
姑

蘇
繁
華
圖
﹀
及
︿
乾
隆
南
巡
圖
﹀
所
繪
，

可
見
蘇
州
城
內
有
販
售
上
用
緞
紗
及
蟒
袍

訂
做
之
店
舖
，
官
員
亦
自
蘇
州
採
辦
龍
袍

掛
作
為
進
貢
的
禮
品
，
該
區
域
內
所
生
產

的
蟒
袍
花
紋
應
是
最
能
反
映
時
下
宮
廷
流

行
的
樣
式
。
不
禁
令
人
想
起
王
得
祿
曾
任

浙
江
提
督
，
其
轄
地
緊
鄰
江
南
，
可
合
理

推
測
本
件
蟒
袍
極
有
可
能
是
王
得
祿
任
職

於
浙
江
時
就
地
訂
製
的
，
其
年
代
下
限
應

不
晚
於
道
光
二
年
︵
一
八
二
一
︶
，
即
王

氏
回
臺
調
理
之
前
。

若
要
更
精
確
判
定
，
宮
廷
舊
藏
的
龍

袍
即
可
提
供
指
標
性
的
參
考
依
據
。
現
今

北
京
故
宮
及
瀋
陽
故
宮
兩
地
皆
藏
有
嘉
慶

圖6 　清　王得祿伯爵藍地刺繡鋪棉蟒袍　王誠明藏 圖5　清嘉慶朝《會典圖》中的官員蟒袍形象及結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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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期
的
御
用
吉
服
袍
︵
圖
七
、
圖
八
︶
，

兩
件
龍
袍
龍
紋
大
抵
承
襲
乾
隆
朝
的
風
格

︵
圖
九
︶
，
面
部
下
顎
方
正
，
動
作
及
表

情
略
顯
生
硬
。
然
龍
紋
之
龍
眼
，
卻
不
同

於
康
、
雍
、
乾
時
期
眼
白
做
全
白
地
的
表

現
形
式
，
嘉
慶
時
期
的
眼
白
處
，
常
見
以

多
重
淺
藍
色
及
白
色
線
圈
堆
疊
而
成
，
宛

如
年
輪
一
般
。

兩
件
龍
袍
中
，
北
京
故
宮
的
配
色

與
樣
式
與
︿
王
得
祿
蟒
袍
﹀
最
為
接
近
，

上
幅
雲
紋
作
靈
芝
形
︵
圖
七—

一
、
圖
六—

一
︶
，
下
擺
立
水
作
雙
螺
旋
合
瓣
形
雲
頭

紋
。
瀋
陽
故
宮
者
為
明
黃
色
，
通
身
雲
紋

皆
做
雙
螺
旋
合
瓣
形
。
︵
圖
八—

一
、
圖

此
種
雲
紋
形
式
一
直
被
延
用
至
清
末
。

若
將
︿
王
得
祿
蟒
袍
﹀
形
制
與
皇

帝
御
用
龍
袍
進
行
比
較
，
裝
飾
紋
樣
上
，

︿
王
得
祿
蟒
袍
﹀
蟒
紋
與
皇
帝
御
袍
龍
紋

皆
作
五
爪
，
共
九
隻
，
唯
一
的
差
別
在

於
皇
帝
御
用
袍
繡
有
象
徵
帝
王
的
十
二
章

紋
。
袍
服
形
制
上
，
︿
王
得
祿
蟒
袍
﹀

下
擺
做
二
開
裾
，
御
用
龍
袍
則
為
覺
羅
宗

室
貴
族
專
屬
的
四
開
裾
形
式
。
透
過
紋
樣

及
形
制
的
差
異
，
皆
凸
顯
出
王
氏
為
漢
人

官
員
的
身
分
。
至
於
王
氏
蟒
袍
為
何
做
五

爪
，
於
下
節
專
門
詳
述
。

龍
蟒
之
間—

清
代
蟒
袍
的
僭
越
問

題

王
家
所
收
藏
的
︿
王
得
祿
蟒
袍
﹀

紋
樣
雖
為
九
蟒
，
卻
作
五
爪
形
式
，
屬
皇

子
以
下
、
郡
王
以
上
貴
族
之
規
制
，
一
般

圖7　 清　嘉慶　御用藍色緙絲彩雲蝠金龍紋袷龍袍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國采朝章－清代宮廷服飾》，
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13，頁115。

圖8　清　嘉慶　明黃地繡彩雲金龍十二章紋龍袍　瀋陽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清　乾隆　明黃色緞繡彩雲黃龍夾龍袍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清宮服飾圖典》，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圖49。

六—

二
︶
靈
芝
形
雲
紋
應
是
自
乾
隆
朝
的
雲

紋
演
變
而
來
︵
圖
九—

一
︶
，
有
異
於
乾
隆

朝
雲
紋
細
瘦
分
明
且
帶
有
尖
尾
的
特
徵
，

嘉
慶
朝
的
雲
紋
有
如
葡
萄
串
一
般
，
使
整

體
佈
局
更
加
肥
厚
濃
密
。
此
外
，
嘉
慶
朝

龍
袍
開
始
出
現
的
雙
螺
旋
合
瓣
形
雲
紋
，

為
靈
芝
形
雲
紋
之
再
簡
化
︵
圖
九—

二
︶
，

圖6-1　〈王得祿蟒袍〉上幅的靈芝形雲紋。

圖6-2　〈王得祿蟒袍〉下擺的雙螺旋合瓣雲頭紋。

圖7-1　嘉慶御用龍袍上幅的靈芝形雲紋。

圖8-1　嘉慶御用龍袍上幅的雙螺旋合瓣形雲紋。

圖9-1　乾隆御用龍袍上幅的靈芝形雲紋。 圖9-2　乾隆御用龍袍下擺之靈芝頭雲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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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員
唯
有
承
蒙
皇
恩
獲
賜
御
服
才
得
以
擁

有
。
按
清
制
，
貝
勒
以
下
官
員
僅
能
使
用

四
爪
蟒
袍
，
不
得
使
用
織
有
金
色
、
彩

色
五
爪
龍
紋
衣
服
及
帶
暗
花
五
爪
龍
紋
緞

料
，
即
使
獲
得
賞
賜
也
必
需
將
龍
紋
除
去

一
爪
。
︵
註
三
︶

然
而
王
氏
獲
得
皇
帝
賞
賜

一
共
有
五
次
，
品
目
包
含
扳
指
、
荷
包
、

瓷
器
、
如
意
、
帽
緯⋯

⋯

等
項
目
，
未
見

蟒
袍
，
故
可
排
除
賜
服
的
可
能
。
單
從
形

制
觀
察
，
該
蟒
袍
下
擺
實
係
為
二
開
裾
，

顯
示
穿
戴
者
非
皇
室
宗
親
之
身
分
。
當
帝

王
專
用
的
五
爪
九
龍
紋
出
現
在
官
員
規
制

的
二
開
裾
袍
上
，
如
此
矛
盾
情
形
，
突
顯

存
在
於
清
代
官
場
已
久
的
特
殊
風
氣
。

這
般
的
濫
用
，
其
實
在
明
代
即
有

官
員
與
內
監
將
蟒
紋
、
斗
牛
紋
和
飛
魚
紋

袍
服
混
用
不
清
的
情
形
。
︽
明
史
︾
記
載

弘
治
元
年
︵
一
四
八
八
︶
都
御
史
邊
鏞

言
亦
曾
上
奏
諫
言
，
指
出
：
﹁
國
朝
品
官

無
蟒
衣
之
制
，
夫
蟒
無
角
無
足
，
今
內

官
多
乞
蟒
衣
殊
類
龍
形
，
非
制
也
，
乃
下

詔
禁
之
。
﹂
︵
註
四
︶

此
外
，
嘉
靖
十
六

年
︵
一
五
三
七
︶
兵
部
尚
書
張
瓚
服
飛
魚

服
，
其
飛
魚
頭
上
長
角
形
似
蟒
龍
，
不
符

二
品
官
員
的
規
制
，
因
而
遭
到
皇
帝
斥

責
。
︵
註
五
︶

兩
筆
案
例
反
映
明
代
高
級
官

員
及
內
監
就
已
存
在
取
巧
於
斗
牛
飛
魚
類

蟒
、
於
蟒
類
龍
的
行
為
，
縱
使
皇
帝
一
再

明
令
仍
未
得
以
有
效
遏
止
。

另
筆
者
參
考
山
東
孔
府
舊
藏
明
清

歷
代
衍
聖
公
服
飾
，
所
見
明
代
蟒
衣
及

雍
正
朝
蟒
袍
皆
遵
循
規
制
穿
用
四
爪
蟒
紋

︵
圖
十
︶
，
而
嘉
慶
朝
以
後
的
蟒
袍
則
為

五
爪
蟒
︵
圖
十
一
︶
，
此
一
現
象
或
許
反

映
清
代
前
期
對
於
僭
用
五
爪
蟒
的
禁
令
仍

有
所
約
束
。
乾
隆
朝
官
員
服
制
雖
已
成
熟

完
備
，
然
社
會
普
遍
安
定
，
物
質
生
活
富

裕
，
地
方
人
民
服
飾
日
漸
奢
華
，
導
致
逾

越
典
制
的
現
象
日
漸
頻
繁
。
面
對
此
一
現

象
，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
一
七
八
一
︶
，
皇

帝
即
特
地
以
當
時
官
員
穿
用
蟒
袍
案
例
，

進
一
步
闡
述
自
己
的
想
法
：

 

每
歲
秋
審
，
謀
故
殺
人
之
犯
，
已
不
勝

誅
，
豈
能
將
侈
肆
越
禮
之
人
，
復
一
一

繩
以
三
尺
乎
？
此
時
朕
非
不
能
辦
，
時

不
忍
辦
，
亦
不
必
辦
也⋯

⋯

以
官
員
服

色
而
論
，
從
前
康
熙
、
雍
正
及
乾
隆
初

年
間
，
屢
經
臣
工
條
奏
，
然
行
之
究
無

實
濟
。
即
如
繡
蟒
一
項
，
若
蓋
不
許
服

用
，
勢
必
將
舊
有
者
藏
之
篋
笥
，
而
令

其
另
置
織
蟒
服
用
。
爭
購
居
奇
，
轉
滋

耗
費
，
自
不
若
任
期
穿
用
之
為
便
也
。

︵
註
六
︶

由
上
引
文
可
知
，
康
熙
、
雍
正
兩
朝
已
無

法
確
實
管
制
蟒
紋
僭
越
的
風
氣
，
至
乾
隆

朝
更
是
不
勝
枚
舉
。
滿
朝
文
武
官
員
何
其

之
多
，
若
硬
是
追
究
蟒
袍
是
否
確
實
按
章

典
穿
戴
，
怕
是
抓
不
勝
抓
；
若
強
制
穿
回

四
爪
蟒
袍
，
違
者
甚
繁
，
一
夕
間
恐
求
大

於
供
，
造
成
市
場
價
格
失
衡
及
官
員
額
外

經
濟
負
擔
。
故
對
乾
隆
皇
帝
而
言
，
官
員

的
虛
榮
心
及
罪
犯
殺
人
的
暴
戾
之
罪
，
仍

有
輕
重
緩
急
，
不
如
採
取
開
放
包
容
的
態

度
，
順
勢
而
為
，
並
為
後
繼
之
君
效
法
，

刊
載
於
會
典
事
例
當
中
，
以
追
認
官
場
衣

著
文
化
的
新
常
態
。
︵
註
七
︶

然
龍
與
蟒
在
外
形
上
除
了
有
形
的

爪
數
，
以
及
無
形
的
階
級
︵
非
皇
帝
、
太

子
御
用
即
稱
蟒
︶
之
分
外
，
其
餘
並
無
區

別
。
一
旦
前
人
有
意
、
後
者
無
心
，
當
繡

有
此
種
紋
樣
袍
服
脫
離
其
原
有
脈
絡
後
，

甚
易
使
後
人
在
辨
別
時
，
陷
入
孰
為
龍
、

孰
為
蟒
之
困
窘
，
僅
能
從
十
二
章
紋
及
開

裾
形
式
判
斷
。
當
吉
服
不
帶
十
二
章
紋
且

作
前
後
二
開
裾
者
，
即
使
蟒
紋
作
五
爪
形

象
，
應
仍
為
一
般
官
員
所
穿
用
的
蟒
袍
。

流
傳
與
尊
榮

按
︽
大
清
會
典
事
例
︾
記
載
：
﹁
官

員
加
級
受
封
，
冠
服
均
從
本
任
，
惟
致
仕

後
，
准
照
所
封
之
品
服
用
﹂
。
︵
註
八
︶

意

味
著
清
代
官
員
若
授
封
比
現
任
官
階
更
高

之
頭
銜
時
，
在
退
休
前
，
其
官
服
僅
能
按

現
任
的
品
級
穿
著
，
待
屆
齡
退
休
時
，
方

可
依
照
朝
廷
所
冊
封
的
頭
銜
使
用
更
高
階

的
服
制
榮
身
，
以
示
區
別
，
如
此
形
式
也

算
是
朝
廷
對
於
有
功
官
員
奉
獻
為
國
的
肯

定
。
王
得
祿
於
生
前
榮
任
一
品
大
員
，
所

穿
用
蟒
袍
已
是
吉
服
最
高
級
的
九
蟒
紋
，

即
使
死
後
再
追
封
伯
爵
，
蟒
袍
規
制
依
然

不
變
，
故
得
以
將
此
袍
繼
續
承
襲
流
傳
。

日
治
時
期
，
臺
北
的
吉
見
裁
縫
學
園

學
園
長
吉
見
ま
つ
よ
，
曾
介
紹
了
一
件
臺

灣
本
地
傳
世
的
清
代
青
藍
色
蟒
袍
，
她
在

報
導
中
指
出
，
當
官
員
年
老
退
休
之
後
，

到
了
生
日
那
天
，
仍
會
穿
著
官
服
接
受
親

戚
們
的
祝
賀
。
那
時
子
孫
們
會
跪
在
穿
著

華
麗
榮
服
的
祖
父
面
前
，
說
些
長
命
百
歲

之
類
的
吉
祥
話
。
︵
註
九
︶

可
知
蟒
袍
能

作
為
長
輩
蒙
獲
皇
恩
的
證
明
，
除
生
前
當

作
壽
禮
服
穿
用
外
，
死
後
亦
可
將
這
象
徵

官
家
的
服
飾
伴
隨
入
殮
，
或
由
後
人
世
代

相
傳
以
做
紀
念
，
皆
有
實
例
。
民
間
甚
至

流
傳
早
期
官
家
後
人
每
年
有
所
謂
﹁
曬
官

服
﹂
之
俗
，
除
藉
由
曝
曬
祛
溼
防
蟲
外
，

更
能
趁
機
彰
顯
家
族
榮
耀
。
︵
註
十
︶

︿
王

得
祿
蟒
袍
﹀
流
傳
至
今
，
正
可
為
王
家
顯

赫
的
過
往
，
作
了
最
佳
見
證
。

而
臺
灣
現
存
本
地
傳
世
清
嘉
慶
以
前

之
蟒
袍
數
量
有
限
，
保
存
狀
況
及
歷
史
脈

絡
完
整
者
又
更
寥
寥
無
幾
。
透
過
王
得
祿

傳
世
的
蟒
袍
，
吾
人
得
以
窺
見
清
代
官
宦

家
族
傳
襲
官
服
所
蘊
含
的
精
神
價
值
，
以

及
十
九
世
紀
中
國
官
場
上
的
衣
著
文
化
。

圖10　 清　雍正　藍色織金緞四爪蟒袍　山東孔府舊藏文物　引自《斯文在茲－孔府舊藏服飾》，
山東：山東省博物館，2012，頁88。

圖11　 清　嘉慶∼道光　紫綢五爪蟒袍　山東孔府舊藏文物　同前引《斯文在茲－孔府舊藏服飾》，頁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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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服彰祿—從王得祿傳世蟒袍談清代官員吉服

展場巡禮

註
釋

1.  

王
侃
，
︿
皇
朝
冠
服
志
﹀
，
︽
巴
山
七
種
︾
，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傅
斯
年
圖
書
館
藏
，

清
同
治
四
年
光
裕
堂
刊
本
，
冊
一
，
上
卷
，
頁

一
七—

一
九
。

2.  

滿
州
傳
統
男
性
服
飾
主
要
分
作
滿
襟
袍
及
缺
襟
袍

兩
種
形
式
，
清
代
官
員
吉
服
與
常
服
皆
屬
滿
襟

袍
、
行
服
屬
缺
襟
袍
，
所
謂
﹁
缺
襟
﹂
即
將
大
襟

下
擺
左
側
截
半
，
另
施
三
扣
與
底
襟
相
接
，
此
種

形
式
更
有
助
於
長
時
間
騎
馬
行
動
方
便
。

3.  

清
托
津
等
，
︽
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例
︵
嘉
慶

朝
︶
︾
，
收
入
︽
近
代
中
國
史
料
叢
刊
三
編
︾
，

臺
北
市
：
文
海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一
，
六
七
輯
，

卷
二
六
三
，
︿
禮
部‧

冠
服‧

冠
服
通
例
﹀
，
頁

一
五
五
一
。

4.  

清
張
廷
玉
，
︽
明
史
︾
，
收
入
︽
百
衲
本
二
十
四

史
︾
，
臺
北
：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
一
九
六
七
，

冊
三
七
，
卷
六
七
，
︿
志
四
十
三‧

輿
服
三‧

內

使
冠
服
﹀
，
頁
二
九
六
三
六
。

5.  

同
前
註
，
頁
二
九
六
三
二
。

6.  

清
崑
崗
，
︽
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例
︵
十
三
︶
︾
，

臺
北
：
臺
灣
中
文
書
局
，
一
九
六
三
，
卷

三
九
九
，
︿
禮
部
．
風
教‧

訓
飭
風
俗
一
﹀
，
頁

一○

三
六
六
。

7.  
綜
觀
國
內
博
物
館
及
海
外
私
人
收
藏
傳
世
清
代

中
期
以
後
的
官
員
蟒
袍
，
可
發
現
頻
繁
出
現

使
用
五
爪
蟒
的
現
象
，
參
考
何
浩
天
，
︽
中

國
袍
服
織
繡
選
粹
︾
，
臺
北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一
九
七
七
，
頁
一
五—

三
八
。
李
雨

來
、
李
玉
芳
，
︽
明
清
繡
品
︾
，
上
海
：
東

華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一
二
，
頁
一
四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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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

崑

崗

等

，

︽

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例

︵
十
二
︶
︾
，
臺
北
：
臺
灣
中
文
書
局
，

一
九
六
三
，
卷
三
二
七
，
︿
禮
部‧

冠
服‧

品
官

命
婦
冠
服
﹀
，
頁
九
四
六
一
。

9.  

吉
見
ま
つ
よ
，
︿
男
子
禮
服
﹀
，
︽
民
俗
臺
灣
︾

第
三
卷
︵
上
︶
，
一
九
四
二
年
二
月
，
頁
四
二
。

10.  

鄭
慧
玟
，
︿
江
昶
榮
一
身
的
裝
扮
﹀
，
︽
六
堆
風

雲
︾
十
三
刊
，
一
九
九○

年
二
月
，
頁
二
九—

三
一
。

參
考
書
目

1.  

山
東
省
博
物
館
，
︽
斯
文
在
茲—

孔
府
舊
藏
服

飾
︾
，
山
東
：
山
東
省
博
物
館
，
二○

一
二
。

2.  

王
朝
綱
、
王
朝
綸
，
︿
皇
清
誥
授
振
威
將
軍
太

子
太
保
原
任
浙
江
水
路
提
督
二
等
子
爵
世
襲
賞

戴
雙
眼
花
翎
晉
加
太
子
太
師
贈
伯
爵
祭
葬
予
諡

果
毅
顯
考
玉
峰
府
君
行
述
﹀
，
收
入
︽
臺
案
彙

錄
辛
集
︾
，
頁
二
九
九
。
臺
北
：
臺
灣
銀
行
，

一
九
六
四
。

3.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
︽
清
宮
服
飾
圖
典
︾
，
北

京
：
紫
禁
城
出
版
社
，
二○

一○

。

4.  

香
港
歷
史
博
物
館
，
︽
國
采
朝
章—

清
代
宮
廷
服

飾
︾
，
香
港
：
香
港
歷
史
博
物
館
，
二○

一
三
。

5.  

粘
碧
華
，
︽
刺
繡
針
法
百
種
︾
，
臺
北
：
雄
獅
出

版
社
，
二○

○

三
。

6.  

路
甬
祥
，
︽
中
國
傳
統
工
藝
全
集
︾
，
河
南
：
大

象
出
版
社
，
二○

○

五
。

7.  

嘉
義
縣
史
蹟
源
流
委
員
會
，
︽
太
子
太
保
王
得
祿

將
軍
傳
︾
，
嘉
義
：
嘉
義
縣
史
蹟
源
流
委
員
會
，

一
九
八
五
。

8.  

蔡
相
煇
、
王
文
裕
，
︽
王
得
祿
傳
︾
，
南
投
：
臺

灣
省
文
獻
委
員
會
，
一
九
九
七
。

9.  

賴
惠
敏
，
︿
寡
人
好
貨
：
乾
隆
帝
與
姑
蘇
繁

華
﹀
，
︽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集
刊
︾
第

五○

期
，
二○

○

五
年
十
二
月
，
頁
一
八
五—

二
三
三
。

王
氏
參
與
平
定
臺
島
重
大
戰
役
，
屢
屢
親

自
披
甲
上
陣
，
其
背
後
之
艱
辛
，
皆
載
於

史
冊
。
靠
著
自
己
付
出
的
血
汗
，
獲
得

﹁
太
子
太
保
﹂
榮
銜
，
官
居
一
品
大
員
，

堪
得
九
蟒
榮
身
，
皆
可
謂
名
符
其
實
。

︿
王
得
祿
蟒
袍
﹀
九
蟒
二
開
裾
的

特
徵
，
充
分
展
現
清
代
高
級
官
員
服
飾

之
規
制
，
紋
樣
亦
為
嘉
慶
朝
蟒
袍
典
型
樣

式
，
時
代
風
格
明
確
，
並
體
現
清
代
中
國

絲
織
工
藝
之
精
粹
。
作
為
官
員
的
正
式
著

裝
，
縱
使
明
、
清
兩
代
章
典
上
一
再
明
令

禁
止
僭
越
龍
紋
，
現
實
中
龍
、
蟒
之
別
卻

僅
在
一
爪
之
間
，
導
致
清
代
中
期
以
後
，

終
究
抵
擋
不
了
官
員
蟒
袍
紋
樣
作
五
爪
的

趨
勢
。
然
而
，
︿
王
得
祿
蟒
袍
﹀
的
案
例

足
以
證
明
乾
隆
皇
帝
的
見
識
，
使
用
五
爪

蟒
並
不
絕
對
代
表
官
員
心
存
逾
越
皇
權
之

心
，
王
氏
盛
年
時
於
前
線
奮
勇
殺
敵
，
晚

年
依
舊
老
驥
伏
櫪
，
一
生
奉
獻
為
國
，
五

爪
殊
榮
反
而
更
能
昭
顯
皇
恩
，
進
而
鼓
舞

官
員
士
氣
，
使
其
盡
心
為
朝
廷
效
力
。
是

以
，
蟒
袍
的
流
傳
不
僅
供
後
人
追
念
王
得

祿
功
績
外
，
同
時
也
勉
勵
著
王
氏
子
孫
，

世
代
當
需
為
國
盡
忠
。作

者
為
本
院
器
物
處
研
究
助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