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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嘉慶初政—以嘉慶四年洪亮吉上書為中心

展場巡禮

2017年1月 70

︽
清
史
稿
．
本
紀
．
仁
宗
︾
贊
曰
：

﹁
鋤
奸
登
善
，
削
平
逋
寇
，
捕
治
海
盜
，

力
握
要
樞
，
崇
儉
勤
事
，
闢
地
移
民
，
皆

為
治
之
大
原
也
。
﹂
︵
註
一
︶

綜
觀
嘉
慶
皇

帝
在
位
的
二
十
五
年
間
，
為
維
持
政
權
的

穩
定
，
可
謂
盡
心
盡
力
，
宵
衣
旰
時
。
嘉

論
嘉
慶
初
政

以
嘉
慶
四
年
洪
亮
吉
上
書
為
中
心

劉
世
珣

慶
四
年
︵
一
七
九
九
︶
親
政
以
後
，
為
辦

理
庶
政
，
監
督
吏
治
，
並
解
決
乾
隆
朝
晚

期
所
留
下
之
積
弊
，
即
曉
諭
九
卿
科
道
與

內
外
臣
工
，
奏
事
言
政
，
期
彙
集
群
臣
之

見
，
改
善
時
政
。

洪
亮
吉
，
字
君
直
，
一
字
稚
存
，

江
蘇
陽
湖
人
，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
一
七
九

○

︶
進
士
，
官
至
翰
林
院
編
修
、
實
錄
館

纂
修
官
。
︵
圖
一
︶
嘉
慶
皇
帝
下
詔
求
言

後
，
洪
亮
吉
即
於
嘉
慶
四
年
八
月
上
書
軍

機
王
大
臣
永
瑆
等
人
，
直
言
嘉
慶
初
政
的

種
種
問
題
，
望
能
為
國
家
略
盡
心
力
；
然

洪
亮
吉
︵
一
七
四
六

∼

一
八○

九
︶
，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
一
七
九○

︶
進
士
，
官
至
翰
林
院
編

修
、
實
錄
館
纂
修
官
，
為
乾
嘉
年
間
著
名
的
經
學
家
、
文
學
家
，
以
﹁
人
口
論
﹂
名
聞
遐
邇
。
不

過
，
除
關
心
人
口
問
題
外
，
洪
亮
吉
對
時
政
亦
頗
具
見
解
。
嘉
慶
四
年
︵
一
七
九
九
︶
，
洪
亮
吉

上
書
抒
發
對
時
局
的
看
法
，
書
中
內
容
不
乏
針
對
乾
隆
朝
晚
期
、
嘉
慶
朝
初
期
施
政
的
檢
討
，
並

為
除
弊
興
利
提
出
改
革
方
針
，
為
日
後
的
內
政
整
頓
奠
定
根
基
，
實
係
乾
、
嘉
之
交
的
重
要
歷
史

文
獻
。
惟
此
次
上
書
，
卻
引
發
了
嘉
慶
皇
帝
的
震
怒
，
原
因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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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
反
而
因
此
獲
罪
，
被
發
往
伊
犁
。
嘉
慶

五
年
︵
一
八○

○
︶
，
嘉
慶
皇
帝
基
於
言

事
者
日
少
的
理
由
，
下
令
將
洪
亮
吉
釋

放
回
原
籍
。
同
時
，
亦
將
洪
亮
吉
原
書
裝

潢
成
卷
，
銘
諸
座
右
，
以
作
良
規
，
並
頒

示
中
外
臣
工
。
如
此
轉
折
，
不
禁
令
人
感

到
好
奇
，
究
竟
是
什
麼
原
因
導
致
此
種
戲

劇
化
的
轉
變
？
且
嘉
慶
皇
帝
最
終
將
洪
亮

吉
上
書
銘
諸
座
右
，
顯
示
洪
氏
所
述
內
容

應
有
值
得
參
考
之
處
，
既
然
如
此
，
當
初

又
為
何
要
懲
處
洪
亮
吉
？
其
次
，
洪
亮
吉

上
書
所
指
出
之
嘉
慶
皇
帝
親
政
初
期
所
面

臨
的
問
題
為
何
？
有
哪
些
解
決
之
道
？
再

次
，
洪
亮
吉
上
書
事
件
背
後
所
反
映
之
皇

帝
統
治
的
特
徵
又
是
如
何
等
等
，
皆
是
值

得
玩
味
的
課
題
。

嘉
慶
四
年
洪
亮
吉
上
書
，
起
於
新
君

即
位
之
初
亟
欲
瞭
解
政
情
之
時
；
其
內
容

不
乏
針
對
乾
隆
朝
晚
期
、
嘉
慶
朝
初
期
之

施
政
的
檢
討
，
並
為
除
弊
興
利
提
出
改
革

方
針
，
為
乾
、
嘉
之
交
極
具
歷
史
意
義
的

文
獻
。
適
逢
本
院
北
部
院
區
推
出
﹁
勤
修

無
逸─

嘉
慶
皇
帝
文
物
特
展
﹂
，
本
文
擬

就
此
文
獻
進
行
分
析
，
從
嘉
慶
皇
帝
詔
旨

求
言
、
洪
亮
吉
上
書
對
嘉
慶
初
政
的
檢
討

以
及
嘉
慶
皇
帝
對
洪
亮
吉
上
書
的
回
應
等

角
度
切
入
，
希
冀
能
讓
讀
者
對
嘉
慶
初
政

以
及
嘉
慶
皇
帝
的
統
治
特
徵
有
更
為
深
入

的
理
解
與
認
識
。

嘉
慶
皇
帝
詔
旨
求
言

嘉
慶
皇
帝
，
名
永
琰
，
為
乾
隆
皇

帝
第
十
五
子
。
︵
圖
二
、
三
︶
一
開
始
，

他
並
未
受
到
乾
隆
皇
帝
青
睞
。
但
永
琰
憑

藉
著
自
己
的
努
力
，
克
勤
力
學
，
並
隨
乾

隆
皇
帝
東
巡
盛
京
，
拜
謁
祖
陵
，
亦
南
巡

了
解
風
土
民
情
，
藉
此
機
會
從
旁
觀
察
與

學
習
，
體
察
朝
政
，
累
積
經
驗
，
最
終
脫

穎
而
出
，
成
為
皇
位
繼
承
人
。
乾
隆
六
十

年 

︵
一
七
九
五
︶
九
月
，
永
琰
被
正
式
立

在
味
餘
書
室
所
作
的
古
今
體
詩
、
古
文

和
隨
筆
等
，
集
結
成
︽
味
餘
書
室
全
集
︾

並
刊
行
之
。
︵
圖
四
︶
嘉
慶
皇
帝
在
書
中

時
常
以
經
論
政
，
且
注
重
史
鑒
之
功
能
，

尤
其
藉
柳
澤
極
諫
唐
玄
宗
、
劉
洎
諫
唐
太

宗
等
事
，
抒
發
自
己
對
統
治
者
廣
開
言
路

的
推
崇
。
或
因
如
此
，
面
對
即
位
之
後
所

面
臨
的
困
境
，
嘉
慶
皇
帝
決
定
效
法
歷
代

賢
君
，
於
嘉
慶
四
年
正
月
初
五
日
詔
旨
求

言
，
廣
開
言
路
，
以
收
集
思
廣
益
之
效
。

詔
書
略
謂
：

 

敬
念
皇
祖
、
皇
考
御
極
以
後
，
俱
頒
詔

旨
求
言
。
蓋
以
九
州
之
大
，
臣
民
之

眾
，
幾
務
至
繁
，
兼
聽
則
明
，
偏
聽
則

蔽
。
若
僅
一
二
人
之
言
，
即
使
出
於
至

公
，
亦
不
能
周
知
天
下
之
務
，
況
未
必

盡
公
也
︙
。
踐
阼
之
初
，
即
以
求
言
為

急
務
，
矧
朕
德
薄
，
何
敢
不
虛
懷
延

訪
，
聽
受
讜
言
。
特
此
通
行
曉
諭
，
凡

九
卿
科
道
，
有
奏
事
之
責
者
，
於
用

人
行
政
，
一
切
事
宜
，
皆
得
封
章
密

奏
，
︙
。
諸
臣
務
須
宅
心
虛
公
，
將
用

人
行
政
、
興
利
除
弊
，
有
裨
實
政
者
，

各
抒
誠
悃
，
據
實
敷
臣
，
佐
朕
不
逮
，

用
副
集
思
廣
益
至
意
。
︵
註
三
︶

為
皇
太
子
。
︵
註
二
︶

翌
年
正
月
初
一
日
，

乾
隆
皇
帝
內
禪
，
永
琰
即
帝
位
，
年
號
嘉

慶
。

嘉
慶
皇
帝
即
位
之
初
，
朝
政
仍
為

太
上
皇
乾
隆
皇
帝
所
掌
控
，
直
至
乾
隆
皇

帝
於
嘉
慶
四
年
正
月
駕
崩
後
，
嘉
慶
皇
帝

才
開
始
親
政
。
親
政
之
初
，
嘉
慶
皇
帝
即

得
面
臨
乾
隆
朝
所
遺
留
的
種
種
弊
政
，
諸

如
：
十
全
武
功
所
導
致
龐
大
的
財
政
支

出
；
隨
著
南
巡
、
千
叟
宴
而
來
的
國
庫
透

支
與
官
員
的
阿
諛
奉
承
；
寵
信
和
珅
導
致

的
官
吏
貪
污
之
風
；
八
旗
綠
營
的
腐
敗
與

軍
隊
廢
弛
等
難
題
。
面
對
這
些
問
題
，
儘

管
嘉
慶
皇
帝
以
﹁
守
成
﹂
為
治
國
方
針
，

盡
全
力
試
圖
守
住
先
人
大
業
，
按
祖
宗
之

法
鞏
固
基
業
，
不
輕
易
變
更
祖
制
。
然
此

同
時
，
他
亦
採
取
諸
多
措
施
，
包
括
：
誅

殺
和
珅
、
崇
儉
黜
奢
、
提
倡
實
政
、
治
河

理
漕
、
賑
災
蠲
免
以
及
禁
止
浮
收
等
，
希

望
藉
此
挽
救
乾
隆
朝
以
降
的
頹
勢
。

繼
位
之
前
，
嘉
慶
皇
帝
在
味
餘
書

室
渡
過
了
相
當
長
時
間
的
書
齋
生
活
，

其
治
國
思
想
、
作
風
以
及
品
德
性
格
，
大

體
奠
基
於
此
時
。
爾
後
，
他
更
將
自
己

圖1　 洪亮吉像　引自杜家驥，《嘉慶事典》，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圖2　清　嘉慶御用黃碧牙璽朝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3　清　嘉慶帝朝服像　瀋陽故宮博物院藏



2017年1月　7475　故宮文物月刊·第406期

論嘉慶初政—以嘉慶四年洪亮吉上書為中心

展場巡禮

由
此
觀
之
，
廷
臣
奉
詔
上
奏
的
內
容
並
無

具
體
限
制
，
凡
與
用
人
行
政
或
興
利
除
弊

相
關
者
，
皆
可
各
抒
誠
悃
。
不
過
，
此
詔

書
對
具
奏
人
身
分
與
上
奏
方
式
則
有
所
規

定
。
意
即
凡
六
部
、
都
察
院
、
通
政
司
、

大
理
寺
等
九
卿
、
六
科
掌
印
給
事
中
，
以

及
都
察
院
底
下
的
十
五
道
監
察
御
史
等
在

京
官
員
，
皆
有
權
上
奏
；
但
必
須
單
獨
封

章
密
奏
，
不
可
聯
名
，
亦
不
可
轉
呈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儘
管
嘉
慶
皇
帝

在
親
政
之
初
積
極
徵
求
臣
下
建
言
，
但
根

凡
召
見
臣
工
，
必
詢
問
人
才
，
詢
問
利

弊
。
如
所
言
甚
是
，
則
將
其
存
於
檔
冊
之

中
以
記
之
；
倘
若
所
舉
非
人
，
或
所
言
失

實
，
則
治
其
失
言
之
罪
。
其
四
，
數
十
年

來
，
臣
工
以
模
稜
為
曉
事
，
以
軟
弱
為
良

圖
，
以
鑽
營
為
取
進
之
階
，
以
苟
且
為

服
官
之
計
。
洪
亮
吉
所
述
，
實
為
乾
隆

朝
晚
期
政
治
腐
敗
的
現
象
。
嘉
慶
元
年

︵
一
七
九
六
︶
十
月
，
大
學
士
一
職
出

缺
，
嘉
慶
皇
帝
思
考
繼
任
人
選
時
，
對
幾

位
乾
隆
朝
舊
臣
有
以
下
評
論
：
劉
墉
向
來

不
肯
實
心
任
事
，
平
日
於
銓
政
用
人
諸

事
，
全
未
留
心
，
率
以
模
稜
之
詞
塞
責
，

不
勝
綸
扉
；
彭
元
端
不
自
檢
束
，
屢
次
獲

懲
；
紀
昀
讀
書
多
而
不
明
理
，
不
過
尋
常

供
職
。
顯
示
乾
隆
朝
晚
期
，
朝
中
大
臣
渙

散
瀆
職
，
因
循
苟
且
。
這
種
渙
散
瀆
職
、

因
循
苟
且
的
官
場
風
氣
，
亦
是
嘉
慶
皇
帝

於
親
政
之
初
所
面
臨
的
一
大
問
題
。
其

五
，
朝
廷
在
用
人
取
才
方
面
，
標
準
不

定
。
洪
亮
吉
主
張
應
該
擇
眾
口
交
譽
之
劉

清
這
樣
的
賢
吏
，
崇
其
官
爵
，
給
其
事

權
；
而
戴
如
煌
、
吳
省
蘭
、
吳
省
欽
等
聲

名
狼
籍
之
人
，
則
應
給
予
降
官
革
職
的
處

分
。

就
用
人
行
政
未
盡
改
來
看
，
洪
亮

吉
以
為
和
珅
雖
已
伏
法
，
但
究
竟
哪
些
法

律
是
和
珅
所
變
更
？
哪
些
人
是
和
珅
所
引

進
？
嘉
慶
皇
帝
並
未
仔
細
探
討
過
。
而

且
，
對
於
和
珅
的
同
黨
，
由
於
嘉
慶
皇
帝

寬
仁
，
加
以
牽
連
人
數
眾
多
，
致
使
朝
廷

無
法
將
其
完
全
摒
除
。
對
此
，
洪
亮
吉
認

為
應
該
籍
其
姓
名
，
且
於
升
遷
調
補
之
時

微
示
以
善
惡
勸
懲
，
才
可
防
止
群
臣
結
黨

營
私
，
避
免
下
一
個
和
珅
出
現
。

就
風
俗
日
趨
卑
下
而
言
，
洪
亮
吉
認

為
風
俗
日
漸
敗
壞
主
要
表
現
在
兩
方
面
，

一
為
士
大
夫
漸
漸
不
顧
廉
恥
，
另
一
則
為

官
員
崇
信
佛
教
，
無
心
於
政
事
。
無
獨
有

偶
，
在
嘉
慶
親
政
後
重
新
被
啟
用
的
老
臣

尹
壯
圖
亦
認
為
風
俗
日
漸
敗
壞
的
情
況
，

在
乾
隆
朝
中
、
後
期
便
已
經
出
現
，
然
這

種
積
弊
沒
有
獲
得
徹
底
的
改
善
，
故
成
為

嘉
慶
初
年
的
一
大
難
題
。
至
於
官
員
崇

信
佛
教
方
面
，
洪
亮
吉
所
述
確
有
其
人
。

︽
嘯
亭
雜
錄
︾
即
記
載
朱
珪
晚
年
酷
嗜

仙
佛
，
嘗
持
齋
茹
素
，
學
習
導
引
長
生
之

術
，
並
時
有
詭
誕
不
經
之
語
。
面
對
風
俗

日
漸
敗
壞
，
洪
亮
吉
認
為
士
氣
必
待
在
上

者
振
作
之
，
風
節
必
待
在
上
者
獎
成
之
，

故
建
議
統
治
者
薦
舉
廉
樸
的
官
吏
，
或
拔

擢
特
立
獨
行
、
敦
品
勵
節
、
淡
泊
謙
讓
之

人
。

就
賞
罰
仍
不
嚴
明
而
論
，
洪
亮
吉
指

圖5　 清　洪亮吉撰　洪北江全集卷施閣集　清光緒3至5年洪氏授經堂重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清仁宗撰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　清嘉慶間內府烏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據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藏
之
宮
中
檔
奏
摺

與
軍
機
處
奏
摺
錄
副
，
自
嘉
慶
皇
帝
下
詔

求
言
一
直
到
洪
亮
吉
上
書
為
止
，
在
京
官

員
關
於
全
國
性
事
務
的
建
言
大
致
僅
有
四

條
，
分
別
聚
焦
於
江
海
關
稅
、
力
役
、
吏

治
以
及
京
師
米
賤
錢
貴
的
現
象
，
缺
乏
對

嘉
慶
初
政
的
全
面
性
檢
討
。
相
較
之
下
，

洪
亮
吉
所
上
的
千
言
書
，
涉
及
層
面
廣

泛
，
且
大
多
針
對
時
政
積
弊
而
發
，
可
謂

是
了
解
乾
、
嘉
之
交
政
治
社
會
情
況
的
重

要
文
獻
，
實
有
其
重
要
性
與
討
論
價
值
。

乾
嘉
之
交
的
施
政
檢
討

洪
亮
吉
自
聞
詔
後
，
廢
寢
忘
食
，

認
為
自
己
不
可
辜
負
天
子
聖
恩
，
故
反
覆

極
陳
時
事
，
累
數
千
言
。
︵
圖
五
、
六
︶

其
最
終
完
成
的
上
書
，
從
統
治
技
術
、
用

人
行
政
、
士
大
夫
風
俗
、
吏
治
等
層
面
切

入
，
點
出
了
嘉
慶
初
政
的
問
題
，
包
括
：

勵
精
圖
治
尚
未
盡
法
、
用
人
行
政
未
盡

改
、
風
俗
日
趨
卑
下
、
賞
罰
仍
不
嚴
明
、

言
路
似
通
而
未
通
，
以
及
吏
治
欲
肅
而
未

肅
。
這
些
正
是
嘉
慶
皇
帝
即
位
之
初
兢
兢

業
業
求
治
，
但
機
局
未
轉
的
原
因
。
︵
註

四
︶
儘
管
上
述
看
似
為
嘉
慶
初
政
的
問
題
，

卻
也
是
乾
隆
朝
晚
期
所
留
下
之
積
弊
。

就
勵
精
圖
治
尚
未
盡
法
來
說
，
洪

亮
吉
認
為
原
因
有
以
下
幾
點
：
其
一
，
自

三
、
四
月
以
來
，
儘
管
朝
廷
政
局
稍
微
平

靜
，
但
借
滑
稽
之
舉
以
獲
皇
帝
親
幸
、

迷
惑
聖
聽
者
亦
為
數
不
少
。
其
二
，
自
乾

隆
朝
晚
期
以
來
，
大
臣
們
權
私
蒙
蔽
，

致
使
千
百
件
案
件
中
，
無
有
一
、
二
能
上

達
者
，
且
即
使
能
上
達
，
也
未
必
能
獲
得

平
反
。
其
三
，
朝
廷
集
思
廣
益
之
法
並
未

未
全
備
。
對
此
，
洪
亮
吉
建
議
嘉
慶
皇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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諭
旨
：
﹁
嗣
後
王
公
及
內
外
大
小
臣
工

等
，
︙
︙
於
關
繫
政
治
，
糾
劾
貪
污
要

務
，
原
當
隨
時
具
奏
。
若
懷
挾
私
見
，
不

出
為
名
為
利
二
者
，
斷
難
逃
朕
洞
鑒
，
不

得
不
治
以
妄
言
之
罪
。
﹂
︵
註
六
︶

惟
皇
帝

的
指
責
效
果
似
乎
有
限
。
幾
個
月
後
，
洪

亮
吉
於
上
書
中
再
次
提
起
此
種
現
象
，
並

建
議
嘉
慶
皇
帝
將
臣
工
奏
摺
隨
閱
隨
發
，

並
面
諭
廷
臣
，
或
特
頒
諭
旨
，
明
白
曉

示
。
而
且
，
對
於
那
些
言
不
及
義
或
是
揭

人
陰
私
的
奏
報
，
更
應
該
讓
眾
人
皆
知
，

藉
輿
論
力
量
加
以
懲
戒
。

就
吏
治
欲
肅
而
未
肅
來
看
，
洪
亮
吉

認
為
十
幾
年
來
，
督
、
撫
、
藩
、
臬
之
貪

欺
害
政
，
比
比
皆
是
。
儘
管
已
經
將
李
奉

翰
、
鄭
元
璹
、
富
綱
、
江
蘭
等
人
繩
之
以

法
，
但
站
規
、
門
包
、
節
禮
、
生
日
禮
，

以
及
幫
費
等
積
弊
依
然
存
在
，
甚
至
有
以

升
遷
調
補
來
私
相
餽
謝
的
情
形
。
他
進
一

步
指
出
站
規
、
門
包
等
項
，
皆
取
之
於
州

縣
，
而
州
縣
則
無
不
取
之
於
民
。
不
過
，

當
人
民
赴
京
控
告
這
些
官
員
貪
污
腐
敗
的

時
候
，
卻
往
往
只
能
得
到
發
還
督
撫
審

究
，
或
派
欽
差
就
訊
的
結
果
。
民
眾
不
滿

的
情
緒
日
久
累
積
，
在
忍
無
可
忍
的
情
況

下
，
往
往
會
釀
成
激
變
。

洪
亮
吉
所
說
的
吏
治
問
題
，
並
非
嘉

慶
朝
獨
有
，
而
是
自
清
朝
建
立
以
來
就
一

直
存
在
的
積
弊
，
此
與
官
員
的
俸
祿
過
低

關
係
密
切
。
薪
俸
過
低
使
得
一
般
官
員
養

家
糊
口
都
有
問
題
，
更
遑
論
應
付
節
禮
、

生
日
禮
等
支
出
。
此
種
狀
況
連
帶
迫
使
官

員
們
另
尋
財
源
，
尤
其
是
向
下
屬
收
取
各

種
規
費
；
而
底
層
的
州
縣
官
則
想
盡
辦
法

巧
立
名
目
，
藉
此
向
人
民
徵
收
額
外
的
賦

稅
，
以
補
其
開
銷
，
進
而
導
致
人
民
負
擔

更
為
繁
重
。
惟
康
熙
、
雍
正
兩
朝
曾
改
革

賦
稅
與
俸
祿
制
度
，
加
上
雍
正
皇
帝
也
曾

致
力
於
整
飭
吏
治
，
致
使
官
員
濫
徵
賦

稅
、
貪
污
舞
弊
的
情
形
在
康
雍
兩
朝
不
若

乾
嘉
兩
朝
嚴
重
。
乾
隆
皇
帝
晚
年
並
未
有

效
地
從
事
吏
治
改
革
，
使
這
種
情
形
一
直

延
續
到
了
嘉
慶
皇
帝
親
政
之
初
。
對
此
，

洪
亮
吉
雖
建
議
嘉
慶
皇
帝
效
法
康
熙
皇
帝

之
寬
仁
與
雍
正
皇
帝
之
嚴
明
，
但
這
似
乎

只
是
一
種
理
想
，
其
具
體
做
法
為
何
？
洪

亮
吉
並
未
進
一
步
說
明
。

從
﹁
斬
立
決
﹂
到
﹁
釋
放
回
籍
﹂

洪
亮
吉
上
書
的
確
指
出
了
嘉
慶
皇
帝

親
政
之
初
所
面
臨
的
若
干
問
題
，
並
提
出

了
解
決
辦
法
。
但
是
，
他
認
為
按
往
例
，

翰
林
院
編
修
並
不
奏
事
，
且
擔
心
自
己
所

奏
無
法
直
達
御
前
，
所
以
上
書
成
親
王
永

瑆
、
尚
書
朱
珪
以
及
劉
權
之
，
希
望
他
們

將
此
書
轉
呈
嘉
慶
皇
帝
，
惟
最
後
僅
有
永

瑆
將
其
呈
奏
給
皇
帝
。
︵
圖
七
︶

然
當
嘉
慶
皇
帝
自
永
瑆
那
裡
得
到

並
閱
覽
此
書
之
後
，
不
但
沒
有
獎
賞
洪
亮

吉
，
反
而
於
嘉
慶
四
年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下

令
將
洪
亮
吉
交
軍
機
大
臣
議
處
。
經
軍

圖7　 朱珪像　引自杜家驥，《嘉慶事典》，北京：紫禁城
出版社，2010。

圖6　 清　洪亮吉撰　洪北江全集卷施閣集　嘉慶4年洪亮吉上書　清光緒3至5年洪氏授經堂重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出
自
朝
廷
征
伐
苗
匪
、
教
匪
以
來
，
主
事

者
蒙
蔽
欺
妄
於
前
，
喪
師
失
律
於
後
；
且

景
安
、
秦
承
恩
等
人
因
循
畏
葸
，
使
川
、

陝
、
楚
、
豫
的
百
姓
遭
遇
劫
難
。
但
嘉
慶

皇
帝
對
於
這
些
人
的
處
置
，
罪
重
者
不
過

新
疆
換
班
，
輕
者
不
過
調
往
大
營
轉
疏
餉

銀
，
也
難
怪
洪
亮
吉
會
有
﹁
國
法
之
寬
，

及
諸
臣
之
不
畏
國
法
，
未
有
如
今
日
之

甚
﹂
的
感
慨
！
不
過
，
洪
亮
吉
對
於
這
種

現
象
並
未
提
出
具
體
的
解
決
之
道
。

就
言
路
似
通
而
未
通
來
說
，
洪
亮

吉
認
為
九
卿
臺
諫
之
臣
所
諫
，
或
毛
舉
細

故
，
不
切
政
要
；
或
發
人
之
陰
私
，
快
一

己
之
恩
怨
。
影
響
所
及
，
十
件
之
中
，

只
有
一
二
可
行
者
，
發
部
商
議
；
而
部
臣

與
建
言
諸
臣
，
彼
此
又
各
存
意
見
，
無

不
議
駁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嘉
慶
皇
帝
早

在
洪
亮
吉
上
書
之
前
，
便
已
查
覺
此
種
現

象
。
嘉
慶
四
年
五
月
的
上
諭
指
出
：
﹁
朕

近
閱
臣
工
條
奏
，
累
牘
連
篇
，
率
多
摭
拾

浮
詞
，
毛
舉
細
故
。
其
中
荒
唐
可
笑
，
留

中
不
肯
宣
示
者
，
尚
不
知
凡
幾
。
﹂
︵
註

五
︶

同
年
六
月
，
嘉
慶
皇
帝
再
次
指
責
臣

工
言
事
往
往
不
為
國
計
民
生
起
見
，
所
在

意
者
，
不
出
名
、
利
兩
途
。
他
因
而
頒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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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大
臣
傳
訊
後
，
認
為
洪
亮
吉
上
書
與
審

訊
內
容
閃
爍
不
實
，
請
旨
將
他
革
職
，

交
刑
部
審
訊
。
二
十
六
日
，
嘉
慶
皇
帝
接

到
軍
機
大
臣
的
上
奏
後
，
隨
即
先
下
令
處

分
了
未
進
呈
洪
亮
吉
上
書
的
朱
珪
與
劉
權

之
。
︵
圖
八
、
九
︶
嘉
慶
皇
帝
認
為
朱

珪
、
劉
權
之
既
已
拆
閱
洪
亮
吉
上
書
，
自

應
即
時
呈
進
，
但
他
們
卻
直
到
皇
帝
降
旨

查
詢
後
，
才
將
其
交
出
。
此
舉
令
嘉
慶
皇

帝
甚
感
不
滿
，
下
令
將
兩
人
降
三
級
留

任
，
並
於
諭
旨
內
指
責
：
﹁
若
係
滿
洲
人

員
投
遞
，
伊
等
未
必
不
即
時
呈
出
。
可
見

朱
珪
、
劉
權
之
，
均
不
免
因
自
由
翰
林
出

身
，
意
存
回
護
。
﹂
︵
註
七
︶

由
此
可
知
，

嘉
慶
皇
帝
認
為
朱
珪
與
劉
權
之
是
否
願
意

即
時
呈
出
上
書
的
判
斷
關
鍵
，
在
於
投
遞

者
的
身
分
。
若
投
遞
者
為
滿
洲
官
員
，
朱

珪
等
人
未
必
不
會
即
刻
呈
書
給
皇
帝
；
而

洪
亮
吉
之
漢
人
且
出
身
翰
林
的
身
分
，
則

是
朱
珪
等
人
有
意
迴
護
的
對
象
。
顯
見
儘

管
自
清
初
以
來
，
滿
洲
統
治
者
不
斷
標
榜

﹁
滿
漢
一
體
﹂
︵
註
八
︶

；
但
在
嘉
慶
皇
帝

眼
中
，
仍
然
存
在
著
滿
漢
畛
域
問
題
。
同

一
時
間
，
軍
機
大
臣
上
奏
其
與
刑
部
會
審

官
員
須
留
心
查
看
，
不
准
其
出
境
。
︵
註

十
︶
與
此
同
時
，
嘉
慶
皇
帝
亦
將
洪
亮
吉
上

書
置
諸
座
右
，
時
常
觀
覽
；
並
將
原
書
宣

諭
大
臣
，
使
內
外
諸
臣
知
道
自
己
並
非
拒

諫
飾
非
之
主
，
而
是
可
與
言
之
君
。

結
語

嘉
慶
四
年
，
洪
亮
吉
上
書
抒
發
對
時

局
的
見
解
，
明
確
點
出
了
嘉
慶
初
政
的
問

題
，
包
括
：
勵
精
圖
治
尚
未
盡
法
、
用
人

行
政
未
盡
改
、
風
俗
日
趨
卑
下
、
賞
罰
仍

不
嚴
明
、
言
路
似
通
而
未
通
，
以
及
吏
治

欲
肅
而
未
肅
等
六
大
項
。
惟
這
些
問
題
，

絕
大
部
分
在
乾
隆
朝
晚
期
便
已
出
現
，
但

乾
隆
皇
帝
並
未
致
力
於
內
政
改
革
，
最
終

成
為
嘉
慶
初
政
所
面
臨
的
難
題
。
對
於

這
些
積
弊
，
洪
亮
吉
提
出
了
一
些
解
決
辦

法
。
儘
管
其
中
有
不
少
窒
礙
難
行
，
但
其

上
書
仍
然
對
乾
隆
朝
晚
期
的
施
政
進
行
了

檢
討
，
同
時
也
對
嘉
慶
皇
帝
提
出
了
若
干

改
革
建
議
，
為
日
後
的
內
政
整
頓
，
奠
定

根
基
。然

而
，
洪
亮
吉
上
書
之
後
，
卻
因
違

反
規
定
作
私
書
且
到
處
呈
遞
，
遭
到
滿
洲

圖8 　《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　嘉慶4年8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9　 《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　嘉慶4年8月　懲處朱珪與劉權之的諭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
結
果
，
兩
者
一
致
認
為
洪
亮
吉
所
述
毫

無
指
實
；
並
指
出
其
身
為
翰
林
，
條
陳
時

事
亦
應
自
具
封
章
，
轉
交
衙
門
代
進
，
但

卻
將
此
荒
誕
之
言
，
妄
寫
書
札
向
各
處
投

遞
，
居
心
叵
測
，
故
建
議
將
洪
亮
吉
﹁
照

大
不
敬
律
，
斬
立
決
﹂
。
︵
註
九
︶

第
二
天
，
嘉
慶
皇
帝
更
頒
布
諭
旨
，

針
對
洪
亮
吉
上
書
行
為
及
書
中
內
容
進
行

批
駁
。
先
就
上
書
給
皇
帝
此
舉
而
論
，
嘉

慶
皇
帝
同
意
軍
機
大
臣
與
刑
部
所
奏
，
也

認
為
洪
亮
吉
既
然
身
係
編
修
，
且
曾
在
上

書
房
行
走
，
若
有
條
奏
事
件
，
本
來
就
可

自
具
封
章
，
直
達
御
前
，
亦
可
交
由
掌

院
及
素
識
之
大
臣
代
奏
。
但
他
卻
輒
作
私

書
，
呈
遞
成
親
王
處
，
並
分
致
朱
珪
、
劉

權
之
二
書
，
其
心
可
議
。
再
就
洪
亮
吉
書

中
內
容
來
看
，
其
一
，
洪
亮
吉
書
中
提
到

﹁
先
法
憲
皇
帝
之
嚴
明
，
後
法
仁
皇
帝
之

寬
仁
﹂
。
嘉
慶
皇
帝
認
為
此
係
﹁
以
小
臣

妄
測
高
深
，
意
存
軒
輊
，
狂
謬
已
極
﹂
。

其
二
，
書
中
亦
稱
﹁
三
四
月
以
來
，
視
朝

稍
晏
，
恐
有
俳
優
近
習
，
熒
惑
聖
聽
﹂
。

對
此
，
嘉
慶
皇
帝
自
認
孜
孜
圖
治
，
每
日

召
見
臣
工
，
披
閱
章
奏
，
此
為
廷
臣
有
目

共
睹
，
洪
亮
吉
所
言
甚
為
荒
誕
。
且
﹁
俳

優
近
習
，
熒
惑
聖
聽
﹂
究
竟
所
指
何
人
？

嘉
慶
皇
帝
認
為
洪
亮
吉
並
未
清
楚
說
明
。

其
三
，
嘉
慶
皇
帝
以
為
洪
亮
吉
書
中
對
秦

承
恩
、
惠
齡
、
章
煦
等
人
的
指
控
，
或
毫

無
證
據
，
或
多
出
自
臆
度
，
部
分
甚
至
得

自
傳
聞
，
漫
無
確
據
。
而
且
，
嘉
慶
皇
帝

亦
指
出
，
儘
管
如
洪
亮
吉
所
言
，
吳
省

蘭
、
胡
長
齡
的
確
與
和
珅
交
好
，
但
自
己

先
前
已
下
令
凡
依
附
和
珅
者
概
不
必
株

連
；
現
在
又
豈
能
因
洪
亮
吉
一
言
，
復
行

追
究
？綜

觀
軍
機
大
臣
的
上
奏
與
皇
帝
的

諭
旨
可
知
，
洪
亮
吉
上
書
之
所
以
會
惹
惱

嘉
慶
皇
帝
，
除
了
內
容
荒
誕
或
多
出
於
臆

測
、
傳
聞
之
外
，
洪
亮
吉
違
反
規
定
作
私

書
並
到
處
呈
遞
的
舉
動
，
亦
是
導
致
皇
帝

生
氣
的
原
因
。
不
過
，
儘
管
軍
機
大
臣
建

議
將
洪
亮
吉
斬
立
決
，
但
嘉
慶
皇
帝
最
後

卻
於
二
十
七
日
下
令
洪
亮
吉
從
寬
免
死
，

僅
發
往
伊
犁
，
交
保
寧
將
軍
嚴
行
管
束
，

洪
亮
吉
因
而
逃
過
死
劫
。
究
竟
是
什
麼
原

因
導
致
此
種
戲
劇
化
的
轉
變
？
透
過
懲
處

洪
亮
吉
的
諭
旨
，
或
可
窺
探
箇
中
緣
故
。

︵
圖
十
︶
嘉
慶
皇
帝
於
諭
旨
中
提
及
：
自

己
正
值
冀
聞
讜
論
之
際
，
既
然
如
此
，

又
怎
能
因
言
語
罪
人
，
更
何
況
，
自
己
也

不
想
因
誅
戮
言
臣
，
而
被
視
為
自
蔽
耳
目

之
庸
主
；
但
此
時
好
為
議
論
，
造
作
無
根

之
談
的
風
氣
日
盛
，
若
不
想
重
蹈
明
末
聲

氣
陋
習
之
覆
轍
，
則
不
可
不
示
以
懲
戒
。

顯
見
嘉
慶
皇
帝
不
願
因
誅
戮
言
臣
而
成
為

庸
主
，
但
對
社
會
議
論
又
不
得
不
有
所
抑

制
，
故
將
洪
亮
吉
從
斬
立
決
的
鬼
門
關
前

拉
回
，
改
發
配
伊
犁
交
將
軍
管
束
，
實
為

一
石
二
鳥
。
一
方
面
藉
此
豎
立
皇
帝
不
殺

言
臣
的
聖
君
形
象
；
一
方
面
殺
雞
儆
猴
，

改
善
世
風
。

惟
自
洪
亮
吉
獲
罪
發
配
伊
犁
之
後
，

言
事
者
日
少
，
即
使
有
，
亦
不
過
上
奏
官

吏
之
常
事
，
幾
乎
沒
有
人
針
對
﹁
君
德
民

隱
﹂
相
關
之
事
向
皇
帝
建
言
。
這
不
禁
讓

嘉
慶
皇
帝
擔
心
是
否
因
洪
亮
吉
事
件
導
致

內
外
臣
工
鉗
口
結
舌
，
不
敢
復
言
。
職
是

之
故
，
他
於
嘉
慶
五
年
閏
四
月
初
三
日
再

度
頒
布
上
諭
說
道
：
洪
亮
吉
所
論
，
實
無

違
礙
之
句
，
仍
有
愛
君
之
誠
，
實
足
啟
沃

朕
心
，
故
將
其
﹁
釋
放
回
籍
﹂
，
但
該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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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嘉慶初政—以嘉慶四年洪亮吉上書為中心

展場巡禮

註
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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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卷
十
六
，
︿
本
紀
十
六
．
洪
仁
宗
﹀
，
頁

六
一
六
。

2. 

乾
隆
皇
帝
在
冊
立
永
琰
為
皇
太
子
的
同
時
，
亦

將
永
琰
的
名
字
改
為
顒
琰
，
使
臣
民
易
於
避

諱
。

3.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編
，
︽
嘉
慶
道
光
兩
朝

上
諭
檔
︾
，
桂
林
：
廣
西
師
範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
○

，
第
四
冊
，
頁
一
一
，
嘉
慶
四
年
正

月
初
五
日
，
內
閣
奉
上
諭
。

4.  

清
洪
亮
吉
，
︽
洪
北
江
全
集‧

卷
施
閣
文
甲

集
︾
，
清
光
緒
三
至
五
年
洪
氏
授
經
堂
重
刊

本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卷
十
續
，
頁
一b

。

5.  

同
註
三
，
頁
一
五
五
，
嘉
慶
四
年
五
月
初
六

日
，
內
閣
奉
上
諭
。

6.  

同
註
三
，
頁
二○

八
，
嘉
慶
四
年
六
月
十
二

日
，
內
閣
奉
上
諭
。

7.  

同
註
三
，
頁
三○

四
，
嘉
慶
四
年
八
月
二
十
六

日
，
內
閣
奉
上
諭
。

8.  

︽
清
實
錄
．
世
祖
章
皇
帝
實
錄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八
五
，
卷
七
二
，
頁
二b

，
順
治

十
年
二
月
丙
午
條
。

9.  

同
註
三
，
頁
三○

五
－
三○

七
，
嘉
慶
四
年
八

月
二
十
六
日
，
奉
旨
。

10.  

同
註
三
，
頁
一
九
六
，
嘉
慶
五
年
閏
四
月
初
三

日
，
內
閣
奉
上
諭
。

參
考
書
目

1.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編
，
︽
嘉
慶
道
光
兩
朝

上
諭
檔
︾
，
桂
林
：
廣
西
師
範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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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清

史

列

傳

︾

，

臺

北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六
二
。

4.  

︽
清
實
錄
．
仁
宗
睿
皇
帝
實
錄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八
六
。

5.  

清
李
桓
輯
錄
，
︽
國
朝
耆
獻
類
徵
初
編
︾
，
臺

北
：
文
友
書
局
，
一
九
六
六
。

6.  

清
姚
元
之
，
︽
竹
葉
亭
雜
記
︾
，
臺
北
：
廣
文

書
局
，
一
九
六
九
。

7.  

清
昭
槤
，
︽
嘯
亭
雜
錄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八○

。

8.  

清
洪
亮
吉
，
︽
洪
北
江
全
集‧

卷
施
閣
文
甲

集
︾
，
清
光
緒
三
至
五
年
洪
氏
授
經
堂
重
刊

本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9.  

瞿
同
祖
，
︽
清
代
地
方
政
府
︾
，
北
京
：
法
律

出
版
社
，
二○

○

三
。

10.  

關
文
發
，
︽
清
帝
列
傳
．
嘉
慶
帝
︾
，
長
春
：

吉
林
文
史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三
。

之
句
，
實
足
啟
沃
人
心
。
嘉
慶
皇
帝
的
心

態
如
何
能
在
短
時
間
內
有
如
此
重
大
轉

變
？
再
者
，
既
然
無
違
礙
之
句
，
且
足
以

啟
沃
統
治
者
之
心
，
照
理
應
該
嘉
獎
洪
亮

吉
；
但
嘉
慶
皇
帝
最
終
卻
只
特
赦
，
將
其

釋
放
回
籍
，
且
下
令
須
留
心
查
看
。
由
此

觀
之
，
嘉
慶
皇
帝
並
未
認
為
洪
亮
吉
被
冤

枉
，
將
他
釋
放
回
籍
，
只
不
過
是
顯
示
皇

帝
的
寬
宏
大
量
罷
了
。
而
且
，
僅
管
釋
放

洪
亮
吉
，
但
統
治
者
對
他
仍
然
存
有
戒

心
，
故
要
求
留
心
查
看
，
甚
至
不
准
出

境
，
深
怕
他
被
釋
回
以
後
，
又
到
處
議

論
。

對
嘉
慶
皇
帝
而
言
，
即
便
對
洪
亮

吉
上
書
的
舉
動
及
其
內
容
甚
為
不
滿
，
但

卻
不
想
因
誅
戮
言
臣
而
被
視
為
庸
主
。
爾

後
，
嘉
慶
皇
帝
更
因
內
外
臣
工
在
洪
亮
吉

事
件
後
不
敢
復
言
的
緣
故
，
刻
意
強
調
自

己
並
非
拒
諫
而
是
可
與
言
之
君
，
並
將
洪

亮
吉
釋
放
回
籍
。
如
此
聲
明
，
不
但
替
自

己
找
了
台
階
下
，
更
是
塑
造
了
自
己
不
殺

言
臣
、
虛
心
納
諫
的
聖
君
形
象
。
由
此
觀

之
，
評
判
事
情
的
尺
度
與
採
取
的
舉
措
，

完
全
取
決
於
嘉
慶
皇
帝
的
意
志
，
依
統
治

上
的
需
要
而
隨
時
調
整
，
反
映
了
傳
統
人

治
的
隨
意
性
。

整
體
而
論
，
洪
亮
吉
上
書
為
乾
、

嘉
之
交
特
定
時
空
下
的
產
物
，
既
點
出
了

政
權
交
替
之
際
朝
廷
所
面
臨
的
問
題
，
亦

反
映
了
嘉
慶
皇
帝
的
統
治
特
徵
以
及
君
臣

之
間
的
互
動
關
係
，
其
史
料
價
值
不
容
忽

視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皇
帝
懲
處
，
從
斬
立
決
到
發
配
伊
犁
，
再

到
釋
放
回
籍
，
可
說
從
鬼
門
關
前
走
了
一

遭
。
懲
處
命
令
的
一
再
更
改
，
其
實
多
少

反
映
了
嘉
慶
皇
帝
的
統
治
特
徵
。

嘉
慶
皇
帝
一
開
始
之
所
以
下
令
將

洪
亮
吉
斬
立
決
，
從
專
制
極
權
的
角
度

來
看
，
其
原
因
或
許
在
於
在
君
主
專
制
時

代
，
皇
帝
的
尊
嚴
容
不
得
他
人
半
點
損

傷
；
而
洪
亮
吉
上
書
內
容
言
辭
直
切
，

正
傷
了
嘉
慶
皇
帝
的
面
子
，
令
其
甚
為
惱

火
。
再
從
訊
息
控
制
的
角
度
來
說
，
嘉
慶

皇
帝
詔
旨
求
言
，
其
目
的
在
於
藉
此
渠
道

汲
取
各
種
政
治
情
報
，
以
體
察
民
情
，
駕

馭
百
官
。
為
了
防
止
機
密
訊
息
外
洩
，
嘉

慶
皇
帝
規
定
必
須
封
章
密
奏
，
不
可
聯

名
，
亦
不
可
轉
呈
，
訊
息
傳
遞
完
全
掌
控

於
滿
洲
皇
帝
手
中
。
而
洪
亮
吉
作
私
書
向

永
瑆
、
朱
珪
以
及
劉
權
之
私
宅
呈
送
的
舉

動
，
不
但
違
背
封
章
密
奏
的
規
定
，
更
觸

犯
了
統
治
者
控
制
訊
息
的
禁
忌
，
故
遭
到

嚴
懲
。至

於
洪
亮
吉
上
書
的
內
容
，
嘉
慶

皇
帝
先
是
嚴
厲
指
責
其
所
述
荒
誕
不
經
，

且
多
出
於
臆
測
、
傳
聞
；
幾
個
月
之
後
，

卻
又
公
開
指
出
洪
亮
吉
所
論
並
無
違
礙

圖10　 《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　嘉慶4年8月　懲處洪亮吉的諭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