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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受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基金（06JJD770021，清史所）資助。
*   拙文因馮明珠處長建議而撰寫，在臺北故宮閱讀《皇朝地理志》時獲得圖書文獻處人員全力支持，

作學術報告時也得到學人指正，投稿後又獲匿名審稿專家之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204

1 204 1

212 36-39 016682-016893

204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三期

1 甲本卷數，臺北《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第403頁作204卷。揆諸實際，新疆的莎車府是卷
204，後面還有卷205的庫車直隸州、卷06的和闐直隸州以及卷207、卷208的蒙古，序號並不止於
204卷；但若排除所缺安徽的卷36-39，實有20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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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別

直隸

奉天

吉林

黑龍江

江蘇

安徽

卷　序

卷1至

卷12

卷13至

卷17

卷18至

卷20

卷21至

卷23

卷24至

卷33

卷34至

卷35

編　號

故殿

18666-
18677

故殿

18678-
18683

故殿

18684-
18686

故殿

18687-
18689

故殿

18690-
18699

故殿

18700-
18701

備　註

卷14分

上、下

兩冊

不全，

缺卷

36-39

內　　　　　　　　　　　容

卷1地理志序和京師，卷2直隸省沿革和順天府，卷3保定

府，卷4承德府，卷5永平、河間二府，卷6天津、正定二

府，卷7順德、廣平、大名三府，卷8宣化府，卷9口北三

廳，卷10遵化、易兩直隸州，卷11冀、趙二直隸州，卷12
深、定二直隸州。

卷13盛京、興京、東京，卷14為奉天省沿革和奉天府，卷

15錦州府，卷16昌圖府，卷17鳳凰直隸廳和興京廳。

卷18吉林、長春二府，卷19伯都訥、五常、賓州、雙城四

廳，卷20甯古塔城、三姓城、富克錦城、琿春城。

卷21黑龍江省一，卷22黑龍江省二，卷23黑龍江省三。

卷24江甯府，卷25蘇州府，卷26松江府，卷27常州府，卷

28鎮江府，卷29淮安府，卷30揚州府，卷31徐州府，卷32
海門直隸廳、太倉直隸州，卷33通州、海州二直隸州。

卷34安慶、徽州二府，卷35甯國、池州二府。

冊數

12

6

3

3

10

2



2 編號為18740的，內容為郴州直隸州、南洲直隸廳及湖南總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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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別

山東

山西

河南

陝西

甘肅

福建

浙江

江西

湖北

湖南

卷　序

卷40至

卷45

卷46至

卷53

卷54至

卷61

卷62至

卷71

卷72至

卷79

卷80至

卷85

卷86至

卷95

卷96至

卷101

卷102
至

卷112

卷113
至

卷121

編　號

故殿

18702-
18707

故殿

18708-
18715

故殿

18716-
18723

故

18724-
18735

故殿

18736-
18744

故殿

18745-
18750

故殿

18751-
18760

故殿

18761-
18766

故殿

18767-
18777

故殿

18778-
18785
及

18740

備　註

卷62、

卷63各

分上、

下兩冊

編號

18740
跳過

編號

18740
在湖

南 2

內　　　　　　　　　　　容

卷40濟南府，卷41兗州、東昌二府，卷42青州、登州二

府，卷43萊州、武定二府，卷44沂州、泰安二府，卷45曹

州府及濟甯、臨清二直隸州。

卷46太原府，卷47平陽、蒲州二府，卷48潞安、汾州二

府，卷49澤州、大同二府，卷50甯武、朔平二府和平定、

忻州二直隸州，卷51代州、保德、霍州、解州四直隸州，

卷52絳州、隰州、沁州、遼州四直隸州，卷53歸、綏七廳

（直隸廳）。

卷54開封府，卷55歸德、陳州二府，56南陽府，卷57河南

府，卷58汝甯、彰德二府，卷59衛輝、懷慶二府，卷60許

州、光州二直隸州，卷61陝州、汝州二直隸州。

卷62西安府，卷63同州府，卷64鳳翔府，卷65漢中府，卷

66興安府，卷67延安府，卷68榆林府及乾州直隸州，卷69
商州直隸州，卷70邠州、鄜州二直隸州，卷71綏德直隸

州。

卷72蘭州府，卷73平涼、鞏昌二府，卷74慶陽、甯夏二

府，卷75西甯府，卷76涼州、甘州二府，卷77涇州、固原

二直隸州，卷78階州、秦州二直隸州，卷79肅州直隸州、

化平川直隸廳、安西直隸州。

卷80福州府，卷81興化、泉州二府，卷82漳州、延平二

府，卷83建甯、邵武二府，卷84汀州府，卷85福甯府和永

春、龍岩二直隸州。

卷86杭州府，卷87嘉興府，卷88湖州府，卷89甯波府，卷

90紹興府，卷91台州府，卷92金華府，卷93衢州、嚴州二

府，卷94溫州府，卷95處州府。

卷96南昌府，卷97饒州、廣信二府，卷98南康、九江、建

昌三府，卷99撫州、臨江、瑞州三府，卷100袁州、吉安

二府，卷101贛州、南安二府及甯都直隸州。

卷102武昌府，卷103漢陽府，卷104黃州府，卷105安陸

府，卷106德安府，卷107荊州府，卷108襄陽府，卷109鄖

陽府，卷110宜昌府，卷111施南府、鶴峰直隸廳，卷112
荊門直隸州。

卷113長沙府，卷114岳州、寶慶二府，卷115衡州、常德

二府，卷116辰州、沅州二府，卷117永州府，卷118永順

府及乾州、鳳凰二直隸廳，卷119永綏、晃州、澧州三直

隸州，卷120桂陽、靖州二直隸州，卷121郴州直隸州、南

洲直隸廳。

冊數

6

8

8

12

8

6

10

6

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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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別

廣東

廣西

四川

雲南

貴州

新疆

蒙古

卷　序

卷122
至

卷134

卷135
至

卷147

卷148
至

卷166

卷167
至

卷180

卷181
至

卷192

卷193
至

卷206

卷207
至

卷208

編　號

故殿

18786-
18799

故殿

18800-
18813

故殿

18814-
18833

故殿

18834-
18847

故殿

18848-
18859

故殿

18860-
18873

故殿

18874-
18877

備　註

卷126
肇慶府

分上、

下兩冊

卷135
分上、

下兩冊

卷148
分上、

下兩冊

迪化府

有兩卷

不全

內　　　　　　　　　　　容

卷122廣州府，卷123韶州府，卷124惠州府，卷125潮州

府，卷126肇慶府，卷127高州府，卷128廉州府、雷州

府，卷129瓊州府，卷130羅定、連州二直隸州，卷131南

雄、嘉應二直隸州，卷132欽州、崖州二直隸州，卷133陽

江直隸州、南澳直隸廳，卷134佛岡、連山綏瑤、赤溪三

直隸廳。

卷135桂林府，卷136柳州府，卷137慶遠府，卷138泗城

府，卷139平樂府，卷140思恩府，卷141梧州府，卷142潯

州府，卷143南寧府，卷144鎮安府，卷145太平府，卷146
郁林、歸順兩直隸州，卷147百色、上思兩直隸廳。

卷148成都府，卷149重慶府，卷150保甯府，卷151順慶

府，卷152敘州府，卷153夔州府，卷154龍安、甯遠二

府，卷155雅州府，卷156嘉定府，卷157潼川府，卷158綏

定府，卷159邛州、綿州二直隸州，卷160資州、茂州二直

隸州，卷161忠州、酉陽二直隸州，卷162眉州、瀘州二直

隸州，卷163敘永、松潘、石砫三直隸廳，卷164理番、打

箭爐二直隸廳及懋功屯務廳，卷165、卷166土司。

卷167雲南府，卷168大理府，卷169臨安府，卷170楚雄

府，卷171澂江、廣南、順寧三府，卷172曲靖府，卷173
麗江、普洱二府，卷174永昌府，卷175昭通府，卷176開

化、東川二府，卷177景東、蒙化、永北三直隸廳，卷178
鎮沅、鎮邊撫彝二直隸廳及廣西直隸州，卷179武定、元

江二直隸州，卷180 宣撫司六、安撫土司三、長官土司

五。

卷181貴陽府，卷182安順府，卷183都勻府，卷184鎮遠

府，卷185思南、石阡二府，卷186思州、銅仁二府，卷

187黎平府，卷188大定府，卷189興義府，卷190遵義府，

卷191松桃直隸廳、平越直隸州，卷192土司。

卷193、卷194迪化府，卷195伊犁府，卷196鎮西、庫爾喀

喇烏蘇二直隸廳，卷197精河、塔城二直隸廳，卷198哈密

直隸廳，卷199焉耆府，卷200溫宿府，卷201吐魯番直隸

廳，卷202烏什、英吉沙爾二直隸廳，卷203疏勒府，卷

204莎車府，卷205庫車直隸州，卷206和闐直隸州。

卷207上、下哲里木盟，卷208上、下卓索圖盟。

冊數

14

14

20

14

12

1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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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別

直隸

盛京

吉林、

黑龍江

江蘇

安徽

山西

山東

河南

陝西

甘肅

浙江

福建

江西

湖北

湖南

冊數

4

1

1

2

2

4

2

2

4

2

2

2

2

2

2

編　號

故殿

18648-18651

故殿18652

故殿18653

故殿

18660-18661

故殿

18636-18637

故殿

18622-18625

故殿

18638-18639

故殿

18628-18629

故殿

18632-18635

故殿

18630-18631

故殿

18658-18659

故殿

18620-18621

故殿

18626-18627

故殿

18656-18657

故殿

18614-18615

府、州

第一冊地理志序、京師、直隸和順天府；第二冊保定府，承德府，永

平府，河間府，天津府；第三冊正定府，順德府，廣平府，大名府，

宣化府；第四冊遵化、易、冀、趙、深、定六直隸州及口北三廳。

盛京，奉天府，錦州府。

吉林，長春廳，寧古塔，琿春，白都訥，打牲烏拉，拉林，阿勒楚

喀，三姓；黑龍江，齊齊哈爾，呼蘭，呼倫布雨爾，布特哈，墨爾

根。

第一冊江寧府，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鎮江府；第二冊淮安府，

揚州府，徐州府，海門直隸廳及太倉、海州、通州三直隸州。

第一冊安慶府，徽州府，寧國府，池州府，太平府，廬州府；第二冊

鳳陽府，潁州府和滁州、和州、廣德、六安、泗州五直隸州。

第一冊太原府，平陽府，蒲州府，潞安府；第二冊汾州府，澤州府，

大同府，寧武府，朔平府；第三冊平定、忻州、代州、保德、霍州、

解州六直隸州；第四冊絳州、隰州、沁州、遼州四直隸州和歸、綏六

城。

第一冊濟南府，兗州府，東昌府，青州府；第二冊登州府，萊州府，

武定府，沂州府，泰安府，曹州府和濟寧、臨清二直隸州。

第一冊開封府，陳州府，歸德府，彰德府，衛輝府，懷慶府；第二冊

河南府，南陽府，汝寧府和許州、陝州、光州、汝州四直隸州。

第一冊西安府；第二冊延安府，鳳翔府，漢中府；第三冊榆林府，興

安府，同州府；第四冊商州、乾州、邠州、鄜州、綏德五直隸州。

第一冊蘭州府，鞏昌府，平涼府，慶陽府，寧夏府，甘州府；第二冊

涼州府，西寧府，鎮西府和涇州、秦州、階州、肅州、安西、迪化六

直隸州。

第一冊杭州府，嘉興府，湖州府，寧波府，紹興府；第二冊台州府，

金華府，衢州府，嚴州府，溫州府，處州府。

第一冊福州府，興化府，泉州府，漳州府，延平府；第二冊建寧府，

邵武府，汀州府，福寧府，臺灣府和永春、龍岩二直隸州。

第一冊南昌府，饒州府，廣信府，南康府，九江府，建昌府，撫州

府；第二冊臨江府，瑞州府，袁州府，吉安府，贛州府，南安府，寧

都直隸州。

第一冊武昌府，漢陽府，黃州府，安陸府，德安府；第二冊荊州府，

襄陽府，鄖陽府，宜昌府，施南府，荊門直隸州。

第一冊長沙府，岳州府，寶慶府，衡州府，常德府，辰州府，沅州

府；第二冊永州府，永順府，乾州、鳳凰、永綏、晃州四直隸廳，澧

州、桂陽、靖州、郴州四直隸州。



3

000869-000873

4 5 4 302

205000029 205000248

205000249 205000765

說明：吉林、黑龍江內容合在一起。蒙古部分有內外蒙古、青海、西藏，新疆也包括了外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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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別

廣東

廣西

四川

雲南

貴州

新疆

蒙古

冊數

2

2

4

4

4

2

4

編　號

故殿

18644-18645

故殿

18646-18647

故殿

18616-18619

故殿

18610-18613

故殿

18662-
18665 3

故殿

18654-18655

故殿

18640-18643

府、州

第一冊廣州府，韶州府，惠州府，潮州府；第二冊肇慶府，高州府，

廉州府，雷州府，瓊州府，佛岡直隸廳，連山直隸廳，南雄、連州、

嘉應、羅定四直隸州。

第一冊桂林府，柳州府，慶遠府，思恩府，泗城府，平樂府；第二冊

梧州府，潯州府，南寧府，太平府，鎮安府，郁林直隸州。

第一冊成都、重慶、保寧三府；第二冊順慶、敘州、夔州、龍安、寧

遠、雅州五府；第三冊嘉定、潼川、綏定三府，敘永、松潘、石砫、

雜谷、太平五直隸廳，懋功屯務廳，眉州、邛州、瀘州三直隸州；第

四冊資州、綿州、茂州、忠州、酉陽五直隸州、土司。

第一冊雲南府、大理府、臨安府、楚雄府；第二冊澂江府、廣南府、

順寧府、曲靖府、麗江府、普洱府；第三冊永昌府、開化府、東川

府、昭通府和景東、蒙化、永北、騰越四直隸廳；第四冊廣西、武

定、元江、鎮沅四直隸州。

第一冊貴陽府，安順府，都勻府；第二冊鎮遠府，思南府，石阡府，

思州府，銅仁府，黎平府，大定府；第三冊興義府，遵義府，松桃直

隸廳，普安直隸廳，仁懷直隸廳，平越直隸州；第四冊各府州屬土

司。

第一冊伊犁、塔爾巴哈台、烏嚕木齊、哈密；第二冊喀什噶爾、英吉

沙爾、葉爾羌、和闐、阿克蘇、烏什、庫車、喀喇沙爾、烏里雅蘇

台、庫倫、科布多城、唐努烏梁海等。

第一、二兩冊為內蒙古，第三冊為外蒙古四部（土謝圖汗部、車臣汗

部、扎薩克圖汗部、賽因諾顏部）和阿拉善厄魯特，第四冊青海、西

藏、察哈爾。

3 序號倒著排，即：第一冊18665，第二冊18664，第三冊18663，第四冊18662。
4 每府的正文前，附紙列有修撰人名，且有滿、漢總裁副總裁的簽名認可，留有簽名月、日。該紙

質地與正文有異。正文為紫色豎格寫本。每頁八個豎條的行、每行十七字，雙行小注每豎條寫兩
行，低大字一字開寫，故每小行只有十六字。



205000029 205000248 5 

5 應該排除205000167-205000180，增入205000516-205000529，因為後者才是廣西省定稿。
6 前四冊校輯者為葉昌熾，後兩冊為校輯者李桂林。
7 前四冊審閱者為總裁麟、徐，副總裁崑、翁；後兩冊審閱者為總裁崑、徐，副總裁啟、翁。
8 前兩冊校輯者為李桂林，後一冊校輯者為葉昌熾。
9 前兩冊審閱者為總裁崑、徐，副總裁啟、翁；後一冊審閱者為總裁麟、徐，副總裁崑、翁、啟、

徐。按：作為總裁的徐，批閱時間為四月十七日，作為副總裁的徐批閱時間為五月二十二日，故
兩徐非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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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別

直

隸

省

奉

天

省

吉

林

省

卷序

卷

1-
12

卷

13-
17

卷

18-
20

故宮編號

205000029-
205000040

205000041-
205000046

205000047-
205000049

纂 輯 者

前總纂官

馮煦

前總纂官

孫錫第

前總纂官

孫錫第

覆 輯 者

前提調官

陸繼煇

前纂修官

鹿瀛理

前纂修官

鹿瀛理

校 輯 者

提調官

李桂林；

前提調官

羅光烈

提調官

葉昌熾；

提調官

李桂林 6

提調官

李桂林；

提調官

葉昌熾 8

副總裁

崑、

翁。

崑、

翁；

啟、

翁。7

啟、

翁；

崑、

翁。9

總　裁

麟、

徐。

麟、

徐；

崑、

徐。

崑、

徐；

麟、

徐。

批 閱 人內　　　容

卷 1地 理 志 序 和 京

師，卷2直隸和順天

府，卷3保定府，卷4
承德府，卷5永平、

河 間 二 府 ， 卷 6天

津、正定二府，卷7
順德、廣平、大名

三府，卷8宣化府，

卷9口北三廳，卷10
遵 化 、 易 兩 直 隸

州，卷11冀、趙二直

隸州，卷12深、定二

直隸州。

卷 十 三 奉 天 省 沿

革 ， 卷 十 四 為 盛

京、奉天府，卷十

五錦州府，卷十六

昌圖府，卷十七鳳

凰 直 隸 廳 和 興 京

廳。其中卷14分上、

下冊。

卷18吉林、長春二

府，卷19伯都訥、五

常、賓州、雙城四

廳，卷20甯古塔城、

三 姓 城 、 富 克 錦

城、琿春城。

冊

數

12

6

3

纂　修　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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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卷24-27校輯者為李桂林，卷28-31校輯者為葉昌熾，卷32-33校輯者為陳田。
11 在卷24-27，總裁是姓徐的，兩位副總裁也是徐姓，三位徐姓是不同的三人（說詳後）；在卷28-

33，總裁始終為啟、徐二人。
12 卷34-37校輯者為陳田，卷38-39校輯者為葉昌熾。
13 卷46-47校輯者為陳田，卷48及卷50-51校輯者為景方昶，卷49、卷52-53未署輯著、審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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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別

黑

龍

江

省

江

蘇

省

安

徽

省

山

東

省

山

西

省

卷序

卷

21-
23

卷

24-
33

卷

34-
39

卷

40-
45

卷

46-
53

故宮編號

205000050-
205000052

205000053-
205000062

205000063-
205000068

205000069-
205000074

205000075-
205000082

纂 輯 者

前總纂官

孫錫第

前纂修官

高覲昌

纂修官惲

毓鼎

前纂修官

高覲昌

前纂修官

高覲昌

覆 輯 者

前纂修官

鹿瀛理

前纂修官

鹿瀛理

總纂官

朱啟勳

提調官

葉昌熾

提調官

葉昌熾

校 輯 者

提調官

葉昌熾

提調官

李桂林；

提調官

葉昌熾；

提調官

陳田 10

提調官

陳田；

提調官

葉昌熾 12

提調官

陳田

提調官

陳田；

提調官

景方昶 13

副總裁

崑、

翁；

啟、

徐。

啟、

徐、

徐。11

啟、

徐。

啟、

徐；

啟、

徐；

總　裁

麟、

徐。

崑、

徐。

崑、

徐。

崑、

徐。

崑、

徐。

批 閱 人內　　　容

卷21黑龍江省一，卷

22黑龍江省二，卷23
黑龍江省三。

卷24江甯府，卷25蘇
州府，卷26松江府，

卷27常州府，卷28鎮
江府，卷29淮安府，

卷30揚州府，卷31徐
州府，卷32海門直隸

廳，卷33通州、海州

二直隸州。

卷34安慶、徽州二

府，卷35甯國、池州

二府，卷36太平府，

卷36廬州府，卷37鳳
陽府，卷38穎州府，

卷39廳德、滁州、和

州、六安、泗州五

直隸州。

卷40濟南府，卷41兗
州、東昌二府，卷42
青州、登州二府，

卷43萊州、武定二

府，卷44沂州、泰安

二府，卷45曹州府及

濟甯、臨清二直隸

州。

卷46太原府，卷47平
陽、蒲州二府，卷48
潞安、汾州二府，

卷49澤州、大同二

府，卷50甯武、朔平

二府和平定、忻州

二直隸州，卷51代

冊

數

3

10

6

6

8

纂　修　人　員



14 卷56-59校輯者為葉昌熾，卷60-61校輯者為景方昶。
15 卷54第一冊、卷55第二冊均無作者，亦無長官批閱。
16 卷62上、下及卷66-69校輯者為提調官景方昶，卷63-65校輯者為前提調官朱啟勳，卷70-71校輯者

為提調官余 。
17 卷72-76崑、王，卷78-79王、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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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別

河

南

省

陝

西

省

甘

肅

省

卷序

卷

54-
61

卷

62-
71

卷

72-
79

故宮編號

205000083-
205000090

205000091-
205000102

205000103-
205000110

纂 輯 者

總纂官

張星吉

總纂官

李傳元

總纂官

李傳元

覆 輯 者

協修官劉

樹屏

總纂官

吳懷清

協修官

張學華

校 輯 者

提調官

葉昌熾；

提調官

景方昶 14

提調官

景方昶；

前提調官

朱啟勳；

提調官

余 16

提調官

余

副總裁

貽、

瞿。15

貽、

瞿，

貽、

瞿，

總　裁

崑、

王。

崑、

王。

崑、

王，

王、

崇。17

批 閱 人內　　　容

州、保德、霍州、

解州四直隸州，卷52
絳 州 、 隰 州 、 沁

州 、 遼 州 四 直 隸

州，卷53歸、綏七直

隸廳。

卷54開封府，卷55歸
德、陳州2府，卷56
南陽府，卷57河南

府，卷58汝甯、彰德

二府，卷59衛輝、懷

慶二府，卷60許州、

光州二直隸州，卷61
陝州、汝州二直隸

州。

卷62西安府，卷63同
州府，卷64鳳翔府，

卷65漢中府，卷66興
安府，卷67延安府，

卷68榆林府及乾州直

隸州，卷69商州直隸

州，卷70邠州、鄜州

二直隸州，卷71綏德

直隸州。

卷72蘭州府，卷73平
涼、鞏昌二府，卷74
慶陽、甯夏二府，

卷75西甯府，卷76涼
州、甘州二府，卷77
涇州、固原二直隸

州，卷78階州、秦州

二直隸州，卷79肅

州、化平川、安西

直隸州（廳）。

冊

數

8

12

8

纂　修　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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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卷86-89及94-95覆輯者為前提調官葉昌熾，卷90-93覆輯者為總纂官惲毓鼎。
19 卷86-89校輯者為署提調官惲毓鼎，卷90-93校輯者為提調官余 ，卷94-95校輯者為提調官景方昶。
20 卷96-97覆輯者為前纂修官高覲昌，卷98-101覆輯者為提調官景方昶。
21 卷96-97校輯者為提調官景方昶，卷98-101校輯者為提調官余 。
22 卷102-105覆輯者為前提調官景方昶，卷106-109覆輯者為提調官余 ，卷110-112覆輯者為提調官

惲毓嘉。
23 卷102-105及卷110-112校輯者為提調官余 ，卷106-109校輯者為提調官惲毓嘉。
24 卷102-105為王、崇，卷106-109為王、崇、裕，卷110-112為王、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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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別

福

建

省

浙

江

省

江

西

省

湖

北

省

卷序

卷

80-
85

卷

86-
95

卷

96-
101

卷

102-
112

故宮編號

205000111-
205000116

205000117-
205000126

205000127-
205000132

205000133-
205000143

纂 輯 者

前纂修官

孫錫第

前纂修官

高覲昌

前協修官

華煇

提調官

惲毓鼎

覆 輯 者

前總纂官

馮煦

前提調官

葉昌熾；

總纂官

惲毓鼎 18

前纂修官

高覲昌；

提調官

景方昶 20

前提調官

景方昶；

提調官

余 ；

提調官

惲毓嘉 22

校 輯 者

提調官

余

署提調官

惲毓鼎；

提調官

余 ；

提調官

景方昶 19

提調官

景方昶；

提調官

余 21

提調官

余 ；

提調官

惲毓嘉 23

副總裁

前兩卷

為貽、

瞿，

後四卷

為瞿、

榮。

瞿、

榮。

瞿、

榮。

瞿、

榮。

總　裁

王、

崇。

王、

崇。

王、

崇。

王、

崇，

王、

崇、

裕，

王、

裕。24

批 閱 人內　　　容

卷80福州府，卷81興
化、泉州二府，卷82
漳州、延平二府，

卷83建甯、邵武二

府，卷84汀州府，卷

85福甯府和永春、龍

岩二直隸州。第六冊

右上有蟲蛀損毀。

卷86杭州府，卷87嘉
興府，卷88湖州府，

卷89甯波府，卷90紹
興府，卷91台州府，

卷92金華府，卷93衢
州、嚴州二府，卷94溫
州府，卷95處州府。

卷96南昌府，卷97饒
州、廣信二府，卷98
南康、九江、建昌

三府，卷99撫州、臨

江、瑞州三府，卷100
袁州、吉安二府，卷

101贛州、南安二府及

甯都直隸州。

卷102武昌府，卷103
漢陽府，卷104黃州

府，卷105安陸府，

卷106德安府，卷107
荊州府，卷108襄陽

府，卷109鄖陽府，

卷110宜昌府，卷111施
南府、鶴峰直隸廳，

卷112荊門直隸州。

冊

數

6

10

6

11

纂　修　人　員



25 前兩卷為貽、瞿，後四卷為瞿、榮。
26 卷122-128為王、那，卷129-134為王、孫。
27 卷122-128為瞿、榮，卷129-132為榮、李，卷133-134為榮、陸。
28 卷135覆輯者為提調官惲毓嘉，卷136-139覆輯者為提調官總纂官，卷140-147覆輯者為總纂官楊捷三。
29 卷135校輯者為提調官余 ，卷136-143校輯者為提調官惲毓嘉，卷144-147校輯者為提調官謝緒璠。
30 卷135為王、孫，卷136-147為孫、榮。
31 卷135為榮、陸，卷136-147為陸、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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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別

湖

南

省

廣

東

省

廣

西

省

卷序

卷

113-
121

卷

122-
134

卷

135-
147

故宮編號

205000144-
205000152

205000153-
205000166

205000516-
205000529

纂 輯 者

前纂修官

孫錫第

前纂修官

孫錫第

前纂修官

高覲昌

覆 輯 者

前總纂官

馮煦

提調官惲

毓嘉

提調官

惲毓嘉，

提調官

余 ，

總纂官

楊捷三 28

校 輯 者

提調官

余

提調官

余

提調官

余 ，

提調官

惲毓嘉，

提調官

謝緒璠 29

副總裁

貽、

瞿，

瞿、

榮。25

瞿、

榮，

榮、

李，

榮、

陸。27

榮、

陸，

陸、

陸。31

總　裁

王、

崇。

王、

那，

王、

孫。26

王、

孫，

孫、

榮。30

批 閱 人內　　　容

卷113長沙府，卷114
岳州、寶慶二府，

卷115衡州、常德二

府，卷116辰州、沅

州二府，卷117永州

府，卷118永順府及

乾州、鳳凰二直隸

廳，卷119永綏、晃

州 、 澧 州 三 直 隸

州，卷120桂陽、靖

州二直隸州，卷121
郴州直隸州、南洲

直隸廳。

卷122廣州府，卷123
韶州府，卷124惠州

府，卷125潮州府，

卷126肇慶府，卷127
高州府，卷128廉州

府，卷129瓊州府，

卷130羅定、連州二

直 隸 州 ， 卷131南

雄 、 嘉 應 二 直 隸

州，卷132欽州、崖

州二直隸州，卷133
陽江直隸州、南澳

直 隸 廳 ， 卷134佛

岡、連山綏瑤、赤

溪三直隸廳。

卷135桂 林 府 （ 分

上、下兩冊），卷136
柳州府，卷137慶遠

府，卷138泗城府，

卷139平樂府，卷140
思恩府，卷141梧州

冊

數

9

14

14

纂　修　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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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卷148-150纂輯者為前提調官劉啟端，卷151-154纂輯者為提調官惲毓嘉，卷155-166纂輯者為總纂
官楊捷三。

33 卷148-154覆輯者為總纂官楊捷三，卷155-166覆輯者為提調官謝緒璠。
34 卷148-150校輯者為提調官惲毓嘉，卷151-154校輯者為提調官謝緒璠，卷155-166校輯者為提調官

惲毓鼎。
35 卷148-150為陸、陸，卷151-166為陸、鹿。
36 卷167-170纂輯者為前提調官吳煦，卷171-180纂輯者為總纂官楊捷三。
37 卷167-175為陸、鹿，卷175-180為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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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別

四

川

省

雲

南

省

卷序

卷

148-
166

卷

167-
180

故宮編號

205000181-
205000200

205000201-
205000214

纂 輯 者

前提調官

劉啟端，

提調官

惲毓嘉，

總纂官

楊捷三 32

前提調官

吳煦，

總纂官

楊捷三 36

覆 輯 者

總纂官

楊捷三，

提調官

謝緒璠 33

提調官

惲毓鼎

校 輯 者

提調官

惲毓嘉，

提調官

謝緒璠，

提調官

惲毓鼎 34

提調官

謝緒璠

副總裁

陸、

陸，

陸、

鹿。35

陸、

鹿，

陸、

林。37

總　裁

孫、

榮。

孫、

榮。

批 閱 人內　　　容

府，卷142潯州府，

卷143南寧府，卷144
鎮安府，卷145太平

府，卷146郁林、歸

順兩直隸州，卷147
百色、上思兩直隸

廳。

卷148成都府，卷149
重慶府，卷150保甯

府，卷151順慶府，

卷152敘州府，卷153
夔 州 府 ， 卷154龍

安、甯遠二府，卷

155雅州府，卷156嘉
定 府 ， 卷157潼 川

府，卷158綏定府，

卷159邛州、綿州二

直 隸 州 ， 卷160資

州 、 茂 州 二 直 隸

州，卷161忠州、酉

陽二直隸州，卷162
眉州、瀘州二直隸

州，卷163敘永、松

潘 、 石 砫 三 直 隸

廳，卷164理番、打

箭爐二直隸廳及懋

功屯務廳，卷165、

卷166土司。

卷167雲南府，卷168
大理府，卷169臨安

府，卷170楚雄府，

卷171澂江、廣南、

順甯三府，卷172曲

冊

數

20

14

纂　修　人　員



38 卷181-182纂輯者為總纂官楊捷三，卷183-192纂輯者為總纂官李端綮。
39 卷181-186為榮、鹿，卷187-192為世、榮。
40 卷193-196及卷199、卷202、卷204-205纂輯者為總纂官李端綮，卷197-198、卷200-201，卷203

及206纂輯者為纂修官藍鈺。
41 卷193-198覆輯者為提調官惲毓鼎，卷199-206覆輯者為提調官謝緒璠。
42 卷193-198校輯者為提調官謝緒璠，卷199-206校輯者為提調官周爰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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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別

貴

州

省

新

疆

省

卷序

卷

181-
192

卷

193-
206

故宮編號

205000215-
205000226

205000227-
205000240

纂 輯 者

總纂官

楊捷三，

總纂官

李端綮 38

總纂官

李端綮，

纂修官

藍鈺 40

覆 輯 者

提調官

惲毓鼎

提調官

惲毓鼎，

提調官

謝緒璠 41

校 輯 者

提調官

謝緒璠

提調官

謝緒璠，

提調官

周爰諏 42

副總裁

陸、

林。

陸、

林。

總　裁

榮、

鹿；

世、

榮。 39

世、

榮。

批 閱 人內　　　容

靖府，卷173麗江、

普洱二府，卷174永

昌 府 ， 卷175昭 通

府，卷176開化、東

川 二 府 ， 卷177景

東、蒙化、永北三直

隸廳，卷178鎮沅、

鎮邊撫彝二直隸廳及

廣西直隸州，卷179
武定、元江二直隸

州 ， 卷180 宣 撫 司

六、安撫土司三、長

官土司五。

卷181貴陽府，卷182
安順府，卷183都勻

府，卷184鎮遠府，

卷185思南、石阡二

府，卷186思州、銅

仁二府，卷187黎平

府，卷188大定府，

卷189興義府，卷190
遵義府，卷191松桃

直隸廳、平越直隸

州，卷192土司。

卷193、卷194迪化

府，卷195伊犁府，

卷196鎮西、庫爾喀

喇烏蘇二直隸廳，

卷197精河、塔城二

直隸廳，卷198哈密

直隸廳，卷199焉耆

府，卷200溫宿府，

卷201吐 魯 番 直 隸

廳，卷202烏什、英

吉沙爾二直隸廳，

冊

數

12

14

纂　修　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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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卷207、209纂輯者為纂修官章梫，卷208、210纂輯者為纂修官藍鈺。
44 卷207-208為陸、林、于，卷209-210為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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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別

蒙

古

卷序

卷

207-
208

故宮編號

205000241-
205000248

纂 輯 者

纂修官

章梫，

纂修官

藍鈺 43

覆 輯 者

提調官

謝緒璠

校 輯 者

提調官

周爰諏

副總裁

陸、

林、

于，

陸、

于。44

總　裁

世、

榮。

批 閱 人內　　　容

卷203疏勒府，卷204
莎車府，卷205庫車

直隸州，卷206和闐

直隸州。

卷207上、下兩冊為

哲 里 木 盟 ， 卷208
上、下兩冊為卓索

圖盟，卷209上、下

兩冊為昭烏達盟，

卷210上、下兩冊錫

林 郭 勒 盟 。 共 四

卷、八冊。

冊

數

8

纂　修　人　員



45 

46  47

45 劉錚雲，〈清史稿地理志府州廳縣職官缺分繁簡訂誤〉，頁514。
46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一百六十七〈內務府〉：乾隆十六年奉旨以萬壽山行宮為清漪園。
47 《清國史‧地理志》卷二宛平縣下作光緒十四年改，《清史稿‧地理志》作光緒十五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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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三期

48 同一部書，省敘作「 」，府敘作「崖」。實為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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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0 

49 《日下舊聞考》卷一百十一〈京畿‧三河縣〉：「臣等謹按：蟠龍山舊有行宮，乾隆十九年始移
建於山迤北之大新莊」；「大新莊行宮，乾隆十九年建，前建石橋一座、西石橋一座、東木橋一
座」。《日下舊聞考》卷一百十五〈京畿‧薊州二〉：「盤山一名盤龍山，在州西北二十五里」。

《同治畿輔通志》卷57〈輿地十二‧山川一〉，631冊，頁241，三河縣：盤龍山「在縣西北五十
里，舊名旁立山，後改今名，舊有行宮，乾隆十九年移建於山迤北之大新莊」。

50 四庫全書本《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一百十一〈兵部職方清吏司‧直隸〉：「王家坪都司一人，
駐劄贊皇縣王家坪」。《雍正畿輔通志》卷39〈兵制〉：正定「王家坪營，康熙三十七年設」。

《清史稿‧地理志》作「王家坪鎮，咸豐末改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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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00705-205000759
51 

?-1856 52 

1769-1854
53  1772-1856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三期

51 書名原都作《皇朝地理志》，獨有湖北兩冊作《皇清地理志》。
52 清國史館傳包，3065-1號（以下徵引所有清國史館傳包稿，均藏於臺北故宮）。以下傳記資料，均

從臺北故宮「清代檔案人名權威資料」http://npmhost.npm.gov.tw/ttscgi/ttsweb?@@ 780974611檢
索所得（檢索日期：2006年12月30日）。

53 清國史館傳稿，1876號。另有潘錫恩（1787-1867）係安徽涇縣人，道光二年任國史館總纂、漢提
調（清國史館傳包，1204-4及1204-9號），但不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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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1856 55  1794-1875
56  1783-1852

57 

58 

59 

205000732

60 

54 清國史館傳包，718-5號。
55 清國史館傳包，2663-1號。
56 清國史館傳包，1647-4號。
57 清國史館傳稿，373號。
58 《宣宗成皇帝實錄》卷32。
5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國史館全宗》內，存有這方面的檔案。
60 直隸有正定府，但甘肅真寧尚未改正寧，屬應改而未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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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3

地 名
方 位 舊　方　位 61 新　方　位 62

平利縣 舊在府南少東玖拾里 在府東少南一百八十里

女媧祠（廟） 舊在縣東十五里 在平利縣西五十里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三期

6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國史館全宗》編纂類第10號。
62 《嘉慶重修一統志》卷241、卷242〈興安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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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00357

63 

64

65

63 個別省的副總裁有兩位。
64 馮明珠，〈清國史館人表屬辭則例—兼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國史館檔大臣年表〉，頁91-130。崑

岡、徐桐、啟秀任職于國史館的出處，分別見清國史館傳包2624-7號、1963-3號和3136-1號。
65 總裁榮、鹿、世和副總裁瞿、榮、李、陸（其中一位）、林、鹿，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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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1898
66  1830-

1908
67  1834-1907 68 

?-1905 69 

1827-1909 70 

71 

1830-1904 72 

?-1927 73 

1824-1900
74  ?-1905

75 

1850-1908

1853-1915 76

77 

?-1905
78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三期

66 清國史館傳包，1723-1號。
67 清國史館傳包，2000-2號。
68 清國史館傳包，3421-7號。
69 清國史館傳包，2653-1號。
70 清國史館傳包，3269號。
71 （清）那桐，《那桐日記》下冊。
72 清國史館傳包，1990-4號。
73 清國史館傳稿，7584號。
74 清國史館傳包，2452-1號。
75 清國史館傳包，1600-3號。
76 清史館傳稿，6594號。
77 清國史館傳包，2624-7號。
78 清國史館傳包，265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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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1842-1927
80 

81  1849-1917
82 

83  1863-1918
84 

85  ?
86 

1860?- 87 

20

79 筆者在故宮「清代檔案人名權威檔」裡，沒有找到列名於作者隊伍中的陸繼煇、羅光烈、孫錫
第、鹿瀛理、高覲昌、朱啟勳、余 、張星吉、劉樹屏、吳懷清、張學華、惲毓嘉、章梫、藍
鈺、謝緒璠、周爰諏、劉啟端、李端綮諸人（檢索日期：2006年12月30日）。楊捷三係河南祥符
人，光緒十六年進士，即為翰林院庶吉士，兩年後為編修，見《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5冊、
376，但沒查到國史館任職經歷。

80 《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7冊、275-276及5冊、655-65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81 《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5冊、700，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又，另有一位李桂林，係直隸鹽

山人，咸豐十年進士，沒有國史館任職經歷。
82 民國人物大辭典，1255。據故宮「清代檔案人名權威資料」查詢所得。
83 《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5冊，301及6冊、70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84 《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5冊、26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85 筆者在故宮「清代檔案人名權威檔」裡，沒有找到景方昶。此據前揭馮明珠〈清國史館人表屬辭

則例—兼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國史館檔大臣年表〉，頁91-130。
86 《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7冊，580，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87 《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6冊，35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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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89 

90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三期

88 但是，乙本明顯寫成於此之前，故仍作「四州縣」。
89 而成稿較早的《皇朝地理志》清抄本（文獻編號：205000760）卷七，仍作「絲、布」。
90 丁本清抄本（編號20500760）尚作「治今治」。「宏治」即弘治，避乾隆御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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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92 

93

94 

95 

96 205000482

91 而成稿較早的《皇朝地理志》清抄本（文獻編號：205000761），仍作「阿彰紬」。
92 丁本清抄本（編號20500761），尚作「華稍營」。
93 丁本清抄本（編號20500763）尚無添加的「光緒初設煤礦於此」內容。
94 此係指咸豐帝名諱。
95 成稿較早的丁本《皇朝地理志》稿本（文獻編號：205000482），仍作「衝、繁、難」。
96 內夾條「江蘇地理志計十本，稿□（□表示原缺）」，「清本地理志江蘇，十本」。每冊仍有不少

簽條、塗改之處，故不以「清本」或「副本」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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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0054

97 

98 

99 

100 

205000487

2050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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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成稿較早的丁本《皇朝地理志》稿本（文獻編號：205000483），仍作「繁、疲、難」。
98 成稿較早的丁本《皇朝地理志》稿本（文獻編號：205000483），仍作「疲、難」。
99 成稿較早的丁本《皇朝地理志》稿本（文獻編號：205000484），仍作「衝、繁、難」。
100 成稿較早的丁本《皇朝地理志》稿本（文獻編號：205000486），仍作「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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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00454 205000460

20500064

127

101

102 

101 徐的簽改，也有可能出現失誤。如丁本卷31徐州府宿遷縣下，205000488原稿本有「司吾巡檢
司」，205000060上的徐批：「司吾，當作峒峿。查搢紳作峒峿司巡檢．徐」。甲本遂作「峒峿巡
檢司」。然而，《清史稿‧地理志》張爾田初稿（205000671）已改作「 峿」，後來王樹楠修
正、周仰公校之稿本（205000005）遂從張說。安徽靈璧縣，徐簽提出「璧」從「土」作「壁」
的意見，也是錯的。

102《清朝文獻通考》卷270〈輿地考二〉：「博野縣在府南九十里」。《清國史‧地理志》卷三保定
府博野縣：「府南九十里」。《嘉慶重修一統志》卷12〈保定府‧建置沿革〉：「博野縣，在府
南九十里」。《清朝續文獻通考》卷305，頁10503：博野縣「在府南九十五里」。《清史稿‧地理
志》博野縣：「府南九十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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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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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其他省份也有例證，如江蘇揚州府揚子縣有舊江巡檢司，或作舊江口巡檢司，必有一誤。《皇朝
地理志》初稿本卷三十作「有舊港巡檢司」，正本卷三十揚州府儀征縣下，有黏條謂：「舊港，
搢紳作舊江，查．徐．」。筆者在故宮看到的定稿本，「港」被貼改為「江」。於是，進呈本卷三
十儀征縣：「有舊江巡檢司」。至民國初，張爾田《江蘇》稿本尚作「舊江巡檢司」，《清史稿‧
地理志》稿本仍作「舊江巡司」。可是，《清史稿‧地理志》（標點本）作「舊江口巡司一」，多了
一個「口」字，遂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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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00761

2224 104 

105 

270

305 10509

104 承馮明珠處長相告，《清史稿校注》所使用的清國史館皇朝地理志，是本文所說的丁本。
105「宥衡」為秦樹聲的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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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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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106 文煥然、何業恆，〈中國歷史時期孔雀的地理分佈及其變遷〉，頁13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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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26肇慶府
端溪硯、金、銀、銅、鐵、鉛、布、鹽、茶、降香、乳香、柟木、瓷

石、乾漆、鮫革、墨猿、孔雀、雲白鳥、越王鳥、黃魚、魚苗、堊

土、草席。

卷127高州府
銀、珠、玳瑁、珊瑚、鹽、丁香、化州橘紅、高良薑、益智仁、牛

黃、蚺蛇膽、孔雀、鸚鵡、樹石屏、紋席、竹 、籐器。

卷128廉州府
鹽、金、銀、珍珠、翠羽、玳瑁、珊瑚、甲香、沈香、速香、餘柑

子、高良薑、百部檳榔、孔雀。

卷128雷州府 絲、葛、米、豆、芥、禾、斑竹、荔枝、龍眼、檳榔、孔雀、鯊魚。

卷173普洱府 茶、青石、孔雀、黃豆、青油、神麴。

卷174永昌府
金、銅、琥珀、瑪瑙、碁子、蔞葉藤、時魚、濮竹、竹〔鼠留〕、香

〔木緣〕、茶、芭蕉、大藥、鮮子、熊膽、紅藤、孔雀、叫雞、五色

錦、白〔左上晶左下宜右毛〕布、橙、橄欖、芋、蔗。

卷177景東直隸廳
鹽、孔雀、竹鶹、娑羅布、羊肚布、苦子淨瓶蕉、青紙、石風丹、仙

茅。

卷178鎮沅直隸廳 鹽、孔雀、錦雞、籐、南棗、莎羅布、白鷳。

卷179武定直隸州
五色石斛、龍腦石、麝香、孔雀、杉木、氈、當歸、梭羅木、銅、

鐵、鹽、明礬、礪石、巖羊。

卷179元江直隸州
檳榔、蘆子、蔞葉、降真香、荔枝、密多羅、抹猛果、蘇木、鱗蛇

膽、白鷳、矮雞、黃魚、孔雀、哈蚧、烏木、黃薑。

卷205庫車直隸州
稻、麻、麥、葡萄、瓜、安息香、馬、犎牛、孔雀、銅、鐵、金、

硫磺、硝。

107 

108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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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如果原稿有誤而沒採用，也說得過去，如秦宥衡纂《直隸地理志初稿》（臺北故宮庋藏
205000648，不分卷）作「自河南臨漳入」，然甲本、丁本卷七均誤作「山東臨漳」。按：臨漳屬
河南，不屬山東。從這裡可知，直隸定稿沒有採用秦氏稿本。但是，甲本、丁本並非一無是處的
志書。

108 臺北故宮205000648，不分卷。按：秦樹聲、秦宥衡同為一人。
109 臺北故宮205000661，不分卷。

172

廣
　
　
東
　
　
省

雲
　
　
南
　
　
省

新
疆
省



173關於《皇朝地理志》的幾點初步認識



160 1774 48
1981

300 1871 1884

2006

120 1735

56

302

204 212
36-39

16 1758

400 1936

560
1934 1986

1986

1985

1993

300 1936

100 1935

180 620-623
1986

1977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三期174



1981
11 132-139

16 1999 9

22 3 2005 91-130

65
3 1994 9 509-672

1987
1992

175關於《皇朝地理志》的幾點初步認識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Huang-ch’ao ti-li-chih

Hua Linfu
Institute of Ch’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essay  examines  four geographic  treatises  compiled by  the Ch’ing
State Historiography  Institute  (Kuo-shih-kuan)  that are now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For purposes of comparison, these are designated the jia, i,
and  ting editions of  the Huang-ch’ao  ti-li-chih,  and  the ping edition of  the Ta
Ch’ing-kuo shih ti-li-chih. The author dates these text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ir
relative  treatments of  each province, prefecture,  and other unit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latest year reflected in the jia edition is 1907,
he  concludes  that  this  edition dates  to  the  late Kuang-hsü  (1875-1908) or Hsüan-
t’ung  (1909-1911)  reigns. He also demonstrates  that  the  i edition predates  the Tao-
kuang  reign  (1821-1850),  that  the  ping and  ting editions  reflect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the   early  Ch’ien-lung   (1736-1795)   and   late  Kuang-hsü   reigns,
respectively. The essa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ia and ting editions,
with  the  author  arguing  that  the  former  is derived  from  the  latter. The  author  also
heralds  the  irreplaceable  academic value of  the Huang-ch’ao  ti-li-chih; noting,  for
instance, five valuable aspects of  the  text’s  treatment of  the province of Chih-li. He
concludes  that  the  text  served  a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geographic  treatise of  the
newly compiled History of the Ch’ing Dynasty (Ch’ing-shih). (Translated by Jeffrey
Moser)

Keywords: Huang-ch’ao ti-li-chih, rare books, Ch’ing State Historiography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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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皇朝地理志　清國史館進呈本（故殿016694） 縱37.8公分　橫22.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本院圖書文獻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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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皇朝地理志　清國史館（故殿016626-016681） 縱39.8公分　橫23.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本院圖書文獻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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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皇朝地理志稿　清國史館稿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本院圖書文獻處提供
京師（故史001383、文獻編號205000029） 縱27.3公分　橫19公分　
山西一（故史001429、文獻編號205000075） 縱28.2公分　橫18.7公分　
江蘇一（故史001407、文獻編號205000053） 縱26.4公分　橫19.5公分

關於《皇朝地理志》的幾點初步認識

圖3 大清國史地理志　清國史館（故內000869） 縱37.7公分　橫22.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本院圖書文獻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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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皇朝地理志稿　清國史館稿本（故史001383、文獻編號205000029） 縱27.3公分　橫1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本院圖書文獻處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