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平定太平天國戰圖》（原名《平定粵匪圖》）一套，計有十二幅，為冊

頁裝，每幅圖均配有圖說。依次序分別為：第一幅〈克復岳州圖〉、第二幅〈攻破田家鎮收復

蘄州圖〉、第三幅〈肅清潯江圖〉、第四幅〈克復湖北通城圖〉、第五幅〈克復武昌省城圖〉、

第六幅〈克復瑞州府城圖〉、第七幅〈逆眾圖擾懷桐楚軍會剿圖〉、第八幅〈克復安慶省城圖〉、

第九幅〈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第十幅〈攻克江浦浦口二城力破九洑州諸隘圖〉、第十一幅

〈克復金陵圖〉、第十二幅〈幼逆洪福瑱就擒圖〉。過去《故宮文物月刊》曾刊載本套戰圖第九、

十幅之介紹，1本文擬續選介此套戰圖之第六幅〈克復瑞州府城圖〉。

▌李泰翰　

《平定太平天國戰圖》之第六幅 
〈克復瑞州府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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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談《平定太平天國戰圖》的製作
　　據張弘星教授研究顯示，光緒十一年（1885）

中法戰爭剛結束，清宮便開始著手進行大規模

繪畫工程，以紀念在十九世紀中葉的三次軍事

勝利。由於此繪圖工程規模龐大，醇親王奕譞

（1840-1891）被任命為總監，軍機處受命為三次

戰爭選擇具體題材，並在慈禧太后（1835-1908）

同意下，傳旨由神機營繪製，而在慶寬（1848-

1927）指導下進行這項繪製工程。至於，本院

典藏《平定太平天國戰圖》，雖非是上述由神

機營繪製之產物，但卻與之有關。2

　　光緒十二年（1886）三月十三日，李鴻章

（1823-1901）致曾國荃（1824-1890）信中提及，

神機營雖被委製戰圖，但由於對這些將領容貌

不甚瞭解，奕譞遂將其中十五條節略，委由李

鴻章負責籌辦。在此信中，李鴻章對曾國荃進

一步表示，所開節略，湘軍戰績最多，惟自己

亦對諸將不盡熟識，若能交由曾國荃辦理，不

僅可就近訪查同鄉親舊小相，且節略中部分戰

役亦在曾國荃轄下，查考地勢形勝較易，如克

復瑞州府城即是。要言之，神機營雖被委製戰

圖，但因對諸將面貌不熟，難以下手，因而奕

譞、李鴻章輾轉將節略所開部分繪圖工作，交

由曾國荃辦理。3光緒十二年四月間曾國荃覆李

鴻章信中表示將遵照辦理，信中內容略謂：

   承我公諭所開節略，湘軍戰績最多，特

摘鈔十三條寄示。飭由敝處雇覓寫生高

手，按照單開各條，每條繪圖兩分，將

地形、戰狀摹寫大略，粘貼黃簽注說，

篇幅一大一小，一裝成手卷，一裱作冊

頁。每人身段長約四五寸，務需毫髮逼

真，裝潢精緻，克期繪成，妥寄尊處，

以便匯齊轉送醇邸，進呈御覽等因。渥

承指示多方，自應遵照辦理。4

　　光緒十三年（1887）二月，曾國荃復彭雪

帥（彭玉麟，1816-1890）信中提到「荃進呈畫

像，幸于去年十一月中旬趕辦竣事，計戰圖大

冊頁一副，又手卷一副；功臣像冊頁二副，一

系冠服，一系戎裝。」5並表示：

   此件于去冬十一月下旬專弁賫送津門，

函請少荃傅相匯送邸府，再由邸府就中

挑其合式者，恭呈皇太后慈覽。戰圖則

附敘顛末，畫像則恭列銜名，敬謹從事，

不敢少有草率。旋得傅相回書，以為辦

理尚屬合法，俟匯齊再由邸府進呈乙覽。

特此持報執事，想尊懷同此欣慰耳。6

可見曾國荃是在光緒十二年十一月中旬已完成

戰圖冊頁、手卷及功臣像冊頁的繪製，於同月

下旬送交李鴻章，且對能完成交辦工作感到欣

慰。這十二幅戰圖的繪製，不但反映清帝國危

急存亡之秋，湘軍浴血奮戰終得協助平定太平

天國的過程，亦是親舊故友子弟犧牲自己或奮

力殺敵克復城池最佳見證。因此，曾國荃格外

慎重其事。

〈克復瑞州府城圖〉述介
　　本圖（圖 1）為紙本彩繪，用色豐富，圖上

並貼有黃底黑字籤條，用以輔助說明。圖名「克

復瑞州府城圖」置於圖右上方，方位為上北、

下南、右東、左西。籤條輔助其他重要說明，

例如圖上偏右方的瑞州府城，並標示東、西、

南、北四個城門。此役中清軍重要營汛及軍隊，

如右上方的吳坤修（1816-1872）營、劉國斌

（?-1887）水師、左上方的普承堯（生卒年不詳）

軍、右下方的劉騰鴻（1820-1857）營，或重要

地點如瑞河，或重要防禦攻擊設備，如橋北賊

礮臺、橋南賊礮臺，及木簰上官兵望樓等，皆

貼有籤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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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清　平定太平天國戰圖（原名平定粵匪圖）　第六幅　克復瑞州府城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1288

圖3　清　平定太平天國戰圖（原名平定粵匪圖）　第六幅　克復瑞州府城圖　圖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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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圖可見，清軍穿著較為統一，除部分

將領騎馬外，多為步兵，衣服前後多可見到「湘」

字。另透過大旗上的「字」，有助於觀察圖中

清軍部隊是由何將領所轄，例如瑞河石橋上的

「劉」代表的是劉騰鴻部，西北邊的「普」代表

的是普承堯部，東北邊的「吳」代表的是吳坤

修部等。（圖 2）反觀太平天國方衣服顏色並不

統一，旗幟亦未特別標註。另外，雙方使用之

武器，圖繪中清軍冷、熱兵器皆有使用，諸如

長短刀、火槍、火彈，甚至是大砲等，而太平

天國這方所使用的武器，似刻意僅描繪使用冷

兵器而已。

　　本圖附有黃底黑字之圖說一幅，外框為粉

底蝙蝠雲紋（圖 3），圖說文字與圖繪大致可相

呼應。本圖係以清軍自咸豐七年（1857）七月

初五日合力發動猛攻，至同年七月十四日克復

瑞州府城之經過為主要繪圖內容。本文除參見

圖說文字外，另參考咸豐七年七月十九日由耆

齡（1804-1863）奏報官軍克復瑞州情形摺，以

期對本圖所繪內容能更清楚瞭解。7

　　瑞州府城自咸豐五年（1855）冬間被逆首

石達開攻陷，咸豐六年（1856）七月間起，清

軍陸續派軍攻打，但久攻不下。江西巡撫耆齡

抵任後，擬定作戰計畫，告誡諸將需合力進攻。

他認為「以瑞城賊匪雖堅悍善守，其黨與既分，

勢力必薄，我軍同心戮力，四面並進，使其不

能兼顧，自必有隙可乘。」因此，要求「各營

統帶員弁廣備攻具，並令署高安縣知縣蕭晸，

每遇攻城，務先期親赴各營，約定出隊時刻，

不得稍有參差，使賊救應不遑，一處稍懈，即

可緣梯直上，仍多設伏兵，一遇賊匪竄出，可

期截殺無遺，以免竄擾他處。」

圖2　 清　平定太平天國功臣像（原名平定粵匪功臣像〔二〕） 由左至右依序：普承堯像、吳坤修像、劉騰鴻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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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克復瑞州府城圖　局部　劉騰鴻營的進攻

　　咸豐七年七月初五日四更時分，清軍約定

各營大舉攻城，由廣東南韶連道吳坤修率彪勇

攻北門、即選副將普承堯率寶勇攻西門、補用

直隸州知州劉騰鴻督同劉連捷等率湘勇渡過北

岸攻東門。各營將士奮力進攻，直抵瑞州城下，

不但拔毀城下竹籤、木樁，並以稻草數千擔填

塞城濠，將士使用雲梯，奮力仰擊，並對太平

軍施以火箭、噴筒攻擊。城上的太平軍則是「槍

砲密排，木石雨下，拚死對擊。」此波清軍攻

勢持續至午刻，因傷亡頗多，恐損及精銳，故

下令收隊。

　　之後數日，清軍仍不時發動攻擊。七月

十一日夜，再次展開大規模攻城行動，此次進

攻由普承堯率寶勇等營攻城西南，吳坤修率彪

勇攻城東北，劉騰鴻率湘勇攻城南門。而「彪、

寶各勇均齊逼城根，盡拔濠籤，於矢石雨注之

中，晝夜仰攻不輟，示以不得城不退。」接著，

戰況便進入到本圖的主要繪製內容，本文擬先

描述圖繪中清軍對四個城門的進攻及城外佈署，

最後再觀察圖繪中城內的情形。

一、城南門的攻勢
　　劉騰鴻進攻的南門前因有太平軍修築的砲

臺護守，可謂是本役最難進攻之處，亦是本圖

描繪之主要戰場，圖繪著重在劉騰鴻軍進攻南

門情形。（圖 4）

　　瑞州南門城外有河名為瑞河，上築石橋一

座。太平軍在石橋的南北各修築了一座砲臺，

安放多尊大砲，用以抵禦清軍來犯。咸豐七年

六月底，劉騰鴻先率軍將橋南砲臺攻破，太平

軍隨即又修築了一座砲臺，較原先砲臺更加堅

固，但仍不敵劉騰鴻移來的千觔大砲猛烈轟擊，

七月十二日又被攻破。（圖 5）劉騰鴻軍並拋擲

火彈，燒斃砲臺內太平軍多人，但清軍傷亡亦

頗多，「劉騰鴻鼻梁腮下均受槍子傷，仍裹創

督戰。」

　　到了七月十三日午刻，劉騰鴻督促該部攻

破橋北砲臺，正想督隊過橋時，卻被太平軍於

南門施放的砲彈擊中，「巨子擊中劉騰鴻左脅，

穿透右脅，登時陣亡。」該部見主帥身死甚感

悲憤，騰鴻弟騰鶴、騰鵠繼而領軍進攻，普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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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得知騰鴻陣亡，「恐軍令鬆懈，亦令蕭晸趕

往南城幫同激勵。」

　　從本圖繪可見，圖中心為石橋，下為瑞河，

從對岸劉騰鴻營汛湧出大批將士出擊，此時太平

軍新築城南砲臺已被攻破。橋上官兵高舉著代表

劉騰鴻的旗幟，並以大砲猛轟城北砲臺，濃濃

黑煙繚繞，砲臺似被攻破。由此圖所繪場景觀

之，繪圖者想要呈現的是劉騰鴻督促將士發動

猛攻的場景，而非是劉騰鴻戰死的情形。（圖 6） 

二、城西門的攻勢
　　圖說中提到由於當時城內的太平軍將領黃

洸已為清軍火砲所擊斃，城中人心惶惶，遂在

城西門乞降。從本圖可見，城西門插有一面白

底黑字的降旗。而對城內太平軍求降，清軍將

圖5　克復瑞州府城圖　局部　瑞州府城南門外橋南礮臺已被清軍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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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克復瑞州府城圖　局部　瑞州府城西門外的清軍攻勢

圖6　克復瑞州府城圖　局部　瑞州府城南門外瑞河石橋上的清軍攻勢

領吳坤修、普承堯的態度是假裝答應，吳

坤修更撤隊退回，但卻與水師營劉國斌約

定，埋伏等待太平軍，準備予以痛擊。

　　在瑞州城西南面的攻勢則由普承堯所

主導。普承堯令守備李大雄所紮大木排，

上築望樓，高三丈餘。大木排在十三日夜

四更，由小河駛至近城河面，望樓上的士

兵突然紛紛拋擲火彈入城，城內燃起烈

火，城西太平軍大亂奔逃，普承堯則率寶

勇及省城各營將士緣梯登城，分途剿殺。

透過奏摺記載，西面進攻除了普承堯軍

外，「前署瑞州府知府王嘉麟、前署高安

縣知縣吳攸之、前護理瑞州營都司唐應

魁，亦率練勇隨同兜擊。」

　　由本圖左側可見瑞河上有一大木排，

木排上還搭建望樓。有士兵攀梯而上，而

登上望樓的士兵正紛紛拋擲火彈入城，城

內受到火攻，燃起熊熊烈火，城西門上的

太平軍嚇得四處奔逃。本圖左側遠方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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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克復瑞州府城圖　局部　瑞州府城東門的情況

圖9　克復瑞州府城圖　局部　瑞州府城北門及城內的情況

到普承堯的軍隊正殺過來。由此可知，本圖

描繪重點置於清軍紮木排上建望樓，由士兵

拋擲火彈入城的情形，而對普承堯軍緣梯登

城景象未加繪及。（圖 7）

三、城東門的攻勢
　　再來觀察城東門情形。本圖圖說及耆齡

奏摺均提到，「賊眾紛紛縋城，望東門河邊

而走。」而上文所述及吳坤修、劉國斌等伏

兵，早已埋伏在東門城外，準備對逃竄出城

的太平軍展開無情的屠殺。

　　由本圖右側可見東門城上擠滿了想要垂

繩而下逃亡的太平軍，情急之下，甚至有直

接跌落城下殞命者，即便能逃出城外，下場

亦頗為悽慘，隨後將被早已埋伏的吳坤修、

劉國斌水師圍剿，死傷慘重。本圖重點強調

的是太平軍從東門垂繩竄逃情形。（圖 8）

四、城北門的攻勢
　　瑞州城北門的攻防情況，圖說及奏摺論

述並無提及。但由圖繪顯示，繪圖者在北門

處所繪製的場景，是想要呈現「城內餘匪長

跪受刃，無一脫者，即於十四日克復郡城」

情況。從圖可見，清軍已攻入城中，並控制

局勢，城內太平軍在清軍武力壓制下，紛紛

跪下，等待被清軍屠殺的場景。（圖 9）

五、城內的抵禦
　　前面提到的都是清軍的合力圍攻，那

麼，太平天國方面的防守又是如何呢？綜觀

全圖，多是描繪清軍的攻勢與太平軍的潰

逃，那麼這幅圖想要呈現的是戰事一面倒的

情況嗎？實則不然，若我們把焦點移至圖中

瑞州城南門城上，在被砲火轟得冒出濃濃煙

霧之中，赫然發現這裡還有一群婦女，正

英勇的站在城上，奮力抵抗大批清軍的來

犯。（圖 10）相關記載在圖說中所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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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克復瑞州府城圖　局部　瑞州府城內外的逃竄及抵抗

圖10　克復瑞州府城圖　局部　瑞州府城南門上婦女的抵禦

是「計賊自咸豐五年冬間踞瑞州，我軍

攻之急，各逆既死守待援，所攜粵婦數

百亦相率嬰城戰」，另外，耆齡的奏摺

也提到「奴才抵任後，與在營將領講求

攻取之方。詎意首夥各逆既死守待援，

即所攜廣東婦人數百亦皆登陴，以火

藥、甎石幫同抗拒，矯健異常。」在清

代所繪製的戰圖中，鮮少出現繪製婦女

現身在戰爭中抵抗外犯的情況。而這

幅圖特別的是，綜觀全圖，除了這群

婦女外，其餘太平軍都以潰逃或乞降

的姿態呈現。（圖 11）要言之，在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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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請參見李泰翰，〈太平天國戰圖的繪製—以〈攻克江浦、浦口二城力破九洑洲諸隘〉圖為例〉，《故宮文物月刊》，289期（2007.4），
頁 30-41；李泰翰，〈兵臨城下—評介《平定粵匪圖》中的〈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故宮文物月刊》，264期（2005.3），頁
64-75。

2.  有關光緒年間大規模製作系列戰圖，張弘星教授已有相當精闢之研究成果，可參見〈流散在海內外的兩組晚清宮廷戰圖考略〉一文。據
張弘星教授研究可得知，朝廷「一共製作了 67幅戰圖粉本，其中描繪太平天國戰爭的占 20幅，捻軍起義占 18幅，西南地區回民起義
占12幅，西北地區回民起義占17幅」。參自張弘星，〈流散在海內外的兩組晚清宮廷戰圖考略〉，《故宮博物院院刊》，94期（2001.2），
頁 7。

3.  參考張弘星，〈流散在海內外的兩組晚清宮廷戰圖考略〉，頁 7-9及該文註 32所引彭鴻年，《紫光閣功臣小像並湘軍平定粵匪戰圖》 
（1900年），李鴻章致曾國荃信，光緒十二年三月十三日所載，頁 11。

4.  曾國荃，《曾國荃全集‧第四冊書札電稿》（長沙：岳麓書社，2004），光緒十二年四月〈復李中堂〉，頁 334。另據張弘星教授指出，
原本李鴻章要曾國荃負責十三條，可能退回其中一條，被退的題材很可能是「生擒逆首石達開」，以致於本套戰圖僅繪製十二幅而非是

十三幅，參見張弘星，〈流散在海內外的兩組晚清宮廷戰圖考略〉，頁 9。

5.  曾國荃，《曾國荃全集‧第四冊書札電稿》，光緒十三年二月〈復彭雪帥〉，頁 354。

6. 曾國荃，《曾國荃全集‧第四冊書札電稿》光緒十三年二月〈復彭雪帥〉，頁 355。

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十九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咸豐七年七月十九日（硃
摺）〈315、耆齡奏報官軍克復瑞州情形摺〉，頁 544-547。除另註者外，其餘參見本圖圖說及此奏摺之文字內容。

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七年七月十九日（硃摺）〈315、耆齡奏報官軍克復瑞州情形摺〉，頁 546。

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十九冊》，咸豐七年八月初五日（剿捕檔）〈338、諭內閣官軍攻克瑞
州著獎勵副將普承堯等人並查保出力人員〉，頁 584。

圖者的刻意構圖下，這些婦女乃是本幅戰圖中

唯一仍在抵抗清軍猛烈攻勢的一群人。而也透

過本圖繪製，也為我們留下在瑞州戰役曾有一 

群婦女奮不顧身，抵禦外犯，保衛城池的身影。

小結
　　透過本文論述可知，本院典藏之《平定太

平天國戰圖》僅是曾國荃繳交給李鴻章的成果

之一，除了戰圖冊頁外，亦完成手卷及功臣像

冊頁的繪製。這套彩繪戰圖用色豐富，構圖頗

具巧思且重視細節，往往能讓閱者眼睛為之一

亮。本圖對清軍圍攻瑞州府城主要奏報內容場

景、人物多予描繪，並特別將太平天國偕同守

城之婦女放在城門正前方抵禦大批來犯清軍，

畫面頗令人難忘。

　　值得補充說明的是，清軍克復瑞州府城，據

官方統計，此役「共計殺斃、溺斃、跌斃者二千

數百人，各營生擒數百名，分別訊明處斬，難民

開釋，奪獲大砲一百餘尊，旗械不計其數。」8 

而清軍為了克復瑞州府城，亦付出頗大代價，

「通計圍攻年餘，野戰百餘次，攻城三十餘次，

我軍受傷及陣亡者千餘名。」而中礟陣亡的補
用直隸州知府劉騰鴻，奉上諭「從優照道員例

議恤，並於瑞州府城建立專祠。」9

　　觀看戰圖與觀賞其他繪圖，在心境感受上

是否會有所不同呢？那麼，您在戰圖中看到的

是帝國赫赫武功，是告慰袍澤故舊之作，是畫

家的創意巧思，是昔日戰場實景，是戰爭的慘

烈，又或者是其他的呢？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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