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聖
學
根
之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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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字
經》


              

                     

第
四
十
一
集

                 


                   

開
吉 

敬
學



由康雍。歷乾嘉。
民安富。治績誇。

後來傳位給康熙、雍正，歷經乾隆、嘉慶，一百多
年間，由於政治清明，治績卓越，所以國家富強，人
民生活安定富裕，在中國的歷史中，外族統治能夠文
治武功都卓著強盛的並不多見，實在值得讚賞。  
 



      

康
熙
皇
帝

      

雍
正
皇
帝



由
康
雍 

歷
乾
嘉 

民
安
富 

治
績
誇

 
 

康
熙
皇
帝
繼
位
時
年
僅
六
歲
，
故
而

由
索
尼
、
蘇
克
薩
哈
、
遏
必
隆
、
鼇
拜
四

位
大
臣
輔
政
。
他
們
之
間
開
始
分
別
樹

立
黨
派
，
其
中
鰲
拜
尤
為
專
權
，
殺

輔
政
大
臣
，
並
向
康
熙
帝
示
威
。
公
元

一
六
六
七
年
，
康
熙
帝
設
計
將
鰲
拜

拘
捕
，
正
式
親
政
。
公
元
一
六
七
三
年

，
康
熙
帝
決
意
撤
藩
，
平
西
王
吳
三
桂

、
平
南
王
尚
可
喜
、
靖
南
王
耿
精
忠
由

此
起
兵
反
清
，
史
稱「

三
藩
之
亂」

，
後
被
一
一
平
定。 


 

 

公
元
一
六
八
一
年
，
台
灣
發
生
政
變

，
康
熙
帝
任
命
施
琅（

音
狼
。
字
尊
侯
，
號

琢
公
，
清
晉
江
人
，
生
卒
年
不
詳
。
初
為
明
代
鄭
芝
龍

部
將
，
降
清
後
，
平
臺
灣
，
滅
鄭
氏
，
封
靖
海
侯
，
卒

諡
襄
壯）

為
福
建
水
師
提
督
，
出
兵
攻
台

，
鄭
氏
政
權
投
降
，
台
灣
設
府
，
自

此
納
入
清
朝
版
圖
。
公
元
一
六
五
二

年
始
，
沙
俄
遠
征
軍
頻
繁
入
侵
黑
龍

江
等
地
燒
殺
搶
掠
，
在
被
康
熙
帝
多

次
擊
敗
後
，
於
公
元
一
六
八
九
年
七

月
簽
訂《

尼
布
楚
條
約》

，
確
立
了

兩
國
邊
境
線
。
同
時
，
康
熙
帝
親
征

漠
北
，
平
定
了
被
沙
俄
策
動
的
噶
爾

丹
和
繼
任
者
策
妄
阿
拉
布
坦
勢
力。



 
 

康
熙
皇
帝
在
位
期
間
，

改

革

官

制

，

設

立

南

書
房
，
重
用
漢
臣
，
削

弱
諸
王
權
力
。
恢
復
政
績

考

核

制

度

，

並

多

次

親
巡
，
罷
黜
貪
官
污
吏
。

採
取
休
養
生
息
的
政
策

方
針
，
實
行
輕
徭
薄
賦

，
打
擊
權
貴
豪
強
還
地

與
民
。
整
治
漕
運
，
重
視

工
商
業
發
展
。
重
視
文
教

，
親
致
曲
阜
孔
廟
拜
祭

，
並
組
織
編
撰
諸
多
大

型
書
籍
，
涵
蓋
甚
廣。 


 

 

公
元
一
七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
康
熙
帝
於
北
京

駕
崩
，
傳
位
四
子
胤
禛（

音
印
真）

，
即
清
世
宗
，
改

元
雍
正。
 


  



康
熙
帝
的
南
書
房

 
 

南
書
房
的
設
立
是
康
熙
帝
的
一
個

創
造
，
這
是
應
軍
事
之
需
、
行
政
之
需

、
學
問
之
需
和
情
趣
之
需
。
說
軍
事

之
需
，
是
因
為
當
時
正
進
行
平
定
三

藩
之
亂
的
戰
爭
，
軍
報
緊
急
而
繁
多

，
指
示
應
迅
速
及
時
，
皇
帝
身
邊
需

要
有
軍
政
顧
問
和
機
要
秘
書
。
說
行

政
之
需
，
是
因
為
康
熙
帝
是
勤
政

君
主
，
三
藩
平
定
后
，
皇
權
集
中
，

日
理
萬
機
，
處
理
政
務
，
也
需
要
一

個
貼
近
的
咨
詢
、
秘
書
班
子
。
說
學
問

之
需
，
是
因
為
康
熙
帝
酷
愛
讀
書

學
習
，
經
史
子
集
，
天
文
地
理
，
算

學
音
律
，
地
方
民
情
，
隨
時
請
教
和

探
討
，
需
要
身
邊
有
機
要
的
師
友
。

說
情
趣
之
需
，
是
因
為
康
熙
帝
喜
歡

書
法
、
繪
畫
、
詩
詞
、
文
玩
，
也
需
要

人
同
趣
相
通
，
同
好
相
逑
。
所
以
，

南
書
房
建
立
后
，
沒
有
因
平
定
三
藩

之
戰
結
束
而
結
束
，
而
是
堅
持
下
來

，
並
制
度
化、
規
范
化。

	  	                （

摘
自《

大
故
宮》

 

閻
崇
年 

著）
  





      

雍
正
皇
帝



雍
正
皇
帝
的
一
生

胤
禛
其
人
：
愛
新
覺
羅
．
胤
禛（

音
印
真）

，
生
於
康
熙
十
七
年（

1
6
7
8
）

十
月
三

十
日
寅
時
，
康
熙
皇
帝
第
四
子
，
生
母

烏
雅
氏
，
滿
洲
正
黃
旗
。「

胤」

是
康

熙
帝
諸
皇
子
的
排
行
，「

禛」

是「

以

真
受
福」

的
意
思
。
官
書
中
記
錄
烏
雅

氏
受
孕
與
胤
禛
出
生
過
程
中
出
現
種
種

祥
瑞
徵
像
，
為
胤
禛
在
眾
多
兄
弟
的
帝

位
鬥
爭
中
脫
穎
而
出
留
下
伏
筆
。
官
修

史
書
中
描
述
雍
正
儀
容
奇
偉
，
高
挺

鼻
子
、
身
材
修
長
、
雙
耳
豐
垂
、
聲
音
洪
亮

、
目
光
明
亮
有
神。

與
皇
父
關
係

 
 

雍
正
登
基
後
，
一
再
強
調
自
小
蒙
皇

父
康
熙
帝
親
自
撫
育
，
他
的
滿
漢
文
及

經
書
詩
賦
素
養
，
都
受
到
皇
父
肯
定
；

尤
其
是
他
的
誠
孝
，
更
深
受
康
熙
帝

稱
讚
。
他
個
性
急
躁
喜
怒
不
定
，
也
屢

蒙
皇
父
訓
誡「

戒
急
用
忍」

，
登
基
為

帝
仍
不
忘
製
掛
屏
懸
之
於
室
，
以
示

謹
惕
。
胤
禛
九
歲
起
隨
幸
出
征
，
二
十

一
歲
受
封
為
貝
勒
，
三
十
二
歲
晉
封
雍

親
王
，
培
養
了
豐
富
的
閱
歷
與
處
事

經
驗
，
為
爭
取
帝
位
奠
下
基
石。



康
熙
晚
年
，
諸
子
捲
入
皇
位
繼
承
激

烈
鬥
爭
，
胤
禛
戒
急
用
忍
，
努
力
表

現
出
對
父
親
的
誠
孝
，
並
以
恬
淡
不

爭
的
外
表
，
維
繫
了
與
皇
父
的
感
情

，
在
某
程
度
上
打
動
了
康
熙
晚
年
面

對
諸
子
爭
位
的
絕
望
心
境
，
也
為
承

繼
帝
位
發
揮
關
鍵
作
用。

與
弘
曆
關
係

 
 

雍
正
皇
帝
有
十
子
四
女
，
以
皇
四

子
弘
曆
最
聰
穎
好
學
，
深
得
器
重
。

除
延
聘
名
師
悉
心
教
育
，
也
費
心
為

弘
曆
挑
選
福
晉
。
康
熙
六
十
一
年
，

胤
禛
特
地
邀
請
皇
父
遊
圓
明
園
，
讓

十
二
歲
的
弘
曆
與
皇
祖
相
見
，
祖
孫

三
代
歡
聚
，
傳
為
美
談
。
弘
曆
深
得

康
熙
喜
愛
，
帶
回
宮
中
教
養
，
傳
說

康
熙
皇
帝
因
看
上
弘
曆
而
傳
位
予

胤
禛
；
或
可
說
：
康
熙
最
終
傳
位

胤
禛
，
弘
曆
發
揮
了
一
定
的
作
用
。

雍
正
經
歷
了
承
襲
帝
位
骨
肉
相
殘
的

苦
痛
經
驗
，
讓
他
毅
然
決
定
為
弘
曆

繼
位
掃
除
一
切
障
礙
，
親
定
秘
密
建

儲
制
，
書
儲
君
名
諱
，
密
封
匣
內
，

置
於
乾
清
宮「

正
大
光
明」

匾
後
，

奠
定
清
代
皇
位
平
穩
過
渡
的
先
例。
   




君
臣
關
係

 
 

雍
正
帝
雖
在
激
烈
的
皇
位
鬥
爭
中
脫

穎
而
出
，
但
繼
位
初
期
仍
受
到
兩
股
勢

力
挑
戰
：
一
是
延
續
康
熙
後
期
以
皇
八

子
允
禩（

音
祀）
、
皇
九
子
允
禟（

音
唐）

、

皇
十
四
子
允
禵（
音
題）

等
兄
弟
所
聚
集

的
宗
室
集
團
；
一
是
以
隆
科
多
、
年
羹

堯
等
人
因
拱
衛
有
功
逐
漸
恃
寵
攬
權
、

驕
縱
不
法
的
權
臣
勢
力
。「

為
君
難」

這
枚
鐫
刻
於
雍
正
元
年
的
引
首
印
，
既

反
映
了
雍
正
面
對
兄
弟
宗
室
骨
肉
相
殘

的
難
處
；
也
反
映
出
為
君
者
當
如
何

知
人
、
用
人
、
信
人
以
維
繫
相
輔
相
承
的

君
臣
關
係
的
心
境
。
對
雍
正
來
說
，
任

何
試
圖
侵
犯
或
凌
駕
皇
權
的
力
量
必
須

剷
除
滅
絕
，
選
展
的「

硃
批
奏
摺」

說

明
了
雍
正
對
皇
權
挑
釁
者
的
血
腥
整
肅

；
然
而
對
於
忠
貞
不
貳
、
實
心
為
國
的

臣
子
，
如
十
三
弟
怡
親
王
允
祥
、
大
臣

張
廷
玉
、
田
文
鏡
、
楊
宗
仁
等
，
則
是
關

懷
備
至
、
不
吝
誇
獎
、
賞
賜
有
嘉
。
總
之

，
雍
正
皇
帝
是
位
賞
罰
分
明
、
嚴
厲
剛

猛
中
卻
又
至
情
至
性
的
率
直
君
主。

出
處
：
清
世
宗
文
物
大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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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圖

】

雍

正

皇

帝

「

為

君

難

」

雕

螭

長

方

石

印

（

故
宮
博
物
院）



由
康
雍 

歷
乾
嘉 

民
安
富 

治
績
誇

                        

因
緣
生
老
師

 
 

雍
正
皇
帝
於
爭
奪
儲
位
中
深
有
感
觸

，
當
政
後
，
即
刻
對
其
餘
皇
子
勢
力
進

行
打
壓
、
瓦
解
。
因
有
前
車
之
鑒
，
故
創

立
了
秘
密
立
儲
的
制
度
，
以
盡
可
能
避

免
皇
子
之
間
的
爭
鬥
。
康
熙
帝
晚
年
，
吏

治
鬆
弛
，
貪
污
腐
敗
蔚
然
成
風
，
財
政

赤
字
頻
現
。
公
元
一
七
二
三
年
，
雍
正
帝

連
發
十
一
道
諭
旨
，
以
警
示
各
級
官
員
。

並
組
織
調
查
巡
視
機
構
，
從
上
到
下
進

行
清
查
，
獎
懲
分
明
、
施
行
迅
速
，
使
得

國
家
的
財
政
狀
況
得
到
緩
解。 


 

 

並
改
革
軍
事
制
度
，
設
立
軍
機
處。
重

視
農
業
，
奉
行
以
農
為
本
的
政
策
方
針

，
支
持
開
墾
荒
地
，
同
時
四
處
開
展
水

利
工
程
，
並
減
輕
稅
負
。
文
化
方
面
，
遵

循
前
朝
制
度
重
視
儒
學
，
開
日
講
、
舉

經
筵。
對
佛、
道
兩
家
也
尤
為
尊
重。

	  
 

【

經
筵】

經
筵
是
中
國、
朝
鮮
古
代
帝
王
為
講
論
經
史

而
特
設
的
御
前
講
席
。
漢
代
以
來
即
經
久
不
絕
，
但
到
宋

代
始
稱
經
筵
，
講
官
以
翰
林
學
士
及
其
他
官
員
兼
任
或
充

任
講
官
。
宋
代
，
以
每
年
二
月
至
端
午
、
每
年
八
月
至
冬
至

為
經
筵
講
期
，
講
官
每
逢
單
日
入
侍
，
輪
流
講
讀
。
元
明

清
三
代
因
襲
此
制
度
，
其
中
尤
以
明
代
對
此
重
視。 

 


  



對
外
繼
續
執
行
擴
張
政
策
。
雍
正
初
年

，
噶
爾
丹
之
侄
策
妄
阿
拉
布
坦
鼓
動

青
海
和
碩
特
部
首
領
羅
卜
藏
丹
津

反
清
，
羅
卜
藏
丹
津
率
眾
二
十
萬
進

攻
西
寧
，
雍
正
令
年
羹
堯
、
岳
鐘
琪
率

軍
討
伐
，
大
獲
全
勝
，
青
海
全
部
納

入
清
朝
版
圖。  

 
 

雍
正
帝
在
西
寧
與
拉
薩
分
置
辦
事

大
臣
與
駐
藏
大
臣
以
管
理
青
藏
地
區
。

公
元
一
七
二
八
年
，
與
沙
俄
簽
訂《

恰
克
圖
條
約》

，
再
次
確
立
了
中
俄

邊
境
線。 


 

 

公
元
一
七
三
五
年
，
雍
正
帝
駕
崩

，
四
子
弘
曆
繼
位
，
改
元
乾
隆
，
即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當
政
後
，
一
改
雍
正
時

期
的
嚴
苛
，
為
政
寬
嚴
相
濟
，
以
儒

家
思
想
為
指
導
，
施
行
仁
政
。
免
除
民

欠
丁
賦
及
額
賦
，
對
待
大
臣
寬
宏

開
朗
，
為
其
父
當
政
期
間
誤
殺
的
大

臣
昭
雪
，
賜
予
爵
位
。
同
時
，
努
力
協

調
皇
室
宗
族
之
間
的
關
係
，
釋
放
長

期
被
雍
正
監
禁
的
允
禵（

音
題）

，
並

恢
復
爵
位。

 




 
 

重
視
吏
治
，
改
革
監
察
制
度
，
注
重

績
效
考
核
，
嚴
懲
貪
官
污
吏
，
實
行

高
薪
養
廉
。
繼
承
前
朝
政
策
，
重
視
發

展
農
業
生
產
，
命
北
方
地
區
向
南
方

學
習
耕
種
技
術
，
鼓
勵
移
民
開
墾
荒
地

。
對
商
人
開
放
政
策
，
一
定
程
度
上

減
免
稅
負
，
設
立
基
本
金
融
機
構
用

於
管
控
，
種
種
舉
措
使
得
朝
廷
的
財

政
狀
況
逐
步
提
升。

 

乾
隆
皇
帝
尤
為
重
視
文
化
，
在
他

當
政
期
間
，
官
修
圖
書
多
達
一
百

餘
种
，
涵
蓋
了
文
學
、
地
志
、
農
業
、

醫
學
、
天
文
曆
法
等
多
個
層
面
，
並
完

成
明
朝
史
志
的
編
撰
。
這
其
中
體
量
最

大
的
就
是《

四
庫
全
書》

了
。
從
公
元

一
七
七
三
年
始
開
始
，
專
設
四
庫
館

，
歷
時
十
三
年
完
成
，
對
從
先
秦
至

清
的
重
要
古
籍
做
了
全
面
的
整
理
。
公

元
一
七
五
七
年
，
乾
隆
皇
帝
平
定
了

噶
爾
貴
族
阿
睦
爾
撒
納
的
叛
亂
，
統

一
了
天
山
北
路
。
公
元
一
七
五
九
年
，

又
平
定
了
天
山
南
路
的
大
小
和
卓
的

叛
亂。



設
伊
犁
將
軍
，
統
管
包
括
巴
爾
喀
什

湖
在
內
的
整
個
新
疆
地
區
，
並
大
量

派
遣
軍
人
攜
家
眷
進
駐
，
以
開
拓
、
鞏

固
邊
陲
。
公
元
一
七
九
二
年
，
擊
敗
了

進
犯
西
藏
的
廓
爾
喀
，
同
時
制
定
頒

布
章
程
，
對
西
藏
進
行
梳
理
改
革。 


 

 

到
了
乾
隆
末
期
，
由
於
乾
隆
皇
帝
六

下
江
南
及
大
興
土
木
，
耗
損
國
庫

民
力
，
官
員
逐
漸
開
始
腐
敗
。
人
口

暴
增
，
土
地
兼
並
現
象
日
益
嚴
重
，

致
使
產
生
民
怨
。
但
乾
隆
皇
帝
卻
貪
於

玩
樂
，
並
沒
有
及
時
的
遏
制
，
為
清

朝
的
衰
敗
埋
下
了
禍
根。 


 

 

公
元
一
七
九
五
年
，
乾
隆
皇
帝
禪
位

十
五
子
顒
琰（

音
永
演）

，
尊
為
上
皇
，

四
年
後
駕
崩
。
顒
琰
改
元
嘉
慶
，
即
清

仁
宗。

 

              乾隆皇帝像 



由
康
雍 

歷
乾
嘉 

民
安
富 

治
績
誇

                   

因
緣
生
老
師

 
 

嘉
慶
帝
當
政
前
四
年
，
朝
政
大
權

仍
在
上
皇
乾
隆
皇
帝
手
中
，
公
元
一

七
九
九
年
乾
隆
帝
駕
崩
，
嘉
慶
帝
才

正
式
親
政
。
當
政
後
，
嘉
慶
帝
隨
即

對
權
臣
和
珅
拘
禁
，
宣
布
和
珅
罪
狀

，
並
下
旨
抄
家
，
得
白
銀
近
八
億
兩

，
大
致
相
當
於
清
朝
廷
十
五
年
的

稅
收
。
和
珅
於
家
中
自
盡
，
他
的
同
黨

、
親
信
也
均
被
罷
黜
。
和
珅
倒
臺
後

，
嘉
慶
帝
開
始
整
頓
朝
政
。
他
詔
求

直
言
，
廣
開
言
路
。
認
真
聽
取
大
臣

的
進
諫
，
並
對
乾
隆
時
期
以
言
獲
罪

的
大
臣
大
量
啟
用
提
拔
。
加
強
對
地

方
官
員
的
管
制
，
打
擊
貪
污
腐
敗
的

風
氣
，
並
以
身
作
則
實
行
勤
儉。 


 

 

但
此
時
的
清
朝
廷
積
弊
已
久
，
結

黨
營
私
根
深
蒂
固
，
雖
然
嘉
慶
皇
帝

努
力
的
進
行
整
治
，
但
並
沒
有
從
根

本
上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

和
珅】

姓
鈕
祜
祿
氏
，
字
致
齋
。
生
卒
年
不
詳

，
清
滿
州
正
紅
旗
人
。
深
得
高
宗
寵
任
，
乾
隆
末
，

官
至
大
學
士
，
貪
婪
專
擅
，
聲
勢
烜
赫
，
致
使
吏
治

大
壞
。
嘉
慶
年
間
，
被
彈
劾
下
獄
，
賜
自
盡
，
籍
沒

其
家
財。 

 
 

 




 
 

嘉
慶
皇
帝
重
視
文
化
，

提
倡
文
教
，
並
罷
停
乾
隆

時

期

的

文

字

獄
。

重

視

儒
家
，
親
至
翰
林
院
拜
孔

，
並
多
次
親
自
或
派
皇
子

舉
行
祭
孔
。
重
農
抑
商
，

壓
制
各
地
工
礦
業
。
大
量

減
免
稅
負
，
興
修
水
利。 



 
 

乾
隆
皇
帝
當
政
末
期
大
興
文

字
獄
，
導
致
社
會
矛
盾
激
化
，
民

怨
四
起
，
當
時
川
、
楚
、
陝
等
地
爆

發
大
規
模
的
暴
亂
，
史
稱「

川
楚

教
亂」

。
朝
廷
雖
然
多
次
派
兵
圍
剿

，
但
效
果
並
不
理
想
。
嘉
慶
帝
當

政
後
，
積
極
政
治
朝
政
，
大
力
打

擊
貪
官
污
吏
，
並
罷
停
文
字
獄
，

這
才
使
得
民
怨
有
所
緩
解
。
同
時
肅

整
軍
隊
內
部
問
題
，
重
新
部
署
軍
力

。
對
暴
亂
勢
力
實
行
剿
撫
兼
施
的

政
策
，
歷
時
九
年
，
最
終
成
功
的

將
他
們
分
化
瓦
解
。
雖
然
國
內
的
叛

亂
基
本
穩
定
，
但
國
力
消
耗
也
是

非
常
嚴
重。 


   
 



 
 

從
雍
正
時
期
開
始
，
英
國
開
始

不
斷
向
中
國
輸
送
鴉
片
，
嘉
慶
帝

禁
止
鴉
片
，
抑
制
了
鴉
片
的
氾
濫

。
公
元
一
八
一
六
年
，
英
使
阿
美

士
德
來
清
，
嘉
慶
帝
以
英
使
傲
慢

取
消
商
談
，
此
舉
為
日
後
英
軍
入

侵
埋
下
了
禍
根。 


 

 

公
元
一
八
二
零
年
，
嘉
慶
帝
駕
崩

。「

民
安
富
，
治
績
誇」
，
是
說

在
這
四
朝
皇
帝
執
政
期
間
，
整
個

中
國
呈
現
出
了
盛
世
的
局
面
。
直

至
嘉
慶
初
年
，
中
國
還
是
全
世
界

最
強
大
的
國
家
，
但
到
了
嘉
慶
後

期
的
時
候
，
國
勢
開
始
逐
漸
走
向

衰
敗。

 


 



 
 

公
元
一
八
六
零
年
，
英
、
法
組

成
聯
軍
再
度
侵
華
，
大
沽
淪
陷
，

英
法
聯
軍
佔
領
天
津
。
此
時
的
咸

豐
帝
以
臨
幸「

木
蘭
秋
獮（

音
險）

」

為
名
，
由
圓
明
園
逃
往
熱
河
，

並
命
恭
親
王
奕
訢

（

音
欣）

留
京

議
和
。
公
元
一
八
六
零
年
十
月
，

英
法
聯
軍
進
入
北
京
，
攻
佔
圓

明
園
，
清
政
府
被
迫
與
三
國
簽
訂

條
約
，
聯
軍
這
才
退
兵。 


 

 

公
元
一
八
四
六
年
咸
豐
皇
帝
駕

崩
於
承
德
避
暑
山
莊
，
廟
號
文
宗

。
長
子
載
淳
即
位
，
改
元
祺
祥
。

此
時
的
皇
帝
尚
處
幼
年
，
慈
禧
太

后
聯
合
慈
安
太
后
與
恭
親
王
奕
訢

發
動
辛
酉
政
變
，
將
顧
命
八
大
臣

罷
黜
，
奪
取
了
政
權
。
慈
禧
、
慈
安

兩
位
太
后
垂
簾
聽
政
，
恭
親
王

輔
政
，
改
年
號
同
治。

 



清
朝
之
滅
亡

                       

淨
空
空
老
法
師

 
 

清
朝
開
國
時
，
太
祖
努
爾
哈
赤
把

葉
赫
那
拉
氏
這
個
族
群
消
滅
了
，
當

時
這
個
族
群
的
酋
長
說
了
一
句
話

：「

我
族
裡
剩
下
一
個
女
人
也
要

報
仇
，
也
要
把
滿
清
消
滅
掉
。」

過
了

兩
百
年
，
慈
禧
太
后
就
是
葉
赫
那
拉

氏
的
後
人
，
所
以
慈
禧
太
后
是
來
報

仇
的
。
從
前
的
帝
王
也
很
聰
明
，
宮
廷

裡
面
有
祖
宗
立
法
，
決
定
不
許
葉
赫

那
拉
氏
的
人
進
宮
，
不
管
是
男
子
、

女
子
，
這
表
示
他
們
已
有
防
範
了
。
到

了
咸
豐
年
間
，
因
為
距
離
的
時
間

久
了
，
大
家
也
就
沒
有
重
視
這
個

問
題
，
慈
禧
進
宮
時
，
大
家
知
道
她

是
葉
赫
那
拉
氏
族
的
人
，
但
那
時
宮

廷
忽
視
了
這
件
事
，
就
讓
她
進
宮
了

，
所
以
，
滿
清
滅
在
她
的
手
上
。
因
此

，
不
論
一
個
國
家
、
家
庭
或
團
體
，
冤

親
債
主
會
很
有
耐
心
的
等
待
，
等
你

的
運
衰
了
，
機
會
成
熟
了
他
就
現
前
了。








道咸間。變亂起。
始英法。擾都鄙。



 
 

到
了
道
光
、
咸
豐
年
間
，

國
勢
逐
漸
衰
弱
，
內
憂
外

患
紛
紛
而
起
，
內
亂
是
太

平
天
國
的
興
起
，
外
患
則

是

英

法

兩

國

為

了

通

商

利
益
，
時
常
來
騷
擾
侵
犯

。
咸
豐
帝
死
後
，
慈
禧
太

后
掌
權
，
政
治
倫
理
蕩
然

，
加
上
無
能
又
專
斷
，
寵

信
宦
官
且
聽
信
小
人
讒
言

，
朝
政
大
亂
，
種
下
清
朝
敗

亡
的
禍
因。 





道
咸
間 

變
亂
起 

始
英
法 

擾
都
鄙                   


                     

因
緣
生
老
師

 
 

「

道
咸
間
，
變
亂
起」

。「

道」

指
的
是

道
光
皇
帝
，
嘉
慶
帝
駕
崩
後
，
嫡
長
子

旻（

音
民）

寧
即
位
，
改
元
道
光。 


 

 

道
光
皇
帝
當
政
初
期
，
官
員
腐
敗
已
是

非
常
嚴
重
，
道
光
帝
銳
意
進
行
改
革
。
即

刻
下
詔
，
針
對
這
些
問
題
進
行
管
控
，
督

促
各
級
官
員
從
上
到
下
進
行
整
頓
，
對
於

一
些
巧
設
名
目
的
私
扣
款
項
，
進
行
打
擊

嚴
懲
，
並
罷
黜
大
量
官
吏
以
示
警
戒
。
改

革
軍
機
，
肅
清
不
作
為
的
大
臣
。
雖
然
實

行
種
種
舉
措
，
但
收
效
甚
微
，
官
員
之
間

互
相
包
庇
、
欺
上
瞞
下
，
隱
瞞
軍
民
大
事

，
早
已
是
根
深
蒂
固。 


 

 

道
光
帝
對
文
化
態
度
開
放
，
對
於
前
朝

所
編
訂
的《

康
熙
字
典》

中
的
問
題
並
不

包
庇
，
請
考
據
學
大
家
王
引
之
作《

字
典

考
證》

二
十
卷
，
以
糾
正
其
中
的
錯
訛
。

經
濟
方
面
，
整
治
漕
運
，
修
改
鹽
法
，
打

擊
壟
斷
，
並
允
許
民
間
開
礦。 


 

 

公
元
一
八
二
六
年
，
乾
隆
年
間
處
死
的

大
和
卓
波
羅
尼
敦
的
孫
子
張
格
爾
於
新
疆

地
區
鼓
動
叛
亂
，
糾
集
數
萬
人
，
攻
佔
喀

什
等
四
城
。
道
光
帝
隨
即
調
集
清
軍
入
疆

，
張
格
爾
大
敗
，
被
押
送
京
師
，
新
疆
叛

亂
得
以
平
定。

 






道
咸
間 

變
亂
起 

始
英
法 

擾
都
鄙 

同
光
後 

宣
統
弱 

傳
九
帝 

滿
清
歿

                        

因
緣
生
老
師

 
 

公
元
一
八
三
四
年
，
英
國
首
任
駐
華

商
務
監
督—

—

律
勞
卑
抵
達
廣
州
，
原

準
備
與
兩
廣
總
督
進
行
商
貿
交
流
，
但

遭
拒
絕
，
於
是
他
下
令
炮
擊
虎
門
。
清

政
府
見
狀
，
隨
即
增
修
炮
臺
，
並
發

布《

防
範
洋
人
貿
易
章
程》

。
公
元
一

八
三
八
年
，
因
鴉
片
屢
禁
不
止
，
道
光

帝
命
林
則
徐
為
欽
差
大
臣
，
前
往
廣
東

禁
煙
。
林
則
徐
上
任
後
，
對
英
國
及
各

國
商
人
下
令
禁
止
販
賣
鴉
片
，
並
於
虎

門
將
所
查
處
的
鴉
片
全
部
銷
毀
。
次
年

，
全
面
停
止
了
與
英
國
的
所
有
貿
易

往
來。

 

公
元
一
八
四
零
年
，
當
時
的
英
國
政

府
以
林
則
徐
虎
門
銷
煙
等
事
件
為
藉
口

，
決
定
派
出
遠
征
軍
侵
華
。
是
年
五
月

，
英
軍
在
廣
東
海
面
集
結
，
因
為
林
則

徐
設
防
嚴
密
，
英
軍
入
侵
失
敗
。
六
月

，
英
軍
派
出
艦
隊
北
上
抵
達
定
海
，
定

海
失
守
，
英
軍
直
抵
天
津
，
直
隸
總
督

琦
善
與
義
律
在
大
沽
口
會
談
，
英
軍

撤
兵。

 




林
則
徐
虎
門
銷
煙

 
 

「

海
納
百
川
，
有
容
乃
大

；
壁
立
千
仞
，
無
欲
則
剛
。」

這
是
民
族
英
雄
林
則
徐
在
任

兩
廣
總
督
期
間
懸
於
府
衙
內

的
自
勉
聯。

 
 

一
八
三
八
年
十
二
月
道
光

帝
頒
佈《

欽
定
嚴
禁
鴉
片
煙

條
例》

，
旋
以
林
則
徐
為
欽

差
大
臣
，
南
下
廣
東
節
制
水

師
及
禁
煙。

 
 

雖
遇
英
國
駐
華
商
務
監
督

查
理
．
義
律
極
力
阻
撓
，
林
則

徐
仍
於
一
八
三
九
年
六
月
將

外
國
商
人
繳
來
的
約
二
萬
箱

鴉
片
共
二
百
三
十
萬
餘
斤
，

集
中
於
虎
門
銷
毀
，
是
為
著

名
的「

虎
門
銷
煙」

。

 



 
 

次
年
正
月
，
英
軍
攻
陷
虎

門
炮
臺
，
道
光
皇
帝
派
奕
山

為
靖
逆
將
軍
，
正
式
向
英
軍

開
戰
。
但
最
終
以
中
國
失
敗

並
賠
款
割
地
告
終
，
中
英
雙

方
簽
訂
了
中
國
歷
史
上
第
一

個

不

平

等

條

約

《
南

京

條
約》

。
由
此
，
中
國
開
始

向
外
國
不
斷
的
割
地
、
賠
款
、

商
定
關
稅
，
開
始
淪
為
了
半

殖
民
社
會。

 

公
元
一
八
五
零
年
，
道
光

帝
駕
崩
，
廟
號
宣
宗
。
同
年

，
傳
位
四
子
奕
詝

（

音
主）

。
奕

詝
即
位
，
改
元
咸
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