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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清實錄是一部編年體的歷史典籍，其按年月日逐序詳實紀錄清朝近三百年皇

帝的活動和事蹟，不只紀錄皇帝的活動情形，更同時記載某些大臣的政績、法制

政令、吏制科舉、人丁戶口、藩邦外交、文化經藉、兵役征戰等方面的歷史資料，

因此成為重要清代歷史研究的珍貴文字資料。由於清實錄本身是一部完整的紀

錄，數量龐大，且是官方紀錄，紀錄方式非常嚴謹，具有嚴格的規則，是一部適

合數位人文研究的歷史典籍。 

    本次研究主要分兩個部份，第一部分主要說明資料處理。將數位化清實錄，

依照清實錄的斷句結構，將清實錄依照條目切開。除此之外，針對每則條目以資

訊技術採掘時間資訊，將其校正，並將日期轉換西元年月日，以方便時間統計等

相關數據統計。本次研究共將清實錄切成 317630 件條目，切出 89372 不同的日期，

並找到十二筆清實錄紙本錯誤。 

第二部份則主要說明將處理完成的清實錄，匯入以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

(THDL)模型，建置新的資料庫系統 QSDL(QingShilu Digital Library,QSDL )。THDL

本身是以人文研究者為導向的資料庫系統，於本章節中會介紹 THDL 原有的功能，

並額外介紹調整的新功能。並於第五章，介紹利用 QSDL 可以觀察到的現象，以

年代和出現頻率的折線圖統計資料呈現。 

於第五章中，更說明如何從 QSDL 中撈取百里文書的資料。清朝雍正皇帝以

後，上諭和奏摺以日行幾百里的速度的傳遞，類似今日的郵票限時系統，本研究

將這類文件稱為「百里文書」。換句話說，較緊急的事情才會以限時傳送，而越緊

急的文書所要求日行百里的速度也越快。於清實錄中，共找出 15520 篇條目為百

里上諭文書，而於整部清實錄中，共有三篇以八百里上諭。 

關鍵字：清實錄、資料庫、數位人文、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百里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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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QingShiLu,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Qing Dynasty, chronologically documents 

daily activities and significant events during the reign of each of the emperors of Qing 

dynasty.  Because of its richness and comprehensiveness, QingShiLu is an 

indispensible source of material for research on the Qing dynasty. 

There are two parts in this thesis.  First we introduce a process for re-organizing 

the digital text of Qingshilu into a format that is more suitable for research use.  This 

include itemize the events to make them more readable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nd to 

introduce the precise date of each event.  During this process, we also discovered 12 

errors in the original date (ganzhi -- 干支) records of Qingshilu. 

In the second part, we incorporated the re-engineered texts into the THDL (Taiwan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shell and built QSDL, the QingShilu Digital Library.  To 

illustrate the efficacy of QSDL, in Chapter 5 we presented some observations about 

Qingshilu using frequency chart.  As an example, we analyzed all entries about Baili 

dispatches (百里文書). Baili dispatches was a mechanism for sending important 

messages during the Qing reign. Depending on the level of urgencies,  the messages 

may be required to be sent 100 through 800 li each day. (One li roughly corresponds to 

1/2 kilometer.)   We found that there were 15520 imperial edicts that were sent as baili 

dispatches during the entire Qing reign, and that according to Qingshilu, the most urgent, 

800 li dispatches, were used only 3 times. 

 

Keywords: QingShiLu, databases, digital humanities, THDL, Bai-Li dispatches 



 

 v

CONTENTS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 # 

誌謝 .................................................................................................................................. ii 

中文摘要 ......................................................................................................................... iii 

英文摘要 ..........................................................................................................................iv 

CONTENTS ...................................................................................................................... v 

LIST OF FIGURES ........................................................................................................ vii 

LIST OF TABLES ............................................................................................................xi 

Chapter 1 緒論............................................................................................................ 1 

1.1 研究背景 ................................................................................................... 1 

1.2 研究素材介紹 ........................................................................................... 5 

1.3 清實錄數位檔案來源 ............................................................................... 8 

Chapter 2 清實錄條目切割........................................................................................ 9 

2.1 文件類型說明 ........................................................................................... 9 

2.2 數位化與紙本比較 ................................................................................. 12 

2.3 前置處理 ................................................................................................. 16 

2.4 條目切割 ................................................................................................. 16 

Chapter 3 時間標記.................................................................................................. 23 

3.1 年代和月分 ............................................................................................. 23 

3.2 錯字校正 ................................................................................................. 27 

3.3 日期處理 ................................................................................................. 29 

Chapter 4 以 THDL 模型建置清實錄查詢系統 ..................................................... 38 

4.1 系統功能簡介 ......................................................................................... 38 

4.2 XML 文件 ............................................................................................... 40 

4.3 欄位設計與部分功能調整 ..................................................................... 42 

Chapter 5 成果與觀察.............................................................................................. 45 

5.2 時間統計觀察清實錄 ............................................................................. 46 

5.3 關鍵字檢索後分析 ................................................................................. 49 



 

 vi

5.4 百里文書 ................................................................................................. 56 

Chapter 6 結論與討論.............................................................................................. 77 

參考文獻 ......................................................................................................................... 88 

附錄 ................................................................................................................................. 89 

1.1 出處表 ..................................................................................................... 89 

1.2 首二字表 ................................................................................................. 92 

1.3 清實錄紙本錯誤紀錄 ............................................................................. 93 

 



 

 vii

LIST OF FIGURES 
 

圖 1-1 清實錄正文實例 .................................................................................................. 3 

圖 1-2 QSDL 系統畫面 ................................................................................................... 4 

圖 1-3 清實錄皇帝與卷數數據比較圖 .......................................................................... 5 

圖 1-4 紙本清實錄版本，左為太祖實錄(首本)，右為宣統政記。(末本) ................ 6 

圖 1-5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目錄頁面 ........................................................................... 8 

圖 2-1. 首卷類型文件實例 ............................................................................................. 9 

圖 2-2. 清實錄中卷首以及修撰官資料實例 ............................................................... 10 

圖 2-3. 卷尾文件實例 ................................................................................................... 11 

圖 2-4. 清實錄標點符號對照實例 ............................................................................... 13 

圖 2-5. 清實錄卷首修纂官資料實例 ........................................................................... 14 

圖 2-6 清實錄實錄序修纂官資料實例 ........................................................................ 15 

圖 2-7 清實錄出處標示實例 ........................................................................................ 16 

圖 2-8 清實錄正文結構圖例(一) ................................................................................. 17 

圖 2-9 清實錄正文結構圖例(二) .................................................................................. 18 

圖 2-10 出處斷點實例 ................................................................................................... 19 

圖 3-1. 清實錄年代月份目錄實例 ............................................................................... 23 

圖 3-2. 年代及單月冊數比較圖 ................................................................................... 24 

圖 3-3. 年代與單卷月份比較圖 ................................................................................... 25 

圖 3-4. 清實錄康熙以前其單卷通常橫跨多個月份或年份實例 ............................... 25 

圖 3-5. 中西曆轉換對照查詢系統畫面 ....................................................................... 31 

圖 3-6. 穆宗實錄(一)目錄頁 ........................................................................................ 33 

圖 3-7. 清實錄紙本錯誤實例(1/2) ............................................................................... 36 

圖 3-8. 清實錄紙本錯誤實例(2/2) ............................................................................... 36 

圖 4-1. THDL 系統介面圖 ............................................................................................ 38 

圖 4-2. 自訂文件集系統介面圖例 ............................................................................... 39 

圖 4-3. 前後綴詞系統圖例 ........................................................................................... 39 

圖 4-4. 前後綴詞系統結果以「山東」為例 ............................................................... 40 



 

 viii

圖 4-5.QSDL 系統畫面 ................................................................................................. 43 

圖 4-6. QSDL 資料欄位系統畫面 ................................................................................ 43 

圖 4-7. QSDL 搜尋欄位畫面 ........................................................................................ 43 

圖 4-8. QSDL 上下篇文件功能 .................................................................................... 44 

圖 4-9. QSDL 當日記事功能畫面 ................................................................................ 44 

圖 5-1. 清實錄日期年代統計圖表 ............................................................................... 45 

圖 5-2. 清實錄條目年代統計圖表 ............................................................................... 46 

圖 5-3. 清實錄月份以及條目數量統計圖 ................................................................... 47 

圖 5-4. 清實錄日期以及條目數量統計 ....................................................................... 48 

圖 5-5. 諭內閣 ............................................................................................................... 50 

圖 5-6. 諭軍機大臣 ....................................................................................................... 50 

圖 5-7 諭軍機大臣 ?vs 諭內閣 ................................................................................... 51 

圖 5-8. 曾國藩和李鴻章時間統計圖 ........................................................................... 52 

圖 5-9. 皇太后時間統計圖 ........................................................................................... 52 

圖 5-10. 福建和臺灣時間統計圖 ................................................................................. 53 

圖 5-11. 英國和口英咭唎圖例 ..................................................................................... 54 

圖 5-12. 口英咭唎和英國時間統計圖 ......................................................................... 54 

圖 5-13. 英國、美國、法國時間統計圖 ..................................................................... 55 

圖 5-14. 百里文書實例一則 ......................................................................................... 56 

圖 5-15. 於 QSDL 前後綴詞系統找尋百里前後綴詞畫面 ........................................ 57 

圖 5-16. 搜尋欄位 OR 功能示範 ................................................................................. 58 

圖 5-17. 自訂文件集功能實作 ..................................................................................... 59 

圖 5-18. 自訂文件集分類 ............................................................................................. 60 

圖 5-19. 搜尋功能 NOT 功能實作示範和篩選文件介面 ........................................... 60 

圖 5-20. 百里文書文件集 ............................................................................................. 61 

圖 5-21. 百里速度與皇帝文件數量圖 ......................................................................... 64 

圖 5-22. 百里文書統計(全部) ...................................................................................... 65 

圖 5-23. 百里文書統計(三百里) .................................................................................. 65 

圖 5-24. 百里文書統計(四百里) .................................................................................. 65 



 

 ix

圖 5-25. 百里文書統計(五百里) .................................................................................. 65 

圖 5-26. 百里文書統計(六百里) .................................................................................. 66 

圖 5-27. 百里文書統計(八百里) .................................................................................. 66 

圖 5-28 電報類型文件於清實錄中折線圖 ................................................................... 66 

圖 5-29 百里文書 ?vs 電報 ......................................................................................... 67 

圖 5-30 百里文書-上諭分布圖 ..................................................................................... 69 

圖 6-1 百里文書於中國地圖分部狀況 ......................................................................... 78 

圖 6-2 百里文書中提到各國的文件 ............................................................................. 82 

圖 6-3 百里文書中提到英國地方示意圖 ..................................................................... 83 

圖 6-4 1860-1870 左宗棠於百里文書提到外國事務文件地理分布圖 ..................... 84 

圖 6-5 1870-1880 左宗棠於百里文書提到外國事務文件地理分布圖 ..................... 85 

圖 6-6 1880-1890 左宗棠於百里文書提到外國事務文件地理分布圖 ..................... 85 

圖 6-7 高宗純皇帝實錄(五)254 頁 ............................................................................... 94 

圖 6-8 高宗純皇帝實錄(五)255 頁 ............................................................................... 95 

圖 6-9 高宗純皇帝實錄(五)256 頁 ............................................................................... 96 

圖 6-10 高宗純皇帝實錄(五)257 頁 ............................................................................. 97 

圖 6-11 高宗純皇帝實錄(五)258 頁 ............................................................................. 98 

圖 6-12 高宗純皇帝實錄(五)259 頁 ............................................................................. 99 

圖 6-13 高宗純皇帝實錄(五)260 頁 ........................................................................... 100 

圖 6-14 高宗純皇帝實錄(六)384 頁 ........................................................................... 101 

圖 6-15 高宗純皇帝實錄(六)3845 頁 ......................................................................... 102 

圖 6-16 高宗純皇帝實錄(六)389 頁 ........................................................................... 103 

圖 6-17 高宗純皇帝實錄(六)390 頁 ........................................................................... 104 

圖 6-18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249 頁 ....................................................................... 105 

圖 6-19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250 頁 ....................................................................... 106 

圖 6-20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251 頁 ....................................................................... 107 

圖 6-21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252 頁 ....................................................................... 108 

圖 6-22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311 頁 ....................................................................... 109 

圖 6-23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312 頁 ....................................................................... 110 



 

 x

圖 6-24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313 頁 ....................................................................... 111 

圖 6-25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314 頁 ....................................................................... 112 

圖 6-26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315 頁 ....................................................................... 113 

圖 6-27 仁宗睿皇帝實錄(五)34 頁 ............................................................................. 114 

圖 6-28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161 頁 ........................................................................... 115 

圖 6-29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162 頁 ........................................................................... 116 

圖 6-30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163 頁 ........................................................................... 117 

圖 6-31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164 頁 ........................................................................... 118 

圖 6-32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165 頁 ........................................................................... 119 

圖 6-33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1079 頁 ......................................................................... 120 

圖 6-34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1080 頁 ......................................................................... 121 

圖 6-35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1081 頁 ......................................................................... 122 

圖 6-36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1082 頁 ......................................................................... 123 

圖 6-37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1083 頁 ......................................................................... 124 

圖 6-38 穆宗毅皇帝實錄(五)214 頁 ........................................................................... 125 

圖 6-39 穆宗毅皇帝實錄(五)215 頁 ........................................................................... 126 

圖 6-40 穆宗毅皇帝實錄(五)216 頁 ........................................................................... 127 

圖 6-41 穆宗毅皇帝實錄(五)217 頁 ........................................................................... 128 

圖 6-42 穆宗毅皇帝實錄(五)218 頁 ........................................................................... 129 

圖 6-43 穆宗毅皇帝實錄(五)219 頁 ........................................................................... 130 

圖 6-44 穆宗毅皇帝實錄(六)837 頁 ........................................................................... 131 

圖 6-45 穆宗毅皇帝實錄(六)838 頁 ........................................................................... 132 

圖 6-46 穆宗毅皇帝實錄(六)839 頁 ........................................................................... 133 

圖 6-47 穆宗毅皇帝實錄(六)1054 頁 ......................................................................... 134 

圖 6-48 穆宗毅皇帝實錄(六)1055 頁 ......................................................................... 135 

圖 6-49 穆宗毅皇帝實錄(七)120 頁 ........................................................................... 136 

圖 6-50 穆宗毅皇帝實錄(七)121 頁 ........................................................................... 137 

圖 6-51 穆宗毅皇帝實錄(七)122 頁 ........................................................................... 138 

 



 

 xi

LIST OF TABLES 
 

表 1. 出處表(附錄) ....................................................................................................... 20 

表 2. 天干地支錯字表 .................................................................................................. 28 

表 3. 清實錄月份以及條目數量統計表 ...................................................................... 47 

表 4. 清實錄日期以及條目數量統計表 ...................................................................... 48 

表 5. 百里文書關鍵字詞表 .......................................................................................... 58 

表 6. 百里速度與皇帝文件數量表 .............................................................................. 64 

表 7 百里文書-上諭數量表 .......................................................................................... 69 

表 8 1820 中國地理坐標資訊實例 ............................................................................... 78 

表 9 故宮人名權威檔 .................................................................................................... 82 

表 10 百里文書中提到外國文件中人物詞頻(出現文件數) ....................................... 83 

表 11 左宗棠於故宮人名權威檔中資料 ...................................................................... 85 

 

 



 

 1

Chapter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 

1.1.1 前言 

近年來，數位人文研究蓬勃發展。過往對於人文研究的方式，隨著電腦資訊

技術進入人文領域，開啟了一種新的研究方式。礙於人腦的侷限性，人們較難以

於大範圍、時間空間跨度長的文件仔細的爬梳整理。近年來數位人文研究的意識

抬頭，許多歷史資料數位化，開啟了資訊技術進入人文領域的大門。 

資訊技術雖然不容易取代思考邏輯的分析和判斷，但能夠減少許多爬梳資料

的時間，「檢索」便是一個大家習以為常的功能。過去歷史學者想要研究一個人物、

一個地方，便需要將整本書或整套書重新爬梳一次。若在研究途中發現新的關係

或名詞，便需要重新反覆瀏覽一次。如此的動作反覆、冗長，佔據大量的研究時

間。當史料數位化以後，學者便能夠透過資料庫系統，利用關鍵字檢索，尋找需

要的文件。 

除了將文本史料數位化，建立資料庫系統以關鍵字檢索以外，資訊技術還能

夠提供什麼幫助？人事時地物的頻率統計或文件彼此關係的自動連結，都是資訊

人文研究的可能方向。資訊技術能夠在數量龐大的文籍中，將需要的資訊自動擷

取出來，做為統計的依據。比如說，將每篇文件都標示日期。我們便有可能採取

鳥瞰的方式來分析整份文件集，以年代頻率統計來觀察文本。 

此外，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aiwan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THDL)[1][6]中，將

臺灣契約古文書和明清檔案數位化整理。除了擁有全文數位化以外，能夠利用詞

夾子技術[4][5]將時間、人名、地名等重要相關資訊自動化抓取，並整理成統計圖

表。除了提供觀察環境以外，還能夠提供許多額外的幫助。如土地交易移轉關係[9]

或地理資訊系統的應用[11]，以及自動化文件分類[10]和文件地名異體字校正

[10]。皆是利用資訊技術改善數位化環境或給予新的脈絡。讓人文研究開啟了新的

研究方法，研究者能夠以整份文件的角度，來分析檢閱文件。數位人文研究讓時

間空間跨度大的研究，成為研究的可能。 

 

 



 

 2

1.1.2 研究動機 

 

儘管 THDL 已經讓人文研究者可以更具體的感受數位人文研究的樣貌，但仍

有一些讓人疑慮的地方。當以統計的方式去觀察臺灣契約文書，研究者並不知道

目前存在的契約文書，和數位化的契約文書數量相差多少，也無法知道這些經年

累月的契約文書，散失了多少件。而明清檔案則是透過學者將明清文件中關於臺

灣的文件人工挑選，而人工挑選可能有所遺漏。因此，目前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

中的兩個領域其資料可能被詬病不夠完整的。換句話說，針對這兩個領域所做的

綜觀，如針對時間統計繪出的圖表，人名地名的多寡統計，都有機會因為新增加

入額外的史料而改變整個原本的結論。換言之，目前的兩個資料集，很難用其統

計綜觀結果，做為綜觀數據的依據。 

就這一點而言，本文的研究對象《清實錄》，應是數位人文研究中更佳的研究

素材。《清實錄》是清朝歷代皇帝統治時期的大事紀，其中紀錄了關於政治、經濟、

文化、軍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內容。《清實錄》之所以適合做數位人文研究，有以

下幾個原因：第一是「完整」。《清實錄》是紀錄清朝歷史的編年體文獻，內容涵

蓋從清太祖至宣統三年，堪稱首尾完整。另一方面，清實錄共 3647 萬 5317 字，

是數量非常龐大的歷史紀錄。其三，則是清實錄本身是結構嚴謹的官方紀錄，其

寫作規則清楚明確，包括帝號、卷號和其編寫方式都有一定結構以外，於年、月、

日上都有一定規則，以及內文型式，較少變異。總之，由於（1）數量龐大且完整

（2）格式一致，清實錄很適合用電腦進行分析，可以避開不知母體數量，或不夠

完整的問題。我們會於下一節更清楚的介紹清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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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研究概述 

 
圖 1-1 清實錄正文實例 

 

本次研究論文主要分五個章節介紹。第一章為緒論，並詳細介紹本次選用的

研究素材「清實錄」。第二章節及第三章節分別介紹整理資料的方法。第二章講述

如何從清實錄中切割條目。如圖 1-1 所示。「○」代表為一則紀錄的開始，我們將

兩個「○」中間的整段文字切割出來，將其稱為「條目」。透過自動化資訊技術於

清實錄中切割。第三章則講述如何將每則條目自動給予時間。如圖 1-1 這則，其時

間為「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丁亥日」，並將其轉為今日人類所能認識的時間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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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QSDL 系統畫面 

 

第四章及第五章則主要說明系統建置，以及觀察成果。臺灣歷史數位博物館

本身是一個以研究者為取向的資料庫系統。其環境建立設計並非是給一般大眾使

用者，而是主要針對歷史資訊研究需要的功能建置。本次研究將處理完成的清實

錄，以 THDL 的模型建置新的資料庫系統 QSDL(QingShilu Digital Library,QSDL )。

除了保留原本的功能性，亦同時因為清實錄特性而調整部分功能。第五章則主要

講述觀察結果，分別以不同的角度觀看清實錄。如清實錄條目數量統計、清實錄

天數統計、以月份或日期為單位觀看清實錄。或於清實錄系統中搜尋關鍵字觀察

其變化曲線，並針對系統功能實作提供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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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素材介紹 

1.2.1 清實錄結構概述 

《清實錄》全稱《大清歷朝實錄》。全書自太祖起，至德宗止，凡十一朝，共

十二部，共四千四百八十四卷，是清朝皇帝統治時期的大事紀，用編年體體例記

載了近三百年(西元 1616 左右~西元 1912 年) 的歷史，包含政治、經濟、文化、軍

事等方面的內容。[13]。本次收錄數位化清實錄，除全局總目、序、凡例、目錄、

進實錄表、修纂官等四十四卷外，其中《滿洲實錄》八卷、《太祖實錄》十卷、《太

宗實錄》六十五卷、《世祖實錄》一百四十四卷、《聖祖實錄》三百卷、《世宗實錄》

一百五十九卷、《高宗實錄》一千五百卷、《仁宗實錄》三百七十四卷、《宣宗實錄》

四百七十六卷、《文宗實錄》三百五十六卷、《穆宗實錄》一百七十四卷、《德宗實

錄》五百九十七卷，以及《宣統政紀》七十卷。 

 
圖 1-3 清實錄皇帝與卷數數據比較圖 

清朝沿襲自唐代以來的舊制，上一代皇帝死後，由新即位的皇帝命大臣開館

纂修上一朝皇帝實錄，調取上諭、硃批奏摺、起居注及其他原始檔案，按時間順

序和纂修凡例加以編輯。 

實錄記載皇帝的言論和活動，對於皇帝後世的名聲有所影響，因此皇帝對於

實錄有著異乎尋常的關注，按照慣例皇帝往往讓最信任的貴戚擔任監修，特別是

監修總裁官、總裁官和副總裁官等高級官員，多為皇帝的親信重臣，以保證實錄

的編纂工作按照皇帝的意願進行，不致留下對其不利的記載。另外，編修一朝皇

帝的實錄堪稱一項巨大的文化工程，所以在擔任實錄編修工作的人員中，也有相

當多的當時名震一時的文人學者。 

《清實錄》是經過整理編纂而成的現存的清史原始史料，是研究清代歷史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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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憑藉的重要文獻。但在清代，實錄從未刊布。1986 年 11 月，中華書局根據中國

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皇史大紅綾本、上書房小黃綾本、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的

定稿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收藏的乾清宮小紅綾本、遼寧省檔案館收藏的盛京崇

謨閣大紅綾本等版本，相互補充，出版了比較完整的《清實錄》影印本。 

現在海內外流傳的完整的《清實錄》，是偽滿洲國「滿日文化協會」據盛京崇

謨閣藏本影印的太祖至德宗十一朝實錄及《滿洲實錄》、《宣統政紀》，由日本大藏

出版社 1936 年出版，共印三百部。由於歷史的原因《清實錄》存有多個版本，而

且各版本在不同程度上有過被篡改的痕跡，對照各版本對同一事件不同的記述有

助於研究人員進一步深入了解清代重大歷史事件發生的背景和後世當權者對待某

些具體歷史事件的真實態度。本次使用的清實錄版本為北京中華書局 1986 年版，

該版本於 1986 年 11 月開始出版，至 1987 年七月全數出版完畢，包含滿州實錄以

及宣統政紀。1986 年影印的《清實錄》採用了與偽滿洲國影印的不同底本。《滿洲

實錄》採用原上書房現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版本。太祖至穆宗十朝實錄以原

皇室成現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大紅綾本為主，缺者用原藏乾清宮現藏故宮

博物院圖書館的小紅綾本補配。《德宗景皇帝實錄》和《宣統政紀》用的是現藏北

京大學圖書館的定稿本。有研究價值的定稿本中的修改籤條也縮印放在相關位置

上。[15] 

       
圖 1-4 紙本清實錄版本，左為太祖實錄(首本)，右為宣統政記。(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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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清實錄研究價值 

實錄在選材方面存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編修實

錄所依據的材料被御用修纂官們收集、採錄後又經過嚴格的篩選，甚至歪曲和篡

改，鮮明的反映了統治者的意志和願望，對於皇帝的活動描述，一律歌功頌德，

而於許多歷史事件、統治集團的內部鬥爭，多有粉飾，甚至修改，顯示出實錄不

實的事實。其二是選材主要是記錄皇帝的行誼，使得實錄的選材範圍顯得過於狹

窄，文種過於單一，以至人們只易從實錄中看到皇帝所發之諭旨，卻少見臣下所

上之奏摺，也就難以了解各級官府及地方對詔旨的執行情況，無法獲知某些歷史

事件的原委和經過，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史料的參考價值。 

  實錄不實，以及實錄多是上諭，使得清實錄的史料參考價值，經常有所爭議。

事實上，清朝雖然有所不足以及不夠真實之處，然而整個近三百年按年月日如此

詳實的紀錄，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典籍。清實錄不只紀錄皇帝的活動情形，更

同時記載某些大臣的政績、法制政令、吏制科舉、人丁戶口、藩邦外交、文化經

藉、兵役征戰等方面的歷史資料，因此成為重要清代歷史研究的珍貴文字資料。

雖然實錄有所瑕疵，清實錄仍然是一部收集各種史料彙編而成的重要史籍，是現

存清史研究中重要的原始史料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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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清實錄數位檔案來源 

 
圖 1-5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目錄頁面 

本次論文的數位化資料來自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網站「漢籍電子文獻資料

庫」。「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的建置肇始於民國七十三年，為「史籍自動化」計

畫的延伸，開發的目標是為了收錄對中國傳統人文研究具有重要價值的文獻，並

建立全文電子資料庫，以作為學術研究的輔助工具。「漢籍全文資料庫」是目前最

具規模、資料統整最為嚴謹的中文全文資料庫之一。 

資料庫內容包括經、史、子、集四部，其中以史部為主，經、子、集部為輔。

若以類別相屬，又可略分為宗教文獻、醫藥文獻、文學與文集、政書、類書與史

料彙編等，二十餘年來累計收錄歷代典籍已達四百六十多種，四億二百萬字，內

容幾乎涵括了所有重要的典籍。 

本次研究論文採用數位化「清實錄」版本如下。其使用的紙本清實錄與中華

書局 1986 年出版的清實錄相同 

部 史  

類 編 年  

紙本書名 清 實 錄 四 千 四 百 三 十 三 卷 ,目 錄 四 十 二 卷  

書名 清 實 錄  

作者  

出版項 北 京 :中 華 書 局 ,1986[民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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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清實錄條目切割 
本章節主要說明清實錄條目切割的方法。清實錄儘管和現在書寫方式有所不

同，雖然沒有標點符號，但其編寫方式仍然有其斷句規則。於清實錄中我們利用

幾種不同的方式，將每則條目切割開來。並將文件歸納為幾種不同的文件類型。

此部分將於第一節介紹。第二節主要講述清實錄中的斷句結構和數位化版本標點

符號對應說明。第三節和第四節講述如何將原本以「頁數」做切割的依據的清實

錄，改以「條目」切割的方式處理清實錄。 

2.1 文件類型說明 

 
圖 2-1. 首卷類型文件實例 

在切割文件之前，為了能夠對整個清實錄更了解，必須先定義清實錄中的文

件類型，大致上分成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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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卷類型文件 

    清朝編寫每個皇帝實錄時候，於開頭會先包含全局總目、序、凡例、目錄、

進實錄表、修纂官等重要資料。這類型文件類似今日書本的序言，本次研究將這

類型的檔案歸類成「首卷類型文件」。此類文章，又分成六類，全局序、凡例、目

錄、進實錄表、修纂官、總目，共六種。如圖 2-1，於首卷中各有康熙序、凡例等

不同類型文章於首卷。 

2. 一般紀錄 

另一種資料類型則將皇帝每日的政務、生活紀錄下來，包括來自臣子的奏摺

和皇帝的諭令，都紀錄在此類型文件中。於本研究中稱其為「一般紀錄文件」 

此類文章又分成三種類型「卷首、卷尾、正文」。 

「卷首文件」，紀錄於每卷的開頭卷首，如圖 2-2 右，「大清德宗同天崇運大中

至正經文緯武仁孝睿智端儉寬勤景皇帝實錄卷四百五十八」，也有可能附有監修官

資料，如圖 2-2 左。 

 
圖 2-2. 清實錄中卷首以及修撰官資料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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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尾文件」比較單純。會於每卷最後標示，代表這一卷的結束。如圖 2-3

所示「大清文宗協天翊運執中垂謨懋德振武聖孝淵恭端仁寬敏顯皇帝實錄

卷二百七十五」代表此卷的結束。此類文字稱為「卷尾文件」於清實錄

中，只有「光緒」和「宣統」時期，沒有書寫卷尾  

圖 2-3. 卷尾文件實例 

 

 

 

 

 

★協修官許承堯恭纂總纂官錢駿祥恭輯☆監修總裁★世恭閱五簽四月二十二

日☆正總裁★那月日☆專司蒿禾本★陸恭覆閱癸丑十一月二十一日徐月日

榮月日☆副總裁★唐月日宗室寶恭閱五月十八日陳恭閱六簽又二簽正月初五

日熙月日郭恭閱三簽又一簽八月十二日宗室麒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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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數位化與紙本比較 

除了介紹以外，於本篇論文中所有舉出的實例，偶爾會遇到類似「空白」格

的狀況。主要是因為目前的資訊系統無法正確還原出古字，故數位化過程中，雖

然仍然有輸入其特殊字碼，於本次論文中，因字型中無此字型，故目視會似為一

格空白。但其實於該空白處確有一字碼，而非目視單純一格空白。 

 
    數位化檔案，本身有依照紙本輸入標點。清實錄雖然沒有標點符號，但仍然

有其特殊的斷句結構，類似標點符號的標記。本節簡單介紹數位化檔案中的標點

符號，與清實錄紙本原本比對。請同時參照原文與圖 2-4 

 句點：小圈圈於文字右邊 

如圖 2-4 第一行：「攤平高以八尺為度」，小圈圈位於文字右方。 

 逗點：小圈圈於文字之間中間。 

如圖 2-4 第三行：「諭曰准南」，其中小圈圈位於文字中間。 

 圓圈：一個大圈圈斷開 

如圖 2-4 第三行：「丙子諭曰」，全型圈圈。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景奏、據勘分界委員

稟報、俄夷在闊吞屯地方、住船蓋房。以防

備咭利、口佛哂為名。並欲自格爾畢

齊河起、至興安嶺陽面各河止。指為伊國分

界。又欲將黑龍江、松花江、左岸、以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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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實錄原文與數位化檔案比較 

圖 2-4. 清實錄標點符號對照實例 

 星星字 

     數位化過程中，清實錄原文中會有不同字型大小。 若為小字，則會額外加

註星號。代表此為小字。由於小字用的地方甚為繁多，大致上分為三個種類 

 卷首 

其一用在卷首，於文件開頭會紀錄修纂官資料。如圖 2-5 所示 

處。普律攤平。高以八尺為度。亦已分段

趲辦。臣等分駐蘭陽儀封一帶。輪番查

催。以期及早妥竣。得旨、覽奏俱悉。○

丙子。諭曰、淮南商人。應繳提引餘利銀

兩。前經降旨加恩。將未完銀。展期遞緩。

分作二十餘限繳完。今該商等、已完至第

十三限。其八限尚應交銀三百八十六萬六

千餘兩。此項提引餘利。弊由高恒而起。

該商等按限完交。已經過半。朕思恤商即

所以惠民。著加恩於未完銀內。豁免二 

 

句點

頓點

事件切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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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清實錄卷首修纂官資料實例 

清實錄原文與數位化檔案比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一千

一百九十七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

領侍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

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總裁官經

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

戶部三庫事務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

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

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敕修☆乾隆四十九年。

甲辰。春。正月。丁亥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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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卷修纂官資料 

如同下列文件，其中我們會利用「<mark></mark>」代表文字右移。如圖中的「臣」

會偏向右移。 

清實錄原文與數位化原文比較 

 
圖 2-6 清實錄實錄序修纂官資料實例 

 出處 

    光緒年間的實錄，會將紀錄的出處標示出來。接看圖 2-7 較為清楚。可於第一

行看到「現月」縮在一起。代表此筆是來自於「現月檔」。因為同樣是小字，所以

同樣以星號代替 

    可以觀察到其中文件共有三個出處。分別在第一行「現月」、第五行「現月」，

以及最後一行「摺包」，分別代表此篇文件的出處。以小字方式寫於清實錄中 

 

 

 

 

 

 

 

 

一朝實錄特開史局。用紀隆勳於康熙

二十二年二月初七日  命<Mark>

臣</Mark>★勒德洪☆為監修總裁官

<Mark>臣</Mark>★明珠☆<Mark>臣

</Mark>★王熙☆<Mark>臣</Mark>

★吳正治☆<Mark>臣</Mark>★宋德

宜☆….<Mark>臣</Mark> ★拜禮☆

<Mark>臣</Mark>★孟格圖☆為纂修

官爰探金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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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實錄原文與數位化檔案比較 

 
圖 2-7 清實錄出處標示實例 

 

2.3 前置處理 

由於數位化檔案資料切割的憑據是以頁數斷開，然而此切割方法會有極大機

會將單一事件，切成兩個不同的檔案。如此一來會破壞整個清實錄的連續性。為

了能夠將每件事情的黏合和切割，必須將同卷的文字重新黏合。 

針對「首卷類型文件」，則以其目錄資料不同做黏合。舉例來說將譬如「聖祖

實錄」中「首卷一」共有三個部份「雍正序」「乾隆序」「修纂凡例」，我們將這同

一卷中不同的三篇文件，分開黏合。如此一來，雖然這三篇來自於同一卷，卻會

被黏合成三份檔案。如此一來便會有「首卷類型文件」42 筆 

針對「一般紀錄文件」我們以卷為單位黏合。共黏合出「一般紀錄文件」4425

筆 

2.4 條目切割 

    「首卷類型文件」，整篇黏合起來就是一篇完整的序、凡例或修纂官資料，不

需要做額外的切割，因此這部分主要討論針對「一般紀錄文件」的處理。在說明

切割方法以前，必須先說明切割結構。先看圖 2-8 的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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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實錄會於一天的開始宣告這天的開始。這篇是「高宗實錄卷五百零三，乾隆二

十年十二月己未日」，其事件內容為「己未。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陜、甘、

兩省各營。購補摘缺馬匹。奉旨令將軍、提、鎮、每月一次奏聞。原欲其及時購

備。惟是驛站馬匹。紛紜馳遞。過費馬力。恐於要務有誤。請嗣後各將軍、提、

鎮、每月買補馬數。近陜省者。令其報知陜撫。近甘省者。即令報臣。每月俱由

督撫覈實詳奏。得旨、是。如所議速行。」。在接下來「以中允裘曰修、為吏部右

侍郎。」代表此為這天第二件事，同樣的「以參革廣西太平府屬思陵土知州韋日

昱子璋、襲職。」代表為此天第三件事情。一直到圖 2-9 出現本日第五件事情、第

六件、第七件事情。直到「庚申。上詣皇太后宮問安。」為止，代表更換一日。

我們將這些一則紀錄，稱為「條目」。 

 
圖 2-8 清實錄正文結構圖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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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清實錄正文結構圖例(二) 

2.4.1 條目斷點切割 

 

    根據上表圖例中，我們知道清實錄原文中，利用「○」做為不同條目切割

的依據。因此我們將合併過得一般紀錄文件依照「○」斷開。將一般類型文件

切開以後，切成正文文件 315757 筆，卷首文件 4438 筆，卷尾文件 3759 筆。首

卷文件則有 68 筆。 

 

2.4.2 出處斷點切割 

然而，研究過程中仍然發現部分問題，如同上述講述標點符號的意義，發

現於光緒時期，於德宗實錄中，會標示該篇文字出處。但因為印刷問題，或書

寫習慣問題。於當時數位化過程中並未輸入「○」，如以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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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出處斷點實例 

    以上述這篇文字來說，我們可以看到上篇文件其實是由三則事件組成，分

別是 

 乙巳。遣官祭先蠶之神。★典例☆ 

 陝西巡撫譚鍾麟奏遵查記名提督譚仁芳堪任專閫。報聞。★摺包☆ 

 丙午。以節逾清明農田待澤尤殷。上復詣大高殿祈禱行禮。★現月

☆ 

    同時也知道「★典例☆」「★摺包☆」「★現月☆」是文件出處，亦同時表示

此出處是條目切割的地方。因此儘管數位化清實錄資料未將○寫入其中，然而我

們仍然可以將其斷開。 

 為了成功斷開，先將清實錄中所有屬於出處的文字找尋出來。將★☆中包含

十個字以內，且屬於「一般紀錄類型」的文件取出，並經過人工觀察篩選錯誤。

透過篩選以後，共留下 346 個不同的文件出處。如下表所示，僅先列其中幾筆，

大部分列於本篇論文附錄。以出處為切割標準，共額外切出 1057 篇事件。共切出

31606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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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出處表(附錄) 

★現月☆ ★外記注硃簽☆ ★摺包歷科狀元策☆ 

★摺包☆ ★摺奏☆ ★折包☆ 

★電寄☆ ★殊簽☆ ★據黃綾本例☆ 

★隨手☆ ★隨手東華續錄☆ ★禮部檔☆ 

★洋務☆ ★外記注早事☆ ★洋務明發☆ 

★明發☆ ★所包☆ ★本月二十二日官報☆

2.4.3 切割卷首卷尾 

將「一般紀錄文件」和卷首和卷尾獨立出來。於數位化的清實錄中，因為前

一個步驟的黏合的關係，會造成卷首與一般紀錄第一篇文件也完全黏合在一起。

如以下例子 

 
可以觀察到其眷首「大清德宗同天崇運大中至正經文緯武仁孝睿智端儉寬勤

景皇帝實錄卷之六十七」以其該卷第一則條目「光緒四年。戊寅。二月。辛巳。

朔。上詣鍾粹宮。問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安。長春宮。問慈禧端佑康頤

昭豫莊誠皇太后安。至庚戌皆如之。★內起居注☆」是黏合的。 

因此必須將其割開分成兩篇。利用清實錄每卷必會先宣告此卷年月日的特

性，做法為 

 取每一卷第一篇 

 若此篇有(天命|天聰|崇德|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

其一，取最後一個帝號，將文章斷開。 

 並將斷開的卷首人工閱覽 

同樣的，卷尾也會和該卷最後一篇黏合在一起，如同以下例子： 

德宗景皇帝實錄(二)/卷六十七/光緒四年二月  

大清德宗同天崇運大中至正經文緯武仁孝睿智端儉寬勤景皇帝實錄卷之六十

七 光緒四年。戊寅。二月。辛巳。朔。上詣鍾粹宮。問 慈安端裕康慶昭和

莊敬皇太后安。長春宮。問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安。至庚戌皆如之。

★內起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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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也可以觀察到，其最後一則條目與卷尾黏合在一起，也因此必須將其

切開。其做法為 

 取每一卷最後一篇 

 若此篇有(大清太宗|大清世祖|大清太祖|大清聖祖|大清世宗|大清仁宗|大清宣

宗|大清文宗|大清穆宗)其一，取最後一個帝號，將文章斷開。 

 並將斷開的卷尾人工閱覽 

成功切出卷首卷尾以後，我們就能針對不包含卷首卷尾的一般類型文件作日

期比對。 

2.4.4 條目斷點錯誤校正 

在數位化版本的清實錄中，我們在對照原文以後，會發現不少問題。舉例來

說，是該○沒打○、或該打○打成「。」或全形空白，或根本沒打。 因此研究過

程中，仍然有疑慮是否有許多隱藏的全形空白，但卻沒有正確切開。如下例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二),卷九百二十八,乾隆三十八年三月 

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請調撥黔兵二千名趕赴綽斯甲布備用。此時似可毋庸再辦。

前旨令熟籌抽撥。係指川省兵丁而言。今川省已調派一千六百名。分赴美諾黨壩等

處。此外原無可再調。至黔兵雖尚得用。但該省亦係苗疆。需兵彈壓。自不宜屢有

調遣。且川省現在各路官兵俱已深入。續調亦恐不及。或綽斯甲布一路實有必須添

助兵力之處。朕又難於懸定。已諭令圖思德、拜凌阿、於黔省近川各營、現有舊兵

內。豫挑二三千名。聽候調撥。著傳諭溫福、阿桂、豐昇額、彼此札商。通盤籌畫。

如果必需。則一面調取。一面奏聞。  又諭曰、阿桂等奏、此次打仗。百靈阿頦

下鎗傷。雖云調養無妨。而朕心殊為念。著傳諭阿桂等、將百靈阿所受鎗傷。曾

否平復之處。即行奏聞 

仁宗睿皇帝實錄(三)/卷一百八十/嘉慶十二年五月 

兩廣總督吳熊光奏、訪詢蔡逆船隻高大堅固。不特粵省米艇勢成仰攻。

即李長庚師船。亦未能趕攏直上。得旨、汝本省鄭烏二逆。未接一仗。

未擒一賊目。何暇籌及鄰省洋盜情形。真可謂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太不

知恥。責備李長庚。何不責備錢夢虎。大清仁宗受天興運敷化綏猷崇文

經武孝恭勤儉端敏英哲睿皇帝實錄卷之一百八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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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翻閱過清實錄，此全形空格在清實錄中確實為條目斷點。然而全形空格

於數位化打字中共用了兩三萬次，其中可能是代表換行、挪抬、換頁、空一行等

各種不同狀況。我們無法單純以看見「全形空格」就是事件斷點做處理。 

 因此將目前所切割完成的條目，取出每篇前兩個字，然後進行統計。最後將

三十萬餘筆中出現一百次以上的首二字詞彙，並要求其前方必須有一全形空白，

或一句點如「 又諭」或「。又諭」。或著為天干地支，如「 己亥」或「。己亥」，

若為日期則不要求前方必須要有全形空白或句點，皆使用人工翻閱校正。此首二

字列表將列於附錄二。將標示的文件，翻閱紙本清實錄對照，額外斷出三百六十

六件。  

    如此一來，經過這層層分工和校正錯誤處理，清實錄的切割精確許多。也因

為切割完整，才能夠處理下一個步驟。於每則條目標示時間。按照上述步驟，共

切割出 325895 條，首卷：68 條，正文條目：317,673 條，卷首：4438 條，卷尾：

375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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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時間標記 
將清實錄條目切割完成以後，本章主要說明如何自動化的標示時間資訊。於

第一節說明如何標記年代和月份，第二節則說明針對錯字處理因應方式，第三節

則說明如何從文本中採掘出時間資訊，並同時對應其西元日期，並簡單講述清實

錄紙本中日期錯誤。 

3.1 年代和月分 

3.1.1 出版目錄 

    根據中華書局於 1986 年出版的「清實錄」原文中，於康熙以前，於每一卷中

會橫跨多個月份，甚至多的年份。尤其以「太祖高皇帝實錄」，經常橫跨多個年份。

而於中華書局出版的清實錄中已經有人工處理過的目錄文字。如圖 3-1 所示，於目

錄頁已經將每卷的時間年月份整理。 

 

 
圖 3-1. 清實錄年代月份目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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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圖 3-1 雍正以後的目錄，於目錄頁便已經寫得非常精確。「雍正元年正月」，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上」「咸豐十一年十月中」。雍正以前則一卷可能橫跨多月，

如「順治十八年正月至二月」「天命元年正月至三年十二月」是一段橫跨多月份或

多年份的目錄資料。這部分必須經過額外的步驟處理，於下段會說明。 

    雍正時期，一月為一卷。而乾隆時期則兩卷為一月。至咸豐以及同治時期則

二卷為一月，或三卷為一月不等。至光緒宣統時期則又恢復為兩卷為一月，或一

卷為一頁。端看該月條目數量而定。若三卷為一頁。則為十天一卷。若兩卷為一

月，則十五天為一卷。 

 
圖 3-2. 年代及單月冊數比較圖 

    由圖 3-2 統計可以看出於乾隆時期開始穩定將每月以上下兩冊撰寫。而咸豐同

治時期則開始以兩冊或三冊撰寫每月清實錄。至光緒以後又恢復成每月一冊或兩

冊不等。 

    於清實錄中雍正以後的，直接依照中華書局出版的目錄直接定位其時間以及

月份。而太宗至康熙之間的清實錄中，有很明確訂的標示時間。但其每卷經常橫

跨多個月份，因此必須要能夠從數位化版中標示日期月份。圖 3-3 則是清實錄中每

卷橫跨多少個月份。從這份圖表中可以體會到，清實錄早期一卷經常橫跨多月甚

至多年。到了雍正以後，則大部分一卷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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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年代與單卷月份比較圖 

3.1.2 切割年代月份 

    清實錄於康熙以前，其單卷不單只是描述單一月份紀錄。可能橫跨多的月份

或多個年份。 

    如圖 3-4 所示，其經常橫跨多個年月份。如「天命元年正月至三年十二月」，

這部分就需要額外的人工處理。雍正以前的紀錄文書，經常橫跨多月，但未橫跨

多年。故能夠利用其於每月皆會先做宣告的特性，以資訊技術自動切開。如下例

所示 

 
圖 3-4. 清實錄康熙以前其單卷通常橫跨多個月份或年份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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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於「十一月。庚申朔。上詣太皇太后宮、問安」以後開始進入十一月。

換句話說，雖然一卷中可能有多個月分，但因為其格式固定，可利用資訊技術寫

入模型自動斷開。而天命以前(包括天命時期)，因為較為繁雜，書寫格式較不故定，

本次研究選擇不用程式，而利用人工手動給予年月。如此一來，資料處理已經成

功給予每篇紀錄文件，應該的年份和月分。 

3.1.3 年代逐序校正 

    為了確定月份和年代皆為正確，並且避免於數位化檔案中因為數位化過程中

有瑕疵。因此做了額外的校正和比對。使用「逐序驗證法」。將年份和月份轉換成

數字，逐序驗證。由於清實錄是一部逐序編年的紀錄。因此文卷資料的年代也應

該逐序。若相鄰兩卷年代相減大於一、或為負。代表此兩筆順序可能會有問題，

將這些問題文件挑出來。並做人工驗證。以下是年代順序錯誤修正幾個例子 

 宣宗成皇帝實錄(二)/卷一百十一/道光六十二年月 

->道光六年十二月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卷一千四百八十九/乾隆六年十月 

->乾隆六十年十月 

上述中因為與前卷卷數相減大於一，故挑出來看。其中道光上卷為道光六年

十一月。而乾隆其上卷為乾隆六十年十月上，其下卷為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上。故

因此我們可以修正其資料錯誤。 

又如同以下例子 

 宣宗成皇帝實錄(三),卷一百五十一,道光九年二月上 

 宣宗成皇帝實錄(三),卷一百五十二,道光八年二月下 

其中上下兩卷年代順序是錯誤的，觀察原本數位化文件。其後篇數位化

原文為「道光八年。己丑。二月。庚辰。月食。○諭內閣、車登巴咱爾之祖

拉旺多爾濟。曾因獲罪。將伊喀爾喀親王應得俸銀緞匹折米五百石。全行停

聖祖仁皇帝實錄(一),卷五十康熙十三年十月至十一月 

平南王尚可喜疏報、逆賊劉進忠、盤踞潮州、敢於負固者、恃海賊為應援

也。今海賊直薄城東。而劉逆屢出城中賊兵。來犯我師。總兵官王國棟等、

統率官兵、三戰三捷。斬獲甚多。下部議 十一月。庚申朔。上詣太皇

太后宮、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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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嗣後屢經加恩賞給米四百石。今車登巴咱爾。已挑在御前行走。著加恩

於每年領米四百石外。再賞米一百石。以足親王應得分數。用示朕眷念蒙古

臣僕至意。」 

    這些錯誤，很有可能是數位化過程中錯誤，但仍然必須透過翻閱紙本清實錄

確認。發現確實是打字錯誤，於清實錄原文中則是寫「道光九年己丑二月…」，因

此將文件中的數位化檔案直接手動更改。又或下例也是如此情形。其紙本原文與

數位化檔案有所初入。也將其手工更改校正。 

 德宗景皇帝實錄(九)(附)宣統政紀,卷三十八,宣統三年七月上, 

 德宗景皇帝實錄(九)(附)宣統政紀,卷三十九,宣統二年七月下 

3.1.4 月份逐序校正 

同樣的我們也可以針對月份做逐序校正。能夠發現月份錯誤。舉例以下例子 

 文宗顯皇帝實錄(二),卷九七,咸豐三年三月上 

 文宗顯皇帝實錄(二),卷九八,咸豐三年六月下,六月下 

    其相鄰月份間隔過大，透過觀察文件，發現上卷中文字第一篇就寫明「咸豐

三年。癸丑。六月。甲申。」，因此可以確認此月份為打字錯誤，將其修改成正確。 

3.2 錯字校正 

在對日期以前，必須先處理錯字問題。由於本次研究論文主要探討是標記時

間。因此在時間的重要詞彙上會特別謹慎。然而數位化過程可能因為字型過於相

似而犯錯。 

清實錄中日期是以天干地支標示呈現。也就是以「甲子」「乙丑」等六十組天

甘地支。如同「咸豐三年。癸丑。六月。甲申。」這段文字中「癸丑」代表年份，

而「甲申」則代表日期。因此若要處理日期，必須先處理打字錯誤。舉例來說如

果其日期若是輸入「甲戊」，則可以知道應該是「甲戌」而非原本的「甲戊」，下

表是本次研究論文整理的錯字更正表，發現的方式其實就是在處理過程中，看到

錯誤紀錄下來。最後把各種樣子整理成一份表格。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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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天干地支錯字表 

錯誤 甲戊 乙末 乙己 乙已 丙戊 丁已 丁己 丁末 戌辰 

正確 甲戌 乙未 乙巳 乙巳 丙戌 丁巳 丁巳 丁未 戊辰 

錯誤 戍寅 戍子 戍戌 戍申 戍午 戍戌 甲戍 丙戍 戍戌 

正確 戊寅 戊子 戊戌 戊申 戊午 戊戌 甲戌 丙戌 戊戌 

錯誤 戌申 戌午 戌戊 己己 己已 己末 庚戊 辛己 戌子 

正確 戊申 戊午 戊戌 己巳 己巳 己未 庚戌 辛巳 戊子 

錯誤 壬戍 辛末 壬戊 癸己 癸已 癸末 戍辰 辛已 戍戍 

正確 壬戌 辛未 壬戌 癸巳 癸巳 癸未 戊辰 辛巳 戊戌 

錯誤 乙酋 丁酋 己酋 壬酋 癸酋 戌寅 戊戍 戌戌 庚戍 

正確 乙酉 丁酉 己酉 壬酉 癸酉 戊寅 戊戌 戊戌 庚戌 

 

上述表格中，上排為錯誤天干地支，下排則為正確天干地支。主要因為字形

相似，所以於全文中會出現打字錯誤的情形。這樣的錯誤於清實錄資料庫中共出

現 157 個。然而直接全部取代會有問題，必須將有疑義的天干地支以人工翻閱清

實錄校正，並確認是否有改正錯誤的情況，如下例： 

下列這則「丁已」就不應該代換成「丁巳」 

 
將其人工閱覽過並做校正，改正了 146 個天干地支。然而仍然還有一種錯誤

狀況。比如說「巳巳」肯定是錯誤的打字，但因為我們不知道其是「乙巳」或「己

巳」，故在這個步驟中，儘管知道這個天干地支是錯誤的，卻還無法更改。會留待

下一個對應日期的比較在一同更改。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卷一千四百八十五,乾隆六十年八月 

諭軍機大臣曰、聞嘉言奏、調任廣西。懇請陛見。再赴新任一摺。前據

福康安、和琳、奏調粵西兵丁。昨又據朱珪成林奏所調兵丁己分起行走。

前赴軍營應用。該省現有應辦之事。聞嘉言自應即赴新任。至陛見有何

緊要。該員何必多此一奏。著傳諭聞嘉言、接奉此旨。由四川速往廣西

任事。不必來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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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日期處理 

3.3.1 擷取日期資訊 

當這些資料原文中清理乾淨以後，就可以開始從清實錄抓出日期。在清實錄

中標示日期會以下幾種不同的例子。 

 日期在文章開頭 

如以下例子。其日期天干地支為「辛巳」，代表此篇文件為乾隆三十八年

二月辛巳日。 

 
 日期前方有年月 

此篇文件雖然有兩個天干地支，但其一為講述年份(癸巳)、另一個則為講

述日期(乙亥)。 

 
    清實錄中每一日可能有多則條目，但只有第一筆文件會有日期。換句話說，

大部分一般紀錄文件中，若此篇沒有日期，則代表其日期為依附上則日期。 

舉例來說，下面兩篇例子於清實錄原文中是相連接的。而下篇文件並沒有明

顯的日期。但我們可以知道，此下篇文件的日期和上篇相同。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二),卷九百二十七,乾隆三十八年二月 

禮部議准山東巡撫徐績咨稱、各府州縣。設有僧、道陰醫四職從前部頒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二),卷九百二十七,乾隆三十八年二月 

戊寅。吏部議准哈喇沙爾辦事大臣宗室實麟奏稱本衙門印務處向設筆帖

式二委署筆帖式二因和碩特部落移來事務較繁請添部院筆帖式一以現

任委署筆帖式明書保充補俟行走三年期滿。照例以部院衙門筆帖式補

用。再添委署筆帖式一並明書保所出委署缺。咨明伊犁將軍。或於烏什

烏嚕木齊調取頂補。從之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二),卷九百二十七,乾隆三十八年二月 

辛巳。諭曰、李時擴、著馳驛前往四川豐昇額一路軍營。隨同進勦。

交該部遇有總兵缺出。即行奏聞請補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二),卷九百二十七,乾隆三十八年二月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二月。乙亥。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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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只需要按照上面兩個條件去抓取日期。若本篇沒有日期，則代表此篇文

件日期是依附上篇日期。 

 利用此方法可擷取日期。然而卻還是有疑慮，是否有不符合上述兩個條件，

但的確是日期的斷點呢？本次研究將每篇文件計算其天干地支數量。並扣除絕非

日期的可能。譬如是講述年、講述月、或科目等各種可能，等確定並非形容日期

的天干地支，如以下幾種狀況。 

1. 天干地支是指年代，如「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三月。庚寅朔。」，前方

個癸巳是講述年代。 

2. 指的是綱鹽，如「沈桂芬並飭河東道。將甲子綱鹽課銀兩。趕緊分批解

赴慶陽。」 

3. 或是科目，如「賞山東等省甲子科鄉試年老諸生李敦禮等五十八人舉人

副榜有差」 

4. 或是一段時間，如「是日、駐蹕哈里雅爾大營。至甲子皆如之」 

 

 將上述可能過濾掉，若有以下狀況，則必須挑出來觀看。 

 此篇天干地支有兩則以上，有抓出日期 

 此篇天干地支有一則以上，但未抓出日期 

 此篇日期抓出超過一則 

 其中天命部分由於紀錄常常是一件事情，而這件事情會出現多個日期，觀看

太祖實錄就明白，儘管這些天干地支指的都是日期，但其實是講述同一件事情。

因此不予切開。舉例來說如下，下篇共三則日期，一為「丁卯」「甲戌」「丁丑」，

此雖然是三個日期，然而於清實錄中，此雖然橫跨多天，然而其為一件事情，我

們不予切開。我們將其日期統一指定為第一個日期「丁卯」 

 

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五,二年正月 

天命二年丁巳。春正月丁卯朔。初上納蒙古科爾沁貝勒明安女、已六年。至是聞

明安來。甲戌上偕妃率貝勒大臣、迎至百里外、富爾簡岡與明安馬上接見、即

於其處大宴之。明安獻駝十、馬牛各百。丁丑隨上入城上以禮優遇。每日設筵

宴。間日則大宴焉。留之一月明安辭歸、賜以人四十戶甲四十副及幣帛等物、送

三十里、踰宿而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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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以下例子，一篇有多個日期，觀察後發現此三個天干地支雖然都是日期，

但只有辛末為該篇發生日期。後方兩個天干地支「壬子」和「丁卯」皆是未來發

生的事件，紀錄於此。故此篇日期只可取「辛末」。這類型的的文件共有七十六件。 

 
將這有問題的共篇文件人工閱覽，確認是否為日期、或標示錯誤。最後於清

實錄中共有 89372 篇有明顯日期資訊。 

3.3.2 中西曆轉換程式 

 
圖 3-5. 中西曆轉換對照查詢系統畫面 

 

    使用對照資料為臺灣歷史數位博物館(THDL)中的「中西曆轉換對照查詢」工

具。其資料橫跨時間維明洪武元年（1368）～清宣統三年（1912）。利用此資料可

以比對出西元年月日。 

太宗文皇帝實錄,卷六十五,天聰八年八月 

辛未。諸王大臣等、迎梓宮、奉安於崇政殿。九月。壬子。葬昭陵。十月。丁

卯。上尊諡曰。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文皇帝。廟號太宗。康熙元年。

加上尊諡曰。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隆道顯功文皇帝。雍正元年。加

上尊諡曰。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隆道顯功文皇帝。乾隆元年。

加上尊諡曰。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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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直接比對 

    我們目前已經擁有年份、月份、以及日期的天干地支。透過中西曆轉換程式。

直接對應相同的年月日期以及是否是閏月。共直接對應到 88864 篇年代、月份、

以及日期都相符合。 

3.3.4 資料校正比對 

約剩一千三百多件資料，明明有明確日期資料，卻沒有對應到相對應的西元

年月日。將這一千多筆拿出來看。大致上會有三個問題。 

 帝號不一致問題 

    如圖 3-6 所示，於「穆宗皇帝實錄」中，其前十四卷為「咸豐十一年七月至十

二月」。然而於中西曆轉換程式中，並沒有咸豐十一年七月至十一月的西元年月

日，而是以「祺祥元年七月至十二月」。 

   穆宗即位首年國號為「祺祥」，而並非「同治」，於清實錄中更未曾見過此國號。

而以咸豐十一年代替。筆者推測，由於穆宗上位半年以後，慈禧太后垂簾聽政，

故改帝號為「同治」，而慈禧太后攝政直至光緒，故於編穆宗實錄的時候，未編錄

「祺祥元年」，而改以「咸豐十一年」稱之。 

    於資料處理上並無困難，便將咸豐十一年轉成祺祥元年重新比對，就可以對

應到正確的西元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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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穆宗實錄(一)目錄頁 

 閏月問題 

    於數位化版本的清實錄中，會紀錄是否為閏月。然而由於打字樣式不一，或

數位化工作者的遺漏。會偶爾未於閏月中輸入其為閏月。也因此於中西曆對應中

會有錯誤。 

    撰寫程式過程中，若此篇日期沒有對到，若原本寫是「閏月」則嘗試看看「非

閏月」重新比對。相對的，若未寫「閏月」，則嘗試以「閏月」重新比對。將轉換

過閏月狀態的文章人工看過，並比過文章。尤其閏月是連續的兩個月，兩個月的

天數數量不會超過六十，故不用擔心日期天干地支重複的問題。 

 乙己巳問題 

    於打字過程中，最容易出錯的問題就是「乙己巳」問題，尤其清實錄中此三

字字形過於相似，因此打字時候經常出現錯誤。利用同樣的方法，將這些文字的

首字代換。若原本是「乙」，則代換成「己」重新對應。若原本是「己」，則代換

成「乙」。而「巳」則代換成「乙」或「巳」。將對應到的部分，人工觀看，確認

其上下篇西元年月日期，與此篇代換後日期是逐序的，才做更改。共成功額外對

應到 466 篇屬於「乙己巳」問題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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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人工日期校正 

    剩下約一百多份沒有對應到西元年月日的文件。必須翻書查證。多數是打錯

字。因此必須人工手動修改。我們將一百多篇全部對照紙本清實錄修改，確認每

個日期都有對應到。 

 

3.3.6 逐序校正 

    處理到這個步驟為止，已經將所有有日期的文件都標示了。最後一步則是透

過清實錄是編年體，也就代表其文章是會按照順序的。將其西元年月日按照順序

排下。若日期順序有錯誤，則挑選出來。 

    

如以下例子，此三篇是連續三個日期。在第三篇，發現年代順序不對。因其

上一篇日期為 17940325，而此篇文件為 17940316。故必須挑出來並翻閱紙本確認，

發現原來上篇日期於數位化過程中打字錯誤。應該為「壬戌」而非打字的「壬戊」 

 

 

17940325,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卷一四四六,乾隆五十九年,二月, 壬午日 

壬午。諭、原任廣西提督許世亨。前於出師安南奮勇捐軀。且能深明大體。忠

藎可嘉。特加恩賞給伯爵。令伊子許文謨承襲。在頭等侍衛上行走。現在已滿

三年。該員籍隸四川。著交部以鄰近之，湖廣省參將即用。以示眷念藎臣。恩

施無已至意。 

17940313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卷一四四六,乾隆五十九年,二月,庚午日 

庚午。遣官祭昭忠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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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實錄中共出現了 61 次順序問題，我們逐一翻閱清實錄確認修改。但仍

然發現十二筆資料於清實錄紙本原文中錯誤，如下舉一個例子 

下面兩篇皆來自於 

高宗純皇帝實錄（六）/卷四百十二/乾隆十七年四月 

頁數：389-2(圖 3-8)和 390-1(圖 3-9) 

其中圖 3-7 頁包含兩個日期「庚子」「辛酉」圖 3-8 頁則有「壬寅」，然而

從天干地支我們知道，應該是「庚子」「辛丑」「壬寅」，根據中西曆轉換程式

資料也顯示出，乾隆十七年四月庚子(九日)、辛丑(十日)、壬寅(十一日)，顧

我們合理推測，此處為清實錄寫錯。這樣的狀態於清實錄中共有十二筆。 

17940316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卷一四四六,乾隆五十九年,二月, 癸酉日 

    癸酉。諭、昨因記名人員。現已用竣。特降旨令各部院堂官。將歷俸已滿

二年之漢員。堪勝外任者。分別繁簡。送部截取。帶領引見。并令各督撫於所

屬直隸州知州、同知內。各保一二員。送部引見。豫備簡用。但現在外省知府

缺出。已有奏請簡補者。而各省保送人員。未能即時到部。即各部截取送部者。

亦尚在查辦需時。未免懸缺以待。即著六部堂官。於現在俸滿二年應行截取之

漢員。堪勝繁缺者。即先行保送一二人。迅速帶領引見。其各部中如並無俸滿

二年應行截取者。亦准其於滿漢司員內。覈其才具堪應繁缺知府之員。酌量保

送一二人。一併於後日帶領引見。以備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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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清實錄紙本錯誤實例(1/2) 

 

 
圖 3-8. 清實錄紙本錯誤實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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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實錄錯誤日期校正，於附錄三有更詳細的全文資料。 

 書籍 頁數 清實錄原文 正確應修改 

1 高宗純皇帝實錄(五) 257-2 甲子 壬子 

2 高宗純皇帝實錄(六) 385-1 丙午 丙戌 

3 高宗純皇帝實錄(六) 389-2 辛酉 辛丑 

4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 251-1 丁未 己未 

5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 312-2 己巳 己丑 

6 仁宗睿皇帝實錄(五) 34-1 壬申 丙申 

7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 161-2 丙午 丙申 

8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 1080-2 庚子 庚午 

9 穆宗毅皇帝實錄(五) 215-2 辛酉 辛丑 

10 穆宗毅皇帝實錄(六) 839-2 癸酉 癸丑 

11 穆宗毅皇帝實錄(六) 1054-2 己卯 乙卯 

12 穆宗毅皇帝實錄(七) 120-1 丙子 丙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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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以 THDL 模型建置清實錄查詢系統 
將清實錄切割條目並標記時間以後，下一步便是建立起讓人使用的系統。本

次系統是借用 THDL 模型導入。於第一節部分主要介紹原本 THDL 的功能。第二

節則介紹匯入的檔案格式。第三部分則是以清實錄特性設計的幾個特殊功能做說

明。 

4.1 系統功能簡介 

    「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是一個以歷史研究者為取向設計的資料庫系統。除

了搜尋功能以外，系統模擬了許多功能，給予使用者研究脈絡，或是減少使用者

整理資料的負擔。 

THDL 系統主要提供許多功能，下列只簡述幾個功能，詳細功能使用方法，

可於 THDL 網站上有詳細的使用說明： 

 全文進階檢索：支援較複雜的文件搜尋。如「AND」「OR」「NOT」。提

供交集、聯集、差集計算。舉例來說(AND)「有劉銘傳和沈葆楨」、(OR)

「有劉銘傳或沈葆楨」、(NOT)「有劉銘傳且沒有沈葆楨」 

 繪製年代統計分布圖： 

圖 4-1. THDL 系統介面圖 

如上圖為 THDL 使用介面，當針對系統搜尋，系統會自動繪製搜尋結果的年

代統計圖。圖形的統計遠比單純數字觀察來的直觀且清楚。使用者能夠快速地掌

握這份圖表中高峰低谷是否具有意義。以統計概念看待清實錄，這樣快速而便捷

的圖形功能，提供好的觀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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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訂文件集： 

    將閱讀過的文件，或選擇過的文件搜集成一個資料夾，方便以後整理觀看和

研究。於 THDL 系統，可勾選自動放入文件集。如此一來可直接在系統中將文件

分類或按照使用者需求將文件組合整理。除了方便歸納以外，也有儲存功能。當

使用者下次登入系統時候，仍然可以擁有這些整理過後的資料。而不需要再重新

查找一次。 

 
圖 4-2. 自訂文件集系統介面圖例 

 前後綴詞分析系統 

 
圖 4-3. 前後綴詞系統圖例 

    此功能在搜尋列裡頭，使用進階檢索，就可以使用。利用此功能抓出被相同

詞彙包夾的字抓取出來。譬如說，針對清實錄，搜尋關鍵詞填入「山東」，右綴字

數選擇二。查詢清實錄中山東後接何種用字。系統會將出現頻率的最高前兩百名

列出來。從這份表中可以觀察到，出現山東後方兩個字最多是官名，如「山東巡

撫」，或地名，如「山東武定」。這樣得屬於山東整理是過去很難從文本中輕易找

尋出來的資料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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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 Df tf

山東巡撫 
2328 2453 

山東按察 
410 519 

山東布政 
347 415 

山東河南 
321 359 

山東登州 
205 228 

山東等省 
202 210 

山東山西 
200 219 

山東臨清 
171 176 

山東學政 
168 179 

山東運河 
165 169 

 

term df tf

山東民人 
41 44 

山東泰安 
40 40 

山東鄆城 
40 40 

山東金鄉 
39 39 

山東菏澤 
39 39 

山東道監 
39 39 

山東文登 
39 39 

山東鄒平 
38 38 

山東武定 
38 39 

山東海豐 
38 39 

 

term df tf

山東利津 
23 23 

山東陽穀 
22 22 

山東臬司 
22 22 

山東道員 
22 22 

山東莒州 
22 22 

山東冠縣 
21 21 

山東惠民 
21 21 

山東陣亡 
21 21 

山東萊陽 
21 22 

山東卓異 
21 21 

term df tf

山東昌邑 
16 16 

山東各州 
15 16 

山東兵一 
15 15 

山東黃縣 
15 15 

山東曲阜 
15 16 

山東費縣 
15 15 

山東團練 
15 16 

山東沂水 
15 15 

山東逆匪 
14 14 

山東知府 
14 14 

圖 4-4. 前後綴詞系統結果以「山東」為例 

 

    除了上述原本 THDL 擁有的功能以外，額外設計針對清實錄資料使用的功能。

保留原本實用的功能，並增加調整功能額外建立一個清實錄查詢系統

QSDL(QingShilu Digital Library,QSDL) 

 

4.2 XML 文件 

將清實錄資料條目切割，並標示時間。並將資料改寫成與THDL相容的XML

格式匯入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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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名格式： 

QingShiLu_檔按編號_清實錄出處(共六十本)_檔案類型_西元年月日_該日第幾件_

該日總共幾件.txt 

    其中檔案類型：a 代表首卷類型文件、b 代表卷首、c 代表一般日常紀錄文件、

d 代表卷尾 

    如本篇範例<Dockey="QingShiLu_125178_12_c_17380219_01.txt"> 

    代表此篇檔案檔名編號為 125178，來自於清實錄第十二冊書，是一般日常生

活紀錄文件。其西元年月日為 17980219，為該日第一則事件。 

 

<Doc key="QingShiLu_148090_14_c_17450201_04_05.txt"> 

<Content> 

<Paragraph> 

詣大高殿、壽皇殿、行禮。 </Paragraph> 

</Content> 

<DocMetadata> 

<Filename>QingShiLu_148090_14_c_17450201_04_05.txt</Filename> 

<CollectionCode>Qing</CollectionCode> 

<Corpus>清實錄</Corpus> 

<FILE_NUMBER>148090</FILE_NUMBER> 

<CATOGORY>正文</CATOGORY> 

<NUMBER>04_05 </NUMBER> 

<CompilationName>高宗純皇帝實錄(四)</CompilationName> 

<CompilationVol>卷二百三十二</CompilationVol> 

<Page>1-1</Page> 

<Compilation>高宗純皇帝實錄(四)卷二百三十二</Compilation> 

<Title>高宗純皇帝實錄(四)_乾隆十年正月一日</Title> 

<Date isComplete="true" inGregorian="17450201" norm="乾隆 10 年 1 月 1 日" chNorm="

乾隆十年正月一日">乾隆十年正月一(癸酉)日</Date> 

</DocMetadata>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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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標題： 

    文件標題會依照不同文件類型有不同的標示方式。四種類型各列一種樣式。

首卷類形文件除了會標示出處卷數以外，也同時會標示其所屬名稱。卷首卷尾則

會標示是屬於卷首卷尾。一般紀錄文件則會標示中文年月日。 

首卷：<Title>聖祖仁皇帝實錄(一)_首卷一_雍正序</Title> 

卷首：<Title>高宗純皇帝實錄(二)_乾隆三年正月_卷首</Title> 

一般紀錄文件：<Title>高宗純皇帝實錄(二)_乾隆三年正月甲寅(1)日</Title> 

卷尾：<Title>高宗純皇帝實錄(二)_乾隆三年正月_卷尾</Title> 

出處資料： 

為了讓數位化檔案可以同時對照，於資料上標示有下列資料，分別代表，

文件出處、文件出處卷數、以及文件出處頁數。 

<CompilationName>高宗純皇帝實錄(二)</CompilationName> 

<CompilationVol>卷六十</CompilationVol> 

<Page>1-1</Page> 

4.3 欄位設計與部分功能調整 

     QSDL 的建置主要是因為清實錄與古契書有許多不同的特性。也可以說是清

實錄的優點。由於古契書是散落的單篇文件，然而清實錄是一部編年體例的史料。

換句話說，其每天文件的上下文章，都可能是具有相關性的。資料庫系統搜尋功

能雖然能夠讓使用者快速準確地依照關鍵字搜尋資料。但同時也會破壞了原本的

文章的結構。舉例來說，若搜尋「福建」，則系統會自動查找文章中有「福建」的

資料。然而若在閱讀文件時候，也許某篇文件其上下篇文章，雖然文中沒有提及

「福建」，卻可能與「福建」有關。因此，我們盡量於系統保持原本文章結構，讓

使用者可以同時搜尋，但若要按照原本清實錄排序閱覽，也同時可行。以下介紹

幾個 QSDL 和 THDL 不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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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QSDL 系統畫面 

 

4.3.1 詮釋資料欄位調整 

 
圖 4-6. QSDL 資料欄位系統畫面 

    這部分的編排主要是若使用者對於數位化文件有懷疑，可以直接從原書中查

詢資料。頁碼代表頁數。本篇代表可於「世祖章皇帝實錄(四)中第 67-1 頁」中可

找到。 

4.3.2 搜尋文件類型篩選 

 
圖 4-7. QSDL 搜尋欄位畫面 

     使用者針對文件搜尋，會有不同的需求。舉例來說，只針對「正文文件」搜

尋，或針對整部清實錄搜尋。於 QSDL 中，我們讓使用者可以選擇搜尋的範圍。

主要分成下列四列「序」「卷首」「卷尾」「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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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相鄰文件瀏覽 

    搜尋是一種會破壞原本結構的功能。因此，我們於 QSDL 中額外加入可看上

下篇文件功能。使用者若搜尋某一詞彙，針對其上下篇文件有興趣。可直接點選

「同出處前一篇文件」或「同出處後一篇文件」，文章就會自動呈現上下篇文件。

讓使用者可以逐序瀏覽。 

 
圖 4-8. QSDL 上下篇文件功能 

 

4.3.4 同日文件瀏覽 

    除了點選上下篇文件以外，使用者也同時可以直接觀看當日文件。於系統中

點選「當日事件」。系統就會自動跳出彈出視窗，會將該天所有文件逐序排序。這

的功能設計，主要是彌補上述功能的不足。儘管上下篇文件保留了原本文章的結

構，但類似於將清實錄文章上下文遮起來，是不夠人性化的功能。因此我們額外

設計此功能，讓使用者可以觀看單天所有事件。 

 
圖 4-9. QSDL 當日記事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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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成果與觀察 
將清實錄條目切割完成並標記時間，並將其匯入資料庫系統，就能解答一些

問題。比如說，哪個皇帝發生的事情最多？哪個月分發生得事情最多？皇帝事件

與初一、十五是否有關連？清實錄記載皇太后的頻率有多平常？這些問題，過去

資料沒有數位化以前，很難在很快的時間以內精準地回答，或只能概略感覺，可

是卻沒有任何數據佐證，然而將清實錄系統化以後，就可能可以進一步回答這類

的問題。 

面對清實錄這一部完整橫跨約三百年，資料記載甚密的歷史紀錄，我們可以

從中間看出許多當時現象。接下來我們將分成四個部份來觀察清實錄。第一個是

綜觀清實錄。將切割完成以三百年的角度和出現天數以及數量做比較統計。第二

個則以時間統計看清實錄，我們將分別以月分、日期、和不同皇帝做統計資料。 

5.1.1 以日期綜觀 

在清實錄共 317630 件日常紀錄文件中，我們共切出 89372 不同的日期。清實

錄雖然是一部逐序記載的編年體，但卻不是天天記載。從一個綜觀的角度來看清

實錄，皇帝一年會紀錄幾天？我們將其統計出來成其下表 

 
圖 5-1. 清實錄日期年代統計圖表 

 

清實錄中，大約從乾隆元年開始，清實錄記載較為密集，且穩定一年約記載，

從三百四十天至三百七十天不等。雖然偶爾有高低峰，但大致上是一個平坦的曲

線。這邊強調使用的中國年代。換句話說，這並非是我們習慣的一年三百六十五

天計算，而更因為閏月，故會有一年紀錄三百七十幾天的狀況。乾隆以前，一年

記載天數則高低起伏變化較為劇烈，於順治元年之後，每年約紀錄兩百天至兩百

五十天不等。天聰至順治元年則紀錄五十件至一百件不等。而天命或天命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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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一年紀錄的事件非常的少。從這個角度綜觀清實錄，可以讓我們精確地了解到

清實錄紀錄頻繁程度和變化。 

5.1.2 以條目數綜觀 

假設我們不是以一年中記載天數作為計算的單位，而是以一年記載條目的多

寡做為數據參考依據呢？也就是說，上例是從天數去觀察皇帝記載事情的頻率，

但以條目數量來看我們是否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清實錄？如下表所示，是我們將每

年紀錄多少條目畫成圖表觀看。 

 
圖 5-2. 清實錄條目年代統計圖表 

 

從圖 5-2 我們可以看出與日期數的圖表觀察的感覺是不太相同的。若以日期計

算，則一年中紀錄的天數，大致上如同水平線繪製，雖然有高低誤差，但大致上

一個平坦的高原。然而從條目數量觀察清實錄，則會發現此圖高低峰震盪幅度相

當巨大。我們可以觀察到從乾隆時期開始是一個分水嶺，從乾隆以後，清實錄所

記載的事情開始穩定的成長。到了同治咸豐年間，則成了條目數最多的高峰。最

多得是道光元年共 3261 件，以及同治元年共 3045 件。 

5.2 時間統計觀察清實錄 

5.2.1 以月份觀看 

    將已經標示時間年月份的清實錄，按造件數和月份分開統計。從下表中我們

分別以表格和圖表呈現統計結果。表格中的數字代表總件數。本處的月份統計為

去除閏月的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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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清實錄月份以及條目數量統計圖 

 

表 3. 清實錄月份以及條目數量統計表 

 天

命 

天

聰 

崇

德 

順

治 

康

熙 

雍

正 

乾

隆 

嘉

慶 

道

光 

咸

豐 

同

治 

光

緒 

宣

統 

一月 36 163 219 953 2231 620 5780 2084 3386 1756 1913 4252 374

二月 25 132 143 1089 3221 976 7925 2205 3379 1847 1920 4518 565

三月 30 111 130 983 2743 866 7633 2204 3505 2195 1808 4391 466

四月 28 165 171 1018 2690 857 7149 2076 3251 1908 1884 4337 415

五月 18 168 163 981 2540 779 6680 1945 2990 2037 1885 4564 405

六月 28 167 144 997 2059 633 5908 1869 2788 1718 1599 3968 542

七月 31 117 207 974 2415 849 7154 2058 3518 1972 1862 4677 425

八月 26 179 225 865 2885 832 7248 2302 3308 2035 2082 4757 584

九月 14 111 153 835 2728 880 8103 2542 4033 1896 1778 4730 618

十月 20 117 181 963 2948 971 7350 2098 3680 2004 1918 4501 585

十一月 18 144 136 728 2574 911 6574 2129 3461 1920 1762 4844 441

十二月 12 127 167 870 3100 1077 7074 2186 4261 2355 2473 5914 541

 

由圖 5-3 和表 3 我們可以觀察到，首先是六月通常紀錄的事情最少，其次是一

月。六月於所有皇帝時候，儘管每個皇帝因為紀錄習慣和在位長短不同，其記載

的事件數量仍然皆為最少。紀錄數量第二少的是一月。而皇帝於哪幾個月份會紀

錄最多事情呢？通常會是在二月、九月、還有十二月。十二月除了乾隆和嘉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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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皆是紀錄最多事情的月份。乾隆時期紀錄最多的是二月，而嘉慶時候則是八

月。 

5.2.2 以日期綜觀 

假設以天為統計的標準，那麼能夠看到什麼，根據這次統計結果。初一的確

比一個月中的其他的事件數量來得更多。從圖 5-4 和表 4 中我們可以看出來，於每

個月的最後一天，和每個月的第一天通常是一個月紀錄事件最多的。其中最長的

二十九號，最主要是因為並不是每個月都有三十號。故可視二十九號為最後一天。

若我們將日期分布換成比例原則看會更清楚。 

 

圖 5-4. 清實錄日期以及條目數量統計 

表 4. 清實錄日期以及條目數量統計表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慶 道光 咸豐 同治 光緒 

1 1572 408 2950 1015 1566 906 996 2370 

2 1040 343 2852 912 1368 884 761 1784 

3 1030 327 2531 838 1372 820 700 1915 

4 984 292 2620 877 1414 828 738 1913 

5 1080 334 2573 730 1340 749 752 1729 

6 1096 383 2805 974 1474 811 791 1902 

7 1033 353 2713 819 1402 775 740 1882 

8 998 319 2619 834 1304 757 780 1880 

9 1127 336 2706 843 1386 832 711 1725 

10 1028 375 2586 787 1538 780 833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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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95 354 2661 882 1399 793 725 1800 

12 1040 349 2696 839 1331 781 713 1794 

13 1074 361 2910 853 1360 795 718 1789 

14 1055 290 2528 785 1320 833 792 1736 

15 1155 327 2557 840 1295 801 880 1910 

16 1002 327 2800 940 1365 703 798 1864 

17 1053 349 2655 874 1490 809 814 1976 

18 1201 340 2743 837 1412 878 731 1910 

19 1092 361 2682 845 1389 707 730 1921 

20 1109 370 2682 842 1312 793 761 1859 

21 1076 370 2657 837 1359 814 681 1791 

22 995 316 2442 821 1408 812 689 1808 

23 1024 350 2454 878 1509 826 930 1973 

24 997 349 2531 829 1355 799 743 1880 

25 1140 359 2574 833 1501 859 807 1951 

26 1054 347 2594 876 1445 795 760 1907 

27 1063 333 2530 894 1442 767 782 1844 

28 1096 332 2666 947 1491 706 789 1876 

29 1209 382 5824 1056 1499 859 860 1948 

30 617 215 4442 562 715 372 383 893 

 

5.3 關鍵字檢索後分析 

 

將時間標示於文件中，我們就能夠透過關鍵字觀察清實錄中用詞變化，如圖

5-5 所示，此為「諭內閣」於清實錄中的時間分布圖。可以看出有一個明顯的空白

於清實錄中。這於歷史研究中或許是有趣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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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諭內閣 

 

或圖 5-6 所示，當我們搜尋「諭軍機大臣」的時候，意外發現於同治元年至同治四

年有一段空白，是很有趣的。 

 
圖 5-6. 諭軍機大臣 

 

透過資料庫查詢，我們發現這段空白，清實錄中並非紀錄「諭軍機大臣」而是紀

錄「諭議政王軍機大臣」。如下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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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諭軍機大臣」和「諭內閣」合成一份圖，如圖 5-7 

 
圖 5-7 諭軍機大臣 ?vs 諭內閣 

 

 

 

 

 

 

 

 

 

 

檔名: QingShiLu_478672_47_c_18611104_04_13.txt 

頁碼: 153-2 

出處: 穆宗毅皇帝實錄(一)卷六 

日期:   咸豐十一年十月二(丁巳)日 (18611104)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昨因肅順跋扈不臣。已明降諭旨。革職拏問。並查抄家產

矣。該革員於熱河造房屋。年餘尚未完工。所蓄貲財。諒必不少。著派春佑將

該革員所有熱河財產。密速查抄候旨該革員身攖重罪。難保不於事前寄頓。並著

春佑傳諭熱河道福厚、承德府知府靈杰、熱河總管毓泰、將寄頓之處悉為指出。

一律查抄。儻福厚等敢於扶同隱匿。不吐實情。將來別經發覺。定當重治其罪。

不能寬貸該都統於派辦要事。亦應認真辦理。不得稍涉徇隱。將此由五百里諭令

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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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圖 5-8. 曾國藩和李鴻章時間統計圖 

 

圖 5-8 是以曾國藩和李鴻章於清實錄中的折線圖呈現。曾國藩和李鴻章於 1838

年道光十八年同年考取進士。前期曾國藩出現次數較多，到 1872 年曾國藩逝世，

清實錄中提到曾國藩也立刻銳減至完全沒有。李鴻章雖然同年考取進士，卻一直

到 1862 年才開始在清實錄密集被提起。 

 
圖 5-9. 皇太后時間統計圖 

根據清實錄提到「皇太后」的次數作時間統計。從圖 5-9 中我們可以看到清實

錄於康熙開始，開始紀錄皇帝去見皇太后紀錄。到了乾隆時期則平均一年有提到

約一百五十次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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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下圖是於清實錄中呈現「福建」和「臺灣」兩個地方的關鍵字時間表 

 
圖 5-10. 福建和臺灣時間統計圖 

 

從圖 5-10 中可以觀察到臺灣於 1786 年發生的林爽文事件， 1883 年則可能是因為

中法戰爭關係，使福建出現的頻率飆升。 

 用詞變換 

    清實錄橫跨了近三百年，三百年的用字遣詞會有什麼樣的改變呢？每個皇帝

使用詞彙也或許不盡相同，有沒有什麼詞彙是近代才出現的詞彙，而又有沒有某

些皇帝偏好使用特定詞彙？下面這間舉例是針對同樣是講「英國」的三個系列用

字做比較。其中一個是「英國」，使用個關鍵詞為「英國、英使、英將、英法、英

兵、英商、英意、英約、英教、英人、英民、英美、英官、英外、英廠」，另一個

是一個則是「口英」。其於中文輸入法中無此字，圖 5-10 中右圖「口英咭唎」。其

字為「口英」。左圖則是以經不用「口英」而的確是用「英國」此字稱呼英國。從

下圖可以清楚看到用對於英國的用字遣詞中有明顯的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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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英國和口英咭唎圖例 

 
圖 5-12. 口英咭唎和英國時間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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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趨勢 

而或如圖 5-12，我們可根據不同主題圖表看其趨勢。圖 5-13 分別是以「美國」

「英國」「法國」三個不同國家於清實錄中出現的情況做多重關鍵字統計。然而由

於不能單純用「法國」搜尋就能夠代表此為法國出現於清實錄的總數。也不能單

純以「法」單字做為搜尋的依據。因此必須依據一連串屬於法國得詞彙做統計。

同理，美國和英國同樣也是。 

美國使用的關鍵字為 

「咪唎口堅國、咪口、咪二、咪唎、咪酋、咪咈、咪夷、咪國、咪俄、咪兩、

咪船、咪商、咪旗、咪照、咪等、咪各、咪、美國、美公、美銀、美商、亞美里

駕國」 

英國使用的關鍵字為 

「英國、英使、英將、英法、英兵、英商、英意、英約、英教、英人、英民、

英美、英官、英外、英廠、口英、咭唎、法英」 

法國使用的關鍵字為 

「法國、法人、法駐、法藉、法英、法越、法船、口佛、佛國、口蘭哂、哂、

法使、法文、中法、英法、口英口佛、口英口弗」 

 
圖 5-13. 英國、美國、法國時間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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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百里文書 

5.4.1 百里文書介紹 

    清代時期於雍正以後，會要求公文以日行幾百里的速度將公文送至。本次研

究將這類日行百里的文書，名稱定為「百里文書」[14]。百里的概念類似今日郵票

的概念。日行百里速度越快，同時象徵這件事情的緊要程度。如同「限時」和「平

信」的於緊要程度並不相同。另一方面，百里文書代表清朝較重要的公文事件，

才得已標記日行幾百里資訊，換句話說，是較具有意義和份量的公文書紀錄。是

一個好的研究題材。礙於筆者並非歷史專家，本章節只能稍微探討百里文書和清

實錄的影響，主要想要介紹新建置的 QSDL 系統功能，如何從三十多萬筆的清實

錄中，以系統功能撈出百里文書資料。 

 

5.4.2 從 QSDL 找尋百里文書 

5.4.2.1 百里文書介紹 

    以下為一簡單的百里文書。此篇為乾隆皇帝要求以日行六百里的速度傳諭彰

寶、李湖二人的百里文書。 

 
圖 5-14. 百里文書實例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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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 利用前後綴詞系統找尋關鍵字 

    如果單純閱讀紙本，要從這三十多萬件文件中找出百里文書，像是大海撈針，

費心又費力，更何況人眼難免有所疏漏，也就難以保證挑選出來的文件皆為所要。

然而數位化以後，並且利用資料庫系統功能，系統卻可以將清實錄中的百里文書

以人工配合資訊技術找出。 

    首先，利用 QSDL 中的前後綴詞系統。因為要挑選具有百里文書的文字，換

句話說，此篇文章必定包含「百里」。然而單純以「百里」為關鍵字搜尋作為此為

「百里文書」，難免過於莽撞且不足以信任。如「方圓五百里以內」，便不能將其

納入「百里文書」的集合。利用前後綴詞系統，選其前兩字和後兩字。系統會自

動呈現列出詞頻最高的前兩百名。此兩百組文件，透故人工篩選剩下 127 組為百

里文書關鍵詞彙，如下表： 

 
 

 

 
圖 5-15. 於 QSDL 前後綴詞系統找尋百里前後綴詞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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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百里文書關鍵字詞表 

八百里加緊 五百里一併 五百里報匣 六百里公文 六百里寄信 四百里驛遞

八百里咨文 五百里分寄 五百里報便 六百里文書 六百里寄諭 四百里發往

八百里飛遞 五百里令知 五百里發去 六百里文報 六百里密行 四百里傳諭

八百里馳奏 五百里加緊 五百里發往 六百里令知 六百里密諭 四百里馳奏

八百里馳遞 五百里再行 五百里發明 六百里加緊 六百里速行 四百里覆奏

八百里摺報 五百里再諭 五百里郵遞 六百里再行 六百里速奏 四百里一併

八百里臺馬 五百里各密 五百里傳諭 六百里各密 六百里喜摺 四百里令知

八百里驛遞 五百里各傳 五百里馳奏 六百里各傳 六百里報到 四百里加緊

三百里各傳 五百里各諭 五百里馳寄 六百里各諭 六百里報便 四百里先行

三百里具奏 五百里迅速 五百里馳報 六百里回奏 六百里發去 四百里各密

三百里發往 五百里依限 五百里馳遞 六百里迅速 六百里發往 四百里各傳

三百里傳諭 五百里具奏 五百里馳諭 六百里具奏 六百里傳諭 四百里各諭

三百里馳奏 五百里奏報 六百里遞發 六百里往還 六百里催牌 四百里迅速

三百里遞到 五百里奏聞 六百里諭令 六百里奏報 六百里馳奏 四百里具奏

三百里諭令 五百里馳驛 六百里諭知 六百里奏摺 六百里馳寄 四百里奏到

五百里急遞 五百里摺報 六百里覆奏 六百里奏聞 六百里馳遞 四百里奏聞

五百里寄與 五百里遞到 六百里驛遞 六百里奏覆 六百里遞送 四百里密諭

五百里寄諭 五百里諭令 六百里摺報 六百里急遞 四百里馳遞 四百里通諭

五百里密諭 五百里諭知 六百里遞到 六百里拜發 四百里諭令 四百里報便

五百里速諭 五百里覆奏 六百里一併 六百里馬遞 四百里諭知 四百里陳奏

五百里奏摺 五百里驛遞 六百里馳諭 六百里寄知 四百里發回 四百里發今

 

5.4.2.3 利用 OR 搜尋功能和自訂文件集功能找出百里文書 

    擁有關鍵字並不足夠，更進一步利用系統能夠將百里文書中，不同傳輸速度

做分類。利用以下兩個功能將百里文書存成不同的文件集。 

OR 功能 

     此功能將同一速度的關鍵詞，如「五百里急遞、五百里寄與」等同樣速度的

關鍵字，以「OR」的形式做搜尋。便可以將清實錄中所有此速度的文件，並且符

合關鍵字詞的文件撈出。QSDL 本身也額外提供去除雜訊的功能，也就是文件中若

有標點符號或不明的空白，則會自動忽略，不會因為標點造成搜尋缺漏。 

 
圖 5-16. 搜尋欄位 OR 功能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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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文件集功能 

    自訂文件集是模擬類似收納資料的概念。將百里文書以不同的速度做歸納。

如下圖，當我們搜尋一連串關鍵字以後。我們能夠利用系統將搜尋出來的文件全

部收集於一個資料夾。如「百里文書-五百里」，透過於系統點選文件，就可以快速

地將所有文件納入此資料夾。 

 
圖 5-17. 自訂文件集功能實作 

 

5.4.2.4 篩選關鍵字以外的百里文書 

    上述步驟中，分別列出類別「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八百

里」等不同類別。這些找出的文件共有 15725 件。文件集將這些類別全部收入「百

里文書-關鍵字挑選」此文件集。然而上述利用關鍵字挑選的百里文書，並不代表

就是全部的百里文書。關鍵字畢竟一定有所不足，故一定有遺漏。因此仍然必須

要將剩下包含「百里」，但卻不在「百里文書-關鍵字挑選」的文件人工確認過是否

真的不屬於百里文書。透過「NOT」功能，我們就能夠輕易挑出未被挑選但包含

「百里」的文件。 

將需要文件勾選，並放入文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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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 自訂文件集分類 

 

 螢光筆功能 

    QSDL 額外提供一個功能，可於文件中標示使用者下的關鍵字。如圖 5-19，

系統會自動將「百里」兩字挑選出來，讓使用者可以快速一目了然，而不需要從

全文中找尋「百里」。此功能可以加快文件瀏覽速度。並可於文件中將此篇文件篩

選「百里文書-未被挑選」和「百里文書-挑選」。若此為百里文書「百里文書-挑選」

文件集，反之則放入「百里文書-未被挑選」文件集。，此功能相當好用且人性化，

只需要簡單打勾選擇，就能完成。從剩下的 657 件中，挑出 111 件是為「百里文書」 

 

 
圖 5-19. 搜尋功能 NOT 功能實作示範和篩選文件介面 

 

    最後我們於系統中就有各種不同的文件集如下圖所示。其中「百里文書-總和」

代表百里文書於清實錄中的數量。而屬於「其他」類別的則代表文章中確實是講

搜尋的字眼會被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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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百里文書，但未說明是幾百里。 

 
圖 5-20. 百里文書文件集 

 

5.4.1 百里文書搜尋結果 

    透過關鍵字挑選出 15725 件百里文書，並將含有「百里」卻未包含上述步驟

所選的關鍵字的文件中，人工額外挑出 111/657 件百里文書。於清實錄中共有 15836

件百里文書。首先必須強調，這並非指出清朝所有百里文書，而是清實錄中所有

的百里文書。其二，此類百里文書，與本篇論文定義的百里文書又有些許不同，

其主要包含三種類型的百里文書。 

第一種是本條目是皇帝指示以日行幾百里的傳輸速度下達指令，或臣子以日

行百里速度回奏皇上。我們稱其為「標準百里文書」，如以下二則例子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癸亥)日 

諭軍機大臣等、據裕祿奏、各國洋兵欲行占據大沽礮臺一摺。事機緊迫。兵

釁已開。該督須急招集義勇。固結民心幫助官兵。節節防護抵禦。萬不可畏

葸瞻顧。任令外兵直入。設大沽礮臺有失。定惟該督是問。兵機頃刻萬變。

朝廷不為遙制。該督若再貽誤。試問能當此重咎乎。將此由八百里諭令知之。

★現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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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類型則是皇帝並非用幾百里上諭也非臣子以百里速度回奏。而是皇帝

要求臣子須以幾百里速度回奏，我們稱其為「皇帝指定百里文書回報速度」，如以

下例子所示 

嘉慶十三年十月二十八(庚申)日 

諭軍機大臣等、吳熊光奏、英咭唎夷兵進入澳門。占據礮臺。已有旨將永保

調任廣東巡撫。本日據吳熊光五百里奏報英咭唎夷人現在情形。仍係一派空

言。並未能將該夷人逐去。亦未見有調度。看來吳熊光一味輭弱。全不可靠。

永保接奉此旨。即著晝夜加緊馳赴廣東。徑赴澳門督辦。朕專派永保前往。

即係欽差。永保到省後。且無庸接管巡撫印務。惟專心辦理此事。諭知該夷

人等、以爾等此次擅自帶兵進澳。占據臺。大屬冒昧。原應立加懲辦。姑

念爾國向來臣事天朝。尚為恭順。是以不肯遽事勦除。現在大皇帝派我前來

督辦。業將水陸各路官兵調集若干。如果斂兵早退。將來尚可准令貿易。儻

遲回觀望。即當統領大兵。分路勦捕。爾等不但身被誅夷。並將來永遠不准

朝貢貿易。中國物產富饒。豈藉爾等區區貨物。爾等慎勿自貽後悔。如此義

正詞嚴。剴切曉諭。該夷人能早退去。固屬甚善。如必須示以兵威。其應如

何酌籌調遣。已諭知吳熊光不得掣肘。永保當悉心經理。一面調派。一面速

行馳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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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則是皇帝對於百里文書的傳輸速度有所概述，或著對於臣子回奏的速

度快慢有所微詞，我們稱其為「百里文書-用法」。如以下兩篇所示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八(癸未)日 

諭、本日據湖廣永州鎮總兵顧鋐奏到兩摺。一由六百里馳遞。一則竟用八百

里飛遞。朕謂必係地方非常緊要事件。及閱奏摺。不過緝獲傳布謠言。及割

辮匪犯之事。此等匪徒。蔓延數省。文武官弁。緝有正犯。自宜星速馳奏但

由驛六百里。已足迅達。若八百里郵符本不經見。何得妄行填用駭人聽聞。

且先後止隔一日。該鎮有何迫不及待。而連發兩報。又較常加緊滋擾郵傳。

可謂全不知事理輕重。如此冒昧糊塗。於統轄營伍。尚安望其措置合宜耶。

顧鋐。著交部嚴加議處 

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二(乙亥)日 

兵部議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稱、閩省驛站。向未設馬。一應公文。俱係

人夫走遞。請酌定日行里數一摺。查定例舖兵遞送公文。晝夜行三百里。請

嗣後遇有內廷發部封寄字件。除經由各省一帶地方。仍照定限馳遞外。自遞

至閩省浦城縣起。至福州省城。無論限行三百里、并六百里。令概行三百里。

從之。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八(丙子)日 

諭軍機大臣等、董天弼自六月十五日。由打箭鑪起身。馳赴西路。酌辦進兵

事宜。距今已五十餘日。總未見其奏及一字。殊不可解。節經降旨申飭。並

令將現在情形。迅速具奏。今日閱阿爾泰奏摺內。有准提臣知會之語。可見

兩路信息。原自相通。該提督既可報知督臣。何難繕摺上聞。有何顧畏總督。

而竟一味緘默若此。且該提督既往西路籌辦進兵。即當出其不意。迅速掩擊。

使彼猝不及防。或以力擒。或以計誘。務獲渠魁。方為有濟。乃該提督到瓦

寺後。見夷人修卡據守。仍以官兵尚未到齊。復行譯諭曉以利害為詞。更屬

不曉事體。番夷既設有碉卡豫防。豈復文告可喻。該提督如此舉動。徒令番

夷輕視。如伊等惟務調停了事。毫無能為。於事豈能有濟。而伊等中無定見。

游移不決。坐失機宜。豈實心任事之道。董天弼著再傳旨嚴行申飭。並令其

將現在辦理情形。迅即由驛六百里覆奏。毋再延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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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利用系統撈出的「關於百里文書」共 15836 件，共包含上述三種類型文

件。透過左方的後分類，我們可以繪製圖 5-21。明白百里文書各朝代的分布曲線。

並點選不同文件集，繪製不同類型文件出現頻率。於表 6 中屬於八百里的文書中

共有 33 件。其中只有 14 篇是使用百里傳輸的上諭或著奏摺，其中三篇為道光年

間張格爾叛亂，七篇為咸豐同治年間太平天國，三篇為同治年間的回亂，一篇為

光緒年間為八國聯軍事件。 

 
圖 5-21. 百里速度與皇帝文件數量圖 

表 6. 百里速度與皇帝文件數量表 

 三百里 四百里 五百里 六百里 八百里 

乾隆 13 16 446 740 13 

嘉慶 3 4 36 34 3 

道光 4 4 422 637 4 

咸豐 5 1 1006 3749 5 

同治 7 1 2063 3110 7 

光緒 1 1 893 469 1 

宣統 0 0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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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百里文書統計(全部) 

 

 
圖 5-23. 百里文書統計(三百里) 

 
圖 5-24. 百里文書統計(四百里) 

 
圖 5-25. 百里文書統計(五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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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6. 百里文書統計(六百里) 

 
圖 5-27. 百里文書統計(八百里) 

另外，由於光緒時候使用百里文書的數量銳減，筆者推測與當時電報的使用

有所關連。由於電報減少了傳輸耗費的時間，故利用「電寄、電奏、電悉、電稱、

電報、電聞、電知、電飭、電商、電旨、電信、電請、電覆、電諭」等組關鍵字

進入 QSDL 搜尋共找到 5555 篇，如圖 5-28 呈現 

 
圖 5-28 電報類型文件於清實錄中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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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百里文書與電報類疊合一同，可得圖 5-30 

 
圖 5-29 百里文書 ?vs 電報 

 

 

 

5.4.2 百里文書上諭 

透過關鍵字檢索以及人工篩選，可以從清實錄中提取百里文書，但這種方式

無法針對上述三種不同類型的百里文書做分類。意即目前從清實錄中挑出的百里

文書，不只是以百里傳送的文書，還包含文章中提到百里文書，或皇帝對於使用

幾百里的傳輸速度或皇帝提到需以幾百里回傳等文件。系統無法從目前的百里文

書自動化篩選出三種類型文件，一方面是資訊技術判斷文件語意，有其侷限性和

危險性。另一方面是因為上述三種類型文件，並非完全獨立的三個類別。意即單

篇百里文書可能提到對於某則以百里速度回傳的奏摺，不甚滿意。則該篇文件可

能就同時屬於「標準百里文書」和「百里文書-用法」兩個範疇，如以下此篇，文

中提到「陳宏謀由六百里遞到奏摺」，代表的確有一份奏摺以日行六百里的速度回

奏皇上。然而從文中觀看，本篇文章其實是在講述皇帝對於臣子使用此傳輸速度

和其回報事件不對等，這樣的紀錄，就難以用「分類」的角度來實作。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四(庚辰)日 

諭軍機大臣等、陳宏謀由六百里遞到奏摺。朕意其或有緊要事件。及批閱數

摺。如報明布政使常亮員缺。已於數日前降旨、將蘇崇阿調補。至查審偽造

文札、及與浙省彙辦盜案兩事。雖曾傳諭、令其由驛馳奏。即意在迅速。亦

不過日行四百里、足矣。何必加緊若此。嗣後辦理案件。當權其緩急。不得

輕率輒用急遞。以重郵政。將此傳諭陳宏謀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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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QSDL 系統仍然可以將百里文書中屬於「上諭」的文章挑選出來。可以

透過一些模型從原本的百里文書中，找尋出使用幾百里上諭的文件。其做法為若

文章中有{將此由|並由|此旨由}(三者其一)+數字+百里。則符合要求。如以下例子 

 

 

 

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六(丙申)日 

又諭、據恒瑞等奏、西藏喇嘛。支領官茶。行至梨樹溝地方。遇賊七十餘

人。劫去千餘兩貨物。此輩原係巴塘之人。常出為匪。現在帶兵圍住巢穴。

迅速勦辦。庶可寧謐地方等語。前因該處人不靖。已賞給達賴喇嘛。乃猶

怙惡不悛。竟敢搶擄歲支官茶。若不痛加懲治。何以昭示炯戒。恒瑞等、

勇往可嘉。著傳諭伊等、即照所奏辦理。但接應班第達聲勢。亦屬緊要。

索琳、係經事歷練之人。伊即帶兵前往。此際班第達、前至甲木喀。如何

辦理。其賊勢若何。即行奏聞。將此旨由六百里馳遞。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四(己未)日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禮部奏、越南使臣齎到該國王奏疏。鈔錄呈覽一摺。

據該國王奏稱、河楊興化諸匪巢。獨力攻勦。顧此失彼。山興宣三轄蔓匪。

仍復猖獗。請飭派兵會勦等語。越南國邊地被匪竄擾。前經諭令馮子材督

飭官軍。出關勦辦。嗣以兵勇不宜久駐外國。且慮有騷擾情事。是以准

劉長佑等所奏。將各營陸續撤回。茲據該國王具疏籲請。朕睠顧藩封。殊

深軫念。此時粵西官軍。如令出境勦匪。究於該國有無裨益。且不至別滋

事端之處。著劉長佑、馮子材、悉心妥籌。迅速具奏。並著禮部傳令該國

王知悉。該國王原奏。著鈔給劉長佑、馮子材閱看。將此諭知禮部、並由

五百里諭令劉長佑、馮子材知之。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七(壬申)日 

諭軍機大臣等、諾穆親奏、滇省銅廠。有應行查辦之事。已派侍郎袁守侗、

馳驛前往雲南。會同該署撫李湖、秉公查審。據奏到單內。有布政使錢度

第三子起程、及藩幕葉姓行二回浙之語。二人係案內應行質訊之人。著薩

載、富勒渾、即於各原籍、密行查明。迅委妥員。押赴滇省質審。仍行具

摺覆奏。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 



 

 69

利用上述方式，從原來 15836 篇百里文書中，我們挑出 15273 篇符合上述條

件的百里文書，將其歸納為「百里文書-上諭」，但是剩餘的 563 篇百里文書中，仍

可能有上諭。故將剩餘的百里文書以人工閱看，又額外挑出 247 件屬於上諭的百

里文書，故於目前的 15836 篇中共有 15520 篇百里文書屬於上諭，並根據上諭的

百里傳輸速度和不同帝號時期以折線圖呈現，如圖 5-31 及表 7 

 
圖 5-30 百里文書-上諭分布圖 

 

表 7 百里文書-上諭數量表 

三百里 四百里 五百里 六百里 八百里 

乾隆 12 283 416 639 0 

嘉慶 0 16 11 7 0 

道光 1 365 397 592 2 

咸豐 0 250 1000 3735 0 

同治 0 459 2059 3104 0 

光緒 0 821 891 46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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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表 6 中屬於八百里的文書中共有 33 件。其中只有 14 篇是使用百里傳輸的

上諭或著奏摺。從表 7 可知這十四篇中又只有三篇為八百里上諭。其中兩篇為張

格爾之亂，一篇為八國聯軍。由於八百里具有特殊意義，於整部清實錄中，亦只

有此三則是以八百里上諭。故特將全文列於下 

道光七年四月七日 

諭軍機大臣等、長齡等奏、大兵克復喀什噶爾。捦獲賊目。逆裔張格爾、已乘間竄逸。現分兵追

捕一摺。大兵自進勦以來。連獲勝仗。數日之間。乘勝進攻。茲復竭兩晝夜之力。克復喀什噶爾。

實為迅速可喜。該將軍等鼓勇直前。將士人人效命。固堪嘉獎。惟張逆勢窮竄逸。久在朕意料之

中。屢經飭諭長齡等設法堵截。防其潛遁。不啻至再至三。乃大兵已臨城下。功在垂成。猶任逆

裔乘間竄逸。覽奏實深痛恨。殊失朕望。據活賊供稱卡倫以外。現有黑帽回子堵截。霍罕又與該

逆不睦。不敢竄往。因逃赴英吉沙爾、葉爾羌、苟延殘喘。賊情詭譎。均不可盡信。並恐逆賊聲

言他往。為緩我追兵之計。現獲活賊甚多。逐細向其嚴究。當可得逆酋實在蹤跡。此時既有該逆

帶領騎賊逃逸之供。其非臨陣殲斃可知。該將軍等分兵追捕。當已布置周妥。總須將張逆設法

拏。務在必獲。或直逃往英吉沙爾、葉爾羌。抑或竟逸卡外。務即嚴密兜截。迅速掩捕。毋得再

任遠颺。尤當據實奏聞。現雖安撫黑帽回子、於卡外截拏張逆。恐尚未能得力。必當嚴行檄諭霍

罕、及布嚕特。一體效順捦渠。照格封賞。如竟敢縱匿。即當移兵進勦。想該將軍等已計畫施行。

若此番興師致討。僅捦一二逆裔家屬。即可塞責。豈非徒勞師旅。虛靡帑項。該將軍等屢承諄諭。

將來何顏見朕。現在長齡留駐喀什噶爾。帶兵若干。楊遇春、武隆阿、向英吉沙爾、葉爾羌進勦。

帶兵若干。兵以分而見單。總應隨時隨地。體察情形。相機調度。如此時喀什噶爾賊勢尚眾。須

用重兵鎮撫。該參贊等即當酌分兵力。留助長齡。儻英吉沙爾葉爾羌兩處軍情緊要。喀什噶爾無

須多兵駐守。即將得力將領官兵。酌調前往。隨同該參贊等勦捕。務期聲氣相通。加意慎重。無

致墮賊奸計。至張格爾之妻。前有拘禁霍罕之說。今愛則爾畢比等三口。是否係其原妻。抑進卡

後始行招納。必須根究明確。如是其原妻。即行解京。若祇隨時擄掠。該將軍等訊明即在該處正

法。儻已起解在途。亦即酌量前途地方。知會該處就地辦理。其巴布頂之子呵里雅、仍即派委妥

員解京。無稍疏懈。將此由八百里。諭令知之。尋奏、前獲張逆之妻愛則爾畢比等三口。查均係

進卡後招納。現已正法。巴布頂之子呵里雅現委副都統容安。小心押解進京。報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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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三件以外提到的八百里的文書，於乾隆時期曾經密集被提及。其主要

講述一總兵顧鋐以八百里奏摺奏報無關緊要的小事，惹的乾隆大為光火，連發近

十篇諭令訓示。由於故事甚為有趣，故不只將含有八百里的文件列出，也同時將

清實錄中含有顧鋐的條目列出，以更了解前因後果，其全文列入如下。 

 

乾隆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壬申)日 

以廣東督標中軍副將顧鋐、為湖南永州鎮總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癸亥)日  

諭軍機大臣等、據裕祿奏、各國洋兵欲行占據大沽礮臺一摺。事機緊迫。兵釁

已開。該督須急招集義勇。固結民心幫助官兵。節節防護抵禦。萬不可畏葸瞻

顧。任令外兵直入。設大沽礮臺有失。定惟該督是問。兵機頃刻萬變。朝廷不

為遙制。該督若再貽誤。試問能當此重咎乎。將此由八百里諭令知之。★現月

☆ 

道光八年正月二十三日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長齡等馳奏、張逆已於除夕生捦。檻送京師。派誠端、吉

勒通阿、祥雲保、帶領吉林、黑龍江、官兵。押解前來。東三省官兵。已經全

撤。哈哴阿無須再往軍營。著那彥成於何處接奉此旨。即傳知該都統會同誠端

等、押解張逆來京。前據那彥成奏留吉勒通阿、赴喀什噶爾差委。現經張齡派

令押解張逆。亦即令其來京。無庸再行帶往。現在逆首雖已就捦。其善後事宜。

尚須妥為籌辦。本日已降旨。令長齡於交卸後作速來京。那彥成仍當遄速前赴

喀什噶爾。與長齡會晤。以便長齡將一切經手事件。面為交代。即帶揚威將軍

印信。起程回京。該督與楊芳、武隆阿、務將應辦善後各事。妥協經理。以副

委任。將此由八百里諭知那彥成。並諭長齡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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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八(癸未)日  

諭、本日據湖廣永州鎮總兵顧鋐奏到兩摺。一由六百里馳遞。一則竟用八百里

飛遞。朕謂必係地方非常緊要事件。及閱奏摺。不過緝獲傳布謠言。及割辮匪

犯之事。此等匪徒。蔓延數省。文武官弁。緝有正犯。自宜星速馳奏但由驛六

百里。已足迅達。若八百里郵符本不經見。何得妄行填用駭人聽聞。且先後止

隔一日。該鎮有何迫不及待。而連發兩報。又較常加緊滋擾郵傳。可謂全不知

事理輕重。如此冒昧糊塗。於統轄營伍。尚安望其措置合宜耶。顧鋐。著交部

嚴加議處 

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十三(丙子)日  

諭、前經降旨。令各省提鎮。照藩臬之例。三年奏請陛見一次。如未允准。仍

於次年具摺請旨。此指曾經陛見者而言。今顧鋐自補授總兵以來。未經陛見。

雖於到任之初。奏請一次。其時並未允准。該鎮仍當於次年專摺請旨。何得率

照已經陛見人員之例。復越三年。始行續奏。殊屬不合。顧鋐著交部議處。嗣

後各提鎮。有似此逾期者。並著該部查明參奏 

乾隆三十年正月三十(丙子)日 

是月。署湖廣總督湖北巡撫王檢奏、永州鎮總兵顧鋐、参揭把總胡玉龍、未能

管朿兵丁。該城門無一人看守。隨據鎮標遊擊沈菁莪稟稱、顧鋐因胡玉龍、代

辦船隻不喜。捏故詳革。且縱用長隨稿房書吏。總兵顧鋐、遊擊沈菁莪、均請

勒下督臣確訊。得旨、此正宜汝即行審理之事。況督臣迴任。尚需時日。何必

避嫌推諉。是汝不是矣 

乾隆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八(丁丑)日 

諭軍機大臣等、顧鋐摺奏、新寧縣罷市一案。有千總向萬功、嚴切曉諭。始行

開舖之語。甚屬非是。前據李勳奏到。該千總既不能彈壓於前。又復沿街步行

懇求於後。怯懦無能至此。尚安能曉諭嚴切。該總兵欲將此事奏聞。自應據實

入告。或以撫。提。諸臣已經辦理。即不另具摺。朕亦豈必加之責備。似此含

糊取巧伎倆。朕肯容其嘗試耶。顧鋐。著傳旨申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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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九(甲申)日  

諭、昨因總兵顧鋐、連發六百里八百里、摺二件。滋擾郵傳。駭人聽聞。已降

旨交部嚴加議處。本日又由驛遞到八百里奏摺。雖據稱有續獲藏帶牛肉頭髮之

僧人五名情節。而摺內夾有紅紙單帖。內稱查辦割辦匪犯四次諭旨。俱係接准

提督移咨。總督定長。並未專行。不知何故。切勿以臣言申飭等語。已極荒唐

可詫。其餘各摺。一請來京陛見。有面陳之語。俟伊父九月十六日生辰後起程。

一請外省設立品級石。頒發大清會典。及武鄉會試添四書題論諸條奏。此等不

急細務。及陳請陛見。豈有由驛加緊馳遞之理。又其奏封內有書冊一函。朕初

以為或查出地方邪教逆詞等事。及經拆閱。乃係顧國泰詩集。並有顧國泰請安

叩賀天喜一摺。種種妄誕乖謬。實出情理之外。顯係喪心病狂。實屬可惡。顧

鋐著革職。交與總督定長。即行鎖拏。派委妥員解送來京。交軍機大臣嚴行審

訊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八(癸未)日  

又諭、據永州鎮總兵顧鋐馳奏、於祁陽縣、拏獲傳布謠言之李彩玉等七犯。又

於寧遠縣城外盤獲割辮匪犯鄔文才等五名等語。此案惡匪蔓延數省。雖各處皆

有弋獲人犯。但未得有實在根線。今該處獲犯兩起。一則傳貼詭異字樣。一則

攜有符書藥包。湖南向習符水邪術。與匪犯形跡。較為相近。自當從此究出頭

緒。著傳諭方世儁。即將解到各犯。逐一研鞫。如有應行根緝之犯。即速就近

查拏。並令定長會同設法詳訊。務得正犯實供。毋稍任其狡展。並當由此根尋

造謀巨魁。以靖逆跡。再山東省獲犯通杲。曾供有湖廣僧人同夥之事。昨據程

燾奏稱、現在赴各地方查捕。可見楚省奸黨。實與各處通連為惡。或即係伊等

傳授。亦未可知。務須平心耐性。訊其與山東等省匪黨。交結確據。以便窮追。

如該犯一味游供。不肯遽行吐實。即將該犯等管押解京。令與山東解京各犯質

對。至湖南既有此等匪徒。在彼散布謠言。則湖北境內。亦不能保無潛蹤滋事

之人。該督撫等。並應上緊嚴密查拏。毋使要犯倖逃法網。今顧鋐二摺。一用

六百里一則竟用八百里飛遞。如此張皇失措。可謂全不知事體輕重。已有旨交

部嚴加議處。觀此舉動。則其平日所為。大概可知。著定長將該鎮居官如何之

處。據實奏覆。又其初次奏函內有叩賀天喜一摺。更不解其何意。並著該督問

明顧鋐。一併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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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三十(乙酉)日  

諭軍機大臣等、連日據永州鎮顧鋐馳奏、拏獲傳布謠言。翦割髮辮匪犯數起。已諭定長

等。悉心研究。務得確情。今提督福永。亦據顧鋐稟報情節。具摺奏聞。已於摺內批示

顧鋐以此等緝匪事件。疊用八百里馳遞。過涉張皇駭人觀聽。且以尋常條奏、及陳請陛

見。並將顧國泰詩冊。一併附呈。實屬喪心病狂。已降旨將伊革職拏問。觀其舉動乖張

若此。所獲各犯。亦恐不無妄供誣賴之弊。但此等游方僧道。形跡既涉可疑。而謠言帖

內。又有異樣字跡。或果與匪徒交涉。或別有邪術流傳。均未可定。該督等務須平心靜

氣。反覆研鞫。俾無遁情。不可因顧鋐之人不足取。心存成見。致令情偽難分。如能審

有端倪。即須根尋蹤線。速獲正犯。以靖地方。若審明實無影響。亦即取保省釋。勿累

無辜。設係兵役等。有心誣陷。並將栽害之人。從重治罪。如此分別辦理。方不致失之

枉縱。至永州。僅屬一隅。所獲即有數案。其餘各屬。何未聞獲有匪犯。則所謂認真查

緝。仍係虛應故事。著該督等再行嚴飭所屬。上緊查拏。勿稍疏懈。並諭文武大小員弁。

知顧鋐之獲罪。乃其荒唐乖謬所致。伊等若因此稍懷畏懼緝捕不力。是又因噎廢食其取

戾更重矣著將此一併傳諭程燾知之。仍即速行回奏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九(甲申)日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永州鎮總兵顧鋐奏、拏獲傳布謠言。及翦辮匪犯二摺。係由驛六百

里。及八百里。先後拜發。業經降旨將顧鋐交部嚴加議處。並傳諭定長等。將伊平日居

官如何之處。查明具奏。乃今日復據伊八百里遞到奏摺三件。暨顧國泰詩集一冊。似此

荒唐謬妄。實屬喪心病狂。已降旨將顧鋐革職。著定長即將伊鎖拏。派委妥員嚴行管押

進京。交軍機大臣究審。並飭沿途小心防範。勿得稍有疏虞。顧鋐如此舉動乖張。則其

平日之妄作妄為。必有類此出於情理之外者。該督撫豈竟毫無聞見。保以不及早參奏。

定長素性疲懦。於此等人。每務姑容。殊屬非是。著即將顧鋐任內。種種乖謬不法劣跡。

據實查明具奏。如稍涉瞻顧迴護。則是自取罪戾矣。至顧鋐昨日所奏拏獲二案。已諭方

世儁。就近查訊。有應根緝要犯。即上緊查拏。並諭定長悉心研究。追求正犯蹤線。今

復據盤獲帶有牛內頭髮之僧人覺性等五名。並著交定長方世一併嚴切詳鞫。不得因顧

鋐為人荒謬。遂併其所奏之事。亦不認真查辦。以致因噎廢食著傳諭定長等即速審明。

務得確情。詳晰覆奏。所有顧鋐奏事原摺。併著鈔寄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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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九(甲寅)日 

湖廣總督定長、湖南巡撫方世儁覆奏、永州鎮總兵顧鋐。平日居官。尚無乖謬

劣蹟。報聞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七(壬子)日 

又諭曰、定長等奏、拏解革職總兵顧鋐一摺。內稱查詢顧鋐。別無登答。惟喊

妖說怪。毫無倫次。患病情形。似非虛飾等語。顧鋐即係病狂喪心。一時不能

詢得實情。而其父顧國泰、現在伊子任所。並未瘋迷。且摺片內自稱係乾清門

一等待 、協理光祿寺卿。有何憑據。甚至將自作詩集。封函由驛八百里馳進。

荒誕乖張至此。是誠何心。定長接奉諭旨。令其就近查奏。何難逐一詢問。乃

摺內並未提及一語。甚屬糊塗不堪。所辦何事。著傳諭定長等。即將顧國泰提

詢。速行覆奏。仍遵前旨、將顧國泰革去頂帶。一併送京。尋奏、前次奉旨後、

即將顧國泰革去頂帶。提省親驗。實已年老癰廢。問之。不知對答。其請安等

摺。查係顧鋐所為。其自稱侍 一節。據顧鋐之妻馬氏稱、聞係癸巳年武進士。

癸卯年加光祿寺卿銜。甲辰年致仕。然係聽聞。並無憑據。其在伊子任所。尚

無滋事之處。業於九月二十八日委員送京。報聞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九(甲午)日 

諭軍機大臣等、據定長奏、總兵顧鋐於八月二十一日。陡患痰症。眼目無神。

言語舉動。均無倫次。察其病勢。驟難痊愈等語。前因顧鋐連發八百里驛遞。

並將無關緊要條奏。及伊父顧國泰詩集附進。實屬喪心病狂。已降旨將伊革

職拏問。交定長派員解京。今雖據該督奏稱、顧鋐陡患痰症。但計其發報之

時。尚在未病以前。何先已荒唐至此。著傳諭定長。仍遵前旨派委妥幹員弁。

將顧鋐解京候審。伊既係痰迷之人。沿途尤宜小心防範。毋得稍有疏虞。所

有令該督查訪顧鋐任內。有無乖張不法之事。亦遵前旨速行查明。據實奏覆。

至顧國泰具摺、稱係乾清門一等待衛、協理光祿寺卿。並著定長就近查詢。

伊係何年侍衛。何年協理卿事。有何憑據。即行覆奏。再顧國泰並無奏事之

職。忽爾具摺請安賀喜。殊屬妄誕。看來亦非安分之人。即在伊子任所。亦

恐不無滋事情節。該督一併查訪明確奏聞。并將顧國泰革去頂帶。一併送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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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十七(辛未)日 

軍機大臣等奏、審訊革職湖南永州鎮總兵顧鋐以無關緊要事件。由八百里馳奏。

舉動乖悖。實由病瘋所致。請交部監禁。從之 



 

 77

Chapter 6 結論與討論 
 

清實錄數位化資料處理，到目前為止的研究成果已經能夠回答幾個基本的問

題。比如說，清實錄中共有約三十二萬筆條目。皇帝於一月及六月紀錄事件較其

他月份少。於月首日和月末日紀錄事件較為頻繁慎密。清實錄資料庫的建置，對

於清代歷史研究，開啟了新的研究方向。資料庫系統的建置，更讓研究者能夠開

始以不同過往的方式去看待文史資料。比如說以年代數據統計分布看待，或從關

鍵詞頻的高低起伏觀察清實錄，皆是一種新的方式。本次研究將數位化資料切割

條目且標示時間資訊，並匯入資料庫系統以方便研讀清實錄。資料庫系統的建置，

讓找尋史料花費的時間大幅縮短，除此之外，透過時間標記，能夠將某些詞彙的

分布頻率，以統計資訊的方式去解析文件。這些工作對於傳統文本鑽研方法，是

截然不同的面貌。 

    標示時間，僅僅是數位研究的一環。除了時間以外，針對人物、地點、事件、

物品等不同類型的標示，皆有可能採掘出新的可能。可以想像當這些資訊都於文

件中標示，就可以不只從時間的角度觀察，而可以從其他維度如地方、人物等不

同角度去剖析文件，甚至以多重維度去觀察文件。本次研究有嘗試想要加入人物、

地名、物品、事件的標示，然而因為時間上的不足和人力的極限，其結構的完整

和慎密程度，都還不足以作為研究論述，會於此處提及而並未放入本篇論文主文，

是提醒這部份的研究還不夠謹慎，但仍希望能夠給予研究者更多屬於清實錄數位

人文研究可能性的樣貌。 

 

地名 

本次研究中參考「1820 中國地理坐標資訊」表，做地名處理。如表 8。我們

將清實錄中符合的地名標示，並同時給予其經緯度座標。 

 

 

 

 



 

 78

表 8 1820 中國地理坐標資訊實例 

名稱  經度  緯度  地理層級  所屬省別  所屬府別  

直隸  116.368  39.9314  省  
 

甘肅  103.847  36.047  省  
 

裴子巖鎮  115.04  35.0946  村鎮  直隸  大名府  

白溝店  116.008  39.1105  村鎮  直隸  保定府  

清河門  121.407  41.7569  村鎮  盛京  錦州府  

棗強縣  115.718  37.5026  縣  直隸  冀州  

武邑縣  115.891  37.806  縣  直隸  冀州  

南宮縣  115.38  37.3592  縣  直隸  冀州  

保定府  115.485  38.7566  府  直隸  保定府  

大名府  115.147  36.2755  府  直隸  大名府  

河間府  116.086  38.4357  府  直隸  河間府  

 

以本次研究中的「百里文書」為例。研究者就可以繪製出圖 6-1。以地圖觀看

歷史。 

 
圖 6-1 百里文書於中國地圖分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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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也可以利用經緯度找尋百里文書中，最東方、最西方、最南方、最北方

的文件。如下例 

 
最西方的百里文書 

拉克沙-新疆-喀什噶爾-72.5008-38.3714 

道光七年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長齡等由六百里加緊奏報。朕意必是捦逆捷音。或得其逆

屬。乃覽奏祇係跟捕張逆。並殲勦和闐逸匪情形。又成虛盼。張逆前在木吉藏匿。

又竄到拉克沙地方。距喀拉提錦布嚕特愛曼較近。經長齡等檄令該部落、幫同官

兵設法圍拏。副將郭繼昌等、即在倭里塔克暫劄。俟拜哈第等確探的信。馳往密

捕。困獸猶鬪。總須加意隄防。乘機掩取。勿任再竄。至霍罕不肯借兵助逆。並

有要拏該逆獻功之說。其言似屬恭順。但長齡等兩次差派回子、前往諭捦張逆。

並令將該逆妻子、同巴布頂之子、先行送出。何以至今未得回報。其言恐不足憑

信。惟既稱逆自效。亦可乘機導諭催令縛逆、及獻出逆屬。以膺封賞。至提督

達淩阿送到自卡外投出陝西民人白鳳儀等。稱係什克南伯克庫布特差來報信。經

長齡等飭該民人白鳳儀、同葉爾羌伯克回子、前赴什克南給諭獎勵。令其設法捦

獻。照格封賞。毋洩風聲。所辦尚屬妥協。朕心懸萬里。亟望捷音之至。總以必

獲張逆為要計。此時克復四城。已及數月。一切應行查辦之事甚多。何以未據該

將軍次第具奏。長齡惟當一面督飭將弁。設法拏首逆。一面將善後事宜。悉心

覈酌。趕緊妥辦。毋再以空言塞責。至楊遇春已有旨令其來京陛見。今奏楊遇春

於本月十八日帶領馬步官兵三千餘名出卡接應。自係尚未接奉前旨。此時該署督

曾否折回。著長齡體察情形。如必須楊遇春出卡。即著仍留該處。暫緩來京。如

楊芳可以接辦。仍遵前旨。令楊遇春來京陛見。回署陝甘總督本任。嗣後拏獲張

最北方的百里文書 

漠河-黑龍江-黑龍江副都統轄區 -122.338-53.4802 

光緒十一年 

又諭、現聞越界穵金之俄人。業經該國出示收回。所有漠河山金廠偷穵華民。

自應一律嚴禁。著文緒等督飭卡倫官兵。隨時認真巡查。毋任再有偷越情事。

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現月☆ 



 

 80

逆。馳報紅旗。用八百里具奏。或探得張逆確信。即日可以成捦。用六百里加緊。

至辦理善後事宜。及一切覆奏。止准用五百里馳報。不得概用六百里加緊。漫無

區別而勞驛站。所奏赫子爾拉克地方。有馬步賊匪數百人。經郭繼昌等帶兵追勦。

殲斃賊匪二百數十人。捉獲活賊十四名。及在和勒木地方拏獲在逃賊目伊滿等八

名。俱係張逆信用頭目。訊明正法。辦理俱好。其烏什黑帽回子。糾眾被戕。及

曉諭布嚕特回報獻馬各情。所奏均悉。至穆圖巴拉父子效順被害。情殊可憫。著

長齡等確查該阿渾有無子嗣。奏請恩卹。其依斯瑪依爾、既據伊兄玉素普稟稱、

該回子曾經從逆。其在臺迎候。並非出自誠心。著毋庸議卹。以示區別。玉素普

竟能大義滅親。可嘉之至。其偽阿奇木伯克阿布拉攻陷和闐。甘受偽職。前經降

旨革去頂帶。留營效力。該伯克並未出力。及暫留待質安集延頭目推立汗。狼子

野心。經長齡等將該二犯淩遲處死。亦足伸國法而快人心。又據奏巴哈布甚為出

力。前已有旨令其署理葉爾羌幫辦大臣。毋庸飭回本任。至呂天俸病未復元。漢

中地方緊要。著即令其回任。所帶漢南官兵。即派參將唐俸妥為管帶。俟事竣再

行撤回。至凱撤官兵。前經長齡等奏撤二千四百餘名。茲又據奏凱撤三千六百名。

俱著照所奏辦理。現在軍務大局已定。無庸多留兵力。凱撤為第一要務。著長齡

酌量情形。四城應行留防若干。阿克蘇烏什二城、應否酌留若干。勦捕張逆需用

若干。此外多餘官兵。即令全撤。次第起行。以節勞費。葉爾羌大臣印信。著交

禮部補鑄頒發。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知長齡、武隆阿、楊芳、並諭楊遇春知之。 

最東方的百里文書 

闊吞-吉林-三姓副都統轄區-140.206-51.7388 

咸豐五年 

諭軍機大臣等、景湻奏、分界委員、會晤夷使、先行稟報情形一摺。吉林委員富

尼揚阿等、與庫倫黑龍江委員會合前行。途遇先遣迎探之委官台恒等回稱。在闊

吞屯地方。會見俄囉斯夷人木里斐岳幅。取出伊國圖式。指稱原定界址。自格爾

畢齊河長起。至興安嶺陽面各河長止。俱係俄囉斯屬界。欲將黑龍江、松花江左

岸。以及海口。分給該國守護等語。黑龍松花兩江。皆係中國地界。何得請給該

國。顯有窺伺侵占之意。至該夷使所稱、自格爾畢齊河長起。至興安嶺陽面各河

長止。俱係該國地界。有無確據。上年景湻奏、欲令該委員等、前往東海。將立

碑分界處所查明。此時三省委員。會同前往。如果查明立碑處所。即可杜其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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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黑龍江松花江左岸。其為中國地界。確然無疑。該夷膽敢欲求分給。居心叵測。

恐犬羊之性。難與理論。著景湻作為已意。告以中國法制森嚴。守邊大臣。於邊

界事宜。違例奏請。即應革職治罪。斷不敢據爾國無理之言。冒昧入奏。自干罪

戾。其闊吞屯所葢房屋。既以防堵英夷為名。止可暫行借住。至費雅哈人等居住

年久。斷難令其移居。景俟會勘委員如何回覆。即一面剴切曉諭該國。一面將

辦理情形。密為馳奏。切不可告以業經入奏。請旨辦理。以致該夷妄生覬覦之心。

一旦有旨拒絕。轉或滋生事端。此事關繫重大。該將軍務當遵照此諭、斟酌盡善。

相機妥善。是為至要。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這些文件過去難以找到，一方面閱讀文字較難以以地理圖像結合，另一方面

是也較難以針對每筆地名去查詢其經緯度，然而資訊技術卻能夠達到此目的。 

 

人名 

人名部分，本次研究主要依據故宮人名權威檔，其檔案格式如表 9，會同時記

最南方的百里文書 

崖州-廣東-瓊州府-109.167-18.3755 

乾隆四十六年 

諭軍機大臣等、據巴延三奏、正月二十四日崖州官坊村黎人、糾集抱碟糞洗、

只酉、湳辦、只浩等村黎匪。持弓執刀。放火殺民人。署瓊州府知府丁亭、

已兼程前往督拏查究起釁根由。并搶劫情事並據瓊州鎮具稟派遊擊海慶帶兵一

百名先往督拏巴延三即起程速往。相機督辦一面飛飭該鎮。酌帶弁兵。星急馳

往會同妥辦等語黎人敢於糾集人眾搶掠村莊殺害民人實屬不法即使該處村

民。平時或有欺壓黎人之事以致受侮不甘。亦當向地方官控告辦理。何得擅自

仇殺此等野性難馴之匪徒。不可不從嚴究辦。著傳諭巴延三督同文武員弁上緊

搜捕并究出起意為首、及附從匪犯。逐一根究。如有竄匿五指山內者。務須搜

查淨盡。以示懲創。至該處地方官。倘有擾累黎人。或該處村民。平時欺壓黎

眾。以致激成事端。該督亦須徹底根究。據實嚴參該處起釁滋事村民亦應一律

嚴辦。不可稍存袒護再該鎮總兵衡、遇有此等匪徒劫殺重案。即應親往督捕。

乃僅派遊擊海慶前往殊屬怠玩著巴延三傳旨嚴行申飭。將此旨由五百里發往。

仍將現在查辦情形。迅速具奏是日、駐蹕法華村大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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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人名、官職，以及上下朝代時間。本次研究利用此表，將人名標示，並同時標

示其符合當時年代的官名。 

 

表 9 故宮人名權威檔 

人名 官職  上任年代 卸任年代  
敖拜 騎都尉  天聰八年 順治五年  
敖拜 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康熙五十二年 雍正五年 
敖拜 三等侯  順治七年  順治八年 

 

多維度研究 

本次研究中的「百里文書」，其中挑出約兩千多件文書，提到外國相關。也就

是英、法、美、俄、普魯士、日本、緬甸、越南等國。如本研究論文中，圖 5-13

之處，透過一連串的關鍵字搜尋所抓取出來。以人工所抓取的關鍵字，儘管已經

相當小心，但必然仍不夠慎密，故此處研究也尚不足作為研究數據，於本章節只

是提出來，提供更多對於數位人文研究的感覺。如果研究能夠將這兩千篇文件中

有提到各國相關的文件分門標籤，則研究者就可以透過系統，繪出各國於清實錄

中被提及的頻率折線圖。如圖 6-2 所示，我們從中依照各國出現頻率繪製折線圖。 

 

 
圖 6-2 百里文書中提到各國的文件 

針對上述研究成果，我們可以依照提到各國的文件繪製地圖，如圖 6-3 為百里

文書中提到英國的文件，將其標示地點。這邊強調標示地點的方式，為文件中有

提到此地即標示，亦即一份文件中可能有多個點，且不一定是此則事件發生的地

點。就以研究圖來說，此份地圖仍然有其盲點，但也並非全然無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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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百里文書中提到英國地方示意圖 

 

透過之前的人名標示和目前挑出的百里文書中提到外國的文件中，我們可以

做人名詞數統計。了解到清實錄中，在這些提到外國的文件中，最常出現的人名。

如表 10 所示。 

表 10 百里文書中提到外國文件中人物詞頻(出現文件數) 

  咸豐    同治    光緒  
僧格林沁  256 李鴻章 441 李鴻章 378 
桂良  238 曾國藩 331 岑毓英 198 
恆福  175 榮全  259 左宗棠 169 
何桂清  150 明誼  192 張樹聲 124 
薛煥  149 明緒  174 金順  103 
文煜  104 左宗棠 165 倪文蔚 101 
奕訢  103 薛煥  162 徐延旭 96 
怡良  94 沈葆楨 160 沈葆楨 81 
蘇里  80 田興恕 144 劉坤一 74 
葉名琛  78 馮子材 138 曾國荃 71 
景  78 常清  133 張之洞 66 
奕山  69 崇實  131 吳大澂 62 
特普欽  64 奎昌  131 劉錦棠 58 
勞崇光  63 駱秉章 125 劉永福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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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保  59 景廉  117 丁寶楨 55 
許乃釗  52 都興阿 112 李瀚章 55 
吳健彰  50 滿慶  106 裕寬  53 
崇綸  49 麟興  104 彭玉麟 51 
曾國藩  48 李雲麟 98 丁日昌 51 

 

將人物、地點標示，更可以看到一個人物的移動軌跡。如圖 6-4,6-5,6-6 分別

為左宗棠於百里文書提到外國的文件中，三個年代的文件地點標示圖。從此三份

圖中，可以觀察到提到左宗棠的文件中，所講述的地點，隨著年代不同有明顯的

變化。其中 6-4 圖，也就是 1860-1870 的分布圖中，多是與英法相關的文件。而圖

6-5 為 1870-1880 的分布圖中，則多於俄國相關。而圖 6-6 1880-1890 的文件中則

多與法國相關。於表 11 則是左宗棠於故宮人名權威檔中資料，用以輔佐對照不同

時期地圖。 

 
圖 6-4 1860-1870 左宗棠於百里文書提到外國事務文件地理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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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1870-1880 左宗棠於百里文書提到外國事務文件地理分布圖 

 
圖 6-6 1880-1890 左宗棠於百里文書提到外國事務文件地理分布圖 

表 11 左宗棠於故宮人名權威檔中資料 

人名 官職 上任年代 卸任年代 

左宗棠 浙江巡撫 咸豐十一年 同治二年 

左宗棠 閩浙總督 同治二年 同治五年 

左宗棠 浙江巡撫(閩浙總督兼署) 同治二年 同治三年 

左宗棠 一等恪靖伯 同治三年 光緒四年 

左宗棠 陝甘總督 同治五年 光緒六年 

左宗棠 騎都尉 同治九年 同治十二年 

左宗棠 協辦大學士 同治十二年 同治十三年 

左宗棠 東閣大學士 同治十三年 光緒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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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 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 光緒元年 光緒六年 

左宗棠 兩江總督 光緒七年 光緒十年 

左宗棠 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 光緒十年 光緒十一年 

 

上述舉個幾個例子中，雖然並非胡亂完成，但仍然有其盲點和瑕疵，尚不足

作為研究依據。收錄於此，只是希望提供對於清實錄的數位人文研究想像，能夠

更具體。未來希望人名、地名的標示能夠更精確，以達到足以作為參考工具的數

位資料。 

    數位人文研究提供一個多方面的工具。我將其歸納為三方面，第一方面是類

似字典工具。想像當在翻閱資料的時候，身邊需要對照的參考資料。系統將需要

查照的資料，鑲嵌入文本中，減少人比對需要耗費的時間，就像是身邊有一本字

典，若有需要可隨時找到相關資料。如本次研究中，將每篇日期，對應到西元年

月日，研究者將不需要翻閱中西曆對應轉換，就可以知道日期資訊。而或如本章

節中提出的，將地名標示經緯度，或將人名標示當時官職資訊等。第二方面，類

似汽車儀表板的概念，將所有相關的資料統計，以圖表等方式呈現在研究者面前，

讓使用者可以同時掌握以不同方式呈現的資料，而從中獲得有趣的端倪或線索。

如本次研究中將清實錄以多重關鍵字折線圖繪出，圖像的直觀，會比文字和數據

更讓人直接地感受其出現頻率高低起伏，或如本章節所提到的以地圖型式呈現搜

尋樣貌。第三種類型，是「模擬文具」，是將系統建置如同一張書桌。本次研究

中 QSDL 系統提供類似「文件夾」「螢光筆」等不同功能，讓使用者可以輕易於

系統上模擬類似的功能，分類資料並且標計資料。 

    然而數位研究仍然有其危險性。以本次建置的清實錄系統中，我們就不難發

現有許多的小疏漏。最主要的原因是數位化過程中，人畢竟有所瑕疵，於打字過

程中，會有漏字或打錯字等不同的狀況，有可能會造成搜尋結果有所缺漏。比如

說於這次百里文書中找到以下片段，「將此由一百里諭令知之」，想來大為驚奇，

此為唯一一筆日行一百里的文書。然而翻閱清實錄紙本原文時候，就會發現是當

初數位化過程疏漏，其原文應為「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而或是假設我們要

從資料庫中找尋有關「山東省」的文件。若單純於搜尋列中輸入「山東」，其所

呈現的結果，雖然會包含很多「山東省」的文件，但也會同時包含許多「西至黃

河木納漢山東至宣府自歸化城南」等是形容某山東邊的資料。因此若以「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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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關鍵字作為山東出現於清實錄中的依據是錯誤而且危險的。系統提供的前後綴

詞功能，就同時也希望能夠解決如此問題。比如說前後綴詞系統中輸入山東，就

能挑出較長且較精準的關鍵字組，如「山東巡撫」，而不會挑選容易瑕疵的關鍵

字組。 

    舉上述例子並非要強調資料庫錯誤，不足以信任。而是要強調清實錄資料庫

系統的建置，是一把開啟寶庫的鑰匙，可是這個寶庫，我們雖然透過系統清理並

分門別類整理，但仍然充滿著許多陷阱和盲點。於使用本資料庫系統的時候，必

須經常於不疑處有疑，除了對於數位化檔案的懷疑以外，也要經常思考自己於資

料庫系統的搜尋方式是否足夠慎密和是否有例外，才能夠盡量的減少錯誤和瑕

疵。我相信，這樣的資料庫，能夠開啟清實錄研究的新頁，也帶來數位人文研究

新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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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出處表 

★現月☆ ★外記注硃簽☆ ★摺包歷科狀元策☆ 

★摺包☆ ★摺奏☆ ★折包☆ 

★電寄☆ ★殊簽☆ ★據黃綾本例☆ 

★隨手☆ ★隨手東華續錄☆ ★禮部檔☆ 

★洋務☆ ★外記注早事☆ ★洋務明發☆ 

★明發☆ ★所包☆ ★本月二十二日官報☆ 

★記注☆ ★上諭☆ ★以上俱隨手摺包☆ 

★早事☆ ★照黃綾本例書☆ ★禮部文☆ 

★外記注☆ ★外記檔☆ ★洋摺務包☆ 

★現月檔☆ ★現月檔隨手檔☆ ★抄報☆ 

★內記☆ ★照黃綾本恭載☆ ★據黃本例書☆ 

★起居注☆ ★絲綸簿☆ ★隨手檔月摺☆ 

★外記☆ ★例☆ ★早摺☆ 

★隨手摺包☆ ★起居注冊☆ ★現月隨手會典☆ 

★內記注☆ ★現月續錄☆ ★摺現☆ 

★現月摺包☆ ★摺包洋務☆ ★總裁☆ 

★照例☆ ★現月摺包隨手☆ ★現行☆ 

★勦捕☆ ★摺懈☆ ★□閭文☆ 

★硃簽☆ ★摺包會典☆ ★起居舊例☆ 

★黃綾本☆ ★現月隨手檔☆ ★宮門抄☆ 

★外起居注☆ ★現月諡法☆ ★摺手☆ 

★廷寄☆ ★東錄☆ ★寄諭檔☆ 

★電寄檔☆ ★隨手史館諭檔☆ ★內記居注☆ 

★內起居注☆ ★例書☆ ★批摺☆ 

★寄諭☆ ★現月洋務☆ ★本月三十日摺包☆ 

★譯漢☆ ★現有摺包☆ ★外記硃簽☆ 

★官報☆ ★硃摺批奏☆ ★四月十九日摺包☆ 

★月摺☆ ★狀元策☆ ★照黃陵本例☆ 

★現月隨手☆ ★現月隨手摺包☆ ★閣☆ 

★洋務檔☆ ★憲政編查館增訂☆ ★電旨現月☆ 

★起居☆ ★記注明發☆ ★摺現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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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檔☆ ★外起居☆ ★譯洋☆ 

★摺包隨手☆ ★清文月摺☆ ★照黃綾本例☆ 

★剿捕☆ ★內記註☆ ★現月外記☆ 

★外注☆ ★外注現月☆ ★隨手摺手☆ 

★摺包現月☆ ★政治官報☆ ★雷奏隨手☆ 

★照錄☆ ★續東華錄☆ ★均黃綾本☆ 

★電諭☆ ★電寄現月☆ ★硃批摺奉☆ 

★硃籤☆ ★內起居現月☆ ★電奇☆ 

★隨手檔☆ ★鈔報摺包☆ ★會典早事☆ 

★明發檔☆ ★隨手外記☆ ★蒙藏回☆ 

★諭檔☆ ★捕勦☆ ★摺世☆ 

★內注☆ ★摺包廷寄☆ ★現月外記注☆ 

★記注現月☆ ★丙記注☆ ★外內記注☆ 

★禮文☆ ★硃批摺件☆ ★記注早事☆ 

★東華錄☆ ★電寄隨手☆ ★外記注照黃綾本例☆ 

★勦捕檔☆ ★外記明發☆ ★延寄☆ 

★現月早事☆ ★絲綸☆ ★洋務隨手摺包☆ 

★彙存☆ ★內記現月☆ ★國史館所存宮門鈔☆ 

★會典☆ ★閣文☆ ★隨手摺☆ 

★外紀☆ ★起注☆ ★外記注諭摺彙存☆ 

★典例☆ ★注記☆ ★會典現月☆ 

★隨手摘由☆ ★外記注硃籤☆ ★閣☆ 

★內外記注☆ ★現月檔東華錄☆ ★外記注東華☆ 

★硃批摺奏☆ ★月包☆ ★靈寄☆ 

★洋務摺包☆ ★外記黃綾本例☆ ★照黃綾本恭戴☆ 

★宮門鈔☆ ★隨手東華☆ ★洋務現月摺包☆ 

★黃綾本例☆ ★試策☆ ★摺包刑律☆ 

★查結☆ ★澤漢☆ ★以上均外記注☆ 

★諭摺彙存☆ ★剿補檔☆ ★收發檔☆ 

★外記現月☆ ★均現月☆ ★起記注☆ 

★電旨☆ ★增改。☆ ★外明☆ 

★早事檔☆ ★外註☆ ★內閣檔冊☆ 

★硃批☆ ★摺似☆ ★摺月☆ 

★現月明發☆ ★外記注洋務檔☆ ★姝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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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例☆ ★電奏☆ ★隨手檔摺包☆ 

★議覆☆ ★居注☆ ★早事外注☆ 

★東華續錄☆ ★硃簽外記☆ ★外記注現月☆ 

★內外起居☆ ★摺早☆ ★內記題名碑☆ 

★剿捕檔☆ ★以上隨手檔摺包☆ ★初十日官報☆ 

★忌辰單☆ ★初五摺包☆ ★勦捕摺包☆ 

★隨手月摺☆ ★二十三摺包☆ ★早事外記☆ 

★閣鈔☆ ★摺我☆ ★四月十九日摺包又現月☆

★黃綾☆ ★彙存現月☆ ★明發早事☆ 

★滿月摺☆ ★現寄☆ ★電寄硃批☆ 

★現月官報☆ ★外紀注黃綾本☆ ★摺外☆ 

★記註☆ ★二十七日官報☆ ★十九日摺包☆ 

★摺包早事☆ ★均外記注☆ ★二十五官報☆ 

★隨手現月☆ ★洋務現月☆ ★存攷☆ 

★內起居☆ ★洋務電寄☆ ★摺☆ 

★早事東華錄☆ ★以上均為黃綾木☆ ★外注早事☆ 

★滿明發☆ ★四月現月☆ ★以上均隨手☆ 

★黃陵本☆ ★外記注並摺包☆ ★念二日摺包☆ 

★內紀☆ ★正月早事☆ ★摺包現月檔☆ 

★摺包。☆ ★詳務☆ ★八月初二日官報☆ 

★電寄早事☆ ★早事外居注☆ ★滿月發☆ 

★以上摺包☆ ★十九日二十八日摺包☆ ★現月檔摺包☆ 

★照書☆ ★早事檔黃綾本例☆ ★內檔☆ 

★均摺包☆ ★早事檔東華錄☆ ★隨手洋務☆ 

★早事現月☆ ★初九摺包☆ ★官報現月☆ 

★現摺☆ ★外注硃簽☆ ★據黃綾本例書☆ 

★明發外記☆ ★並現月☆ ★昭錄☆ 

★外起注☆ ★電寄檔摺包☆ ★黃綾本外記注☆ 

★宮門☆ ★黃綾木☆ ★迭☆ 

★議覆檔☆ ★記注黃綾☆ ★史館文☆ 

★早事摺包☆ ★寄盛☆ ★廿七日官報☆ 

★電寄摺包☆ ★發明☆ ★現月剿捕☆ 

★寄電☆ ★以上俱摺包☆ ★內丈☆ 

★早事外記注☆ ★摺聞☆ ★據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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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包☆ ★外寄注☆ ★硃批摺包☆ 

★外記摺包☆ ★二十八年二月初摺包☆ ★外務☆ 

★諭檔外記注☆ ★均明發☆ ★廷寄。☆ 

★三月外記☆ ★議覆檔隨手檔☆ ★以上均內記注☆ 

★擬書☆ ★外記居注☆ ★外記注內記注☆ 

★現月電寄☆ ★史館諭檔☆ ★外務部檔案☆ 

★現有外記☆ ★九月廿七摺包☆ ★隨手。☆ 

★洋務外記現月☆ ★託注☆ ★滿月☆ 

★照例。☆ ★黃綾本上諭☆ ★續錄☆ 

★電悉☆ ★上月現月☆ ★現月樣☆ 

★現注☆ ★外記注摺包☆ ★六月初四日摺包☆ 

★記注會典☆ ★上詣奉先殿☆ ★外記注隨手☆ 

★摺包吏部議覆俟查☆ ★現檔☆ ★昭黃綾本例書☆ 

★包手☆ ★鈔報☆ ★外記注東華續錄☆ 

★現月照黃綾本例☆ ★閣抄☆ ★以上隨手摺包☆ 

★現月硃簽☆ ★現有方略☆ ★諭手☆ 

★電寄。☆   

1.2 首二字表 

又諭 諭軍 諭內 是日 旌表 遣官 又奏 

庚戌 戊寅 戊辰 甲辰 丙辰 壬子 丁酉 

己卯 己丑 戊戌 乙亥 乙未 辛丑 甲寅 

丁巳 癸丑 壬辰 癸卯 庚申 壬午 辛巳 

己巳 壬申 戊申 己未 庚辰 丙申 己亥 

以江 諭議 工部 是月 幸圓 浙江 四川 

予江 以湖 以內 光緒 以廣 閩浙 山西 

陝甘 以山 以勦 貴州 道光 盛京 調正 

以大 雲南 以記 江南 嘉慶 以甘 江蘇 

予故 吏部 以故 兵部 禮部 乾隆 緩徵 

辛未 辛亥 甲申 丁卯 辛卯 戊子 丙午 

癸酉 庚寅 丁丑 乙卯 乙酉 甲戌 丁亥 

癸亥 癸未 甲午 丁未 乙丑 丙戌 丙子 

諭曰 蠲緩 刑部 直隸 大學 以捐 山東 

以正 還宮 以鑲 兩江 上以 又議 追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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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詣皇 欽差 廣西 陝西 兩廣 豁免 

諭大 以虧 以辦 湖南 安徽 喀爾 以詹 

引見 蠲免 以戶 以禮 以河 以吏 上詣 

戶部 以直 以翰 軍機 丙寅 諭、 己酉 

庚子 戊午 先是 湖廣 河南 辛酉 調鑲 

庚午 癸巳 雲貴 同治 福建 壬戌 乙巳 

甲子 壬寅 御史 以克    

 

1.3 清實錄紙本錯誤紀錄 

本附錄用於描述清實錄紙本日期錯誤的地方。意即其天干地支寫錯的原文檔

案，並附上全文，包括錯誤日期，至前一個日期和後一個日期。清實錄紙本日期

錯誤於本次研究中共找出十二筆如下： 

 書籍 頁數 清實錄原文 正確應修改 

1 高宗純皇帝實錄(五) 257-2 甲子 壬子 

2 高宗純皇帝實錄(六) 385-1 丙午 丙戌 

3 高宗純皇帝實錄(六) 389-2 辛酉 辛丑 

4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 251-1 丁未 己未 

5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 312-2 己巳 己丑 

6 仁宗睿皇帝實錄(五) 34-1 壬申 丙申 

7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 161-2 丙午 丙申 

8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 1080-2 庚子 庚午 

9 穆宗毅皇帝實錄(五) 215-2 辛酉 辛丑 

10 穆宗毅皇帝實錄(六) 839-2 癸酉 癸丑 

11 穆宗毅皇帝實錄(六) 1054-2 己卯 乙卯 

12 穆宗毅皇帝實錄(七) 120-1 丙子 丙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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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清實錄紙本錯誤(1/12) 

出處：高宗純皇帝實錄(五) 

頁數：257-2 

上則日期：辛亥。(圖 6-1) 

下則日期：癸丑。(圖 6-7) 

日期錯誤：甲子應為壬子(圖 6-4) 

 
圖 6-7 高宗純皇帝實錄(五)2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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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高宗純皇帝實錄(五)2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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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高宗純皇帝實錄(五)2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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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 高宗純皇帝實錄(五)2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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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高宗純皇帝實錄(五)2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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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高宗純皇帝實錄(五)2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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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高宗純皇帝實錄(五)2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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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清實錄紙本錯誤(2/12)   

出處：高宗純皇帝實錄(六) 

頁數：385-1 

上則日期：乙酉。(圖 6-8) 

下則日期：戊子。(圖 6-9) 

日期錯誤：丙午應為丙戌(圖 6-9) 

 
圖 6-14 高宗純皇帝實錄(六)3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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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 高宗純皇帝實錄(六)3845 頁 

    



 

 103

1.3.3 清實錄紙本錯誤(3/12)   

出處：高宗純皇帝實錄(六) 

頁數： 389-2  

上則日期：庚子。(圖 6-10) 

下則日期：壬寅。(圖 6-11) 

日期錯誤：辛酉應為辛丑(圖 6-10) 

 

 
圖 6-16 高宗純皇帝實錄(六)3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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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高宗純皇帝實錄(六)3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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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清實錄紙本錯誤(4/12)   

出處：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  

頁數： 251-1  

上則日期：戌午。(圖 6-12) 

下則日期：庚申。(圖 6-15) 

日期錯誤：丁未應為己未(圖 6-14) 

 
圖 6-18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2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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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9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2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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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2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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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2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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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清實錄紙本錯誤(5/12)   

出處：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   

頁數： 312-2  

上則日期：戊子。(圖 6-16) 

下則日期：庚寅。(圖 6-20) 

日期錯誤：己巳應為己丑(圖 6-17) 

 
圖 6-22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3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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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3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3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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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4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3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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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5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3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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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6 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九)3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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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清實錄紙本錯誤(6/12)  

出處：仁宗睿皇帝實錄(五)   

頁數： 34-1 

上則日期：乙未。(圖 6-21) 

下則日期：丁酉。(圖 6-21) 

日期錯誤：壬申應為丙申(圖 6-21) 

 
圖 6-27 仁宗睿皇帝實錄(五)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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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清實錄紙本錯誤(7/12)  

出處：文宗顯皇帝實錄(五)  

頁數： 161-2 

上則日期：乙未。(圖 6-22) 

下則日期：丁酉。(圖 6-26) 

日期錯誤：丙午應為丙申(圖 6-22) 

 
圖 6-28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1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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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9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1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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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0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1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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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1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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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2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1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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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清實錄紙本錯誤(8/12)  

出處：文宗顯皇帝實錄(五)  

頁數： 1080-2 

上則日期：己巳。(圖 6-27) 

下則日期：辛未。(圖 6-31) 

日期錯誤：庚子應為庚午(圖 6-28) 

 
圖 6-33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10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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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4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10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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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5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10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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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6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10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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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7 文宗顯皇帝實錄(五)10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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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清實錄紙本錯誤(9/12)  

出處：穆宗毅皇帝實錄(五)  

頁數： 215-2 

上則日期：庚子。(圖 6-32) 

下則日期：壬寅。(圖 6-37) 

日期錯誤：辛酉應為辛丑(圖 6-33) 

 
圖 6-38 穆宗毅皇帝實錄(五)2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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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9 穆宗毅皇帝實錄(五)2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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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0 穆宗毅皇帝實錄(五)2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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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1 穆宗毅皇帝實錄(五)2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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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2 穆宗毅皇帝實錄(五)2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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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3 穆宗毅皇帝實錄(五)2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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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清實錄紙本錯誤(10/12)  

出處：穆宗毅皇帝實錄(六)  

頁數： 839-2 

上則日期：壬子。(圖 6-38) 

下則日期：甲寅。(圖 6-40) 

日期錯誤：癸酉應為癸丑(圖 6-40) 

 
圖 6-44 穆宗毅皇帝實錄(六)8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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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5 穆宗毅皇帝實錄(六)8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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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6 穆宗毅皇帝實錄(六)8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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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清實錄紙本錯誤(11/12)  

出處：穆宗毅皇帝實錄(六)  

頁數： 1054-2 

上則日期：甲寅。(圖 6-41) 

下則日期：丙辰。(圖 6-42) 

日期錯誤：己卯應為乙卯(圖 6-41) 

 
圖 6-47 穆宗毅皇帝實錄(六)10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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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8 穆宗毅皇帝實錄(六)10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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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清實錄紙本錯誤(12/12)  

出處：穆宗毅皇帝實錄(七)  

頁數：  120-1 

上則日期：乙巳。(圖 6-43) 

下則日期：丁未。(圖 6-45) 

日期錯誤：丙子應為丙午(圖 6-43) 

 

 
圖 6-49 穆宗毅皇帝實錄(七)1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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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0 穆宗毅皇帝實錄(七)1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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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1 穆宗毅皇帝實錄(七)1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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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致謝，從寫論文開始一直在想怎麼寫誌謝。我想我人生中，也許碩士論文是

我唯一一次有機會對這個世界感謝，並且留下文字。一路走來，要感謝的人很多，

因為都很重要，所以我不想要輕描淡寫地帶過。可以想像二十年後如果我翻起我

的碩士論文看到這段致謝，我一定會不屑並且冷笑戲謔地著看著自己幼稚的這篇

致謝文章，但不管如何，此刻，我就是想要這樣寫致謝。 

即將告別學生的生涯，走到這個即將邁入職場的十字路口，很慶幸我的學生

生涯結束在這快樂的兩年。其實仔細想想，待在這實驗室的這兩年，也許會是我

人生中少見的快樂時光，滿足、自由、而且誠實。尤其即將踏入更多責任、更多

包袱、更多束縛的未來，就會突然很想要把時間定格在這一瞬間。我突然覺得很

幸福，至少這個時刻。 

感謝項潔教授，一直很慶幸自己的選擇，我想會是第二位影響我許多價值觀

和想法的師長。研究生生涯這兩年來，在課業上，從教授身上學到許多，不只是

完成工作，學到最多的是對於研究的體認。在這個領域的最前線，不再有人會告

訴你怎麼做，必須在一片未知中摸索那一點點模糊的成果，這種過程和過去按部

就班的學習生涯中，大不相同。另一方面，我覺得從教授身上學到的是一種態度，

不停的懷疑和思辨的態度。對於時事、社會和歷史，教授總是以理性且有邏輯性

的角度，顛覆過去我對該件事情的想法和見解。而最讓人欽佩的是，已經站在如

此高度的教授，對於任何學生的想法和意見，仍然願意仔細聽，並給予建議。這

和我過去對於許多教授的印象大不相同。我很慶幸這兩年的生涯，跟隨項潔教授

一同學習。 

本次論文能夠完成，非得感謝杜協昌和涂豐恩。杜老大使我看到一個工程師

對於工作嚴謹的態度和一絲不苟的個性，在我的研究中，永遠能夠從我以為已經

完美的檔案中，找到錯誤和瑕疵。本次的清實錄系統，也感謝杜老大幫忙協助，

清實錄系統才能夠有如此成果。杜老大其實非常有趣，也對我非常有耐心，在他

嘴上總是經常地提到：「小黑很有趣。」。總是讓習慣摧毀自己的我，找到那一點

信心。印象比較深刻的地方是當有一次我發信跟杜老大抱怨某個環節地方的不明

白，而杜老大不只回應我，還用一種循循善誘的口氣引導我，文中不以「小黑」

稱呼我，而以「聰明的小黑」代稱，讓我得逼得自己變成聰明，不能輕易逃避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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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而涂豐恩則近乎是本篇論文的共同作者，完成這篇論文，大部分時間都有豐

恩共同參與討論和協助。在過去我對於歷史研究，不只陌生而且不明白這門學科

的意義，在與豐恩這兩年的實驗室生活中，讓我大為改觀。豐恩也經常提出許多

見解和看法，讓刁鑽古怪的我啞口無言，只能拜服。與老師不同的是，豐恩親切

許多，我們經常有辯論、唇槍舌戰、意見交峰，多是我咄咄逼人，然後豐恩再很

耐心地跟我解釋為何我邏輯錯誤，或著思考不夠嚴謹，想來也難為他了。其實很

厲害，到了我的研究後期，豐恩已經不是和我在探究歷史問題，而是和我討論他

所陌生的程式邏輯，我經常想像豐恩在未來的二十年以後，一定會是一個有名的

大學者，而我有幸於和大學者一起做研究，想來甚為難得。豐恩不只讓我對於文

史人有了新概念，對於任何方面都對我幫助良多，我每天總習慣去他身邊，繞個

兩圈，干擾一下他的研究，或是胡鬧他，想來我甚為幼稚，而他也是。 

於實驗室兩年，獲得學長姐提攜良多，感謝陳詩沛和何浩洋。兩位學長姐在

我研究前期的土地移轉圖系統建置，給予許多幫忙和協助。對於一開始基礎甚為

不穩固的我，是當時汪洋中的一片浮木。於我研究途中，學長姐也經常地聽著我

對於研究的想法，許多是幼稚、雜亂無章的研究想像，然後給予實質的建議和提

點。一開始以為學長姐是很嚴肅的人，我剛進來的時候還被浩洋學長大吼過，想

來甚為慚愧，而後來發現學長姐非常有趣，經常參與實驗室團體活動，也是大呼

小叫玩得不亦樂乎。而農堯學長是一個非常熱心的學長，從他身上學到的無私，

想要幫助人的熱心，農堯學長於地理資訊系統上面的知識，使我對於人文研究和

地理資訊系統的結合，有了更具體的了解。 

實驗室兩年以來，於程式部分，宋浩學長教我良多，歐仲翔和彭維謙則經常

支援我於程式上的不足之處。在宋浩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不只是程式上，他給

予許多的教學，而更讓我認識對於基督徒有不一樣的感受。除此之外，我經常與

宋浩討論關於時事、社會現象、或著任何新奇古怪的生活瑣事。在實驗室兩年以

來，宋浩學長也同時轉變許多，對於實驗室的團體活動遊戲，有著異於常人的狂

熱和堅持，想想兩年的轉變，甚為有趣和好笑。而彭維謙，則是與我共同一起摸

索清實錄的專題生，在清實錄處理上，他幫忙我許多，同時也是很快就融入實驗

室的專題生。維謙來自於澳門，帶著獨特的腔調和我們一起出遊，總是非常有趣，

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他形容我們實驗室，「在這個實驗室裡頭，沒有一個人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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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地反映出我們實驗室很活潑，喜歡互相調侃、挖苦、互相作弄人的風氣。仲

翔則於兩年中，是我最重視的好夥伴。當我有任何問題或需求的時候，就會轉頭

對他發出求救信號，他就會像水母一樣，慢慢移動過來，幫我解決問題。我經常

跟他談論生活的小事。我總是像發了瘋一樣，又笑又罵地對他講許多別人或我的

故事，而他也饒富興趣的看著我又咆哮又冷靜地在針貶評論事件。在實驗室的兩

年，非常感謝。 

感謝數典中心這兩年來的照顧，謝謝蔡炯民、董家兒、翁稷安、朱逸群、彭

惠萱、胡乃文、施佑瑩、鄭欣宜、林弼達、蕭屹灵、陳柏宇等數典中心的夥伴。

尤其感謝炯民學長和家兒對我的照顧和愛護。對於林弼達、翁稷安、朱逸群也甚

為感謝。弼達總可以跟我分享我稀奇古怪的衣物或裝飾品，稷安和逸群則於研究

上給我許多實質的協助。也同時感謝徐凱琳和李怡萱兩位實驗室的研究助理。凱

琳對於長輩的愛護和尊敬，讓我學到珍貴的一課。怡萱經常幫我活絡筋骨，並因

為負責下午茶，而讓整個實驗室成了「自動增重與脂肪典藏實驗室」。 

感謝實驗室的夥伴們，謝謝孔容偉和黃柏淳。柏淳讓我明白這世界上有天才，

只是還不知道哪方面的天才。也謝謝李鈺淳、劉光哲、張嘉文、劉士綱，這一屆

學弟各有特色，暗潮洶湧。謝謝廖儁凡、陳嘉翔、林韋翰和傅泓翊學長們，尤其

感謝儁凡於我未來職場的提攜和幫忙。 

謝謝研究途中不停聽我吐苦水的好朋友們，盧彥彰、黃奕豪、謝昀輯、張宜

寧、蔡政廷、黃俊仁，吳孟鴻，感謝有你們，我才能夠從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摧毀

中，重新站起來面對生活。謝謝我的家人，我的父母、乾媽、以及我的弟弟，感

謝他們讓我可以毫無後顧之憂的放心求學，也願意提供任何我需要的協助，在我

任何時候都願意幫助我。最後要謝謝兩個人，一個是閃光、另一個是許願池，感

謝他們分別是我研究生涯中前半段和後半段的生活支柱。 

說來說去，其實還是充滿感謝。我時常想著自己是極盡天地寵愛的小孩，活

到如今二十五歲這樣的年紀，還能夠如此嬌縱、任性地生活著，總是在極度困頓

的時候，有貴人提著明燈相助，在絕處地方處處逢生，在柳暗處又見一村。在實

驗室的這兩年，是我人生中的很大的一個實踐與學習，我想我人生中如果真的要

定義什麼重要片段，於實驗室的這段時光，必定有其重要的地位和意義，學到不

只是能力，還有自由以及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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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踏入台大資工的殿堂，於學術上，或許我的能力並沒有很明顯的提升，

然而在於看世界的視野和角度，卻有完全不一樣的感受。在實驗室的兩年，有時

候想起來甚為可惜，花了兩年的時間，終於爬上了巨人的肩膀，然後卻要下去了，

我不禁在想，如果碩士是四年的時間，也許我能夠對於這個領域有更多的貢獻。

在很多時候，我都會覺得我是否應該要留在實驗室，不只是我喜歡這裡，也覺得

自己能夠奉獻更多能量在這個領域裡頭，但又同時對於離開學生生活充滿忐忑地

期待和恐懼地嚮往。我想，青春時候，總是要去闖一闖吧，才會知道自己要的生

活和想要的樣子是什麼樣子，如果不去碰觸，就無法明白自己究竟是什麼形狀。 

不管如何，感謝這個世界、感謝項教授、感謝實驗室、數典中心夥伴、感謝

我的朋友、我的家人、還有所有愛我的人。謝謝你們，這麼地愛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