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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愧
天
朝
五
等
封

嘉
慶
朝
水
師
名
將
邱
良
功

李
其
霖

﹁
忠
毅
勳
猷
勒
鼎
鐘
，
王
邱
英
勇
繼
前
蹤
，
手
殲
狂
寇
鯨
波
裏
，
不
愧
天
朝
五
等
封
！
﹂
︵
王
凱

泰
，
︽
臺
灣
雜
詠
合
刻
︾
︶
這
首
詩
主
要
在
闡
揚
嘉
慶
朝
兩
位
平
定
蔡
牽
海
盜
有
功
的
提
督
，
一

位
是
王
得
祿
、
一
位
是
邱
良
功
，
他
們
追
隨
李
長
庚
的
腳
步
繼
續
奮
勇
不
懈
的
精
神
，
最
終
完
成

使
命
，
對
於
他
們
的
功
績
多
有
肯
定
。

乾
隆
末
年
，
東
南
沿
海
海
盜
熾
盛
，

海
疆
不
靖
，
造
成
沿
海
居
民
、
航
商
及

漁
民
等
，
人
人
自
危
。
嘉
慶
五
年
︵
一
八

○
○

︶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
蟄
伏
於
浙
江
、

福
建
一
帶
的
海
盜
出
海
劫
掠
時
，
不
巧

在
浙
江
遭
遇
颱
風
，
海
盜
幾
近
覆
滅
。
然

而
，
蔡
牽
︵
一
七
六
一

∼

一
八○

九
︶
海
盜

集
團
因
未
參
與
這
次
海
上
行
動
，
保
存
了

實
力
，
並
收
攏
倖
免
於
難
的
海
盜
，
使
其

人
數
增
加
甚
多
，
進
而
成
為
浙
江
、
福
建

地
區
最
強
最
大
的
海
盜
集
團
。

在
這
海
疆
紛
亂
的
時
代
，
朝
廷
當

然
不
能
置
之
不
理
，
有
為
的
將
領
也
陸

續
挺
身
而
出
，
發
揮
長
才
，
為
平
定
海

疆
而
努
力
。
其
中
以
李
長
庚
︵
一
七
五

○

∼

一
八○

七
︶
、
王
得
祿
︵
一
七
七○

∼

一
八
四
二
︶
、
邱
良
功
︵
一
七
六
九

∼

一
八
一
七
︶
較
耳
熟
能
詳
；
而
李
長
庚
與

王
得
祿
的
事
跡
則
更
為
人
熟
知
，
李
長
庚

為
武
進
士
出
身
，
王
得
祿
為
望
族
之
後
，

他
們
為
平
定
蔡
牽
海
盜
奮
戰
不
懈
，
留
下

許
多
讓
後
人
稱
道
之
事
。
但
同
樣
與
王
得

祿
出
身
行
伍
，
從
小
由
母
親
扶
養
長
大
的

邱
良
功
，
在
剿
滅
蔡
牽
海
盜
上
亦
多
有
出

力
，
且
是
從
行
伍
出
身
晉
升
至
提
督
的
典

範
，
然
坊
間
對
其
關
注
則
較
少
。
我
們
可

以
說
，
蔡
牽
事
件
如
果
沒
有
邱
良
功
等
人

奮
勇
剿
捕
，
事
件
難
以
快
速
平
息
，
海
疆

也
難
以
寧
靜
。

邱
良
功
資
歷
與
李
長
庚
及
王
得
祿
比

圖一　邱良功母親許氏節孝坊　作者攝　邱良功母親節孝坊建於清嘉慶17年，位於金城鎮東門里莒光路一段觀音亭邊。



2013年8月　5051　故宮文物月刊·第365期

不愧天朝五等封—嘉慶朝水師名將邱良功

專　輯

擬
，
相
對
較
為
資
淺
；
邱
良
功
擔
任
中
高

階
武
將
期
間
已
經
在
嘉
慶
朝
以
後
，
而
蔡

牽
海
盜
事
件
結
束
後
的
第
八
年
，
邱
良
功

即
病
逝
。
就
是
這
幾
年
間
，
東
南
沿
海
海

盜
事
件
只
有
少
數
幾
起
，
向
朝
廷
奏
報
的

機
會
並
不
多
，
因
此
官
方
資
料
對
於
其
事

蹟
記
載
相
對
較
少
，
民
間
資
料
亦
闕
如
。

雖
然
邱
良
功
的
資
料
不
多
，
但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有
二
筆
較
為
詳
細
的

記
載
：
一
為
清
代
︿
兵
部
造
送
履
歷
冊
﹀

︿
原
任
提
督
邱
良
功
履
歷
冊
﹀
，
另
一
為

︽
國
史
大
臣
列
傳
︾
︿
邱
良
功
列
傳
﹀
。

︿
原
任
提
督
邱
良
功
履
歷
冊
﹀
為
記
載

邱
良
功
事
蹟
最
為
完
整
、
確
實
的
第
一
手

資
料
，
內
附
有
奏
摺
、
上
諭
等
以
為
佐

證
。
本
文
即
以
︿
原
任
提
督
邱
良
功
履

歷
冊
﹀
內
容
為
基
礎
，
再
參
考
︿
邱
良
功

列
傳
﹀
，
並
爬
梳
相
關
檔
案
、
文
集
、
筆

記
、
地
方
志
等
，
試
圖
闡
述
邱
良
功
事

跡
，
描
繪
。

初
生
之
犢

邱
良
功
︵
一
七
六
九

∼

一
八
一
七
︶
，

字
玉
韞
，
號
琢
齋
，
福
建
泉
州
府
同
安
縣

後
浦
鄉
人
︵
金
門
︶
，
生
於
乾
隆
三
十
四

年
，
卒
於
嘉
慶
二
十
二
年
，
享
年
四
十
九

歲
。
邱
良
功
出
生
才
三
十
五
天
，
其
父
親

邱
志
仁
就
去
世
了
，
之
後
由
其
母
親
許
氏

︵
時
年
二
十
八
歲
︶
撫
養
邱
樹
功
和
邱
良
功

兄
弟
長
大
。
爾
後
邱
良
功
剿
賊
立
功
，
受

朝
廷
冊
封
三
等
男
爵
，
母
親
同
樣
榮
獲
朝

廷
恩
典
。
嘉
慶
十
七
年
︵
一
八
一
二
︶
，
嘉

慶
皇
帝
諭
旨
嘉
許
，
誥
贈
邱
母
一
品
太
夫

人
，
並
欽
准
賜
建
節
孝
坊
，
當
時
邱
良
功

母
親
許
氏
已
守
寡
二
十
八
年
，
而
牌
坊
建

立
目
的
在
於
表
揚
邱
良
功
母
親
的
孝
節
。

︵
圖
一
︶邱

良
功
最
為
人
津
津
樂
道
的
事
蹟
，

即
是
﹁
行
伍
至
提
督
﹂
，
藉
由
剿
滅
海
盜

之
功
績
，
最
後
擔
任
了
綠
營
最
高
武
將
提

督
之
職
，
實
屬
不
易
。
邱
良
功
得
到
嘉
慶

皇
帝
的
提
拔
，
卻
也
不
辜
負
皇
恩
，
在
擔

任
浙
江
提
督
時
，
終
於
將
橫
行
於
東
南
沿

海
近
二
十
年
的
蔡
牽
海
盜
集
團
剿
滅
，
因

此
受
封
三
等
男
爵
，
死
後
給
予
諡
號
剛
勇

︵
圖
二
︶
，
極
為
榮
典
。

後
浦
屬
於
金
門
一
隅
，
曾
隸
屬
於
同

安
縣
及
馬
巷
廳
。
明
代
以
降
，
金
門
成
為

海
防
重
鎮
，
設
金
門
守
禦
千
戶
所
，
同
時

也
是
貿
易
興
盛
的
地
方
。
金
門
因
資
源
有

限
，
居
民
久
居
海
濱
，
在
耳
濡
目
染
之
下

自
然
具
備
了
海
洋
技
能
，
入
海
為
商
、
捕

魚
、
從
軍
，
是
選
擇
職
業
的
主
要
選
項
。

乾
隆
五
十
六
年
十
月
，
時
年
二
十
三
歲
的

邱
良
功
，
選
擇
了
從
軍
，
開
啟
了
軍
旅
生

涯
，
至
金
門
鎮
標
右
營
右
哨
擔
任
水
師
兵

丁
。
從
軍
初
期
雖
未
馬
上
立
有
戰
功
，
但

謙
虛
好
學
，
累
積
許
多
經
驗
，
為
金
門
鎮

總
兵
李
芳
園
所
器
用
。
乾
隆
六
十
年
三
月

隨
軍
出
洋
巡
緝
，
於
四
月
初
七
日
在
銅
山

蘇
尖
洋
面
︵
今
福
建
省
東
山
縣
鳥
礁
灣
一

帶
︶
與
盜
匪
激
戰
，
邱
良
功
奮
勇
殺
敵
，

拿
獲
盜
犯
許
江
等
二
十
二
名
及
海
盜
船
兩

隻
，
拔
補
外
委
。
︵
圖
三
︶
雖
然
只
是
最
小

的
武
弁
，
卻
開
啟
了
人
生
的
轉
捩
點
。

由
行
伍
建
功
再
升
把
總

水
師
升
遷
速
度
雖
然
優
於
陸
師
，
也

需
有
功
績
以
為
考
核
準
則
，
這
些
功
績
皆

是
拿
命
拚
得
，
極
不
容
易
。
尤
其
行
伍
出

身
，
欲
得
到
肯
定
，
授
予
官
職
，
更
為
難

得
，
往
往
尚
未
謀
得
一
官
半
職
前
即
已
身

亡
，
因
此
能
夠
晉
升
者
除
武
藝
高
超
具
有

智
謀
之
外
，
具
備
膽
識
亦
不
可
或
缺
。
清

廷
為
了
鼓
勵
兵
丁
奮
勇
殺
敵
，
頒
布
了
優

渥
的
升
遷
條
例
，
光
緒
朝
︽
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例
︾
︿
水
戰
議
敘
﹀
載
：

登
跳
頭
等
船
：
為
首
者
，
授
拜
他
喇
布

勒
哈
番
。
其
次
者
，
授
拖
沙
喇
哈
番
。

第
三
第
四
第
五
者
，
註
冊
。
登
跳
二
等

船
：
為
首
者
，
授
拕
沙
喇
哈
番
。
第

二
、
第
三
、
第
四
者
，
註
冊
。
登
跳
三

等
船
：
第
一
、
第
二
、
第
三
者
，
俱
註

冊
。
俟
後
得
功
積
至
三
箇
頭
等
者
，
准

授
官
職
。

康
熙
十
三
年
議
准
，
水
師
兵
丁
登

一
等
舟
第
四
人
者
，
賞
銀
四
十
兩
，
授
把

總
。
︵
表
一
︶
邱
良
功
在
這
些
條
規
的
激
勵

之
下
，
於
嘉
慶
二
年
，
在
祥
芝
洋
︵
今
福

建
省
石
獅
市
祥
芝
鎮
︶
先
登
盜
船
，
拏
獲

賊
匪
三
十
餘
名
，
再
遷
把
總
，
在
仕
途
上

再
升
一
級
。

革
除
頂
戴

海
戰
與
陸
戰
不
同
，
海
戰
考
慮
的
因

素
甚
多
，
除
了
海
盜
飄
忽
不
定
，
難
以
窺

探
外
，
在
自
然
條
件
方
面
，
諸
如
天
候
、

風
向
、
水
流
等
，
海
象
詭
譎
多
變
難
以
預

測
，
諸
多
不
易
。
即
便
遭
遇
海
盜
，
但
如

在
駕
船
、
圍
捕
時
稍
有
疏
忽
不
完
善
之

處
，
便
可
能
無
法
將
海
盜
一
網
打
盡
，
讓

他
們
逃
脫
。
更
何
況
要
剿
滅
一
支
擁
有
數

十
艘
船
舶
的
海
盜
集
團
，
更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在
短
期
間
完
成
之
事
。
因
此
，
在
剿
滅

海
盜
的
過
程
中
，
許
多
水
師
官
弁
難
以
避

免
受
到
責
罰
，
即
便
是
李
長
庚
，
也
被
懲

處
多
次
。

        獎賞銀
獎賞資格

一等船賞銀 二等船賞銀 三等船賞銀

登船第一人 100兩 80兩 60兩

登船第二人 80兩 60兩 40兩

登船第三人 60兩 40兩   

登船第四人 40兩     

資料來源：托津，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軍功議敘〉

表一　綠營水戰登船獎賞表

圖二　兵部造送邱良功履歷冊　局部　故傳00985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三　 〈邱良功列傳〉　局部　引自
《國史大臣列傳次編》　故殿
01765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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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任
把
總
之
後
的
邱
良
功
，
更
加
奮

不
顧
身
，
時
常
身
先
士
卒
，
以
為
表
率
，

因
此
在
剿
捕
海
盜
方
面
頗
有
成
效
。
嘉
慶

四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
一
七
九
九
︶
，
追
隨

金
門
鎮
總
兵
李
南
馨
︵
？

∼

一
八○

一
︶
在

海
壇
草
嶼
洋
拿
獲
洋
匪
吳
秤
等
十
六
名
，

獲
賞
千
總
頂
戴
。
嘉
慶
五
年
五
月
︵
一
八

○
○

︶
，
拔
補
銅
山
營
千
總
。
嘉
慶
六
年

八
月
︵
一
八○

一
︶
又
升
水
師
提
標
中
營

守
備
。
嘉
慶
八
年
九
月
，
閩
浙
總
督
玉
德

︵
？

∼

一
八○

八
︶
檄
行
邱
良
功
年
壯
技

嫻
，
明
白
水
務
，
曾
經
在
洋
獲
盜
出
力
，

以
之
陞
補
水
師
提
標
左
營
遊
擊
。
︵
圖
四
︶

二
個
月
後
閩
浙
總
督
玉
德
再
度
以
其
奮
勇

出
力
，
保
奏
堪
勝
參
將
之
任
。
嘉
慶
八
年

十
二
月
署
理
烽
火
營
參
將
，
更
獲
重
用
。

邱
良
功
在
剿
捕
海
盜
的
過
程
中
，

雖
屢
有
佳
績
，
官
運
亨
通
，
但
也
難
免
遇

到
在
追
捕
過
程
中
讓
海
盜
逃
脫
，
或
在
戰

鬥
時
導
致
將
弁
殉
職
之
事
發
生
，
因
而
受

到
責
罰
。
在
署
理
參
將
之
後
，
不
順
遂
情

事
接
連
而
來
，
其
中
雖
有
誤
解
遭
革
職
，

但
亦
有
確
實
疏
忽
讓
蔡
牽
脫
逃
之
事
。
嘉

慶
九
年
八
月
︵
一
八○

四
︶
，
因
蔡
牽
在

洋
面
拒
捕
，
並
殺
害
溫
州
鎮
總
兵
胡
振
聲

︵
？

∼

一
八○

四
︶
；
朝
廷
究
責
相
關
水

師
將
領
未
能
及
時
救
援
，
因
此
海
壇
鎮
總

兵
孫
大
剛
、
署
副
將
蔡
安
國
、
張
世
熊
、

邱
良
功
等
人
，
均
遭
到
革
除
頂
戴
留
任
的

處
罰
。
其
後
朝
廷
再
次
詳
細
查
明
事
情
原

委
，
證
實
非
邱
良
功
之
過
，
即
賞
還
頂

戴
，
免
除
其
罰
。

嘉
慶
十
年
︵
一
八○

五
︶
，
金
門
鎮

總
兵
吳
奇
貴
與
閩
安
協
副
將
張
世
熊
，
於

追
捕
蔡
牽
期
間
，
屢
以
風
狂
浪
大
為
由
不

前
往
緝
捕
，
經
總
督
執
令
箭
催
促
仍
藉
故

觀
望
，
遭
到
革
職
查
辦
。
因
此
緣
故
，

閩
安
協
副
將
一
職
由
邱
良
功
署
理
，
旋

即
與
金
門
鎮
總
兵
許
松
年
︵
一
七
六
七

∼

一
八
二
七
︶
至
臺
灣
剿
捕
蔡
牽
。
追
至
小

琉
球
洋
面
時
，
邱
良
功
見
臺
灣
水
師
協
外

委
許
元
良
等
二
船
遭
賊
圍
堵
，
乃
前
往
救

援
；
此
時
總
兵
許
松
年
舉
旗
，
招
邱
良
功

攏
幫
圍
剿
蔡
牽
，
但
邱
良
功
不
聽
調
遣
，

乃
致
蔡
牽
逃
匿
。
事
後
，
邱
良
功
遭
革
職

查
辦
，
審
訊
之
後
了
解
箇
中
原
因
，
以
救

援
故
不
及
攏
幫
，
其
情
可
免
，
官
復
原

職
。

嘉
慶
十
年
十
月
，
邱
良
功
由
閩
安
協

改
署
理
臺
灣
水
師
協
副
將
，
並
追
隨
李
長

庚
剿
捕
蔡
牽
。
這
也
是
邱
良
功
得
以
跟
隨

李
長
庚
身
旁
學
習
戰
術
與
謀
略
的
機
會
。

嘉
慶
十
一
年
正
月
︵
一
八○

六
︶
，
李
長
庚

命
邱
良
功
於
安
平
防
守
，
以
便
蔡
牽
船
隻

至
安
平
時
得
以
攔
截
。
同
年
三
月
，
雖
然

邱
良
功
攻
破
洲
仔
尾
︵
今
臺
南
市
永
康
區

鹽
洲
里
︶
賊
巢
，
斬
獲
海
盜
甚
多
，
但
首

腦
蔡
牽
乘
隙
逃
逸
，
邱
良
功
又
遭
革
職
但

仍
可
帶
罪
立
功
。

嘉
慶
十
一
年
五
月
，
蔡
牽
又
再
度

進
入
鹿
耳
門
，
邱
良
功
與
張
見
陞
︵
？

∼

一
八
一
三
︶
及
王
得
祿
合
力
圍
剿
。
邱
良

功
首
先
衝
入
敵
陣
，
擒
殺
海
盜
及
擄
獲
賊

船
及
礮
位
甚
多
，
因
而
正
式
加
封
副
將

銜
，
並
賞
戴
花
翎
。

剿
滅
朱
濆
匪
黨
有
功
再
升
副
將

雖
獲
得
加
封
副
將
銜
，
但
卻
未
實

授
，
只
是
繼
續
署
理
。
邱
良
功
並
不
因
此

而
氣
餒
，
反
而
更
戰
戰
兢
兢
，
等
待
時
機

立
功
。
嘉
慶
十
二
年
︵
一
八○

七
︶
，
海
盜

朱
濆
︵
一
七
四
九

∼

一
八○

八
︶
逃
竄
至
臺

灣
北
路
淡
水
一
帶
，
邱
良
功
帶
領
臺
灣
水

師
追
至
雞
籠
，
與
海
盜
激
戰
，
擒
殺
賊
匪

及
焚
燬
賊
船
無
數
，
使
得
朱
濆
賊
幫
勢
力

受
到
重
挫
，
爾
後
遭
許
松
年
擊
斃
。

邱
良
功
這
數
年
間
剿
捕
的
海
盜
對

象
為
蔡
牽
，
也
因
為
打
擊
蔡
牽
累
積
功
績

得
以
晉
升
至
副
將
銜
，
但
卻
一
直
無
法
真

除
，
反
而
在
因
緣
際
會
之
下
剿
捕
朱
濆
再

立
戰
功
，
得
到
朝
廷
肯
定
。
嘉
慶
十
三
年

正
月
︵
一
八○

八
︶
，
授
與
臺
灣
水
師
協

副
將
，
結
束
了
長
達
三
年
署
理
副
將
的
時

期
。

圖四　兵部造送邱良功履歷冊　局部　故傳00985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兩廣總督吳熊光、廣東巡撫孫玉庭奏　〈為續報鎮臣林國良剿賊傷亡現在飛飭查辦具奏〉　嘉慶13年閏05月27日　14扣　局部　故宮09695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附件： 奏報邱良功等熟悉水務堪以造就事　4扣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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擢
定
海
鎮
總
兵

嘉
慶
十
二
年
至
十
三
年
，
閩
浙
地

區
幾
位
水
師
將
領
陣
亡
、
病
死
或
革
職
查

辦
，
此
區
域
總
兵
以
上
職
位
重
新
調
整
。

嘉
慶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
浙
江
提
督
李
長

庚
陣
亡
後
遺
缺
由
南
澳
鎮
總
兵
王
得
祿
接

任
。
隔
年
六
月
，
因
調
查
李
長
庚
陣
亡
之

因
，
福
建
水
師
提
督
張
見
陞
即
因
救
援
李

長
庚
不
力
遭
革
職
逮
捕
，
其
缺
再
由
王
得

祿
調
任
。
浙
江
提
督
之
缺
再
由
定
海
鎮
總

兵
何
定
江
升
任
。
邱
良
功
也
因
為
在
此
次

高
階
水
師
將
領
的
調
動
中
，
接
替
何
定
江

定
海
鎮
總
兵
一
職
。

總
括
來
說
，
邱
良
功
經
歷
了
這
一

段
署
理
副
將
期
間
的
歷
練
後
，
雖
不
順

遂
，
但
往
後
官
運
則
相
當
通
達
。
因
長
時

間
在
洋
面
巡
緝
，
在
未
及
回
到
府
城
就
任

臺
灣
水
師
協
副
將
前
，
於
當
年
六
月
又
升

任
定
海
鎮
總
兵
。
由
副
將
升
任
總
兵
頗
為

不
易
，
因
為
總
兵
亦
堪
稱
封
疆
要
員
，
掌

握
數
千
兵
力
，
重
要
性
高
。
在
升
任
的
過

程
中
，
朝
廷
謹
慎
處
理
，
多
方
訪
詢
各
地

督
、
撫
意
見
以
為
參
考
。
除
了
閩
浙
官
員

保
薦
以
外
，
兩
廣
總
督
吳
熊
光
︵
一
七
五

○

∼

一
八
三
三
︶
，
亦
引
用
李
長
庚
所

言
：
﹁
閩
浙
二
省
水
師
將
備
，
據
云
惟
邱

良
功
最
為
出
色
，
其
次
項
統
亦
熟
悉
水

務
，
堪
以
造
就
﹂
。
︵
圖
五
︶
顯
見
，
邱
良

功
的
能
力
已
經
受
到
肯
定
，
因
此
能
受
到

閩
浙
以
外
督
撫
的
認
同
，
推
薦
擔
任
總
兵

一
職
。

授
浙
江
提
督

浙
江
提
督
為
一
水
陸
提
督
，
但
在

康
熙
元
年
至
十
八
年
間
︵
一
六
六
二

∼

一
六
七
九
︶
，
浙
江
曾
設
置
水
師
提
督
，

前
後
共
有
兩
任
：
第
一
任
於
康
熙
元
年
至

康
熙
七
年
，
由
張
杰
︵
？

∼

一
六
六
八
︶

擔
任
，
張
杰
亡
故
後
即
裁
撤
；
爾
後
於

康
熙
十
四
年
復
設
，
由
常
進
功
︵
？

∼

一
六
八
六
︶
擔
任
，
常
進
功
遭
解
職
之

後
，
浙
江
水
師
提
督
一
職
即
裁
撤
，
不
再

設
置
。
浙
江
的
水
師
事
務
委
由
浙
江
陸
路

提
督
統
領
，
浙
江
陸
路
提
督
改
稱
浙
江
提

督
並
兼
管
水
師
。
因
此
嘉
慶
皇
帝
當
時
委

由
李
長
庚
擔
任
浙
江
提
督
，
除
了
任
官
迴

避
制
度
的
考
量
外
，
亦
能
同
時
兼
管
水

陸
，
便
宜
指
揮
調
動
，
亦
不
失
為
良
策
。

然
而
，
才
接
任
浙
江
水
師
提
督
不
久

的
何
定
江
︵
？

∼

一
八○

八
︶
卻
因
病
亡

故
，
浙
江
提
督
之
缺
，
在
閩
浙
總
督
阿
林

保
︵
？

∼

一
八○

九
︶
及
浙
江
巡
撫
阮
元
的

保
薦
之
下
，
邱
良
功
再
次
補
授
何
定
江
遺

缺
，
於
隔
年
正
月
十
六
日
︵
一
八○
九
年

三
月
一
日
︶
接
任
浙
江
水
師
提
督
，
成
為

了
封
疆
大
吏
。

晉
封
男
爵

為
了
更
有
效
率
的
緝
捕
海
盜
，
清
廷

水
師
開
始
由
分
擊
改
為
合
擊
，
王
得
祿
與

邱
良
功
水
師
專
責
剿
滅
蔡
牽
。
嘉
慶
十
四

年
八
月
十
七
日
黎
明
，
官
軍
在
漁
山
外
洋

︵
浙
江
台
州
︶
外
，
發
現
蔡
牽
海
盜
船
十
餘

隻
在
此
游
弋
，
邱
良
功
與
王
得
祿
所
率
領

之
水
師
先
後
抵
達
。
邱
良
功
與
海
盜
搏
鬥

時
，
座
船
被
蔡
牽
使
用
大
椗
札
住
，
亦
被

海
盜
用
鎗
戳
傷
。
爾
後
，
王
得
祿
率
軍
趕

至
，
並
將
戰
船
與
蔡
牽
座
船
並
攏
，
近
距

離
轟
擊
，
海
盜
船
因
砲
彈
接
濟
不
順
暢
，

遂
使
用
佛
銀
代
替
砲
彈
繼
續
對
水
師
戰
船

轟
擊
，
王
得
祿
因
而
被
擊
傷
。
此
時
，

千
總
吳
興
邦
等
人
奮
不
顧
身
，
對
蔡
牽
座

船
投
擲
火
斗
及
火
罐
，
將
蔡
牽
座
船
舵
邊

及
桅
樓
燒
毀
，
頭
巾
及
插
花
亦
被
打
落
，

蔡
牽
座
船
動
彈
不
得
。
此
時
王
得
祿
再
使

圖六　新授浙江提督邱良功奏　〈恭謝天恩補授浙江提督員缺〉　嘉慶14年2月18日　8扣　局部　故宮09924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浙江提督兼三等男世襲邱良功奏　〈為漁汛屆期奴才出洋督護並巡察通省洋面起程日期〉　嘉慶20年4月6日　8扣　局部　故宮10424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兩江總督孫玉庭奏　〈聞浙江提督邱良功病故事〉　嘉慶22年9月5日　4扣　故機05338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013年8月　5657　故宮文物月刊·第365期

不愧天朝五等封—嘉慶朝水師名將邱良功

專　輯

用
坐
船
衝
斷
蔡
牽
船
隻
後
舵
，
蔡
牽
眼
看

無
法
脫
身
，
大
勢
已
去
，
偕
同
蔡
牽
媽
及

部
分
海
盜
自
沉
坐
船
落
海
沉
沒
。
根
據
被

捕
海
盜
及
難
民
口
供
，
得
知
蔡
牽
在
落
海

時
，
手
足
皆
被
火
藥
燒
傷
，
再
落
海
淹

斃
。

邱
良
功
此
次
因
奮
戰
不
懈
，
將
蔡
牽

逼
至
絕
境
，
殲
滅
首
惡
，
並
將
其
黨
羽
一

網
打
盡
，
可
謂
忠
勇
可
嘉
。
嘉
慶
皇
帝
加

恩
晉
封
男
爵
，
仍
賞
給
白
玉
翎
管
一
個
，

白
玉
四
喜
搬
指
一
個
，
金
纍
絲
搬
指
套
一

個
，
大
荷
包
一
對
，
小
荷
包
兩
個
。

將
星
殞
落

朱
濆
、
蔡
牽
以
及
廣
東
旗
幫
海
盜
結

束
於
歷
史
洪
流
之
後
，
東
南
沿
海
一
帶
雖

不
再
出
現
較
大
之
海
盜
集
團
，
但
零
星
的

沿
海
劫
掠
事
件
卻
不
曾
間
斷
。
邱
良
功
未

因
剿
滅
蔡
牽
後
而
自
滿
，
反
而
不
時
提
醒

自
己
居
安
思
危
之
重
要
性
。
嘉
慶
十
六
年

︵
一
八
一
一
︶
，
入
京
陛
見
，
得
到
嘉
慶

讚
揚
。
回
任
浙
江
提
督
後
，
旋
即
復
出
巡

洋
，
遇
盜
不
避
危
險
，
即
使
坐
船
毀
損
，

亦
奮
不
顧
身
，
勇
往
直
前
，
如
當
年
捕
獲

蔡
險
、
郭
魁
、
虞
煥
章
、
徐
進
才
、
翁
阿

註
釋

1. 

崑
岡
，
光
緒
朝
︽
大
清
會
典
事
例
︾
，

︿
禮
部
﹀
，
卷
四
九
九
，
頁
七
七
二—

二
。

參
考
書
目

1. 

︵
清
︶
王
凱
泰
，
︽
臺
灣
雜
詠
合
刻
︾
，
南

投
：
臺
灣
省
文
獻
委
員
會
，
一
九
九
四
。

2. 

︵
清
︶
托
津
，
嘉
慶
朝
︽
欽
定
大
清

會

典

︾

，

臺

北

：

文

海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一
。

3. 

︵
清
︶
林
焜
熿
，
︽
金
門
志
︾
，
南
投
：
臺

灣
省
文
獻
委
員
會
，
一
九
九
三
。

4. 

︵
清
︶
崑
岡
，
光
緒
朝
︽
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例
︾
，
臺
北
：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

一
九
六
六
。

5. 

陳
支
平
主
編
，
︽
臺
灣
道
任
內
剿
辦
逆
匪

蔡
牽
督
撫
等
奏
稿
︾
，
廈
門
：
廈
門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

四
。

三
、
葉
三
豹
、
邱
合
發
、
癩
頭
四
等
海

盜
。

嘉
慶
十
七
年
︵
一
八
一
二
︶
，
捕
獲

陳
登
、
陳
烏
青
、
施
阿
興
、
蔡
勝
玉
、
王

有
升
、
駱
阿
楚
、
孔
阿
三
等
。
嘉
慶
十
八

年
，
獲
陳
彩
能
等
。
嘉
慶
十
九
年
，
捕
獲

胡
時
智
、
柴
武
魁
、
王
文
星
、
陳
祖
金

等
。
嘉
慶
二
十
年
︵
一
八
一
五
︶
，
捕
獲

梁
成
起
、
洪
啟
大
、
郭
乃
妲
、
陸
瑞
倫
、

舒
玉
燕
等
。
嘉
慶
二
十
一
年
，
捕
獲
何
金

鳳
、
陳
得
奇
、
潘
永
光
等
。
嘉
慶
二
十
二

年
，
捕
獲
張
和
尚
、
梁
阿
川
等
。
由
此
顯

見
，
邱
良
功
雖
位
居
綠
營
最
高
將
領
，
但

卻
繼
續
不
斷
的
在
抓
捕
海
盜
，
維
持
海
疆

安
寧
。
即
便
無
盜
可
捕
，
但
對
於
出
洋
護

漁
，
邱
良
功
亦
是
親
身
親
為
，
不
假
他
人

之
手
︵
圖
六
︶
；
另
外
在
非
風
汛
期
間
，
亦

親
自
訓
練
兵
丁
，
勤
奮
不
懈
怠
，
這
種
鞠

躬
盡
瘁
精
神
，
值
得
肯
定
。
︵
圖
七
︶

嘉
慶
二
十
二
年
︵
一
八
一
七
︶
邱
良
功

進
京
入
覲
皇
帝
，
不
料
於
回
任
途
中
，
於

七
月
十
九
日
在
山
東
地
區
患
感
冒
、
風
寒

再
染
瘧
疾
，
因
醫
治
罔
效
，
八
月
三
十
日

病
故
於
揚
州
瓦
窑
舖
︵
今
江
蘇
省
揚
州
市

廣
陵
區
泰
安
鎮
︶
，
與
世
長
辭
。
︵
圖
八
︶

照
提
督
例
祭
葬

祭
葬
是
對
於
逝
世
官
員
的
最
後
尊

崇
，
清
代
對
於
官
員
的
祭
葬
，
歷
朝
規
定

各
有
不
同
。
乾
隆
十
一
年
︵
一
七
四
六
︶

議
定
，
公
、
侯
、
伯
、
子
等
官
，
襲
爵
後

不
兼
他
職
行
走
者
，
遵
照
定
例
，
停
給
葬

銀
，
止
給
一
次
致
祭
銀
。
或
兼
他
職
者
，

照
定
例
給
予
全
葬
、
半
葬
，
並
應
否
予

諡
，
吏
部
題
請
欽
定
。
︵
註
一
︶

邱
良
功
因
剿
滅
蔡
牽
海
盜
，
以
及

靖
海
疆
有
功
，
在
其
逝
世
之
後
，
朝
廷
給

予
高
規
格
祭
葬
。
這
也
是
清
代
金
門
第
一

人
享
有
此
等
榮
耀
之
武
將
，
一
切
規
格
比

照
一
品
官
員
之
例
。
依
照
大
清
禮
律
儀
制

規
定
，
職
官
一
品
，
塋
地
九
十
步
，
墳
高

一
丈
八
尺
。
塋
前
石
像
，
石
人
二
，
石
馬

二
，
石
虎
二
，
石
羊
二
，
石
望
柱
二
。
邱

良
功
塋
地
於
嘉
慶
二
十
四
年
︵
一
八
一
九
︶

己
卯
八
月
完
成
。
爾
後
，
另
一
位
平
定
蔡

牽
海
盜
三
等
子
爵
王
得
祿
於
道
光
朝
逝
世

後
，
亦
與
邱
良
功
同
樣
享
有
同
等
級
之

祭
葬
。
邱
良
功
墳
墓
曾
為
國
定
第
三
級
古

蹟
，
現
今
是
金
門
縣
定
古
蹟
。

邱
良
功
墓
園
位
於
金
湖
鎮
小
徑
村

中
。
墓
園
座
北
朝
南
，
背
山
面
水
。
使
用

材
料
為
空
心
磚
與
花
崗
石
。
墓
園
呈
橢
圓

形
狀
，
規
模
為
三
伸
手
，
墓
龜
為
長
方

形
，
墓
碑
後
方
不
設
置
墓
肩
。
墓
塚
前
依

例
設
石
像
，
依
序
為
石
人
︵
左
文
官
、
右

武
官
︶
、
石
馬
、
石
虎
、
石
羊
、
石
柱
，

左
右
對
稱
。
墓
塚
前
方
設
功
德
牌
坊
，
牌

坊
為
四
柱
三
間
二
層
造
形
，
牌
坊
兩
側

設
立
碑
亭
記
錄
邱
良
功
事
蹟
。
︵
圖
九
、

十
︶ 

作
者
為
淡
江
大
學
歷
史
系
助
理
教
授

圖十 邱良功墓園石像及碑亭　作者攝 圖九 邱良功墓碑及功德牌坊　作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