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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閻敬銘（1817-1892），陝西人，道光廿五年進士。初仕戶部主事，以幹練著

稱。咸豐九年，鄂撫胡林翼奏調委用，總辦糧臺兼理營務。十一年，任按察使，旋

署布政使。同治元年（1862）至六年（1867）間為山東巡撫，六年以病辭。光緒八

年，復出任戶部尚書，十年在軍機處及總理衙門行走。十一年授大學士，十四年因

病開缺，十八年卒，諡文介。

敬銘操行清正，能耐繁劇，尤善理財。本文所述，僅限閻氏於山東之政績。東

省北蔽京師，南通江南財賦，地位重要。咸豐四年後，崇恩、文煜相繼為巡撫，吏

治敗壞，財政困竭，清廷乃命敬銘收拾殘局。敬銘勵精圖治，整飭一新。本文據故

宮檔案，將其吏治、財政及軍事三方面政績分端揭出。使一代能臣之心力，表曝於

世，而世人得窺晚清地方政治光明之一面。

閻敬銘、胡林翼、曾國藩、嚴樹森、清文宗、清穆宗

*    本文初稿曾於「文獻足徵─第二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年11
月3~5日）上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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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浩明編，《胡林翼集一》，頁554-555。
2 （清）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卷2，頁19。
3 蔡冠洛編，《清代七百名人傳》，篇目，頁4。
4 《史檔館．閻敬銘傳包》，2908-3號。
5 《陝西通志續通志（八）》，卷78，頁20；王嵩儒，《掌固零拾》，卷3，頁24。
6 同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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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史館檔．閻敬銘傳包》，2908號；《清史列傳（八）》，卷57，頁12-20。
8 唐浩明編，《胡林翼集二》，頁286。
9 《陝西通志續通志（八）》，卷77，頁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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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唐浩明編，《胡林翼集一》，頁554-555。
1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九）》，頁81。
12 唐浩明編，《胡林翼集二》，頁413。六君子：林汝舟、衛榮光、童棫、林聰彝、閻敬銘、張建基。
13 同前書，頁446。
14 唐浩明編，《胡林翼集一》，頁674-682。
15 同前書，頁709-712。
16 同前書，頁748-750。
17 《清史列傳（八）》，卷57，頁12。
18 同前書，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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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清史列傳（八）》，卷57，頁13。
20 《清穆宗實錄（二）》，卷37，頁43。
21 同註19。
22 《清穆宗實錄（二）》，卷47，頁1。
23 同前書，頁1-2。
24 《月摺檔》，同治二年四月（中），頁2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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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連年之水係由直境入東，自西南斜趨東北，濮州直當其衝。由濮而范，

又東北過壽張境，至張秋穿運注於大清河入海。今（三）年上游決口，

大溜移而西行，自直境長垣直灌開州，因開州之南舊有金隄舊址，地勢

稍高，得以禦水，故水勢仍復分流東折，駛灌濮城。若使來源太旺，萬

一直衝而北，大決籓籬，恐將改道北流，衝及開州、清豐、南樂，接連

山東之觀、朝、莘、聊等境，灌入臨清。陸地千里，盡成水國，其患不

可勝言。26

東省群吏，狃於積習，陷溺已源〔深〕。以詐偽輕捷為有才，以欺飾彌

縫為德〔得〕計，以謠諑誹謗為逞能。究其心志，無非謀利爭財，專圖

私便，國計民生，罔知念及。若錢糧則侵挪、捏冒，交代則多半不結。

盜賊則諱疾忌醫，任其狂肆。上下習為寬弛，素來稱為完善之區，蓋此

之謂。漸至財匱民亂，釀為今日之憂，實皆政事不立，上下相蒙，皆

〔階？〕之屬〔厲〕也。夫州縣固多不肖，何以獨甚於山東？臣詳察其

隱，實因東省官途，遇事多支吾敷衍，不求實際，即有事所難行，亦惟

以案牘了事，情不相通。若州縣法外生術，上司亦知其苦累難堪，無可

如何。儒生正士類少心計，舞文弄法或非擾〔優〕為，而由佐雜幕友出

身者，每每設法互相仿行，莫可完詰。如東省自道光二十九〔七〕年清

查交代，所有無著虧案，酌提通省俸廉坐支代人彌補，又以前後軍需報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一期

25 《月摺檔》，同治三年五月（三），頁075-079。
26 同前檔，頁08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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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多有歸外籌補之款，以及各項公用，均出通省公攤。即以州縣而

計，大缺在每年攤至五六千金，中小缺分亦有千數百金不等。養廉既已

提扣無餘，年來兵馬紛出，差務絡繹，又不免格外需求，時奉核減章

程，每多事後折賠。州縣非能取之於家，無非上竊公款，下勒民財，口

〔日〕用私侵，糾纏紛雜， 〔迨〕至清算交代，遂淩多方狡飾，以為

掩蓋拖延。至於濫求妄費，陋習相沿，視為成例。道府原可督察州縣，

而養廉一項攤扣減成之外，僅有空名，無可具領。稍一仰給，即已為所

把特〔持〕，關口奪氣。貪猾之吏因而挾制成風，更無忌憚，詭幻攘

竊，皆成 〔蟪蛄〕朝暮之見，吏治是以愈壞。27

東省民風疲敝，聚眾抗糧，拒官滋事，固由民習刁頑，然其致亂之故，

其弊不盡在民。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連年土寇煽聚，動連數郡，有

漸積使然矣。28

欲安民，必先察吏。29

27 《月摺檔》，同治三年五月（三），頁086-089。
28 同前檔，頁086。
2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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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軍機處檔．月摺包》，092043號；《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十三）》，頁527。
31 《軍機處檔．月摺包》，092934號；《上諭檔》，同治二年十一月分，十一月廿九日，頁145。
32 《軍機處檔．月摺包》，097600號；《上諭檔》，同治三年七月分，七月初五日，頁041。
33 《軍機處檔．月摺包》，097597號；《上諭檔》，同治三年七月分，七月初五日，頁042。
34 《軍機處檔．月摺包》，099368號；《上諭檔》，同治三年九月分，九月廿三日，頁147。
35 《上諭檔》，同治四年四月分，四月初三日，頁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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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36 《月摺檔》，同治四年十二月（一），頁101-105；《上諭檔》，同治四年十二月分，十二月初四日，
頁020-022。

37 《上諭檔》，同治四年十二月分，十二月廿四日，頁082。
38 《軍機處檔．月摺包》，090660號；《上諭檔》，同治二年八月分，八月廿日，頁181-182。
39 《軍機處檔．月摺包》，094512號。
40 同前檔，09688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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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同前檔，100067號；《上諭檔》，同治三年十月分，十月廿二日，頁120-121。
42 《軍機處檔．月摺包》，100709號；《上諭檔》，同治三年十一月分，十一月廿一日，頁143。
43 《上諭檔》，同治四年三月分，頁075。
44 《清穆宗實錄（五）》，卷133，頁28-29；《上諭檔》，同治四年三月分，三月十五日，頁083-084。
45 《上諭檔》，同治二年八月分，八月廿日，頁182。
46 《上諭檔》，同治三年十一月分，十一月廿一日，頁143。
47 同註43。
48 《上諭檔》，同治四年十二月分，十二月廿四日，頁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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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2

53

49 《上諭檔》，同治三年十一月分，十一月廿一日，頁143-144。
50 《上諭檔》，同治三年十二月分，十二月初六日，頁052。
51 《上諭檔》，同治四年十二月分，十二月廿四日，頁081-082；《清穆宗實錄（六）》，卷164，頁9-

10。
52 《軍機處檔．月摺包》，090082號。
53 同前檔，09306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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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同前檔，096666號。
55 同前檔，100720號。
56 同前檔，100721號。
57 《月摺檔》，同治五年十月（一），頁267-270。
58 《月摺檔》，同治五年十一月（中），頁265-268。
59 《清穆宗實錄（六）》，卷189，頁10-11；《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十六）》，頁327。
60 《清穆宗實錄（四）》，卷88，頁25；《上諭檔》，同治二年十二月分，十二月十五日，頁096-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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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2 

63

捐例之開，藉以籌備餉糧，原為朝廷萬不得已之政，而行久弊滋，不但

無補軍糧，抑且暗虧國計。……國家立賢無方，正途出身者未必皆賢，

捐納出身者豈盡不肖。然捐輸原為籌餉計，臣請即以籌餉言之。外省自

道府以至佐雜等官，皆准捐納。丞佐雜職尚無民社之責，道則巡察數

郡，府則表率一方，至州縣一官，則寄以地方百姓，寄以城池府庫，寄

以錢糧徵收，責任尤重，自古未有不慎選牧令而能治天下者也。即以納

貲階進，亦不可視之太輕，合計各省捐輸減成章程合以籌餉定例，直東

兩省離京不遠，報捐章程與銅局相等。……收納錢糧而計，山東一省大

縣五六萬兩，小縣亦萬餘兩不等，彼以官為貿易者廁於其間，略一侵蝕

已逾原捐之數，即令嚴查究參革查抄，而所侵之項已歸無著。國家所賴

者惟正款之錢糧，捐輸不過補助於萬一，若如此明效輸將，暗虧帑項，

通盤籌計，是得於捐輸者少，而失於帑課者多，即為籌餉計，亦不宜減

成輕予人以州縣也。道府為督率州縣之官，州縣既須照例加成，則道府

亦應歸一律。請飭將道府州縣四項官職仍按籌餉定例減二成章程，呈繳

實銀，均在京銅局報捐，外省不得報捐。64

61 《奏摺檔》，同治五年十月分，頁093-095。
62 《清穆宗實錄（六）》，卷189，頁7。
63 同前書，卷190，頁19。
64 《軍機處檔．月摺包》，09553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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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7 

6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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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清穆宗實錄（四）》，卷99，頁12-13。
66 姚永樸，《舊聞隨筆》，卷3，頁18。
67 （清）李伯元，《南亭筆記》（載於筆記小說大觀三十六編），卷6，頁3。
68 唐浩明編，《曾國藩全集．書信（八）》，頁5679。
69 （清）托津等纂，《欽定大清會典》（嘉慶23年刊本），卷12，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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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1. 

71 

72

73 

70 《軍機處檔．月摺包》，095479號。
71 同前檔，097340號。
72 《上諭檔》，同治三年十二月分，頁119-120。
73 同註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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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時　 間

同治三年

（1864）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一期

74 《清穆宗實錄（六）》，卷157，頁12-13；《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十五）》，頁482。

132

官　　職

已革職商河

縣知縣李均

長山縣知縣

張光煜

前任禹城縣

知縣趙慶恬

署榮成縣知

縣張道南

榮成縣調署

掖縣知縣蘇

名顯

前任益都縣

知縣龔璁等

五十一員

已故知縣潘

運第（歷任

壽光、臨

朐、海豐等

縣知縣）

資料來源

《軍機處檔．

月摺包》，

094678號。

同前檔，

095879號。

同前檔，

099690號。

同前檔，

100394號。

《上諭檔》，

同治四年三

月分，頁

083-084。

《上諭檔》，

同治三年十

二月分，頁

119-120。

同前檔，頁

121-122；
《咸豐同治

兩朝上諭檔

（十四）》，

頁446-
447。

處　分　事　由

欠解地丁錢糧一萬

餘兩

虧空元年正耗銀一

萬一千二百十八兩

七分一厘，二、三

兩年地丁正耗銀二

萬五千九百二十七

兩二錢七分九厘

虧短一萬二千餘

兩，抗不完繳

延不算交代

延不接收倉穀

虧空數目不詳

虧缺正雜各款銀三

萬八千三百餘兩

結　　　　　　　　　　果

拿問究辦

革職拿問

拿問監追，其任所、寓所及原籍財產一

併查封備抵

暫行革職留任

降二級調用

龔璁等五十一員即行革職，任所貲財、

原籍家產查抄備抵

拿問該故員家屬及各任內經手書吏人

等，並即行查抄該故員山東省寓資財衣

物，查明歷過任所有無隱寄及原籍財產

一併查封備抵



時　 間

同治四年

（1865）

同治五年

（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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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職

前任鉅野縣

知縣徐鏻、

濟陽縣候補

知縣楊汝

綬、武城縣

丁憂縣丞余

文偉（臨清

衛余紹洙之

子）、已故

前任鄒平縣

知縣李鑠、

平度州知州

李岱霖、濱

州知州王寵

三、高唐州

知州牛翰

前任武城縣

知縣郭尚桓

已故蒲臺縣

知縣車學富

知縣方沛霖

等四十七員

已故署萊陽

縣知縣陳啟

鏊

已故滕縣知

縣鄒崇孟

已故署堂邑

縣知縣之候

補知州潘世

釗

資料來源

《咸豐同治

兩朝上諭檔

（十五）》，

頁48。

《上諭檔》，

同治四年四

月分，頁

008-009。

同前。

《咸豐同治

兩朝上諭檔

（十五）》，

頁424。

同前書，頁

533-534。

《上諭檔》，

同治四年十

二月分，頁

091。

《咸豐同治

兩朝上諭檔

（十六）》，

頁207-
208。

處　分　事　由

清查案內應繳挪虧

銀兩已屆七年限

滿，經嚴催仍未解

短交雜倉等款銀四

千五百七十八兩

短交正款銀一百四

十九兩、雜倉等款

銀三千一百三十二

兩

將未經覈定軍需於

交代案內籠統列抵

，迨至刪減不敷按

款催追，不趕緊清

完，又有續虧之項

虧款七千一百餘兩

（在任僅逾半年）。

虧短二萬一千一百

餘兩

短交正雜各款銀三

千九百餘兩

結　　　　　　　　　　果

前任鉅野縣知縣徐鏻業經另案參革者併

案查抄監追，前任濟陽縣候補知縣楊汝

綬著即行革職，監追查封備抵，該二員

原籍財產一併查抄；前任臨清衛余紹洙

之子、前任武城縣丁憂縣丞余文偉代父

應完銀兩，著俟統限屆滿後查明已未完

解銀數再行參辦；另查明已故四人子孫

有無官職出仕，照章辦理

革職監追並任所、寓所資財及原籍、寄

籍家產一併查抄估變備抵

勒追該故員家屬完繳，並任所、寓所資

財及原籍、寄籍家產一併查抄估變備抵

方沛霖等四十七員一併革職查抄監追，

限滿不完照例分別銀數多寡按律定擬治

罪；其業經病故者，查明有無子孫出

仕，著落完繳，並咨各該省督撫將各參

員原籍家產一併查抄咨覈山東備抵

所有該故員任所、寓所及原籍財產一併

查抄備抵

所有該故員任所、寓所及廣西原籍財產

一併查抄備抵

勒限飭追，該故員歷過任所及寓所資財

並原籍財產一併查抄備抵



時　 間

115 6

4

102

時　 間

同治二年

（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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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職

已革降選府

經歷縣丞前

任文登縣知

縣宋春畬

已故知州舒

孔安

資料來源

同前書，頁

208。

同前書，頁

270。

處　分　事　由

虧短雜款等項銀四

千餘兩

在寧海州任內虧短

正雜等款銀九千八

十餘兩、文登縣任

內虧短正雜等款銀

一千六十餘兩

官　　職

淄川營千總

李清順

署邱縣知縣

吳瑞珊

已革登州鎮

標右營學習

期滿騎都尉

世職前署寧

福營都司王

汝忠

已故臨清衛

守備訥勒亨

資料來源

《軍機處檔．

月摺包》，

089247號。

同前檔，

090662號、
098400號；
《上諭檔》，

同治三年八

月分，頁

028-029。

《軍機處檔．

月摺包》，

093061號。

《清代起居

注冊同治朝

（十六）》，

頁009009-
009010。

處　分　事　由

冒領餉銀，虧短一

百九十餘兩

虛報勇糧

虧短錢糧

任內虧欠歷年正雜

倉穀等款，共銀九

千餘兩

結　　　　　　　　　　果

軍前正法，支應委員候補知縣張紹陵未

能稽查周密，交部議處，並賠李清順虧

短銀兩

即行革職提省查辦，嗣於三年發往軍臺

效力贖罪

將王汝忠提省勒限一月算清交代，並將

虧短錢糧等項如數完繳，限滿不能清結

從嚴參辦

該故員任所、寓所資財及旗籍財產查抄

備抵外，並提該家屬及經手書吏人等訊

問，按律懲辦

結　　　　　　　　　　果

著即拿問監追，並將原籍財產查抄備抵

該故員歷任所、寓所資財及原籍財產查

抄備抵



時　 間

2. 

75 

76 

77 

78 

75 《軍機處檔．月摺包》，093060號。
76 同前檔，094508號。
77 同前檔，094509號。
78 同前檔，09503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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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職

已革前署東

昌衛守備廖

宇清

已革兗右營

都司楊會川

資料來源

同前書，頁

009010-
009011。

《咸豐同治

兩朝上諭檔

（十五）》，

頁357。

處　分　事　由

虧短銀兩

虧欠膠州協都司任

內應解司庫等款銀

四千九百餘兩

結　　　　　　　　　　果

查抄該員任所、寓所資財，其原籍家產

查封備抵

據接任膠州協都司胥聯芳結報，除抵實

虧銀七百餘兩，楊會川延不完繳，所開

墊製軍械等款，並未稟報有案，楊會川

先行拿問查抄監追，胥聯芳於應交抵各

款造冊，一味推諉抗延，摘去頂戴，勒

限趕造清冊



79

80 

81

82 

83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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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同前檔，095535號。
80 《上諭檔》，同治四年四月分，四月初三日，頁008-009。
81 《月摺檔》，同治五年三月（中），頁313-316。
82 《奏摺檔》，同治三年正月分，頁097-100；《軍機處檔．月摺包》，093960號。
83 《上諭檔》，同治四年四月分，頁008；《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十五）》，頁149。
84 《月摺檔》，同治四年十一月（一），頁09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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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86

87

85 《上諭檔》，同治四年十二月分，十二月初五日，頁025。
86 《月摺檔》，同治四年十二月（四），頁011-013。
87 《軍機處檔．月摺包》，0914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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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8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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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月摺檔》同治二年十二月，頁019-020。
89 《軍機處檔．月摺包》，094505檔；《月摺檔》，同治三年二月（中），頁095-099。
90 《軍機處檔．月摺包》，09790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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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92 

93 

94 1877
95 

96 

91 《清穆宗實錄（四）》，卷94，頁15。
92 《清穆宗實錄（五）》，卷139，頁12-13。
93 唐浩明編，《曾國藩全集．書信（七）》，頁5189-5191。
94 唐浩明編，《曾國藩全集．書信（八）》，頁5695-5696。
95 《左宗棠全集．書信三》，頁240-242。
96 《清穆宗實錄（三）》，卷66，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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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惟湘勇情形本與楚勇不同，湘勇來路較遠，其章程原與楚勇不同。湘勇

到東後，察其營規整肅，隨地築壘，毫無騷擾民間。臨陣之時實能奮勇

打仗，與東省從前兵勇判然兩途，昭昭在人耳目，並非濫芋充數。與丁

寶楨再四籌商，實屬勢難照減。98

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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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軍機處檔．月摺包》，091427號。
98 同前檔，093345號。
99 《清穆宗實錄（六）》，卷163，頁18-20。
100《月摺檔》，同治五年七月分（上），頁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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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02 

103 

104

1. 

105

106

2. 

101《軍機處檔．月摺包》，089047-1號。
102 同前檔，093487號。
103《上諭檔》，同治三年十一月分，頁20。
104《上諭檔》，同治三年十二月分，頁052-053；《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十四）》，頁425。
105《軍機處檔．月摺包》，092932號；《月摺檔》，同治二年十一月（下），頁355-360。
106《軍機處檔．月摺包》，09457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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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08

3. 
109

4. 

110

5. 

(1)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一期

107《軍機處檔．月摺包》，098404號。
108《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十四）》，頁279。
109《月摺檔》，同治四年十月（二），頁039-045。
110《軍機處檔．月摺包》，092408號；《月摺檔》，同治二年十一月（下），頁29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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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2) 

112 

1. 

111《月摺檔》，同治五年五月（中），頁181-185。
112 同前檔，頁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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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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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陳旭麓等主編，《中國近代史詞典》，頁364。
114《清穆宗實錄（三）》，卷66，頁4。
115《軍機處檔．月摺包》，089745號。
116 同前檔，090840號。
117 同前檔，091474號；《月摺檔》，同治二年九月（下），頁105-109。
118 同前檔，0917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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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2. 

126 

119 同前檔，091007-1號。
120 同前檔，091187號。
121 同前檔，092623號。
122 同前檔，098421號。
123 同前檔，099364號。
124《奏摺檔》，同治四年二月分，頁081-083。
125《清穆宗實錄（五）》，卷136，頁6。
126《中國近代史詞典》，頁678-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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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128 

129

3. 

130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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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軍機處檔．月摺包》，097904號。
128 同前檔，100393號。
129《月摺檔》，同治五年十一月（上），頁399-400。
130《中國近代史詞典》，頁410。
131《月摺檔》，同治五年十月（三），頁209-219。

146



匪首張積中以職官據寨叛逆，前經督兵勦辦全數就殲。經查明張積中

舉事之日，業於武定一帶，勾結鹽梟數百名入山。黃河水次，亦有匪

船為送軍械之事，並遣匪黨赴河西勾結捻股，令撲運河。其附近被擾

之各村，均紛紛懇求進兵速勦。迨官兵破寨之時，該逆滿寨俱裹紅

巾，拚命死鬥，無一生降，僅留婦女幼孩四百餘名。所居偽屋，層轅

列陛上結黃幔帳，鋪設俱僭用黃色。已將所有違禁之黃綾帳幙桌面各

物及號衣旗幟發交臬司存庫，其刀械槍 鉛硝各物分發各營應用，

所留婦孺四百餘口飭地方官收養給屬領回，山上圩寨石屋亦飭平燬，

所有匪擾各村莊均令地方官設法撫卹，現流民復業各自安堵靜謐如

故。132

133 

134 

135 

136 

132《月摺檔》，同治五年十一月（上），頁383-391。
133 唐浩明編，《曾國藩全集．書信（七）》，頁5105-5106。
134 同前書，頁5194。
135 同前書，頁5265。
136 唐浩明編，《曾國藩全集．書信（八）》，頁5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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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139 

140 

141 

142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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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軍機處檔．月摺包》，093490號。
138《清穆宗實錄（四）》，卷85，頁39。
139《軍機處檔．月摺包》，094511號。
140 同前檔，096537號。
141 同前檔，094679號。
142 同前檔，097343號。
143《軍機處檔．月摺包》，0950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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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44 同前檔，096540號。
145 同前檔，100724號。
146 同前檔，097347號。
147 同前檔，100065號。
148 同前檔，098843號。
149 同前檔，100719號。
150《月摺檔》，同治五年三月（中），頁317-320。
151《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十五）》，頁49。

149閻敬銘在山東─同治元年十月∼六年二月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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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上諭檔》，同治四年十二月分，頁019-020。
153《月摺檔》，同治五年十月（一），頁263。
154《清穆宗實錄（六）》，卷162，頁17-18。
155《上諭檔》，同治四年十二月分，頁081；《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十五）》，頁604。
156《月摺檔》，同治五年十一月（中），頁269-271。
157《上諭檔》，同治五年七月分，頁019；《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十六）》，頁178。
158《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十六）》，頁208。
159《月摺檔》，同治五年十月（一），頁26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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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0《軍機處檔．月摺包》，090842號。
161 同前檔，094120號；《月摺檔》，同治三年正月（下），頁025-027。
162《軍機處檔．月摺包》，095480號；《月摺檔》，同治三年四月（上），頁019-022。
163《清穆宗實錄（四）》，卷102，頁41。
164《清史列傳（八）》，卷57，頁13。
165《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十四）》，頁284；《清代起居注冊同治朝（十四）》，頁007799。
166《上諭檔》，同治四年十一月分，頁143；《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十五）》，頁551。
167《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十六）》，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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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170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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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同前書，頁111。
169《軍機處檔．月摺包》，092050號。
170《清穆宗實錄（六）》，卷154，頁8-9。
171《上諭檔》，同治四年三月分，頁076；《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十五）》，頁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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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72 鍾樂生甫，《志遠堂文集》，卷8，頁25-26。
173 同前，頁26。
174《月摺檔》，光緒三年九月（上），頁173。
175《月摺檔》，光緒三年九月（中），頁059。
176《月摺檔》，光緒八年八月，頁192。
177《月摺檔》，光緒九年三月，頁169。
178《月摺檔》，光緒十年七月（一），頁161。
179（清）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卷中，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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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同前書，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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