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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學術參訪最主要是雲南師範大學歷史與行政學院主辦第十八屆國際清史學術

研討會，該院院長鄒建達教授邀請職在該院舉行專題演講，並與該院師生進行學術座談

等交流活動。職在該項學術研討會特以「翠綠邊地─清季西南邊界條約輿圖特展」本項

展覽內容為主，探究清季時期清廷與法國在廣西與越南邊界談判交涉過程，並以職所發

表相關論文為重點，提出專題報告。會後並應邀在該學院針對本院典藏相關清代檔案及

外交部寄存於本院之前清時期條約、協定及輿圖，作一場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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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次學術參訪最主要是雲南師範大學歷史與行政學院主辦第十八屆國際清史學術

研討會，該院院長鄒建達教授負責聯繫及安排職在該院舉行專題演講，並與該院師生進

行學術座談等交流活動。論文報告之外，職在滇期間亦與相關師生進行學術座談與交

流。因邀請學校單位對本院所辦之「翠綠邊地─清季西南邊界條約輿圖特展」以及「百

年傳承 走出活路 中華民國外交史料展」甚為重視，所以職在該項學術研討會特以「翠

綠邊地─清季西南邊界條約輿圖特展」本項展覽內容為主，探究清季時期清廷與法國在

廣西與越南邊界談判交涉過程，並以職所發表相關論文為重點，提出專題報告。會後並

應邀在該學院針對本院典藏相關清代檔案及外交部寄存於本院之前清時期條約、協定及

輿圖，作一場專題演講。職於停留期間亦赴雲南與緬甸邊界孟定地方考察邊界交界河流

南帕河及南定河，本院典藏清代中緬邊界地圖均有標示此兩條河流，實際現地察看對清

代中緬邊界研究甚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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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103 年 訪問對象

月 日 國家 機構或個人 行程及工作項目 備註

07 11 大陸 雲南師範大學 去程：台北→雲南昆明市

07 12~13 大陸 雲南師範大學
受邀參加「第十八屆國際清史學

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工作事項

詳如第參

點內容

07 14~18 大陸

雲南師範大學

滇西師範行政

學院

在雲南師範大學歷史與行政學

院、滇西師範行政學院發表 3場

學術演講及與兩院師生進行學

術交流座談

07 19 大陸 雲南師範大學 回程：雲南→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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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內容

一、 第十八屆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論文報告：

職以「光緒時期中法桂越段邊界勘定交涉 ─以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條約輿圖為

例」此題目作報告，探討邊界是兩國之間極易滋生事端的國際問題。中越邊界全長約 1400

多公里，自清季以來中越邊境衝突不斷。越南位於中南半島東部，北接廣東(粵)、廣西

(桂)、雲南(滇)三省，清朝盛世時期，越南即被視為藩屬。既為藩屬，清朝並未和越南

劃分正式邊界，所以當時中國的西南邊界較為渾含。直到光緒時期發生中法戰爭，清廷

與法國簽訂《中法會訂安南條約十款》，從此越南與清朝的藩屬關係斷絕，而劃界之議

遂啟，從光緒十一年至光緒二十二年間，經由談判、劃界、立碑結束，總計雙方訂立界

約十餘種。本報告開始先介紹院藏相關清代前期之中越邊界地圖，計有廣西省地圖(SK3

021516)、廣西地圖(平圖 006958 皇明職方地圖 三卷 明崇禎丙子(九年)原刊本)、南寧

太平鎮安三府關隘全圖(SK3 021458)、 手繪邊防圖等地圖，依據相關輿圖所繪內容，可

看出在清代前期以前中越邊界並未有精確的劃分。

接著說明中法勘界緣由及鄧承修奉清廷命令擔任勘界大臣的過程，先從法國入侵越

南後，開啟中法戰爭說起，繼而法國與清廷談判，清廷派李鴻章、鄧承修等人擔任談判

大臣，與法國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十款」，此約訂定後越南淪入法國手中，此約並

規定雙方派員勘定中越邊界，鄧承修奉派前赴廣西與法國官員勘界。接著再向與會者說

明鄧承修勘界之準備、清廷與法國對桂越段邊界談判過程，由過程進行不順利，清廷受

到法國施以極大壓力，清廷怒斥鄧承修辦事執拗，鄧承修隨即稱病擬緩議勘界，街著職

說明鄧承修勘界遇到之之困境，最終不得不低頭與法國先勘隘店隘至平而關段邊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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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邊界劃定文件計有勘界記錄四份，五張地圖，職在報告上針對這些文件與地圖用 ptt

向與會者說明。

接著在說明清廷與法國再對竹山至各達村段的勘界初定，職在此段報告利用檔案提

出：勘界記錄份數誤認問題、介紹中法簽訂勘界記錄及劃界地圖，是鄧承修與法國勘界

官狄隆所簽訂的勘界記錄(五份)及劃界地圖(四張)，這些紀錄與地圖原件，職亦與 ptt

向與會者報告說明。(計有粵越初次定界第一段圖、第一號勘界記錄(由竹山至隘店隘邊

界劃定)、粵越初次定界第二段圖、第二號勘界記錄(由平而關至那爛村東北界邊界劃

定)、粵越初次定界第三段圖、第三號勘界記錄(地圖上甲字處所至上橋隘己字處所邊界

劃定)、粵越初次定界第四段圖、第四號勘界記錄(地圖上的 已字處所的上橋隘至各達村

邊界劃定)、第五號勘界記錄勘界記錄簽字本。

桂越段邊界勘定後，接著職再說明法國方面對勘界成果的評議，再對鄧承修此段勘

界結果作結論：光緒時期中國國勢衰頹，舉凡內政、軍事均遜於西歐列強，面對法國侵

入越南，並將其勢力往北推進至中國西南邊地的舉動，無力制止；清廷與法國談判中越

邊界，如鄧承修等外交大臣，在面對強勢壓力下，仍能據理力爭，殊屬難得。但因清廷

當時內憂外患，無力也無暇兼顧西南邊疆問題，拱手讓越南成為法國殖民地，也喪失部

份原屬中國之土地。

從鄧承修相關檔案史料所載，他是一個個性耿直，嫉惡如仇的官員，在他未參與勘

界事務前，在朝廷糾彈許多官員違法、任職不力的行徑，如本文所述，他對李鴻章提議

與法國和議甚為不滿，在官場上他得罪許多朝廷大員，所以在奉派至廣西與法國會勘邊



- 8 -

界是歷盡艱困、夾在進退兩難之中，也無法施展自己對劃定邊界的構想與抱負，最後只

得聽命於朝廷，受制於法國對桂越段邊界的設定劃分，讓他大窘而返，也只得謝病辭職

歸里，光緒十七年(1891)，鄧承修病逝於惠州。結束此段報告。以此論文報告簡介說明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有關之中法所訂條約、界圖，及桂越段邊界交涉情形。該場報告會

議主持人為前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朱誠如先生(參加會議及報告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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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雲南師範大學歷史與行政學院講座：

職介紹清廷與西歐列強所簽不平等條約及輿圖。主要是說明介紹中華民國外交部與

國立故宮博物院在民國 100 年所共同舉辦「百年傳承 走出活路─中華民國外交史料特

展」之主要展件內容，其中第一單元之「歷史之鑑」，展出的前清條約及地圖約計四十

二件為演講重點。尤其是甲午戰敗，清廷與日本簽訂《中日講和條約》(亦稱《馬關條

約》)，割讓台灣、澎湖群島及遼東半島。俄國為阻止日本勢力進入東北地區，即聯合

法、德兩國出面干涉，日本最後交還遼東半島。俄國此舉贏得清廷好感，擬定聯俄制日

政策，簽下《中俄密約》，掀起列強瓜分中國之浪潮。清廷與列強所簽之不平等條約，

百餘年來，向被外交部列為「極機密」文件，從未公開展示，所以職以 PPT 播放相關影

像圖檔，向該所師生介紹包括中英《中英江寧條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中法

續增條約》、《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款》、《中俄續增條約》、《中俄交收伊犁條約》、《西北

邊中俄二次定界圖》、《中俄改訂條約》、《中英滇案條款》、《中英煙臺條約》、《中法會訂

越南條約十款》、《中法滇越界約》、《中葡通商和好條約》、《葡人越界影射圖說》、《澳門

圖》、《澳門海島界址圖》、《藏南察勘疆域界址圖》、《中英會議藏哲條約》、《中英會議藏

哲續約》、《中日交還奉天省南邊地方條約》、《中英新訂藏印條約》、《中德膠澳條約》、《膠

澳租借圖》、《中俄旅大租約》、《遼東半島租借圖(摹本)》、《關東半島圖》、《香港海圖》、

《廣東省新安縣屬展拓英租界圖》、《中英租威海衛專條》、《山東威海租界圖》、《威海衛

租界圖》、《中法因租給廣州灣互訂條款章程》、《廣州灣租界圖》、《廣東廣州灣圖》、《美

國退還庚子賠款相關文檔》、《中俄交還東三省條約》、《中俄蒙協約》《中德膠澳租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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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中俄密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辛丑和約》……等在內列強瓜分中國的

相關條約與地圖。(條約如下圖)

↑《中英江寧條約》 ↑《中俄改訂條約》

《中英煙臺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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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膠澳租界條約》

《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辛丑和約》

演講過程中，職也針對大陸學者撰文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巴黎和會召開，

當時中華民國代表團顧維鈞大使攜帶《中德膠澳租界條約》原件參與會議，要求德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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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半島主權交還給中華民國，但後來將該原件弄丟，所以現在的青島檔案館派人赴德

國將該原件複製帶回青島，作為典藏。職在演講中表示，顧維鈞大使弄丟《中德膠澳租

界條約》是謬誤之說，此原件現存放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庫房，檔案完整無缺。(如照

片)

另外滇西科技師範學院得知職前往雲南師範大學演講，也透過鄒建達教授代邀前往

該校作專題演講。

滇西科技師範學院為於雲年邊境臨滄縣，職先對臨滄縣的歷史、設立沿革依據本院

典藏相關地圖檔案先作介紹，依據史料記載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降順寧府為順寧

州，省寶通州入順寧州，並改鎮康路置鎮康府，改孟定路為孟定府，隸屬雲南布政司。

洪武十七年（1384 年），鎮康府降為鎮康州，尋廢，劃歸灣甸御夷州；順寧州復升為順

寧府。宣德五年（1430 年）設勐緬長官司（今臨滄城區），屬景東府，後直屬雲南布政

司。萬曆十三年（1585 年）置耿馬安撫司（今耿馬縣），旋升宣撫司，屬永昌府。萬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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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1597 年），勐緬長官司改為勐緬土巡檢，屬順寧府。萬曆二十六年（1598 年），

順寧府改土歸流，隸金騰道，改大侯州為雲州，屬順寧府。

清順治十六年（1659 年）灣甸御夷州改屬永昌府。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耿馬

安撫司升宣撫司，直隸雲南布政司，羈糜於永昌府。乾隆十二年（1747 年），勐緬長官

司改土歸流，置緬寧廳。乾隆十四年（1749 年），移順寧右甸通判於緬寧廳，屬迤西道。

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耿馬宣撫司改屬順寧府。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置順寧縣，

為迤西道順寧府治。上述所提府、州、司等地如臨滄以前為猛緬長官司，在本院所藏地

圖如：雲南省地圖(文獻編號：SK3 02478)、雲南輿地圖說(文獻編號 p3k 021302)等地

圖均有註記。(如照片)

光緒二十三年（1897 年），英國政府迫使清政府在《中英續議滇緬條約》中，把果

敢劃歸英國。光緒二十五年（1899 年），中英第一次勘界，劃定以勐英（南傘）為中國

耿馬與英屬緬甸麻栗壩的交界。光緒三十三年（1907 年）鎮康州改土歸流。宣統元年（1909

年）改鎮康州置永康州（治今永德縣東北永康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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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年（1913 年）廢府、廳、州，改順寧府為順寧縣，改緬寧廳為緬寧縣，改永

康州為永康縣，改雲州為雲縣，各縣分屬滇南道、滇西道。次年因永康縣名與浙江永康

縣同名，改永康縣為鎮康縣；滇南道改名普洱道；滇西道改名騰越道。1929 年廢道制；

同年由瀾滄、緬寧二縣析置雙江縣，治勐勐。1937 年由瀾滄縣析置滄源設治局，治勐董。

民國三十一年（1942 年）由順寧縣析置耿馬設治局；置雲南省第五行政督察區，專署駐

順寧縣。民國三十五年（1946 年）置第九行政督察區，專署駐緬寧縣；順寧縣改屬第十

一區。

經職對於臨滄設立沿革的說明，並以 ptt 展示地圖，讓該學院師生對當義歷史有更

深一層的瞭解，因為相關地圖該院師生均未見過，覺得甚為珍貴，職並將個人有關雲南

邊界的文章著作贈送給該校校長(如照片)。

接著對該院師生介紹本院圖書文獻處典藏文物，向該院師生簡介宮中檔奏摺、軍機

處檔摺件以及清實錄、起居住冊等檔冊內容，並作「從南京條約只辛丑和約─台北國立

故宮博物院點藏條約輿圖簡介」的報告，將近代中國邊界割讓的條約文本及相關問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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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貴的歷史檔案地圖作介紹。讓該院師生對本院圖書文獻處的典藏有更清楚的認識。

職停留期間，分別與該院專任教授如保躍平、于愛華、劉利平、方天健、鄧仕海、

張永帥、楊瑞璟……等及其所指導學生進行非正式座談。由於相關師生對本院典藏大量

豐富的文獻檔案及輿圖甚為讚嘆，所以職也利用機會向他們介紹圖書文獻處典藏及相關

資料庫建置情況，增進該院師生對本院典藏文物之認識，並歡迎他們來本院查閱檔案並

作研究。職於停留期間亦赴雲南與緬甸邊界孟定地方考察邊界交界河流南帕河及南定

河，本院典藏清代中緬邊界地圖均有標示此兩條河流，實際現地察看對清代中緬邊界研

究甚有助益。(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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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事項

此次參加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以及在雲南師範大學歷史與行政學院…等地作學

術演講及學術座談後，認為本院典藏相關西南邊界檔案及輿圖極為珍貴，是大陸地區

學者及相關學術研究單位所重視，並想來作學術參訪的重點博物館，圖書文獻處所籌

辦的展覽，也是他們極想參觀學習研究的項目及課題，因相隔甚遠，無法及時來院參

訪，透過類似的學術講座，將本院所策劃的展覽及相關學術研究成果，宣傳至大陸地

區，個人認為這對促進兩岸學術交流頗有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