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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康熙，文治武功的杰出帝王。
无论在戏剧、小说中，康熙的传奇一直让人津津乐道。
但除去剧作家、小说家的想象，真实的康熙究竟是什么样貌？
本书作者陈捷先身为有名的史学家，使用通俗地语言，写真实而有趣的历史故事，如同写真一样忠实
地显现康熙的方方面面，读来不但是种愉快的精神享受，也增长了历史知识。
《康熙写真》以五十篇精湛的小品文来介绍康熙的家庭生活、为人处世、朝政事功、宗教观等，如描
述有&ldquo;医生天子&rdquo;之称的康熙，如何善于养生、运用妙法治病；而对于台湾的经营和开发
，也是本书的重点之一。
《康熙写真》不但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也是优秀的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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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捷先
江苏江都人，1952年生，1956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59年获台大历史研究所硕士，后应邀赴美
加入哈佛大学访问学人计划研究，返台后曾任台大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
1980年应聘为美国麻州大学客座教授，1990年荣获韩国圆光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95年退休，移居加拿大，现任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南开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
专攻清代史、满族研究、方志学、族谱学，著有《满洲丛考》、《清史杂笔》
(一?八辑)、《清代台湾方志研究》、《东亚古方志探论》、Manchu ArchivaJ Materials、The ManchtJ
Palace Memorials,及中英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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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康熙继承之谜清朝是满洲人建立的，有关他们祖先部族首领的继承制度，因为没有
史料可以参考，所以我们知道得不多。
不过到了17世纪初年，满族兴起了，在中国东北边疆的辽东地区，逐渐兼并了很多其他的女真部落，
最后建立了后金政权。
在公元1622年（即后金天命七年，明熹宗天启二年）后金大汗努尔哈齐对他的子侄说：⋯⋯继朕而嗣
大位者，毋令强梁有力者为也。
以若人为君.惧其尚力自恣，获罪于天也。
且一人纵有知识，终不及众人之议。
今命尔八子，为八和硕贝勒，同心为国，庶几无失。
尔八和硕贝勒内，择其能受谏而有德者，嗣朕登大位。
若不能受谏，所行非善，更择善者立焉。
这是努尔哈齐晚年让他的子侄们共同议政的开始，也为他死后建立了一种汗位继承的制度。
根据他的说法，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满族汗位的传承制度是不同于汉族的立嫡立长制的。
他们是由位高权重的贵族们互相推举出领导人的，而且也不像汉人是在皇帝未死之前就预立储君，努
尔哈齐所、订的办法是在大汗死后才举行公推选举的，这与草原民族的旧有习俗差不多，有些像蒙古
宗亲大会（库里尔台）推选部族首领的情形。
努尔哈齐死后，贵族们推举皇太极为大汗。
皇太极不负众望，守成兼创业地建立了清朝，后来更降服了朝鲜与部分蒙古部族，进兵华北，问鼎中
原。
公元1643年，皇太极病逝沈阳，满族贵族们在妥协下推举出年仅6岁的福临为君，年号顺治；第二年李
白成攻陷了北京，崇祯皇帝自缢，后来吴三桂带领清兵入关，满族做起了大中国的主人。
顺治皇帝在位18年，死后由他的儿子玄烨继承皇帝大位，年号康熙。
这位后来扬名中外的康熙皇帝是如何继承大统的呢？
清朝官书里有这样的一段记述：⋯⋯（康熙皇帝）六龄时，尝偕世祖皇二子福全、皇五子常宁，问安
宫中。
世祖各问其志。
皇五子甫三龄未对。
皇二子以愿为贤王对。
上（指康熙）奏云：待长而效法皇父，黾勉尽力。
世祖皇帝于是遂属意焉。
以借此收回地方大权，于是就说：尚可喜归辽，尚之信仍带官兵居粤，则是父子分离，实有不便，所
以下令尚可喜父子可带领全部人马回辽东定居，表面上是皇帝不忍他们父子分离，实际上是康熙想藉
此撤掉藩王分据地方的势力。
吴三桂与耿精忠听到这消息之后，心里也都疑惧不安，为了试探朝廷的意向，他们也分别向皇帝奏报
，“仰恳皇仁，请撤安插”，看看中央政府有什么反应。
三藩一同上书请求“安插”，当然是件大事，也是危险的信号。
皇帝与大臣会议商讨时，朝臣虽有主张撤藩的，但也有认为兹事体大，不能冒然从事的。
不过正值二十岁英年的康熙早已看出吴三桂等人蓄谋已久，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如先发
制人，及早除此大患，所以皇帝特诏：“从其所请”，同意三藩离开南方驻地，另由政府安排整编，
并派出接收大员分别到云南、广东、福建等地办理接管事宜。
吴三桂因弄巧成拙，骑虎难下，当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来到时，他阳为恭顺，暗中则做各种准备，除
与耿、尚密谋外，又封锁所有要隘，最后他在同年底宣布反清了，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
声称要“伐暴救民，顺天应人”，为明朝复仇，希望争取汉族同胞与他一齐来反清。
吴三桂公开反清之后，数月之间，云贵川湘桂等省有不少武官响应，第二年在福建的耿精忠也接受吴
三桂的号召反清，并在不久之后，又招来台湾的郑经渡海助战，一时东南半壁，成了反清的势力范围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康熙写真>>

，反而只有最初请求安插的尚可喜却在广东按兵不动，守清臣节。
康熙十五年，尚可喜死，尚之信接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封号反清，加上襄阳总兵杨来嘉、河北总
兵蔡禄、陕西提督王辅臣、察哈尔蒙古贵族在北方响应，清代中央一度感到震骇，官员中甚至有人“
即遣妻子回原籍”的，所幸皇帝十分镇定，他愿负一切撤藩的责任，除在陕鄂等省置以重兵，阻止吴
三桂等北上之外，又调发主力进向江西，西攻长沙，以切断吴、耿的联合阵线。
他并将吴三桂留在京城的儿孙处死，拒绝吴三桂的和谈请求，决心与三藩作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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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陈教授写真的康熙，聪明好学，以汉学为主，兼收西洋文化，多才多艺，爱好运动，勤于理政，所向
成功；生活朴素，晚年家难，伤透脑筋。
他把康熙个人的禀赋、性格、理政、生活，几乎全面托显出来，并且透过康熙的活动，将康熙一朝的
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特别是重大政治事件表现出来。
人们说一部好的人物传记，能够反映出他那个时代，陈教授的书，岂不是康熙时代的缩影! 　　——
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木委员会主任  冯尔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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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康熙写真》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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