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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子以父贵。
作为刘统勋的长子，刘墉受到乾隆帝的特别关爱。
刘墉早年虽然聪明好学，通古今，但30岁以前连个举人的功名都没有考取，乾隆帝加恩名臣之后，刘
墉遂以恩荫举人的身份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考中进士，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五十余年的仕宦生涯。
    人生是充满无数变量的生命体验。
刘墉在其85年的漫长人生旅程中，作为站在历史前台的重要人物，见证了清朝盛极而衰的全部过程。
他的性格，他的为官之道，他的处世风格，甚至他的书法诗文，都经历了太多太大的变化，当我们在
经意与不经意之间，循着他的心路历程，触摸他的人生时，无不为历史与时代对人个性的雕琢发出千
年的感叹！
    以乾隆中叶为分水岭，刘墉一生泾渭分明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一时期是他生命的黄金时段，主要在地方为官，从学政、知府、道员、按察使、巡抚，他拾阶而上
，虽然步履蹒跚，但他还是一步步攀升，执著而有为，刚正而果敢。
尤其是在他任江宁知府期间，抗总督，斗权贵，破奇案，察民情，得人心，号称包龙图再世，“名播
海内，吏民畏服，天下无不服其品谊”。
此间，他严拒官场旧习，整饬士林风气，搜查禁毁书籍，不遗余力；推动文字狱案，承风袭旨；惩治
民间会党，竭尽全智；他甚至自掏腰包，主动为乾隆刊刻《御制集》。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以后，刘墉主要在中央为官，历任各部尚书，升职协办大学士，成为名副
其实的“副宰相”。
也许是“廉颇老矣”，也许是在权力金字塔的攀登中他感到很疲惫，官居一品的刘墉变得“颟顸”，
变得“模棱”，甚至像狐狸一样，藏起自己的尾巴。
尽管在他的眼里，世间仍有是非曲直，但“世外春秋纵转换，王道难明为慨然”，他要学习郑板桥，
做一个真正的“由聪明变糊涂”的人。
为此，他招致乾隆帝的多次严厉训斥。
一次，乾隆向刘墉询问新任知府戴某品行如何，作为吏部尚书的刘墉却以“也好”应对，乾隆为此大
为光火。
    刘墉的“模棱”还表现在取士上。
以前他不满士风日下，每次取士，均以严厉著称，中年以后，他再任考试官，以宽容取悦士人，以致
大才子袁枚以“月无芒角星相避，树有包容鸟亦知”诗句相赠。
对于刘墉的“改节”，许多人也不以为然，好友谢墉专门进献否卦象辞以相讥讽，希望刘墉还其本真
，复其固有。
    尽管刘墉以“模棱为自全之计”，但五十余年的为官生涯还是让他饱尝了宦海风波。
他入仕不久，即受父亲牵连，被打入刑部大牢，初次领略了世事变幻无常。
以后他因下属亏空险被处决，虽然“皇恩浩荡”，但两年的流放生活，无疑给刘墉的仕途留下了阴影
。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因上书房师傅集体旷工事件，刘墉作为总师傅被革去“协办大学士”，不
但招乾隆皇帝的当朝羞辱，而且与大学士一职失之交臂。
    刘墉历经乾隆朝的后30年和嘉庆朝的前9年。
乾隆后期，和坤专权，内外大臣无不奔走其门，只有刘墉、王杰、纪晓岚等人“终不依附”，刘墉还
以其滑稽性格“语刺和坤”，野史笔记中因此留下不少二人斗法的故事，这些遗闻轶事大多真实可信
，反映了刘墉良莠同器不相合，廉洁白持的可贵品格。
也是嘉庆亲政后“刘墉之言最多采纳，皇帝眷注，异于诸臣”的重要原因。
刘墉死后赐谥“文清”，可谓论定，允称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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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连营，男，1965年10月生，河南省唐河县人。
汉族，中共党员，历史学博士。
先后在河南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明清史学习、研
究工作多年，发表《明末农民战争期间河南地主土寨初探》、《清代河南农业生产述论》、《略论嘉
庆帝的守成思想》、《关于清中期的吏治腐败问题》、《略论刘墉》、《关于嘉庆帝统治政策的考察
》等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明代）、《康熙皇帝的治国艺术》、《戴名
世与南山集案》、《清朝通史》嘉庆朝卷（合作）、《纪晓岚的“风流”人生》、《宰相刘墉的一生
》等著作多种。
现为紫禁城出版社编辑室主任、编审。
目前主要研究兴趣：清代中期政治及学术文化史、宫廷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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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出身名门的刘墉1.“天下第一家”有关刘墉的家世，在北京地区流传着这样一个民间传说
，名字就叫《天下第一家》：乾隆某年春天的某日。
皇帝南巡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山东省济南府的官道上。
由于道路刚经地方整修洒扫过，所以没有太多的风尘。
坐在銮舆中的乾隆皇帝正兴致勃勃地观赏着官道两旁绿色的农庄景色。
忽然，远处隐隐现出一处庄院来。
那里杨柳成行，溪水环绕，别有一番幽雅风致。
这位天性喜欢游山玩水的风流天子，见此不觉来了兴致，急令銮舆停下，自己要步行前往游览一番。
来到门前，乾隆不觉诧异，只见前门门联赫然写道：心为大清，不要管刘姓何姓；志在报国，何必分
汉人满人。
横批是：“天下第一家”。
乾隆想：这普天之下，除了我爱新觉罗氏这一支，还有谁敢妄称什么“天下第一家”？
更何况这又是一户普普通通的农家呢！
实在有点可笑。
不过，奇怪之下，乾隆更想前去探个究竟。
叩开门后，院子里走出来一位黑胡子老头，约摸有五六十岁的光景。
穿着虽很朴素，倒很整洁。
乾隆便上前问道：“请问这‘天下第一家’作何解释？
”老人只是摇头，说：“这事得问我的父亲。
”乾隆跟随老人来到二门。
老人轻轻敲了几下门，又迎出来一位花白胡子的老人，大约有七八十岁的模样，衣着也很朴素。
乾隆施礼问：“请问，这‘天下第一家’作何解释？
”花白胡子老人也只摇头说：“这事还得问我的父亲。
”这时，乾隆更为惊奇，两位老者仪态高雅，举止不凡，想必此家确非一般人家！
第三道门打开后，迎出来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九十岁开外的年纪。
他穿着一身青布衣裳，拄着一根制作相当精制的龙头拐杖，面容神采钁铄。
乾隆见状，赶紧上前行礼，而老人连忙将乾隆挽起，并口称：“不敢。
”正在随从们为皇上向一个乡下老人行礼而奇怪时，就听乾隆对老人说：“我在年幼时就听皇祖（康
熙）说过，他曾将一根御用龙头拐杖赏赐给了济南府的一位功臣，并敕封它可上打君，下打臣，有至
高无上的权威，我怎么敢失礼呢？
”白胡子老人听后并不作答，只是微微一笑，随后高声喊道：“皇上驾到，家人还不速来见驾！
”随着这声宏亮的叫喊，全家百十余口人很快都跪到了当院，见过皇上后，又都散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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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五年前，拙作《历史与传说：宰相刘墉的一生》曾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并受到读者的肯定，随之有同
好者改编出两本类似的图书。
鉴于目前刘墉热仍在继续，还有不少读者希望了解更多刘墉的相关情况，现为满足大家的要求予以修
订再版。
主要变动是：第一，补充新见到的材料，特别是有关刘墉家世的材料；第二，补进当时删去而现在看
来还有价值的内容；第三，事实错误以及错别字的改正；第四，根据目前读者习惯，增加目前作者收
集到的相关图片资料，以丰富其内容。
尽管如此，刘墉的许多生平情况还不够明晰，尚待同好们共同努力。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使用的图片资料，主要为本人多年所积累，也有不少为故宫博物院诸位同人提
供，如研究员周苏芹女士、紫禁城出版社编辑张楠先生、林京先生等好友所搜集的资料等，由于时间
较久，也没有一一声明，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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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墉的多面人生》：作为“宰相”刘统勋的长子，刘墉受到了乾隆特别关爱。
在其85年的漫长人生旅程中，作为站在历史前台的重要人物，见证了清朝盛极而衰的全部过程。
他的性格，他的为官之道，他的处世风格，甚至他的书法诗文，都经历了太多太大的变化。
乾隆中叶以前是他生命的黄金时段，主要在地方为官，从学政、知府、道员、接察使、巡抚，他拾阶
而上，执著而有为，刚正而果敢。
尤其是他任江宁知府期间，抗总督，斗权权贵，破奇案，察民情，得人心，号称包龙图再世。
此后在中央为官，历任各部尚书，直至大学学士，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
而官居一品的刘墉开始变得“颟顸”，变得“模棱”。
甚至象狐狸一样，藏起自己的尾巴，为此他招致乾隆帝的多次严厉训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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