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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即使置于新时期文学繁荣的整个大背景之下，历史文学创作的成熟与兴盛，也是一个突出的文学现象
。
这种兴盛不仅表现为历史文学作品出版数量的大幅增长，而且表现为创作质量的空前提高。
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和各种禁锢的解除，在一个更加开放、多元、自由与宽容的社会语境中，作家们
得以放下包袱，抛弃一切陈规陋见，充分施展史才、史学与史识，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史家的眼光，
重新审视和阐释色彩斑斓的中华五千年历史。
在对历史进行艺术再现时，作家们也不满足于亦步亦趋地屈从于历史，而是准确把握“史实”与“虚
构”的艺术辨证关系，着力于对纷繁芜杂的历史进行重解与重构，从而使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以诗
的方式”在艺术世界里获得一种当代性的复活与新生，融入到当代人的精神建构之中。
作家审视历史的视野亦摆脱了过去题材单一的狭隘性，从三代以降到宋元明清的朝代兴亡更替，从农
民英雄到帝王、文人、仕子等各种历史人物的生死遭际，都成为作家进行绵邈遐思、扼腕叹唱、负载
作家思想情感与当代读者审美趣味的表现对象。
在艺术再现历史的过程中，作家们也越来越少受到各种既有观念和类型的束缚与羁绊，从社会、历史
、文化、心灵等角度，将作家个人的体验投射、贯注到历史对象当中，表现出个性化、多样化的历史
审美选择。
而恢弘的结构，宏阔的背景，众多的人物，对史诗性的追求，也几乎成为新时期以来优秀长篇历史小
说的一个共同艺术特征。
《李自成》的“辫形结构”，《少年天子》的“星系结构”，《雍正皇帝》、《张居正》对传统章回
体的改造运用⋯⋯历史小说作家们在寻求历史的艺术表达方式方面作出的积极探索，促使当代历史小
说作为独特的门类，在结构形式、叙事艺术等方面日臻成熟，成为当代文学创作中稳定而高产的一个
品类，并因其创作上的实绩，屡获中国最高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的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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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临明清鼎革之际的严峻局面，顺治励精图治，力求变革；但不断受到朝廷保守势力的阻挠，政治风
云迭起。
顺治能书会画，多情善感，醉心追求符合意愿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但皇帝的爱情和婚姻牵连着宫廷权
力的争夺，顺治在这方面的举措也引起了爱与恨、生与死的尖锐矛盾。
终其二十三四岁的一生，顺治在政治上的失败和爱情上的破灭，反映了深刻的性格悲剧和历史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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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凌力，1942年生于陕西延安，原籍东西于都，1965年毕业于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后调中国人民
大学清史研究所。
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历史小说《少年天子》《星星草》《倾城倾国》《幕鼓晨钟》《梦断
关河》等。
《少年天子》1987年8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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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一“喤！
——”“喤！
——”五凤楼上，钟响阵阵。
钟声沉重又辽远，响彻北京古城的每一个角落，庄严地宣告：皇帝出巡！
“啪！
啪！
啪！
”静鞭山响，这是在静街。
多数住户早已奉命回避，闭门不出，谁胆敢开窗窥视，定被巡街的捕快问罪。
胡同口一道道栅栏都已关上。
只有少数来不及躲开的小民，听到鞭声便立即匍匐，绝对不能抬头。
开道红棍，黑漆描金，由一对对銮仪兵高擎着走过。
跟着便是由鼓、仗鼓、板、龙头笛、金、画角、金钲、小铜号、大铜号等组成的浩大乐队，一百五十
多位乐师合奏着铙歌大乐“布尔湖”。
小铜号圆润嘹亮，八管齐奏，以悠扬的旋律歌颂着满洲先世；大铜号四尺多长，八管同吹，震耳欲聋
；四面铜鼓的敲击声比乐曲声传得更远，震得地皮簌簌发颤。
乐队之后，三百多红衣銮仪校执掌着一百多对卤簿：伞——黄、红、白、青、黑、紫等色的龙纹伞、
花卉伞、方伞、圆伞；扇——鲜红、金黄、单龙、双龙、圆形、方形、鸟翅形；各色幡、幢、麾、节
、氅，锦绮辉耀；各种旗纛在风中招展，灿若云霞；枪、戟、戈、矛、钺、星、卧瓜、立瓜、吾仗，
朱红的杆，纯金的头，显示着皇家的富贵和威风。
浩浩荡荡、绚烂夺目的銮仪，导引着一顶黄幔软金檐暖步舆。
十六名抬舆旗尉，头戴豹皮帽，身穿红缎织小葵花长袍，步伐整齐，又稳又快。
紧跟步舆，是一把曲柄绣金黄龙华盖。
两班举着豹尾枪、佩着弓箭大刀的御前侍卫分列华盖两侧，紧紧护卫着御舆。
再后面，是捧着金香炉、金香盒、金唾壶、金盆、金瓶、金交椅、金杌等物的一大批太监。
最后，是护军营的三百名精锐骑兵。
辉煌的大队，在徐缓、庄严的乐曲声中静静前进，像一条彩色缤纷的河，向南流动。
——这是皇帝排设仪仗中的第三等：骑驾卤簿，只用于皇帝巡幸皇城以外。
宣武门北的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总是那么繁忙热闹。
因为地处南北城交界，南城的汉人和北城的满人都爱在这里交易买卖。
今天早早就净了街，店铺关门，通衢阒无一人。
道路上积雪扫得干干净净，撒上一层细湿黄沙，免得御驾行经时扬起灰尘。
一座淡灰色的三圆顶天主教堂岿然耸立，高出四周民房十余丈，与宣武门南北相峙。
正中最高的圆顶上，巨大的十字架高指蓝天，正面门额，神光彩饰围绕着三个大大的拉丁字母：IHS
——救世主耶稣的名字。
教堂在六年前破土动工，按当时欧洲盛行的纤缛瑰奇式(Barockstil）建筑式样修造。
落成的日子，京师的满汉百姓成群结队，潮水般涌来，观看北京古城里前所未见的建筑奇迹。
浩大而庄严的天子仪仗，就停在了教堂门前。
古老而富有东方色彩的华美卤簿、典雅深沉的乐曲，与崭新的欧式建筑、高耸的教堂塔顶，形成了奇
特的对比。
教堂拱形大门的台阶下，钦天监监正、皇上亲自赐号“通玄教师”的德国神甫汤若望，头戴蓝宝石顶
戴的朝帽，身着绣孔雀的朝褂，项下一挂青金石的朝珠和一枚金色的十字架一同闪亮，正领着钦天监
官员跪接圣驾。
静鞭三响，鸣赞官拖长声音喊道：“兴！
——”护军营骑兵们都跳下马背，端正姿势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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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赞官又喊：“拜！
——”乐队鼓乐齐鸣，奏起了《朝天子》。
所有这红通通的一大片人，把街道挤得满满的，全都匍匐在地，大气也不敢出。
步舆的黄幔一掀，一个身穿明黄团龙朝袍，头戴小毛貂皮缎台冠、脚蹬蓝缎朝靴的少年，走了出来。
鸣赞官高呼：“朝！
——”近千人的嗓音，合成洪大的震天撼地的祝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伏地的一片红蓝相间、如同厚厚的地毯似的人丛中，以金黄色衣着为主调的少年从容而立，不但
显得高大轩昂，而且如黄金铸就的一般闪闪发光。
他就是满洲入关后的第一代天子——顺治皇帝福临。
呼喊停息，福临缓缓下舆，庄重地走向教堂大门。
他远远望见汤若望那部金色的大胡子，眼睛一亮，唇边闪过抑制不住的笑容，浑身一紧，眼看就要跑
起来。
很快，他又皱皱眉头，熄灭了一脸兴奋的光彩，恢复了原有的庄重。
一位少年天子。
福临今年刚满十六岁，团团的脸，细嫩而白皙的肤色，都还没有脱去童年的影子。
高耸的鼻梁，细长的眼睛，眉尖上耸、眉梢略略下沉的黑眉，却已画出爱新觉罗氏直系子孙的特征。
他的眸子非常明亮，光芒闪烁不定，在欣喜或发怒时，黑瞳仁的光泽像火焰一样炽热灼人。
丰厚红润的嘴唇，轮廓清晰，总是湿滋滋的。
唇的四周柔毛茸茸，还不能算是胡须。
他走路轻捷有力，腰部很有弹性，这跟他爱好骑射有很大关系。
只是，青春的步态被帝王的威仪压制着不能舒展，仿佛一道激流被束在狭窄迂折、布满巨石的河床中
。
他走近汤若望。
“不知圣驾降临，有失远迎，吾皇恕罪！
”汤若望用流利的汉语，说着一整套礼仪上规定的词句。
“玛法，朕不是免你跪拜了吗?本想不让你知道，一直走到你住处的。
”汤若望起立，碧蓝的眼睛满含慈和的微笑：“皇上的八百扈驾足以动地摇山，若望虽老朽，也不会
不知觉啊！
”福临一笑，抢先登上台阶。
汤若望连忙随后相陪。
御前侍卫、太监、三百多名卤簿銮仪校，仿佛一条长长的、越来越宽的楔形尾巴，紧紧贴在福临身后
，跟进了大门，护军营兵马则在大门外守护。
皇帝亲临民宅，非常稀罕。
福临亲政以来，只到郑亲王济尔哈朗府中去过一次。
济尔哈朗是叔辈，又是太宗皇帝遗命的辅政王。
而福临拜访汤若望，已是第五次了。
大门内有一片宽阔的空场，铺着整齐的石板，正可以放置那条金碧辉煌、五色缤纷的大尾巴。
福临停步，向随从们平静而庄重地下令：“你们都留下，不必随行。
”“喳！
喳！
”那些跑得满头大汗的御前侍卫们，虽说都是贵胄子弟，年龄也大得多，却都一字儿跪下，恭敬领命
。
一个身段细巧、面庞俊俏的红衣太监抢前一步跪倒：“启禀万岁爷，奴才们跟去侍候。
”福临一摆手，头都不回地大步穿过空场，走进辟有三座门的白色大理石凯旋坊。
只有汤若望跟着他去了。
大清皇帝怎么会有一个日耳曼族的外国玛法呢?事情要追溯到福临亲政那年。
三月里，福临率领几乎全部亲贵朝臣到口外行猎，仅郑亲王、巽亲王奉皇太后命留守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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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汤若望住处忽然来了三位满洲妇人，声称是郑王府眷属，因郡主患了重病，福晋不相信太医，
想请博学知天像的汤若望医治。
汤若望细心询问了郡主的症状，断定不过是春季最常见的感冒。
他把一面十字架圣牌交给来人说：“请郡主将这圣物挂在胸前，四天之内便可痊愈。
”五天之后，三位妇女又来了，拿三百两银子和五匹金线织锦酬谢汤若望，并尊他为神仙。
因为郡主果然在四天内康复了。
又过了五天，她们再来送钱。
汤若望起了疑心，不肯接受。
她们就大方地把这笔钱捐给了教会。
不久，一位蒙古妇人拜访汤若望，捐给他一笔更大的款子。
汤若望说他从不接受来历不明的捐赠，这才迫使她吐露了真情：她的女主人，便是当今皇上的母亲庄
太后。
那位患病的郡主，是即将立为皇后的蒙古格格，也是皇太后的亲侄女。
她又说，皇太后感激汤若望，今后要像对父亲一样礼敬他，愿时时听从他的指教。
汤若望虽然很惊奇，却不失时机地请这位蒙古妇人向皇太后转达一个对他的传教事业至关重要的忠告
：皇太后是一国之母，迷信喇嘛僧徒是不明智的，会遭到有学识有理性的人们的非议。
皇太后很快就差人答复了汤若望这位义父：她不能立刻斥退喇嘛僧徒，只能渐次施行，但决不会允许
他们干预国家政事。
这“父”与“女”从此竞以礼敬相崇尚，直接影响到皇太后的亲子顺治皇帝。
十年前，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在人关进京的战乱中保护了汤若望，并把他作为博学多才的天算学家
推荐给朝廷。
后来他又向年轻的皇帝引见这个高大的蓝眼金发外国人。
第一次见面，福临就被这位传教士的仁慈的长者风度、渊博的学识和明睿幽默的谈吐迷住了，极其赞
赏母后和范大学士的眼光。
当年九月，皇帝大婚，汤若望不辞辛苦在宫中随同诸王群臣参加繁缛的典礼，以六十岁高龄而支持终
日，使皇太后和皇帝都很感动。
之后，汤若望又亲自到宫中庆贺他的义女新近因皇上大婚所获的尊号，得到福临母子更深的好感。
于是，大婚后的福临，第一次亲自拜访了汤若望，并从此称汤若望为玛法。
两年以来，他们之间的情谊与日俱增，就连沟通他们的引线人——那位“郡主”、后来的皇后被废，
也没有影响他们的关系。
汤若望在朝廷里、在皇太后和皇帝心目中，地位越来越高。
福临这么高兴来找他的汤玛法，就是明证。
福临通过有天棚遮盖的大理石游廊，穿房越室，走得飞快，不时停下脚步，微笑地等候汤若望。
“玛法，我不去客厅，那儿让人感到太客气啦。
到你的住处去吧！
”“哦，好的。
”汤若望的卧室更像是一间书房。
高大的到顶书橱布满四墙，满满地装着拉丁文、罗马文、西班牙文、荷兰文、葡萄牙文和德文的各种
书籍，更有一函函线装的汉文、满文书。
书桌又大又阔，整齐地摆放着文具和玻璃器皿：烧瓶、量杯、试管。
可称为装饰品的只有两样：一块安了乌木圆座的二尺高的天然水晶山，秀雅莹澈，上面镌刻了几位朝
中名书法家的题字；一条五寸多长的木制双桅帆船模型，极为精巧。
房间布置高雅朴素，惟有那张铺着洁白被褥的大铜床，带点奢侈的味道。
一进门，福临竟自按照满洲人的习惯，盘腿坐上这张床，说：“玛法，我早就想坐坐这张床了。
它看上去又宽大又轻软，还很暖和！
”福临说着，拿过床头两个又厚又大又蓬松的枕头，垫在自己两肘下，开心地笑着。
汤若望沉默片刻，认真地说：“修士是不应该睡这样舒服的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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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年纪，对自己放松了，这真不可宽恕！
”“玛法，这是应该的呀！
”福临惊异地扬扬眉毛：“你都年过花甲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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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从《星星草》到《少年天子》的创作反思     1981年初，长篇历史小说《星星草》下卷发稿。
当年完成了一个写给儿童的中篇小说《火炬在燃烧》之后，便转向了我早已向往的题材——康熙皇帝
。
用了近两年的时间蹲档案馆、图书馆，收集、阅读、抄录史料。
这期间，我常常思索《星星草》的创作得失，又听了许多直接的、间接的、赞扬的、批评的意见，为
创作《少年天子》作准备。
    我们民族五千年的光辉历史，是历史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然而作者选择的，只能是那些令作者激动、能够引发创作冲动的题材。
在这一点上，《星星草》和《少年天子》是相同的。
十年动乱中，我被捻军英雄们身处逆境而奋斗不止的精神所鼓舞所激励，写下了《星星草》；处于改
革的80年代，我被立志变革而又步履艰难的顺治皇帝的独特命运所吸引，被他那深拒固闭的传统意识
压制不住的人性光华所感动，又写了《少年天子》。
《星星草》的主人公们，是我精神上崇敬的英雄；而《少年天子》中的福临、庄太后等人，像是我自
认为深深同情和理解的朋友。
或许因此而造成两部作品的艺术效果不同?    对《星星草》创作的总结和思索，展宽了眼界，深化了认
识。
可以说，《少年天子》的创作之所以比较顺畅，是因为有《星星草》的基础。
      我理解的历史小说，必须是文学，有历史感。
强调文学，是要求它有艺术感染力，有形象，有审美价值；强调历史感，便是历史小说之所以区别于
现实题材小说的基本属性。
这就要求历史小说的作者既要尊重史实，又不能拘泥于史实。
处理好这对矛盾，我以为正是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难点。
    严格说起来，当代人所写的历史小说，绝大部分都是依靠虚构和想像来完成的。
谁也无法证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场景以及大量的语言、动作、表情、心理活动等等，确实存在于历
史中；只要虚构得合情合理，就不会损伤作品的历史感。
“情”、“理”的标准在于：作品中情节的产生、发展和终结，必须为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
等各种社会条件所允许；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命运，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生活逻辑，也应该是他们所
处的那个时代的产物。
这就要求作者深入历史，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弄清所要表现的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
道德等各种因素，弄清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和传统影响下形成的各种人物类型等等。
用当代的观念来说，就是要比较准确地认识你所表现的时代及人物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
只要这些创作前提和创作根据了然在胸，那么，不论是七实三虚，三实七虚，或是一实九虚，甚至全
都虚构，我想，作品都能给人以深厚的历史感。
    从创作《星星草》到创作《少年天子》，我都力求深入历史而后跳出历史。
不过，写《星星草》时，考虑得较多的是再现历史原貌，甚至是再现史实。
捻军最后四年的战斗历程，大大小小的战役，忽东忽西的进军路线，捻、清双方调兵遣将等等，都比
较严格地遵照史实去写。
我觉得，非这样写不足以真实地反映那次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
然而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发展之间缺少必然的紧密联系。
介绍《星星草》的文章常常提到作品的“传奇色彩”。
我想，这既是作品的一个优点，增强了它的可读性，又是一个弱点，表明作品有写事掩盖写人的倾向
。
    《星星草》中也有虚构的情节和人物，如不少同志认为写得比较好的曾国藩、李鸿章游沧浪亭、微
服私访凤凰街一节。
这是根据史料记载的曾国藩、李鸿章当时的动向，他们的互相来往书信，以及曾国藩平捻的总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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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虚构出来的。
虽是虚构，但也要达到言之有据的程度，心里才踏实。
可见作者的立足点主要是在再现史实，解释史实。
所以《星星草》有历史感强的特点，却缺少性格突出、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少年天子》却是以写人为中心的。
为了完成主要人物顺治皇帝的形象，我感到仅仅再现史实就不够了。
除了对大量繁复的史料整理加工、为人物的典型化进行必要的取舍之外，还必须进行大胆的虚构。
当然，虚构要合理，不能瞎编乱造。
但这个合理，就不仅仅是不脱离史料的言之有据了，它应该是作者对历史可能性的推理和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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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少年天子》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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