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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寅与康熙》

内容概要

史景迁步入历史研究的起步之作，也是他“最学术”的博士论文，格外厚重、耐读；
史景迁用一如既往的细致笔法，勾画出盛世中“主人”与“奴才”之间相互依存的政治样态。
本书以曹寅在江南织造任上的生活为着眼点，描述和探究了清楚统治者与江南富庶地区及该地区代表
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刻画出在康熙盛世这个表象之下的种族矛盾和社会冲突。

Page 2



《曹寅与康熙》

作者简介

史景迁，世界著名汉学家。1936年生于英国，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
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史氏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
，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模式向读者介绍了他的观察和研究结果，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
而又“好看”，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为成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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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寅与康熙》

书籍目录

总 序　妙笔生花史景迁
初版序言
再版序言
第一章  内务府
第二章  京城与苏州，诗词与社交
第三章  织造曹寅
第四章  南巡
第五章  两淮盐政
第六章  曹寅——皇帝的耳目
第七章  曹家的没落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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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寅与康熙》

精彩短评

1、史料用得很详细，读来有点平淡。可惜的是，这本书的主角是曹雪芹的爷爷，人们更关心的是曹
雪芹，关于他的史料要是能多点就好了。
2、简要论述了曹寅的一生及其与康熙的特殊关系，资料不多但有些细节很有趣。曹寅一生荣华享尽
，落得周全，但也只是背靠大山的大树，待到山崩树倒，曹家的后世猢狲们就无处傍身了。
3、据说是史景迁的博士论文。选题极佳，文笔行云流水，不仅讲史，更考虑的是各大小事所代表的
政治涵义。康熙是个很会拿捏的政治家，曹家一到硬碰硬的雍正手下马上完蛋简直太正常。
4、角度选得好，有些地方非常有趣。
5、老外眼中的中国历史，史料严谨文笔考究，没有过多情绪和内生性的东西，看起来很赤裸裸，但
是很爽。这类书的编辑很辛苦，但是功底也一定很了不起，做这书的策划也是有眼光有担当有思考的
。赞！
6、初读史景迁
7、盐政那一段很感兴趣，透露着微观的历史景象；满人对汉民的恐惧一直贯穿王朝始终，只是本身
的自信不断增减变化而恐惧始终存在；康熙真的是水平极高精力丰沛；而雍正一出，画风瞬间为之一
转，估计小时候受过兄弟虐待。对了，此版文谬甚多，无论是翻译还是编辑都很差劲！广西师大不应
该出现这种低级失误！
8、这些细节里的东西很有趣，还原了部分那个时候生活、官场中的面貌。没想到明孝陵那块碑是曹
寅负责刻的，惊呆，下次再去看下
9、这本要强一些，仍然有啰嗦重复的背景交代，不过对于健忘症的我来说还是不错的。微观历史。
10、透过曹寅的生平作为，以及与康熙皇帝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阐述清代包括密折制度、满汉官员
结构、包衣家奴的地位与角色等在内的种种政治社会状况，以小见大，以流畅诗意的文字，讲述宏大
历史命题。史景迁的处女作，可谓“一出生就风华正茂”。
11、挺不错的。
12、包衣、南巡、密折，康熙皇帝试图在一般性的官僚体制外制造出制约因素
13、当小说来读很不错。从中深感为官不易，为君难！
14、对曹雪芹家世真的真的是不了解，史先生解了我许多关于曹家的惑！
15、有非常强烈的欲望想读这本，但读后觉得真心一般。怎么说呢，史这部书几乎就是史料堆积而成
的，毫无创建，而最后附录里论红楼更让人觉得唏嘘，非行家而充行家。那句红楼梦实际并未完成没
有做任何解释也没有引用说明或注释，真是妄谈，估计史连完整的脂批都没仔细看过。
16、喜欢史景迁的叙述风格，通过一个人物或者事件来放大一个时代，相比于正史更有亲近感与被接
受。
17、看的比较累
18、读完想再读一遍《红楼梦》。

19、大概是翻译问题 读的好累
20、翻译一般，让人读得乏，三个半。
21、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
22、在细碎庞杂的史实中，寻找给人物以支撑的史料，尽可能的还原和展现历史人物。   14+2=16
23、文史哲
24、读了《元史学》以后可以心安理得地读这样的书了。
25、包衣以其自身的独特性，容易受到优待，却无法获得相应的地位。其身份既成就了他们，也断送
了他们。
26、以前觉得曹雪芹没听过福音，感到遗憾。现在发现他应该是听过，觉得更遗憾了⋯⋯
27、和别的博士论文相比的确写得好，但是并没没有想象中的好。当然作为历史书来看，有些地方的
引用的确奇怪，结论也自然奇怪。 初读觉得一般吧⋯⋯但是这个版本包装不错，封面简单素雅，书质
轻巧
28、从曹寅与康熙的关系，投射出清朝独特的包衣制度，康熙的帝王心术，清朝官场的满汉权衡，江
南地方的经济社会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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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寅与康熙》

29、树倒猢狲散。
30、一部《红楼梦》，将曹家与三代清君的关系娓娓道来，勾起后人无限的遐想。而史景迁的这部作
品，则跳脱了传统的红学视角，立足于传记基础上，记述了包衣奴才曹寅家族与康熙帝的互动，论述
了包衣制度、密折制度等使公器私人化的措施，对康熙帝“乾纲独断”，强化极权体制的意义，同时
通过曹寅江南织造和两淮巡盐御史的职属，亦分析了江南纺织行业、盐务等是一部探寻康熙一代制度
和江南经济发展的非常好的参考。
31、史景迁式的历史，从一个受宠的包衣奴才看康熙朝往事。
32、这是本足够好看的学术著作。借曹寅的官宦生涯映射清朝政治制度。康熙重用曹寅这个“包衣”
是高明的治理手段，也是集权体制的一部分。没有了皇帝做靠山，曹家没落，树倒猢狲散。
33、似乎是以前看过的，然而忘记了，既然忘记了，当作一本新书来看也很好。 作为消遣的读物，没
想到居然连夜看完了它，可见精彩。其中许多的部分又让我联想起之前读过的书，中间关于科举舞弊
案的描述，在淮安也看到过李煦的奏折，因此更加有趣。加上红楼梦加成，五星，好看。
34、考据书读起来却完全不会懈怠 这个就是史景迁好的原因吧
35、not bad

36、主要讨论经济和社会，有点儿深：P
37、终于看完，还是蛮好看的
38、江南三大织造，公职上，主要是汇报粮价、粮食分发、旱涝情报等；私职上，主要为皇帝寻找稀
罕的物品，国内外的。
39、很久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讲康熙的诗词里通常有松竹的意象，松是自喻，竹是曹寅。并罗列了一
堆参考书目，《曹寅与康熙》也在其中。我本着求知的心态恭敬的看完了全书，惜哉没找到想看的，
却学了一堆官场套路。。
40、包衣、盐政、密折，之前很少涉猎的方面在本书中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曹寅的一生无甚遗憾，
只可惜一朝天子一朝臣，曹家的没落也是那么快
41、我觉得不催，读起来不累，东西倒不是很多，但是还是有收获。
42、见微知著 不愧为大家
43、粗读中⋯⋯我还抱着好奇心以为会提及到与红楼梦有关的，结果毫无。话说曹寅是红楼梦中的哪
个角色呀。
44、2016年中秋三天，粗略看了一遍，可能是因为红楼梦的缘故，读起来竟然不觉得枯燥！
45、喜欢这个外国佬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感觉很朴实，中立，不会有太多主观的个人的形容与描写。
笔下这个康熙，虽然一直没有直接描写，却很有魅力。
46、清代的奴才政治是整个官场的核心，稳定缺也僵化
47、这个标题取得就像路边的盗版野史书。。。1. 康熙年间三大精英团体：汉人精英、满人精英、皇
族精英（曹寅属于皇族精英，依靠皇帝起家）2. 像曹寅这样的包衣，处于汉人和满人之间的暧昧地带
，正合康熙“调停人”的需要 3. 康熙朝中央集权开始加强，“密折”（不必经过其他人的奏折，直接
来往于曹寅与康熙之间，其中的内容包括各种琐事，但又不是毫无意义，可见康熙进一步加强管控）
制度可能就起于曹寅等人 4. 像曹寅这样的包衣隆盛于帝王，也衰败于帝王
48、意外写的好看。当然曹雪芹是不是《红楼梦》的作者不是还存疑吗？
49、喜欢研究曹雪芹家世的人，不妨一读。读这本书，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康熙，堂堂一大国天子，整
天与远在南方的家仆密信往来，有时候写得还很动情，很有趣。
50、作者以曹家的不同时代时的社会身份，进行抛砖引玉的介绍清朝相关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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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寅与康熙》

精彩书评

1、这是一本学术性比较强的书，我主要是从两位主人公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和体会他们之间的点点关
系。由于康熙的奶妈是曹寅的母亲，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康熙会对曹寅的母亲有种别样的情感，从南巡
到曹母家时就已经有所抒发，想必发小的康熙和曹寅的关系从小就有比较厚实的基础，但基于皇权和
包衣的身份，康熙也会不得不保持距离，以便树立皇威。皇帝一般都以孤家寡人自称，但对于康熙，
曹寅的存在确实是他在晚年所能挂念和回忆的部分，尤其在曹寅作为耳目在江南的时候，那种信任感
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在曹寅过世后，康熙对曹家嗣子关于曹家的大小事务的过问，可以看出康熙是那
么挂念曹家。要是没有皇室包衣的身份束缚，没准他们两可以称兄道弟......社会各个层面都离不开人
与人的关系，梳理那层看似很薄却坚韧异常的沙网才是最为重要的。时不时让我想到了阿米尔与哈桑
。
2、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历史，第一次看史景迁的书，作者深刻的描述了在皇帝和家奴
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让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了现如今：博导-博士的关系），作者梳理了大量的文献和
典籍（有些典籍可能是国内的学者无法轻易获取的），并用换位思考的方式进行了分析。书中具体的
讲述了几个方面：第一，包衣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借由曹家的发展阐述了“包衣”制度的演变和发展
，从其最初的起源到后来在雍正时期的巅峰进行了描述。但是琢磨与康熙一朝，使得在雍正时期的“
包衣”制度没有进行过多介绍。毕竟作者着眼的还是曹家这个特例。第二，论述了在正常的官僚体系
之外的“密折”制度。这种制度是随着明朝宦官的衰落而必然出现的一种制度。当然这也是在强大的
中央集权系统之外，用于加强个人集权的一种有效手段。第三，对正常的赋税制度之外的、用于皇帝
个人小金库的敛财手段的描述，如盐政、织造等。并在适当的段落论述了该种敛财体系对正常的税赋
体系的补充，尤其是动用此类税收去弥补河工等基础设施系统的资金。第四，从作者对曹家的分析和
研究，适当对《红楼梦》中的相关论点进行了分析和佐证。但是作者本身并不是红学家，所以并无新
颖的观点提出。个人阅读之后，觉得有几个小的局限（个人愚见，欢迎大家批评指正）：第一，作者
本身是外国人，虽然可能有新颖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史，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实际上未必能深刻体
悟中国文化的蕴含，尤其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制度的有效运作。所以书中不免在分析“包衣”对
常规官僚体系的补充，以及相对应的“张力”之间，缺乏一种有效的分析。尤其是“包衣”+“密折
”制度同常规的官僚体系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深刻的分析。第二，误差的放大。作者本身是写作一本书
供大众阅读，所有史料必定都是中文，然后经过作者的写作（英文），再经过译者翻译回归中文。虽
然没读过英文版，但是想必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会有所误差。这样的误差可能造成专业的汉学家对史景
迁的批判。第三，康熙一朝的党争是非常严重的，曹家也肯定是陷入党争内的，而且曹家在党争内所
支持的派系显然不是后来继位的“雍正”一派。但是作者在描述曹家陷入党争时的局面（可能是缺乏
史料）时，显然并未达到一定的深度。而这样的党争是曹家没落的主因。
3、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历史学者，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一名意在“景仰太史
公司马迁”，《曹寅与康熙》是史景迁就读于耶鲁大学时完成的博士生论文。本书并未局限于康熙与
曹寅之间的君臣关系，而是进一步勾画出康熙盛世这一表象之下的社会冲突和政治生态。曹寅出身于
满清“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属旗人包衣、皇帝家奴。这是一种极其矛盾的身份，一方面，他们在
统治集团内至微至贱，另一方面，他们也更有机会靠近权力中心，扭转局势以享尊崇。历朝历代封疆
守土的君王最信任的，永远不是战功赫赫的封疆大吏，而是自己人，康熙也不例外。康熙启用包衣来
牵制明朝遗留下来的宦官体制，作为自己的情报工具，实则与东厂锦衣卫一类特务机构异曲同工。于
康熙朝始，启用密折制度，曹寅于此时获得直达天听的荣宠，康熙与曹寅之间形成了君臣相互依附的
密切关系。曹寅作为旗人包衣的杰出代表，为康熙朝的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
就不难理解康熙对曹寅争名逐利等一系列行为的默许。有红学研究者认为，曹雪芹著《红楼梦》的灵
感正源于曹家在雍正朝的衰败。康熙对曹寅乃至曹家可谓恩宠至极：曹寅任江宁织造期间，兼任两淮
巡盐监察御使，同时把持着朝廷两大暴利行业；曹寅过世后，其子曹颙接任江宁织造；曹颙过世，江
宁织造一职由曹寅继子曹頫接任。而作为康熙的继承者，雍正显然没有继承对曹家的信任，史书中或
说雍正因江宁织造账上亏空太过而震怒以致抄没曹家，或说雍正即位为树立权威整肃朝纲，曹家只是
作了新旧政权交替下的牺牲品。无论怎样，自古一朝天子一朝臣，失去了康熙的庇护，曹家最终沦为
了统治集团的弃子。我知道这本书一定还有其他深意，但通读下来很多都思绪混乱无从表达。想起与
史景迁同样致力于研究中国史的华裔日本学者陈舜臣，还有我不知道的更多学者，倾尽毕生之力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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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治学精神，万分钦佩。
4、读了周汝昌、吴世昌、俞平伯、甚至胡适和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及书籍之后，再来读史
景迁这本也算是“红学”研究的《曹寅与康熙》，从一个刚刚成为“汉学家”或者即将成为“史学家
”的角度看《红楼梦》的背景，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或可以说，掸去数世纪的岁月浮尘，《红楼梦
》这本在中国文学史中已经成为一块明恒玉石的小说，宛如&lt;温雅绮丽的缤纷亮彩，在史景迁作为
历史的研究论文的《曹寅与康熙》里，成为了其中主子奴才间既神秘又瑰丽的结晶，虽然无法替代过
往的历史，却带给历史无限的浪漫遐思。当然，《曹寅和康熙》作为史景迁的“博士论文”，并不能
让我们传统型历史学者作为认同和定位为“史学家”或者“汉学家”的有力证据，反而在很多中国人
眼中，行文流畅，不带诘屈聱牙的史景迁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史学家或汉学家，更多的是一个“讲故事
人”。更何况，此书成书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现在又按照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版本重印的，诸多变化
已经发生，但对滚滚的人类历史长河来说，有多少历史是可以仅仅作为历史而不被“讲故事人”“八
卦”，或者直接按照某个阶层的要求“改编”的呢？以著都铎王朝宫廷争斗小说《狼厅》而获得2009
年英国布克奖的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曾经说：“历史下面还有一层历史。”因此，若生硬地将《曹
寅与康熙》当做闲谈杂书来读读也未尝不可以的。展开经过再次校雠的精装本，当史景迁以他一直被
风评极佳的行云流水的行文，在流畅自如的“故事”叙述中，以曹寅家族的特别身份“包衣”入手，
顺展通爽地、一步步铺开了迈向康熙王朝大场面的大红毯，读者面对的是具有雄厚背景，同时有颇有
才情风致的栩栩如生的曹寅，兴致勃勃的读兴大起则是必然的。虽然说，史景迁以曹寅作为满清的“
包衣”这点入手，对于拥有漫长专制集权统治、同时通晓奴性的中国读者来说，曹寅与康熙就是皇帝
与“皇帝家的奴才”的关系，这点可能会令部分读者感觉平常和不具有新鲜刺，但是，回想上世纪六
十年代的成书时间，在经阅了身为“史学家”的史景迁花费了大量的篇幅，站在研究的角度，细致论
述，认真着力地诠释“包衣”这个具有奴隶制色彩的社会角色之后，曹寅所代表的这个不同于明代宦
官，也不同于历代官僚，不但具有行政职能还具有皇帝私人密探的特别身份逐渐被一一剖析，同时，
高度集权的满清王权统治手段更为清晰地被剥示出来，由此可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这正是一个史
景迁专属的历史研究探索地，他已经开始从一个人身上去论著一个时代，也开始从细微之处直指历史
的大方向。这在他此后从张岱的身世展示明末清初的社会景象的《前朝梦忆》，以及从一个中国天主
教徒《胡若望的疑问》揭示东西方文化差异，特别是在《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展示传教士在中国的种
种影响等等中，都能看得出来。由此可见，《曹寅与康熙》又绝不能仅仅当做“故事书”去读的。因
而也可以说，史景迁的书的确兼具了雅俗共赏、学术与通俗并存的妙处。不过，既然说到了史景迁没
有艰深词句的行文，那么，寻常读者便能轻松地从《曹寅与康熙》之中读到一个老谋深算的康熙，也
更能更读到一个性格清晰的曹寅了。身为江宁织造的曹寅，既是独属于“皇帝家的奴才”又具有汉人
的血脉，他在满汉文化之中游刃有余，徜徉在骑射和诗赋之间，于江南的山温水软处，运用娴熟的官
场手段，或大刀阔斧改革盐政为自己博名，或“从善如流”地享受官场中的财帛肥缺为自己搏利，对
上见风使舵、逢迎谄媚，对下雷厉风行、恩威并施，长袖善舞地为曹家谋下了丰厚的家当，也为曹家
的衰亡埋下了伏笔。更妙的是，史景迁所要展示的关键重点在于：曹寅并非康熙朝的肱骨栋梁，他仅
仅是帝王家奴，却能得到封疆大吏所没有的信任，这便是中国极权顶峰的“康熙盛世”的体制肿瘤：
作为“明君”的康熙以为启用自己专属的家奴，便可以牵制明代以来的顽固腐朽的官僚制度，又可以
不被宦官体制影响地直接拥有专属他私人的情报工具和执行代理。因此，他不但给予家奴超越众多官
僚的“直达天听”的特权，同时也默许和保护了家奴们贪污财帛的便宜。在书中，那一篇篇康熙与曹
寅之间隐秘和微妙交流，既是极权的象征，又是奴性的极致。盛极之时，他们看不见危机，一旦曹寅
仰仗的康熙亡故，大厦便倾覆与雍正脚下，因为，曹寅不是雍正的家奴，这种主子与奴才的微妙关系
，正是本书的精髓所在，这也是《红楼梦》里时不时显现的悲剧所在，比如贾宝玉丫鬟晴雯的命运，
她不仅倍受贾母或宝玉的宠爱，为人也“风流灵巧”，一旦被人构陷，不过破席一张了结璀璨的生命
。历史，有时候的确是以艺术的形式展现的，多少幕戏上演，多少幕戏落幕，在时光的流动里，各种
看上去牢固的关系，最终随着生命的离去而消失殆尽。康熙对曹寅的信赖完全基于“主子与奴才”这
点，对于曹寅“撒娇”“卖萌”型的告疏，他最擅长的恩威并施的“帝王心术”，最终也没有庇护曹
寅一家，到头来，“只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唯一留下来的是穷困潦倒的曹家后裔曹雪芹“呕心
沥血”的巨著《红楼梦》。可以说，史景迁以一本《曹寅与康熙》演出了满清时代一个所谓“明睿”
专制帝王与他精明能干的宠奴之间那微妙无比的悲喜剧，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提供了研究“红学”更丰
富的背景史料，虽然有些史料已经被证实过时，但依然呈现了史景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他对《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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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一些看法，仅就他认同袁枚的随园正是大观园这点便让并不认同的我依然觉得兴味盎然。再有
，读到史景迁同意吴世昌《红楼梦探源》的见解（P308页），读到他对于吴世昌和俞平伯当年的论战
或者其他论战，发现他自有一套自圆其说的看法时，这在曾经或者正在着迷《红楼梦》的我眼中，更
是蛮趣味的探讨。当然，掩卷之时，有一点，我是已经被史景迁说服了，那便是他关于《红楼梦》这
名字具有十九世纪之后的时代感，而《石头记》恐怕才更符合曹雪芹自己意愿的看法。 《曹寅与康熙
》就这么在立夏之日读完了，作为一本历史书，读来令我潸然泪下的是奴隶制下的“半文人半奴才”
的曹寅，而驾驭他的极权之顶峰的康熙便纵然是天纵之才也逃不过历史的局限性，这便是史景迁从一
个人展开一个时代的初心；另外一方面，作为一本可当作“红学”研究的闲杂书，读来最令人回味的
则是曹雪芹的家族史那一笔看上去清晰实际上依然糊涂的乱帐，史景迁这本作为“红学”研究论文也
算是一家之言，可供参考了。【原文地址】【天涯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150117&amp;PostID=58206621【网易
】http://iwenqing.blog.163.com/blog/static/143014422014459515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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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1页

        正巧在看《耶鲁大学开放课程：新约及其历史背景》这一公开课，其中第三集讲到了罗马帝国的
自由民和主家的关系，和包衣却也有几分类似。

2、《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98页

        本页倒数第四行竟然写到“曹玺的母亲曾是皇帝的保姆”。
此处应当是曹玺的妻子，也就是曹寅的母亲孙氏是康熙奶娘。
我并未看到有史料记载曹玺母亲欧阳氏为皇帝奶娘，当然有可能是我没有查阅到。但就算欧阳氏曾为
皇帝奶娘，此处作者论证的是曹寅为何可能“踵武”父亲的职责。如是指欧阳氏那擢升保姆之子就应
是曹玺而非曹寅。

3、《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24页

        嗟乎！曾几何时，而昔日之树，已非拱把之树；昔日之人，已非童稚之人矣！

4、《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183页

        从这段期间两淮盐商捐给朝廷的钱，可以证明康熙朝的两淮盐商不如乾隆朝时富有。1678年，官
方有一笔盐商三万五千两捐款的记载，除此之外，整个康熙朝并无其他的两淮盐商捐款的纪录；然而
，两淮盐商捐纳在雍正朝时十分普遍，乾隆朝以降，捐款数额屡屡攀高。

到了1732年，两淮盐商的日子好过多了，部分的原因是每引的运盐量较十年前已大幅提高。

终十八世纪，两淮盐商似乎越来越有钱。不过，根据曹寅与李煦的盐课奏折，尽管他们有所谎报欺瞒
，但要说兴旺，那还是以后的事。康熙朝的盐商自然不是赤贫；他们在康熙南巡至扬州时以豪奢的排
场来接驾。不过，他们的处境也不是那么稳定，也绝非只赚不赔。巡盐御史亦无法指望年年顺利达成
盐引的定额。

5、《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57页

        “满汉生活的交流互动是清初最有意思的面向之一”。

“曹寅此时的生活迷人之处不在于他要分心认同满汉文化，而是在于他如何成功融贯满汉文化”。

6、《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183页

        “盐商在开始贩盐之前必须缴纳的六种主要额外规费，包括：发给盐引之前支付盐官和衙门文员
的额外费用，金额是每引二钱；在运盐船舱口检核盐的体积、重量的费用，每引七分；通过各检查登
录盐时付给检查员的茶水费，每引二钱；船只航行长江必须取得通行许可，每引若干分，船只的许可
、执照的封印、拆封印、航船的最后许可，每引若干钱，加总后每引约二钱七分；各关口都有各种名
目的规费，还有支给督盐官和驻防兵丁的费用，难以细数；到了船只泊靠江西、湖南、湖北各口岸，
还须付给督盐官若干钱，停放费若干分，盐的取样费若干厘，更不消说检查船只文牍的一般费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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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约每引二钱五分。保守估算，这些支出至少让每引多增加一两的费用。除此之外，运商还必须支付
盐场买盐的费用；价格每引二百六十七斤大约一两二钱白银。”

读罢此段，四点感悟：
1，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2，这就是中国TM的人情世故！
3，要了解中国历代的经济制度，盐铁制度是个好的开始。
4，了解之后才知道我们真的是“龙的传人”！

7、《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24页

        满族诗人纳兰性德，在曹玺去世那年写了一篇文章，记载他与曹寅的对。措辞用语愁情真挚，但
却可见曹玺严峻的性格：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页234，引《楝亭图》第一卷纳兰成德跋语《曹司空手植楝树记》：

诗三百篇，凡贤人君子之寄托，以及野夫游女之讴吟，往往流连景物，遇一草一木之细，辄低回太息
而不忍置，非尽若召伯之棠：“美斯爱，爱斯传”也。又况一草一木，倘为先人之所手植，则睠(ju
àn)言遗泽，攀枝执条，泫然流涕，其所图以爱之而传之者，当何如切至也乎！余友曹君子清，风流
懦雅，彬彬乎兼文学政事之长，叩其渊源，盖得之庭训者居多。
子清为余言：其先人司空公当日奉命督江宁织造，清操惠政，久著东南；于时尚方资黼黻之华，闾阎
鲜杼轴之叹；衙斋萧寂，携子清兄弟以从，方佩觿佩韘(shè)之年，温经课业，靡间寒暑。其书室外
，司空亲栽楝树一株，今尚在无恙：
当夫春葩未扬，秋实不落，冠剑廷立，俨如式凭。磋乎！曾几何时，而昔日之树，己非拱把之树；昔
日之人，已非童稚之人矣！语毕，子清愀然念其先人。余谓子清：“此即司空之甘棠也。
惟周之初，召伯与元公尚父并称，其后伯禽抗世子法，齐侯伋任虎赏，直宿卫，惟燕嗣不甚著。今我
国家重世臣，异日者子清奉简书乘传而出，安知不建牙南服，踵武司空。
则此一树也，先人之泽，于是乎延；后世之泽，又于是乎启矣。可无片语以志之？”因为赋长短句一
阕。同赋者：锡山顾君梁汾。并录其词于左：

满江红(为曹子清题其先人所构楝亭,亭在金陵署中)
籍甚平阳，羡奕叶、流传芳誉。君不见、山龙补兖，昔日兰署。饮罢石头城下水，移来燕子矶边树。
倩一茎黄楝作三槐，趋庭处。
延夕月，承晨露。看手泽，深余慕。更凤毛才思，登高能赋。入梦凭将图绘写，留题合遣纱笼护。正
绿阴青子盼乌衣，来非暮。

顾贞观和词：
绣虎才华，曾不减，司空清誉。还记得，当年绕膝，雁行冰署。依约阶前双玉笋，分明海上三珠树。
忆一枝、新荫小书窗，亲栽处。 
柯叶改，霜和露。云舍杳，空追慕。拟乘轺几日，旧游重赋。暂却缁尘求独赏，层修碧槛须加护。早
催教、结实引鹓雏，相朝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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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274页

        “说穿了，只要皇帝能牢牢控制盐商，这亏空就不是大问题。因为，真正供应皇上锦衣华服和寻
欢作乐的，其实是盐商。而曹寅与其同僚的职责就是紧盯着盐商把银两拿出来而已。”

9、《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86页

        本书断断续续读到三分之一。
史景迁先生考察大量史料与红学还原曹寅的职场生涯。运用大幅篇墨去还原当时的背景与政治环境，
有利于读者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去思考，从而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如果孤立的诉说曹寅不分析历
史环境，对于我这样非史学专业与红楼研究者的读者来说读起来就很吃力了。

10、《曹寅与康熙》的笔记-勘误表？

        待查或错误：

14页 第一行： 曹寅的高祖曹锡远
16页 第二段： 曹寅的祖父（曹振彦）
19页 第三段： 世人只知道曹锡远有曹振彦这么一个儿子

高祖：曾祖父的父亲 http://zh.wikipedia.org/zh-cn/%E9%AB%98%E7%A5%96

19页 第三段：曹振彦于1650年出任山西平阳府告州的知州。
41页 注释85：吉州全志

20页 最后一段 官拜佐镇。。接下来就说他是佐领
10页 第一段：每一旗统五“参领”：每参领辖五“佐领”，而佐领即为旗制的基本组织单位

11、《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284页

        而当他提到见到官员阿尔法犯错并给予纠正时，他接到的朱批更是令人心惊：“教导阿尔法尤为
次之，教导胡凤翚要紧”哈哈哈哈哈哈哈，四爷的朱批每每这么犀利，好想多看一点⋯⋯

12、《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58页

        这首《北古口中秋》可能写于长城上的某处关隘，曹寅显然很喜爱这片景致，但语气却不漏情绪
。只有一回他在秋天自南京前往北京，思绪转到皇帝曾经狩猎的北方：“行在天山外，西风玉帐寒。
”《楝亭诗钞》，卷一，页八，《北行杂诗》二十首第十七： 枌榆不知社，食肉愧儒冠。朔历看来少
，家书寄到残。拂波无一燕，落日倚孤滩。行在天山外，~

胡绍棠《楝亭集笺注·楝亭诗钞卷一》页27：这首组诗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月至九月，曹寅自
江宁扶父柩携家返回北京途中写下的，并非一时之作。此前，曹寅曾有《放愁诗》，书写其丧父之悲
戚和政治命运突变时的郁塞心境（《楝亭诗别集》卷二）。临行前，忘年老友杜岕赋《思贤篇》送行
，其小序云：“送荔轩还京师，时乙丑五月，登舟日也。”杜岕在诗中先以让国不居的季札为喻，后
以忧危愤切“终致嫌隙”的曹植作比，规劝曹寅素位自得，明哲保身；淡泊名利，力戒骄吝；委蛇随
时，经纬救世。字里行间不仅是对曹寅丧父的安慰，更多的乃是知己间的同情与理解，颇为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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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寅这一组诗，则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他当时的复杂心绪。枌榆不知社：汉高祖为丰县（今江苏）
枌榆乡人，初起兵时祷于枌榆社。后因以枌榆指帝乡，又为故乡的代称。

13、《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1页

        P51：正因为如此，我把中国上层阶级分为四类精英。⋯⋯其中两类精英是汉官精英与旗人精英，
是按官职来界定；另一类是皇家精英，比较是从权利的面向来定义；至于地方精英的定义最广，是从
态势来界定。

P18：包衣是补充宦官功能的一群人,所以康熙利用包衣牵制常规的官僚体系,同时又作为“专制政治执
事的工具”；

P58：明朝的织造一职由宦官把持。满人定鼎之后未久，就不再起用宦寺担任织造，这是因为阉宦被
视为明朝衰亡的祸因而遭到排斥。

P111：有一次，皇上谕令三织造遴选合适人员，前往东瀛访察。

P114：他们经受的大批御赐礼品大多是送给邻近扬州的金山寺和高旻寺，康熙特别喜爱这两大寺庙，
甚至在南巡时以这两处寺庙作为驻跸的行宫⋯⋯天宁寺位于扬州西北方，该区以花市、茶坊闻名，寺
内供奉阿弥陀佛，御赐的礼物通常是由李煦处理，李煦甚至还向当地商人募得一万四千两的“善款”
修缮天宁寺。

P131：康熙这趟南巡无疑是要衡量这些重要省份对满人统治的态度，所以审慎安排巡行路线。譬如，
康熙南巡便绕过1645年清兵屠城的扬州，他也没前往经历惨烈战况的杭州，明朝遗民冒襄（此时仍健
在）曾在此亲眼目睹满门仆役全遭杀害，家产被洗劫一空。

P145：虽说康熙先前告诉曹寅，不必特别在扬州修葺行宫，但他显然还是期待纵情享受，舒适安乐，
也不希望曹寅把他有关花销的训诫当真。

P157：在曹寅的主持之下，总计九百卷，包括四万八千九百首诗作，逾两千两百位作者的《全唐诗》
善本，以将近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全套校勘、刻版的工作。

P172：曹寅在第二、三任期内所奏报的巨额亏空可能是夸大不实，因为此时他想的都是如何尽量敛聚
银两，尽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少上缴。
两淮盐运史负责的范围包括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南的一部分。

P178：这说明了或许可将1680年代晚期视为康熙对自己统治天下的稳定拥有绝对信心的起始点；⋯⋯
但在实际上，巡盐御史的时间主要花在三件事情上：依据盐引之定额课征盐税、审计账目、缉拿私盐
。

P185：表面上看来，提拔织造出任两淮巡盐御史乃是平常之事，但背后却是一笔极为秘密的交易。几
乎可以确定的，这桩秘密与康熙皇帝决定指派曹寅、李煦两位包衣经办两淮盐税长达十年一事有关。

P192：曹寅在1704年的折子里，对于在向商人课征法定税负之前又征收浮费一事表示愤慨；但不久，
在课征余银时，他也依样画葫芦。
P205：这是李煦一生事业的巅峰。他之所以能登峰造极，是因为他视事巡盐御史时，正好处于一个辉
煌时代；而这个时代之所以辉煌，是因为有商人的通力合作，使得他能完成所有的份额，甚至还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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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余盐。

P225：至于措辞方面，曹寅更视自己为汉人，因而自称“臣”，而他的两个儿子则以满人自居，总是
自称“奴才”。李煦显然是摇摆在两者之间。

P239：从李煦现存的奏折可以断定，康熙将其耳目的密报局限已讨论过的四大面向：农事、官员、强
贼和流言。

P290：庇荫曹家七十余年的这棵大树，树叶繁茂，蓊蓊参天，集种种因素于一身：官位、财富、能力
、伶俐，以及暧昧的包衣身份，它既为人仆役，也是一种特权地位，兼蓄满人与汉人的世界。但这颗
大树的根并不牢固，其屹立全看皇帝的意思。没有皇上作为靠山，这棵大树必定倾倒，猢狲也就四散
了。

14、《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157页

        在曹寅的主持之下，總計九百卷，包括四萬八千九百首詩作，逾兩千兩百位作者的《全唐詩》善
本，以將近兩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全套校勘、刻版的工作。
曹寅奉旨刊刻《全唐詩》，開啓清代編纂大型文集的先聲，日後提及《全唐詩》，竟然僅見彭定求、
沈三曾等翰林編修之名，聲名不顯，去其孫子曹雪芹在文學史上的驚天地位甚遠矣。

15、《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58页

        少年十五十六时，弯弓盘马百事隳。不解将身事明主，惟爱射雉南山陲。山南麦熟不得实，青黄
初接已生摘。山田久草无人耕，老鸡叫媒白昼行。陇头峨峨行且舞，陇下绛冠力如虎。不惜二雄为雌
死，但言新试铜牙弩。  

曹寅《楝亭诗钞》，卷一，页三，《射雉词》。原文“弯”作“闗”（关）、“草”作“旱”。

胡绍棠《楝亭集笺注·楝亭诗钞卷一》页16：此诗亦是曹寅在京做侍卫时作，诗中所写乃是回忆初任
侍卫时习武骑射之景，年在十五六岁，即康熙十一二年间事。

16、《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23页

        四十年后，曹寅在一篇文章中回忆童年与周亮工的忘年之交；周亮工于1642年举兵抗清，而后在
官宦生涯中两度因受贿而入死罪，两度又被赦免其死刑：
       余总角侍先司空于江宁，时公方监察十府粮储，与先司空交最善，以余通家子，常抱置膝上，命
背诵古文，为之指摘其句读。
胡绍棠《楝亭集笺注·楝亭文钞·重修周栎园先生祠堂记》：此文写于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
周亮工，字符亮，一字缄斋，又号栎园，学者称之为栎下先生。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明崇祯进士
，官御史。李自成陷京师，亮公奔福王于江宁。多铎下江南，亮工诣降。累擢福建左布政使，官至户
部右侍郎，为闽督所劾，赴福建听审。会海寇犯福州，亮工手发大炮，殪其渠帅三人，城赖以完。康
熙初再起为江南粮道。坐事论绞，遇赦得释。寻死。工古文词，一禀秦汉风骨。喜为诗，宗仰少陵，
然机杼必自出。有《赖古堂诗钞》。

原文如下：

顺治二年乙酉（1645）前明背约羁使臣。王师南伐破淮扬，席卷而下，草昧廓清，东南底定。当时是
，栎园周公以侍御史授外任，转运两淮盐法，旋改海防兵备。公储峙军实，绥靖顽民。不逾年，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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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商贾者复其业，耕凿者宁其家，又能曲护其士夫，赎俘虏，掩残骸，宣布天子之德威。滨海千里，
得以安生浃化，若赤子之于父母。去之日，其民建祠于扬而祝颂之，所以抱德礼也。

康熙乙酉年（1705），公之仲子以奉政大夫同知扬州府事，亲奉俎豆以祭。岁丁亥，扬人复为重新其
宇。以余世好，嘱为记。谨按《府志》，公之政绩，形之声诗碑版者，文献已详矣。考公之编年，其
回翔内外出处之大概，见诸章奏之词翰者，亦彰明较著矣。余何敢以陈烂巫祝之辞污公之明听哉！尝
读东坡《潮州昌黎庙碑》，世称发端两语能尽其生平，在当时尚有不以为然者，及后世辄以为确然不
可易。盖世逾远则论始定。后之仰昌黎若孔子，宜也。又曰：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主之惑；能
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弥小人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呜
呼！此三语盖东坡之所深悲，而亦古今达士之通病也。自公视之，殆庶几类之欤！公之好士，一艺之
精必奖进之；撝谦揖让，解衣推食，虽富贵与颠沛不少变。其为文不猎古，不比今，不阑入二氏，抉
破藩篱，自适其意。其发于政事，屡踬屡兴，刚直自砺，始终未尝惫。所谓名世运用而起，如公者盖
不能一二见也。余总角侍先司空于江宁，时公方监察十府粮储，与先司空交最善，以余通家子，常抱
置膝上，命背诵古文，为之指摘其句读，今相去四十年。予继任织部，亲拜公墓，今与燕客复同宦是
邦，是可喜也。因是而为之记。

17、《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205页

        有这么一道奏折，提到商人入府学，取得巨人资格的问题（一旦商人赚了钱，便会开始关注自己
的社会地位）。李煦提到，两淮盐商原籍多为山西、山西，或徽州。山西、山西之西商子侄，准予童
生资格入扬州府学，名额十四人。然而徽商并无名额，因为徽州与扬州同属一省。但徽州至扬州，相
隔千里，家居扬州的徽商，根本无法回原籍参加考试。所以，徽商祈请将其子侄依照西商惯例，亦于
扬州府学有十四名名额。

18、《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26页

        内务府辖下共六大主要司署，经手：
1. 皇家银库、皮库、锻库；
2. 皇家狩猎；
3. 宫廷典礼和八旗圈地的牧厩；
4. 皇家土地出租旗人的收入帐计；
5. 皇家府库的出纳；
6. 订立刑律
1684年增设第七司：广丰司，主掌牛羊群放牧。

此外，另有院衙处办专责事物：
1. 武备
2. 牧马
3. 园苑
4. 北京或热河的各处宫殿、寺庙、御书房、御药房、御茶膳房
5. 奉天皇陵

19、《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59页

        引《楝亭诗钞》卷一，页十，《一日休沐歌》：
一日休沐无所为，槽头马鸣草满墀。一日休沐无所向，森森潘陆随车障。我名何幸入通籍，我胸何苦
抱岑寂。君不见瓮城东出河桥滨，天街新雨道少人。右邻季主左白堕1，中有深巷无嚣尘。巷深地僻
秋苔绿，常时问饮不问卜。但闻剥啄2即同心，何况往来童仆熟。先生3倔强复迂徐，先生好客唯蔬鱼
。清时低赁伯通庑4，残年高枕瞿昙书5。叶子6同居好心事，精思妙语摩金翅7。程君磨盾亦奇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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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万汇8驱风埃。人生友多不为过，床前莫叹青毡9破。人生闲少不须愁，眼中西北有高楼。高楼酒热
禺中巳10，五年落叶君须记。高楼人冷日垂申，十日一别君休嗔。诸君诸君慎相见，长安容易改头面
。隐囊纱帽11吾何恋，不惜频来布亲串12。江南稻蟹饶西风，暂时摆脱嘲吴侬。蒲帆数幅非难计，且
看芙蕖映水红。

胡绍棠《楝亭集笺注·楝亭诗钞卷一》页32：休沐，古时官员休假，本谓洗浴更衣，每十天一次，故
每月有上浣、中浣、下浣。前首诗《喜叶桐初至》末句有“从此预饶休沐暇，与君唯有瓮中春”之约
，此诗作于其后不久，诗中写休沐之暇与姚潜、叶藩、程麟德等人诗酒赓和的情景。

注：

1 右邻季主左白堕：《史记·日者列传》：“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长安东市。”后作为卜者的
通称。北魏河东人刘白堕，善酿酒，其酒醇美，朝贵远相饷遗，逾于千里。见北魏杨衒之《洛阳珈蓝
记》卷四《城西》。后亦称美酒为白堕。

2 剥啄：敲门声。唐高适《重阳》诗云：“岂有白衣来剥啄。”
3 先生：盖指姚潜。
4 伯通庑：《后汉书·逸民传·梁鸿》：梁鸿字伯鸾，家贫有节行，博学多通，与妻共入霸陵山中，
以耕织为业。尝过洛阳，作《五噫歌》，因有讽于朝廷，汉章帝下令追捕。“遂至吴，依大家皋伯通
，居庑下，为人舂”。后伯通庑用为简陋居处之典，亦隐含避世隐居之意。
5 瞿昙书：瞿昙，天竺人，唐开元中官太史监。开元六年（718）受诏译佛历。所著《大唐开元占经》
征引古籍十分浩博。此亦泛指佛典。
6 叶子：盖指叶藩。
7 摩金翅：摩，切磋，研究。金翅，佛教中的鸟名，详见《法苑珠林》卷十《畜生部·受报》。此处
指佛典要义。
8 万汇：犹言万物。唐韩愈《昌黎集》外集卷五《寄董相公文》：“五气叙行，万汇类成。”
9 青毡：《晋书·王羲之传》附《王献之传》：夜卧斋中，而有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
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偷惊走。后以青毡为士人故家旧物之代词。
10 禺中巳：日近午，将及巳时，即隅中。《淮南子·天文》：“（日）至于衡阳，是谓隅中。”
11 隐囊：《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至德二年：“上倚隐囊。”胡注：“隐囊者，为囊实以细软，置
诸坐侧，坐倦则侧身曲肱以隐之。”
12 亲串：宋谢惠连《秋怀》诗：“因歌遂成赋，聊用布亲串。”今泛指有戚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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