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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起居注（全三册）》

内容概要

所收乃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之汉文本302册，其所属年月是：康熙十年九月至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康
熙三十九年（残）、康熙四十五年以及康熙五十三年正月至五十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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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连蹦带跳终于把起居注读完了，尽管是1984年的残本。。。对这个历史人物反而不是特迷恋了。有
时觉得去封建社会做个皇帝的狗腿子也不错，读了这本书才知道，我连“尔等”这个词都受不了，遑
论其他╮(￣▽￣")╭ 总之，还是让焦晃老爷子的圣祖形象永远留在我心中吧！【其实还想看实
录...(((m -__-)m 】
2、作为雍正的坚定支持者，读着有点小纠结
3、本科时读的前两册，以后大概再不会去读完第三册了吧。
4、其实还有半本多没看完，不过估计也快了。场景立体感实在是太好了。以及其中能看出一些满文
翻译的痕迹。
5、大学毕业论文
6、读者本书主要是想看一些措辞，对一些具体时间并不感兴趣，刚读完第一册，感觉康熙更像是一
个严肃的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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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辞旧迎新的日子了，最近一直看《康熙起居注》，也借此小小总结一下了。作为雍正的粉丝，看
着还真是有点小纠结。从二十年到二十六年，皇太子出现频率不低，为了他出阁读书讨论好多次，他
从小的习字给大家看，为他的老师讨论来讨论去，他每天的习字都是康熙亲自批改，皇四子目前我只
看到一次，不过倒是温情脉脉：康老出巡，半路皇四子病了，他老人家立刻取消了出巡回宫了，第二
天还亲自去看诊——皇四子渐渐痊愈了。别的皇子就皇长子陪着皇太子出现过一两次——迎接他爹。
电视剧里大臣一句“皇上圣明”的恭维太简单了，各位大臣们不论多清廉多忠直，恭维起皇上来那话
都是翻着花一套一套的，文采斐然的让人反胃。不过，虽说没那么夸张，作为皇帝，康熙确实有难得
之处。1.�仁厚。刚看起居注的时候，我经常看的泪汪汪的。赈灾、减税免税康熙很大方，出巡看到穷
人就发银子，看到尸骨就派人给人埋了，这种属于日常事务，其中不少涉及审案的，很清楚他是能减
刑减刑，能豁免豁免，其中对“无知小人”（平民百姓）最舍的宽免。到天热的时候就下旨让刑部能
结的案子赶快结了，免得无辜的人在牢里死了——若不是死罪的人在牢里病死了官员也要给个交代的
。他不喜欢案子拖久了拖累犯罪嫌疑人（其中不少无辜），经常催刑部做事，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可能
造成官员怕过了期限草率结案。当然最后要杀人的都要他这儿过一遍，要是被他发现疑点也很麻烦，
训斥几句那是轻的，一次有伙强盗要被斩立决，其中有个人说是唆使，被判的凌迟，他觉得供词有问
题，大学士赶紧说确实有问题，这样这人先监着，其他人斩了。他说那几个强盗斩了这事就明白不了
了，让细审，最后发现果然是个无辜被牵连的，于是这人被放了，审案的从尚书到侍郎革了好几个。
举几个印象深刻的例子：一次一伙强盗秋决，他看到里面有个女孩还不到十五岁，觉得这属于小孩子
被骗，就把人特赦了。还有次他出巡，有个“罪人”的儿子请求身代其父，说自己父亲年纪大了，体
弱多病，希望自己代父抵罪，他很感动就父子俩都赦免了。2.�认真。这人可不好糊弄，比如有次地方
官说苗人反叛被他直接判断是官逼民反。看到有什么职缺，底下拟的人他都要细问，办事怎么样、人
品怎么样，在哪儿待过⋯⋯大学士、学士们一个个问，这些人没把握都说不知道，因为推荐错了是要
负责的，人不好或者以后做官出了问题被他发现有问题要一起罚的。也有不少名字一送上来就被他驳
掉，然后问谁拟的，叫过来问为什么拟这个烂人。这个时候看各位大臣互相推诿吞吞吐吐也十分有意
思，A说B说的，B说我没说，C说的。C说我没说，我没跟那人共事过哪知道他什么样⋯⋯举个大点的
例子：康熙很重视治河，治河出现频率很高，而且一出现就很多事。一次关于黄河的问题，靳辅和于
成龙（小于）意见分歧，靳辅要疏浚入海口，再修个大防护堤，小于觉得这个工程大而且可能损坏老
百姓房子、田地、坟墓⋯⋯不好。康熙就讨论，问了学士们问九卿，又问家乡在淮、扬的在京官员们
，大臣们还是意见不一，一种认为靳辅有经验应该按他的，一种觉得于成龙的想法花钱少试试无妨。
最后康熙派礼部侍郎穆成格、工部尚书萨穆哈到那边，和总督徐旭龄、巡抚汤斌到实地考察一下。后
来这俩人回来说各地百姓都说开海口工程太大也太扰乱民生了，于是康熙就依了小于的意见。过了一
段时间，出了个小事，有个职缺九卿拟了个叫高成美的，属于前面提到的被他直接驳了的大家推卸责
任的，九卿说是某某提的。康熙说肯定穆成格、萨穆哈也起了作用，这两人前阵子办差都靠高成美了
。过了几天，汤斌因为官声好被他召回来做官，一回来他就问了很多问题，什么当地风俗、风景，路
上见闻等等，最后也问到了治河，汤斌就说了：当时召集各州县的人们，开始什么意见都有，**的人
们支持开海口，**的因为损毁房屋坟墓多反对⋯⋯后来各州县派了代表，都说这个工程大，不过要是
从高处渐渐的疏浚，开一尺有一尺的功效，一丈有一丈的功效。而且也不会有海水倒灌问题⋯⋯康熙
说当然不会有海水倒灌问题，那么说的是没文化，这话你怎么奏章上没写？汤斌说当时穆成格他们说
都写上太啰嗦，他们回来跟您口奏⋯⋯他走后康熙就把穆成格叫过来：汤斌说⋯⋯，你怎么没口奏？
穆成格就不承认了，说没听过。但是，他多说了一句，说而且海口开大了，可能海水倒灌⋯⋯然后就
没有然后了。康熙让他回去把萨穆哈叫来，开始问的同样的话，萨穆哈说的多了些，说开始大家各种
说法都有，后来就各州县找了十个代表，慢慢开浚这种话，汤斌是说过，不过他是我们闲谈的时候说
的，不是正式会谈的话，也没说口奏。康熙开始问：你们回来怎么没说有不同意见。萨穆哈说：这个
⋯⋯跟您说的是大概情况，没说细节，我们错了。康熙继续：各州县代表是高成美找的吗？萨穆哈赶
紧答：不是不是，徐旭龄找的。这时，康熙说了句很有分量的话：那么紧的时间，你们还有时间闲谈
啊！⋯⋯后来，这两个人就被革职了。3.�严格。康熙宽仁精细，法度也很严，最明显的一是军法。康
熙二十年大概三藩刚平定不久，之后叙功可花了一年多。哪场仗输了，什么时候后退了，那个城没去
救，该进攻的时候没进攻，没有顾军士们遗体⋯⋯都得罚。再有，亲贵们要是犯了罪或者家人犯了罪

Page 4



《康熙起居注（全三册）》

，也不能包庇。最开始，有次发现汉大臣排位第一的大学士李霨没出现，一问才知道李霨的族弟被告
侵占民田，案子没结他回避了，“上颔之”。后来，大概一个多月李霨都没出现，直到他族弟被判了
罚了。还有次康亲王的家人骂了大臣，他说按律主仆都要罚。明珠提醒句：他主人是康亲王。这时出
现了很稀有的说法“上微笑曰：⋯⋯”后来判的重罪，挨骂的大臣因为属于难得敢于告这种事的，还
被记了一功。4.�“迷信”吗？每次出现水旱灾害蝗灾、日月食，他都要和大臣们一起检讨：哪里做的
不对了？有冤狱？⋯⋯不过，有官员请示给僧人、道士封号会被驳，他觉得那帮闲人不能让他们地位
太高了⋯⋯还有次到泰山，有人推荐他参观舍身崖，被他狠狠批评一顿，说那又什么好看的？无知愚
民迷信的东西，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么能轻易舍了？你们不破除迷信移风易俗还让我看？不去！不
过他似乎也没传说的那么热爱西学，有段原话我记下来了：“又会同翰林院题覆治理历法南怀仁疏，
所请以西洋穷理学刊刻颁布，议不准行。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拗不通。”明珠等奏曰：“其所云
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四）。仅凭记忆，大部分
记得不详细准确（跟康熙差远了，某人奏章他经常能记起这个人某年某年是那么说的⋯⋯），其他的
想起来再说吧。

Page 5



《康熙起居注（全三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