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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引言17世纪40年代，在世界上两个伟大的国度里——亚洲的中国和欧洲的英国，几乎是在同时，发生
了两件现象相似而又性质不同的历史事件：清顺治元年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黎明，中国北京
内城被李自成的军队攻破，明朝崇祯皇帝在紫禁城北门外的万岁山（在今景山公园），披发跣足，自
缢而死，就是披头散发，赤着脚，吊在树上，自杀身亡。
清顺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649年1月30日），英格兰伦敦的上千名市民，走向白厅广场，目睹了国王
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
国王还发表演说。
之后，刽子手挥起斧头，砍下了他的头，查理一世身首异处，悲惨而死。
这两个重要历史事件，虽然时间相近，只差5年；但是两位君王的结局、两个事件的变局，后果不同
，相差甚远。
崇祯皇帝上吊后，明亡清兴，由清朝取代了明朝，中国历史，清承明制，仍沿着封建体制路线图运行
。
而查理一世被议会判决处死后，英国历史，几经曲折，却沿着资本主义路线图运行。
历史车轮滚动近200年，出现了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变局：强盛的大英帝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大清帝
国的国门。
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曾经盛极一时的大清帝国，逐渐变成了任西方列强宰割
的羔羊。
所以，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难解难读的朝代：一方面，从历史纵向坐标来看，它曾经文纬武，寰宇
一统，创造过“康熙盛世”的辉煌；另一方面，从历史横向坐标来看，它同列强差距，愈拉愈大，蒙
受了丧权辱国的耻辱。
因此，清朝历史不仅得到众多史学家的研究，而且受到几代中国人的关注。
从今天开始，让我们走近清朝的康熙大帝，通过了解康熙大帝不平凡的一生，回到17、18世纪之交的
年代，观赏历史的波澜壮阔，考察清朝的兴盛衰亡，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
康熙大帝（1654～1722年），姓爱新觉罗氏，名玄烨，8岁继位，在位61年，享年69岁，是清朝第四任
皇帝。
康熙大帝开创了“康熙盛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世界历史的典册上，他与几乎同时代的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法国君主路易十四齐名，位列国际名君
，声名远播世界。
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康熙大帝画像，一般是这样的：康熙帝端坐在宝座上，身着龙袍，表情严肃，完
全是中国帝王的模样。
但在本书的第一讲，我首先要展示给大家的康熙皇帝的画像，却是卷头发，蓝眼睛，鹰勾鼻子，身着
洋装。
在康熙帝之前，近两千年的三百多位皇帝，很少有人被画成洋人模样。
那么，康熙帝被画成洋人的模样，说明了什么？
说明康熙时代中国已经和世界开始连接在一起了。
所以，要了解康熙帝，就要从他所处的时代讲起。
康熙皇帝之所以成为“大帝”，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时势与英雄的关系，古今中外，争论不休。
我认为：是时势与英雄共同创造历史。
《康熙大帝》历史系列讲座，就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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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作者在央视“百家讲坛”所作同名讲座为基础整理润色而成，从国际、平民、电视、公正和人
文等五大视角出发，对康熙帝的成长经历、丰功伟绩、日常生活、遗憾缺失等一一进行阐述，视野开
阔，情节跌宕，分析精当，给读者呈现出一位性格鲜明、大智大勇、文韬武略的千年一帝的丰满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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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论文集有《满学论集》、《袁崇焕研究论集》、《燕史集》、《燕步集》共四部；专著有《努尔哈赤
传》、《天命汗》、《清朝通史&#8226;太祖朝》、《清朝通史&#8226;太宗朝》、《清朝皇帝列传》
、《正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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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康熙帝的个人休养康熙盛世出现，主要因素有五：一是，国际环境有利，恰好处于西方大国两次
崛起高潮之间；二是，周边国家协和，如果周边环境不好，清朝也难以独善其身；三是，国内因素有
利，处在两次社会大动荡之间相对平静的时期；四是，满洲族群新兴，满洲民族共同体是一个上升的
、有朝气的族群；五是，康熙个人素养。
康熙盛世出现的诸因素中，最主要因素是什么?如果用最简明的文字怎样概括？
我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中，分析清兴的根本原因时，突出讲一个“合”字；在《明亡清兴六十年》
中，分析明亡的根本原因时，突出讲一个“分”字；那么，在《康熙大帝》中，分析康熙盛世的根本
原因时，则突出讲一个“一”字。
这个“一”字，于康熙帝治国，重点表现在三个方面：国家金瓯一统，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派一流
；于康熙帝个人修养，我想起《论语?里仁》里，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
”《论语?卫灵公》里，孔子又说：“予一以贯之。
”孔子在《论语》中两次强调“一以贯之”。
我说，康熙帝个人素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具体言之，就是五个“一以贯之”。
这里引出一个古老的话题：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
我认为是英雄与人民共同创造历史。
大家设想一下：如果康熙帝是一个荒淫无道之君，或是一个穷兵黩武之君，或是一个懦弱无为之君，
或是一个懒惰怠政之君，尽管有上述四个客观有利条件，也不能出现康熙盛世！
康熙帝的个人素养，对于想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有所作为的人，都会得到有益的启迪。
我着重探讨康熙帝的个人因素，特别是探讨康熙帝的个人素养。
康熙帝的“一以贯之”，其表现，举五例——知敬、知勤、知慎、知止、知学。
（1）知敬：一以贯之。
康熙帝认为，君子修德，在于知敬。
知敬，就是要敬天、敬地、敬人、敬己，要有敬畏之心。
康熙大帝，地位至高，权力至上，怎样约束自己？
作为皇帝的“敬”，就是对自己的约束。
敬天，康熙帝说：“朕自幼登极，凡祀坛庙、礼神佛，必以诚敬存心。
”（康熙《庭训格言》）又说：“昔年曾因干旱，朕于宫中设坛祈祷，长跪三昼夜，至第四日，步诣
天坛虔祷，油云忽作，大雨如注⋯⋯朕自谓精诚所感，可以上邀天鉴。
”我在这里不是讲迷信，而是讲要虔诚敬天。
敬地，必须敬畏养育我们的脚下这片大地。
敬人，就是要仁爱。
《大学》曰：“为人君，止于仁。
”康熙帝的仁爱之心，源自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敬己，康熙帝说：“节饮食，慎起居。
”这都是敬身、敬己。
敬己，要从小事做起：“凡人修身治性，皆当谨于素日，朕于六月大暑之时，不用扇、不除冠，此皆
平日不自放纵而能者也。
”（康熙《庭训格言》）敬，不要时断时续，而要“一以贯之”。
总之，康熙帝认为“敬”就是“正”，他说：“念念敬，斯念念正；时时敬，斯时时正；事事敬，斯
事事正。
君子无在而不敬，故无在而不正。
”（康熙《庭训格言》）（2）知勤：一以贯之。
勤，就是勤奋，而不懒惰。
康熙帝从8岁继位，到69岁病故，终生勤政，终生勤学，以劳为福，以逸为祸。
他的勤，包括勤奋、勤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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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祖宗相传家法，勤俭敦朴为风。
”（康熙《庭训格言》）他认为一个人的贫与富，重要的因素，不在命运，而在勤勉：“惟患人之不
勤不勉。
”（康熙《庭训格言》）因此，每一个人，当读书乐志，惟勤学力行。
康熙帝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
以他勤政为例，五十余年，从不懈怠，御门听政，始终如一。
他每天至少写一千个字，他说：“善书法者，虽多出天性，大半尤恃勤学。
朕自幼好书，今年老，虽极匆忙时，必书几行字，一日亦未间断，是故犹未至于荒废。
人勤习一事，则身增一艺；若荒疏，即废弃也。
”（康熙《庭训格言》）如何读书？
他借用朱子的话：“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
”所以，康熙帝主张君子“五不敢”——“勤修不敢惰，制欲不敢纵，节乐不敢极，惜福不敢侈，守
分不敢僭”（康熙《庭训格言》）。
（3）知慎：一以贯之。
知慎，就是谨慎。
进爵封赏，判刑处罚，既要公正，又要慎重：“爵赏刑罚，乃人君之政事，当公慎而不可忽者也。
”（康熙《庭训格言》）康熙帝说：“凡天下事，不可轻忽，虽至微至易者，皆当以慎重处之。
慎重者敬也！
当无事时，敬以自持；而有事时，即敬以应事务，必谨终如始，慎修思永，习而安焉。
”（康熙《庭训格言》）康熙帝又说：“凡人于事务之来，无论大小，必审之又审，方无遗虑。
”（康熙《庭训格言》）就是慎之又慎，才无遗憾。
不但工作要谨慎，而且生活要谨慎：“尝见高年有寿者，平日俱极敬慎。
即于饮食，亦不敢过度。
”（康熙《庭训格言》）总之，康熙帝一生谨慎：“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4）知止：一以贯之。
一个人，既要知浮知沉，又要知合知分；既要知进知变，又要知足知止。
知浮，可以不骄；知沉，可以不馁；知合，可以不孤；知分，可以不败；知进，可以不衰；知变，可
以不僵；知足，可以不辱；知止，可以不殆。
康熙帝作为君王，特别自勉自戒，知足知止。
康熙帝说：“世人衣不过被体，而衣千金之裘，犹以为不足，不知鹑衣袍缊者固自若也；食不过充肠
，罗万钱之食，犹以为不足，不知箪食瓢饮者固自乐也！
朕念及于此，恒自知足。
虽贵为天子，而衣服不过适体；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赏赐外，所用肴馔从不兼味，此非朕勉强
为之，实由天性自然，汝等见朕如此俭德，其共勉之。
”（康熙《庭训格言》）康熙帝知足知止，既不立碑记功，也不自上尊号。
他拒绝大臣请求为他立碑记功，说：“凡立碑者，惟为一时之名，并不能与永载实史可比，此事理应
停止。
”他更不允为他上尊号。
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因平定三藩之乱，大臣奏请加上尊号，他认为“此奏无益”，一不准；两
年之后，台湾划一版图，大臣们请上尊号，他认为“不愿烦扰多事”，二不准；后大臣又上奏请求，
他说“不必行”，三不准；同年，喀尔喀蒙古首领等联合上书，请加尊号，四不准；康熙三十六年
（1697年），在三征噶尔丹胜利之后，大臣请上尊号，五不准；后王公、官员等一齐到畅春园再度请
上尊号，命以后“毋复再奏”，六不准；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帝五十大寿，王公官民又请
上尊号，“终不允”，七不准；康熙帝花甲大寿之时，大臣们赞扬他功超三王、德越二帝，请“上尊
号”，他答覆道“若侈陈功德，加上尊号，以取虚名，无益治道，朕所不喜”，八不准。
康熙帝之文治武功，之出众才华，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确实是罕见的。
而他八辞群臣上尊号，一贯坚拒别人的赞誉、恭维，更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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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九月二十四日，两江总督阿山上奏说地方粮食丰收都是皇帝洪福与施恩的结
果。
康熙帝反而给他一个批答：“若云此皆皇帝洪福齐天，恩播遐迩所致，则江北属数地及山东数处，皆
被水灾，民游食者亦多，抑非福不与天齐，恩未能传布所致耶？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一直谦逊不骄，从不喜欢别人对他过分阿谀与赞美。
（5）知学：一以贯之。
知学，就是重视读书学习。
康熙帝立志高远。
他说：圣人一生，只在志学。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志之所向，无坚不入”（康熙《庭训格言》）。
凡人、俗人与贤人、圣人的区别在哪里？
在于读书学习，以一贯之，坚定不移：“初学贵有决定不移之志，又贵有勇猛精进之心，尤贵有贞常
永固不退转之念。
”（康熙《庭训格言》）康熙帝读书，终生坚持，手不释卷。
他读《大学》（1753字）、《中庸》（3567字）、《论语》（15876字）、《孟子》（35261字），合
计56457个字，都能念诵120遍、背诵120遍，直至老年，还能背诵。
康熙帝终生读书，手不释卷，直至老年，好学不辍。
康熙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
总之，康熙帝的这些素养，不是一暴十寒，也不是浅尝辄止，而是“一以贯之”。
康熙帝可贵的素养在于一个“一”字。
用康熙帝的话来说，就是“公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
康熙帝突出“一”字，却产生了“僵”字。
但他仍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一帝。
——摘自《康熙大帝》第26讲《千年一帝》康熙帝如何学习爱好西学康熙帝小的时候，从他皇父顺治
帝和祖母孝庄太皇太后那里，接触到耶稣会士，可能受到西方科学的影响。
但真正促使康熙帝学习西方科学的原因，还要从“汤若望案”与“杨光先案”讲起。
先是，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于顺治二年（1645年）决定颁行崇祯时汤若望等制订而未颁行的新历，定
名《时宪历》。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受到顺治帝及孝庄太后的信任，被任命主掌钦天监。
但是，康熙三年（1664年），钦天监汉官杨光先上书攻击汤若望及其历法，声称：“宁可使中夏无好
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指责新历只编200年，大清朝则要亿万年。
辅政大臣鳌拜等支持杨光先，汤若望、南怀仁被下狱，钦天监的五名官员被处死。
杨光先任钦天监监正，吴明烜（ｘｕāｎ）为监副，废除《时宪历》，恢复旧历法。
这就是“汤若望案”。
受此案牵连的又一人是南怀仁。
南怀仁（1623～1688年），比利时人，耶稣会士，青年时曾学习数学和天文，顺治七年（1650年）到
北京，协助汤若望修订历法。
汤若望、南怀仁被下狱后，北京发生地震，二人获释。
康熙帝亲政初，杨光先等进康熙八年历书。
康熙帝派人向南怀仁问询意见。
南怀仁指出：康熙八年的闰十二月，应在康熙九年正月，并指出其五条差误。
康熙帝让杨光先、南怀仁进行辩论，各抒己见，没有结果。
又命大学士、六部九卿等亲到观象台测验，又在午门前测验。
先后三次测验：“南怀仁所指，逐款皆符；吴明烜所称，逐款不合。
”（《清圣祖实录》卷二八）南怀仁测验准确，杨光先测验错误。
康熙帝令将杨光先革职（病死于回乡途中），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管理监务，恢复使用《时宪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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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汤若望案与杨光先案，康熙帝深感作为一国之君，应当通晓科学，否则无法决策。
这促使他吸纳西学，学习科学。
他后来回忆说：“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
杨光先、南怀仁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
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
因自愤而学焉。
”（康熙《庭训格言》）在万几余暇，专注学习天文历法，一十余载（《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
康熙帝令南怀仁进讲天文学、数学等，他是康熙帝的第一位外籍教师。
南怀仁亲自或主持制成仪器53件，有的专归皇帝使用。
仪器制作精细，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仪器。
设在观象台的，有测定天体黄道坐标的黄道经纬仪、测定天体赤道坐标的赤道经纬仪、测定天体地平
坐标的地平经仪和地平纬仪、测定两个天体间角距离的纪限仪和表演天象的天球仪等，其中黄道经纬
仪和赤道经纬仪是清朝以前没有的。
中国天文学家使用这些仪器二百多年（席泽宗《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卷八《南怀仁》）。
其特点是：制作和安装较精细，刻度盘上使用了游标，提高了读数精度，黄道经纬仪上安装了黄极轴
和黄极圈等（《中国天文学史》）。
有人评价说：“西人熟于几何，故所制仪象极为精审；盖仪象精审则测量真确，测量真确则推步密合
。
西法之有验于天，实仪象有以先之也。
”（阮元《畴人传》卷四五）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有的仪器被德国人窃走，1919年德国作为战
败国，根据国际协定，又归还中国。
今北京建国门古观象台上，能看到这些仪器。
南怀仁在康熙九年（1670年），做了一件漂亮的事。
这年夏，为修建顺治帝孝陵，需将四块巨石（两块为碑石，每块重7万斤，另两块为基石，每块重12万
斤）运过卢沟桥。
卢沟桥年久失修，难以承受如此重压，这成了工部的难题。
有关人员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用特制16个轮子的特型大车，以300匹马牵引，运载巨石过桥，此需加固
桥体；二是在河床上筑路，从河上通过。
康熙帝命工部官员向南怀仁征求良策。
南怀仁亲赴现场考察，认为不宜从桥下过河运输；可以从桥上运输，且不必加固桥体。
他提出绝不可用马牵引车辆运石，因为数百匹马的剧烈而有规律的震动，比巨石对桥的破坏力更大。
那怎样运呢？
他设计的牵引系统是，用滑轮组和多绞盘，以12组动滑轮和24条绳索，分散重量，起动绞盘，使巨石
在桥上平缓移动，获得成功。
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南怀仁制造出便于携带的轻巧火炮。
康熙十四年（1675年）五月，炮成，康熙帝亲临卢沟桥炮场检验，见炮身小，火力大，命中率高，运
输方便（可放在骡马背上运行）。
康熙帝称赞说：“西洋炮甚利，且轻便易运。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将士们称之为“得胜炮”。
继续制造出铜炮240门。
康熙帝为表彰他的功绩，加他工部右侍郎衔。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南怀仁从马上摔伤后死去，终年66岁，葬今北京车公庄大街6号院内。
康熙帝命厚葬。
一年后谥号勤敏。
康熙帝还撰文说：“尔南怀仁，远来海表，久掌星官，学擅观天，克验四时之序，识通治历，能符七
政之占，非惟推步无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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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朝定案》）南怀仁出生地比利时贝当城中心广场上，今竖立1913年塑造的南怀仁巨大铜像。
南怀仁去世后，耶稣会士张诚、白晋和徐日昇成为康熙帝的西洋老师。
张诚（1654～1707年），法国人；白晋（1656～1730年），法国人；徐日昇（1645～1708年），葡萄牙
人，在康熙帝身边36年，一直到死。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张诚和白晋等以“国王数学家”的身份，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来华，
供奉内廷，为康熙帝进讲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化学、药学、人体解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
他们博学多才，深受康熙帝赏识。
现在故宫博物馆还收藏着当年他们给康熙帝讲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用满文整理的讲稿。
张诚、白晋到北京学习九个月满语，将教材译成满文，并用满语进讲三角、几何和代数，还介绍了比
例规、算筹等计算工具。
康熙帝认真学习，反复思考，运用仪器，亲手操作。
康熙帝使用过的一些计算工具，至今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白晋记述了康熙帝学习科学的情节：皇上认真听讲，反复练习，亲手绘图，对不懂的地方，立刻提出
问题，就这样整整几个小时和我们在一起学习。
然后把文稿留在身边，在内室里反复阅读。
同时，皇上还经常练习运算和仪器的用法，复习欧几里得的主要定律，并努力记住其推理过程⋯⋯有
一天皇上说，他打算把这些定律从头到尾阅读十二遍以上⋯⋯皇上使用这些仪器，有时测量某座山的
高度，有时测量某个显眼地方的距离。
这些测量都是在随驾朝臣面前进行的。
（白晋《康熙皇帝》）康熙帝一向主张不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历法，都要用科学实验证明其准确性，
并亲自作测验。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初，康熙帝召大学士、九卿至御前，命人取来日晷，用笔画出正午时光影应
在的位置，一行人一直在日头下等到正午，以检视皇帝的预测，果然吻合。
大臣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康熙帝通过亲自使用仪器在皇宫中测验日蚀，发现用西洋新法编制的历书，在日蚀推算上，也出现了
误差（《清圣祖实录》卷二一八）。
又发现夏至的时间也有出入。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康熙帝对大学士等说：“天文历法，朕素留心。
西洋历大端不误，但分刻度数之间，久而不能无差。
今年夏至，钦天监奏闻午正三刻，朕细测日影，是午初三刻九分。
此时稍有舛错，恐数十年后，所差愈多也。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八）康熙帝的测验比钦天监专家们的测验更为精确。
白晋和张诚曾向康熙帝讲述西方医药，如烧伤药的应用。
他们还应康熙帝建议，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在宫中设立化学试验室，用西法制药。
他们翻阅了当时法国药物学家爱拉（1618～1698年）主编的《皇家药典》，仅在三个月内，就制成多
种丸散膏丹等药品，康熙帝多次前来观看。
他们制的药，不仅作御用，还分给官民。
这是中国最先开办的西药制造作坊。
值得一提的是，白晋和张诚曾经治愈康熙帝的病。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五月，康熙帝患疟疾，太医院御医药无效后，张诚、白晋便将洪若翰、刘应
二人带来的金鸡纳（又名奎宁）献上。
连服药数日，康熙帝病愈。
皇帝赐给张诚、白晋白银和衣服，还将西安门内一处被籍没的王府拨给他们居住和传教。
以后康熙帝将金鸡纳视为“圣药”，赏赐给他的亲属和部下，并晓谕服食之方。
康熙帝从此对西医西药发生了兴趣，白晋、张诚就把自己知道的西药的配方、疗效和制作方法，用满
文写成了3本小册子，一共介绍了30多种药品。
这3本小册子现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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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以后西医西药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
康熙帝曾派白晋等回欧洲招聘科技人才。
白晋上书路易十四，对康熙帝和清朝加以介绍。
后来此文以《康熙皇帝》为名刊印，对于增进法国人士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
后世保存了有关康熙帝的宝贵史料。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在畅春园创建了蒙养斋算学馆。
蒙养斋的任务是专门从事天文观测，以及编纂《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大型历算著作。
法国传教士将它称为“皇家科学院”。
《清史稿》对蒙养斋也有记载：“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
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
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
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养斋。
”康熙帝在实践中看到了自然科学的重要。
他选拔一些有培养前途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集中到宫中进行培养。
为了传续梅文鼎的家学，命其孙瑴（jué）成入内廷学习。
李光地推荐的苏州府学教授陈厚耀精通天文历算，康熙帝亲试之后，“命入直内廷，授编修”（《康
熙政要》卷一八）。
其他还有何国宗、明安图、成德等。
康熙帝常将他们召至御座旁，教以几何、数学，或互对议论，探讨问题。
他还亲自给皇子、皇孙们讲授几何学。
其中以皇三子诚郡王胤祉成绩优秀。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五月，康熙帝在蒙养斋纂修律吕、算法诸书，以皇三子胤祉及皇十五子胤禑
、皇十六子胤禄，充纂修，何国宗、梅瑴成充汇编，陈厚耀、魏廷珍、王兰生、方苞充分校。
令将所纂之书每日进呈，他“亲加改正”。
至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论述算法的《数理精蕴》、论述历法的《历象考成》及论述乐理的《律吕
正义》等书相继完成。
康熙帝合三书为一部，赐名《律历渊源》，共100卷。
这是一部反映当时中国自然科学最高水平的带有总结性的巨著，系统地收集、编排了明末清初传入我
国的西洋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及声律学知识，也汇集了中国传统的历算及声乐精华，颁行之后，影
响很大。
康熙帝的一生都与天文历法和数学结下不解之缘。
他学习西方科学，应用西方科学，不仅使自己成为博学的皇帝，而且成就了清朝科学的发展。
（摘自《康熙大帝》第17讲《爱好西学》）读书之道四种境界康熙帝读书，有四种境界——欣然、愤
然、敬然、陶然的境界。
一是欣然境界。
欣，是欣喜。
康熙帝读书，有一种欣然的境界。
玄烨小时候即以读书为乐。
史书记载：“皇上冲龄读书时，奉圣夫人（康熙帝保姆孙氏）爱护圣躬，恐勤诵过苦，乃匿所读书，
冀得暂辍，皇上必索读之不少休。
”良心要实，学心要虚。
读书学习，必要虚心。
他说：“人心虚则所学进，盈则所学退。
朕生性好问，虽极粗鄙之夫，彼亦有中理之言，朕于此等，决不遗弃，必搜其源而切记之。
”（康熙《庭训格言》）有了虚心，才能用功。
康熙帝常对大臣说：“朕在宫中，手不释卷。
”“学问之道，宜无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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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卷六《圣祖本纪一》）玄烨勤奋读书，常常至于深夜：“五龄以后，好学不倦，丙夜
披阅，每至宵分！
”（《清圣祖实录》卷一）他常深夜读书，直至天快亮。
祖母太皇太后担心他因读书累坏了身体，后来玄烨果真苦读累得吐血（《清圣祖实录》卷一）！
二是愤然境界。
愤，是发愤。
康熙帝读书，有一种愤然的境界。
《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朱熹注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
”我前面讲过，中西历法之争，他深切地感到：自己不懂得，怎能定是非？
于是，发愤读书学习。
我引述他讲的一个故事：“朕幼年习射，耆旧人教射者，断不以朕射为善。
诸人皆称曰：善！
彼独以为否，故朕能骑射精熟。
尔等甚不可被虚意承顺赞美之言所欺。
诸凡学问，皆应以此，存心可也。
”（康熙《庭训格言》）他的体会是：“凡事可论贵贱老少，惟读书不问贵贱老少。
读书一卷，则有一卷之益；读书一日，则有一日之益。
此夫子所以发愤忘食，学如不及也！
”（康熙《庭训格言》）“学如不及”也是心求通而未得的情态。
就是在三藩之乱，局势艰难，京师地震，官民惊恐，十分困难之际，康熙帝依旧坚持经筵进讲不可废
误。
总之，康熙帝认为：“凡人进德修业，事事从读书起。
多读书，则嗜欲淡；嗜欲淡，则费用省；费用省，则营求少；营求少，则立品高。
”（康熙《庭训格言》）三是敬然境界。
敬，是尊敬、恭敬。
康熙帝读书，有一种敬然的境界。
在《庭训格言》中，“敬”字出现41次。
朱熹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
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
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
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
”（《朱文公文集》卷一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就是说，学习重在穷理，穷理重在读书，读书
重在精通，精通重在“居敬”，精髓在于一个“敬”字。
有了敬心，才会好学：向智者学，向长者学。
康熙帝说：“人多强不知以为知，乃大非善事。
是故，孔子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朕自幼即如此。
每见高年人，必问其以往经历之事，而切记于心，决不自以为知，而不访于人也！
”（康熙《庭训格言》）四是陶然境界。
陶，是和乐。
康熙帝读书，有一种陶然的境界。
《诗经?王风?君子阳阳》：“君子陶陶。
”我借用《诗经》里的“陶”字，说明康熙帝学习的陶然心境。
他自己也说“读书乐志”。
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三月，康熙帝在理政之余，将《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纲目
大全》三部编年体史书，仔细通读，朱笔圈点，做出批注，达107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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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序文》中说：“自元旦以至岁除，未尝有一日之间，即巡幸所至，亦必以卷帙自随。
”（《御制资治通鉴纲目序》）《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他先后通读、细读了四遍（宋荦《漫堂年谱
》）。
他将读书学习看作是一种和悦的、快乐的事情，要读到愉悦，读到赏心，读到快乐，也读到幸福。
四点经验康熙帝读书，有四点经验——贵恒久、贵思悟、贵知行、贵著述。
值得思考，值得借鉴。
第一，贵恒久。
康熙帝读书，既重恒，又重久。
一个人，读点书并不难，难的是长久坚持；一个人，平时读书并不难，难的是动荡时静心坚持读书。
所以，一个人读书的恒久，既表现为平时坚持，更表现为困难时坚持。
康熙帝读书有毅力，善坚持。
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局势紧张，不仅“每日军报三四百疏，手批口谕，发纵指示”，还坚持读书学习
。
康熙帝学习之所以恒久，一以贯之，关键在毅力。
以书法为例，他说：“朕自幼嗜书法，凡见古人墨迹，必临一过，所临之条幅、手卷将及万余，赏赐
人者不下数千。
天下有名庙宇禅林，无一处无朕御书匾额，约计其数亦有千余。
”（康熙《庭训格言》）康熙帝对书法，颇下功夫，“听政之暇，无间寒暑，惟有读书写字而已”。
他学明董其昌字体，翰林沈荃曾教他书法。
他又向善于书法之人学习，用笔时轻重疏密，或疾或缓，各有体势，因而有异于寻常人的书法。
他说：“学书须临古人法帖，宫中古法帖甚多，朕皆临阅。
有李北海书华山寺碑，字极大，临摹虽难，朕不惮劳，必临摹而后已。
朕性好此，久历年所，毫无间断也。
”（《清圣祖实录》卷二一〇）宫中古法帖甚多，他都赏阅临遍。
在他五十初度后，曾向大臣们说：“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
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
”白晋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奏报中说：康熙皇帝“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满文与汉文”。
康熙帝的书法能不能跻身于书法名家之林？
我认为：完全可以。
第二，贵思悟。
康熙帝读书，既重思，又重悟。
康熙帝说：“读书务求实学，若不询问、覆讲，则进益与否，何由得知？
”因而经筵讲学，以皇帝听讲与亲讲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康熙十六年（1677年）六月初五日，他亲自讲述，评论是：“讲论精微，义理融贯。
”不读死书，不信空文。
康熙帝说：“凡看书不为书所愚始善。
即如董子（仲舒）所云‘风不鸣条，雨不破块’，谓之升平世界。
果使风不鸣条，则万物何以鼓动发生？
雨不破块，则田亩如何耕作布种？
以此观之，俱系粉饰空文而已。
似此者，皆不可信以为真也。
”（康熙《庭训格言》）玄烨读书，追问根底。
他看到石鱼即鱼化石后，查阅《水经注》、《酉阳杂俎》、《池北偶谈》等书有关记载后，发问：“
其与鱼俱生耶，抑鱼之化？
”是鱼与石同时生的，还是鱼化作石的呢？
又如，对潮汐现象，他到山海关、天津、钱塘江等处观察潮涨潮落，询问当地人，并问西洋传教士地
中海的情况，还观察泉、井水位的变化，命人做记录，最后得出同先贤一致的结论：“属月之盈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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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甚明。
”（《康熙几暇格物编》）读书只有读到不忍放下，才算真正品出书中真趣。
玄烨读书，达到了这个境界。
他引述朱熹的话：“读书须读到不忍舍处，方是得书真味。
若读之数过，略晓其义即厌之，欲别求书者，则是于此一卷书，犹未得趣也！
”认为此言极是。
他说：“朕自幼亦尝发愤读书、看书，当其读某一经之时，固讲论而切记之。
年来翻阅其中，复有宜详解者。
朱子斯言，凡读书者，皆宜知之！
”（康熙《庭训格言》）朱熹的意思是：书必须读到废寝忘食、不愿意放下时，那才是体会到书中的
真正滋味。
如果书读了几遍，知道了大意，就放弃它，再去寻找别的书来读，那么，对于这本书来说，就没有得
到它的旨趣。
康熙帝说自己从小就曾经发愤读书，刻苦学习。
当读到某一经典时，就一定要读懂它，讲论它，把它牢牢记住。
近年，我翻阅以前读过的书，又发现了一些地方应进一步深入理解。
朱子的这些话，读书的人，都应知道。
第三，贵知行。
康熙帝读书，既重知，又重行。
他说：“明理最是紧要，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措施。
故明理之后，必须实行。
不行，徒空谈耳。
”又说：“读书得之虽多，讲论得之尤速，思虑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实。
”（康熙《庭训格言》）怎样知行呢？
在生活方面，南巡的船，他试坐多种，后亲自参与设计、制作。
在亲征噶尔丹的行军路上，运粮困难，“将士每日一餐，朕亦每日进膳一次”。
玄烨读书，重视实验。
在读书过程中，还演算题，搞测量，做试验，在北京城头占风、派人探测黄河源头、解剖冬熊了解胃
中食物等，都像专家做学术研究一样。
他读书不为表演，不徒虚名，而是对书中义理真正有了兴趣，想作深层探讨。
因此，他后来成为一位学术造诣很深的君主。
康熙帝在《通鉴纲目》满文译本序文中说：“朝夕起居之时，循环披览，手未释卷，以是考前代君臣
得失之故，世运升降之由，纪纲法度之所以立，人心风俗之所由纯。
事关乎典常，言有裨于治体，靡不竟委穷源，详加论断，如是者有年矣。
”他引述朱熹的话：“朱子云：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
验乎操守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
不然，则虽广求博取，日诵五车，亦奚益于学哉！
此言乃读书之至要也。
人之读书，本欲存诸心、体诸身，而求实得于己也。
如不然，将泛然读之，何用？
凡读书人，皆宜奉此以为训也！
”（康熙《庭训格言》）就是说，读书的方法，应当循序渐进，坚持不懈。
从文字语义中，从容领会其真意；在德行操守方面，力行而体验。
然后，做到心中平静，道理明晰，从而体味出妙旨。
否则，即使博览群书，一天读书五车，于治学无益。
他在《御纂朱子全书序》中说：“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
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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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康熙帝崇尚理学的期待是：其一，为了“天人合一”；其二，为了统治万邦；其三，为了仁
政治国；其四，为了天下一家。
这就是强调从思想文化方面巩固清王朝的一统天下。
第四，贵著述。
康熙帝读书，既重编，又重著。
康熙帝认为图书的功能是：“能令古今人隔千百年觌面共语，能使天下士隔千万里携手谈心，成人功
名，佐人事业，开人识见，为人凭据。
”（康熙《庭训格言》）所以，他一方面亲自组织、编纂了大量书籍，如《康熙字典》、《古今图书
集成》、《律历渊源》等，既是古代典籍的整理，也是自身体验的总结，形成了在中国版本史上极有
影响的书品精良、版式美观的“康版”；另一方面，他勤于笔耕，撰写了诗文集。
学习与著述，就像春蚕，读书如吃桑，著述则如吐丝。
康熙帝所著文，由臣下整理成《康熙御制文集》一至四集，共176卷，武英殿版，陆续雕印。
康熙五十年（1711年）以前的著述，为一至三集，140卷；康熙五十一年到六十一年（1722年）的著述
为第四集，36卷。
《康熙御制文集》中的大部分是他在世时亲自主持，由大学士张英与詹事府詹事高士奇等人协助完成
的。
第四集则是在他身后由雍正帝刊行的。
康熙帝《御制诗集》收录1147首七言与五言诗及少量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是他亲历活动的纪录
，可补正史之不足，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康熙帝《几暇格物编》，共93篇文章。
他喜爱读书，留心考察，潜心研究，勤于著述。
当他出师、行猎或巡视各地时，注意到各地的方言习俗、山川物产、动物虫鱼、药材草木等的异同关
系。
如蝗虫滋生的规律、各地农作物像水稻、小麦、西瓜、葡萄等等生产的情形。
又因为他学过西洋的科学知识，他对自然界的若干现象也有所论述，例如他注意到黑龙江西部察哈延
山“喷焰吐火，气息如煤”的奇特现象。
他从瀚海的螺蚌壳，推知远古蒙古大沙漠曾是水乡泽国。
他也曾在一次打猎后，命人将一只冬眠熊解剖试验。
这是他学习西方解剖学后的一次亲身实验。
康熙帝探讨人体生理构造，命令西洋人把西文《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本（《张诚日记》）。
但由于大臣反对，没有雕梓印行。
康熙帝《庭训格言》更值得一提。
他晚年体弱多病，亲自口述，由皇子或侍从笔录，雍正帝继位后出版。
这本《庭训格言》是以康熙帝一生体验为主，告诉后人一些有益的做人处事道理。
全书27419个字，共246条，讲述养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与道理。
其中多是《清实录》与《圣训》所阙，有重要价值。
书中有六分之一条数是讲读书学习的。
如康熙帝引述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后论道：“圣人一生，只在志学一言，又实能学而不厌，此
圣人之所以为圣也！
千古圣贤与我同类，人何为甘于自弃而不学？
苟志于学，希贤希圣，孰能御之？
是故志学乃作圣之第一义也。
”（康熙《庭训格言》）就是说，圣人不是高不可攀的，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其关键是两个字——
志学。
如果一个人立志于学，一以贯之，成贤成圣，谁能阻挡？
所以，“志学”是做圣人的第一要义。
——摘自《康熙大帝》第20讲《养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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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康熙大帝》将将学术的谨严与电视讲座的生动完美结合，以26讲的篇幅全面介绍了康熙皇帝起伏跌
宕的人生，特别是61年的执政经历，让您在轻松阅读中全面了解康熙朝的历史。
特别精选200余幅图片，其中包括难得一见的康熙皇帝洋装像、西方传教士手绘的中国地图等，这些图
片为您直观呈现康熙时代的盛世景观。
阎崇年说：中国两千年皇朝史，堪称大帝者：前有唐太宗，后有康熙帝。
《百家讲坛》开坛元勋阎崇年五种视角全新解读康熙大帝！
《康熙大帝》以作者在《百家讲坛》所作同名讲座为基础整理润色而成，内容更丰富，更全面。
学者使电视深刻，电视让学者有为。
通过阅读《康熙大帝》，您会明白：1.康熙皇帝为什么能称“大帝”？
作者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就是通过与他同时代的俄国彼得大帝、法国路易十四等的比较，通过
与他不同时代的中国2000多年皇朝史上的历代帝王比较，得出结论——不论是立足于中国，还是放眼
世界，康熙皇帝都堪称大帝。
2.在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康熙时代的历史？
作者始终把康熙时代的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意在为今天提供一种借鉴。
始终把康熙帝不仅看作一代帝王的楷模，更将其当作一个成功的人，探讨他如何学习，如何处事，如
何做人，甚至如何养生，也是为了给当代人提供一种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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