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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纪晓岚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历史人物。
他在正史里受推崇，在野史里也风光；他荣登高位，且文传后世；他学术渊传，又诙谐多智；他是皇
帝身边的宠臣，又是百姓心中的偶像。
如此诸多不同的性格集于一身，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可是在近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里，这位历史人物好像被遗忘了似的，沉默了一个时期。
当世纪之交，纪晓岚忽然在书刊里和荧屏上频频露面的时候，人们感觉到些许陌生，些许新奇。
他那多彩的性格让人们眼花潦乱。
但是种种随心所欲的戏说、演绎，把这个人物弄得扑朔迷离，真假莫辨。
于是很多人想知道，历史上的纪晓岚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
事实上，纪晓岚是清朝乾嘉时期纲纪群书，统领学界的大学者，是立身醇谨的清廉朝臣，是乾隆盛世
的创建者、既得利益者和大力维护者。
他创作的诗赋作品和他修撰的《四库全书总目》，体现了一种盛世文化的精神。
他著述的《阅微草堂笔记》，不但文笔精练，也别具丰富的思想内涵。
纪晓岚(1724—1805年)，名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又号观弈道人、孤石老人。
人称茶星、纪河间，卒谥文达，故又称纪文达公。
其字晓岚，最为世人所熟知。
雍正二年(1724年)六月十五日，生于直隶河间府献县崔庄。
卒于嘉庆十年(1805年)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二岁。
卒后魂归故里，葬于崔庄南六里之北村。
按新的行政区划，他的出生地和墓葬地如今都属河北省沧州市的沧县。
纪氏的曾祖辈在明末动乱时期，曾深受清军掳掠之害。
清军入主中原，书香门第的纪氏家族顺应历史潮流，走上为新朝廷服务的道路。
满族以强劲的武力征服了中原，而中原悠久的文化又逐渐同化了满族。
满族统治者遵循中华传统儒学，建立起新的统治体系，结束了明朝末年的混乱局面，促进了社会的稳
定和发展。
追求秩序和稳定正是儒学的要旨。
纪晓岚认为：“明季之乱，极矣。
圣朝(即指清朝——笔者注)荡涤洪炉，拯民水火。
”(《如是我闻》卷二“族祖黄图公言”)纪晓岚登科入仕。
他与乾隆皇帝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契合。
纪晓岚可以在悠长深远的儒学里酣畅地遨游，皇帝则可以用他这样的文学侍从来标榜文治。
这种契合促成了千古文化伟业《四库全书》的编纂。
《四库全书》在乾隆帝主持下开编。
纪晓岚作为总纂官，夙兴夜寐，殚精竭虑，生死书丛。
《四库全书》包罗宏富，浩瀚广博，成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总汇，它的编成为乾隆朝显赫的武功文
治增加了一大亮点。
纪晓岚主撰《四库全书总目》，对一万余种图书作了介绍和评论，“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
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决奥提纲，溯源彻委”(阮元《纪文达公遗集序》)。
撰定《四库总目》，使纪晓岚的学识和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显示，奠定了他在学术界以至文化史
上至高无上的学者地位。
毋庸讳言，编纂《四库全书》同时也具有负面效应。
例如，朝廷利用编书之机，查禁、销毁了一大批所谓“悖逆、违碍”的书籍，并对一些书中的文字进
行了抽挖、删除和篡改。
不过，那也是历代封建王朝惯用的伎俩。
乾隆皇帝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巩固他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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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书之责，是不能都算到纪晓岚身上的。
由于纪晓岚对《四库全书》出力最大，也得益最多；殊被恩荣，屡得升迁。
他由翰苑跻身内阁，两署兵府，三典南宫，五掌乌台。
晚年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备受荣崇。
作为内廷词人，纪晓岚常以诗赋来为皇帝歌功颂德，颇有以才媚上之嫌，但他也为盛世时代摇旗呐喊
，有些诗篇写得格调高雅，大气磅礴。
他申明“诗本性情者也，人生而有志，志发而为言，言出而成歌咏，协乎声律。
其大者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次亦足抒愤写怀。
举日星河岳、草秀珍舒、鸟啼花放，有触乎情，即可以宕其性灵”(《冰瓯草序》)。
纪晓岚不愧是盛世的名臣，在他遭受人生挫折，被贬谪戍期间，仍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满腔热情地赞
美祖国边疆的壮丽风光和繁荣景象，细致人微地描述边疆人民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活动，从
而颂扬朝廷平定新疆实现祖国统一的繁盛局面。
他在赦还归途中写的那组《乌鲁木齐杂诗》，并无郁穑愁苦之音，而有春容浑脱之趣。
成为记录清朝盛期开发新疆的历史画卷。
纪晓岚精熟中国文化精神，了解世事民情，又谙悉官场内幕。
他到晚年已经看出盛世掩盖下的种种危机，对民族社稷的命运产生难以吐露的复杂感受，在校勘《四
库全书》之暇，以忧国忧民的苦心孤诣，用随笔体著述了《阅微草堂笔记》，托狐鬼以抒己见，借诙
谐而言世事，在记述地方风情、典章古物、医巫星占、趣闻轶事以及狐精鬼怪的故事中，把劝诫之言
，箴规之意寄寓其中。
他在乾隆年间法纪最严的时代，敢于指责社会上的某些弊端，完全是出于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一种责
任感和良知。
一个权高位重的官员，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容易被人敬畏和尊重却不易为人喜爱，而纪晓岚这样一
位高居庙堂的两朝枢要，博通古今的学界宗师，却有着纯真可亲的平民性格和丰富多彩的情感趣味。
他不摆官架子，没有富贵气，更没有文人的迂腐。
他曾在一个等子盒上刻有“未能免俗”的铭言，在为陆锡熊遗像题诗中承认：“羡君雅调清到骨，笑
我俗病医难全。
”纪晓岚所说的“俗”，实际上是一种纯朴平实的处世态度。
他出身乡间，自幼聪明好学，性格活泼机智，又特别调皮淘气。
他常和大人接口对句，并敢戏弄塾师。
入仕前后，他年轻气盛，以飞扬的才气驰骋士林，诗文唱和从不欲落人之后。
他还常以滑稽戏谑游戏宦场，有时用刻薄的语言侮慢同伴。
他的同学陆青来说：“晓岚易喜易怒，其浅处在此，其真处亦在此也。
”经历西戍的挫折之后，纪晓岚的性格变得深沉冷静，不再逞强好胜，但仍保持诙谐乐观的本性。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紧张气氛中，他还用滑稽风趣的诗联来调节气氛。
正是这种纯真的性格，平民化的情趣，使他不但受到士林的尊重，也得到百姓的喜爱。
他身后赞誉颇多，人气一直居高不下，从他辞世至今，二百多年来戏说不断。
清人笔记和民国初期的一些书籍里记有大量有关纪晓岚的逸闻趣事，民间更流传着许多有关他的生动
传说、佳话。
由于纪晓岚雅俗兼备，历来文人墨客或民间百姓。
常有人把自己的意志编成美丽的故事附会在这位古人身上，以致纪晓岚的形象在口头传说和文学创作
中被异化，使他的面貌显得有些朴朔迷离，捉摸不定。
纪晓岚去世二百余年后，中国历史又重现盛世局面。
人们回观历史，发现这颗盛世的文化之星，仍在历史的苍穹熠熠生辉。
纪晓岚身上所体现的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安定，永葆积极乐观，推动文化繁荣的盛世文化精神，
在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中，仍有借鉴作用。
总之，纪晓岚是一位应当肯定，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
有鉴于此，笔者参考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今人的有关著述，把主人公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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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里文脉，家族源流，社会环境以及生平履迹，诗文内涵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地梳理出他政治立场
、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脉络。
本书不敢夸耀文采，但下笔有据，唯求实事，以期基本符合历史本来面貌，努力将一个真实的全面的
纪晓岚展现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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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纪晓岚人物传记。
主要包括出世传奇、家学绵延、登科入仕、翰林展才、福建督学、游戏宦场、充军西域、仕途坎坷、
司库编纂、著述阅微、方圆处事、宽政爱民、不入浊流、抵制权奸等。
纪晓岚是我国历史上一位独具特色的人物。
他纯真的性格，平民化的情趣，尤其《四库全书》编纂，使他不仅受到士林尊重，也得到百姓的喜爱
。
本书对人们研究了解这位历史人物及其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这是本人物传记，传主是清朝著名文人纪晓岚，一位独具特色的人物。
他性格纯真，情趣平民化，曾编纂《四库全书》，备受士林尊重，也得到了百姓们的喜爱。
 本书对人们研究了解这位历史人物及其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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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哲佐，男，辽宁清原人，1940年5月生。
1959年沈阳二中毕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4午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历史研究所至今已43年。
先后被评为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研究员。
从1974年始先后发表著、译作多种，论文、译文多篇。
其中主要有《和坤评传》、《贪污之王——和珅秘史》、《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中国民间宗教
史》、《清史与戏说影视剧》、《中日文化交流史话》、《地理学家、旅行家除霞客》和《王聪儿起
义》等，并与人合作出版了《清代通史》、《清代人物传稿》、《中日文化交流大系》(中、日文版)
、《中国小通史》等书，并翻译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和《道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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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出世传奇天资聪慧崔尔庄，原名崔庄，是华北平原上的一座小镇，位于河北省沧州市正西二十多
公里处，今属沧县所辖。
这里是纪晓岚的出生地。
清朝雍正二年（1724年），崔庄属直隶河问府献县。
村里有一家富户，户主名叫纪天申。
纪天申子孙满堂，有三个儿子：容舒、容雅、容恂；当时他已有了三个孙子：容舒的儿子纪晫，容雅
的儿子纪昭、纪易。
家中尚有诸多女眷，再加上奴婢、杂役，可谓人丁兴旺。
纪家是一处大宅门，朝南的门楼高大宽敞。
宅内有好几进庭院，房屋鳞次栉比，还有几座小楼散布其问．颇有些不同凡响的气派。
传说这年六月的一天，在纪家住了多年的一位“仙人”突然告辞，主人询问缘由，“仙人”说，“兵
部尚书”就要来了，我得走了。
纪家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时隔不久，纪晓岚就降生了。
这个带有神奇色彩的传说，记载在清朝文人方士淦所著的《蔗余随笔》里。
当我们今天感叹种种戏说的时候，岂不知对他的戏说好像是与生俱来的。
比方士淦更早的记载是朱珪写在《纪文达墓志铭》里的一段话：“先是郡为九河人海故道，天雨则汪
洋成巨浸，水中夜夜有光怪。
公王父（即“祖父”——笔者注）梦见光人楼中，已而公生，光遂隐，人以为公实此灵物化身也。
”文中已透露纪晓岚为“灵怪转世”。
朱珪是何许人？
他是嘉庆帝的老师，并与纪晓岚为同年考中举人，同朝为官又是相知的朋友。
纪晓岚临终前是朱珪的副手，当时朱任大学士，纪是协办大学士。
其后，清代文人的笔记里又有不少类似的记载。
纪晓岚的门人梁章钜在《归田琐记》里，把“纪文达师”的出生写得更为神奇，先说他这位座师是“
火精转世”，并说那火精为女身，火精出现时，村民们敲打着铜器驱赶，见火光中隐隐约约有一赤身
女子。
有一天，火精进入纪家内室，众人正在议论纷纷，传出了小公子出生的消息。
小孩子一生下来耳垂上就有穿痕，像是戴过耳环，两只小脚又白又尖，如同缠过足似的，于是人们沸
沸扬扬的传开了，说这孩子是“火精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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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去年秋天，突然接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浩先生打来的电话，说他们出版社打算出版一套历史知识
丛书，邀我写有关和坤与纪晓岚的两本书，我答应了。
因为普及历史知识，让历史走近现实是我们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老一代史学家们多年的
夙愿。
例如，郭沫若、翦伯赞、吴晗、顾颉刚、张荫麟诸先生都主张历史知识应该普及大众，让更多的国人
了解自己的历史，热爱历史。
因此，历史书籍应该尽量写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雅俗共赏。
可惜这一愿望并未完全实现，今天的史学工作者任重道远，责无旁贷，应该为完成这一光荣使命继续
努力。
可惜由于时间短暂，再加上多年糖尿病缠身，我感到有点力不从心；因此，我想到请友人李忠智先生
与我一起完成这一写作任务。
李先生是沧州纪晓岚研究会会长、中华楹联学会名誉理事、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纪晓岚研究》主编
。
他曾自费独自远赴新疆考察、探访有关纪晓岚的遗踪，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多年来对于故乡的历史
文化更是情有独钟，几乎走遍了沧州及其周边地区，收集了大量地方文物和民间传说、故事，成为了
沧州地方史专家。
他曾编导了十集电视片《漫览沧州》，与人合作出版过《正说纪晓岚》、《纪晓岚故里》等书。
书撰写过程是：我与李忠智先生共同草拟了写作提纲，然后由李先生撰写初稿，最后由我斟酌内容，
进行改定与润色文字，统稿、定稿。
应该说李先生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出力最多，功劳最著。
应该指出，本书在很多地方吸取了前辈史学家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吸收了不少近年来有关纪晓岚的研
究成果，但是由于笔者理论修养与业务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祈请方家、读者指正、批评。
本书在写作、出版过程中曾得到老友何兆武先生、王敏之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浩、王磊
诸先生的帮助、支持，特此表示衷心谢忱。
笔者之一冯佐哲2007年8月初于北京望京蜗牛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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