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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康熙废立太子，几经波折，雍正以异常巧妙的手法，撰改遗诏，夺得皇位！
大规模屠戮的异己使雍正背上了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罪名！
乾隆继位大赦天下，为父补过却发现自己并非太后亲生⋯⋯高阳以大量历史典故勾勒出“康乾盛世”
，多少引人注目的风流韵事，政争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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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阳：台湾已故著名作家。
本名许晏骈，字雁水，笔名郡望、吏鱼，出生于钱塘望族大学未毕业，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当了
空军军官。
1948年随军赴台湾。
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
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还一度出任《中央日报》特约主笔。
高阳擅长于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
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
1962年，高阳受邀于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此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
滥觞，尔后发表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更确立
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一生著作一共有90余部，约105册。
高阳的历史小说不仅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情节跌宕，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
界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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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说“身上”而说“肩上”，可知她有闪避之意。
但傅夫人到此地步，已如春蚕作茧，重重自缚，再也无法摆脱。
皇帝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只是不愿操之过急，所以安慰她说：“你不必恐惧不胜，情感之道，顺乎自
然；我日理万机之余，只要想到，天壤之间，还有个了解我的孙福如在，那就什么委屈也能忍受了。
”　　这番话等于表明，她是他的惟一知已。
感情本是相对的，皇帝如此，她也就将皇帝当成惟一的知己看待了。
　　经过整军的部署，皇帝在康熙五十九年正月，下令分三路进兵西藏。
　　第一路是由都统延信率领。
此人是肃亲王豪格的孙子，算起来是抚远大将军胤祯的堂兄。
皇帝并特授予平逆将军的称号，他所带的是青海、蒙古各部所派来的兵，主要任务是护送第六世达赖
到拉萨。
　　第二路是四川兵，由已授予平西将军年羹尧所保荐的护军统领噶尔弼，从康定出发。
　　第三路由振武将军博尔丹率领，自蒙古西行出镇西，至阿尔泰山之南，牵制策妄阿喇布坦的北路
。
　　至于抚远大将军胤祯，则奉旨率领前锋统领皇七子淳亲王的长子弘曙，由西宁移驻穆鲁斯乌苏，
坐镇后方，管理进藏的军务粮饷，如当年皇帝亲征，大致只主持大计一样。
　　出兵时已在夏天，不过高原气候，比较凉爽，只是道路艰难，行军极苦，尤其是四川队伍，自西
康往西，万山丛中，羊肠鸟道，崎岖艰险，得未曾有。
但前驱的队伍，始终保持着昂扬的士气，这得归功于噶尔弼部下的一员大将岳钟琪。
　　岳钟琪字东美，原籍四川临洮，入籍四川成都。
按说他是岳飞的后裔，父名鼎龙，以平三藩之乱的功劳，当到四川提督。
岳钟琪本是捐班的同知，自请改为武职官，一直在四川效力，如今是永宁协的副将。
噶尔弼受命援藏，特派岳钟琪为先锋，领兵四千，打前战。
　　西康中部有个要隘叫做昌都，土名察木多。
岳钟琪领兵到此，暂且驻扎。
因为由理化到此，全是大路。
再往后走，一条是大路先往南，再往西，路程甚遥；一条是小路，也是捷径，即由昌都一直往西，路
要省出来一半。
不过大路虽远，沿途补给方便；小路则所经之处，绝少人烟，必须自带粮食，岳钟琪早就决定取捷径
，预料六十天内可到西藏，所以在昌都备办两个月的军粮。
　　就在这时候，抓到一名准噶尔派来的间谍。
仔细一盘问，才知道策零敦多布已分兵迎战，并且煽动康藏边境的番酋，守住一道三巴桥，阻遏清军
前进。
　　岳钟琪大吃一惊。
因为这道三巴桥又名嘉裕桥，架在怒江之上。
如果断桥而守，无法渡怒江而西，那就只有沿大路入藏，不但费时，而且整个作战计划都推翻重定了
。
　　经过一番苦思，岳钟琪决定来一次奇袭。
选派了三十名敢死之士，都是壮健机警，并通番语的好汉。
换上番服，悄然渡江，打听到准噶尔派来煽动番酋的密谍，一共十一个人，住在怒江西岸名为洛隆宗
的地方。
于是黑夜偷袭，十一个准噶尔人，六个被杀，五个活捉，一网打尽。
　　到得天明，为首的露出本来面目，用番语宣示：天朝大兵经此入藏，顺者生，逆者亡。
番酋大为惊惧，亦无不慑服。
岳钟琪很顺利地带着全军进驻洛，等候噶尔弼到来，再作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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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噶尔弼已接得军报，是夜行军，赶到洛隆宗会合岳钟琪，向西推进，到康藏边境的嘉黎，又名拉
里这个地方，必须等待了。
　　自从太子废而复立，立而复废这两番大波折以后，皇帝已经想得非常透彻，身后之事，最明智的
办法是暗中留意，择贤而立。
所以很讨厌臣下谈建储，不过王掞年将七十，官已拜相，格外优容，只将他的奏折留中不发，以为置
之不理，自然无事。
　　不久，山西道监察御史陈嘉猷，邀集同官，一共是八个人，联名上奏，亦是请早日建储。
皇帝疑心王掞建言没有下文，指使陈嘉猷等人为他接力，大为不悦，便将王掞的原奏，连同陈嘉猷等
人的公折，一并发交内阁议处。
　　当时内阁的首辅是武英殿大学士马齐，举朝皆知，他是拥护皇八子胤禩的。
如今王掞主张复立废太子，与他心里的想法，形成冲突，所以马齐想借刀杀人，提出好些不准轻言立
储的口论作根据，将王掞定了死罪。
　　复奏送入乾清官，王掞在乾清门外待罪，不敢进宫，皇帝却谅解了他，对另一个大学士李光地说
：“王掞的话，原不能算错。
不过，他不应该授意言官同奏，言官不能本诸良心、独立行事，成群结党、遇事要挟，是明朝最坏的
习惯。
你们把王掞的处分，拟得太重了，叫他进来，我有话开导他。
”　　于是王掞奉召入宫，皇帝招手命他跪在御榻前面，说了好久好久的话，声音极低，定罪一事，
亦就宽免。
连陈嘉猷等八人，亦无任何罪过——猜想皇帝已将继承大位的皇子，必须年纪较轻，体格壮健这两个
条件，告知了王掞。
　　及至皇十四子胤祯封为郡王，受命为抚远大将军，特准使用正黄旗纛，等于代替御驾亲征。
满朝文武，皆知大命有归。
如今安藏一事，已经收功。
恰又欣逢登极六十年，意料中将会诏告天下，立皇十四子为皇太子，谁知一无动静，而且众臣上表，
三月十八日万寿，请准朝贺，皇帝亦复不评，心境这样之坏，是为了什么?王掞认为是皇帝对皇十四子
深感失望，仍旧想立“二阿哥”，而苦于无法自我转困，因而再度上奏，请释放二阿哥，话说得相当
激切。
接着又有广西道御史陶彝，纠合同官十一人，“包括陈嘉猷在内一起上奏，与王掞所作的请求，完全
相同。
　　让皇族得以瞻仰遗容，是为了澄清可能会有的谣言，说大行皇帝的死因可疑——这时已经有流言
在散布，一说“四阿哥进了碗参汤，皇上不知道怎么就驾崩了!”这一层实在冤枉之至，嗣皇帝认为让
大家亲眼目睹，遗容一无异状，是最有力的辟谣的办法。
　　可是另有一种流言，他就不知道如何才能抑制了!事实上也正就是他一直在顾虑的，整个得位经过
中最大的瑕疵。
朱谕天衣无缝，谁也无法否认，说不是大行皇帝的亲笔。
但授受大位，出于这样的方式，不召顾命大臣当面嘱咐，而由侍疾的近臣捧出这样一道朱谕来宣示，
未免　　太离奇了一点儿。
　　而使他忧烦的还不止此。
首先是隆科多，找个机会悄悄密陈，在西直门大街遇见胤禄，得知四阿哥即位，形如疯癫的情形；接
着胤祹密奏，太后意颇不愉，而且还似大有忧虑的神气。
　　这使得嗣皇帝手足都发冷了!他很清楚，从他的亲娘开始，就对他的得位起了疑心，并且反对他这
样做法。
这是大出他估计以外的！
照他的想法，太后纵或偏爱小儿子，心有不满，但到底是母子，如此大事，不能不加以支持，而况太
后还是太后，于母亲无损。
哪知如今是这样的反应!自己亲娘尚且如此，何况他人?进一步看，因为亲娘如此，原来不敢反对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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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要反对他了!　　因此，他本来预备即刻去叩见母后的，此时不能不重新考虑，万一见面以后母
亲说了一两句不该说的话，立刻便有轩然大波。
说不定就会在大行皇帝灵前，出现兄弟束甲相攻的人伦的剧变。
　　好在太后面前，他亦安置了人，必有密报到来，且观望着再说。
不过，目前虽不能到母后面前去请安，应该先派人去敬意才是。
　　于是他派一名亲信侍卫到太后所住的永和宫去面奏：“皇上怕见了皇太后，益使得圣母悲痛，目
前还不能来请安。
请圣母皇太后务必勉抑哀痛，主持大事。
”　　太后的悲痛不可抑止。
心想大行皇帝一生事业，真是古往今来的大英雄，谁知就是身没之事，本可从容安排，哪知一再起纠
纷，最后出现了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大行皇帝定必死不瞑目。
　　在后宫，总算也有人说皇帝的好话；而在民间的舆论，却分为绝对不同的两种，有知道皇帝得位
不正的内幕的，自然在私底下嗤之以鼻。
而许许多多不知宫闱的百姓，却大为称颂圣明，因为皇帝确是做了好几件于百姓有益的事。
　　第一件事整理地方官的亏空。
各州各县经手钱粮、管理仓库、难免有亏欠移挪的事情。
及至卸任，后来的官儿照例要为前任弥亏空，这样相沿成习，几十年下来，变成一笔糊涂账，因为一
个一个往上追，追不胜追，所以一直都没有人敢下决心去清理。
　　新皇帝立意要做几件见魄力的大事，首先由此着手，他说：“朕深悉此弊，本应即行彻查，但念
已成积习，姑从宽典，限以三年，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或未
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
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
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待。
”　　上谕虽然严厉，毕竟还有三年时间，可以节省糜费，逐渐弥补，也算是法外施仁。
整饬吏治，百姓总是额手相庆的，而况特别提示，毋得苛派民间，所以对于新君的称颂之声，更是到
处可闻。
　　当然，整饬吏治，不仅煌煌上谕，更有言出法随，毫不宽假的行动。
很快地，皇帝在民间的威信已经建立了，因此，皇帝对于排除异已的同胞手足亦就觉得更有把握了。
　　皇帝心里一直有件惴惴不安的事，他的同父同母，连名字都同音的弟弟要到京了。
见了面，会不会发生什么使得他尊严扫地的风波?　　及至大将军十四阿哥胤祯，接到上谕，立刻便有
年羹尧及派在军前潜伏打听的皇帝的亲信，将十四阿哥的反应，密奏到京。
自此而始，十四阿哥一举一动，皇帝无不知道。
　　知道得越多，他越担心。
第一个密奏是，十四阿哥接到先帝驾崩的哀耗，抢天呼地，哀哀痛哭，完全出自至诚，哪知再接到四
阿哥接位的消息，他倒不哭了!　　当然，亦绝对不会有正常的表情。
只是皱着眉，沉着脸，与幕僚密议，往往一谈就是一个通宵。
“他们在谈些什么呢?”皇帝常常在想。
结果就好像他是十四阿哥在筹划如何夺回原该由自己继承的大位。
皇帝将十四阿哥所能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想到了。
于是，在研究一项行动　　是否有用以后，他也采取了防止的行动，这些任务，大部分落在年羹尧身
上。
　　如今他所设想的，已非十四阿哥如何跟他争夺大位了!因为他已有十足的把握，巧取而得的继承权
，再也不会得而复失。
他所担心的是，十四阿哥会如何报复。
十四阿哥的态度，他已经知道了，从西宁动身之前，他对部下说道：“我这趟进京，无非在灵前一哭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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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君别指　　望我会叫他一声皇上!”由此可以断定，十四阿哥还会有许多足以损害“天威”的举动。
　　别的都不怕，就像设法防止他夺位那样，皇帝已想好了许多“招架”的办法，可以不致于使自己
的面子难看。
但是有件事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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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小说不是历史，必须有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高阳便是一位讲故事的大家。
高阳历史小说的另一大优势，就体现在这里。
晚清历史，头绪纷繁，变幻莫测，“剪不断，理还乱”。
高阳却是从容驾御，诸条线索，分别写来，又交错相关。
在一张一弛的故事叙述过程中，晚清的历史面貌自然地显现出来。
读者在急欲了解故事的进一步发展的阅读渴望中，不知不觉也熟悉了那一段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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