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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谈及高阳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力，有人曾这样形容：有水井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高阳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旧式文人”，他学富才高，著书百种，嗜酒如命。
常自嘲：酒子书妻，即以酒为子，以书为妻。
    清末有“三屠”，张之洞用财如水，人称“屠财”；袁世凯好行杀戮，时称“屠民”；岑春煊性好
劾人，称为“屠官”。
对于清史独钟的高阳，以善“屠纸”予以自谓。
    高阳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印数已经超过2000万册，“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名不虚传
。
    何怀硕说“高阳是奇人。
在这个旧文化崩析、新秩序未立的混乱年代，他兼有旧学与新慧”。
    台湾作家张大春说“高阳的成就独一无二，甚至难以找到继承人”。
    台湾著名小说家王文兴说“高阳是国宝级人物”。
    台湾诗人痖弦称高阳为“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历史小说第一人”。
    高阳本名许晏骈，字雁水，笔名郡望、吏鱼，出生于钱塘望族。
许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曾有人担任兵部尚书、内阁学士之类的官职。
高阳童年所居住的祖屋，门口就悬挂着由嘉庆皇帝亲笔所题的“榜眼及第”、“传胪”等匾额；在花
厅中也高悬着慈禧太后亲笔书写的“福寿龙虎”世匾。
高阳的父亲许宝朴曾任浙江财政司官员。
母亲黄婉同是出身富贵的大家闺秀，不仅饱读诗书，更能将正史、野史转述为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
因此，幼年时代紧随于母亲身旁的高阳，自然而然地聆听了许多官场现形以及乡野传奇，无形中，母
亲也成了高阳文史修养的启蒙之师！
    有十个兄弟姐妹的高阳，在家排行老九。
    高阳大学未毕业，就以优秀成绩入杭州笕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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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阳的创作以清代宫廷与近现代高层人物生活为主，高阳对历史小说的贡献，最主要的在于他“以
考证入小说，以小说成考证”，开创了中国历史小说的新类型。
    高阳读书不记笔记，但却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对中国历代皇帝的生卒年月日、民族、籍贯、三亲六
眷、兴趣爱好都了然于心，对于帝王们手下的文臣武将、宰相诸侯，以及嫔妃太监、心腹与政敌，也
无不熟稔，朋友们便戏称他为“皇帝老儿家的总管家”。
更重要的是，高阳对于皇室权力斗争、朝廷政治风云、宫闱秘闻、以及牵一发动全身，由此带来的对
于整个中国的各种影响，无不津津乐道，了如指掌，堪称“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了。
    1962年，高阳受邀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这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
滥觞，而后发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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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
    高阳一生著作共有90余部，约105册。
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情节跌宕，旨在传神，写入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
出。
    高阳幼承家学，其后自学有成，再加上此前已累积了多年现代小说的创作经验，因而一步入历史小
说的领域，立刻创造出引领风骚的局面。
由于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来台后因而能为小说灌注浓厚的历史感，其创作理念对后来者亦有很大
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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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阳的小说以史料繁细、运用从容有余见长，就作者的取材角度及材料与小说的对应关系观察，高
阳作品的材料来源的确十分广泛，几乎囊括了历史研究的全部范围。
小说的某些段落对史料的依赖极深，具有利用小说展现史料的企图，一些看来不起眼的细节也有史料
为依据，高阳的小说被称许为“庶几乎史”并非没有原因。
    高阳这种写作风格的形成与高阳历史学者的自我定位有很大关系。
高阳具有强烈的考据癖，考证与小说互相影响，愈到创作后期二者的结合愈趋紧密。
    高阳对历代王朝兴衰得失的关键，有独到的见解。
他总结了三条法则：一是历史的重心在经济，经济的重心在交通；二是任何朝代都有中心势力，此一
中心势力如为高级知识分子，必开一代之感运；三是一个王朝，亦如自然人之有生老病死，但在生老
的过程中，休养生息，培养人才，就会出现中兴的局面。
    这个“中心势力”的提法则可以用来说明高阳作品中关于官闱斗争、政治风云的叙写特别细腻曲折
的原因。
虽然高阳极为注重他的考证成果，但对读者而言，小说中的历史成分与人情法则可能才是阅读乐趣所
在。
    高阳的作品不仅具有历史百科全书的内涵，同时也是人情世故的百科全书，高阳的小说之所以能影
响、流传如此之广，本身有其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    一是因为作者以独到的眼光钜细靡遗地挖掘了
包含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史料，这些史料在古今的对照下毋须夸张点染，天然具有奇趣；二
是对人情、世故、智谋的深研熟玩，有意用来建筑小说的戏剧性；三是小说中的人生态度符合今日大
众的需求，与旧式观点产生了隔膜，因而能广为大众所接受。
    高阳的历史小说中写了不少爱情故事，他写出了爱情的真与美，又通过爱情，写出了女人心机的缜
密、应变的灵动、意志的果敢、生命的韧性。
    高阳小说至今仍风靡的原因，正如林青在《高阳传》中指出的：“时下，田园风光的乡材原野早被
日趋扩大的都市所蚕食、所吞噬，太多的是急小功近幺利者，大面积的伐树木、采山石、排污水，为
了追求生活的舒适与享受，而破坏了大自然的古朴与野趣，人们再也无需也无从张扬原始的天性。
另一方面，立交、地铁、别墅、霓虹、电视、饮料，人们饱尝轻松自乐，人们的感官在体验粗犷与雄
浑上都显得十分退化了，再往何处去体会撼天动地的悲剧意识和人文精神？
”    “高阳历史小说的走俏，也是当代人为自己的软绵绵而又急切浮躁的生活与心态补充精神上的钙
和盐。
”    责任编辑／韩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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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三秀乃江南女子，自幼成长在水乡，生得端秀婀娜，本是半老徐娘，却生得艳若桃花，风韵犹
存，拂袖留香。
她本是嫁予大桥黄家，夫妻恩爱，不料风华之年丈夫早逝，独与女儿女婿相安度日，空留寂寞⋯⋯　
　清军入关之时，因与侄子阿七结怨，阿七恩将仇报带人掳走了刘三秀，流离辗转到了王府⋯⋯　　
亲王多铎第一眼看见刘三秀便已不能自拔，哪有已经做了“外婆”的女人还如此丰润⋯⋯　　刘三秀
被多铎封为侧福晋，生得一子，却不料节外生枝，皇叔父多尔衮竞为刘三秀用尽心机，夜不能寐⋯⋯
　　何以如此的妇人竟得人这般的恩宠⋯⋯　　《清官册》　　汤斌字孔伯，文治武功，才能卓著，
勤政廉洁，品格高尚，政绩斐然。
　　汤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他不仅为政清廉，居家也颇有颜回之风。
平时采野菜供膳，每餐必有一味豆腐。
因而他有一个看似戏谑、实为敬重的外号——“豆腐汤尚书”。
　　清官必有清官路，办案自有清官法，曲折的办案经历，大喜大悲的官场生涯，何以几经风雨，落
得几缕华发，却不悲不喜仍旧笑里看花？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清福晋刘三秀/高阳作品集>>

作者简介

高阳(1922—1992年)，本名许晏骈，字雁冰，浙江人。
出身于钱塘望族。
1962年发表第一部历史小说《李娃》，一鸣惊人。
《慈禧全传》、《红顶商人》、《胡雪岩》。
“红楼梦断”系列等使他成为当代知名度最高的历史小说家之一，读者遍及全球华人世界。
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真实，又擅编故事，论者称其”擅长工笔白描，注重墨色五彩，旨在
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
一生著作凡九十余部，约10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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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半壶酒一春秋／高阳其人其事其作大清福晋刘三秀楔子正文附：清官册01 天才右文02 节母之
子03 科场大狱04 仕优而学05 特达之知06 辅导太子附录一：高阳大事年表 附录二：高阳作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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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刘家距黄家只有三里路，儒素家风，也是当地有名的人家。
    刘家兄弟两个，老大叫赓虞，进过学，为人守正不阿；乡里中提到“刘秀才”，无不肃然起敬。
但提到老二肇周就不对了；都说他跟他大哥真是两个人。
刘肇周刁滑奸诈，惟利是图，不论亲友，都对他存着戒心。
    在刘肇周二十岁那年，他母亲又生了一个女儿；一下地就长得眉清目秀，跟红彤彤，眼睛、鼻子挤
在一起的寻常婴儿大不相同，所以起名叫秀；行三就叫三秀。
    刘三秀六岁那年，母亲去世；但洗脸换衣，已经自己能够料理自己。
她父亲老来得女，视作掌上明珠，亲自教她识字读书，令人惊奇的是，过目成诵，字亦写得很好，老
父益发尽心施教，呵护备至。
    不幸的是，在她十岁时，父亲又一病而亡；刘三秀跟着两个嫂子过日子，而居然是她两个嫂子的好
帮手，不但极其懂事，而且颇有决断，遇着疑难之事，说出一句话来，往往就在关键上头。
没有见过她的人，都不能相信十岁的孩子会这么能干。
    郁士英来做媒时，刘三秀十四岁，但已是十足的一个美人。
脸是长得鹅蛋脸，皮肤白里透红，眉疏而长，衬着丹凤眼，通关鼻，加上发光如漆；又是亭亭了i立的
身材，不但美，而且气度高贵。
只以刘家住得偏僻；刘赓虞的家教又严，妇女等闲不出二门，所以有这样一个美人，而知道的人却不
多。
    郁士英以此为业，自然早就留意到了。
心里打算，刘家老大方正；老二却可动之以利。
所以写个柬帖，约刘肇周在酒店里小酌，为的是谈这件婚事，可以避开刘赓虞。
    酒到微酣，是刘肇周想谈些正经话，“郁老，”他说，“有没有什么有生发的路子，大家走走。
”    “路是有一条。
这条路走起来很吃力；不过要走通了，一生衣食无忧。
”郁士英问道：“你信不信？
”    “信不信，要等你老细说了才知道。
”    这样回答，便是不信的表示；郁士英笑笑不再往下说，是故意做出盘马弯弓的姿态，惹得刘肇周
倒有些心痒难熬了。
    “郁老，”他举杯相邀，“怎么不说下去？
”    “我说！
肇周兄，我痛痛快快说：你愿意不愿意跟大桥黄家攀一门亲戚？
”    刘肇周大感意外，但是颇为动心，同时不免困惑，踌躇着问道：“这门亲怎么攀法，似乎没有人
好攀。
”    “怎么没有人？
你家三秀做了黄亮功的填房，不就攀上了吗？
”    是这样子攀亲！
刘肇周觉得这件事有些匪夷所思，“黄亮功多大年纪？
”他问。
    “四十刚出头。
”    “四十一？
”    “不错！
”    “我家三秀一十四，恰好倒过来——”    “那怕什么？
”郁士英说，“黄亮功厉害是有名的，不过你家三秀，我听说也很能干，足以匹配。
肇周兄，中年娶填房，向来都当活宝，是人之常情，照三秀的人才，黄亮功梦里都会笑醒！
将来大权在握，要照应照应娘家，是很容易的事。
”    这就是郁士英所说“路走起来很吃力，走通了一生衣食无忧”这句话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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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肇周自然心动，不过眼前也还得先弄些好处。
    于是他想了一会，徐徐答道：“我们老大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这件事要成功，着实要费一番口舌
。
我又不是媒人，杯酒不沾嘴唇t似乎犯不着大卖气力。
”    “你怎么不算媒？
当然算。
”郁士英成竹在胸，接口说道：“四十两银子谢媒，如何？
”    四十两银子够三个月的嚼裹，刘肇周高兴在心里，表面却不动声色，“聘金昵？
”他问。
    郁士英伸两个指头说：“二百两。
”    “照一般的情形来说，二百两银子的聘金，不算菲薄，但是。
以黄家的身家，我家三秀的人才，这个数目——”刘肇周微笑着摇摇头，不必再说下去了。
    “肇周兄，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黄亮功嗜钱如命，这二百两银子，已经是大手笔了！
你眼光为什么不放远来？
人要争一生，不要争一时。
”    这意思是说，刘三秀嫁过去，倘能从丈夫手中接掌财权，莫说二百两，私下拿二千两、二万两接
济娘家，亦非难事。
    “争一生，不争一时！
你这句话说得有点味道！
好吧，你等我的消息好了。
”    “哪一天？
”郁士英问。
    “总得十天半个月，要找机会跟我们老大说。
”    “好！
就是半个月好了。
”郁士英说，“今天八月廿四；到重阳那天，中午仍旧在这里见面。
”    “一言为定。
”    “如果有好消息，亦不必等到那一天。
”    “当然，当然！
一有好消息，我随时通知你。
”                   果然，刘肇周的推测不错，提到妹子的婚事，刘赓虞颇感兴趣；但听说“大桥黄家”四字
，他就绷起脸不做声了。
    这在刘肇周的意料之中，甚至觉得情形比想象中还要好些，因为只是沉默，或者意思有些活动，亦
未可知。
    于是，过了两天，刘肇周找个机会，复又从容进言：“世界上有些事，亦不能一成不变的。
回想娘在咽气之前，拉着三秀的手，当着爹的面，跟我们两个人说：我就是不放心三秀，等她大了，
一定要挑—个好好的人家去嫁，不要嫁寒士，寒士能够出头的，没有几个。
我只望三秀嫁过去，不必像我这样子一天到晚辛苦，能够富富裕裕过日子，我死了也安心了。
这话，大哥想来总还记得！
我想，如果娘在，一定赞成这门亲事。
”    “你错了！
娘如果在，听媒人来提这门亲，一定会把人家骂出去！
黄家什么出身？
而况，三秀只有十四岁，他已经四十多了；就算他再活二十年，三秀亦不过三十四岁，盛年孀居，情
何以堪？
你怎么不替妹子的终身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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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肇周一向惮畏长兄严正，听得这话，不敢再说。
    到得重阳将近，忽然出了一件大事：京中传来消息，天启皇帝，忽然在八月廿二那天驾崩；帝死无
子，故而兄终弟及，由皇五子信王接位，明年改元，年号叫做崇祯。
    这给了刘肇周一个借口，“你知道的，我们老兄一向以忠臣孝子自命，他说国有大丧，这件事一时
还谈不到。
”他这样向郁士英说；又留下一个保证：“等我慢慢想法子，一定拿它‘团’拢来。
”              崇祯元年十月间，刘赓虞得了一个馆地；山东有个知府，是常熟人，久慕“刘秀才”品纯学
粹，特地派了家丁，携带重礼与关书，聘他去做西席。
希望年内就能到山东。
刘赓虞欣然应聘，挑了长行的吉期，坐船沿运河北上。
    约莫十天以后，他就有家信寄回来，说经过扬州，发现许多人家在办喜事；据道路传言，说是朝廷
要派太监到江浙来采选淑女，送入后官；有女儿的人家，深怕被选中了，从此深官隔绝，再无相见之
期，所以纷纷嫁娶。
但是，刘赓虞说：这是误传，绝无其事；三秀的婚姻，绝不可轻率。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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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为台湾已故著名作家高阳作品集中的一本，该书描述的是大清绝色寡妇下嫁亲王秘史的故事。
高阳最擅长的是清史，在他所有的历史小说中，写清代的几乎篇篇精彩绝伦，读者可以将其作为趣味
横生的断代史来阅读。
不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发展脉络、历史框架都与历史的真实面目贴近，而且，故事细节时常
都有据可查。
清人的笔记、野史、杂著、诗文，高阳烂熟于心，随时成为小说创作的素材。
由此旁涉开来，清代的典章制度、佚闻逸事、地方风俗、民情世态，高阳都能够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
，巧妙地结合到小说之中，或者通过小说完整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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