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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康熙年间，这些“老老外”们来华，他们以其特殊的身份，走进了神秘重重的紫禁城，教皇帝西方的
科学文化知识，用西药为皇帝治病，在清宫做官⋯⋯他们时时进入康熙皇帝内廷，和皇帝形成了亦师
亦友的关系。
他们在日常的书信、日记、给自己国家皇帝的奏折中记下了康熙皇帝的种种大事小事，这些大多正史
野史里均毫无记载。
这些文稿为我们全面了解真实鲜活的康熙大帝秘闻、再现康乾盛世繁荣提供了绝佳的一手资料。
“老老外”们文笔生动幽默，侧重事例的记述，读来让人饶有兴味。
    三百多年前，白晋为代表的几名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以侍讲的身份和康熙大帝共同生活了很长一
段时间。
　　密探？
    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难道仅仅是怀着“仁慈之心”、为宣扬普世价值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试图通过走上层路线来为百姓
传播“福音”的耶稣会士？
还是受西方国家皇帝的指派、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来刺探大清王朝政治机密的“密探”？
　　解密！
    当然，也许这些“老老外”们当时就已经获得了所谓的“外交豁免特权”，和康熙相处的过程中少
了几分“伴君如伴虎”的压力，他们能以一个极为特殊的“水平”视角，在日记、书信、给自己国家
皇帝的奏章中解密了一些我们在正史中无法看到的东西，为我们刻画了一个真实的康熙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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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白晋 译者：徐志敏 路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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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康熙大帝（法）白晋  　　康熙皇帝的朴素生活完全出于他的高尚情操。
他懂得节约的意义，也希望为国家的实际需要积累财富，做一个为臣民所爱戴的一国之主和人民的君
父。
　　康熙皇帝常常谈到天主教，并且对其臣民改信天主感到非常高兴，为此，他对传教士的辛勤工作
进行了表彰，对在朝廷的4位耶稣会士进行了赏赐，并希望有更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
鞑靼旅行记（比）南怀仁  　　我曾多次想避免和皇帝如此接近，朋友们也这样提醒过我。
可是，皇帝对我表示异乎寻常的好意，确实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如同他信赖的密友一般，希望我不
要离开他的身边。
　　在这里，来自朝鲜半岛的几名朝鲜人到此向皇帝进献活海豹。
皇帝让我看，并询问我欧洲何书中记载了这种“鱼”。
我告诉他，我们在北京的图书室里，就有一种关于这种“鱼”的写生画和介绍说明的书籍。
皇帝立即命令将那本书寄来。
张诚日记（法）热比雍  　　晚上，皇帝和我一同研究了10多个三角学问题，我坐在他身旁整整有一个
小时。
在我的帮助下，他领会了这些问题的证明方法。
我回到住的地方后，他立即派人送来半杯御酒，还叮嘱他们要我全喝完，但是无论如何我也喝不了这
么多，第二天，皇帝便派人来问我是否喝醉了。
　　皇帝还问过我：“既然欧洲能造这么好的枪，为什么不把它们运到中国来？
”我回答说：“商人通常除了运输货物之外不运别的东西，而我们这些神职人员的职业是不允许研究
和携带武器的。
不过闵明我神父了解陛下的爱好，可能会带来一些，以作为礼物献给陛下。
”　　在皇帝用餐时，他发现有几个农民的孩子在远处瞧着他，于是他命人把小孩带到近处，给他们
吃馒头、肉和糕点。
孩子们跑回家去，很快又回来了，每个孩子都带着一个篮子，皇帝便命人用他桌上的食物装满孩子们
的篮子。
康熙登基真相（德）魏特  　　当时之所以选择了这位年龄幼小的皇子，是因为他在髫龄时已经出过
天花，因此一生再也不会受到这种病症的伤害，而那位年龄较长的皇子还没有出过天花，这种恐怖的
病症随时可能侵扰他。
这位就出于这个理由被选中的皇太子，就是后来成为了中国最伟大的君王的康熙皇帝。
康熙与教会（法）洪约翰  　　皇帝为了表示对这两位神父的器重，赐给他们自己的衣服，并给予他
们二品大臣的恩待。
而且，虽然中国官员脖子上都要佩戴一种珠子——那是他们官衔的一种标志，并非是迷信之物，但康
熙皇帝允许耶稣会士们挂上他们的十字架，以让他人能从他们身上挂的十字架和圣牌上认出他们的身
份。
　　康熙皇帝注意欧洲的医药已有两年，特别是法国国王分发给全国穷人的那些药粉。
我们告诉他那些药粉在法国已经治愈了哪些疾病，于是他进行了反复的试验，验证了这些药粉的价值
。
白晋和皇太子之争（法）杜德美  　　他（康熙）举了一个例子，说：“朕宫中有一位弹得一手好竖
琴的妃子，朕知道徐日昇神父精通乐器，曾想请徐日昇神父鉴定一下她的琴艺。
但是朕考虑到神父们的不便，恐怕徐神父会拒绝，便想出一个主意，在他们两人之间挂一道帘子，这
样可能就可以了。
然而，朕又担心徐神父不喜欢这种做法，于是有几个内侍给朕出主意，让那位妃子女扮男装，做好保
密。
朕很想接受这个建议来满足朕的好奇心，但是，经过仔细考虑，觉得欺骗一个信任朕的人是不应当的
，因此，为了不让徐神父为难，朕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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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下旨赈灾，并向他的朝臣课税以救援灾民，这件事情本应由一些特意挑选的富有的官员来
主办，但是皇帝不信任那些官员们，他传召了我们4位神父。
皇帝说，既然我们天主教徒以仁慈为怀，根据我们的教义，我们更应该去为可怜的饥民们进行救助。
这也是教会的主要宗旨。
于是，他赐给了我们2000两银子用于买米，让我们在教区范围内分发。
皇储废立之谜（法）殷宏绪  　　这场皇室内部的相互争斗，使得皇帝沉浸在一种深深的伤痛之中，
以致心动过速，身体健康大受影响。
皇帝想见见被废的皇太子，把他从监狱中传了出来，这位不幸的皇子被领到康熙皇帝面前时，仍戴着
囚犯的锁链。
他向他的父皇哀叫，皇帝为之动情，甚至掉下了眼泪。
他多次询问大臣们，他是否有权释放一个众所周知的无辜受屈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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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康熙大帝【相关链接】白晋（又作白进，字明远），1656年生。
求学期间，他受到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卓越成就的巨大鼓舞，于是便萌发了步他们二人之后尘
、到遥远的中国去传教的愿望。
清朝时来到中国后，和张诚一起担任康熙皇帝的侍讲，他们向康熙皇帝讲授了天文历法及医学、化学
、药学等西洋科学知识。
白晋、张诚在向康熙讲解一些科学仪器的使用的同时，还向他讲解一些天文现象，同时张诚、白晋等
还系统地向康熙讲授过几何学和算术。
张诚、白晋编写了满文《实用几何学纲要》；后来，白晋、张诚的满文讲稿整理成册，并译成汉文，
由康熙亲自审定作序，这就是现在故宫博物院所藏满文本《几何原本》，而汉文本则收入了《数理精
蕴》。
1691年，根据康熙皇帝的要求，白晋和张诚曾准备讲欧洲哲学史，但因康熙患病不能用功而未能按计
划进行。
他们看到皇上很想了解人体组织及其机能动因，所以又决定讲授人体解剖学。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7月4日，白晋、张诚两人进献的奎宁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为了酬谢他们
的功劳，康熙帝命在皇城西安门内赐地建房，作为传教士的住宅。
同时，皇帝为招徕更多的法国耶稣会士，特封白晋为钦差回国聘请。
白晋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
回国后，他进献了康熙皇帝送给路易十四的礼品，其中包括49册精装的汉文书籍。
当时，在法国只有23册汉文书籍，因此这套汉文书籍让路易十四感到非常欢喜和惊奇。
白晋于该年出版《中国现状》与《康熙大帝》两本书，分别献给了勃艮第公爵夫人和路易十四。
白晋将康熙皇帝描绘为另一位太阳王，以此博得路易十四对康熙的好感，从而获取其对传教区进一步
的财政和人力的支持。
白晋由法国返回中国时，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皇帝任命他为皇太子的辅导老师。
白晋和康熙皇帝有着同样的见解，他们希望找到儒教与天主教的共同点，从而使得中国人能够接受并
改信天主教。
据说，康熙皇帝本人曾宣称自己要信仰天主教，并使得全中国人民也将改信此教，在中国的传教士们
都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全力以赴，只是最终并未成功。
当时，白晋努力从“四书五经”中寻找天主教传说的痕迹，通过研究，他认为自己已经从中国古典书
籍中发现了天主教初传的记载，于是他和两个同道一起写了《古今敬天鉴》一书。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底，白晋奉命带队对长城各门、堡以及附近的城寨、河谷、水流等进行了测
量。
1709年1月，他们返回北京，带回一张约15英尺长的地图。
之后，又有费隐等人加入。
这一次白晋等人率队测绘长城以西，即晋、陕、甘等省，直至新疆哈密一带。
其余的传教士也被派往各省测量绘制《皇舆全览图》，白晋等人还参加了最后的汇总工作，这项任务
历时9年才最终完成。
经康熙审定后，1718年绘制成《皇舆全览图》及各省分图。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完成的大地测量。
这次测量中统一了长度单位，发现经度长度上下不一，证实了地球是扁球形。
1730年6月28日，白晋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他一生的事迹充分证明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真挚的传教精神以及耶稣会士们普遍具有的政治才能。
就他个人性格而言，他是一个温厚诚实、忠顺可靠的人，就算有时对别人不满，也决不诽谤别人；他
与人为善，因此总能和周围的人友好相处，从而总是能够很好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
白晋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现状记？
满汉服装图册》、《白晋神父自北京至广东旅行记》、《康熙大帝》、《古今敬天鉴》等，其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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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状记？
满汉服装图册》是白晋作为钦差返回法国时，把中国的满汉文武官员及贵族妇女们的服装图样绘成草
图，并据此草图制成宫中人员的服装铜版画，共46张，装成一册献给布尔哥尼公爵及其夫人。
这本书与其说是《中国现状记》，莫如说是《满汉服装图册》更为恰当。
作者还在卷首介绍中国的政治组织，是因为他想要确证当时欧洲所宣传的“中国出色的政治法”，并
试图将此制度介绍给自己的祖国。
序对于从远方回国的人带来的旅行见闻，人们往往要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这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时代
精神。
但我认为这部《康熙大帝》应当得到读者的充分信赖，因为这其中所记述的康熙皇帝的言行，都完全
是事实。
当然，由于上述怀疑态度的干扰，也许我的愿望不能完全实现。
但是，我还是相信，读者一定会以和阅读一般游记不同的态度来阅读这部《康熙大帝》，这里面所记
载的事实均为我们亲眼所见，所介绍的知识都极为准确。
如果我斗胆把错误的记述呈献给世界上第一英明君主路易十四陛下，从而招致陛下的愤怒，或者失去
东方第一君主康熙皇帝的恩宠，这无疑是一种轻率的举动。
也许持怀疑态度的人们为否定这一实录而可能提出各种相反的议论，但由于《康熙大帝》里记述的内
容字字句旬都难以否定，所以，无论在这里，还是在中国，尽管我遭受了很多这样的攻击，但都受到
了庇护。
然而，由于本书多少遗漏了一些让热爱传教事业的人们感到欣慰的事实，献给国王隆下陛下：我在此
谨向陛下呈献的这幅画像，无疑是迄今为止从东方带回的最珍贵的礼物。
恕我冒昧禀奏，我们以往的传教士和其他各国的传教士们，几乎还没有谁能带回这样的画像，值得引
起陛下的好奇和注意。
这是一位皇帝的画像，很荣幸地，他恰好跟陛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如同陛下统治着天主教的各国
君主一样，他也几乎控制着偶像教的各国君王。
陛下几年以前派往中国的耶稣会士们，有幸在那里见到了一位于法国之外从未见过的伟大君王。
如同陛下一样，他具有高尚的人格、卓越的才能，更具备帝王的胸怀；他修身治民同样严谨，获得了
本国人民的拥戴和邻国的尊敬。
就他的伟大业绩而言，他不仅威名显赫，而且实力雄厚，德高望重。
总而言之，他具备作为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
如果没有陛下的话，他可称得上是从古至今最为圣明的帝王了。
在离我们如此遥远的地方能够见到这样的君王，的确让人惊讶。
如果说信仰天主教是帝王必备的美德，并且即便具备作为帝王的其他所有条件而不具有这一美德，帝
王的特性就变得既不真实又不牢固的话，那么，我刚才谈及的这位皇帝，现在仍然很不幸地沉沦于偶
像教的信仰之中，还不具备天主教徒的美德。
但是这位皇帝相当尊敬天主教，乐意倾听我们宣讲教义，他的行为本身也带有天主教的色彩，所以我
们期待上帝也会赋予他福佑。
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在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圣教的教义。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上帝通过科学和艺术丰富了他的头脑，培养了他的高尚情操，并激发了他对圣
教的兴趣，因此，我们有理由预言，有朝一日，他将可能成为中国偶像教的破坏者。
如果是这样，他将同陛下更为相似：把战胜异端邪说、推广天主圣教视为无上光荣。
陛下，在您的佑护之下，法国的艺术与科学已臻于完美的境地，这使得中国皇帝对我们先进的科学和
精湛的艺术表示无限钦佩，从而也对我们的神圣宗教肃然起敬。
中国的国民天性骄傲，他们认为自己拥有启蒙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先进文化，然而在钦慕法国的艺
术与科学之余，他们也认识到圣教福音胜过了他们自己虚空的哲学。
如果将来中国的皇帝和臣民能够一同皈依我们的宗教，那将是陛下这个时代多么大的幸事啊！
不管中国的国民多么自视甚高，我们也要有决心使他们信仰天主圣教。
这正是读这部《康熙大帝》的人们所应有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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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当我把这幅画像呈献给您的时候，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画家的笔是否会歪曲这位皇帝本人的形
象。
然而可以断定的是，尽管这幅画并不能细致入微地描绘出皇帝本人的神态，但是这些线条是严格按照
他的真实形象勾画出来的。
应该肯定的是，尽管我们受到这位皇帝的盛情款待，但我们并没有为之迷惑，出于与陛下的利益完全
一致的圣教的真正利益，我们没有失去对真理和陛下所应有的尊敬。
现今统治着中国本土和鞑靼大部分地区的皇帝，年号称作“康熙”，“康熙”是“和平”的意思。
康熙帝是顺治皇帝的嗣子和皇位继承人。
顺治帝是满族人，也就是说，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皇帝。
满族发祥于鞑靼东部，最初居住在中国东北部的辽东地区，在本世纪中叶，他们征服了现在统治着的
这片广大地域。
康熙帝今年44岁，在位已有36年。
他没有半点和皇位不相称的资质和品德。
他威武雄壮，仪表堂堂，身材高大，举止不凡。
他的五官端正，双目炯炯有神，鼻尖略圆而稍显鹰钩状。
虽然脸上有一点天花留下的痘痕，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美好形象。
不过，康熙皇帝精神上的美好品质更远远胜于他身体形象上的美好特性。
他天分极高，思维敏捷，博闻强识，明察秋毫。
他具有经得起纷繁复杂的事变考验的坚强意志，并具有制定、指挥、完成宏伟规划的卓越才能。
他的嗜好和兴趣均高雅不俗，与他的帝王身份十分相称。
他为人公正，主持正义，倡导德行，爱民如子，具有服从真理的可贵品质以及克制情欲的惊人自制力
。
诸如此类的高贵品质，在他身上举不胜举。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日理万机的君王，竞能对科学的学习如此勤奋，对艺术的爱好如此醉心。
自康熙皇帝的幼年时代起，人们就已经发现了他的伟人特质，因此，尽管他年幼，他的父皇顺治帝还
是在众多的皇子当中册立他为皇太子。
为时不久，这位年轻皇帝的作为就证明了册立者的远见卓识。
由于鞑靼人骁勇善战，所以他们崇尚武艺，而汉人与此相反，他们极为看重的是学识，因此，康熙皇
帝同时致力于文武两道，以使得他统治下的两个民族都对他产生好感。
他精通武艺，宫廷上下竟没有一个王公能与之匹敌。
而由于鞑靼人对力量如同对武艺一样重视，所以当他们看到皇帝能拉得开强弓并运用娴熟时，感到非
常高兴。
不论是立射还是骑射，也不管马是停下时还是飞奔时，他都能左右开弓、百发百中。
飞禽走兽，无论是静立的、飞跑的，他都能箭不虚发。
各种武器，甚至现在已经废弃不用了的武器，他也能样样精通。
此外，他使用我们的火器就像对本国的弓弩一样熟悉。
对于鞑靼人所擅长的骑术，康熙帝也是出类拔萃的，他骑术高超，姿势优美，无论在平路还是陡坡上
，都能上下自如，奔走如飞。
康熙皇帝不仅掌握各种兵器，学习百般武艺，而且对音乐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对于欧洲音乐，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很喜欢欧洲音乐的乐理、乐器及其演奏方法。
如果他能在处理国务之暇，经常摆弄一下我们的乐器，那他也一定能够娴熟地进行演奏，就像演奏他
在青少年时期所学会的汉族和鞑靼族的大部分乐器一样。
治理国家作为君王的首要任务，康熙皇帝对此更是专心致志。
康熙皇帝在成年以前，遵照顺治皇帝的遗诏设置了4位摄政大臣，在他十五、。
六岁时，其中最有势力的一位摄政大臣（指鳌拜）把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六部的实权，任意行使权
威，没有一个人敢对他提出疑议。
但是，年轻的康熙皇帝却很有魄力，他决定亲自逮捕这个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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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下旨召集了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斥责与会的大臣们对这个摄政大臣在政治上的不法行径采取姑息
和懦弱的态度。
他指出，他们既没有对其不轨的行为加以规劝，也没有对其所做的坏事加以制止。
然后，康熙皇帝命令康亲王杰书立即前往逮捕了这个摄政大臣，并命令负责部门即刻对他进行审判。
这个摄政大臣交待了许多罪行，因此被判处死刑，但是他请求晋见皇帝，当皇帝降恩赐见时，他请皇
帝看自己身上为救护清太宗留下的伤疤。
（清太宗是征服中国本土的顺治皇帝的父亲，他曾经称帝，统治着中国的辽东地区。
——著者注）康熙皇帝看到他的伤疤并鉴于他从清太宗以来为国家立下的功劳，赦免了他的死刑，而
改判为无期徒刑。
这位摄政大臣在服刑中结束了他的一生。
从此以后，康熙皇帝开始亲政。
他希望不断熟悉政务，对于国家大事，他在咨询了阁老们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意见之后，便亲自进行
裁决，由此，他日夜为国事操劳。
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发生的所有事情，凡是稍为重要点的，都要由康熙皇帝亲自裁决。
然而，由于他具有迅速处理政务的才能，所以对于他而言，处理庞杂的国务只不过是一种乐趣。
每天从清晨起，康熙皇帝例行召见设在北京的六部（即中央行政机构）官员。
这个时候，各部尚书均聚集宫廷，向皇帝呈递奏章。
凡是稍为重要的事情，在作出最后裁决之前，皇帝会下令将奏章送到由阁老组成的内阁那里咨询意见
。
阁老是当然的国务大臣。
阁老们审阅后，会附上意见，再呈奏皇帝。
最后，由康熙皇帝亲自作出适当裁决。
无论是六部的决定，还是国务大臣（即内阁）的决议，如果没有康熙皇帝的亲自裁决，就不生效。
在早朝时间以外，官吏们还可以就一天中突然发生的事件向皇帝上奏，或请求向皇帝转奏，这时会由
专职向皇帝转奏的官员进行接待。
这类官员一般办事干练，他会将来人的奏章或意愿立即转呈皇帝，再把皇帝的批示或答复转给来人。
但是，无权向皇帝上奏的官吏，则既不能向皇帝上书，也不能向皇帝转奏，这是因为除了那位专职转
奏的官吏外，皇帝对其他人的奏请概不受理。
每当康熙皇帝出猎或者由北京行幸其他地区时，都会有老百姓在路旁候驾告御状，这些百姓多是因为
地方官员的不法行为而枉受冤屈。
因此拦舆告发赃官们的罪行，恳求皇帝明断。
这个时候，告御状的人只要事先跪在离皇帝经过的路旁不远处，一手高举状纸，一边恭候皇帝驾临即
可。
碰到这样的情况，康熙皇帝总是委派几名忠实可靠的人去了解情况，如果告发的问题值得调查，则必
须调查清楚。
如果确证被告的官员有罪，就要对其进行严处。
告御状的百姓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出于对官吏的怨恨而上告的，一种是确实有理而应该上告的。
康熙皇帝有很多办法来识别两者的真伪，他常使用的一种有效方法是细心观察告御状的人接近自己时
的言行举止：如果他们以百姓应有的礼节接近皇帝，也就是一手拿着状纸跪在路旁恭候御驾，皇帝就
会亲切地听他申诉；反之，如果告状的人事先在路旁隐藏起来，在御驾经过时突然跳出来，皇帝就不
予受理；对于那些不顾侍卫阻拦而硬要靠近皇帝、高声喊叫请求皇帝评理的人，皇帝更是不屑一顾，
因为根据他的经验判断，这种人往往是受到强烈憎恨的情感的驱使。
不过，一般来讲，告状的人如果不是十分没有礼貌，康熙皇帝就不会让侍卫对他们采取粗暴行为。
这是因为，康熙皇帝希望给予那些向自己求助的人以很大的自由，并且，利用官员们对拦舆告状的一
种恐惧心理，使他们忠于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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