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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总　 　 序

云南，从渺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走到今天，一步一个
脚印跋涉在中华大地上。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的小桥流水，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

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陶醉。
七彩云南，蕴涵的又何止是奇山美水？！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化石群。这里，诞生了

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
国。这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这里，
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海关、第
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

里，举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这
里，曾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恩旸、刀安仁、
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
学家熊庆来、军事家罗炳辉、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平、舞蹈
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
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剔透如玉的云子、独树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僰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

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

连起来，呈现于您的眼前，让您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
俗的经典篇章，让您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融知识性、趣味性、
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
满足人们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已达
到了。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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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相传，西汉年间，当汉武帝得知西南夷有一条通往印度的丝绸古
道后，就常常在宫中向西南遥望，频频看见七彩之云现于南方，神奇
美丽，急派使臣追寻这彩云的踪迹。使臣们朝着彩云的方向，翻山越
岭，一直追到了西南夷，发现七彩之云驻留在这里，认为这里已是彩
云的尽头，后来，汉王朝便在此置县，取名云南。可见，云南是当时
中原人心目中遥远的极边之地。

云南，一个远离中原，山高路远，美妙、神奇的南方省份；山海
关，一个气势宏伟、波澜壮阔的北方雄关。这两个原本互不相关的地
方，却因为一个人而紧紧地系在了一起，这个人就是明末打开山海
关，助清兵入关的降清大臣———吴三桂，他助清兵入关的原因是“冲
冠一怒为红颜”，这一怒是为了他的爱妾陈圆圆。谁能想象，因为一
对男女之间的爱情，竟会给中华晚明历史带来这么大的变数与冲击！
谁能想象，风雨飘摇，刀光剑影的明末历史，明末的夕阳余晖中竟能
揉进一丝别样的柔情与浪漫。明王朝的背影已经远去，可一个个鲜活
的有血有肉的生命却定格在了历史的坐标上……

当我们以平和的心态，以更为深邃的目光回望这一段发生在三百
多年前的历史时，除了扼腕叹息之外，更多的还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惆
怅与无奈。历史有历史的规律，但有的时候，历史的嬗变也就是因为
一个小小的细节，或者是看似与之关系不大的一个事件。刀光剑影、
国破家亡，明末清初的历史本来就处在一个天崩地坼的大变动阶段，
任何一种看似偶然为之的事件都可能影响和改变历史的走向与发展。
正因为如此，镇守山海关的宁远总兵吴三桂和江南名妓陈圆圆之间奇
幻、曲折的故事，竟然导致一个王朝的黯然退场，清军金戈铁马入主
中原，这或多或少显露出一种历史的荒诞。然而，正是这些突兀之中
发生的事件，不经意之间就把沉重的历史消解得难以言说，以至留给
后人无数令人回味、拍案叫绝的精彩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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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英雄美人的缠绵

吴三桂画像

明朝万历四十年，即公元
１６１２年，日后镇守云贵、叱咤
风云的枭雄吴三桂降生在山海关
第三个军事据点———中后所城
（今辽宁绥中县城）的一个军官
家庭。其父吴襄给孩子取名三
桂，字长白，一字雄爽，希望他
英雄气爽，文武兼修，长大后成
为一个既能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亦能挥笔书写、举杯吟诗的人。
史书上有对吴三桂长相描写的文
字：三桂，巨耳隆准，少髭须，
眉长而眼细，瞻视顾盼，尊严
若神。

吴三桂生年，史书记载极
少，《清史稿·吴三桂传》只记其卒年６７岁。其父吴襄，生母姓氏不
详，其继母祖氏是辽西豪族祖大寿的妹妹。吴三桂排行老二，哥哥叫
吴三凤。后来，他又有了一个弟弟，叫吴三辅，两个妹妹。吴三桂降
生的时候，社会动荡不安，历史风云变化，“乱世出英雄”，正是这样
的社会生活、军事环境，给未来的将军准备了施展手脚的机会。

吴三桂出生于将门之家，受家庭、亲属的影响，以及当时社会尚
武风气的熏陶，尚武的观念从小就被灌注到他幼小的心灵之中。在他
只有几岁的时候，父亲就尝试对他进行骑射训练，随着年龄的增长，
训练也逐年严格。这种训练，如同做功课一样，每天手不离箭，身不
离鞍。父亲善养马，在马匹的选择和骑术方面，都能给他以指导。吴
２



三桂很聪颖，据他的教生陈邦选说：三桂小时，“聪明自然超群”。他
学习很用心，也颇刻苦，骑射进步很快。还有舅父祖大寿对他很关
心，不时地加以指教。他经常出入军营，很喜欢军队的战斗生活，一
心想将来长大了当一名军官。成年后，他的愿望得以实现，与战争和
军事斗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并由此走上了他活动的主要舞台———军事
舞台、政治舞台。

吴三桂用过的大刀

从山海关，经中后，至宁远
以东，抵锦州，北面丘陵、山岭
绵延不尽，林木繁茂，多飞禽走
兽，虎、豹、野猪等猛兽，无时
不出没林中深处。行猎是当地猎
户的衣食之源，而对于达官贵人
来说，却是一种消遣。吴三桂的
父兄每每闲暇之时，便携家丁仆
人进山打猎，当吴三桂能独立骑
马时，便跟随父兄左右，行猎于山林之中。稍大点，他就自带家丁，
独闯山林，与禽兽周旋，每次都有收获，这养成了他“好田猎”的习
惯。行猎的生活，培养了他勇敢、不畏艰险的性格。他掌握的骑射技
能，后来都远远超过了他的哥哥、弟弟。他演习过各种兵器，最喜欢
使大刀，练得很有功夫。从此，大刀就成了他南征北战的制胜武器。
现今保存在昆明市金殿公园“吴三桂与陈圆圆展馆”内的一口长柄大
刀，据说就是吴三桂使用过的遗物。

吴三桂赴京应试那年，只有十六七岁，他英俊潇洒，武功高强，
一举考中武举人。吴三桂中举后，除习武练功外，常阅读《孙子兵
法》和诸子百家著作，对史书也是爱不释手。《后汉书》中的“仕宦
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是他的座右铭。他立誓要做朝廷的大
官，娶阴丽华那样的大美人为妻。

吴三桂在仕宦之途进展迅速。到崇祯八年，即１６３５年，才２３岁
３



吴三桂的大刀和七星宝剑

的他，就被提为前锋右营参将；
崇祯十一年，即１６３８年，他已
是前锋右营副将。在不到８年的
时间内，吴三桂由游击而参将、
而副将，提升的速度，还是相当
快的。他还有一步就将登上总兵
宝座。吴三桂以飞快的速度，一
步步地走向权力的顶峰。

日后导致这位枭雄吴三桂政
治立场发生根本转变，在明清两
大朝代交替，多股政治力量搏击
的复杂的历史舞台上起到很大作
用的竟然是一位江南女子，她的
名字叫陈圆圆。陈圆圆，原是南
方的一名歌女，进入北京后，在
宫闱、王府中出入，并与皇帝、王爷、农民起义军领袖有着错综复杂
的关系。这是一个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场，陈圆圆也深陷其中。她没
有能力和条件参与那个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任何大的事变，但她
却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历史的洪涛中，成为一朵不可忽略的浪花。她不
是明清两朝交替这出悲壮历史剧的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
人物。她，说到底，就是一位色艺倾城的绝代佳人。历史的种种际
遇，把她这个小人物推上了政治舞台，为明清之际的伟大悲剧抹上了
一层悲壮的玫瑰色。但这一切都不是她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种历史的
偶然。

陈圆圆，苏州人氏，原来姓邢，名沅，字畹芬。因父母早亡，被
姨母陈氏收养，故从姨姓陈氏，改名陈沅。陈沅长大后，在秦淮河上
当歌妓，取艺名圆圆。因她音容俱绝，在南京、苏杭和无锡一带名噪
一时。她生于１６２４年，家境贫寒，养父小本经营，走街串巷，出屯入
４



陈圆圆画像

村，卖些针头线脑之类，所得寥
寥，勉强糊口。这个行当，手摇
铃鼓，还须口唱，所以养成了喜
乐好歌的嗜好。他还招来能唱歌
的人与他同住，家里常有十数
人， “日夜讴歌不辍”。本来挣
钱不多，家里还常养这么多人，
家境就更窘迫，以至家产破败。
也许因为陈圆圆生活在这样的环
境，受养父好歌的熏染，后来她
也很会唱歌。命运不幸，她为生
活所迫，流落至苏州，１８岁时，
正当豆蔻年华，隶籍梨园。陈圆
圆极有艺术天赋，色艺双绝，
“擅梨园之胜”，“每一登场，花
明雪艳，独出冠时，观者魂断”。她善唱弋阳腔，演西厢，扮旦角红
娘等角色，体态轻靡，说白便巧，更有人说：圆圆“声甲天下之声，
色甲天下之色”。她的色艺远近闻名，誉为江南名妓。

自古红颜多薄命。在封建时代，一个女子长得美，也会招来很多
灾祸。陈圆圆就是因为美，所以成了公子哥儿追逐的求欢对象，也成
为明末清初历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陈圆圆从南边的苏州走入当时中
国政治中心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是直接原因，就是她的美
貌，她的才艺。明末，黄河以北，长城内外，兵连祸结，连续不断的
战争把人们推入痛苦的深渊。而在长江以南，有天堑阻隔，还是一派
歌舞升平的景象。崇祯十五年，即１６４２年，是陈圆圆命运发生巨大转
折的一年，她遭人抢掠，掠夺者就是从北京来的豪门大富田弘遇。

田弘遇，国丈，崇祯皇帝宠妃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原本是陕西
人氏，曾经在扬州任千总，其妻吴氏是扬州名妓，他们夫妻二人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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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个女儿，后来被选进宫里做了崇祯皇帝的妃子。田妃美丽大方、
聪明伶俐、知书达理、通晓音律，深得崇祯皇帝的宠爱，被封为贵
妃。田弘遇也因此地位上升，被封为左都督。田弘遇仰仗贵妃女儿得
宠，卖弄权势，整个京城里没有一个人敢得罪他，面对他的行径均是
敢怒而不敢言。

这年，田弘遇携带千人，去南海进香还愿，因田贵妃娘娘曾许了
愿，祈愿南海观音菩萨保佑大明基业永固、国泰民安。田弘遇霸气十
足，沿途所经之地，非抢即夺，凡遇货船客载，掳掠一空。他还抢掠
美女，只要听说有点姿色，必千方百计弄到手，甚至不惜施以暴力行
抢。地方官吏惧其势力，谁也不敢诘问。田弘遇路经苏州，知道是出
美女之地，便派其心腹、爪牙到处搜求美女。当闻之陈圆圆的美貌，
便千方百计地企图将她夺至手中。陈圆圆家人闻讯，忙将她藏了起
来，当地百姓也集千人出来保护她。但田弘遇以权势相威胁，又不惜
千金贿买。地方官吏怕得罪这位权贵，遭其报复，便把陈圆圆交了出
去。据说，田弘遇付了两千金的高价给陈圆圆的养母。陈圆圆被强载
北去，正是“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与陈圆圆同被掠
买的，还有江南名妓顾寿、杨宛等人，都被田弘遇一并留在田府。

田弘遇掳掠歌舞女子，甚至不惜高价贿买，除了想用女色取悦崇
祯，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之外，这也是田贵妃的意思。田妃贵体
欠佳，已病入膏肓，无以救药，看到自己的皇上夫君为国家社稷辛苦
至极，每天愁眉不展，便想物色一位佳人替代自己，给皇上弹琴解忧。

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在他登上皇帝宝座之前，明朝的国势就
已走着下坡路。内政腐败，东北边患日紧，中原各地虫灾旱灾频起，
赤地千里，人竞食人；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的烈火已燃遍
大江南北，并向京城烧来。尽管崇祯皇帝试图力挽狂澜，但始终挽救
不了太祖以来的十七朝皇业，稳定不了大明千万里江山。他不仅忧心
如焚，而且情绪愈来愈坏。田贵妃为了消解崇祯的苦闷，便请父亲到
江南遴选美女，准备进献给崇祯皇帝。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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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带到北京的陈圆圆的内心也充满惶恐和矛
盾，自己前途和命运未卜，她既希望看到皇上，看看他是个什么样
子，或许自己真能为这个处于多难时节的皇上分解忧愁；但她又害怕
见到皇上，因为他是至高无上的，他可以对她为所欲为，她惧怕留在
宫墙内的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

带着满心的矛盾，陈圆圆终于跟随田弘遇进宫见到了皇上。但在
当时那种“熏天意气连宫掖”的危急关头，崇祯哪有心思“瞥睹倾城
好颜色”。他只摇头叹息：“此女诚佳人。但朕以国家多故，未尝一日
开怀，故无及此。国丈老矣，请留殊色以娱暮年，可也。”崇祯低头
批改公文，只向田弘遇挥挥手示意将陈圆圆带走。

崇祯并没有收留陈圆圆，这使田弘遇大为扫兴，只好把陈圆圆带
回田府。这就是陈圆圆与这位大明天子崇祯皇帝的一面之缘。

崇祯是一个明白事理的皇帝，但无奈明王朝已病入膏肓。明朝中
期以后，就很少有像他这样头脑清醒的皇帝，特别是明神宗和熹宗，
昏愚到了极致，使明朝的政治走到了腐败不堪的地步。农民的土地被
皇族官僚疯狂地兼并，沉重的苛捐杂税，加之连年发生的旱、涝、蝗
灾等自然灾害，百姓民不聊生。崇祯皇帝非常勤政，他希望天下政治
清明，国泰民安，但是，对于一个已被蚁祸镂空的王朝来说，这谈何
容易？外要抵御清兵的进犯，内要镇压剿灭农民起义军，国家已岌岌
可危，他哪里还有心思留恋女色？崇祯对天长叹：朕登基十七年，勤
勉国事，体恤民情，尽心尽力，想收拾好祖宗留下的烂摊子，一心振
兴国家。怎奈积重难返，文官贪财，武官怕死，致使国家病入膏肓。
到了这种时候，已无法挽回大势了。朕尽力了，朕即使死，也不愧对
祖宗。

崇祯十五年，田贵妃因病早逝。在田妃病重期间，田弘遇感觉快
要失去依靠，也深感以后生活的危机。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大明王
朝也面临着重重危机，农民军日益向京城逼近，情况十分危急。田弘
遇看到吴三桂年轻有为，又受到崇祯帝的器重，就有心和他结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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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当做自己的保护人。趁吴三桂进京觐见皇帝之机，田弘遇邀请他
到府上做客，以博取其欢心，为自己日后继续耀武扬威积蓄力量。事
实证明，田弘遇还是有点先见之明的，吴三桂日后确实成为权倾朝野
的大臣。正是这次宴请，使吴三桂和陈圆圆有了一面之缘，吴三桂对
陈圆圆一见倾心。

自古英雄爱美人，更有英雄爱美人不要江山的。陈圆圆虽然在大
明皇宫遭到了崇祯皇帝的冷遇，但却又奇迹般地碰到了当时年仅３３岁
的将军吴三桂。吴三桂虽然没有社稷江山，但他兵权在握，却也因为
一个陈圆圆而走上了一条他怎么也想不到的人生道路。

我国古代注重“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吴三桂自然也不例外。
到娶妻的年纪，吴三桂就娶了辽宁的张氏为妻。张氏虽然相貌普通，
但也知书达理，吴三桂迫于家中情况也没有反对。张氏嫁给吴三桂以
后，小两口生活也算平静、甜蜜，她还为吴三桂生了个儿子，取名吴
应熊。但张氏毕竟不是吴三桂自己所选的爱人，因此他对这位原配夫
人并不怎么上心，也才会有以后爱上陈圆圆的事情发生。

吴三桂宠爱陈圆圆，超过原配夫人。顺治七年，朝廷明文规定：
平西王（吴三桂）、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义王（孙
可望）以及外藩蒙古诸王的正室夫人都可以封为妃子。按理说，张氏
是吴三桂的原配妻子，又为他生下了长子吴应熊，妃子之位她应该是
当之无愧的。可是，吴三桂却不想把妃子之位封给张氏，而是想给他
的宠妾陈圆圆。吴三桂念及陈圆圆跟随他多年，情意深厚，且为人机
敏，能诗善文，虽年届四十，仍姿容秀美。陈圆圆比张氏自然占尽了
优势，但陈圆圆颇有自知之明，她觉得如果自己再成为正妃，就是真
正的非分之想了，这样难免会遭人嫉妒，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因
此，她坚持不接受妃位，还给吴三桂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坦荡情
怀。这足以看出，陈圆圆也不是等闲之辈，她能够识大体、知进退，
绝非见识浅薄的人。她虽出身梨园，但却知书达理，颇有素养，她的
信情文并茂，入情入理，吴三桂也不好再勉强，于是就立了张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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妃。陈圆圆虽然没有被立为妃子，但她的深明大义无疑更博得了吴三
桂的尊重与欢心。因此，吴三桂对她的宠爱有增无减。

陈圆圆给吴三桂自述情由的信，是这样写的：

妾以章台陋质，谬污琼寝。始于一顾之恩，继以千金之聘。流离
契阔，幸得残躯。获与奉匜之役，珠服玉馔，依享殊荣，分已过矣。
今我王析珪胙土，威镇南天，正宜续鸾戚里，谐凤侯门，上则立体朝
廷，下则垂型裨属，稽之大典，斯曰德齐。若欲蒂弱絮于绣裀，培轻
尘于玉几，既蹈非耦之嫌，必贻无仪之刺，是重妾之罪也！其何敢
承命？

这封信辞藻华美，文情并茂，有人怀疑是伪作，想象中陈圆圆不
会有如此文才。其实不然，陈圆圆未被田弘遇买进北京前，与马湘
兰、卞玉京、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顾横波、寇白门并称“秦淮
八艳”。这八个女子不仅美貌超群，而且个个是才女，更具有民族气
节，侠义之风。她们中有的精通诗词歌赋，有的是画家书法家，董小
宛甚至还是刺绣高手、烹饪大师。陈圆圆的得宠，不只是因为她的美
貌，更因为她还是一个极具智慧，深明大义的女子，这一点在她被李
自成掳走还能自保的时候已经体现出来了。

李自成进京后，得知刘宗敏从吴府中抢走陈圆圆，心中非常愤
怒，又感到不安。他怕此事惹恼了吴三桂，对其“招降”的大计会毁
于一旦，于是立即派高夫人去见刘宗敏，劝他不要胡来。高夫人见到
刘宗敏，婉转地对他说：“自成听说陈圆圆声色艺冠绝天下，欲请她
到宫中表演歌舞，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刘宗敏就是一百个不愿意，
他也不敢得罪李自成，驳高夫人的面子，于是答应让陈圆圆进宫。就
这样，陈圆圆来到了李自成身边。

李自成见了陈圆圆非常惊愕，心想：天下竟有这样的美人！但他
不敢有非分之想，先用好言好语安抚陈圆圆，并答应等吴三桂进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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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让他们团圆，然后挑选十名宫女照顾陈圆圆的起居饮食，从此把陈
圆圆保护起来。

不久，李自成得知吴三桂在山海关“杀来使，降清廷，引清兵入
关”，顿时气愤莫名，怒不可遏，他欲杀陈圆圆，以解心头之恨。陈
圆圆不动声色，大义凛然地说：“妾听说吴将军之所以拒降大王而归
顺清廷，完全是因妾身被刘宗敏所辱。大王杀我，我命不足惜，只怕
吴将军誓与大王血战到底，对大王反而不利，还望大王三思而后行。”
李自成听了陈圆圆的话觉得有理，便打消了杀陈圆圆的念头，他将陈
圆圆留在皇宫，派人保护，自己与刘宗敏率十万大军攻打山海关。

李自成败退到北京后，欲带陈圆圆一同撤退。陈圆圆非常机敏，
她对李自成说：“妾身既事吴将军，岂敢再有三心二意。妾若同大王
一同西行，吴将军必然穷追不舍。大王若将妾留在京城，我将大王对
我的知遇之恩告诉吴将军，劝他不要追赶，大王也可以安全西撤。大
王对我的大恩大德，妾将永生不忘。”李自成听了陈圆圆的话，凝思
良久，觉得她的话全是肺腑之言，于是将陈圆圆留在了京城。就这
样，陈圆圆用她的天赋、美貌和聪慧保住了自己。

陈圆圆不仅能歌善舞，而且凡事通情达理。她和吴三桂生活在云
南时，虽然已经年过四十，但风韵仍不减当年，吴三桂对她愈发宠
爱，效仿汉朝武帝金屋藏娇，特意为她修建了一座环境清幽的“野
园”。吴三桂常常在春天花开、秋天满月时节的夜晚来野园。月光下，
庭院里摆上美酒美食，美人陈圆圆陪坐身边，不时劝酒，酒兴浓的时
候，就让圆圆唱上一曲，助助酒兴。这时，陈圆圆总是从吴三桂最喜
欢的《大风歌》唱起：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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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短歌，抒发了刘邦当皇帝后渴求人才来治理国家，以巩固刘
家江山的壮志豪情。吴三桂仰慕刘邦的业绩，以这首歌自喻，倾注了
他的政治追求。

吴三桂一边饮着美酒，一边欣赏着美人陈圆圆的歌唱。其歌声清
丽婉转，感情激扬，听得吴三桂动情入迷。等到高潮，吴三桂喝到似
醉非醉的时候，常常情不自禁地拔出宝剑，在陈圆圆反复回唱的歌声
中漫步起舞，舞完之后，陈圆圆即刻呈上一杯美酒，吴三桂更是满心
欢喜，对陈圆圆愈加宠爱。

俗话说得好，爱屋及乌。据说，吴三桂因宠爱陈圆圆，对她的娘
家亲属也格外关注。一次，他问起陈圆圆家中还有什么亲属，陈圆圆
只说她还有一个叔父，名字叫做陈玉汝。陈圆圆原本只是随便说说，
并没有放在心上，哪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吴三桂就把这件事牢牢
地记在了心里。之后，他派人带着千金去陈圆圆的家乡寻找陈玉汝，
并且打算把他带到云南，同享富贵。可是当找到陈玉汝的时候，他却
借口自己是明朝的老孝廉，不能当清朝大臣宠姬的叔父而婉言拒绝。
后来，吴三桂又派人找到了陈圆圆的养父陈货郎，将他接到昆明与陈
圆圆团聚，对其恭恭敬敬，盛情招待。到陈货郎回家乡时还赠与了大
批金银财物，让其衣锦还乡。吴三桂连陈圆圆的亲属都照顾到这种地
步，他对于陈圆圆的宠爱程度由此也可见一斑。

由于前期积蓄了巨大的力量，吴三桂的后半生可以说是在安乐窝
里度过的。除了宠姬陈圆圆之外，他身边还有“八面观音”和“四面
观音”两位备受宠爱的女子。这两位美人原本都是南昌人，明朝礼部
侍郎李明睿的家妓。李明睿有家妓数十名，都是在当时声色闻名一方
的人物，她们中尤以“八面观音”与“四面观音”长得最美。李明睿
衰老后，她二人被献给了吴三桂。

吴三桂有这些绝代佳人的日夜陪伴，却仍然不满足，他还派遣专
人到盛产美女的三吴地区去选购十五六岁的秀女，曾先后购得四十多
名能歌善舞的美女，早晚歌舞不断，声色犬马。这种气派虽比不上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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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皇后宫“佳丽三千”的阵势，但在当时已是很少有人能够比拟和超
越的了。每当进行家庭聚会的时候，吴三桂吹笛，美人们就在一旁伴
唱，或是跟随音乐翩翩起舞，一曲完了之后，吴三桂就命人取钱给
赏。顷刻之间，珠玉金帛堆满堂前，宫人美女们嘻嘻哈哈一拥而上，
纷纷争抢，吴三桂看到她们娇滴滴争抢的样子，十分开心，在一旁大
笑不止。晚年的吴三桂就是通过这种生活来求取欢乐的。当然，历史
上还有另外一说，说吴三桂的明朝故交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远在云
南搞自己的独立王国，小心清王朝对你不放心。于是，吴三桂便做出
一副沉溺于酒色之中的样子，以保全自己的平安。

吴三桂的府邸，花木清幽，环境优美。府邸内还设有一座“列翠
轩”，里面有五间并列的大厅，宽敞明亮。窗外有一大片空地，都种
上了绿油油的小草，远看近看都像一块翠绿的地毯一样。绿地尽头层
峦叠嶂，群山高耸入天际。每到春秋两季，趁着风和日丽，吴三桂就
会拿着笔墨到轩内写字。他一个武将出身，本不善于写字，但却喜欢
“临池”挥笔。他挥笔写字时，侍姬环列在周围，“鬓影钗光”与翠绿
的山光之色相辉映，吴三桂置身其中，犹如置身于蓬莱仙境一般。

陈圆圆虽被吴三桂宠爱，却也逃不脱被新欢替代的命运。陈圆圆
是一个聪慧过人的女子，她不会像一般女人那样去嫉妒，也不会像深
宫中的妃子那样为了争宠而互相陷害、挑起事端，更不会像平常百姓
家的三妻四妾那样一哭二闹三上吊，因为她明白，那些做法只会降低
自己的身份，只会让吴三桂更加从心底里对她感到厌恶。她明白清心
寡欲就是最好的保护自己的办法，对于生活她已没有太多的要求。大
概从吴三桂疯狂拓展势力、不择手段积累财富的那天起，她就已经意
识到他这样的做法必定不会得到善终，无奈，正春风得意的吴三桂根
本不会听从谁的劝告。

最终，清廷发现了这颗西南边陲的毒瘤，并发动强劲攻势来割
掉它。

树倒猢狲散，吴三桂一死，他的美人们自然也都不知去向，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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