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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人物

鳌拜（１５７１—１６６９年），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

康熙四大辅政大臣之一，后为康熙擒杀。

吴三桂（１６１２－１６７８年），字长白。明崇祯时为总

兵，镇守山海关。１６４４年，引清兵入关，及后因镇压农

民起义和执杀南明桂王有功，被清朝封为平西王，管

理云南贵州地区。１６７３年，康熙议撤藩，吴三桂联合

尚之信、耿精忠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起兵反清，史称三

藩之乱，１６７８年，病死。

噶尔丹（１６４４－１６９７年），清准噶尔部首领。兼并

卫拉特其余三部后，势力强盛；勾结沙俄，制造分裂。

１６８８年，攻袭喀尔喀部，１６９０年，进扰内蒙古，为清朝

政府军败于赤峰附近的乌兰布通，１６９６年，复被清朝



政府军败于土拉、克鲁伦两河上源之间的昭莫多。

１６９７年，自杀。

雍正（１６７８－１７３５年），名爱新觉罗·胤禛，庙号

世宗，康熙第四子。他在政治、经济上实行了几项很

有影响的改革，如：“摊丁入亩”，结束了中国几千年征

收人头税的历史；在西南等地实行“改土归流”，加强

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在中央设立由皇帝直接控

制的军机处，加强皇帝本人的权威；加大惩治贪官的

力度。他勤政务实的１３年统治，使“康乾盛世”得以维

持和发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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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这个问题困扰了

人们几千年。直至今日，尚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其实，到底谁造就了谁，连上帝也说不清楚，即使说清楚

了，对我们也没有多大意义。对我们有意义的，是当年的

那些在各个领域叱咤风云的巨人们，于谈笑之间，对人类

文明进步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这才是后人享用不尽的

宝贵财富。正是这一股股伟力凝聚而成的合力，改变了

我们现在的生活。

而我们更迫切想要知道的是，他们的力量到底从何

而来？是怎样的成长过程让他们脱颖而出，从而站到了

时代的浪尖上长袖善舞？于是，人们对介绍伟人生平的

传记作品趋之若骛，希望从他们的言行、个性、思维方式

中，参悟到一些成功之道。

正是为了给读者打开这样一扇窗户，编者们经过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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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努力，终于向读者奉献了这套《希望文库》丛书。

本套丛书所写的百位传主，涉及了政治、文化、经济、

军事、科技等领域，编者通过真实可信而又详尽的资料，

既完整地介绍了传主波澜起伏的精彩一生，又不时地通

过深刻的心理描写和独具见解的议论，对传主的性格发

展脉络进行了清晰的梳理。让读者不仅看到扣人心弦的

故事，更从传主在故事中的表现，看到一些成功的端倪。

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常常对传主的坎坷人生唏嘘感

慨，更对他们异乎常人的品质叹服不已，比如他们不达目

标、绝不罢休的坚毅隐忍，比如他们面对机遇，毫不犹豫，

立即采取行动的果敢姿态，以及运筹帷幄、处乱不惊的高

超智慧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我们也真诚希望，读者

朋友们在阅读过程中能得到比编者更大的收获。

当然，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请

朋友们不吝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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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登基

出宫抚养

康熙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他名叫玄

烨，姓爱新觉罗氏，庙号圣祖，年号康熙，取满文“安

定太平”之意。因清代皇帝一帝一个年号，所以人们

习于以年号称呼他。

康熙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曾孙，入关后第一代

皇帝顺治的第三子。因为顺治死时年仅２４岁，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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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８岁时便继位当了皇帝。

康熙的母亲佟氏，是辽东汉人佟养真的孙女。

佟养真早年就归附清太祖努尔哈赤，一起兴师抗明，

为清代开国功臣。佟氏的父亲佟图赖隶属于汉军正

蓝旗，历任固山额真（后改名都统）、礼部侍郎等职，

在清太宗、清世祖两朝屡立战功。清朝的规定，皇帝

不得在汉人中选后妃。到顺治年间，开始注意提高

汉军的地位，并在汉人中选妃了。佟氏约于顺治十

年初被选入宫中做了顺治帝的妃子。顺治帝对佟氏

没有什么感情，但其母亲孝庄皇太后却特别喜欢

佟氏。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康熙出世了。这时他

父亲年１７岁，母亲年１５岁。顺治帝对佟氏感情淡

薄，直接影响到对她生下的皇三子康熙的感情。康

熙一生下，顺治帝即以未出痘为理由，令保姆抱走，

居住在紫禁城（今故宫）西的一座府第里，交给奶妈

抚养。为康熙当过保姆和奶妈的各有好几个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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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奶妈时间最长的，是正白旗汉人工部尚书之妻孙

氏。康熙到晚年时回忆起这段生活，感慨万分，年幼

时没有能在父母膝下得到一日欢乐，是自己一生中

最遗憾的事。

太后培育

顺治十三年，内大臣鄂硕的女儿董鄂氏被召进

后宫，立为贤妃，因顺治帝对她特别宠爱，不久又晋

封为皇贵妃。第二年，董鄂氏生了皇四子，顺治帝欣

喜若狂，准备要指定为未来的皇太子。但皇四子出

生后仅三个多月，名字还未来得及取，就夭折了。皇

四子死后，董鄂氏就没有再生育，顺治帝对康熙的感

情逐渐有了好转。

孝庄皇太后对康熙很疼爱，康熙五官端正，双目

有神的长相俊朗口齿清晰、举止端庄，引起了她的重

视。她认为这孩子非同一般，就叫自己身边的侍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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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麻喇姑协助照看。苏麻喇姑是一个聪明好学有知

识的姑娘。她擅长书法，康熙所以能写得一手好字，

就是她从小手把手地教出来的。

孝庄皇太后对康熙从小就从饮食、坐立行走、语

言等方面，以帝王的标准进行严格训练。如“俨然端

坐”是皇帝举止修养最基本的功夫，太后要求康熙凡

行为卧坐，不可回顾斜视。所以后来康熙亲政后，无

论是和诸臣议事，还是与亲属谈家常，都是“俨然端

坐”，他说这是自小养成的习惯。从康熙五岁起，太

后就按清朝的制度，教他跟着站班当差，并入书房读

书。规定他每天黎明即起床，穿戴着特制的红绒绣

顶小冠，四团龙袍及小靴，从乾清门入宫参加朝见。

由于他人小，跨不过门槛，就由太监抱进门内。但康

熙还要学着摆出皇太子的架势，左顾右盼，雅步向

前，朝臣们见他这副神态，都感到有趣。

孝庄皇太后望孙成龙非常心切，因此使康熙年

幼时由于学习负担过重，身体一度衰弱多病，经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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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针灸治疗。但严格的教育和要求，终于造成康熙

有过人的才能和诸多的美德，以及高雅不俗的兴趣

和嗜好。康熙成年后，曾深有体会地说：“教子必自

幼严饬之始善。”

顺治十六年，康熙６岁的时候，一次和哥哥福

全、弟弟常宁一起到宫中向皇父请安，顺治帝问起他

们兄弟三人各自的志向。常宁因仅３岁，不知道怎

么答；福全知道祖母宠爱三弟，争不过他，所以只答

自己要做个贤王；康熙回答是：“待长而效法皇父，黾

（音敏）勉尽力。”顺治帝知道这是母亲的旨意，遂初

步产生了让皇三子将来接替帝位的想法。

四臣辅政

康熙帝登基当皇帝时才８岁。顺治帝在遗诏中

指定了上三旗（正黄、正白、镶黄）四位亲信大臣为康

熙辅政。这四大臣是：索尼（正黄）、苏克萨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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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遏必隆（镶黄）、鳌拜（镶黄）。

顺治帝为儿皇选这四位作辅政大臣，自有他的

道理的。按清朝传统旧制，年幼的皇帝应当从皇帝

宗族的诸王中选入摄政。顺治帝６岁当皇帝时，是

由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两位皇叔共同摄

政的。这两位宗室亲王都各自握有相当的权力，平

时就互不买账。共同摄政后，就互相排挤，争权夺

利。多尔衮当了皇父摄政王后，更是独揽朝政，打击

异己。顺治帝为康熙选的这四位辅政大臣，除苏克

萨哈外，都被多尔衮打击过，有的被撤职，有的被削

爵，有的被没收家产等等，直到顺治帝亲政后，才一

一纠正。顺治帝以他自己的经历权衡利弊，决心将

宗室亲王摄政制，改为大臣辅政制。可他万万没有

预料到，由于四大辅臣来自不同旗系，他们之间也是

矛盾重重，为日后康熙治理朝政，带来了极大的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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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鳌拜

换地风波

康熙的四大辅臣中，排列最后的为鳌拜。但他

自恃骁勇善战，军功卓著而骄横跋扈，居功擅权。居

首位的索尼，虽为有声望的四朝元老，但因年老体

弱，斗不过鳌拜，处处忍让。居第三位的遏必隆，因

与鳌拜为同一旗系，遇事就随声附和。居第二位的

苏克萨哈，与鳌拜宿怨很深，是鳌拜重点打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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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苏克萨哈与鳌拜的矛盾，实际上是黄、白两旗之

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产生，最早根源于清太宗皇太

极的改旗。皇太极于后金天命十一年（１６２６年）即汗

位后，就将自己掌握的正白、镶白两旗，改为正黄、镶

黄两旗，分别列于左、右两翼之首，大大提高了两黄

旗的地位。同时，将其父努尔哈赤留给阿济格、多

铎、多尔衮三幼子的两黄旗改为两白旗，列为左翼之

中，地位下降。顺治初年，朝廷下令圈占北京附近的

田地给八旗将士，规定各旗按左、右次序分配。摄政

王多尔衮利用权势，擅自将镶黄旗所圈的蓟县、迁

安、卢龙一带条件较好的地，给了苏克萨哈所领的正

白旗，而将正白旗应圈的保定、任丘、大城、河间一带

条件较差的地，给了鳌拜所领的镶黄旗。当时鳌拜

对多尔衮这种做法虽极不满意，但因自己权势有限，

不敢提出反对意见。

时间过去２０多年了，鳌拜因镶黄旗受压的这口



９　　　　

康
熙

气一直憋着，当他当上了辅政大臣，认为出气的时机

到了。康熙五年 （１６６６年）正月，鳌拜提出要更换镶

黄和正白旗的圈地，接着就强行实施。按鳌拜的换

地计划，共要迁移镶黄、正白两旗壮丁６万余人，交

换的圈地涉及１０个州县、３１．４万余垧耕地。这消息

一传出，广大旗民惶惶不安，纷纷弃地不耕，外出逃

荒，大片田地上呈现出一片荒凉，户部尚书苏纳海、

直隶（今河北）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以他们的所

见所闻，同时疏报朝廷，请求停止交换圈地。鳌拜见

到疏报，暴跳如雷，捏造了他们３人犯了藐视圣旨的

罪行，当即将他们处死。

鳌拜挑起的换地风波，在朝臣中引起了强烈反

响。可由于他权势大，大家又都敢怒而不敢言，只好

暗地里直接上疏孝庄皇太后，认为皇上已经即位６

年，齿正相符，乞择吉日亲政。年仅１４岁的康熙，也

清楚地看到了如让鳌拜继续专权骄横下去，将给朝

政造成严重后果，因此也向祖母提出亲政的要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