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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记得奥地利作家伊泽尔·艾辛格曾说过：“文学是安放我们

灵魂的地方，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家园。我经历过的精神瞬间和

对生活的感悟，如果不写出来，我会感到缺点什么……”

写作是我的情趣热爱，通过写作会使自己获得一种存在

感，成为我心灵的慰藉。

20世纪90年代末，已逾花甲之年的我退居寓所。欣逢盛

世，闲适生活无忧，因多年养成爬格子的习惯，还是丢不下手

中的笔，遂便写了《故乡情愫》《旅踪情怀》《忆史情话》之类

的短文，进而寻其乐、抒其情、言其志，自诩老有所为。

近些年又将零散的文稿整理成册，相继出版了《雁鸣时

节》《老北市往事》《红叶情思》和《天涯情怀》四本文集。而

在这几本文集汇集成册的出版过程中，有幸得到了挚友著名传

记文学作家徐光荣、散文家初国卿为我的《雁鸣时节》和《红

叶情思》作序，进而使我的拙作增光添彩。在这里值得一提的

是，在闲暇写作和出版书籍的过程中，曾得到原沈阳市委副书

记、市政协副主席、时任沈阳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刘迎初

同志和沈阳出版社，以及和平区老科协的关注和支持，才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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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游记散文集《天涯情怀》被选入“晚霞映天”出版工程系

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

当时代的脚步进入21世纪，也许是因为步入古稀之年，

我深感时间紧迫，我的写作出现了一个小高潮期。尤为在《辽

沈晚报》原副总编辑，《摆渡辽河》栏目统筹人黄世明先生和

《党史纵横》杂志编辑部主任姚兰同志的建议、鼓励和支持帮

助下，相继撰写了有关党史、清代盛京流人的一些文史类的较

长篇幅的文章，并在《沈阳日报》“盛京文档”专栏、《辽沈晚

报》“摆渡辽河”专栏、《沈阳晚报》“文溯阁”栏目及《党史

纵横》杂志、市政协文史办编辑出版的文集《沈城纪事》、省

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的《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报刊杂志发

表、转载。

回顾近些年来我所写下的数十万字文稿，其中虽已发表，

但尚未汇集成册。于是，又萌生了再出一本文集的念头。思来

想去，还是以自己的寓所拟起书名为宜，故命名为《鲁闲斋文

稿》。顾明思义：其一，时居寓所与沈阳名园“鲁园”多年相

邻，情愫相牵；其二，自花甲之年退居寓所，欣逢盛世，闲适

生活无忧；其三，中国新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先生，乃是我自

少年时所学习和崇拜的偶像。我的这个想法与友人民俗学家刘

振超先生交流之后，不谋而合，即刻得到了他的赞同。故此，

《鲁闲斋文稿》便定名为我的第五本文集的书名。

在书稿定名之后，遂之我花费近两个月的时间整理、选编

文稿。起初拟分“盛京流人篇”“名人轶事篇”“沈城纪事篇”

“故乡情愫篇”“闲话酒肆篇”“旅踪抒怀篇”等六部分，约六

十万字。后经再三考虑，原先的书稿有些冗长、平庸，莫不如

将后三部分去掉，只保留前三部分。于是，即形成现在的书

稿。这样一来，一是体现以史为主，体现厚重感；二是加配一

002



鲁
闲
斋
文
稿
—
—
黄
卫
东
作
品
选

L
U

X
I

A
N

Z
H

A
I
W

E
N

G
A

O

些照片，图文并茂，可提升历史空间，发挥史料的参考价值；

三是给读者在阅读之后起到知往鉴来，集史于后的作用。

于是，笔者拉拉杂杂写下这些文字，对本书有个交代，自

诩为序，让读者见笑了。

黄卫东

2003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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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火器制造家戴梓冤死盛京

清朝康熙年间，出了一位天才火器制造家——戴梓。他发

明的冲天炮，曾被康熙帝赐名为“威远将军”。然而，戴梓的

过人才智和卓越的发明，却引起了时在清廷供职的洋人南怀仁

的嫉恨，因此而受诬陷，被康熙帝流放到盛京。

年少即成发明家

戴梓，字文开，号耕烟，辽东人称其为耕烟先生。

戴梓1635年生于浙江仁和（今杭州）。其父戴苍，曾任

明朝监军，擅长制造军械，又喜欢绘画，为当时知名的

画家。

戴梓刚懂事的时候，就常常跟随在父亲身旁，观看父亲绘

画和研制军械。在耳濡目染之下，他开始对绘画和军械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11岁时，他参与了军械制造。他废寝忘食地研读

父亲所珍藏的军器制造图籍，力求精通原理。过人的天分，加

上潜心的学习和不懈的努力，戴梓在少年时代就研制成功了一

种铳（即火器），能发射百步之外。《啸亭杂录·戴学士》一书

中称戴梓“少有机悟，自制火器”，小小年纪就被人们誉为

“天才火器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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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身入敌营 屡立大功

康熙十二年初，戴梓入伍从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镇守

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发动了分裂国家的叛乱。不久，镇守在

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

先后起兵响应，史称“三藩之乱”。

次年，即康熙十三年六月，朝廷命和硕康亲王书杰为奉命

大将军，率军进驻浙江讨伐耿精忠。经人推荐，康亲王将戴梓

礼聘至军中。戴梓为康亲王讲述天下大势，分析敌我态势，

说：“三藩不足虑，可计日而擒……”康亲王听罢心中大悦，

将戴梓请之上座。

康熙十五年九月，康亲王率领清军入闽作战，叛将马九玉

率兵扼守九龙山（今福建古田西南），清军受阻不前。康亲王

招来众将议论战守之策，结果大家七嘴八舌，说了半天也没说

出一个好办法。这时，戴梓站了出来，说：“守固不可取，战

亦非计，若能说得马九玉投降，才是上策。”康亲王一听觉得

有道理。不仅立即采纳了戴梓的建议，还决定派戴梓前往招

抚。戴梓领命前往敌营，凭三寸不烂之舌，陈以厉害，果然说

服马九玉率众归降。

在围攻耿精忠大营时，耿精忠负隅顽抗，战事进行得异常

惨烈。为避免更大的伤亡，戴梓再次请命赴敌营进行招降。戴

梓单人单骑来到耿精忠大营时，耿精忠布下刀枪阵，“夹道列戟

如蟒”。戴梓面不改色，从容地在刀阵中走过，在气势上反倒镇

住了耿精忠。会谈中，戴梓时而声色俱厉，时而推心置腹，对

耿精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劝得耿精忠率部归降。

耿精忠归降后，其手下大将韩大任也欲归降，但却拥兵数

万，躲在一边观望。康亲王疑其有诈，戴梓则分析他是有顾

虑。于是，康亲王派戴梓前去韩营打探。戴梓见了韩大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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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即言：“尔死至矣！”韩大任一听，吓了一跳，忙问：“何人

想杀我？”戴梓说：“是你自己。”随后，戴梓说：“君既然想投

诚，却又拥兵自卫，这怎么能使人相信你呢？你这点兵本不堪

一击，起不了保护你的作用，反而使人生疑，以为你图谋不

轨，这岂不是自取死路吗！”戴梓一席话直指要害，韩大任深

为佩服，忙请示解决办法。戴梓说：“脱下你的铠甲，散了你

的兵众，只身归命，康亲王必信你的诚意，此为转祸为福的唯

一办法。”戴梓诚恳的话语，终于感化了韩大任，承认自己

“欲持兵观望，以见机行事”。随后，散了兵甲，只身与戴梓

“并马诣军门”，归属清军。

母子炮威镇敌胆

在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戴梓显示出了自己卓越的

军事才能。

平乱之后，康亲王书杰带戴梓到京师朝见康熙皇帝。康熙

皇帝听了康亲王介绍戴梓的相关情况后，得知戴梓还精通天

文、历法、算学、乐律和绘画，特别是听说戴梓还会制造火

器，便将戴梓留在宫中，专事研制火器。

宫中数年，戴梓经过数百次的反复设计、研究和试验，终

于研制成功了“连珠火铳”（俗称“连珠炮”）。据清乾隆年间

进士纪昀在其《阅微堂笔记》一书中记载，戴梓发明制造的

“连珠火铳”，在17世纪末

叶的世界火器发展史上，

亦属十分先进的武器，故

称之为“奇器”。这种连珠

火铳，形似琵琶，火药和

铅弹存在铳的上部，铳脊

部位有两个机轮，扳第一 戴梓发明的连珠火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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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火药和铅弹自动落入筒中，第二机就随之动作，火石激发

火铳发射。如此重复，连续发射28发后，才须重新装火药和

铅弹。这是一种早期的自动射击枪，比欧洲人在19世纪发明

的机关枪还早二百多年。

据 《清朝文献通考·
兵十六》记载，戴梓发明

“连珠火铳”后，康熙帝

龙颜大悦，遂命戴梓研制

母 子 炮 ， 亦 称 “ 冲 天

炮”。戴梓经过一段时间

的钻研，很快就将母子炮

研制成功。康熙帝亲自率

诸臣去试炮，炮弹射出后，片片碎裂，锐不可当。康熙帝大

喜，将母子炮命名为“威远将军”，并将戴梓的名字刻在炮身

上。另据记载，康熙帝率军二次亲征噶尔丹时，就带上了母子

炮。在昭莫多战役中，母子炮大显神威，仅向噶尔丹大营开了

三炮，敌军就吓得败逃。

遭人嫉恨 流放盛京

由于戴梓制造火炮成功，得到康熙帝嘉奖，使时在朝廷供

职、从事火器研究的比利时人南怀仁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

南怀仁由嫉生恨，勾结起义军叛徒陈通岩，向康熙帝奏本，诬

陷戴梓暗通东洋（即日本），使戴梓获罪，于康熙三十年初，

举家被流放至盛京。

戴梓在盛京流放期间，生活极其困苦，冬夜里用败絮卧冷

炕，凌晨还要踏着冰霜进山拾榛子，用以充饥。幸亏他的画作

还有人喜爱，遂多以卖书画维持生计。

戴梓在盛京期间，写下了《早行》《春日泛舟沈水》《南塔

刻有戴梓名字“威远将军”的母子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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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荫口占》《南塔柳荫》等吟咏盛京风物和名胜的诸多诗篇。

他在《早行》诗中吟道：“驱人寒夜起，行役意如迷。野火烧

残戍，霜披五更鸡。冷灶吹余烬，开门参正西”。描绘他在戍

所服役，早夜起身在外时所见的荒凉景象，抒发了凄苦之情。

从高官沦落为罪人，也使戴梓从感情上更加接近平民百

姓。这期间，他也写了不少表现劳动人民的诗作，如《见

获》：“终岁勤劬幸有年，相邀结袂刹蒿田。群鸡啄粒驱又聚，

山犬随人吠复眠。白发扶筇衰曝背，青裙没井晚炊烟。官粮输

却余多少，社鼓逢逢促送钱。”

戴梓的诗描绘了农民在秋收后的和乐景象。然而，笔锋一

转，再写农民刚刚交完“官粮”，“社鼓”又催送钱，披露了农

民遭受层层剥削的情况。

《辽海丛书》还记载了戴梓曾为沈阳老八景之一写下的一

首诗《浑河晚渡》，诗云：“暮山衔落日，野色动高秋。鸟下空

林外，人来古渡头。微风飘短发，纤月傍轻舟。十里城南外，

钟声咽戌楼。”

这首诗透过自然景色和人文活动的描写，勾勒出了浑河曾

经有过的美丽景观。它似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将黄昏中浑

河渡口的风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同时，也描写了诗人来到渡口

时，面对红日坠山，新月初升，银波碎影，轻舟荡漾。忽闻盛

京城里传来低婉的钟声，牵动其哀苦情怀，抒发出心境难平的

无限感慨。

戴梓先后在盛京和铁岭流放长达35年，无一日不盼着沐

皇恩，得赦回京。然而，一盼就是35年，始终未能再回故

里。最终郁郁寡欢，因病而逝，享年78岁。戴梓有四子：戴

京、戴亮、戴亨、戴高，其中以三子戴亨最著名，与李锴、陈

景元被称为“辽东三老”，享誉当年辽沈文坛。

戴梓在盛京写过很多诗，可惜大多散失，今存世《耕烟草

堂诗钞》四卷，计诗三百五十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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