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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

《济南史志》杂志为济南市史志办公室主办的内部刊物，创刊于 2012 年下半年，初为

双月刊， 2014 年改为季刊，今已编辑出版 16 期。虽为一本内部资料性质的小书，但却承众

多专家学者、史志爱好者青睐，三年来赐稿 200 余篇。这其中既有安作璋先生、李伯齐教授

等国内知名的学者，有朱文兴等已经退下来的老领导、老同志，亦有周长风、邹卫平、张

华松等济南地方文史专家，还有一大批对济南文史真心热爱并专心研究的青年才俊。他们

的关心和支持，是《济南史志、》受到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三年来， ((济南史志》立足于济

南厚重的文化积淀，充分挖掘地方史志资料，弘扬济南历史文化，全面展示泉城独特人文

魅力，全方位为济南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服务。杂志主要面向济南市直部门(单位)

以及驻济高校、科研院所、宣传文化部门、全国史志系统和基层群众免费赠阅，已累计赠

阅三万多册。

济南历史悠久，人文奎萃，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 2600 多年的建城史，明代以来更

是山东首府。济南是世界惟一的"泉城更有"济南名士多"的嘉誉。济南文献典籍丰富，

历代著述浩如烟海，仅民国以前的济南地方志书就有近 50 种。因此，挖掘济南深厚的历史

文化资源，弘扬济南优秀文化的传统，展示济南传统文化的魅力，提升泉城济南的文化品位，

是我们史志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将《济南史志》三年来的文章精华结集出版，是我们在这

方面所做出的一个重要尝试。于是，就有了这本《济南史志文萃》。

因为时间仓促， ((济南史志文萃》所收录的文章未经作者一一审阅，加之编者水平有限，

蚌误在所难免。但如果能为关心济南、热爱济南、研究济南的读者提供些许线索和资料井

有所启发，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此，我们向各位为《济南史志》赐稿的专家学者、老

领导老同志和文史爱好者表示感谢，也向关心支持本刊的广大读者表示感谢!

在旭东

201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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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次巡幸济南纪事

.周长风

清代康熙帝(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六次 又问何名，答"臣赵于京，快睹天颜有喜。"

南巡，其中第一、二、四次曾驾临济南。康熙 康熙久慕的突泉盛名，没有进城，径直来

帝乃为一代英主，康乾盛世的开创者，且于济 到泉上观澜亭(当时亦称的突泉亭、泉亭、涌

南展翰频留，因此其留踪遗墨实属济南历史文 轮亭，位于泉池南侧，明代始建， 1936 年拆

化的重要篇章，不可不详察细考。 除，其间屡有重修，但俱为半封闭或封闭式长

方亭。民国年间称四面亭，观澜移名泉西之亭)，

命徐旭龄近前，详细询问地方利病、民风土俗。

随后临泉久久览视，称赏不己，并命内侍卫以

康熙(以下康熙年号俱省略)二十三年十 银碗汲泉水，奉上饮之。

月初八日C1684. 11. 14)，康熙帝(以下简称 康熙见百姓瞻瓢，便问"你们内中可有

康熙)以济南为山东省会之地特行巡幸，早上 秀才么?进亭子来讲书。"乾隆《的突泉志》

从禹城二十里铺出发，渡济水(其故道清咸丰 记述"无敢答应者"。其实，济南还是有人的，

五年即 1855 年后为黄河所占)，作《渡济水》诗: 赵于京(后官至河南知府)曾在城武(今作成武)

晓波史临济水，野风时卷宽旅。 县教谕任上回忆道:当时皇上召举人，因为人

几曲寒流荡漾，十月舆梁始成。 马拥挤，他跟从在后"未及叨侍"。

中午驾至济南府，山东巡抚新升工部右侍 徐旭龄奏请御笔留题，以宠名泉，为万世

郎徐旭龄率所属地方官员士庶，焚香跪迎于城 宝翰。康熙命侍讲学士高士奇宣谕"此泉为

西。康熙井不讲究历代帝王宣示天威的卤簿制 名胜之地，尔等请书至再，故勉书二字留之。"

度，未设前导车驾、护卫甲盾、仪仗旗幡及乐 遂援笔大书"激漏"。清宫内廷秘籍《康熙起

舞之类，骑马缓行，惟张九脆华盖，遣一人前驱。 居注》至此云"天章辉耀，翰彩飞动，化工

在郊迎人群中，康熙见一士子，驻马俯身问道: 神妙，真有龙跳凤舞之势。雇从诸臣及巡抚、

尔何官?那人答道"臣济南举人，尚未出仕。" 布、按等官瞻仰展藻，罔不欢忡踊跃。皆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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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百王，亘古罕舰，山泉生色，光照万祀也。 "

虽然吹捧之极，但最后一句倒也有几分说准了。

笔者据乾隆《清朝通志》、乾隆《历城县志》 、

道光《济南府志》记载统计，道光年之前济南

城内的康熙墨迹碑刻有 74 方之多 ， 惟独此碑

刻历经劫难保存至今，尚立于的突泉上，可谓

鲁殿灵光。

康熙手书"激端"碑原物

极其妙，真从古帝王所未有。清满二字意义尤

美。抚臣何幸得此，臣等不胜欢跃健羡之至。 "

是日太子少师、衍圣公孔毓听，五经博士

孔毓彦、颜憋衡、曾贞豫、仲秉贞、孟贞仁，

济南府知府纪尧典等，城守营守备李尚敬等来

朝 。

初九日，康熙驻畔长清县大湾底(今长清

区万德镇驻地)，第二天至泰安川、|登泰山 。

在济南期间，康熙还写有诗作《巡幸东省

黎庶拥马瞻拜，命词警者弗禁，得以察其疾苦)) : 

东来瑞为重民生，不事汾阴泰峙名 。

井里俨存齐国俗，田畴还忆历山耕。

暂宽羽骑钩陈卫，一任村童野老迎。

敢道边言勤访察，止期治理得舆情。

康熙初五日进入山东境内，初五、初六两

日在德州、|召集众人于围中射猎，初八日即到济

南。此诗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和雍正《山

康熙还作《的突泉》诗一首 : 东通志》中编列《渡济水》之后、《的突泉》之前。

十亩风潭曲 ，亭间马主羽祷。 诗中云"东来"即进入山东境内不久"齐国"

鸣涛飘素练，迸水溅珠矶。 再向南乃古代鲁国之地"历山"指济南城南

汲柏旋烹鼎，侵阶暗湿衣 千佛山，因此可基本确定作于此次济南之行。

似从银汉落，喷作瀑泉飞 。 七律是康熙所擅长的诗体，此诗又是其七律中

康熙赏泉后由西门入城，登南门城楼后出 的上乘之作 。

城 。 是日驻畔长清县牡家庙(今市中区陡沟街 康熙第一次南巡，兴致极高，著有《南巡

道杜家庙村)，传谕大学士明珠等"的突泉为 笔记))，其中写道"阅济南城，观的突泉，题

历下名胜，尔等从官可各书二字留之泉亭，以 曰激捕。百姓遮拜马首。口户繁盛，比屋可封。

传来许。"众臣奉诏各拟书二字奏呈御览，明 昔称临淄之间，肩相摩、毅相击者，今尚有遗

珠书"、冻澜"吏部尚书伊桑阿书"溅雪礼 风焉。 "

部尚书介山书"泪瀑"高士奇书"珠渊"学

士麻尔图书"漱玉"学士常书书"飞泉"学

士孙在丰书"飞涛"副都御史孙果书"扬清"。

康熙览毕，诏"可"。此八匾后分悬于观澜亭

内东西两壁，乾隆初年废去。

一更后，侍E二格捧出御书"清满" 二字，

传谕"顷巡抚徐旭龄奏称，衙署内有珍珠泉，

请书二字留题 。 今书此赐之，特示尔等共观。"

明珠等奏曰"臣等瞻仰震翰，笔墨飞舞，备

二十八年正月十六日Cl689. 2. 5 ) ，康熙

第二次南巡再至济南。康熙寅时从齐河县晏城

村起行，卵时驻畔黄冈(今天桥区药山街道黄

岗社区。古时此地名以"冈"字为正体，读平声)

早膳，辰时到济南城外。康熙乘白马，张御盖，

乡绅士民数万人夹道跪迎，绵延十余里，欢声



雷动 。

原来此前两日即十四日，康熙驻畔平原县

七里铺西南，亲制上谕，诏示山东巡抚钱硅"第

思百姓足则国家充裕，若期比户丰盈，必以蹦

租减赋、除其杂派为先。 边年以来，各省地丁

钱粮己节次豁免，山东地丁正赋，意欲来岁描

除 。 兹因巡幸至此，特先谕该抚，速行晓示，

日传三百里，遐村僻壤咸使闻知，以副联省耕

问俗之意 。 "

及至康熙到济南之时，此消息早己传布省

城内外。 跪迎的百姓纷纷叩谢"皇上带念民隐，

再举时巡，白吏黄童得睹天颜，己属万幸。又

蒙皇恩浩荡，益自免山东二十九年地丁钱粮，预

行晓示，尤从古所未有"。

致仕回到家乡武定川、I (今惠民县)的大学

士李之芳，致仕回到济南的兵部右侍郎孙光祀

(平阴县人，清初移居历城) ， 居父丧在家乡新

城 (今桓台县)的少詹事王士祺，山东巡抚钱

毡，十三日与山东其他官员到德州四里屯迎驾，

雇从至行宫请安。各归寓后 ， 又传来圣旨伊

等系文职大臣，恐在后拥挤，随驾不及。四人

《康熙南巡图 》 第三卷济南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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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先行，于济南近城候驾 。 "

此时，先回济南的王士祺等人跪迎于十王

殿(((迎驾纪恩录》写作十王店，乾隆《历城县志》

记有十王店街。 该殿于 1904 年拆除，其址建

津浦铁道公司办公楼，即今经一路 2 号济南军

区第四招待所东楼。该招待所 1950 年代被称

作十王店招待所)道旁。 康熙驻马，李之芳奏

道"昨闻皇上有旨，益自免山东二十九年通省

钱粮，浩荡洪恩，振古所无，臣等及万姓均沾

实惠 。 "钱E奏道"皇上蹦免钱粮，上谕臣即

连夜通行晓示，通省臣民共戴圣恩。 "康熙云: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 "诸臣三叩头谢恩。

康熙驾幸的突泉。 雇从大臣、礼部右侍郎

张英骑马随行，由于人多路窄，奔突之时，几

次差点挤得掉进护城河里。 康熙在泉边向钱E玉

详细询问民情政情，已时由西门入城，至巡抚

署中，观珍珠泉。 泉池四围石砌，长四五丈，

宽五六丈，泉水澄澈，游鱼大者二尺 。 池边立

有康熙前次御笔所书 "清洒"碑。

康熙来到池北亭子里坐下，息从诸臣及巡

抚、布政使进前，请御笔留题，为名泉光宠。

康熙命诸臣先题，诸臣俱敬谢不敏，康熙再三

命之。 张英书"澄怀"赞善大夫励杜讷书"洗

心" 直隶巡抚于成龙(宇振甲)书"澡志"

山东布政使卫既齐书"观澜詹事府少詹事

高士奇、大理寺少卿张鹏副亦各书二字(具体

内容无记载) 。 张英擅长书法，他写字时，康

熙回头对皇长子J~L提说"看他用笔。 "翰林院

编修陈元龙亦擅长书法，为康熙所欣赏，曾命

他御前作书，深被奖许。 陈元龙是二十四年的

榜眼，刚刚步入仕途，此次面对高官老臣，执

意不肯书 。 康熙很是宽容，没有龙颜不悦，援

笔自书 "作霖" 二大字赐予钱旺，书写时诸臣

皆环列敬观。 康熙又即兴赋诗《观珍珠泉并序)) : 

济南多名泉，的交珍珠二泉为最。 昔经过

的交，曾赋篇什;今临珍珠泉上，爱其澄澈，

题曰"作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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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泌清浅 i革珠圆，细浪j萦汩 IJ、存牵 。

偶与诸臣闲倚槛，堪同垒藻入诗篇 。

离开珍珠泉， 康熙登上北城会波楼(今作

汇波楼，实误。 古时此处楼、门、桥，俱名"会

波"民国年间"会波楼"巨匾尚悬于楼檐之下。

门亦名北水门)阅城并远眺华山，赋诗 《登济

南城望华不注)) : 

百雄城临济水限，云山环拱接青菜。

史看瘦削孤峰色 ， 独立亭亭秀作堆。

午时康熙从南门 出城， 有旨 :巡抚、藩、

桌三臣随驾至泰安州，孔毓听 (衍圣公)、李

之芳、孙光祀、王士祺送驾于乾石桥(此据《迎

驾纪恩、录》。 明崇祯 《历乘》 、 康熙 《山东通志》

作旱石桥，雍正《山东通志、》、乾隆《历城县志》

和道光《济南府志》 作捍石桥，明崇祯 《历城

县志》 旱 、 捍两种写法并存 ， 今作杆石桥。 旱

为正字，乾、杆乃ì1t读〉 。

未时 ， 康熙驾至城西乾石桥， 停下马来，

问李之芳"年几何? " 

李之芳奏"臣年六十八。 "

又问"精神尚好么? " 

奏 "臣病稍愈 ， 精力觉衰 。 "

康熙问孙光祀年几何? " 

奏"臣年七十六岁 。 "

康熙问王士祺"何未入京? " 

奏"臣以丁父服在籍。 服阙，因患怔忡，

巡抚咨部在籍调理。"

又问"今可好些么? " 

奏 "臣调理己渐好。 "

又问"几时上京? " 

奏"臣再调理好些即上京。 "

又问 。 奏"今岁一定到京。 "

康熙说"都起来吧。 "

是日驻畔长清县张夏店。 署理长清县事、

齐?可县亟王元臣，千总孙孟松等来朝。第二天，

至泰安州 。

康熙此次济南之行，还写有一诗 《南巡再

过济南 )) : 

六御重经历下域，频将疾苦问苍生。

肩摩毅击风犹在，土j夭农恬世久平。

户户吞灯佳节过 (时上元次日)，村村社

鼓乐部盈。

韶年渐布阳和i季，淑气晴尤仗外横 。

四十二年正月 二十四日 0703 . 3. 11 ) ，康

熙第四次南巡又一次到济南。 早上康熙从齐河

县邱家岸出发，乘荤由万寿亭(此据《的突泉

志 》。 万寿亭始建于四十四年 ， 位于城内 ， 后

亦称皇亭 、 龙亭。 此处所指似应为明崇祯《历

乘》、 《历城县志》 和四十一年 《山东通志》 俱

有记载的迎恩亭 ， 其位于城西五里，连接齐河

的大路旁)入西门，沿途百姓捧香案、献果饼

跪迎道旁，咸谓幸逢盛世，得到天颜。 欢呼之声 ，

如雷动天 。

故臣孙光祀的三儿子孙叔询率兄弟子侄在

自家门前叩迎。 孙宅位于西门里街(今泉城路

西段)北侧 、布政司街 (今省府前街)南口以东。

明清人喜欢用古时官职指代本朝类似的官职，

兵部尚书别称大司马 ， 兵部侍郎即别称少司马 ，

孙宅因而被称作司马府。 民国时司马府渐成大

杂院 ， 司马府亦成为济南城区地名 ， 1950 年代

尚有司马府巷。

康熙看见孙叔询说"胡子，你先来了么? " 

原来在前一天，孙叔询己到禹城黄家坊叩迎圣

驾 。 康熙驻马垂问 ， 与之交谈 ， 着他随驾 。 及

至济南，孙叔询先入城候驾 。 孙叔询时年四十

岁，从康熙对他的称呼看，孙叔询是个美髦公 。

康熙又问"这房子是你家里么? " 

回奏"是臣父亲旧宅。 "

康熙说"我知道了 。 "

驾行至孙宅门口，康熙命驻辈， 说"我

看你模样很像你父亲，很像。 你是个什么官? " 



回奏"臣是候补国子监典簿。 "

驾行至都司衙门前，康熙遣近御侍卫苏达 、

海青二人传旨 ， 诏孙叔询至辈侧问话。 康熙问 :

"你父亲在日有多大年纪呢? " 

回奏"臣父亲在 ， 八十九岁 。 "

康熙说"你说错了 ， 不是了。不在了六年，

若在时，今年是九十岁了 。 "在禹城时 ， 康熙

曾差海青问孙叔询，其父多大年纪。 孙叔询奏

父亲八十五岁 ， 三十七年正月初八日去世。 不

知是海青传报错了 ， 还是康熙记错了。

康熙问 "你哥哥在哪里? " 

回奏"臣的哥哥现任刑部湖广司主事。 "

康熙问 叫什名字? " 

回奏"孙叔诵 。 "

康熙说"我知道， 见他来 。 "又问"同

域有几家乡宦? " 

回奏"有两家 ， 朱弘作家与臣家。朱弘

样有三个儿子 ， 一个郎中，两个主事。 " 朱弘

样祖籍高唐，清初移居历城， 官至闽浙总督，

三十九年去世。

康熙问高珩不在了 ， 他没有子孙么? " 

高珩，淄川 I (清代为济南府属县) 人， 官至刑

部左侍郎 ， 十九年致仕返家， 三十六年去世。

回奏久不通音信 ， 臣不知道 。 "

康熙问"朱弘样的房子在哪里呢? " 

回奏"在南城下 。 "

康熙问"你父亲不在了 ， 还过得好么? " 

回奏 " 臣守祖业， 遵父训，不敢轻费。 "

康熙说"你父亲是清官。 你不过有几亩田，

守你祖宗遗业，不许花了 。 " 又问 "你会做文

章么? " 

回奏臣父亲蒙皇上天恩放回，年老，

一应家务俱是臣管理。臣小时做过文章 ， 后因

家事之累 ， 不能做文章 。 "

康熙说"见了你，和见了你父亲一样。"

孙叔询随驾至抚署大门 ， 康熙对各侍卫说:

"你们记着他的名字 。 " 以左手抚孙叔询右臂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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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里等着 。 "随后侍卫送出皇上颁赐的食物。

待下午康熙离开抚署时 ， 孙叔询仍在大门外等

候跪送，又随驾至杆石桥以西的灵官庙(位于

今市中区南上山街北段 ， 清代有灵官庙街) • 

奉旨免送方回。

康熙至巡抚署中观珍珠泉。午宴后 ， 御书

《三渡齐河》即事诗一章 ， 令悬之署门 ， 晓示

臣民 :

淑气宽革圭绕， 尤风拂济) 1/ 。

曾 经二次波， 术若十年前。

疾苦劳宵吁， 深思赖保全。

颇知民食重，安抚贵臣贤 。

又书《督抚箴》 一篇及御诗 ， 赐山东巡抚

王国昌。《督抚箴》云 :

芒芒方域，分理需人。 岳牧之选 ， 实惟重

臣 。 寄以封疆，千里而远。 地则星罗 ，令犹风

f医 。 控摄义式，统驭官司 。 绳违纠慢 ， 宣德布

恶 。 廉善是挫，贪黯毋者 。 'J、音是矜， 吞舟毋

漏 。 1皮昏而墨， 日削月股。 或市拘纵 ， 以 迭、拚

虔 i季，不下蝉民隐，罔恤政，乃不和 ， 为时孟贼。

曾是源浊而流则清，曾是在正而景则倾 。 罗、汝

之由 ， 是曰旷坠丰乡我元元 ， 保厘矣赖天命。 天

讨我不敢私勘哉 ， 有位敬听葳辞 。

康熙此次南巡还先后赐直隶巡抚李光地、

河南巡抚徐潮、江苏巡抚宋牵御书 《督抚箴》。

赐宋牵一幅今尚完整存世 。

康熙出南门观的突泉 ， 坐柏树下。后驻畔

长清县黄山店(今市中区陡沟街道黄山店村 ) 。

书 "源清流洁" 四大字，令悬的突泉; 书"润物"

二大字，令悬珍珠泉 : 因学道徐烟之请，书"学

宗诛洒"四大字 ， 令悬的突泉东侧之历山书院。

还赋诗一首《的突泉留题源清流洁四字)) : 

交兀，泉卢涌净波 ， 东流远近浴4史和 。

源 清分;}在白云沽 ， 不虑 ;手沙污水涡。

康熙此次南巡， 皇太子凰扔、四阿哥脂L祺、

十三阿哥凰祥侍驾随从。 皇太子为的突泉题写

匾额"涤虑清襟"悬于观澜亭 ， 乾隆初年废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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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阿哥即后来继位的世宗雍正帝，此行遵父皇

之命写有两首诗 ， 其一 《的突泉应制 ( 限七阳

韵) )) : 

历下重 '1各羽祷扬，名泉i呆漾丽池尤 。

拂开玉镜泊天彰，看;高银涛喷雪奋。

睿藻昔曾 悬 日月 ，息辉今又照 i仓浪。

温热轧液通灵脉，派引阳和浩劫长。

其二 《珍珠泉应制 ( 限八庚韵) )) : 

珍珠旧有名，官署- ijJ. i青 (泉在巡抚署内) 。

似沸尤靡定，无风浪自平。

流长知物润，源、 j吉觉 ，~ 'Ì青 。

两度邀哀赏，澄涨荷宠荣。

是日，历城县知县管承宠，长清县知县崔

锡荣，济南府参将刘洪、游击自大成等前来朝

颤。

二十五日，驻畔长清县界首铺(今长清区

万德镇界首村) 。

二十六日早，康熙传谕大学士马齐"昨

夜大风，南村失火， 联遣大臣、侍卫扑灭之。

小民遭此，深为可悯 ， 着交巡抚、布政司，察

明被火房数， 联将加费焉 。 作何行赏之法，着

一并议奏。 "马齐遵旨，令巡抚王国昌等察明 ，

并议每被火一间 ， 赏银三两 。 上奏康熙后，得

旨"若专委地方官行赏，小民未必尽沾实惠 ，

着交亲近侍卫海青等，监视给散。 "

又传谕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等"昨夜

风沙甚巨，雇从人等皆未暇饮食，联亦尚未进

膳。 昨夜不在村庄驻畔，深为得计。 嗣后凡驻

畔处小心火烛，今日驻畔之地不远 ， 可以从容

启行，以便众人整理行装。 "

随后起驾登泰山 。 被火村庄百姓感康熙灭

火、赐金之恩 ， 皆跪迎道旁叩首。 康熙谕王国昌 :

"伊等庐舍延烧， 岂能遂得饮食?尔可作速散

给口粮。 "

四

关于康熙三至济南史实，近 30 年来地方

多有文章讲述，但是缺少一篇尽可能详实的 。

所见俱为简略文字，无从得知康熙幸济之详情，

其中没有差错的又极少 。 究其原因， 一是康熙

幸济史实散见于各种古籍，难以一一览及; 二

是地方史志和清代个人著述多有错误，或写错

印错，或相互抵悟，或所记史实与宫廷文献( 清

代未曾刊布)不一致 ， 而引述者单一阅抄某书 ，

未能占有更多的资料，做到比较鉴别、择善而

从， 三是不去查阅原书，转抄今人文章，以说

传说。

为了写这篇小文，笔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

间 ， 先后查阅了 《康熙起居注册》、 《清实录》、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 》 、 《世宗宪皇帝御制文

集》、 《幸鲁盛典队《迎驾纪恩录》、 《南巡雇从

纪略》、康熙 《 山东通志》、康熙 《济南府志》、

康熙 《历城县志》、雍正 《山东通志》、乾隆 《清

朝通志》、乾隆 《历城县志》 、 《的突泉志》、道

光 《济南府志》等，以及四十二年孙书询写的

《恩隆顾问 》于卷 。 此于卷由北京王承华及丈夫 ，

2000 年春在北京潘家园 ， 从山东口音的两位农

民模样的人手中购得， 2009 年元月于首都博物

馆展出， 2010 年 2 月 21 日央视 《寻宝》春节

特别节目 曾做详细介绍 。 本文所述史实及其细

节 ， 全部且直接来自清代文献 ， 若文献互有矛

盾，则采用权威出处或者相对可靠的记述。 对

其中的康熙和雍正诗文，根据多种文献综合分

析后，逐一确定写作时间 。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着力记述史实，以供

读者引用和研究，故未对康熙、雍正诗文及题

匾作注解与阐释 。 只要有材料，这类文章迟早

会有人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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