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清代的尊孔和

崇奉喇嘛教

商鸿这

有清一代对孔子和达赖班 禅 两 大 喇

嘛
,

给予了极为崇高的地位
。

特别是康熙

帝玄烨
,

他亲花曲阜
,

拜 祭 孔 庙
, 以 达

赖
、

班禅及哲 卜尊丹巴为藏蒙人民无上的

宗教主
。

总玄烨和其前后凡五帝
,

均一贯

奉行不怠
,

从而收到广大
一

汉 族 和藏
、

蒙

族
,

当然主要是汉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和

藏
、

蒙族上层分子
,

使他们倾向清朝
,

无

生贰心
。

若说这是带有政策性的措施
,

也

无不可
。

而清统治者于此却能运用 自如
,

.

取信于众
,

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成功
。

本文

试就其活动经过和内容
,

略举所见
,

并加

赘论于下
。

一
、

尊孔

当明万历朝努尔哈赤以女真族建州卫

中一个衰落家族子弟
,

凭其父祖
“

遗甲十

三副
”

起兵
,

经过三十多年的斗争
,

统一

女真
,

脱明建国
。

应当承认
,

他是中国女

真族中的一个伟大人物
。

但是
,

他只具有

弓马本领及粗略的战略战术
。

传说他好看

小说 《三国演义》 ,

汉文水平也不过如此

而已
。

努尔哈赤并不明了如何为治国平天

下之道
。

观其以八和硕贝勒共持国政的训

言
,

说明他的政治知识只是中国历史上边

区部落约束子弟的方法
。

至于 其 创 制 满

文
,

冶炼铁器
,

也只是为了需要
,

实不足

以言文治
。

有一段颇富意趣的有关当时情

状的记录
,

抄举于此
:

辽阳生员杨某
,

顺治十七年总督松江
,

与无锡进士刘果远会饮
,

演梨园
。

酒酣
,

杨

拍案呼日
: “

止
,

板误矣 I
”

刘问日
: “

老

总台精审音律乎?
”

扬日
。 “

余命亦借是获

存
。

初辽东之破也
,

恐民贫思乱
,

先拘贫民

杀尽
。

又二年
,

恐富民聚众 致 乱
,

复 尽 杀

之
。

惟四等人不杀
:

一等
,

皮工能为快鞋
,

不杀 , 二等
,

木工能做器用
,

不杀 ; 三等
,

针工 能缝裘帽
,

不杀 , 四等
,

优 人 能 歌 汉

曲
,

不杀
。

惟欲杀秀士
。

时余为诸生
,

… …

面颇 肥 白
。

被 获
,

问 日 : “

汝 得 非 秀 士

乎 ? ”
对 日

: “

非也
,

优人耳
。 ”

日 : “
优

人必善歌
,

汝试歌之
。 ”

余遂唱 四 平 腔 一

曲
,

始得释
。 ”

①

所谓辽东之破在天命六年 (明泰昌元年
,

公元 1 6 2 0年 )
,

沈阳
、

辽阳相继为后金攻

占
,

明经略袁应泰焚死于辽阳城楼
,

明军

大溃
。

听言后金兵在努尔哈赤率领下的这

种肆行杀戮
,

应是可信据的资料
。

至于清

实录记述种种恩德
,

当为后代饰美之词
。

披览清初记载
,

提出尊孔及必须有知

识分子参加
,

方能具备国家规模
,

讲求治

平之道
,

乃是 由皇太极开始的
。

我们看
,

尚在天聪初年即命达海翻译汉文书籍
。

天

聪六年 (公元 1 6 3 2年 ) 为了加强文字使用

效率
,

将满文增添圈点
,

这正说明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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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和进步
。

但这时皇太极还未能深知

诵习儒家经典的必要
, “

上 <皇太极 ) 幸

文馆
,

观 巴克什达海所译武经
” ② ,

很显

然
,

他所注重的是军事知识
。

后来天聪
、

崇德数年间
,

多次举行考试
,

从满
、

蒙
、

汉人中具有文化的录取生员举人
。 ⑧ 当时

为 了从习武经到读儒经史籍曾是经过一番

争辩的
。

天聪六年汉官王文奎上 《条陈时

宜》 云
:

昔鲁哀公问政
,

而孔子对 日
: “

文武具

在方册
。 ,

孟子又 云
: “

圣如尧舜
,

不以仁

政不能平治天下
。 ”

… … 且汗 (谓皇太极 )

喜 阅 《三 国 志 传 》 (按应 是 《三 国演

义 》 )
。

臣谓此一隅之见
,

偏而不全
。

其帝

王治平 之道
,

微妙者载在 《 四书》 , 显明者

详诸史籍
。

宜于八固山读书之笔帖式选一二

伶俐通文者
,

·

更于秀才内选一二 老 成 明 察

者
,

讲解翻 译
,

日 进 《四 书》 两段
,

《通

鉴》 一章
。 · “ … 汗无 日 : “

此难能也
” 。

更

勿日
: “

乃公从马上得之
,

乌 用迁儒之常谈

也
, 。

④

从这段话颇可反映出皇太极在当时的

政治思想认识水平
。

翌年又以 窜 完 我 奏

说
: “

如要正心修身
,

齐家治国
,

则有孝

经
、

学庸
、

论孟等书
。

·

一督令东拜
、

常

耐等译写
,

不时呈进
。 ” ⑥ 皇太极和努尔

哈赤的政治理想和作风迥不相同
。

努尔哈

赤定都沈阳
,

他道
: “

沈阳形胜之地
,

西

征明
,

从都儿鼻渡辽河
,

路直且近
,
北征

蒙古
,

二三日可至
,
南征朝鲜

,

可由清河

路以进
” 。 ⑥ 努尔哈赤就是要征服邻近

,

扩展势力
,

也即
“

马上得之
” 。

皇太极即

位后则是一面继续用武
,

一面营建都城
,

举凡太庙
、

宫阔
、

衙署
、

学宫
,

无不俱备

之外
,

最值得注意的是
,

建立 了孔子庙
。

崇德元年八月丁丑 (上丁 ) 祭孔
。

他曾慨

叹地说道
: “

我兵之弃永平四城
,

皆贝勒

等不学无术所致
。

顷大凌河之役
,

城中人

相食
,

明人犹死守
。

及援 尽 城 降
,

而 锦

州
、

松
、

杏犹不下
,

岂非其人读书明理
,

尽忠其主乎?
” ⑦

顺治元年 (公元 1 6 4 4年 ) 清朝迁都北

京
,

以摄政王多尔衰为首的清统治者
,

继

续皇太极的志愿
,

意图统治全中国
,

这从

多尔衰所给史可法书中不许
`
天有二 日

”

之言
,

即清楚地表明了态度
。

他命多铎率

军追击李自成
,

而却暗令到河南后即转师

攻取扬州
,

进而捣垮南京明朝所树立的政

权
。

所以四月三十 日李自成退 出北京
,

五

月初二 日多尔衰进入北京
,

即宣布
“

本朝

定鼎燕京
” 。

随着便以君临华夏的姿态
,

命明朝官员
, “

令兵部传檄直省郡县
,

归

顺者官吏进秩
,

军 民免迁徙
。

文武大吏籍

户口钱粮兵马
,

亲资 (j i) 至京
。

观望者讨

之
。 ” ⑧ 由于清入关对待内地广大各族人

民作出圈地
、

屠城
、

强逼菇发
、

俘买人口

等一系列虐政暴行
,

激起来长达二十年之

久的普遍南北的武装反抗 战 斗
。

必 须说

明
,

并非是南明小朝廷有什么号召力量
,

而是因为广大各族人民
,

包括大顺
、

大西

两支农民军抱有坚决抗清的斗志
。

它的性

质乃是由民族压迫而使明末阶级矛盾转升

为民族矛盾的一场斗争
。

可是
,

新兴的清朝却俨然以代明而治

的资格自居了
,

当年 ( 1 6 4 4年 ) 八月丁巳

在北京派官祭孔
。

十月顺治帝福临由沈阳

入关至京
,

又正式举行
“

亲诣南郊告祭天

地
,

即皇帝位
”

的大典礼
,

封孔子六十五

代孙溉植
,

按照明代待遇
,

袭封衍圣公
。

恢复孔子
“
至圣先师

”

位号
,

修饰京师文

庙
。

并沿明制
,

举经她时必在弘德殿祭告

孔子
。

总之
,

作为一个改朝换代的封建传

统皇帝
,

如何对待孔子都一一敬谨遵行
。

等到康熙帝玄烨平定三 落
,

收 服 台

湾
,

中国内部完成统一
,

便开始第一次南

巡
。

其任务虽然是要去视察和治理黄河工

程
,

但还有两项任务
,

应当说
,

也都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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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性质的政治任务
,

一是到南京祭明

太祖陵
,

一是到曲阜祭孔子庙
。

祭明陵是

为表示尊重并接受前朝正统
,

于此且不详

谈
。

玄烨在回奕 中专程前往曲阜
,

瞻拜孔

子
。

并将这次亲到孔子家乡祭奠情况编成

《幸鲁盛典》 ,

这是清代尊孔崇儒的第一

部皇家专书
。

玄烨在序文中说
: “

联惟自

古帝王
,

声教翔洽
,

风俗茂美
,

莫不由于

崇儒重道
。 ”

其礼节之隆重
,

超越历代
。

玄烨在孔庙奎文阁前下举 车
,

步 入 大 成

门
。

在大成殿中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礼
。

并宣谕日
: “

至圣之德
,

与天地 日月 同其

高明广大 ! … … 特书
`

万世师表
,

四字悬额

殿中
。 ”

还把
“

所有曲柄黄益留供庙庭
、

四时飨祀陈之
。 ”

他道
: “

联 今 亲 诣 行

礼
,

务尊崇至圣
,

异于前代
。 ” ⑧ 诚然如

此
。

他曾往观孔子
“

燕 居 之 所
” ; 玄 烨

“

于堂 (诗礼堂 ) 后观孔宅遗井
,

命汲水

尝之
。 ” L 如此作法

,

可谓极尽亲挚倾慕

之能事了! 以后
,

其子孙皆能效法遵行
,

并加提高尊崇
,

终一代而不衰
。

雍正帝撒

镇追封孔子先世五代王爵
; 乾隆帝弘历将

大成殿改铺黄色琉璃瓦
,

意使 与 帝 王 同

尊
。

玄烨可算得上是历代皇帝 尊 孔 的典

型
。

他于大力提倡诵读儒家经典之外
,

还

以自己的理解和名义命臣属编纂易
、

书
、

诗及春秋等儒家经典
。

撤镇和弘历也相继

有作
。

更要提到的是
,

玄烨于康熙三十六

年平定朔漠和弘历于乾隆二十 年 平 定 准

部
,

都祭告孔子
,

这简直和郊庙
、

社稠
、

陵寝 同等看待 了
。

二
、

崇奉喇嘛教

我国西藏的喇嘛教
,

当明代中期经宗

喀巴由红教改立黄教
,

衣冠皆着黄色
。

其

教旨传演大乘
,

屏弃幻术
。

所传两大弟子

为达赖和班禅
。

世世转生
,

称日
“

呼毕勒

罕
” 。

此法也行之于其 它
“

胡 图克 图
”

(大喇嘛 )
。

达赖三世时明武宗朱厚照曾

派人往迎请他来京
,

中途 被 阻
,

未能 实

现
。

后俺答汗往迎
,

表示虔诚
,

并献上许

多珍宝
,

黄教乃盛行于蒙古诸部
。

东北女

真勃兴
,

黄教欲推广传播
,

此时值皇太极

在位
,

其族本有萨满教及供祭堂 子 的信

仰
,

并且开始接受中原儒家思想文化
,

对

喇嘛存有排斥之见
。

崇德元年的谕旨说
:

喇嘛等以供佛持戒为名
,

潜肆奸贪
,

直

妄人耳
。

蒙古诸人深信其忏悔超生等语
,

致

有悬转轮
,

结布格之事
。

嗣后俱行禁止
。

@

后以蒙古人来附者 日众
,

皇太极必须考虑

笼络蒙古的方针政策
,

其对蒙古喇嘛送来

的元朝时期铸造的
“
玛哈噶拉佛

”

金像
,

即供奉于盛京 (沈阳 ) 实胜寺
。

从此和喇

嘛教的关系便加亲近
。

崇德 四 年 (公 元

1 6 3 9年 ) 皇太极想要遣使去敦请达赖
,

因

喀尔喀 (外蒙古 )
“

有违言
,

不果
。 ”

嗣

后
“

达赖
、

班禅及藏 巴汗
、

顾实汗遣伊喇

固散胡图克图等贡古物
,

献丹书
,

先称太

宗为
`

曼殊师利大皇 帝
, 。

曼殊 者
,

华 言
`

妙吉祥
,

也
。

使至盛京
,

太宗躬率王大臣

逐于怀远 门
。

… … 留八阅月乃还
。 ” L 这

是西藏和清朝直接通好的开端
。

至顺治九

年达赖到北京
,

福 l右接见于南苑行宫
,

大

宴于太和殿
,

并特修建黄寺以居之
。

这座

寺庙对喇嘛教起了很大作用
,

正如弘历所

言
: “

嗣是达赖喇嘛
、

班禅额尔德尼间岁

奉贡遣使
,

咸馆寺中
。

而蒙古喀尔喀各部

之以番觑至者
,

靡不识所 向方
,

和 南 饭

依
。 ”

9

顺治十年达赖归回西藏
,

清朝封他为
“
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

但喇达赖喇嘛
” 。

达赖得到这个尊号
,

回

藏之后
,

大兴黄教
,

重建塔饰布达拉宫及

各处许多寺院
。

O 应当说
,

这是喇嘛教在

西藏和蒙古以及京师等地扩大传播的大好

时机
。

乃竟不幸
,

在此以后的不长时期 内

一 1 0 9 一



发生了一个极其不顺的变化
。

即顾实汗逝

世
,

维护西藏局势的有力人物没有了
;
兼

之达赖年纪渐老
,

凡事听 信 第 巴 (政 务

官 ) 桑结
,

任其擅权行动
。

桑结是不愿帮

助清朝统一中国的
,

当三藩叛乱时
,

他帮

助吴三桂
,

以达赖名义出面调解
,

奏言
:

“

三桂若穷夔乞降
,

可有其一死
;
倘竟鸥

张
,

不若裂土罢兵
” 。

受到玄烨的严斥
。

O

窥其意图是在
“

裂土
” ,

即使中国分裂
,

形成割据
,

西藏也要这样
。

后来三桂之孙

吴世播以割给西藏以中甸
、

维西二地乞求

援助
,

足证他们之间的互相往来和依靠关

系了
。

康熙二十一年三藩事件结束
,

达赖

也死去了
。

于是藏中发生混乱
。

先是桑结玩弄了一个把戏
,

假称达赖

五世未死
,

因为
“

入定
” ,

居 于 高 阁 之

上
,

不接见人
。

经过玄烨的多方探查
,

获

悉内幕真
J

嗜
,

责问桑结
。

桑结不敢再行隐

瞒
,

乃请求为他保密
,

玄烨答应了
。

但是

总需要解决继承达赖的第六世的
“

呼必勒

罕
”

问题
。

桑结曾以 己意立了一个六世
,

名叫
“

罗布藏仁青策养嘉穆错
” ,

驻镇西

藏的拉藏汗 (顾实汗之孙
,

等于藏王 ) 不

同意
,

因此两人成为仇对
。

桑结阴谋毒死

拉藏汗
,

结果反遭其杀害
。

于是拉藏汗奏

请玄烨将桑结所立达赖废去
。

玄烨为了安

定西藏
,

加给拉藏汗以封号
,

并命将桑结

所立达赖送来北京
。

这个达赖在半道上病

死
。

由拉藏汗另立的六世
,

名叫
“

阿旺伊

什嘉穆错
” 。

而青海等台吉认为这个达赖

是假的
,

不予承认
。

他们又立 了 一 个 达

赖
,

名叫
“

罗布藏噶尔桑嘉穆错
” 。

玄烨

感到一时难于处理
,

便将这个达赖安置在

青海塔尔寺
。

这当然是个暂时 的 权 宜 办

法
。

康熙五十五年 (公元 1 7 1 6年 ) 准噶尔

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 (噶尔丹之侄 ) 突然

率兵入犯西藏
,

包围布达拉宫
,

执杀拉藏

汗
,

将其所立达赖拘禁起来
。

于是玄烨发

兵入藏平乱
。

清军分两路 进 兵
,

一 由 青

海
,

一由四川
。

青海的兵兼担任护送青海

所立达赖
,

并联合蒙古诸部出兵帮助
; 四

川的兵得到亲清的喇嘛和藏族人民帮助
,

乘皮船渡河
,

顺利抵达拉萨
。

两路均无大

战
。

准噶尔兵知不能敌
,

退回伊犁
。

康熙

五十八年 (公元 17 1 9年 ) 这个最后的达赖

六世 (也即七世 ) 在拉萨安床
,

那个被拘

禁的达赖六世送来北京
。

在这个曲折复杂

的过程中
,

玄烨的对策是哪个达赖能够得

到藏蒙上层分子和人民的拥戴
,

那个就是

真的
,

总期依靠喇嘛教的力量安定广大西

北边区
。

今须加述者
,

为玄烨对喇嘛教的另一

安排
,

即他对蒙古的大喇嘛哲 卜尊丹巴胡

图克图的地位的提高尊崇
。

这个大喇嘛名

叫格根
,

是喀尔喀土谢图汗之弟
,

出身贵

族
,

自幼赴藏接受达赖班禅的法戒
,

以他

为哲 卜尊丹 巴胡图克图 (宗喀巴的第三弟

子 ) 的呼毕勒罕
。

他回到蒙古大施法教
,

蒙古人 民奉之为活佛
,

实际上就是蒙古喇

嘛教的教主
。

当康熙中期
,

喀尔喀内部发

生矛盾争执
,

玄烨于康熙二十五年邀请达

赖派代表和他所派大臣等共同进行调解
。

可是
,

玄烨却要哲 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参与

会议
,

借此提高其地位
。

格根 在 回 奏 中

说
: “

今蒙圣慈念喀尔喀七旗不睦
,

遣使

于达赖喇嘛
。

而达赖喇嘛亦遣噶尔宜西勒

图为使赴盟
。

谕臣亦至盟坛共议其事
。

臣

当遵旨同赴盟所
。 ” L 这次会议本已取得

解决
,

喀尔喀汗及济农
、

台吉等
“

俱至噶

尔直西勒图
、

泽 (哲 ) 卜尊丹 巴胡土克图

前设立重誓
,

自今以后当永远和协
。 ” @

而厄鲁特蒙古 (西蒙古 ) 最强首领噶尔丹

抱有统一蒙古的野心
,

更加桑结与之勾结

帮助
,

互通消息
,

因而他也派人到会观察

动静
。

噶尔丹派的人 便指责喀尔喀对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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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代表不够礼敬
,

即谓不应使哲 卜尊丹巴

与之同等坐席
。

以此激怒 了土谢图汗
,

将

其执杀
。

于是双方战争爆发
,

喀 尔 喀 战

败
,

全部尽遭噶尔丹兵践踏
。

喀尔喀之众

商议何去何从之计
,

格根是一个最有权威

者
,

他主张奔往内地
。

一

于是率领人民抵达

内蒙古
,

玄烨急命安置在科尔 沁 水 草 地

带
,

并发给粮食
、

衣服
、

牲畜
、

银两
,

直

到战争告一结束
,

方重返故乡
。

玄烨对格根的亲呢优待实超过达赖
、

班禅
。

喀尔喀诸王归回外蒙古后
,

格根 即

跟随玄烨往来于北京
、

热 河 间
,

不 离 左

右
。

在北京族檀寺中玄烨和他对席参禅
。

其后他虽偶归蒙古
,

而大多时 间则 留 北

京
。

他于雍正元年 (公元 1 7 2 3年 ) 逝世于

北京
。

清朝政府给他的评语是
:

召
泽 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原系法教内之第

一人
,

数世行善
,

垂九十年
。

当噶尔丹叛乱

时
,

身率七旗之喀尔喀等来归
,

最为有功 1

… … 圣祖仁皇帝 (玄烨 ) 面谕之日
: `

癸卯

年
,

联寿七十
,

尔寿九十
,

大庆之年
,

尔必

前来
,

断勿食言
。 ’

胡图克图领旨而 回
。

今

虽年迈衰病
,

遵谕来京褐见 梓 宫
,

志 愿 已

遂
,

泊然示寂
。 ”

L

溉祺对之备极哀 荣
,

除
“

照 达 赖 喇

嘛
、

班禅额尔德尼之例
,

给赐名号印册
” ,

撒镇还巧合地讲 出
: “

皇考圣祖升遐系甲

午日 , 今胡图克图圆寂亦系甲午 日
,

佛果

圣因
,

证明不昧
。 ”

L他亲至灵前
“

悬帕

供茶
” 。

格根对祖国的巩固统一作出重大

贡献
,

清朝政府称之为功 臣
,

是当之无愧

的卫

三
、

赘论

玄烨自幼是一个肯于勤学的人
,

在中

国帝王当中很是突出的
。

他于所写 《乾清

宫读书记》 中自道
: “

联 自冲龄
,

性耽学

向
,

周自暇逸
。

未明求衣
,

待旦视事
,

讲

臣执经
,

群工入奏
` , 币 ·

…. 有闲则书册翰墨

之外
,

无他嗜好
。 ”

L又道 : “

宫 中图籍

盈几案
。

联性好读书
,

丹黄评阅辄经寸… …

或赋诗
,

或作古文
,一 或临池洒翰

,

以写其

自得之趣
。

止此数事
,

已不觉其 日 之 夕

矣
。 ”

@

综观玄烨一生称得上 是 个
“

敏 而 好

学
”

的人
。

然而他却不是一个
“

焚膏油以

继暑
,

恒兀兀以穷年
”

的儒生
,

正是如他

所常讲的要学
“

帝王之学
” 。

他的
“

崇儒

重道
”

虽然遵顺父祖所行
,

而更是和他接

近一些好讲道学之人有关
,

举例说
,

如熊

赐履
,

就是他早期受到影响的一个
。

赐履

每言
“

自开辟以来未有及孔子
;
自秦汉以

来未有及朱子
。

朱子乃三代以后绝无仅有

之人
。 ”

L这话玄烨很能听得进去
,

认为

把孔丘
、

朱熹抬高
,

是笼络汉族知识分子

的一个妙着
。

但是他并不是想作
“

登堂入

室
”

的颜
、

曾
、

思
、

孟那般人物
;
作为皇

帝来说
,

他决不是梁武帝肖衍
,

而是要用

儒术道学收拢汉族知识分子
,

并以此统治

广阔的中原地区的雄才大略的君主
。

玄烨

六次南巡
,
口称是省方问 俗

,

实 际 上 乃

是
,

一治理黄河
,

解决遭运
;
二联络知识

分子
,

使之倾向清朝 (治理黄河 我 另 有

专文
,

不再于此多述 )
。

玄烨于康熙十八

年举开
“

博学鸿词科
” ,

延来大批学者文

士到北京参加考试
,

接受官职
,

命他们纂

修明史
,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笼络手段和安

置方法
。

此外
,

对不甘心入般 的高蹈 之

士
,

也给予宽容优礼
,

如傅山
、

李囤笃等

即是
。

其后对具有影响的著名 大 儒 孙 奇

逢
、

顾炎武
、

李顺
、

黄宗羲以 及 梅 文 鼎

等
,

即赞扬其本人
,

且任用其门生子弟
,

凡此种种
,

皆为清史上盛传之美谈
,

毋庸

赘述
。

再观玄烨在南巡中屡屡接见当地在

家的官员及知识分子
,

并且多具趣闻
。

兹

略举数事于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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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烨第一次南巡 (康熙二十三年 )
,

至苏州
,

曾参加过博学鸿词科
,

授给翰林

院编修的汪碗
,

闲居在家
,

亲来迎驾
。

玄

烨
“

赐汪碗书字
,

凡行楷三十有五行
,

一

百三十有一字
,

乃临故尚书董其昌所录诗

余三闽也
。

… … 末又有
`

癸亥 (康熙二十

二年 ) 春临董其昌书
’

九楷字
。 ”

L可证

玄烨的
“

临池洒翰
”

不是 自夸的
。

第三次南巡 (康熙三十八年 )
,

至苏

州
。

这天正好是玄烨的诞辰
,

本地知识分

子举人吴廷祯
、

顾嗣立等 迎 驾
,

嗣 立 进
“

万寿圣德诗一千字
” 。

廷祯的
“

举人
”

资格是冒籍在北京顺天府 考 中 的
,

被 默

了
,

玄烨特给予恢复
。

在第五次南巡中 (康

熙四十四年 )
,

玄烨又至苏州
, “

集举
、

贡
、

监
、

诸生与山林川泽之士于学宫
,

亲

定诗题而试之
” 。

来了个扩大 规 模 的考

试
。

这回仍有顾嗣立等人
, “

每人给路费

银六十两
,

俱集 阂下内廷供职
。 ”

@ 这批

人都参加了 《佩文韵府》
、

《广群芳谱》
、

《历代诗余》
、

《钦定方舆路程考》 等书

的编纂工作
。

更有趣的是
,

玄烨要考冒籍

被黝的吴廷祯
,

命其登上御舟
,

作一首七

言绝句
,

限用
“

江
”

韵
。

他写的是
: “

绿

波澈淞照船窗
,

天子归来自越邦
。

忽听钟

声传刻漏
,

计程今 已到昊江
。 ”

当他写出

前二句时
,

接不下去了
,

正在焦急间
,

忽

听御舟上的钟声作响
,

即景生情
,

而诗遂

成
。

一时笑称此钟为救命钟
。

弘历事事效法祖父玄烨
,

也举开
“

博学

鸿词科
” ,

也作过六次南巡
。

他照样来收

拢知识分子
,

并且更加扩大优待
。

乾隆二

十二年
,

对
“

浙省进献诗赋考取一等之童

凤三
、

陈文组
、

顾秀
、

钱受谷
,

著照乾隆

十六年之例俱 特 赐 举 人
,

授 为 内 阁 中

书
。 ”

L按乾隆十六年为弘历 第 一 次 南

巡
,

曾召浙江诸生谢墉等三人为举人
,

授

给内阁中书官职
。

同时对
“

江苏
、

安徽二

省进献诗赋考取一等之进士王翅
,

著授内

阁中书
,

遇缺即补
。

曹仁虎等六人
,

俱著

特赐举人
,

授内阁中书
。 ”

L弘历的这种

作法即玄烨对汉族知识分子政策的继续
。

治清史者谈起康熙
、

乾隆两次博学鸿词
,

每以为康熙朝名儒高士多有拒辞
;
乾隆朝

则惟恐不前
,

殊不知这正说明五十年后这

一着的成功
。

然而必须指出
,

对尊孔作得最诚挚敬

慎样子的玄烨
,

他自己既不要当忠笃的儒

家信徒
,

而且更不愿意满族人当信徒
。

尽

管他勤习诗书
,

熟弄翰墨
,

而于满汉界限

却是严加区分的
。

创制发展满文的达海
,

通

晓汉籍
, “

满洲群推为圣人
”

L
,

祭酒阿里瑚

请求从祀孔庙
,

竟以汉官陈英一言而止
。

L

若玄烨有所主见
,

陈芙何敢发此议论
。

又

阿什坦 翻 译 《大 学》
、

《中 庸 》
、

《孝

经》 等儒书多种
,

以教满族人
,

他是满洲

科举廷试第三名
。

曾上奏
: “

学者立志宜

以圣贤为期
,

读书务以经史为重
。 ”

又奏

云 : “

治国莫重于教化
,

教化 莫 重 于 风

俗
。

… … 于是满洲人知崇正学
,

尚经术
,

而邪说不得行
。 ”

L阿什坦的操守极高
,

权臣鳌拜胞弟穆礼玛之妻为阿什坦之妹
。

鳌拜希望见他
,

坚拒不往
。

像这样的人诚

可称为粹然儒者
。

玄烨也曾赞美说
: “

阿

什坦
,

我朝之大儒也
。 ”

L按道理说
,

阿

什坦是可以进孔庙而无间题 的
,

然 而 未

能
。

由此使我想起严复评议玄烨之言
: “

即

如从祀文庙一端
,

汉人所视为 绝 大 政 本

者
,

圣祖 (玄烨 ) 且以为无关政体
,

故不

许满人从祀 孔 子 庙 庭
,

其 用 意 可 谓远

矣
。 ”

L我却说
,

其心思可谓妙矣 ! 嗣后

乃孙弘历比祖父更加用意
,

用汉文写 了数

百卷集子
,

到处吟诗刻石
。

而对满人名字

译汉不许与汉义相通
。

偶闻侍从讲汉语
,

便大加 申戒
。

及至中期以后
,

满族又士皆

仿汉人有雅字别号
,

所谓
“

国书
”
已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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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可以说
,

这祖孙二人对此实在是枉费

心机 !

至于对喇嘛教
,

清统治者曾是给予祟

奉尊敬的
,

除达赖和班禅两大师而外
,

其

于哲 卜尊丹巴和章嘉两胡图克图
,

也并加

尊崇
,

一如对孔子和程朱
。

然而
,

玄烨对假

道学也经常冷嘲热讥
;
对反复无常的喇嘛

也必予查究严惩
。

他和他祖父皇太极所见

相同
,

并不迷信
,

他说
: “

若蒙古等惑于

喇嘛
,

室中所有
,

为之罄尽
。

此皆愚人
,

但

崇信祸福之说
,

而不知其终无益也
。 ”

@

可是
,

玄烨和弘历却大费国格
,

修盖

喇嘛庙
,

在西藏自毋庸论
,

热河的外八庙
,

原来并不止八个
,

主要为喇嘛庙
,

即弘历

所言
“

因其教不易其俗
” 。

L北京的雍和

宫
,

乃是弘历以其父溉镇为皇 子 时 的 府

第
,

扩展兴建
,

成为北京最大规模的一座

喇嘛庙
。

玄烨为要迎取拉藏汗所立达赖六世来

京
,

有一段讲话
,

说
:

兹遣护军统领席柱等往取假 达赖 喇 嘛

及第巴妻子 时
,

诸皇子及诸大臣言
,

一假达

赖喇嘛
,

取之何为 ? 联意以众蒙古俱倾心板

向达赖喇嘛
。

此虽系假达赖喇嘛
,

而有达赖

喇嘛之名
,

众蒙古皆服之
。

倘不 以朝命遣人

往取
,

若为策妄阿喇布坦迎去
,

则西藏
、

蒙

古皆向之矣
。

O

其用意的所在完全道破
。

因此
,

我们读弘

历 《喇嘛说 》 一文
,

就益发明晓清统治者

的意图究竟了
。

弘历特制了两 个 金奔 巴

瓶
,

一放置西藏
,

由达赖或班禅将各个呼

毕勒罕的名字
,

书签放入瓶内
,

会同驻藏

大臣共同掣签
,

抽出谁来就是谁
。

一放置

北京的雍和宫内
,

照样由
“

理藩院堂官会

同掌印之札萨克达喇嘛共同掣签
” ,

从而

产生蒙古胡图克图的新呼毕勒罕
。

此法既

不违背黄教所信仰
,

更可取信于众
,

不能

说不是一种高超微妙的措施方法
。

总之
,

清朝统治者
,

特别是玄烨和弘

历的尊孔和崇奉喇嘛教是成功的
,

其成功

的惟一原因
,

是善 于
“

因势利导
” 。

恩格

斯讲过一段话
:

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
,

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
。

他们

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冲
,

而正是从

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
。

O

这话恰好可以揭示其成功的原因和道理
。

①计六奇 《明季北略 》 卷二
,

《 辽阳陷》 。

②蒋 良骇 《 东华录 》 卷二: ,

天聪五年正月
。

⑧同上书卷三
,

天聪八年 四月
、

祟德兰年八月 ,

④ 《天聪朝臣工奏议 》 卷 中
。

⑤同上书
,

天聪七年七月初一 日
。

⑧ 《 清太 祖高皇帝实录 》 卷九
,

天命九年三月己 酉 ,

⑦ 《 清史稿
·

太 宗本 纪一 》 。

⑧ 《清史稿
·

世祖本 纪一 》 。

⑨ 《 清圣祖实录 》 卷一百十七
,

康熙二十三 年十一月己

卯
`

L同上
.

。 蒋 良琪《 东华录 》卷三
,

祟德元年三月
。

@ 《清史稿 》 卷五百二十五
, 《西藏 》 。

@ 《 日下 旧闻考 》 卷一百七 《御制重修黄寺碑文 》 。

0 《 清史稿 》 卷五百二十五
, 《西藏 》 。

O 魏源 《 圣武记 》 卷二
。

L《清圣祖实录》 卷一百三十六
,

康熙二十五 年 六 月 乙

卯
。

必同上书卷一百二十九
,

康燕二十五年十月戊 午
。

函王先谦 《东华录》
,

雍正元年三月丙申
。

L同上
。

O 清圣祖 《御制文集一集 》 卷二十
。

⑧同上 书卷八 《宫中自课记 》 。

@ 唐鉴 《 清朝学案小识
”

守道学案 》 。

@ 注瑰 《尧峰文钞
·

御书阁记》 。

@ 顾俐立 自订 《间邱年谱》 。

L 《 清高宗实录》 卷五百三十四
,

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庚

子
。

. 同上书
,

卷五百三十四
,

乾隆二十二年三月 壬 子
。

0 《清史稿
·

达海传 》 。

⑧朱葬尊 《 韩芙 墓碑 》
。

O 《 八旗通志
·

阿什坦传》 。

L同上
。

O 严复 《救亡决论 》 。

@ 《圣祖仁皇帝起居注沈康服 十二年十二月初六 日
。

骨弘场 `水乐寺碑记 》 。

O 《清圣祖圣训》卷十九
,

康熙 四十五年十 月 乙 已
。

番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四卷三四 三至 三 四 四页
。

〔本文作者商鸿遣
,

北京大学历史

系教授
,

著有 《论康熙》 等
。

〕

〔本文贵任编辑
,

谢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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