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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康熙（愛親覺羅.玄燁）生於順治十一年三月十八（西元1654年5月4日）北京紫禁城景仁
宮，為順治第三子，生母為孝章皇后佟佳氏，清朝第四位皇帝，在位61年，於69歲高齡崩於
北京暢春園。康熙開創遠比漢人政權來得長久的盛世，康雍乾三朝歷經百餘年（或稱康乾盛
世）  ，清朝統治中國共268年，盛世期接近清朝統治中國的一半，也就是說，康熙朝開創了1

中國封建史上歷時最長的太平盛世，這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朝代裏頭，也僅此一次。	  

未發跡前	  
康熙是順治的第三子，按常理論，皇位本就不屬於他。順治嫡子牛鈕早逝，年小的康熙與二
哥福全感情最融洽，然而福全有眼疾，加上順治逝世前，康熙得過天花而且痊癒(天花當時
是不治之症)讓康熙擁有對天花的抵抗力，順治於是將皇位傳給康熙。	  

一場天花讓康熙登山皇位，也讓他因病得福，這也說明，人的命運會不斷的改變，處於順境
未必是福，處於逆境也未知是禍。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生命轉折	  
康熙自幼聰明好學，常好書而不倦，不論是儒釋道經典，還是西洋天文曆法及科學，甚至連
治理河道學問，都會親身學習再治理事務，可以說，康熙對學問的追求，是學而用之，用而
精之。康熙不但學習認真，而且深有韜略，一生中最大的轉折點，就是擊敗不可一世的權臣
鰲拜	  !	  

鰲拜為四大輔政之一，由於順治逝世過於突然，繼位的康熙又年小(康熙8歲繼位)，故順治任
命四位輔政大臣一同協助康熙治理國家，然而索尼年老去世，	  康熙被鰲拜要挾而將蘇克薩
哈處死，遏必隆為了明哲保身卻任由鰲拜專政。少年康熙親剛政卻被鰲拜專權，皇權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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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被要挾處死名將蘇克薩哈，這一切讓康熙開始部署“去”鰲拜的計劃，剛開始是組織侍衛
摔跤遊戲，鰲拜號稱滿洲第一勇士，當然不把這些玩意兒放在眼裡，鰲拜的輕敵，讓康熙的
侍衛們累計了必要的武功及裝備，一天鰲拜晉見康熙時，這些侍衛就在康熙的號令下抓獲鰲
拜，接着康熙對大臣們公開鰲拜的罪狀，果斷的智取鰲拜，卻沒殺鰲拜，只是誅殺鰲拜朋黨
了事，包括懲罰明哲保身的遏必隆，從此為康熙的親政掃除障礙！智擒鰲拜，也同時展現康
熙的處事能力。	  

這是康熙一生的轉折點，對鰲拜的跋扈，少年康熙展現了沉穩忍耐，對皇權旁落，他積極部
署，對降低鰲拜的戒心，他組織摔跤遊戲來麻痺對方，做法相當老練！該下手時，康熙決策
果斷,	  處理鰲拜也寬仁大度，畢竟他是先帝冊封的輔政大臣，康熙沒殺鰲拜，這些動作及安
排，都很難想像，是一位十幾歲少年能辦到的事。當然，按照常理，康熙不可能完全靠自己
完成那麼精細的計劃，孝莊皇太后的指點及心靈上鼓勵，是康熙擊敗鰲拜的秘密武器。歷史
上也證明，孝莊皇太后對康熙的影響，在除鰲拜定三藩期間，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功業成就	  
康熙任內的功業成就可分為，文治及武功，文治則簽訂俄羅斯帝國簽訂《尼布楚合約》、治
理黃河水患問題、南巡視察民情及吏治、曲阜祭拜孔子、修書編書如中國第一本字典《康熙
字典》及現存最大的類書《古今圖書集成》	  、改善滿漢蒙關係及會盟西藏蒙古各部。武功
則是擊敗俄羅斯對邊境的入侵、親征擊敗葛爾丹(現新疆區域)、平定吳三桂爲首的三藩及收
復台灣，徹底剷除南明鄭氏的武裝勢力。	  

最終結局	  
康熙晚年吏治腐敗，年邁的康熙陷入二度廢太子胤礽的悲劇，加上成年的皇子眾多，諸子奪
嫡的殘酷事實，讓康熙無法安心治理國家。然而康熙畢竟頭腦清醒，在關鍵時刻安排皇四子
胤禎接位，就是後來的改革型皇帝雍正。傳位問題是歷代君王時常犯錯又可能引起內亂的導
火線，比如說隋文帝楊堅，將皇位傳給楊康，結果國力耗盡，天下大亂，隋朝傳至煬帝(隋
朝第二位皇帝)而滅。當然，也有野史認為，楊堅不是要傳位於楊廣，而是被楊廣得知消息
後，毒殺其父繼位，但無論如何楊堅確實沒處理好後嗣問題。東漢末年，荊州劉表誤傳幼子
劉琮，結果屍骨未寒，兒子就投降敵人曹操了。再說唐代開國君王李淵，欲將皇位傳給太子
建成，卻被次子李世民(後來的唐太宗)經玄武門事件，將皇子皇孫通通殺光，李淵無奈只好
傳位於李世民。	  

康熙傳位於雍正，沒“直接”出現歷代宗室自相殘殺的局面，也沒導致政局動盪，或權臣騎劫
皇權的事故，還延長了盛世，至新君雍正朝。這三點，足於證明康熙在傳位的過程中，不止
有其深思遠慮的一面，更展現出康熙用人及掌控局勢的非凡手段。	  

康熙的處理繼位的方式相當穩妥，傳位詔書以滿漢蒙三文書寫  ，野史傳說雍正篡改遺詔，2

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古文用的是“於”而不是“于”，野史傳說都說雍正在十字上加了一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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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將“十”變成“于”，再說蒙滿文遺詔幾乎是改不了的，康熙的最後結局，奠定了後來清朝
的根基，傳爲於雍正不止帶來必要的改革，也在短短的十三內，讓清朝的機制及制度，有更
完善的施政基礎，包括祕密立儲、密摺制度、政治清明、稅務改革、穩固清廷對少數民族的
管理、軍機處的成立、追繳公務員欠款等，一改康熙晚年的吏治腐敗的問題，也爲之後的乾
隆，培育了盛世的果實。	  

其人性格	  
康熙是學習型的皇帝，自幼好學不倦，至晚年始終如一。其性格沉穩，不胡亂下定義，其特
色爲“慎”及“勤”。在治理河道一事，可以看出康熙的穩重及謹慎態度，康熙先任勒輔，後罷
免他，改用于成龍，之後才察覺原來于成龍的治河之道乃始於勒輔，康熙以君王之身認錯，
還恢復勒輔之職，這事件讓康熙深切反省，身爲君王，卻有知錯改過的個性及勇氣，康熙實
爲帝王的典範。	  

順治、康熙擬定皇家教育，對皇子皇孫的教育很嚴格  ，這也讓清朝幾乎沒有所謂的“昏3

君”，許多後代君王雖然不比康熙賢明，但也不至於是昏君，這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康熙好學
重學的性格。對於西洋學，部分史學家認爲康熙沒有將這些學問擴散至皇子或民間，這導致
清朝對世界的認識不足，讓晚清陷入無知的處境。	  

康熙用人也驗證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胸襟，像任用降將施琅收復台灣一事，充分的讓
施琅施展他海上作戰的技術及領兵戰略，康熙表現出非凡的能耐及絕對的信任施琅能完成任
務，這領導性格及修養，讓收復台灣及徹底完結明朝的殘餘分子，提供了必要的養分。	  

康熙對兄弟厚道，與二兄福全的關係融洽，對皇太后孝莊更是恭謹，婆孫感情異常親密，康
熙執政前期，孝莊不止扮演祖母的角色，也同時是康熙的精神支柱及主要的導師。	  

平定三藩戰爭時，康熙採取戰與撫的方式來瓦解三藩之間的關係，主戰平西王吳三桂，主撫
另外二藩廣東的尚之信和福建的耿精忠，結果二藩見勢頭不對，降了清軍，吳三桂在獨力難
支的情況下，也隨之瓦解。康熙在開戰時不利，但他沉穩應對，加上務實的態度，及對二藩
的靈活外交加軍事壓力，讓二藩開始疏遠吳三桂，最後投降清廷。康熙果斷的藩行動，讓朝
廷政令一致，對帝國的統治及皇權進一步穩固，這與其務實果斷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	  

成敗之因	  
康熙算是一位成功的皇帝，有歷史學家甚至稱他爲“千古一帝”。康熙作爲成功的皇帝，最關
鍵的因素建立在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包括皇家教育及孝莊皇太后對他的教誨，康熙對事務的
認知及深思程度，也讓人嘆爲觀止。其中一項是不修長城一事。	  

康熙三十年，總兵官蔡元上書  ，求修破損的長城，但康熙卻有意見，康熙認爲，至秦朝以4

來，漢、唐、宋也曾修過長城，但外敵減少了嗎？康熙認爲治理國家不能單靠地勢或工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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禦，而是靠修德安民，才能長治久安。加上關外有蒙古各部均是清帝國的聯盟軍隊，修建長
城需要耗費龐大的民力、物力及軍力來維持，根本不符合帝國的現實要求。	  

歷史證明，康熙斷然拒絕修長城的決定是正確到位的。第一	  清帝國當時的形勢不同，蒙古
是清帝國的屏障，滿蒙聯婚頻繁，連康熙最親的皇太后孝莊都有蒙古血脈，蒙古這強大的軍
隊，爲清朝守着北面的大門。	  

第二	  應當善用資源，清初年間，順治一朝還沒完全征服整個中國，帝國需要不少的資源投
入戰爭及建設民生，康熙三十年，剛平定三藩不久，又要治理黃河水患，帝國的內政建設遠
比防禦工事來得重要。	  

第三	  康熙的務實及節省性格，康熙一生不好喜功，對自己他相當節省，康熙二十九年，諭
令內務府清查前明宮內每年的費用清單  ，再以此清單來對比當時的開銷，這樣的對比，一5

下子就將前明的奢侈，對現實的樸素攤在大臣眼裏，康熙用這方式來提倡節省樸素，對杜絕
浪費及善用資源，起了重大的意義，甚至影響了後來的雍正朝。	  

康熙也改善了清初時期的經濟課題  ，包括禁止圈地，滿人貴族入關後，都有在京畿圈地的6

特權，這嚴重侵犯民田，康熙廢除了圈地，讓農民耕地。延長墾荒的年期，順治朝爲三年免
稅，後改六年，康熙改成十年，這對墾殖民起了積極的效應，同時增加耕地的面積，也對增
加未來的稅收有了保障。對前朝宗室之地，康熙下詔農民可不必交付田價，照常耕種，這讓
農民有地耕種，也杜絕了荒地的浪費。治理黃河，也是出於治災、保障人民耕地及安全的考
量，康熙熟讀歷史，也頻頻以明史引以爲鑒，晚明的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盜賊四起，對康
熙而言是亡國之兆，故康熙處理民生災情，一向謹慎用心。	  

康熙減免賦稅，是執政期間的一大特色。康熙先後減免全國多個省賦稅，這與民生息的措
施，減輕人民的經濟負擔，也同時衰弱清初時期漢人抗拒滿人統治的武裝起義，康熙中期，
地方性抗清統治的勢力幾乎已經平定下來。康熙注重經濟建設，也同時對政治建設如滿漢融
合、提拔漢官等。康熙本身尊儒，曾祭拜孔子夫，這一國之君，當時被認爲是蠻夷一族的皇
帝向至聖先師孔子下跪時，康熙得到全中國讀書人，特別是漢族讀書人的支持。	  

後世評說	  
法國傳教士白晉：“康熙是自古以來，治理天下的帝王中最賢明的君主。”  	  7

毛澤東：“功績一	  中國現在的領土，是康熙時打下來的，功績二	  統一戰線政策，運用多方面
的手段，來領導其他民族爲清廷效力，功績三	  賞罰分明的用人制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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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清史學家閻崇年：“康熙帝的一生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对中國歷史來說，他是‘千年一
帝’。对世界歷史来说，是‘千年名君’”  	  	  9

有部分歷史專家評論康熙晚年守舊，未能察覺世界的西邊正醞釀着工業革命，甚至認爲康熙
必須肩負晚清被列強欺壓的責任，簡單的說，批評者認爲康熙沒有世界觀，也不正視科技發
展，學習西學只是個人喜好，並沒定爲國策執行。這導致晚清工業不發達，對西方列強不瞭
解的情況下，頻頻吃虧、割地求和。	  

個人評價	  
康熙在漫長的執政期，無論是文治還是武功，都遠勝歷代君王。	  

秦始皇統一六國，開創第一個封建式中央政權，還統一了文字、文化及制度，但秦朝國運只
能曇花一現的流傳二世皆亡。這點秦始皇不如康熙。再說如果比較疆土，秦始皇的國土面
積，難與康熙時的清朝相比。見圖表1	  

圖表1	  清康熙、秦始皇帝統治時期的疆土	  (網絡圖片，作者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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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文景盛世，開創於漢文帝延續至兒子漢景帝，雖有文治，卻沒什麼武功，景帝期間的七
國之亂雖被名將周亞夫平定，但卻長期被匈奴欺壓，對外軍事是文景時期的弱點，故不能與
康熙朝比。經濟發展與康熙類似，都是採取與民生息的措施。	  

漢武帝算是執政相當長的皇帝，也有文治武功的功績，但如果比較康熙，武帝只在張騫出使
西域贏過康熙，但武帝晚年殺害自己太子皇后，還有長年的窮兵黷武，導致晚年國家出現人
吃人的慘狀，是沒在康熙朝出現的。康熙待人寬仁，對自己皇子大臣兄弟宗親也是如此。武
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骨子裏還是“外儒內法”的雙手法治國，武帝嗜殺，對大臣用刑法
遠比行儒還多，故武帝尊儒實爲掩飾法家的手段，這點漢武帝遠不如康熙。	  

唐太宗是唯一能與康熙比較的君王，比較難得是太宗馬上得天下，卻也能馬下治天下，康熙
是繼承順治帝位，卻能開疆擴土的闊大原有領土，包括臺灣、西藏、準格爾、當今的內外蒙
古、東北遠至日本海的出海口，都是康熙時代的疆土。	  

太宗能納言，有胸襟虛心求教，太宗任內有凌煙閣24功臣輔助  ，康熙任內的人才如索閣10

圖、明珠、李光弟、周培公、張廷玉、張英、姚啓聖、施琅、于成龍、勒輔、魏東廷、楊起
隆、佟國維、馬齊、閻世繩，還有許多滿漢將領如施琅、王進寶  、费扬古、潘育⻯⿓龍、薩布11

素及圖海等	  

我認爲，唐太宗與康熙的不同之處有三，第一	  唐太宗有一位不識時務的父親	  –	  李淵，導致
太宗手刃自己的兄弟奪帝位。第二	  唐太宗27歲繼承帝位，與康熙8歲繼位不同。第三	  唐太宗
執政期短共23年，康熙執政期長共61年。	  

然而，如果拿開執政期的長短，唐太宗及康熙都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傑出、博學廣見、用人
重才、注重民生經濟等政績，都有異曲同工之效。	  

宋太祖、仁宗與康熙的相似，在於“仁”，太祖能杯酒釋兵權，以柔性的手段保住兵權，又能
成全衆將領的富貴，此乃高超的政治手段。宋太祖建立宋朝，引用重文輕武的政策，太祖的
用意是預防軍人篡位奪權，故宋代的文化、人文素質、科技科學等造詣都很高，但軍事上卻
頻頻積弱。	  

仁宗執政41年，	  他知人善用、與臣爲善，所以仁宗一朝名臣輩出，如包拯、范仲淹、歐陽
修、韓琦及富弼等，與民休養生息，讓宋朝無論在稅收或經濟繁榮達到宋代的頂峯。仁宗生
活儉省重仁義與康熙相似。	  	  

明太祖的洪武盛世，可以與康熙盛世比較，但太祖性格上的缺陷，卻難與康熙比較，太祖猜
忌羣臣，結果建立明朝後太祖開始清算功臣。太祖傳位給皇孫建文帝，結果引發靖難之變，
燕王朱棣起兵反建文帝，宗室自相殺戮，責任都算在太祖的頭上。	  

明成祖也算是明君，但殺戮太重，加上朱棣好大喜功，在道德層面上，遠不及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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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以上的對比，唯有唐太宗能與康熙作正面的比較，然而康熙比較突出，是因爲他屬於少
數民族-‐滿族，雖然身上也有漢族的血脈，但普遍上都被漢人定爲“蠻夷”。有部分歷史學
家，刻意貶康熙而擡高其他漢族皇帝，我認爲這無關種族問題，而是康熙確實優秀，無論在
道德、施政、功績及對國家的作爲，其憂國憂民的胸懷，應對事務的謹慎及勤政態度，猶如
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岳陽樓記》的詩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與諸葛亮
《出師表》裏頭的“鞠躬盡悴、死而後已”的理念相符。	  

對於部分歷史專家認爲，康熙不能正視西學的重要性，我認爲這不能全怪康熙，特別在皇權
集中的封建朝代，皇族宗親皆有守舊的心態，也因爲既得利益的關係，讓他們固守舊律，深
讀儒學甚至老子學說的康熙，不會完全沒有世界觀，現存於故宮交泰殿的匾額“無爲”不是康
熙題字寫下的嗎？（見下圖	  –	  原圖东冬冻的一起游博客）老子學說講究宇宙觀，也就是現代
人說的世界觀。康熙不可能不懂，我認爲可能有其他原因。	  

!
!
!

圖表2	  (交泰殿匾額)	  

當然不排除將西學納入國策，康熙所面對保守派的壓力，再說許多保守派認爲，西方學說多
爲功利主義，缺乏軟實力(文化)或軟技巧(soD-‐skills)，甚至被貶義爲沒文化，不能與中國淵遠
流長的文化相比，這很可能是保守派製造的藉口，畢竟學習的目的，是吸取明理的知識及方
式，與文化沒什麼關係。還有一點，康熙崩於1722年，離開清朝滅亡整整190年(辛亥革命推
翻清朝1911，隔年末代皇帝溥儀退位)，在接近兩個世紀的時間里，可不是一位先人所能控
制的，也不可能是他的責任。當然可能需要更多的考察，才能分析出康熙沒推廣西學的真正
動機，這也可能是康熙留下後代的疑問或遺憾吧	  ？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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