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析李光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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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人物
”

一一兼议 《榕村语录续集 》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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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
,

清廷定都北京
。

始则顺治
,

继而 康熙
,

二朝交替
,

由乱而治 其间
,

名 臣 倍

出 清初的这些名臣在实现统一
,

举荐贤能
、

安定社会
、

改革时弊
、

发展生产
、

兴修水利等

方面都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
,

李光地就是其一
。

李光地
,

字晋卿
,

一字厚庵
,

号榕村
。

福

建安溪人 今福建省安溪县 生于 明崇祯十五年九月六 日 年 月 日
,

卒 于 清 康

熙五 十七年五月二十八 日 年 月 日
。

李光地在近半个世纪的仕途生涯中
,

几 经波

折
,

官至文渊阁大学士
,

并深得康熙帝的宠眷
。

康熙帝称他们之间
“

义 虽 君 臣
,

情 同 朋

友
’, “

知之最真无有如肤者
,

知联者也无有过于李光地者
”

终康熙一朝
,

李光地受此殊

荣
,

实属罕见 雍正帝 即位之前
,

曾两次书赠扁额予之
,

一是
“

情虚怡简
, ” 一是

“

昌时柱

石
。 ”

雍正元年春
,

雍正帝首录并追恤康熙朝宣力效忠
、

名节清白之臣时
,

特赠其太子 太

傅衔
。

雍正十年
,

再加恩宠
,

入祀贤 良祠
。

上述史实说明了李光地在清前 期历史中

的重要地位
。

李光地一生著述颇多
,

《榕村语录续集 》 以下 简称 《续集 》 即是其中一 部
。

《 续

集 》全书共二 卜卷
,

而论述 本朝人物
、

本朝时事 》者就达七卷之多
,

如果再合 以卷之

八 历代 和卷之 十八 治道 中有关康熙朝的人和事
,

则儿占全书之半
。

举凡 朝 臣 之 建

树
、

人品和这 一时的三藩之 乱
、

博学鸿濡
、

施姚之争
、

台湾归清
、

朝廷党争
、

奖 廉 惩 贪 等

等事件
,

或详或略
,

均有论述
。

众所周知
,

李光地 一生几乎同康熙朝相始终
,

以上诸事和诸

臣的言行
,

多为作者亲身经历
。

因此 《续集 》不仅可 以佐证清代官私史著
,

并且
,

对 正史也

有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
。

长期以来
,

《续集 》虽历来为研究清史的专家学者所注意
,

但似觉

不足

近 一时期
,

笔者对 《续集 》的 本朝人物 》等九卷 含 历代
、

治道 所述的清

初人物进行 了初步统计
。

其具体数字是 九卷内提及的人物约为一百七十人
。

其中
,

专门论

述和在有关事件述及达十处以上者为十五人
,

如魏象枢
、

汤斌
、

施琅
、

姚启圣
、

刘国轩
、

明

珠
、

余国柱等 五处至九处者为十八人
,

如杜臻
、

王熙
、

李霸
、

张英
、

索额图
、

张沂等 余

者则是一至四 处者
,

如韩芙
、

杨名时
、

蓝理
、

吴兴柞
、

顾炎武
、

梅文鼎等 按此计算
,

前二

项合计为三十三人
,

约为全部人数的五分之一
。

在这一部分人物中
。

除康熙帝外 儿乎全部

部是清初名臣
、

名将
。

为此
,

笔者拟 以本书论述较多 均在十七处以上 的魏象枢 施琅为例

证
,

进而分析李光地对他们的论述是否正确
,

同时兼及《续集》中与魏
、

施相关的人和事
,

力



录说明《续集》的文献价值
,

以期予李光地及其《续集》以应有的评价
。

不妥之处
,

请予抬芷

二

顺治
、

康熙年间
,

朝臣 中有
“

二魏
” 、 “

姚魏
”

之称
,

他们皆以清直敢言闻名于世 在

这二个专用称谓 内
,

魏象枢则是其共指之人
。

李光地在 《续集》卷九称
“

本朝人物以魏环

溪 即魏象枢
、

汤潜庵 即汤斌 为第一流
,

他俩个实有要天下好 的意思
。 ”

他 进 而 指

出
“

某生平于公卿内推重魏环溪
”

李尤地之所 以如此推崇这位
“

前辈
”

老臣
,

原 因较

多
,

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 因他不畏权 臣
,

疾恶如仇
,

秉公办事
。

魏象枢
,

字环极
,

一字环溪
,

号庸斋
,

晚年 自号寒松老人
。

山西蔚州人 今 河 北 省 蔚

县 生于明万历四 十五年  卒于康熙二十六年 顺治三年 初
,

清廷恢复科举
,

魏象枢倍感兴奋
, “

不觉闻鸡起舞
”

同年二月
,

中进士
,

选授庶吉士

次年
,

任刑科给事中 此后
,

他以
“

循理
、

守法
、

安命
”

和
“

与其得罪于百姓
、

不如得罪于

上官
”

而 自戒 数十年间
,

上疏五十余篇
,

敢于直言时政弊端
,

对清初统治矢尽忠诚 对

此
,

李光地评之 日 魏象枢
“

虽也有偏处
,

学问尚少
。

但 他却满肚要朝延清明
,

天下太平
,

而致此者
,

非人才不能 实欲激浊扬清
。 ”

顺治五年
,

魏象枢首勤安徽巡抚王俊受贿 白银三千两
,

包庇县令邓继球 王赓

夺官
,

震动朝野 顺治八年
,

他又疏参大学士宁完我的亲威
、

江苏布政使刘汉柞浸欺缺赋五

十余万两
,

顺治帝按律惩处
。

次年
。

当他应按例升转吏科都给事中时
,

一些大臣则以各种理

由从 中阻挠
。

顺治帝则明确谕以
“

六科都给事中论棒升转定为常例
,

若有优于魏象枢的
,

著公

同保奏升转
”

同年底
,

魏象枢虽转升此职
,

但他也深有感触
, “

诸公争此 一 席
,

存 心

公私
,

皆不可问
”

决心
“

首肃计典
,

力复纠拾
,

以清吏治
”

顺治
‘

十年
,

他奉行大计
。

为此
,

他告诚僚友
,

誓拒贿络
,

锁厅查实
。

兵马司官兵受其命
,

昼夜巡查
,

有询情舞弊者
,

严拿勿论
。

一时纲纪肃然 其时
,

他还上五疏
,

均欲激浊扬清
,

整顿吏治
。

例如 言官不宜

反坐
,

著为令
。

获罪言官刘健等人
,

因之力辨其诬
,

得以官复原职
。

时人论之 日
“

言路通

塞
,

此大关键也
”

同年
,

曾被按律议处的刘汉柞复被会推为巡抚
,

实乃宁完我纵容包庇
。

魏象枢具疏指控
,

坚决反对
。

次年
,

宁完我在弹勃陈名夏时
,

对之有意加害
,

谓他与陈结为

一党
。

于是
,

魏象枢无端被拘捕
。

经审核
,

宁完我纯系诬陷
。

但是
,

顺治帝以其事先未予纠

参为理由
,

降一级调用
。

此后
,

魏象枢虽有升职
,

也有建言
,

但他对朝廷 内部的斗争
,

感触

良深 顺治十六年  !
,

遂以老母多病
,

疏请终养 自此
,

他在家乡替合研究理学
,

并

在清初理学界声望 日重
。

康熙十一年 了
,

大学士冯傅
,

即 《续集 》内提到的冯益都以

其能振肃纲纪
,

才堪重任
,

特疏举荐
。

及至魏象枢被召见后
,

大喜过望
,

感到久安长治
,

实

惟其时
。

自是年十一月
,

他于一年 内上疏十四篇 其中
,

他弹劫湖南布政使刘显贵浸蚀 白银

九万余两等事
,

尤为康熙帝所重视
。

那时
,

他的思想是
“

欺人如欺天勿自欺也
,

负民即负国何

忍负之
”

康熙十二年
,

升都察院左金都御史

魏象枢再入朝廷之时
,

正值李光地于仕途二年有余
,

凭借他的才智和机敏
,

李光地应对

魏象枢的宦迹早有了解
,

这首先表现在他在 《续集 》内述及冯溥的人 品
、

事迹有五处以上
,

是书记日
“

益都大节在进贤
。

相国动本荐人
,

自益都始 益都荐魏环溪诸人
,

有大好者
。

又会试主考
,

亲近者亦不绝 门生有二三年不登其门者
,

他还指其名而赞之
,

以为不奔竞
,



又有鲤亮之气
。 ”

对此
,

李光地还指出
“

北相冯益都有些意思
,

不 以人之亲疏为贤否
,

不计利害之多寡为恩怨
。

又留心人才
”

《清史稿 》也有类似的记载
,

如冯 溥
“

性爱才
,

闻

贤能辄大书姓名于 座隅
,

备荐耀
。 ”

及至经冯溥全力举荐
、

魏象枢夕、朝
,

李 几牲 自然对这

位前辈有一种崇敬之心
。

当他们之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接触
,

李光地认为魏象枢
“

厚 道
。

见

一人随其高下浅深而为之说法
,

又善言
,

娓娓可听
,

一味热肠
,

闻者亦感动
。

却又不是以前

辈自居
,

教训后生
,

其词气却是大家勉励做个好人的意思
。 ”

应当说
,

这种认识是 切合实

际的
。

三落之乱发生后
,

魏象枢曾密陈三疏
,

非常符合康熙帝坚决平 叛之 意
。

康 熙 十 三 年
,

他连升四职
,

官至户部左侍郎
。

魏象枢受此殊荣
,

深知
“

虚心屈 己是第一难事
,

第一要务
” “

清正俭约是居官之 良法
。 ”

因此
,

他依然待人谦和
、

热诚
, “

议论条畅
,

气象开明
,

逢人说法
,

不择高下
”

李光地将此形象的描述为如
“

清 明 开 养
,

和 援 之

气

为了尽快解决平叛中急需的军炯
,

魏象枢在户部任上禅心 竭力
,

筹措军响
,

昼夜操劳
。

当他在著名的 《寿 晌三琉 》提出严覆关税
、

慎用藩司时
,

态度则非常严肃
,

康熙帝此时则尤为

重视 强调
“

军响浩繁
,

钱粮正宜节省之时
,

督抚俱当浩 已率属
,

据实开销
,

如 有 浮 冒 事

发
,

定行从重处分
”

李光地评价他
“

实实有要天下好的意思
, ”

据此可为一证

康熙十四年
,

魏象枢举荐被吴三桂陷害
、

流徙奉天的郝浴等人
。

自言郝浴
“

血性过人
,

才守学识
,

臣皆愧不及
。 ” “

浴当三桂身居王爵
,

手握兵权
,

不 附威
,

致为所仇 三桂之所

仇
,

正国家之所取
,

何忍弃之
” “

即让职也所心愿
”

其后
,

郝浴赦还
,

官 至 广 西 巡

抚 康熙二十二年
,

卒于官
, “

丧归
,

士民泣送者数千里不绝
, ”

终成一代名臣 康 熙十

七年
,

诏徽博学鸿儒
,

魏象枢又举荐汤斌
、

毕振姬等五人
。

李光地在 《续集 》内经常将魏
、

汤相提并论
,

称他们是顺
、

康时期的
“

第一流
”

人物
,

复于卷九言
“

生平见一好人
,

喜欢

至不能寐
,

即一技之长亦然
,

与吾何与 生性如此
。

当 日魏蔚州
、

汤唯州是如此人
。 ” “

汤

潜庵见人朴诚真率
,

告人必 以实
。

盛眉口画
,

手指形状
,

忧苦人亦感其诚
,

多从之游
”

其

时
,

嘉定知县陆陇其因事罢职
,

魏象枢与之素不相识
,

但闻其官声甚佳
,

曾以
“

吏道 虽 云

杂
,

天下岂无人
”

等诗寄之
,

再次疏荐时
,

康熙帝表示赞 同
,

并说
,

如无锡等难治之处
,

必用此等廉吏
,

方可显其人
。

上述史实不仅说明了魏象枢举荐贤能的热切之心
,

同时再次证

实了李光地对他的中肯之论
。

因此
,

当魏象枢奏对时而引喻有错之时
,

李光地说
“

其心非

有所为也
,

故人信而谅之
。 ”

是年
,

魏象枢升都察院左都御史
,

首疏 申明宪纲
,

强调
“

国

家之据本在百姓
, ” “

愿诸臣为百姓留膏血
,

为国家培养元气
”

复从十个方面揭露了 官

吏中的贿络逢迎
、

包庇纵容
、

敲榨百姓
、

贻害无穷等种种状况
。

康熙帝严肃指出 所奏切中

时弊
,

立即实行
。

康熙十八年二月
,

康熙帝以 其手书唐诗一卷
、

清慎勤
、

格物各一幅赐之
,

称赞他居官勤慎
,

堪称此誉

同年四月
,

魏象枢授刑部尚书
。

他认为吏治虽有好转
,

但漏网的贪官污吏尚属不少
,

于

是
,

他疏辞新命
,

请 求仍任旧职
, “

激浊扬清
,

为朝廷振肃纲纪
”

康熙帝 见 其 疏 言 恳

切
,

命他仍留原任
,

加刑部尚书衔
。 “

一时百僚震慑
,

纲纪肃然 人以公为不负所言
,

克举

其职
。 ”

七月二十八 日
。

他一 日三疏
,

弹勃抚 臣土克善溺职
、

刑部主事刘源不法
,

恳请 严

禁火耗
、

私派
、

勒索三弊
。

康熙帝命严惩土
、

刘二臣
,

特别强调火耗等项
“

大为民害
,

通行

严伤
,

著地方大小各官
,

务期实心遵行
”

同一天
,

京师发生强烈地震
。

魏象枢立即入 朝



问安
。

是时
,

汉官中唯其一人至
,

康熙帝很感动
,

命单独召见
。

魏象枢请屏退左右
,

奏劫大

学士索额图
、

明珠各植私党
、

恃权贪纵
、

陷害异己
。

言词激烈
,

声泪俱下 康熙帝遂于当 日

严厉指责并警告索额图
、

明珠和诸大 臣
, “

若依然虚饰
,

如前所行
,

奸恶巧为遮盖
,

不加省

改
,

或事情发觉
,

或经联访出
,

虽欲宽免
,

国法俱在
,

决不饶恕
”

此后
,

索额图
、

明 珠

皆获罪罢斥
,

而揭发此二人罪恶者
,

实 自魏象枢始康熙二十一年
,

魏象枢受命巡查直隶等地

时
,

严惩了民愤极大的贪官
、

恶绅和 庄头
,

墨 吏豪右纷纷敛迹
,

百姓称快
。

对此
,

李光地曾

就徐乾学与吴兴柞串通徐元文
、

疏参姚启圣
、

以致朝臣不服一事评论道
“

姚虽可参
,

而非

出于公
。

若魏环溪参
,

谁不服
”

对于奖廉惩贪
,

他同魏象枢也有同感
,

即
“

也 要 一

番猛厉
,

方可肃清振作
。 ”

康熙帝认为 魏象枢不仅
“

有才
, ”

并能
“

尽心讲求
”

刑部诸务
。

因魏象枢 已年近 七

旬
,

且有头晕之症
,

故颇眷顾
。

康熙二十三年八月
,

他 自知病难痊愈
,

遂再疏乞休
。

康熙帝

深感惋惜
,

颇多褒奖
,

命以原 宫致仕
。

在他逝世后
,

赐祭葬如典礼
,

溢敏果 在此之后
,

李

光地 曾回忆一件往事
, “

自当年魏环溪欲分别流品
,

高 阳相公 李雳 便与为敌
,

说 人都

是一耳 目口 鼻
,

有何好歹 心包在肚里
,

谁是好
,

谁是不好
。

至今数十年
,

士大夫间还持此

论
,

此真可忧者
”

这段记载反映出他对魏象枢政见的赞 同和怀念之情

但是
,

李光地在 《续集 》中述及他与陈梦雷因 《蜡丸疏 》而 引起的争讼时
,

有三处提到

魏象枢
,

兹录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
,

康熙十六年
,

陈梦雷
“

坚欲 自到京明心
,

索予书托魏

环溪诸公
,

予与之
。

渠刚于戊午 康熙十七年 春潜至京
,

而予迎大兵保全泉州
。

喇将军本

至
,

上于本批 旨意
,

有四
、

五百字褒奖予忠
,

举朝惊 叹
。

魏环溪等命渠急 回
,

曰
‘

如此专

靠贵同年
,

必能无事
,

无须余辈矣
。 ’

则震遗返
。 ”

第二 陈梦雷
“

至今 闹不 已 他肺发

遗时
,

魏环溪为大司寇
,

杜肇徐 杜臻 有少司寇
,

… …魏环溪云
‘

李老先生 已为君上本

矣
’

日
‘

他本上何不将我进蜡丸稿说上
’

魏 曰
‘

朝廷将此案凌迟七人
,

杀十余人
,

而老先生得生全出关
,

谁之力也 朋友上本
,

至以百口 相保
,

亦云厚矣 如果有冤
,

头上青

天
,

必有昭 雪 日 况蜡九事
,

老先生 白言亦无凭证
,

谁敢以无凭证事为君启奏 人品盖棺论

定
,

今 日且登车
。 ”

陈始去
。 ”

第三
,

陈梦雷
“

在刑部起解时大闹
,

乌予无所不至 魏环溪

谕之云
‘

老先生且去
,

自有还时
,

何必急 今 日还该感君父之恩
、

朋友之情
’

他 厉 声

云
‘

君父之恩
,

我怎么不感
,

有何朋友之情 ,
”

日
‘

李先生至出疏以百 口相保
,

非情

耶
,

杜秀水 杜臻 又洁难他几句
,

他不能答
,

才歇
。 ”

这些记载是不是李光地推崇魏象

枢的又一个原因呢 值得我们注意
,

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

李光地在评论
“

本朝人物
”

时指出
‘

予所见文武大巨有风度者
,

魏环溪
、

施尊候
”

尊侯乃施琅之字 又云施琅
“

名将也
。 ”

其弟李安卿谈到
“

平生见闻所及
,

有 胆 气 勇 决

者
, ”

施琅也是其一
。

然而
,

李氏兄弟对施琅的这种评价则是康熙十九年 以后的

事
。

因此
,

我们有必要对施琅在此之前的情况做一简略回顾
。

施琅
,

字尊侯
,

号琢公
,

原名施郎
,

又作施娘 福建晋江人
。

生于明天启元年
,

卒于康熙三十五年
。

其父大宣
,

有三子
,

施琅居仲 未及冠
, “

方颐广额
”

身材

魁梧
,

性悦调
,

有识魔
,

颇为 自信
。

其弟施显尝语之日
“

大丈夫当磊磊落落
,

著 勋 名 于



世
, “ “

春兄弟替力不让古人
, ‘ “

今四方骚动
,

正英雄建立之时
。 ”

启因家道中落
,

施

琅毅然投师
, “

习战阵击刺诸技
,

于兵法无不兼精
, ”

遂以智勇兼备闻名于世
。

明崇祯年间
,

施琅投军
,

授千夫长
,

颇抑郁 未久
,

命其弟代其职
。

后以其 叔 施 福 举

荐
,

授游击将军
。

明亡后
,

施琅因
“

将略素著
, ”

先后任弘光
、

隆武政权之副总 兵 和 左 冲

锋 是时
,

形势将危
,

施琅遂 向大学士黄道周献以奇策
。

黄道周感其有胆有识
,

胸怀大志
,

“

所言悉中款要
。 ”

复勉之日
“

他 日当自为之
,

同死无益
。 ”

顺治三年十一月
,

随郑 芝

龙在福建降清
,

官总兵
,

征广东
,

克顺德等县
。

其间
,

施琅既看到广东各地的坑清义师如火

如茶
,

又看到提督李成栋和总督咚养 甲相互倾轧
,

清军则屡遭重创
。

他度之不足与谋
,

约 于

顺治五年初
,

乘粤师之乱
,

历 险间道而归
。

是时
,

郑成功正在福建坚持抗清
,

他素闻施琅精

通阵法
,

尤善水师
,

遂邀之共图恢复
,

委以左先锋 重任
, “

礼遇甚握
, ” “

凡军储卒伍及机

密大事悉于谋
, ”

施琅深感他与郑成功
“

有鱼水之欢
, ”

李光地则称
“

郑国姓用施琅如 手

足
。 ”

因此
,

施向郑详述布阵
、

水战诸法
,

同时
,

还在抗清斗争中屡建功勋
。

但是
,

自永叮三年 顺治六年
·

 十一月至永历五年 顺治八年
· ,

施
、

郑

之 间由产生矛 盾至逐渐激化
,

最终导致了郑成功 命令将施琅
、

施显
、

其父大宣及全部家眷分

别逮捕
。

此后
,

施琅脱险
。

郑成功于盛怒之下杀害了施显和施大宣
,

有关上述情况的产生
,

原因较为复杂
。

限于篇幅
,

暂不赘述
。

李光地论此 日
“

其致衅也
,

亦 由施琅
, ”

复谈 及

施琅斩杀亲兵 曾德一事
。

然而
,

这只是诸多原 因的一个方面
。

施琅在其父
、

弟被杀之前并未立即归清 续集 》载
“

琅尚不忍遮去
,

秘以信间其父
,

父 日
‘

渠来无益也
,

不见伍子管之事乎 俱死何补 ”
’

是时
,

施琅 曾力图通过郑芝豹

等人
,

从中排解
。

及至调停失败
、

显与大宣先后被杀
,

而郑成功又遣刺客谋杀施琅 施琅集

失望
,

悲痛
、

愤怒于一身
,

反覆思索
,

决计归清
。

李光地说
“

琅遂北归
。

彼时本朝帅亦英

雄
,

一闻施琅来
,

便授之副将
,

予以三千人拒海上
,

海上便 以有苦
”

此是后话
,

且有 遗

漏 实际情况是 施琅于顺治八年归清至顺治十年间
,

虽屡立战功
,

但未得封赏
,

遂 请 假 归

籍
, ‘

独居深念
,

郁郁不得志
。 ”

顺治十三年七月
,

郑成功军攻入闽安
,

旋围福州
,

省 城

告急
,

定远大将军济度往征
,

海澄公黄梧荐之曰 施琅
“

水务精熟
,

韬略兼优
,

若欲平海
,

当用此人
。 ”

济度纳其 言 后
,

施琅以功授同安副将 顺治十七年
,

工部尚书苏纳海奉 命

至闽
,

亲见施琅有大将之才
,

疏奏其功
,

次年
,

升同安总兵官

康熙元年 “ 六月
,

清廷决定设福建水师提督
。

经苏纳海等朝 臣举荐
,

施琅遂担此

重任
。

任职之 初
,

他即密奏金
、

厦可取之势
,

复有刻期进兵之 旨
。

于是
,

施琅造船练兵
,

等

待时机
。

康熙二
、

三年间
,

他先后挥师攻占了金门
、

铜山等地
,

勇不可挡 郑经败归台湾
,

其部下一万八千人归诚
。

至此
,

郑 氏多年来经营的东南沿海诸岛
,

皆归清廷所有 康熙帝救

谕施琅
“

素谙海务
,

矢志立功
。 ”

晋封靖海将军 康熙六年 十一月
,

施琅在著 名

的 《边患宜靖疏 》中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澎湖的重要位置
,

提出一套完整 的 作 战 方

案 康熙帝非常重视其议
,

命他
“

作速来京
,

面行奏明所见
,

以便定夺
。 ”

次年四月
,

他

又从守土
、

赋税
、

边防
、

后患诸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

认为
“

知 己知役
,

料敌颇审
,

率节制

之师
,

贾勇用命
,

可取万全之胜
。 ”

但是
,

朝廷因鳌拜专权
,

廷议以
“

台湾险固
,

难之
” ,

主张
“

可抚而决不可征
。 ”

同时
,

他们对施琅尚有子侄在彼
,

心怀疑忌
。

不久
,

清 廷 决

定裁撤福建水师提督
。

康熙帝颇明当时之势
,

命施琅为内大臣
,

封伯爵
,

隶镶黄旗汉军
,

以

示
“

不疑
”

之意



自此
,

施琅留住京师凡十三年 其间
,

他虽然壮志未酬
,

但他仍然密切注视郑氏政权的

动向
。

他认真学习二十一史
,

深入研究有关海战的兵书战策
,

以备朝廷之用
, “

慨然有澄清

之志
”

闽籍在京诸臣请他谈论平海方略
,

他
“

指画明悉
,

凡征战机宜
,

以及绝岛巨浸
,

险阻扼塞之处
,

如列诸掌
。 ”

康熙十九年 。
,

李光地说
“

予初补官
,

渠 指施琅
,

下同
—

引者 时在京
,

名为内大臣
,

而困苦不堪
。 ”

当属事实
。

于此
,

更可见施琅于困

境之中并未改变其锐意统一的抱负
。

当时
,

他请人 向李光地致意
, “

上问将
,

千 万 为 渠 留

意
”

但是
,

李光地于其时
“

素闻其骄傲
, ”

因而
,

并没有将他的请求放在心上
。

是时
,

李

光地 已返京师
, “

施将军时来
,

说他的本事海上可平
。

予亦不在意
,

以为此人骄狂
,

未必能

成事
,

亦未知其实际若何
。 ”

同年
,

李
、

施二人有一次同在侍郎富鸿基家
,

正值主人外出
,

其他客人也不在
,

李光地遂依主人之陪意同施琅
。

他们之间的这次谈话
,

从根本上改变了李

光地对施琅的看法
。

这次谈话谈论到郑成功于顺治十六年攻取南京之役
。

李光地说
“

当时海寇不围城池
,

扬帆直上
,

天下岌岌乎殆哉
。 ”

施琅笑着问
“

直前是矣
,

请间君何往 从何处向前
”

李

无以应
,

复言从江淮或趋山东奈何 于是
,

施以
“

兵家用所长不用所短
, ”

精辟分析了 清
、

郑的军事实力和各自的作战优势 他说 倘若郑成功
“

不顾南京
,

直取荆襄
,

以其声威
,

扬

帆直过
,

决无与敌者 … …得了 荆襄
,

呼召滇粤三逆藩
,

与之连结
,

摇动江以南
,

以 挠 官

军
,

则祸甚于今 日矣
。 ”

其间
,

施 浪强调
“

试看汉高祖
、

唐太宗 明太 祖
,

那样谋臣猛将亦

无不顾形势而径前者 须有一定打算
,

定有安身处
,

渐渐而去
。 ”

李光地 自是
“

大 服 其 智

略
, ” “

盖言言着实
,

如先辈作文字
,

侃侃凿凿
,

结结实实
,

说出几句 话
,

果然有精彩
,

必

非寻常
”

但是
,

李光地并没有立即举荐施琅
,

其因当含施琅子侄尚在台湾
,

同时
,

他也感到时机 也

未成熟 康熙十九年十二月
,

福建总督姚启圣为施琅长子施齐
、

侄施亥谋擒郑经被杀一案
,

做了大量
、

深入的调查
,

复与吴兴柞
、

杨捷
“

合疏密题
, ”

题请
“

从优恤奖
,

以阐忠魂
。 ”

次年二月
,

李光地专此奏言
,

为施齐请功
。

当康熙帝对此事提 出疑问间
,

李光 地 奏 日

“

施 琅既来
。

琅
,

海上所畏也
,

恐我朝用之
,

故彼用其子
,

以生我疑
,

不用其父 尔
。

施 齐
·

·…复为海上所得
,

知其必不能一心
,

故杀之
。 ”

这时
,

康熙帝首次间及
“

琅果 有 什 么 本

事
”

李光地随即奏对
“

琅自幼在行间
,

经历得多
,

又海上路熟
,

海上事他亦知得详细
,

海贼甚畏之
”

康熙帝点头同意
,

然尚无其他表示
。

是年五月
,

时福建水师提督 万 正 色 上

《三难六不可琉 》
,

言台湾断不可取
,

刘国轩
“

智勇不可当
。 ”

康 熙帝怒云
“

我使他有本

事
,

委之重任
,

而他却畏服贼将不成
”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
,

由谁来担此重任就成为至关紧

要的事了

同年七月的一天
,

诸臣在启奏完毕后
,

康熙将李光地和明珠单独 留下
,

问及 对 郑 氏 招

抚
、

用兵之事
,

复言
“

闻澎湖
,

渠有重兵守之
,

其地又无井水可以驻军
,

且台湾 去 澎 湖 甚

远
,

既得之
,

亦无可奈何他
”

对此
,

李光地首先分析了历年来清
、

郑议和失败的原因
,

表

示不同意招抚
。

对于用兵和攻取澎湖
,

他答之日
“

是在得其人尔
,

井少不能久驻兵
,

至几

日尚可有水用 澎湖
,

他之门户
,

一失
,

必内乱来降
。 ”

康熙间他心中有无相识之人
,

可任

为将者
。

他说
“

命将
,

大事 … …臣何敢与
”

康熙帝又说
“

就汝所见
,

有可信任者
,

何妨说来
。 ”

复
“

敦问再三
。 ”

李则对以
“

此非小事
,

容臣思想数 日后
,

斟酌妥
,

即覆 旨
”

康熙帝当即说道
“

很是
,

汝去想
。 ”

他们君巨的这一番对话
,

使笔者有 以下认识
, 、

康



熙帝对任命前方将帅的心 情是急切的
。 、

他对李光地非常信任
。 、

此时
,

李光地有举荐施

琅之念
,

但他考虚到前一次谈 及施琅的情景
,

遂表示要深思熟虑
,

此属情理之中
,

然也含隐

而不发之 意
。

果 然
,

康限帝没 等李光地前来覆旨
,

即 命明珠来问
。

李光地答道
“

都难信及
。

但计量

起来
,

还是施咬
。 ”

他从四个方面正确而全面的分析了施琅能胜任此职的条件
,

即
“

他全

家被海上听杀
,

是世仇
,

其心可保也 又 熟悉海上情形
,

亦无有过之者 又其人 还 有 些 谋

略
,

不是一勇之夫 又海上听畏
,

堆此一人
,

用之则气先夺矣
。 ”

此后
,

康熙帝又亲自问李

光地
“

汝脂 深其无他乎
”

李再次奏以
“

若论才略
,

实无其 比
, ” “

其为人骄傲
。

若要

成功之后
,

能 自敛约
,

兵民相安
,

端在皇上 自有善处之法
。 ”

康熙帝对李光地的上述看法表

示满意
,

遂在内廷召施琅问计
。

施琅精辟论述了清
、

郑的形势及其用兵之道
,

康 熙 帝
“

大

悦
。 ”

同月
,

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
,

加太子太保
。

康熙二十二年 六月
,

李光地请假归籍
。

当时
,

福建的文武官员和随征将领对施

琅颇多怨言
。

他们认为
, “

施不 于十月乘北风
,

而执意于此月起行
,

蒸热不堪
,

用南风违背

天 时……
。 ”

为此
,

李光地面询施琅
。

施琅遂从天时
、

风信等方面详细论证了他的主张
,

并

明确丧示七 日可取澎湖
。

如果
“

刘国轩自守澎湖
,

一战而胜
,

乘流直入
,

兵不再举
,

台湾即

平矣
。 ”

季光地立时评论道
“

着着胜算
,

语语中机
,

业己成功
,

可贺可贺
”

事态的发展

正如施
、

李二 人的预言和 论断
,

施琅 于六月十六 日至二十二 日率师获澎湖大捷
,

并最终以和

平方式园满完呢了台湾归 清的使命
,

从而名垂史册
。

其中
,

李光地力荐施琅
,

为实现清初统

一衷现 出了杰出的才能
,

而这种才能的产生则首先在于他能够正确认识和评价施琅 及其有关

的
“

本朝 人物
。 ”

即 使是在
“

抑姚扬施
”

之说几 遍朝迁之时
,

他虽然也受此彩响
,

但他对姚

启圣确也有独到的评价
。

此外
,

《续集 》卷九 本朝人物 和卷十一 本朝时事 有二处记载了施琅断不报父弟

之仇的原因
,

兹择主要者录之
。

施琅认为 如对郑氏
“

杀之
,

适成
’

垦子之名
。

穷整来归
,

大者

公
,

小者伯
,

一门忠 义何在 不报父弟之仇
,

乃 以深报也
。 ” “

且成功亦得防祸
,

若郑 氏灭

尽
,

万一有峡忌
,

腾谗谤之 口
,

谓 施琅得郑家珠宝若干
、

美女 若干
。

郑氏无人
,

将 谁 与

辨
’‘

今郑氏全在
,

可以质问
,

为自己祸 患计
,

亦当如是
。 ”

李光地评之 日
‘’

谁谓琢公不

学
。 ”

无疑
,

这些记载和评沦对于我们全面评价施琅是很有帮助的
。

四

《续集 中述及的历 史人物近六百人次
。

其 中
,

既有清正廉洁之臣
,

又有勇 猛 善 战 之

将 既有权倾朝野的名相
,

又有兴兵作乱的藩王 既有一代名儒
,

也有明未抗清 的 志 士 仁

人 既有贪官污吏
,

也有为清初统治矢忠尽职的一代新人 既有一代英主
,

又有作者政敌

其含盖之广
,

论述之深
,

当为同类著述中的上乘之作
,

故此
,

《续集 》对我们研究明末清初

的历史和人物具有不容忽视的价道
。

在李光地的笔下
,

《续集 》留给我们的另一个深 刻印象是 封建官场内众多朝臣的尔虞

我柞
,

相互倾陷
,

彼此标榜
,

明争暗斗
,

以致发展成时尔激烈 的党争
。

党争之间的成员为了

各 自的利害
,

在不同时期咀脸各异
,

甚至 一些在疆场上 卓有功勋的名将
,

也 由于不同原 因而

卷进其间
。

因此
,

笔者认为 《续集 》不仅较为真实的再现了康熙朝党争的事件和内幕
,

同



时
,

也是一部颇为精彩的官场百态画卷 应当看到
,

这与作者在仕途中的坎坷经历是很有关

系的
。

近些年来
,

史学界出现了撰写人物传记的热潮
。

在清史研究领域内
,

也不例外
,

并 出现

了一批从选题到内容都具有新意的成果
。

笔者在参加国家历史学重点项 目之一

—
《清代人物

传稿 》的撰写过程中
,

曾不断为之努力
,

力求写出一个个生动感人的人物传记
,

然
,

由于水

平所限
,

至今引为不足 可是
,

我们在 《续集 》里确能时时看到作者的生花妙笔 这里
,

笔

者试 举例如下

一
、

施琅虽然
“

骄傲
,

然生来骨骄
,

非做造也
。 ”

他
“

素不多言
,

言必有中 口亦不大

利
,

辛辛苦苦说出一句
,

便有一句用处
。 ”

以笔者之管见
,

这些记载在有关施琅的史料 中

实所罕见
,

更何况是出自与施琅时有过从的李光地之手
。

他们既在 同殿称臣
,

又 是 福 建 同

乡 以上记载
,

自属可信
。

据是
,

这当是描述施琅的非常生动的一笔
。

二
、

《续集 》论述姚启圣凡十一处
。 “

抑姚扬施
”

在书中虽时有表现
,

但是
,

作者在姚

启圣病逝后则如实写道
“

至今
,

有官吏不 肖为恶者
,

相率而哭诸姚庙 雨肠有愈
,

相率而

祷诸姚庙
。

人心所向
,

亦即有灵
。 ”

安溪也如之
,

为姚 启圣
“

立大庙
,

香火之盛无比
”

母

三
、

徐乾学
“

双月总不全开
,

即一目也半截开
、

半截闭
,

两 目及一 目各半开闭
,

互用其

一线光
,

所露甚明
。

或大谈论
,

有时全开
,

反不光采
,

如塑 泥神之 目
。 ”

何以如此
,

当 与

徐乾学
“

近视
”

有一定关系
。

书中对徐乾学两面三刀
、

口 密腹剑等行为做了详细而生动的记

录
,

多达四
、

五十处
,

给人以
“

机关算尽太聪明
,

反误了卿卿性命
”

之感
。

有关这方面的描

述
,

容另文再述
。

四 《续集 》有十二处述及余国 柱其人其事
。

康熙二十七年  二月
,

郭绣疏参明

珠
、

余国柱结党营私
,

揽权纳贿
。

余国柱闻之确实
, “

震惧
,

已不能行
。

近阁不过数武
,

扶

石栏杆
,

一步步那移
,

始能至 阁
。 ”

李光地以其亲眼所见
,

并用此短短数语
,

使读者对余

国柱此时此刻的狼狈之态
,

大有如见其人
,

如闻其声

五
、

侍讲学士德格勒于康熙二十七年刑讯时被
“

拷 问不休
。 ”

其时
,

德 格 勒 对 间 官

说
“ ‘

汝等不曾用酷刑
,

我如何肯招
’

众间
“

酷刑尚欲何如
尹

日
’

此 等 夹 棍 一

拢
,

我快活得很
,

即睡去
,

君等试夹脑
,

则痛楚成招矣
。 ’

众知其矢死无他语
。

又上原谕问

官 日 可夹讯
,

要一个活德格勒还我
。

故众官以此覆旨
。 ”

是书有关德格勒的记 载 有 十 二

处
,

而这段记载不仅再现了德格勒受刑时的场面
,

同时
,

还为后人留下了如康熙帝此次上谕

等重要史料
。

六
、

除 《清圣祖实录 》
、

《康熙起居注 》等书外
,

刘国轩归清后的事迹史载 无 多 在

《续集 》有关刘国轩的十处记载中
,

李光地为后人留下了极可宝贵的史料 康熙 三 十 二 年
,

刘国轩病逝于天津任所
。

此后
,

李光地因讨论横海将军一职的人选时说
“

……但

是
,

横海将军须先得一不要钱人
,

甚难
。

教我荐人却不敢
,

都无可信者
,

若刘国轩在
,

便可

用
。

刘颇清正
,

不要钱 ,
”

。这就是说
,

刘国轩在天津总兵官任上严于律己
,

廉洁 自若
,

从

而添补了 刘国轩传 》的空白
。

李光地的上述谈话发 自肺腑
,

感人至深
,

难能可贵

诚然
,

《续集 》也有其不足之处
,

如述及一人一事
,

时有重复 体例编排
,

不尽合理

行文之中
,

也有疏漏
,

这理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

至于重复现象
,

固然不足取
,

但重复可有助

于研究者进行对比
,

并能使我们从中发现问题
,

促使我们结合其它史著
,

进一步研究之 有

关 腊丸琉 一案的记述
,

前后不一
,

即属此例
。



长期以来
,

史学界有一种意见
,

认为李光 地在书中占用大量的篇幅叙述 腊 丸 疏 》一

事
,

口的在于 自我辨解
,

属一面之 辞
。

对于这 一问题
,

我们应当首先看到的是 李光地因上

腊丸疏 而 对维护清初统一的重要贡献
。

至 于他与陈梦雷之间 的纠葛
,

则另当别论
,

巨仍

需研究
。

更何况一些满汉要臣从中煽风点火
,

擂手其间
,

蓄意使事态扩大
,

以达到他们从中

渔利的 目的
。

官场倾轧
,

于此可见 再者
,

这一面之辞不也正是我们研究这桩纷繁公案的第

一手材料吗 此外
,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
,

李光地在书中时时丧现出一种坦率的态度和 白描的

写法
。

其中
,

他在台湾归清后的错误之 见当具有其代表性
,

而且
,

他还述之甚详
,

远非其它

记载这一问题的史著可比
。

这就为我们全面评价李光地提供了可靠史料 李光地的这种态度

和笔法应予肯定
。

总之
,

当我们研究明未清初的有关人物和事件时
,

我们务必要注意到李光地以其所见所

闻
,

对
“

本朝 人物
”

和
“

本朝时事
”

的论述
。 “

本朝
”

人记载
“

本朝
”

的人和事
,

即我们常

说的当代 人写当代的人和事
,

时不久远
,

不易失真
。

书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史料和作者对一些

历史人物形 象
、

逼真的描写
,

以及这些人物之间错纵复杂的关系
,

均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即或是其偏颇和矛盾之处
,

也是有其意义的
。

而 《续集 》的重要价值
,

也 正是体现在上迷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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