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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让世界财富流向中国

商丘风情
■刘秀森长篇连载

七 订亲（3）
彩云娘将花线接在手里，仔细看了看，

说：“就是不孬。”
传典媳妇就说：“大嫂子呀，给闺女买点

儿吧。这花线又好又便宜，不买多可惜呀！
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叫闺女过来，看
相中相不中。”

彩云娘一点也没怀疑她们，见花线质量
的确好，就朝西屋里喊彩云：“彩云，过来，看
这花线你相中相不中。”彩云答应一声就过
来了。

传典媳妇和传经媳妇仔细地看着彩云，
见姑娘个子不低，身材不胖不瘦，瓜子脸庞
白里透红，一对杏核儿似的大眼睛忽灵灵
的，鼻子不高不低，两片好看的嘴唇闪着胭
脂红；黑亮的头发扎了一条长长的辫子；上
穿一件绿色带红花、颜色鲜亮的棉袄，下穿
一件黑色棉裤，一身衣裳非常可体、好看。
觉得魏老罐真没说假话。

为防万一，传典媳妇要确认这姑娘是否
真的是彩云，就故意向彩云娘说：“大嫂子真
有福，这闺女长得真俊。恁有几个孩子呀？”
彩云娘答：“两个闺女一个儿。大闺女出门
儿走了，这是小的。”

传典媳妇问：“今年多大了？”
彩云娘答：“十八岁。”
传经媳妇问：“有婆家了没有呀？”
彩云娘说：“没有嘞。以前也说了几家，

他爹都没愿意。这不，她爹的一个朋友又给
说着嘞。唉，光想给闺女安个好家。可黑乎
乎的门子，哪家好哎？”

传典媳妇就说：“常言说‘恩养闺女不用
怕，啥人落到啥人家’。早晚会找一家如意
的。”

彩云娘一听，嘿嘿地笑了：“大妹妹真会
说话。”

传典媳妇问：“‘彩云’这名字真好听。
谁给起的？”

彩云一笑说：“俺爹。”
彩云娘也笑着说：“人家给闺女起名都

是这花儿那草儿的。她爹喜欢闺女，说：‘闺
女好，闺女好，闺女是爹娘的小棉袄。’就给
她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妯娌俩确认是真彩云，不是替相的。
彩云哪里知道她俩是偷相媒的，就蹲下

来仔细看花线。传典媳妇见她脚上的花鞋
花儿插得漂亮极了，就问彩云：“这花鞋是你
自个插的？真好看。”彩云羞然一笑说：“插
得不好，让恁笑话了！”传经媳妇看着彩云穿
的那可体好看的一身衣服说：“这闺女针线
活儿真好，看这身衣服多可体！自剪自做
的，还是恁娘给你做的？”彩云娘听她夸自己

的闺女，心里很高兴，一笑说：“我给她做？
谁给她做她也相不中。人家是自剪自做！”
又拍拍自己的棉袄，“看，我的棉袄也是她做
的，没有不说好的！”传典媳妇望着她身上穿
的棉袄说：“做的就是不孬。恁闺女一定是
个孝顺闺女吧？”彩云娘就说：“可知道孝顺
俺了！恁在俺村里打听打听，没有不说俺彩
云是孝顺闺女的！”彩云羞然一笑说：“娘，别
说了。叫人家笑话！”

这时，传典媳妇和传经媳妇算是放了
心，认准彩云真的是个好姑娘。再说多了怕
露馅儿，传典媳妇就向彩云说：“闺女，看看
花线相中相不中。”彩云说：“好是好，就是俺
刚买了。”传典媳妇高兴地说：“好东西再买
一点也不算多。价钱便宜！”彩云问：“多少
钱一子儿？”传经媳妇就说：“一篮子花线卖
的就这点儿了，钱也赚手里了，闺女要是相
中了，挑几子儿用去，多少给几个鸡蛋就
中。”彩云就挑了两子儿花线，到里间拿了十
个鸡蛋给了她们，说：“大婶，够不？不够我
再拿。”传经媳妇说：“多了！给五个就中

了。”彩云说：“俺知道价钱，这样的花线，两
子儿没有十个鸡蛋换不到。”传经媳妇接住
五个鸡蛋说：“中了！中了！那五个你还收
起来，算咱娘儿们有缘。”彩云娘便说：“看恁
这俩卖花线的，真好说话！”

传经媳妇怕言多必有失，就收起花线
说：“剩下这些也不卖了，回家给孩子插花鞋
用。”就跟彩云娘和彩云告别。

回到家里，妯娌俩把相亲的过程一说，
全家人都很满意。

七奶奶向升儿说：“小儿（长辈对晚辈男
子的爱称），大媳妇好。大媳妇知道疼你。”
升儿咧嘴一笑，羞得脸有些红。

第二天，有两个四五十岁、表情有些神
秘的女乞丐窃窃私语着，走进了陆家老八门
中间的胡同，趁要饭的工夫，把胡同两边各
四家的院落大概看了一遍，便进了升儿家的
大门。她们见院里没人，把这个不大的四合
院里的房屋一座一座仔细看了个遍。

当七奶奶发现院里有人从堂屋里出来
的时候，她们就向七奶奶走了过去，说：“老
大娘，俺是要饭的，给点吃的吧！”

七奶奶当她们真是要饭的，就到厨屋里
给她们拿了两个自家吃的杂面窝窝。她们
接住放在篮子里，却不走。七奶奶回到堂
屋，她们就跟了过去。一个乞丐恭维七奶奶
说：“老太太真是好心眼，这样舍得打发要饭
的。”接着便倚在门框上跟七奶奶拉起了家
常，问七奶奶几个儿女、几个孙子。

七奶奶忽然觉察到这俩妇女不是要饭
的。 （61）

康熙帝亲政后，励精图治，经常
读书和批改奏章到深夜而不知疲
倦，也渐渐施展出他的才能：平定以
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取得雅克
萨之战的胜利，与沙俄签订《尼布楚
条约》；击败盘踞在天山南北的蒙古
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并趁机使外蒙
古喀尔喀部全部归附。

清朝特别重视与蒙古诸部的关
系，因为满清之所以能够入关，主要
依靠的就是满蒙联盟，康熙帝就曾
洋洋自得地说：“历朝历代都修长
城，但是修了也守不住，我朝对蒙古
诸部施恩，这比长城还坚固啊！”随
着清政府在蒙古地区的编旗设佐，
驿站也建立起来。驿站系统不但是
清政府对蒙古地区权力渗透的主要
通道，也是蒙古各旗王公入京朝觐
和商旅往来的主要道路。

康熙帝谕令在内蒙古一带设立
五路驿站，即喜峰口外设立 15站；古
北口外设 6站；独石口外设 6站；张
家口外设 8 站；杀虎口外设 12 站。

“每站安丁五十名，量给与马匹牛
羊。”这五路驿站也被称为“蒙古台

站”，或者“草地路”。
由于每个驿站设壮丁 50名，因

此这个驿站制度又叫“五十家子”制
度。这 50名壮丁携家带口，被赏以
房屋田地。50户人家有的养马，供
给驿站使用；有的种地，以养活驿站
的人员。

驿站“均于水泉形势之处安
设”，即都在水草丰美之处设立，久
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个小村落，也
是来往的贩夫走卒歇脚的地方，随
着人烟的繁盛，也就形成了市镇。

驿路的建立，促进了商旅贸易
的发展。后来，在内蒙古五路驿站
的基础上，形成或壮大了很多著名
的贸易集镇和城市，如归化城（现内
蒙古呼和浩特旧城）、多伦等。而旅
蒙商人又在清廷官驿的基础上，以
归化城等重点城市为依托，逐渐开
拓出了归化城至外蒙古库伦、至乌
里雅苏台、至新疆的商路，多伦至库
伦、至呼伦贝尔、至俄罗斯恰克图的
商路。在这些路线上，旅蒙商主要
以绸缎、布匹、茶叶、大黄等商品交
换游牧民的牛羊、毛皮等。

康熙帝画像

康 熙 帝（1654 年 —
1722年），即爱新觉罗·玄
烨，清朝第四位皇帝，8岁
即位，除鳌拜，平定三藩，
收复台湾，三次亲征噶尔
丹，组织人力编纂《康熙
字典》，是中国历史上在
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这 几 年 ，清 宫 剧 不
少，许多讲的都是发生在
康熙朝的故事。观众爱
看康熙的故事，大抵是因
为这位皇帝在中国历史
上太过传奇，就连他身边
的很多人都够格拍上好
几部电视剧：他的父亲顺
治帝与董鄂妃爱得缠绵；
他的祖母孝庄太后（即孝
庄文皇后）是清朝一代贤
后；他的儿子们“夺嫡”故
事更被后世反复戏说。
康熙朝的故事，观众看着
过瘾，剧组也赚得盆满钵
满。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
康熙帝究竟是怎样的？
史书记载，他 8 岁登基，
14 岁亲政，智除鳌拜，平
定三藩，收复台湾，亲征
噶尔丹，开创康乾盛世。

一生功绩如此，想不
留青史也难。

康熙帝名叫玄烨，出生
于 1654年。当时他的父亲
顺治帝年仅 17岁，却有了 3
个儿子，玄烨行三，后来顺
治帝又生了 5个儿子，所以
从这些儿子中出头当上皇
帝确实不容易。据说玄烨
母亲佟佳氏怀孕时，肚子周
围就像是有龙在盘绕，等玄
烨出生时，“合宫异香，经时
不散”，又有五色光气，“充
溢庭户，与日并耀”。对于
类似的祥瑞之兆，康熙帝自
己从来都是撇着嘴表示不
信的，他曾强调：“我出生
时，并没有什么灵异之处，
等到长大时，也没有非常之
处。”他还特别反感大臣们
对祥瑞异象的上奏，认为这
些上奏“无益于国计民生”，
他会反问大臣：“地方每遇
丰登，必归美于朕，倘遇荒
歉，又谁诿乎？”由此可见，
康熙帝是一个清明的帝王。

玄烨两岁的时候，就感
染了天花。在清代初期，天
花可谓是最可怖的病症之
一，一旦感染就必须被隔
离。因此，年幼的玄烨被送
出宫去养育，最后竟然平安
出痘，可谓福大命大。

1661 年正月，玄烨才 8
岁，他的父亲顺治帝突然病
逝。在病重之际，顺治帝曾
想让第二子福全继位，但是
孝庄太后不同意，一心想让玄
烨继位，顺治帝一时拿不定主
意，就征询汤若望的意见。

汤若望为何人？他是
耶稣会的德国传教士，是继
利玛窦之后又一位在中西
交流史上留下重要功绩的
人物。由于他学识渊博，深
受顺治帝母子信任，孝庄太
后称汤若望为“义父”，顺治
帝称他为“玛法”，即“爷爷”
之意。顺治帝即位后，经常
向汤若望请教天文、历法等
知识，汤若望也趁机向顺治
帝进言。所以，在临终选择

继承者的这件大事上，顺治
帝也征询汤若望的意见。
汤若望认为，玄烨已经出过
天花，再也不会被这种可怕
的病症所伤害，所以主张立
玄烨为帝。在孝庄太后和
汤若望等人的支持下，顺治
帝最终下定决心选择玄烨
继位。1661年，玄烨登基，
改年号为康熙。

康熙帝即位时，清朝入
关才不到 18年，百废待兴，
矛盾重重，摆在这位少年天
子面前的，并不是一条康庄
大道。他父亲临终前为他
选了四个辅政大臣：索尼、
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
这里面野心最大的是鳌拜，
没过几年，四辅臣或去世，
或投入鳌拜集团，鳌拜势力
坐大，即便是在康熙帝面
前，也动辄高声喝问，威胁
到了康熙帝的绝对权威。

对付鳌拜，康熙帝自
有妙招。他先是不动声色，
假装示弱，又召集一些与他
年龄差不多的少年进宫作

“布库之戏”，就是玩一些摔
跤、扑击等游戏。鳌拜对此
不以为意，还以为康熙帝玩
物丧志。1669 年 5 月的一
天，康熙帝先给这帮布库少
年做好了擒鳌拜的动员工
作，然后宣召鳌拜。鳌拜大
摇大摆地进宫，康熙帝马上
指挥众少年一拥而上，运用
人海战术把他给擒住了。

擒住鳌拜后，康熙帝让
大臣们议罪，大臣们议定鳌
拜大罪30条，请求判处其死
刑。康熙帝念鳌拜功劳，改
死刑为拘禁，不久鳌拜死于
禁所，其党羽数人被处死。
另一位长期与鳌拜勾结的，
也是仅存的辅政大臣遏必
隆，被革职夺爵。就这样，
康熙帝夺回了最高统治权。

从此，一代帝王开启了
他雄大宏伟的一生，拉开了
康乾盛世的序幕。

康熙帝即位不久，明朝将领郑成
功就驱逐了台湾的荷兰势力，以台湾
为据点，与清朝抗衡。清朝则实行海
禁政策，规定寸板不许下水，粒货不
许越疆。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 1683
年，这一年康熙帝挟平定三藩之余
威，对台湾既抚且剿，促使郑氏政权
投降，至此台湾纳入清朝版图。

清朝统一台湾后，很快就停止海
禁政策，海上丝绸之路立刻显现出生
机勃勃的景象。据记载，停止海禁后，
去日本长崎的清朝船只就骤增三四倍
以上，与欧洲的贸易额也在持续增
长，甚至“全欧洲的贸易量都无法跟
巨大的中国贸易量相比”。欧洲人通
过黑三角贸易（即奴隶贸易），从美洲
和非洲掠夺大量的白银和黄金，用来
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再运
回欧洲，世界的白银大量流向中国。

康熙帝对科学技术也特别感兴
趣，他发现中国传统的地图绘制方法

相对落后，就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
和仪器绘制全国地图。他委任一些
耶稣会的传教士如雷孝思、白晋等
人，在全国各地进行大规模实地测
量，于 1718年绘制成《康熙皇舆全览
图》，堪称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
就。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就
曾评价说，这幅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
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
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1722 年，69 岁的康熙帝走完了
他多彩的一生，他在位 61年 10个月，
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作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
康熙帝励精图治，开创盛世，着眼蒙
古，收复台湾。他促进了草原丝绸之
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让全球财
富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在他之后，
清朝进入了最繁荣的时代。可以说，
康熙王朝，是古代中国的尾声中，最
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人民网

设置“五十家子”

用西方技术画中国地图

出过天花成了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