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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相国》

内容概要

《大清相国(最新修订版)》主要内容包括：陈廷敬曾被康熙皇帝赞为完人，但我并不相信世上真有这
样的人。不过世人好为尊者讳，隐恶扬善又是古风，陈廷敬即便真有瑕疵，也无史料可供探觅。我们
的祖宗并没有那么好，祖宗的家国也并没有那么好。可面对现世红尘，人很容易沉溺于古往。古人评
价历史人物，多流行朴素的民间思维，不是大忠大善，就是大奸大恶。中国古典小说就惯用这种民间
思维，刻画人物多走极端，曹操大奸，诸葛大智，张飞大勇，关羽大义。我写所谓的历史小说，不自
觉地就落了这个窠臼。我其实是自愿陷入这种古典审美范式的，与其说是写了历史上真实的陈廷敬，
不如说我希望历史上真有这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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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相国》

作者简介

　　王跃文，湖南省溆浦县人，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服务于湖南省作家协会。出版有长篇
小说《国画》、《梅次故事》、《亡魂鸟》、《西州月》、《大清相国》、《苍黄》等，以及小说集
、散文杂文集多种。他的文字始终渗透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凌厉的批判锋芒，颇受读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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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相国》

章节摘录

　　1　　顺治十四年秋月，太原城里比平常热闹。丁酉乡试刚过，读书人多没回家，守在城里眼巴
巴儿等着发榜。圣贤书统统抛却脑后了，好好儿自在几日。歌楼、酒肆、茶坊，尽是读书人，仙裾羽
扇，风流倜傥。要么就去拜晋祠、登龙山，寻僧访道，诗酒唱和，好不快活。　　文庙正门外往东半
里地儿，有家青云客栈，里头住着位读书人，唤作陈敬，山西泽州人氏，年方二十。只有他很少出门
，喜欢待在客栈后庭，终日读书抚琴，自个儿消闲。他那把仲尼琴是终日不离手的。后庭有棵古槐，
树高干云。每日清晨，家佣大顺不管别的，先抱出仲尼琴，放在古槐下的石桌上。陈敬却已梳洗停当
，正在庭中朗声读书。掌柜的起得早，他先是听得陈敬读书，过会儿就听到琴声了。他好生好奇，别
人出了秋闱，好比驴子卸了磨，早四处打滚去了。那外头喝酒的、斗鸡的、逛窑子的，哪里少得了读
书人！只有这位陈公子，天天待在客栈，不是子曰诗云，就是高山流水。　　大顺不过十三岁，毕竟
玩性大。每日吃过早饭，见少爷开始读书抚琴，就溜出去闲逛。他总好往人多的地方凑，哪里斗鸡，
哪里说书，哪里吵架，他都要钻进去看看。玩着玩着就忘了时光，突然想着天不早了，才飞跑着回客
栈去。大顺见少爷并没有生气的意思，就把听到的见到的都说来听。　　这日大顺出门没多久，飞快
地跑了回来，顾不得规矩，高声叫喊道：“少爷，中了中了，您中了！”　　陈敬琴声戛然而止，回
头问道：“第几名？”　　大顺摸摸脑袋，说：“几名？我没数。”　　陈敬“呼”地站了起来，“
没数？肯定就不是第一了！”　　大顺说：“少爷，能中举人就了不起了啊，哪能都中第一名！”　
　陈敬复又坐下，低头良久。他想自己顺治八年应童子试，考入潞安州学，中的可是第一名。那年陈
敬才十四岁。他是同父亲一起赴考，父亲却落了榜。他自小是父亲发的蒙，考起试来竟然父不如子。
父亲虽觉脸上无光，却总喜欢把这事儿当段佳话同人说起。不几年，陈敬的名字便传遍三晋，士林皆
知。　　大顺就像自己做错了事，不敢多说，一边儿垂手站着。大顺十岁那年就跟着少爷了，知道少
爷不爱多话，也看不出他的脾气。可大顺就是怕他，说话办事甚是小心。陈敬突然起身往外走，也不
吩咐半句。大顺连忙把古琴送进客房，出门追上陈敬，低头跟在后面。　　文庙外的八字墙上，正是
贴榜处，围了好多人，闹哄哄的。榜下站着两个带刀兵丁，面呆眼直，像两尊泥菩萨。陈敬走上前去
，听几个落榜士子正发牢骚，说是考官收了银子，酒囊饭袋都中举了，孔庙变成了财神庙。几个读书
人撸袖挥拳，嚷着要见考官。陈敬并不认得他们，就顾不得打招呼，只从头到尾寻找自己的名字。他
终于看见自己的名字了，排在第二十八位。抬眼再看看榜首，头名解元名叫朱锡贵，便故意说道：“
朱锡贵？我可是久仰他的大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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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相国》

精彩短评

1、借古讽今
2、写的还不错
3、看到是某领导人推荐的，一时好奇便找来读，发现无论是结构内容文笔都一般般，更像是剧本，
又与《大明宫词》这样的剧本相差太多，真是想不明白有什么好推荐的，老成谋国么？不觉得。定位
于历史小说，继缺乏历史厚重感，又不像小说，还是学学《雍正皇帝》《张居正》《白门柳》等等吧
。。
4、失去了往日的意味深长
5、等 忍 稳 狠 隐。。作者用这五个字诠释官场之道很到位
6、全书所举的例子大都是陈廷敬去查案子的事儿，也多是因为他不同意大臣们的看法从而反驳，从
而求得一个事情真相的过程。找准事情源头，亲力亲为，明白上面的意思，不把事情做绝。他之所以
不贪，一心为国，着实是因为他家境盈实，没有必要把做官当做谋生的手段啊！
7、好。有空再读。
8、在王跃文诸多官场小说中，我还是最喜欢最推崇这部大清相国，虽然在口碑和影响力上不是太大
，但第二遍读时，仍然是精彩的令人拍案叫绝！王跃文不愧为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描写权力场上的
微妙心理无比细致逼真，数不清的权斗段落和君臣暗战让人回味无穷！那种揣摩、那些犹豫、那些分
寸、那些官场特有的无法言传的怪事。。。真是让人读起来就难以自拔，废寝忘食啊，值得学习和品
味的内涵太丰富了！
9、清官多酷，好官多庸。能官多专，德官多懦。
10、王岐山推荐。。
张善德，为宦不乱，始为本心。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切记！切记！切记！
11、好无聊，平不邋遢的
12、成大事者,必有所敬畏!
13、这个除了陈廷敬刻画的还一般，其他的人基本就是围绕陈来刻画的，想让其好其就好，想让其坏
其就坏。每当陈出手时，老辣的对手全都战斗力降到250以下。
14、或许是浅阅读多了，看这本书有时候觉得节奏好慢，而且依稀有《国画》的影子
15、第一次看官场小说 朝代变迁 历史更迭 为官潜规则都没改变 或者说是社会的规则都没有改变
16、我是一口气读完了。
17、第一个版本不全，后来重新下载了txt版本的。小说真是抓住儒家精髓，官场各个都是儒学大家呢
。
18、终于看完丿
19、一边培训，一边读完了这本小说，书总体来说也只值三星。但是一边听着培训老师讲公职人员人
际关系和情商比能力更重要，与领导相处要这样那样种种琐碎，一边看小说中臣子为度君心无限惶恐
，隐忍谨慎一生，令人感慨，三百多年过去了，现如今的观念和以前的封建君臣、主奴又有多大区别
？
20、在书店，等店员去找《繁花》时，发现正热卖的是《大清相国》，王岐山推荐。共和国相国从大
清相国那里得到了怎样的启发，难以臆测。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看，这书跟《繁花》，几乎是两个极
端。一本重情节轻文字、只有骨架没有血肉的书，实在谈不上是出色的文学作品，那就拿去给公务员
们照镜子吧。
21、文字干练简洁，故事叙述却曲折丰富，人物性格也很鲜明~
22、一本通俗易懂的历史故事书
23、书值得一读，但离王的水准有差距！
24、就像一部官场现形记
25、写的就是一本江湖演义，文字之平，淡然无味。
26、把康熙写的更像个人，这点最值得称道
27、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赞。但是确实也是本好书。
28、除了个别瑕疵，比如鳌拜怎么被除的一掠而过外，《大清相国》是一本十分精彩的书！很久没有
这么畅快的看一本书了，之前这么追着看的还是《明朝那些事》。不过陈廷敬真的称不上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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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相国》

。
29、好好评析这本书～好看阿～～
30、陈廷敬的无奈，大清官场的无奈；康熙皇帝的无奈，大清帝国的无奈，在这本书里体现的淋漓尽
致！
31、20121123-1127 无涯宦海，古今相通。真心不喜欢王跃文那本儿国画，反而觉得借古喻今的大清相
国更有看头！
32、小的时候家人让背天气预报 每次报道皇城相府的时候不明觉厉，看了后才发现做人楷模啊  等忍
稳狠隐
33、6月5日看完。等、忍、稳、狠、隐。
34、没有想象中的震撼  陈廷敬能一步一步走上去还是很有机遇性的吧
35、一般而已
36、看完了，明白了：人无完人，事无完美。
37、李总理推荐的书啊
38、就是历史背景下的官场小说，逃不脱那个模式，可以消遣，不必当真。
39、清朝的官场为何那么像当下的中国？主人公穷其一生参透了官场的奥秘——等、稳、忍、狠、隐
。
40、对白有些奇怪，像是文言文直接翻译的，又翻得不圆润。
41、官场写实之佳作
42、书很好，但是有几本被快递损坏了。
43、非常好 借古喻今
44、我认为如果一本书能让你产生读下去的欲望，那它就不失为一本好书，而且我很喜欢看这方面的
书，作为目前不多的一本这方面的书，真的应该点赞，希望王跃文先生能多写一些这方面的书给我们
看～
45、皇城相府 陈廷敬
46、忍 稳 等 狠 隐
47、陈廷敬，有学识、有人品、有能力。
48、没有啥特点，看到开头就猜到了结尾。
49、就像甄嬛传一样，这里的每个事件基本上都是一个刑事案件。刑事司法（纪律检查、刑事指控与
判决或者大而化之的反腐败）就是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展开的。
50、很有电视剧的既视感~
51、陈廷敬，不容易的辅臣

52、从楞头小伙成长为一代贤相，靠努力，靠悟性，靠操守，但是更多的是气运，太多有潜质的人没
走几步就倒下。
53、等忍稳狠隐
54、王跃文的历史小说值得一读
55、离二月河差好多。。
56、聪明不如糊涂，真糊涂不如假糊涂。最近很爱看这些历史的调调。
57、陈延敬在黑暗的官场里面洁身自好，尽力为百姓做实事，真是官员的楷模
58、当官难，当好官更难，当个能全身而退的好官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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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相国》

精彩书评

1、摘抄几句供自己咀嚼：1.“皇上面前当差，没什么委曲可说的。做得好未必有功，做得不好未必有
过，但你又必须做好。难哪！”2.“所谓历练，自是经事见世，咋看起来就是熬日子。世人常说任劳
任怨，想您二位都不是疏懒之人，任劳是不怕的，要紧的是能够任怨。那就得有忍功啊！”3.明珠却
把皇上历年猎获野物铭记在心，道：“皇上之神勇，古来无双。臣都记着，到今日止，皇上共猎虎九
十三头、熊九头...兔无数！”4.他现在早想明白了，场面上的事情，总得给人面子，凡事还是得依礼
而行。
2、当下主要有八种社会思潮，主流是邓小平思想。其他社会思潮也有市场，也有人奉若神明。傅山
就像是那七种社会思潮的代言人，而陈廷敬则是主流社会思潮（邓小平思想）的代言人。在老百姓看
来，社会思潮都是一回事，只要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就拥护他。
3、大清相国读后感剧情顺序：1、�参福伦，山东2、�高士奇、房子3、�山西阳曲4、�大户统筹5、�钱法6、�
云南、参王继文7、�参明珠8、�连环计1、�我们的祖宗并没有那么好，国家也并没有那么好，可面对现实
，人们很容易沉溺于古代。孔夫子知道周朝的真实景象吗？文献和很多传说会把前人美化，后人也靠
追忆前人而寄托现实抱负，古今读书人多患有这种历史依赖症，更多原因应该是活生生的现实叫人无
奈。   的确，我们不该依赖过去，而应该古为今用，活在当下，这是最好的时代。2、�脾气犟不是好事
儿，就像20岁的陈廷敬，一些潜规则是需要遵守的。他可以出老，要归功于卫向书的赏识和家里给吴
道一的钱。3、�下面的人替上面的人担罪，一直未变，如吴云鹏，李振邺；山东福伦，孔尚达；高士
奇，俞子易，等等。4、�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种族不分胡汉。5、�人心如原草，良莠俱生。去莠存良
，人皆可为尧舜；良灭莠生，人即为禽兽6、�地方报上来的事儿，凡是说百姓自愿的，总有些可疑。7
、�这宫里面（政府），谁是谁的人，很难说清楚。8、�反腐太过亦会伤及经济、社会。9、�说不准银行
很多零售贷款就是借给官员做孝敬礼，任何一地的银行乃至企业都特色鲜明啊。10、�大众百姓又是最
容易受到利益影响反戈的。11、�实际上最厉害的是皇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谁势头起来，就压制，
平衡做的很到位。先压陈，明珠起势；后出索额图，明珠被削弱。最后明珠被参。12、�参明珠的官方
样本只扣住了揽权、买官等空词，只点到为止，显示出高超的政治智慧。13、�盛世藏古玩，乱世收黄
金。14、�发财便不做官，做官便不发财。15、�位置越高权重，就越高处不胜寒。陈廷敬在下面看得清
索额图和明珠揽权，可是自己上位又犯糊涂，最后还好是功成身退。明珠权重，参明珠。索额图权重
，参索额图，扶植陈廷敬；陈廷敬权重而不自知，召回徐乾学和高士奇来制衡。16、�等忍稳狠隐五字
决太受用了王跃文先生不仅深谙官场之术，社会事态，连经济的基本原理也甚是精通，难怪王岐山爷
爷要推荐呢，整本书看完少吃几年亏啊。
4、这个是很早前的版本，貌似过了版权期了。推荐湖南文艺的版本，纸张好，设计的淡雅！清官多
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
，却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
5、很喜欢历史类的小说，细细读来，像是听那前辈在讲前朝的故事，他娓娓道来，我深陷其中，痴
迷于一个个传奇似的故事，却也可以了解历史。不记得哪位先人曾说过读史使人明智，我是很赞同的
，也因着这句话，爱上了历史小说。从来看书想是陶冶情操提高修养，不想本非雅士，奈何又落了俗
套，竟是成了看热闹的俗人，俗就俗吧，愉悦身心就足矣了。这本大清相国是我暑假前从图书馆借来
了，很厚重的一本书，本想暑假闲来无事，聊以解闷，不曾想回到家中，俗务绕身，不曾拿来细读，
回到学校，娱乐活动几近没有，便拿了出来，断断续续看完了。这次却不同于以前，是心智有所增长
还是作者写作水平高超，竟然若有所悟。官场黑暗，古来便是如此。曾经天真的认为和珅那样的奸臣
毕竟少数，青天似的官员也不会太多，多的是些平庸的不起眼的官员，不会有什么危害。现在想来，
那时候真是幼稚，想的如此简单。古往今来，许多事都是相通的，形式各有所异，本质其实相差无几
。康熙是个好皇帝，运筹帷幄，胸有天下。可他治下仍是贪官昏官成群，身边更是不乏此类奸佞，可
他仍是包容忍耐，杀一儆百，并不全然赶尽杀绝。那么我们的政府如今又是何面貌？惨不忍睹，这个
词完全可以形容了吧？纵然不是生动，却也形象吧?朝中有人好做官并非空言，身边不乏这种事情。遇
到什么事，只要这方面有人就好办多了，可怜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无权无势，往上爬是多么的困难。有
些人整天呵斥那些申请绿卡的人，可曾想过原因？若不是国内不好混，谁想背井离乡到他国讨生活？
陈廷敬这样忠君爱国的人到头来还要装聋作哑，归隐田园，何况遇到昏君呢？国家危矣
6、这本小说和作者的成名作《国画》比起来，应该是差得很多了，王跃文生活在这个时代，曾经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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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于官场，所以写起现代官场现形记，显得绘声绘影。这个从他最近的小说《苍黄》中可见一斑。所
以我觉得《大清相国》不如《国画》，不如《梅次故事》，甚至也不如《朝夕之间》（当然现在叫《
西州月》了）。书中的人物似乎有些过于“戏剧化”了，我深知历史上的高士奇应该不是如此阴险小
人，明珠应该也有许多才干，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此书只能中评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历史的虚构，引
发了一些笔墨官司，王跃文在再版的前言中，回击了许多人对于此书的批判（大多认为历史成分极少
，虚构成分太多）他是这样说的：“曾有人质疑这部小说的史实，认为它不是严谨的历史小说。⋯⋯
我从来就不知道历史小说中，历史与小说该如何配方，史实应占几成，虚构只准几成。”对于小说，
我也觉得不必苛求，姑妄听之也就行了。想要认真，那也要找到需要认真的地方。整本小说中我最欣
赏的倒偏偏就是这个作者的再版前言。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书的前言，记得在《苍黄》的书扉，王跃文
写了书名的来由——《墨子.所染》：“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就是这句话，
让我感慨了很久。《大清相国》的前言的最后一段，王跃文提到了自己对历史的看法。这段话是这样
的：“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真的那么好吗？夫子知道周朝真实的景象吗？我看未必。文
献和传说会把前人美化，后人也靠追忆前人而寄托现实抱负。中国古今的读书人，多患有这种历史依
赖症。当然，不能完全说是读书人史识蒙昧，更多的缘故应是活生生的现实叫人无奈。知道历史未必
那么美好，但仍要从古人那里寻求救赎。历史小说如此，史学亦是如此。 ”我们按照自己的心愿去构
筑历史，至少是解释历史，有时明知虚幻，却也飞蛾扑火。所以看到前言的这段文字，我也是“心有
戚戚焉”。
7、上次去沈阳看望爸妈的时候，爸爸正在看这本《大清相国》，他读过的书太多，五花八门的，现
在我竟不知道哪种类型的书他更喜欢，后来发现我似乎继承了这一点，也是杂七杂八地都拿来看，纵
有喜欢的，也不至于迷之过甚，不过对于历史小说还是挺能读进去的。就利用那几天的时间，我匆匆
地读了一遍《大清相国》。《大清相国》不太像一部历史小说，倒挺像一部剧本的，若是改了来演，
应该不大费事，戏剧性挺强的，人物描述详细，对话又多，现成一个本子。也因为如此，便感觉洋洋
洒洒一大本，稀里糊涂地就读完了，没有什么能够令人心动之处，抑或别扭之处，并且，我想再也不
会第二次打开了。但文中描述到的官场却还能搅扰到自己的记忆，在初参加工作的那几年，我曾经有
机会在市政府的某个部门呆过一阵子，虽只是表面，却也见识过官场的种种，只是当时年轻意气又有
些停伫在局外人的角度，十分看不惯，只恨不得一日也不在那种地方呆下去，现在自然远离了这样的
官场，历练多了，心态也平和了，不再只一种眼光去看待很多事情，今日那里的精彩想必更甚。古今
的官场果然都能够引诱人们去探究，因为实在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人和事，只是到了笔下，到了书中，
人也变了，事也变了，要么更加有趣，要么更加险恶，真的如何，谁还去管他。
8、著名作家王跃文以历史写官场之力作，为我们讲述大清一代名相陈廷敬的宦海沉浮。透过历史写
官场，充分揭露官场潜规则，剖析官员升迁的核心秘密。
9、清明假期读完一本王跃文的＜＜大清相国＞＞，加之在平遥古城走了一遭，环境和气氛都到位了
，格外读出了味道。巧的很，主人公陈廷敬也是山西人。陈廷敬作为一位经历了顺治康熙两朝，驰骋
官场将近五十年，吏刑工户四部尚书外加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字典，明史的编写总裁官等等诸多官位
在身的名臣，相比很多大起大落的官员来说是难得的，特别是最后可以原品休致，告老还乡，也算是
全身而退的典范。其中的道理即使放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陈廷敬一生都遵照＂五字＂格言，其中
有别人赠的，有自己悟的。等，忍，稳，狠，隐。等，卫向书大人正是看出陈廷敬年纪轻轻不过二十
岁若连中三元还被皇上赐名太过锋芒毕露，所以才建议皇上抹去了状元头衔，只得第二甲第一名。所
谓，做官也是要熬出来的，年龄阅历经验都是为官的资本，否则还没等做出成绩往往遭人嫉妒被人陷
害还不自知。忍，都说忍字头上一把刀，说出来容易做起来难。对于一个正直善良的人，看到鸡鸣狗
盗之徒，看到阳奉阴违的事，说还是不说，参还是不参，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参，怎么说，怎么参
都是有道道的。特别是在那个皇上一言九鼎的时代，说错了话，办错了事是要杀头的。要说康熙还算
是个明君，即使这样他也要考虑轻重缓急，政治稳定，不得已还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就像书中说
的大户统筹，康熙也明白这么做会使大户想办法盘剥老百姓，但对他来说打吴三桂是最重要的，能及
时收到赋税，前方的粮草马匹才能有保证。所以他明知陈廷敬是对的，也想了办法让他获罪。好在陈
母过世，陈得以守孝三年，躲过了被贬罚的命运。稳，为人做事都不要浮躁，话想好再说，事想好再
做，没想好宁愿不做不说。陈有才，诗词歌赋，博古通今，琴棋书画，特别说到他在钱法上的处理，
不仅办了大案，处置了贪官，而且滴水不漏，显得皇恩浩荡。有时候的取舍也颇为讲究，明知参不了
的贪官比如富伦，虽也不能让他好过，但对明珠对皇上确实面子上是过得去的。给自己留条后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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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罪不能得罪的人，是稳字诀的诀窍。狠，最后让索额图，高士奇互参，刘相年参了阿山和徐乾学真
是过瘾，陈廷敬躲在后面操纵了这一切，却不显山不漏水，妙哉！这一段对刘相年的描述特别有意思
。这个杭州知府直爽率真，虽然清廉却着实傻的可爱，为了省银子直接把妓院买了改成了圣谕讲堂，
气得康熙七窍生烟，逗死我了。隐，懂得急流勇退才是高人。这个被康熙赞为＂几近完人＂的老相国
在他七十岁的时候靠装聋得以告老还乡，结束为官生涯，终得善终。其中，有几点值得我再三思考。
一，黑的永远变不成白的。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品行端正的人永远比做一个贪赃枉法，背信弃义的
人胜算概率大。即使一时被蒙蔽，总有清醒的时候，无论是古代皇帝还是现代领导。二，懂得迂回曲
折。很多事情不能直勾勾就说出来，也要考虑领导的面子，领导即使错了，也要给个台阶。不要太喧
宾夺主，最后弄得跟明珠一个下场。三，不要随便站队。陈廷敬既没有站索额图的队，也没有站明珠
的队，他就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就好，皇上也不傻，自会看在眼里。 其实领导最恨下属搞小团体，
摆在古代就是结党营私，图谋造反。总之，要想做成事，做好事，说来说去无非上面几点，就看怎么
融会贯通，学以致用了。古代的处世之道摆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学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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