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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格格》

内容概要

《苏州格格》：以复杂的宫廷倾轧争夺和钩心斗角的官场斗争为背景，讲述嘉庆道光年间陶澍、林则
徐、左宗棠等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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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格格》

作者简介

高阳（1926-1992年），本名许晏骈，字雁冰，浙江人。出身于钱塘望族。1962年发表第一部历史小说
《李娃》，一鸣惊人。《慈禧全传》、《红顶商人》、《胡雪岩》、“红楼梦断”系列等使他成为当
代知名度最高的历史小说家之一，读者遍及全球化人世界。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真实，又
擅编故事，论者称其“擅长工笔白描，注重墨色五彩，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
界全书”。一生著作凡九十余部，约10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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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格格》

章节摘录

书摘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廿四日深夜，热河承德避暑山庄，皇帝寝宫“烟波致爽”殿西侧的御前大臣值
庐，八位顾命大臣的脸上，都笼罩着一层惶惑的神色；因为虽有不成文的规矩，凡皇帝病逝的那一刻
，召至御榻前的大臣，不论有无遗命，都算顾命大臣，但此八大臣却都不知道应该辅保的嗣君是谁?    
“如今想起来，当时没有请示‘末命’实在是大错特错。”掌权的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戴均元紧
接着说：“不过，我想皇上之所以没有交代，是因为已照‘密建’的家法办理，无须再作交代。如今
当务之急，是要查明白皇上‘密建’的朱谕，藏在什么地方?是在乾清官‘正大光明’的匾额后面吗?
”    “照规定是应该藏在那块匾额后面。可也说不定，”三额驸蒙古科尔沁王子索特那说：“那年在
盛京谒陵，我听皇上问太监金凯：交给你的那个盒子没有掉了吧?金凯回奏：盒子里头有那么要紧的朱
笔，奴才怎么敢不小心?⋯⋯”    “那就是了。”另一位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托津抢着说道：“找金凯
来问。”    金凯是大行皇帝居藩时的“哈哈珠子”，二十多年来，寸步不离；偏偏这回在路上中暑，
病倒在离承德两站路的“两间房行宫”，得要派人去把他接了回来，才能将事情弄清楚。    “国不可
一日无君!”班次最高的御前大臣赛冲阿说：“皇位自然该由二阿哥接，不如先‘柩前即位’，定了君
臣名分，大家也有个禀承。”    二阿哥如今是皇长子，元后喜塔腊氏所出；嘉庆十八年“林清之变”
，喋血宫门，正在上书房读书的二阿哥，以火枪击毙匪徒二人，保护后宫，建功甚伟，在自热河回銮
途中的大行皇帝，优诏褒奖，嘉许他“有胆有识”，“忠孝兼备”，因而封之为“智亲王”，增年俸
一万二千两，所用火枪，亦蒙赐号为“威烈”。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由二阿哥智亲王接承大统
，都是天经地义。    但是，赛冲阿的话虽驳不倒，却没有人附和，因为有一个明显的事实，为大家在
内心中带来了疑虑；这个明显的事实是大行皇帝所钟爱的是四阿哥绵忻。他跟三阿哥绵恺，都是继后
，也就是当今皇后钮祐禄氏所出，但上年赐封时，三阿哥封为惇郡王，而四阿哥封的是瑞亲王。大行
皇帝出巡，随扈的总是二阿哥与四阿哥；此外“南郊”祭天，或者太庙“时享”，四阿哥亦跟二阿哥
一样，时常奉派代替行礼。总之，在内廷行走的大臣的心目中，都觉得二阿哥除了居长这一点以外，
其他并无胜于四阿哥之处。    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还是掌权的戴均元发言：“兹事体大，千万要慎
重!”他有句没有说出来的话，如今拥戴二阿哥登上皇位，万一大行皇帝的朱笔找到了，接位的是四阿
哥，那时怎么办?他特地停顿了一会儿，让大家自己在心里体认到此事如果出错，会有如何严重的后
果?然后才慢条斯理地往下说：“至于禀承，目前也只是恭理大丧；作为家事来看，当然是长子做主，
我们在这方面请示二阿哥好了。”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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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格格》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高阳的清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特别取材于乾嘉年间的史实，写尽朝廷大政、南北吏治、民间
风俗，兼具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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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格格》

编辑推荐

《苏州格格》以复杂的宫廷倾轧争夺和勾心斗角的官场斗争为背景，讲述嘉庆道光年间陶澎、林则徐
、左宗棠等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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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格格》

精彩短评

1、本人很崇拜高阳先生，也很喜欢高阳先生的作品，但本书却不敢苟同。读完本书如坠云雾，不知
所云。本书情节杂乱，东拉西扯，无主题，无主线，无高潮，实在不象高阳先生的作品。
2、应该是库存一段时间了
3、道光朝。不大好玩
4、了解了这段历史。
5、书质量不错 实惠
6、人心世故啊，有时候你真是半点也弄不明白。。。
7、对历史人物多一重认识
8、只能选这个了，因为还没来得及看。囧
9、苏州格格，作为高阳清史系列的读本，有这特殊的意义与地位，里面有很多情节，只有读过印心
石的人才能明白其中含义，所以说并不能作为独立的小说予以推荐。但这本书妙就妙在它没有竭力描
写“苏州格格”三宝在宫中的勾心斗角，反而将她的宫中生活安排的波澜不惊，位列宠妃之首，且与
其他嫔妃关系甚好。真正的斗争都是在宫外的，都是大臣之间的政权夺势，尔虞我诈。
从这一层面上我们不难看出，高阳是真心热爱女性的，他心目中的完美女神就应该是三宝或其他嫔妃
那样，大方得体、温柔知礼、善解人意。无论是身处顺境抑或逆境，都自然散发出温文尔雅的
10、这野马跑得⋯⋯
11、到的那天晚上就读完了，迫不及待，欲罢不能，呵呵
12、如果是高考作文一定零分,内容跟书名没太多联系
13、发货很快，正是我喜欢的
14、很喜爱高阳的作品，继续关注。
15、继承了清末官场小说的特点，有些地方与现代官场还有很多相似。可以看看。
16、一点都不好看，苏州格格的故事只占了一小部分，其他的部分全是在东拉西扯，很多出场人物，
但不清楚作者要借这些人物表达什么意思，没有一个人物被用心刻画。整本书没有主线，内容杂乱无
章，看了之后如坠云雾，觉得买书浪费钱了。千万不要买这书。
17、清史小说系列
18、名字就是个幌子，不过苏州格格写的居然是孝全成皇后倒是意料之外的，陶文毅公，左季高，胡
润之，清代的地方高官总给人厚重之感，想想也是，道光朝到底还是清明的。
19、高阳的历史小说我是第一次读，但他著作里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倒先他遐尔。1926年生人，在历史
的白描上功夫极深。用语通俗，但随手翻一页，段落间的格调自不必说。我一直佩服这种能通读史料
和精于民俗，又能随意点缀在小说情节里的高妙手笔，所以十分遗憾直到今天才读到高阳的作品。这
一本《苏州格格》应该不是高老先生的得意之作，很明显的故事铺排可惜和书名关系不大，有点随手
挑一段历史单讲了故事的意思在里头。他的清史小说还有另三部，其一《水龙吟》，其二《印心石》
。《印》一定是讲陶澍了，但《水》是否是林则徐不得而知。唯一肯定的是，高老先生的书是一定会
在我下一批的购书清单中出现的。
20、高阳的确是历史小说的大家，这本书有点虎头蛇尾，但依旧值得一购。
21、看书名好像是讲道光的孝全成皇后，但通读全书，说到底竟是一部道光朝的“诰命夫人”小传。
当朝三位诰命夫人，一位是罗思举的发妻；一位是陶澍的夫人（高阳另一部小说《印心石》的主人公
之一），再有就是陈銮的夫人。除了这三位，左宗棠的夫人也出来走了走，全是传奇的女性。与此相
比，孝全成皇后就逊色多了。高阳对道光的评价不高，觉得他不如嘉庆，甚至借左宗棠之口说出“有
亡国之君始有亡国臣”的话。曹振镛到底是庸才，辜负“文正”至谥。
22、我一直很喜欢高阳的书，也一直奇怪他怎么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写那么多的书。看了这本《苏州格
格》让我似乎找到了答案，原来名家也会写糗书。知道他想写清庭后期宫中的权力之争，可是这也太
杂太乱了吧，哪里算是一本小说，可能是他的写作笔记吧，东拉西扯，什么人都说，又什么人都没讲
清楚，太遗憾了！有点浪费的感觉。
23、里面的内容太多了也太精彩了！
24、因为想买齐三联版的高阳作品才买的，若非如此，此书可以不买。不像小说的作品，像一个个故
事片段拼凑起来的。在清史小说三部里，此部最次。水龙吟相对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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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格格》

25、作者是我喜欢的，他的作品我喜欢
26、错别字太多了！！
27、清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特别取材于乾嘉年间的史实
28、写得平平淡淡，速速翻完
29、不知道为什么这本书叫苏州格格。关于苏州格格的情节根本没多少。其实写的是那段时期官场的
一些故事，结构虽然松散，但是故事讲得好，描写也到位，是本好书。
30、当做课外阅读很好哦！
31、像一位博学的老人在讲故事，各种典故娓娓道来，生动贴切。
32、白描人情， 高阳的小说看起来慢慢给力。
33、看不下去 要么是功力不够？！
34、高阳的书，一直很喜欢。尤其三联的
35、高阳的经典作品，非常值得一睹
36、没有前言和后记,都没搞清写完没==
37、经由此书，多少了解了一点当时的那段历史。
38、陶澍的故事和印心石的版本略有不同啊⋯⋯
39、了解一下嘉道咸的历史。
40、更多的是漕运,河防等方面的
41、高阳的作品质量有保证，可以一看，不会让你惊喜，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42、典型的高阳风，名为苏州格格，但对这位道光帝第三任皇后实则着墨不多，仅其选秀前与顾太清
之交颇为有趣，后一入皇城深似海，除为道光孕育出后来的储君外再无亮色；全书实写乃陶澍林则徐
胡林翼左宗棠等名臣，虽均为仕途点滴，但各有特点。其中写魏源的曲笔最为巧妙，整个未见其人只
闻其声，印象深刻。
43、有错别字，校对欠佳
44、喜欢高阳的系列丛书.不知道慈禧系列什么时候有货
45、知道咸丰他妈是有多作了。
46、高阳最后一部作品。苏州格格，是指咸丰帝的生母孝全成皇后。但她并非本书主角。事实上，本
书并无主角，而是连缀一个个小故事来刻画嘉庆道光两朝的政局，描摹出一种危机渐成、黄昏迟暮的
气象。写得虽散漫，却耐读。高阳死则死矣，观此书，他倒也死得好看，有落英缤纷的样子。
47、高阳的书写境了人情世故，写尽了事态炎凉，可这一个个字组成的句子却没有一点点火气。如同
讲故事一般娓娓道来。
48、这算是高阳写得比较差的一部小说吧：1、结构松散，旁枝斜出，而且是“一斜到底”，2、结尾
似欲引出一个大时代的开端，可惜痕迹过重，完全没有给人那种“山雨欲来”的感觉，3、书名和内
容有个毛关系啊？！
49、喜欢高阳的书！
50、印制精美，不用多说
51、人情
52、书写的较好，具体细节没有过多渲染，国民政府关于武汉会战的部署及协调，整个战局的总体想
法全展现出来。资料翔实，图片丰富，语言简练，可读性强。装订质量过差，读到一半书断裂开来，
自己动手缝补起来的。很有损于当当的形象。
53、顾太清和孝全成皇后认识这种脑洞开得也太大了吧高阳老师⋯⋯！
54、嘉道年间官场逸事录。全书无固定主角，亦无贯穿始终的主线情节，作者信笔由之，想起什么便
写什么，内容、结构松散之极，反而歪打正着，颇为合乎当今碎片化阅读的趋势。
55、书还蛮好看的，可是文不对题，跟苏州格格有关的，一本书里面也没有五六页的。写的是道光年
间各种逸事，政闻等。但是结构很松散的，没有一件主线的。
56、2006年6月阅读。那阵子俺娘喜欢读高阳，我就借来看看，感觉一般。
57、很一般，结构散漫，故事无味，高阳作品中最不喜欢的一部
58、道光朝世说新语：）
59、高阳先生的文字自不用说，就三联出版社的这套书而言，32开本非常适宜拿着阅读，封面设计简
洁朴素，没有花哨，与书的内容相得益彰，阅读之时更能体现文字的魅力。

Page 8



《苏州格格》

Page 9



《苏州格格》

精彩书评

1、记得5月去乌镇拜访木心先生的时候，先生提到他中意的作家时，点到了高阳的名字，觉得他写得
好。我当时稍稍有些吃惊，旋即亦同意先生的判断。高阳的小说，我是初中开始读的。说实话，高阳
小说并非一般的历史小说，铺排历史，演绎情节。我始终觉得高阳的历史小说是人情小说，是世故小
说。换言之，初中的我是不能懂得高阳小说的妙处的。若以当下大多数的历史小说而言，高阳小说情
节并不紧凑，故事亦未必玄奇，更阀武侠美女的穿插点染，看似有点寡淡。读多了，我才明白高阳的
好，好就好在这种表象的寡淡。其实，高阳小说很厚实。我读他小说，总称叹其对人情世故的观察入
微与揣摩细致。小说家当然要写人物，但好多作家似乎只会写人物，而不甚措意描摹人情。并非有了
人物就有了人情，也不是有了情节就有了人情。好作家不靠情节撑台面的。高阳小说的对话很有心，
话里有话，机锋暗藏，洞悉人情的人才写得出。历史当然有波澜壮阔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平素的静水
流深。高阳写的很多是宫闱秘闻，官场轶事，这些地方是最考较人机心和敏感的了。高阳的对话不仅
写得贴合情景，更贴合人物的高低身份。不似我不久前看得一出连续剧，晚清的胡雪岩在饭店吃饭，
结账时竟然高喊“服务员”。真是吓煞我也。我很想讲高阳，但可恨讲不透高阳的好。但我之读高阳
书，是当调理文字修为文章来看的。高阳的文言功底不是一般的好，真正做到清通淡雅，但亦不失小
说应有的明白干净。我读高阳书晓得文言好，先要在句式。文言句式，清通简切，流转无碍，高阳此
处做得真是好，且文言简省处很多，高阳都能一一得之，可见其沉潜功夫深沉。而我们通常作家用几
个生僻词语或华丽辞藻就觉得自己文言很好似的，简直有点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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