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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廷生活》

内容概要

《清代宫廷生活》是第一本全面而彻底介绍宫廷生活的图书，内中收录大量至今尚未发表过的宫廷文
物。清宫用品，奢极豪华，价值连城，其工艺也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堪足鉴赏。全书通过故宫博
物院藏存的皇室大量生活用品、珍贵文物和历史文献，结合现存宫殿布置，对清宫生活中大至典礼、
政务、武备、巡狩等政治活动，小至起居、服用、游乐等日常细节，甚至宫中的习俗信仰，均做了全
面而彻底的介绍，使读者对中国最后一个皇朝的宫廷生活，进而对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帝制和皇室生
活状况，有具体细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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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廷生活》

作者简介

万依，1925年生，清史专家。专事书法和宫廷历史的研究。曾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并担任中
国古都学会理事、北京史研究会理事等职务。主要著作有：《阅古楼和三希堂法贴》(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3年)、《中国名笔》(日本美乃美出版社／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等及《清代宫廷音乐》(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2期)等论文多篇。
王树卿，1938年生，清史专家。从事档案整理和宫廷历史研究多年。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著有《
清朝太监制度》(《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2、3期)、《清代公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
年第3期)，《清代的皇权斗争》(《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4期)及《清代皇后的册立》(《故宫博
物院院刊》，1980年第3期)等论文多篇。
陆燕贞，1930年生，博物馆陈列专家。1954年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多年从事和主持院内及在国外宫廷
历史展览的设计和陈列工作，对文物的鉴别、研究及陈列，均有丰富经验。著有《舆——皇帝坐的轿
子》(《紫禁城》，第4期)等论文多篇，并负责《紫禁城帝后生活》、《清代帝后万寿庆典文物展览》
等书册的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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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廷生活》

书籍目录

前言
清帝世系图
一、典礼编
二、政务编
三、武备编
四、巡狩编
五、起居编
六、服用编
七、文化编
八、宫俗编
九、游乐编
十、祭祀篇
附录
清代皇帝年表
清代皇后年表
图片索引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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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廷生活》

章节摘录

　　书摘巡狩，指清帝巡幸、大狩两事。　　巡幸，古称巡守，是始自三代的一项重要礼仪。当时的
巡守，是指天子离京视察各诸侯所守的国。以后各代皇帝均奉为重要礼制。清代皇帝也遵循古制，依
例仿行。清代大规模的巡幸活动很多，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康熙、乾隆二帝的江南之巡。康熙帝继位
之初，则将三藩、河务、漕运视为治国三大事。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被平
定，次年又收复了台湾，河务与漕运即上升为关乎清王朝治乱安危的头等大事。当时朝臣纷纷上疏，
请皇帝“仿古帝之巡守，以勤民事”。康熙帝顺应臣意，决定乘巡幸之礼，南行视河。二十三年
（1684年）九月，康熙帝首次南巡，到四十六年（1707年）最后一次南巡止，前后共六次南巡江浙。
乾隆帝即位后，仿效其祖，也有六次南巡之举。一百多年间，两个皇帝十几次莅临江南，这在中国历
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康、乾南巡，往返一次，需时约四五个月。或自通州沿运河南下，或先陆路
，入江苏再换水路。由于路途远，时间长，出行前繁杂的准备工作，就比到其他地方巡幸更为重要。
皇帝钦简的总理行营大臣，是负责安排巡幸事务的最高指挥官。随皇帝南巡的，除宫眷和若干亲信大
臣、都院官员外，还有大批匠役、侍卫和兵丁。乾隆时期仅章京和侍卫官员就有六七百人，侍卫兵丁
则多达二三千人。因此，仅车、船、马、驼等交通工具一项的准备，就相当困难。按规定，每大臣一
员给马五匹，给船二只，侍卫官员每人给马三匹，二三人合给船一只，护卫、紧要执事等，每人给马
二匹，其他人则每二人给马三匹，每十人给船一只。这三千来人的队伍，就需马六七千匹，官船近千
艘。大批的船只充塞运河，航行不便，又需用相当数量的纤夫。仅御船就要备三千六百名河兵，分六
班拉纤。可以想见，当年康、乾南巡时，数以千计的官船一路首尾相接，旌旗招展，场面是何等的气
派！皇帝驻跸之地，如到苏州、杭州、江宁（今南京）、扬州等重镇，则在行宫或官府；如在途中，
则在船上，或临时搭设帐棚，称水大营或旱大营，统称御营。御营虽为临时驻跸之处，但建制仍有严
格的规定：中为皇帝下榻的御幄，围以带旌门的黄髹城或黄布幔城，外面是一层网城。护军营在网城
百步外设警跸帐房，前锋营官兵还要在网城外一二里设卡，夜间巡更，对在卡内行走者要坐以军法。
皇帝驻跸御营，扈从人员却要经受种种考验。按规定，除了当班人必得在网城内值宿外，其余所有官
员兵丁都不得在御营前住宿。如御营距水路十里以内，扈从人员一律回船住宿；如距水路较远，或在
距御营数里处扎营，或借用附近寺院、民房。康熙帝的亲信大臣、南书房翰林张英曾记述过自己随驾
南巡时的狼狈情景。他说一路扈从，最难熬的就是晚上宿营。一般日落即开始扎营，但大臣的仆役车
辆都排在南巡车队最后，往往入夜才能到达宿营地。而御营周围十几里以内的井泉，早被向导处官员
和太监等人，用黄龙包袱盖住，扈从大臣只能使用十几里以外的水源。从等到仆役车辆至寻到水源，
挖灶烧饭，常常时至二鼓。所以只能草草就餐，略睡片刻，五鼓又起身撤帐装车，赶至御营前恭候皇
帝启行。扈从虽为荣耀，但也不免叹息：“饥疲已极，求息肩不可得也！”皇帝南巡，除内务府和朝
中各衙门紧张筹办外，有关封疆大吏、地方富豪缙绅，也都忙得不可开交。为使水路畅通，减少船只
壅塞，漕船、盐船白头年冬天就先期开行；为避免因大批人马云集江南而使江浙省会米价腾贵，两江
总督要提前向皇帝申请截留部分运京铜斤与漕粮，以备铸钱和平粜。庞大的马驼车队，用惯了黑豆杂
粮，山东巡抚就奉命调拨黑豆，屯集存留南巡行经之地。皇帝南巡，需要赏赍扈从人员和地方官吏，
仅赏银一项就是一笔庞大的开支。盐商、皇商纷纷捐款，邀功报效。康熙帝南巡时，其亲信江宁织造
曹寅、苏州织造李煦并两淮盐商，为了给随同南巡的皇太后祝寿，更在扬州茱萸湾修建宝塔和高X寺
行宫。行宫内陈设豪华，摆满了从各处搜罗来的古董书画。康熙帝见后也不得不公开告诫自己及臣下
：绝不能蹈隋炀帝、宋徽宗的覆辙，不能纵欲奢侈。乾隆帝南巡时，虽下令不许“踵事增华”，但实
际上仍然耗资甚巨。刑部员外郎蒋楫用银三十万两，在苏州行宫外捐办御路，两淮转运使卢见曾大兴
土木，在扬州长河边修天宁寺行宫，又在平山堂西修建御苑。两淮盐商也争相出力，修建亭台楼阁，
使乾隆初年还亭台寥寥的长河一带，出现了鳞次栉比的园苑。卢见曾这样不惜一切地筹办接驾，使得
盐商在经营中支销冒滥，以致国库受损。事发之后，乾隆帝为摆脱自己因南巡的穷奢极欲而造成国库
受损的责任，竟将忠心效力的卢见曾处死。地方官员为接驾做的另一项重要准备，是表现人寿年丰的
太平景象。南巡舟舆所经的城镇，八十岁以上的老翁、老妇要穿黄衣执香跪接；江宁、苏州、扬州、
杭州等地，要在城外路旁或运河两岸设台演戏，表演爬杆、踩高跷、走软索等杂技；城内要搭设过街
五彩天棚、彩亭牌坊；家家户户要张灯结彩，摆设香案，以便制造讨好皇帝的“巷舞衢歌”的喜庆气
氛。　　康、乾二帝“翠华南幸”，兴师动众，却不只为“艳羡江南”。他们的主要目的还在视察黄
、淮河务和浙江海塘等水利工程。当时黄河、淮河、运河交汇的洪泽湖一带，以及修筑海塘的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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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廷生活》

今浙江省境内）等地，就成为视察河务、海塘工程的重点。康熙帝南巡，每次都要亲临洪泽湖畔高家
堰的大堤。在治河重地，亲用水平仪测量洪泽湖的水位，又与诸臣围坐大堤上，修正河图之误，讨论
治河之策，使河防一年年好转。黄、淮一带竟出现二十年来无大患的太平景象。　　乾隆帝南巡，曾
四次赴海宁踏勘塘工。当时对修筑海塘，有柴塘（即用柴土筑塘）和石塘（以石块筑塘）之争。有人
提出以石塘代原来的柴塘，可以一劳永逸；反对者认为海宁一带百里柴塘下皆为浮土活砂，不能更换
石块。乾隆帝便到塘上亲试排桩，结果塘下沙散，无法固定石条。经调查后，乾隆帝做出改进柴塘、
缓修石塘的折衷决定；又命在柴塘内修筑鱼鳞石塘，将柴、石两塘连为一体。经过数十年的修整，水
势渐缓。乾隆五十年（1785年）后，塘外已扩出数十里沙田沃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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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廷生活》

精彩短评

1、PDF
2、图版确实好,开本不错
3、这本书还是值得看的。
4、其实皇帝过的也是很普通的生活么
5、很喜欢这个系列精美的书，之前买过《紫禁城宫殿》和《国宝一百件》，不知道这个系列还有什
么书？想买买全。
6、印制非常精美，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书。
7、了解了不少内幕
8、大量清宫的图，精致漂亮，描写了很多清宫里的生活
9、挺好，希望能更全面些
10、三联的书一向值得信赖，看过紫禁城出版社《大紫禁城》，有网友说三联的这一书系三本也很不
错， 就买了。感谢这位网友的推荐。
11、去年买了《紫禁城宫殿》，后来又在当当上买了《国宝一百件》，今年过年在广州购书中心又发
现了这本《清代宫廷生活》，一看封面就知道是与前两本一个系列的，翻了一下非常不错，赶紧就上
当当买了回来。这几本书印刷精美，非常值得保存，性价比也还凑合（还是有点贵哦：D)。这系列不
知还有没有别的书？如有知道的麻烦给我推荐推荐，先谢了！
12、读图而已，字太小。
13、读读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14、翻翻这本书再去逛故宫，四十块票价显得更划算
15、到死都要奢华
16、2008-08-01读毕典礼-政务-文化-祭祀
2008-08-12读毕服用-起居-宫俗-游乐
2008-08-21读毕
顺治皇后佟佳氏（汉人），15岁生康熙帝玄烨。22岁顺治帝死，８岁的玄烨继位，被尊为皇太后。2年
后死去。
17、书有很大的油墨味道，装帧不出彩，平装。
18、图片很漂亮,精致,就是价钱有点小贵了.
19、内容非常好，适合深层次了解故宫的内涵文化
20、好书，同事买了天天看
21、更像古玩汇总
22、非常精致细腻，是早些年香港商务印书馆的水准。
23、图片清晰,内容好,长知识
24、全面了解清宫帝后生活的大作
25、清史爱好者绝对该买的一本读物，很普及，很有趣~~~而且非常系统。
26、感觉读着很舒服的一本 大开本 多图少字 近三百年的腥风血雨也好 勾心斗角也罢 都化作这书里的
波澜不惊 慢慢翻看 享受＂物＂的终极考究
27、非常棒的一本书.价格贵了点,但值.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在参观故宫时看不到的.图片极其清晰精美.三
联的一贯品位.
28、历史情景的再现
29、买了做收藏的
30、图片很棒，好奇是何时怎样拍到的。
31、挺漂亮的一本书。大开本，图片多文字少，精美。如果图书馆可以借到的话，又不为拿来收藏，
就不用砸银子来买了。
32、很不错，图片丰富精美。值得收藏翻看⋯⋯
33、宫廷好寂寞 虽然人来人往 却一点也不热闹
34、一点没必要买这个，反正我是上当了。就是个图册，完全没实质内容可读性非常低
35、很厚实的一本，图片特别清晰精美，宫殿，生活用具，玩物，服饰，武器，各种总之，看完后基

Page 7



《清代宫廷生活》

本就了解清代宫廷生活是如何的了。
36、推荐！里面的很多照片在现在看来都是很难得的了。
37、很精美的圖，很多地方就算親自到故宮或許也未能看到。可惜我比較喜歡圖文并茂的書，這本于
我而言文字較少，但真的很不錯。
38、作为初级入门了解，很好。
39、和《紫禁城宫殿》一起买的，两本书都很好，介绍紫禁城的建筑、吃穿住行等，对故宫有兴趣的
应该买来看看。
40、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纸张也不错，是了解清宫内生活的一本全书
41、看看图也是极好的体验。
42、了解可以，还不错
43、看图养眼
44、还不错 就是后面堂子和坤宁宫的资料有点少
45、有图有真相！看图说话，了解了更多清朝历史！很值得看的说⋯⋯
46、很好的书，内容与装帧都不错
47、有点过于浅了。。。不过看看图也不错。。
48、非常清晰的图片~讲解也还不错，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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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的这本书是香港商务印书馆版的，繁体字横排，此书图文并茂、插图精美，现在关于清代宫廷
生活的书籍好像也不少了，但是对于一般读者和入门者还是希望能读读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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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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