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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轶事，或称轶闻遗事，指不见于正式记载的事迹和传说，多为野史、杂记、稗官笔记等非正规史书所
记载。轶事又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为史家所注重。本书从近千种清代野史、杂录及文集中辑
录了清代很有影响的各类人物的遗闻轶事，计有四百余人，包括皇帝、后妃（附太监）、亲王、名臣
、名将、维新派及革命党人、科学家、文艺家、侠客和名女。以人系事，以时代为序编排，涉及清代
政治、历史、经济、军事和文化诸方面。
　　全书共约二百二十万字左右，虽不能说是鸿篇巨制，其收罗之完备，人物之众多，内容之丰富，
却是以往同类之书不能相比的。此书对于研究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艺术、科学文化
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可弥补《清史稿》之不足。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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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凡例清代名人轶事辑览：第一册　太宜　努尔哈赤（1559-1626）　太宗　皇太极（1592-1643）　世
祖顺治　福临（1638-1661）　圣祖康熙　玄烨（1654-1722）　世宗雍正　胤禛（1978-1735）　高宗乾
隆　弘历（1711-1799）　仁宗嘉庆　颙琰（1760-1820）　宣宗道光　旻宁（1782-1850）　文宗咸丰　
奕詝（1831-1861）　穆宗同治　载淳（1856-1875）　德宗光绪　载湉（1871-1908）　宣统　溥仪
（1906-1967）　孝庄文皇后　庄妃（1613-1687）　慈禧太后（1835-1908）　慈安太后（1837-1881）　
董鄂妃（?-1661）　隆裕后（1868-1913）　珍妃（1876-1913）　多尔衮（1612-1651）　僧格林沁
（1811-1989）　恭亲王　奕?（1832-1898）　庆亲王　奕劻（1836-1918）　醇亲王　奕譞（1840-1891
）　载沣（1883-1952）　肃亲王　善耆（？-1922）清代名人轶事辑览：第二册　李莲英（1848-1911）
　安得海（1844-1869）　寇连材（1868-1896）　范文程（1597-1666）　陈之遴（1605-1666）　傅以渐
（1609-1665）　冯溥（1609-1693）　魏裔介（1616-1685）　魏象枢（1617-1687）　鳌拜（？-1669）
　施闰章（1618-1683）　于成龙（1617-1684）　汤斌（1627-1687）　陆陇其（1630-1692）　吴兴祚（
？-1697）　⋯⋯清代名人轶事辑览：第三册清代名人轶事辑览：第四册清代名人轶事辑览：第五册清
代名人轶事辑览：第六册引用书目

Page 3



《清代名人轶事辑览》

精彩短评

1、读了第五本；野史轶事看起来有时让人哈哈大笑
2、从努尔哈赤到光绪，某年某月某日说了什么话，赏赐了某个大臣十分无聊。讲某大臣的生平也有
违轶事之名，对联以及名人落魄时的趣闻才是精华所在，最后康梁谭风云变幻寥寥几句，唏嘘不已。
3、这一套可以慢慢看，比上古版，中华书局版的笔记，起码看得更清楚，字体更大，归类更清楚，
结合其他的书看还是不错的
4、编辑混乱，取材无章，错别字甚多，不值一读
5、并不像前言所说，只是常见几种笔记摘抄而已
6、全书六册，可惜有错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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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闲居无事，阅《清代名人轶事辑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李春光），此书选题颇
佳，如行家里手编纂，定使《清稗类钞》覆瓿，并可继武《唐人轶事汇编》也。此类书看似资料汇编
，其实亦当以搏兔之力为之，方有裨于读者。古来轶事汇编，或以人编，或以类编。而今视之，以人
编更可求全，以事编则易于翻阅。若以人编，各事之起，当有标注，以明其源，后来沿袭，附之可也
。今此书并无整齐史料之意，偶标又见，或径注出碑传录而不云其作者来历，皆无识也。若以类编，
则须了解此一时代之特点，突出某些风尚。另，此书错字甚多，每页均有，少则一二字，多则十余字
。未知原版如此，还是图书馆所收乃盗版。其中有一错误最有趣，原应作“钮玉樵觚賸”，错成“钮
玉《摭觚賸》”。或见樵字不类书名，随手改之，可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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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清代名人轶事辑览》的笔记-孙文靖食量

        金匮孙文靖公尔准，字平叔，以翰林起家，历官至闽浙总督，赠太子太师，入祀名宦祠。公负经
济才，任闽督，兴利除弊，浚木兰陂，溉田数万顷，平台湾张丙之乱，善政指不胜屈，闽人至今德之
。公身肥大，健啖，食鸡子及馒头，可逾一百。尝阅兵至泉州府，太守崇君福，馈以馒首、卷蒸百，
一品锅内双鸡双鸭，公尽食之，告人曰：“我阅兵两省，惟至泉州乃得一饱耳。”幼年身肥，夏日苦
热，以大缸满贮井水，身浸其中，仅露口鼻以为乐。
胖子也牛逼~

2、《清代名人轶事辑览》的笔记-纪文达烟量

        河间纪文达公，酷嗜淡巴菰，顷刻不能离。其烟房最大，人呼为纪大烟袋。一日当直，正吸烟，
忽闻召见，亟将烟袋插入靴筒中，趋入。奏对良久，火炽于袜，痛甚，不觉呜咽流涕。上惊问之，则
对曰：“臣靴筒内走水。”盖北人谓失火为走水也。乃急挥之出。比至门外脱靴，则烟焰蓬勃，肌肤
焦灼矣。先是公行路甚疾，南昌彭文勤相国戏呼为“神行太保”；比遭此厄，不良于行者累日，相国
又嘲之为“李铁拐”云。

3、《清代名人轶事辑览》的笔记-郑板桥受骗

        扬州郑进士板桥，善书画，体兼篆隶，尤工兰竹，人争重之。性奇怪，嗜食狗肉，谓其味特美。
贩夫牧竖，有烹狗肉以进者，辄作小幅以报之。富商大贾，虽饵以千金，不顾也。时扬有一盐商，求
板桥书不得，虽辗转购得数幅，终以无上款不光，乃思得一策。一日，板桥出游稍远，闻琴声甚美，
循声寻之，则竹林中一大院落，颇雅洁。入门，见一人须眉甚古，危坐鼓琴，一童子烹狗肉方熟。板
桥大喜，骤语老人曰：“汝亦喜食狗肉乎？”老人曰：“百味惟此最佳。子亦知味者，请尝一脔。”
两人未通姓名，并坐大嚼。板桥见其素壁，询其何以无字画，老人曰：“无佳者。此间郑板桥，虽颇
有名，然老夫未尝见其书画，不知其果佳否？”板桥笑曰：“汝亦知郑板桥乎？我即是也。请为子书
画可乎？”老人曰：“善。”遂出纸若干，板桥一一挥毫竟。老人曰：“贱字某某，可为落款。”板
桥曰：“此某盐商之名，汝亦何为名此。”老人曰：“老夫取此名时，某商尚未出世也。同名何伤？
清者清、浊者浊耳。”板桥即署款而别。次日盐商宴客，丐知交务请板桥一临，至则四壁皆悬己书画
，视之皆己昨日为老人所作，始知老人乃盐商所使，而己则受老人之骗，然已无可如何矣。

4、《清代名人轶事辑览》的笔记-百菊溪相国

        乾隆五十八年，百菊溪相国为浙江按察使，杜晓园河师为杭州太守。两公皆汉军，甚相得也。忽
以事龃龉，李大愠，同在一城，至一月不禀见，遂欲告病。文书已具矣，时方酷暑，相国遗以扇，并
书一诗，有句云：“我非夏日何须畏，君似清风不肯来。”李读诗，不觉失笑，相得如初。
羡慕古人的君子之交

5、《清代名人轶事辑览》的笔记-第820页

        伊莘农相国言：“人生枯菀升沈，或由福而祸，或由祸而福，皆有定数，殊难逆料。不见予年五
十，犹于滇省节署堂皇西偏，枯坐胡床，仰屋默数木椽方砖时耶？”客请其说，曰：初余铨除云南通
判，因公因吏议去官，穷滞不得回旗。欲谒抚军求谕，寅肕凑赆资斧，司阍者以谬误废员，斥不与通
。恳告再三，始颔之，令少待。但见大小吏分队晋谒白事，司阍者次第传命，司道也入，司道也出；
府厅也入，府厅也出；州县也入，州县也出；佐贰也入，佐贰也出；武弁也入，武弁也出。意以为当
及己也。时日濒晡，忽闻司阍者大声言曰：“抚军今日接见属吏，一一处分公事，为时久矣惫甚，闲
人毋得干嬲！尔且退，期以诘朝相见。”予次且徒步归，凡往返三日，皆如之。惟日于节署堂皇西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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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胡床，屏息枯坐，一无所事，始仰屋默数堂皇自西讫东木椽若干，继默数椽上承尘方砖若干，目
谛心识，顺算逆覆周而复始，籍攻沉闷。既抚军但语郡守为道地，仅共敛白金百两为赚，而抚军固终
未之得见也。滇省去京师万里，途长赀短，可奈何?计惟暂置妻孥，孑身入都向亲友称贷，再事区画。
不谓都中亲友，见予免官归，相率避道，无一存问。故事旗员因公去官，例许请觐。有旧胥谓予曰：
“君困若此，盍援例请觐。倘沐旷典未可知。”如言搜腰缠，仅存所赆金三十两，罄付作孤注，得具
文上请。时朝廷方廑念滇中苗疆事宜，以予从滇来，特召见垂问苗情。予谨据实条陈，奏对称旨，上
意嘉悦，敕以原官，仍回滇视事。亲友闻予复官，渐有来庆贺者。及陛辞遄发，旋奉命超擢郡守，亲
友来者愈众。不惟庆贺，有推荐纪纲者矣，有饷馈食物者矣，且有不向称贷而殷殷嘉惠程币，惟恐拒
而不受者矣。予迫于朝命，不敢濡滞，甫出都门，便奉诏简授监司，并谕兼程驰驿赴任。既抵滇省，
妻孥相见，彼此慰籍，恍疑梦中。即日遵典礼参谒抚军。前司阍者见予至，亟趋前罄折起房，言笑和
悦，不似前气像愁惨。比将命入，抚军即传命曰：“请！”相见之下，吉词相庆，备极谦宠，见余着
监司冠服，讶曰：“君尚不知耶？昨已奉诏，特命君陈臬滇中，君尚不知而犹着此耶？”命左右速为
具按察冠服，就于节署更易。两年之间，由滇臬荐转布政坐迁巡抚。受命之日，恭诣节署，堂皇焚香
设案，望阙九拜谢恩。接纳印绶毕，忽仰见堂皇西偏屋椽方砖历历在目，因忆昔支胡床，枯坐其下，
三日往返，欲求一望见抚军颜色而不可得，其时犬马齿已迫曰艾，固不料当日求见不得之抚军，甫两
易寒暑，竟俨然及身起而代之也。予方木立神溯冥追默忾，忽予阍人来报，凡滇省大小属吏，咸临宇
下待命谒贺。予次第接见，犹是司道也入，司道也出；府厅也入，府厅也出；州县也入，州县也出；
佐贰也入，佐贰也出；武弁也入，武弁也出。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抚今追昔，惶愧予接见各吏既毕
，乃进司阍者而戒之曰：“尔曹识之，自今以往，但有来谒者，必将命。尔曹务接以和悦，切勿以愁
惨之气象相加，慎毋令堂皇西偏，再有人默坐胡床，求见不得，徒劳其仰屋默数木椽若干，方砖若干
也！”相国名伊里布，沈阳人，罢相后尝为人言之。&lt;原文开始&gt;&lt;/原文结束&gt;

这段神似《欢乐英雄》里数檐下冰棱的情节啊，复制下：

郭大路坐在檐下，已坐了很久。

    只要还有一样别的事可做，他就不会坐在这里。

    有人宁可到处乱逛，看别人在路上走来走去，看野狗在墙角打架，也不肯关在屋子里。

    郭大路就是这种人。

    但现在他惟一能做的事，就是坐在这里发怔。

    檐下结着一根根的冰柱，有长有短，也不知有多少根。

    郭大路却知道，一共有六十三根，二十六根比较长，三十七根比较短。

    因为他已数过十七次。

    天气实在太冷，街上非但看不到人，连野狗都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他活了二十多年，过了二十多个冬天，但却想不起来哪一天比这几天更冷。

    一个人真正倒霉的时候，好像连天气都特别要跟他作对。

    他常常都很倒霉，但却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倒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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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霉就像是种传染病，一个人真的倒霉了，跟他在一起的人也绝不会走运的。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人坐在这里。

    燕七、王动、林太平，也都坐在这里，也都正在发着怔。

    林太平忽然问道：“你们猜这里一共有多少根冰柱子？”

    燕七道：“六十三根。”

    王动道：“二十六根长，三十七根短。”

    郭大路忍不住笑了，道：“原来你们也数过。”

    燕七道：“我已数过四十遍。”

    王动道：“我只数过三遍，因为我舍不得多数。”

    郭大路道：“舍不得？”

    王动道：“因为我要留着慢慢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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