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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原 型 趣 談

清初因為時刻準備撤退，把在

關內獲得的財富儲藏到老家某處。

這就是金庸最後一部武俠小說《鹿

鼎記》的“江湖背景”。書中說康

熙皇帝的父祖關外藏寶處，在黑龍

江以北額木爾河與黑龍江交匯處的

“鹿鼎山”。尋找鹿鼎山的路線

圖，分藏在《十二章經》裏，誰能

湊齊全部十二部經書，誰就可以按

圖索驥並捷足先登。作者在書中運

用了遠古黃帝在鼎湖山鑄鼎的典

故，賦予作品以更深厚的歷史文化

內涵。

姜舜源 文、圖

今人看歷史，基本上是站在那段歷史

結束之後的結果上去看待和分析；但處在

事件進展過程中的當事人、當時人，誰也

沒有走到前頭提前看看結果，所以往往出

現一些“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後悔，

以及“事後孔明”式的埋怨。能夠高瞻遠

矚預見未來的，屬於不世出之英才。

清初因為時刻準備撤退，就給自己留

了後手，把在關內獲得的財富儲藏到老家

某處。這與近年來鬧得沸沸揚揚的明末張

獻忠“江口沉銀”，把劫掠的四川金銀財

寶沉入彭山縣江口鎮岷江江底，本質上差

不多。這就是金庸先生最後一部武俠小說

《鹿鼎記》的“江湖背景”。書中說康熙

皇帝的父祖關外藏寶處，在黑龍江以北額

木爾河與黑龍江交匯處的“鹿鼎山”。不

但山中藏寶，更重要的是此山是大清龍脈

所在。

東北興王地，新賓啟運山
這座神山實際上就在清朝皇帝的發祥

地，今遼寧撫順市新賓滿族自治縣永陵鎮的

“啟運山”。滿民族先世生活在東北“白山

黑水”（長白山與黑龍江）之間廣袤土地

上，由北往南逐步遷徙。清太祖努爾哈赤的

六世祖猛哥帖木兒（後來追封“肇祖原皇

帝”），開始移居撫順府今新賓，創建“赫

圖阿拉城”（滿語，橫崗），死後葬在此

地。三傳至努爾哈赤的曾祖福滿（追封“興

祖直皇帝”），祖父覺昌安（追封“景祖翼

皇帝”）、父親塔克世（追封“顯祖宣皇

帝”）和母親喜塔拉氏（追封“顯祖宣皇

后”）等人的墓地陵園，都坐落在啟運山

下。《欽定大清一統志》稱，此山自長白山

西麓綿延層折至此，重巒環拱，眾水朝宗，

清朝帝業“萬世鴻基，實肇於此。”永陵背

靠啟運山山巒為“後靠山”，雄奇鞏固；南

臨蘇子河為“玉帶河”，玉帶金掛；與遠方

“朝案山”煙筒山隔河相望，山河壯麗，天

開圖畫，一派王者氣象。“層巒疊拱，眾水

環縈。扼諸城之要區，據三關之險固。”尤

其是明確指出，這裏是“發祥勝地，鴻業攸

基”，關乎清朝統治者命運。

民間相傳，清代為保護龍脈，一直禁

止地下蘊藏豐富煤田的撫順開採煤礦，最

後迫於國力衰竭，至一九○一年終於終止

禁令，巧合的是，十年後清朝就壽終正寢

了。還有巧合，三百年前清太祖努爾哈

赤，在此肇啟大清基業；三百年後，曾是

末代、又出任日偽滿洲國皇帝的溥儀，又

被發回老家，關進撫順戰犯管理所。似乎

說明此地真的與清朝皇帝的命運相關。

《鹿鼎記》結尾，韋小寶到攢齊《十二

章經》藏寶圖時，卻已意興闌珊，既未覬覦

鹿鼎山的寶藏，也未動手斬斷大清王脈。恩

師陳近南念茲在茲的反清復明大業，已成過

眼雲煙，“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如

今永陵已經與明清各處皇陵一起，列入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退守根據地，見《李朝實錄》
清朝自順治元年（一六四四年）入主

北京，至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九

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頒詔退位，總計二百

六十八年。若從這個結果看，清初肯定沒

有亡國之虞。但實際上，到康熙二十年

（一八八一年）平定吳三桂等“三藩之

亂”，清廷有效統治才逐漸抵達福建、兩

廣和西南雲、貴、川；二十二年（一六八

三年）收復台灣，才算在東南沿海結束明

朝餘部。在此之前，清廷對北起長城南到

南海的遼闊幅員的統治，還非常不穩固。

這在清代官書中沒有明明白白的記載。

《鹿鼎記》不但描寫了民間反清復明運動

如火如荼，更重要的是通過關外鹿鼎山藏

寶，挖掘出清代最高統治者的心理活動。

這在朝鮮《李朝實錄》裏得到證明。

話說康熙前期平定“三藩之亂”、平

定台灣、平定蒙古準格爾部叛亂等相繼進

行，適逢京師反覆地震，天災人禍，兵結

禍連。當這些事件爆發之時，朝臣主和者

眾，康熙帝力排眾議堅決削藩，但是否做

過最壞打算、設想過後路？正史不提。而

《李朝實錄》記載朝鮮肅宗八年（康熙二

十一年）十一月丁卯，出使北京的副使尹

以濟匯報說：“沈陽則城郭完全，人民富

盛。而山海關以北，撫甯、永平、通州等

處，則城郭邑舍之頹毀者，全然拋棄；北

京城門及太和殿，亦皆頹破而不為修葺。

蓋將有退守之計，故關內諸處，置諸度

外，專意於沈陽、甯古塔，以為根本之

地。”明清時期朝鮮一直是藩屬國，清初

既將朝鮮國王的王位繼承人“世子”留在

北京當人質，朝鮮還派出使節頻繁往來於

兩國之間。朝鮮尤其痛恨清初統治者，懷

念明朝君臣，此時特別注意打探清初統治

者的動靜。“將有退守之計”，“專意於

沈陽、甯古塔，以為根本之地”，看來當

時清朝帝王確實留了退路。康熙十八年

（一六七九年）京師地震，太和殿損毀嚴

重，直到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年）修

復，除客觀困難之外，《李朝實錄》反映

的不無道理。

鬼精韋小寶，即“哈哈珠子”
《鹿鼎記》中韋小寶形象，簡直就是

清初特別活躍的“哈哈珠子”。道光時梁

章鉅《稱謂錄》卷十二，介紹皇子上學的

“上書房”，總師傅、總諳達、諳達、內

諳達之後，是“哈哈珠塞，亦稱哈哈珠

子。皇子各有哈哈珠塞八人，由八旗年幼

閒散人內挑派，每日二人入值，司奉茶進

食之事。”並解釋說：“清語哈哈，男

也；珠塞，小孩也。”雍正、乾隆、嘉

慶、道光、咸豐，這幾位清中期的皇帝，

都是成年後甚至四五十歲當皇帝，此時與

孩童時期的小伙伴，關係已經淡漠，故影

響不大。但清初順治、康熙分別是六歲、

八歲當皇帝，尤其是康熙皇帝自幼父母雙

亡，雖有祖母孝莊太后關照，但形影不離

的還是哈哈珠子，也就是韋小寶這樣的小

伙伴，所以信任他們。康熙十五年二月初

六日上諭說：“朕在花園有哈哈珠子往來

奏事，必先着太監各處傳知，然後遞行領

送，嚴密關防，不可忽略。”與小伙伴關

係之緊密、影響之大，還可在康熙幼年太

子胤礽身上得到印證。他的膳房人花喇、

額楚，哈哈珠子德住，茶房人雅頭，私自

與皇太子謀劃事情，做下悖亂之事。康熙

帝下令，將花喇、德住、雅頭處死；額楚

交與他為官的父親英赫紫，將其圈禁家中

（《清文獻通考》卷一三四）。說明康熙

帝對哈哈珠子們的作用有切身體會。

哈哈珠子一直跟隨主子，像韋小寶長

大了一直跟着青年康熙帝。乾隆四十六年

十月上諭說：哈哈珠子都是從開國功臣或

者家道殷實的滿族大員家子弟內挑取，他

們陪伴小皇子，並無什麼苦差事，日後皇

子阿哥封授親郡王、貝勒、貝子、公爵之

時，哈哈珠子等自然成為王府、貝勒府的

護衛官，俸祿蠻高的。乾隆帝還發現數年

來，每遇補放皇宮侍衛名額，及八旗各旗

挑取護軍校、驍騎校，還將哈哈珠子帶領

引見。管事的大臣看在阿哥請託的面子

上，徇情枉法，就給他們補放御前侍衛、

護軍校、驍騎校；然後哈哈珠子仍在王府

當差。這不是慷國家之慨，而且“坑爹”

嗎！以後哈哈珠子的升遷只在王府解決，

把朕的諭旨令阿哥們看清楚了！（《東華

續錄（乾隆朝）》）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
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鹿鼎記》

▲金庸藏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
香港武功出版社出版《鹿鼎記》
（共七集）

▲清代皇帝祖先龍興之地“興京”，即
今遼寧新賓滿族自治縣啟運山，山下“永
陵”埋葬清太祖努爾哈赤之上四代祖先

還原清初特殊歷史背景

▲故宮博物院藏《康熙帝戎裝
像》，表現少年康熙帝與心腹近臣
習武備戰，準備除掉鰲拜，其中頗
似《鹿鼎記》主人公韋小寶神氣

▲清代宮廷繪畫《塞宴四事．布庫》。
滿語“布庫”即摔跤。康熙帝看小伙伴們
摔跤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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