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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處活動：

共修、讀書會、手語、志工訪視、志工培訓、兒童精進班、兒童夏令營等

靜思文化流通處：

圖書、書籍、影音(CD, DVD)、環保用品、禮品、食品等

佛教慈濟基金會 美國中西區 聖路易聯絡處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U.S.A.

Midwest Region, St. Louis Service Center

Website: www.tzuchi.org　　

人間菩薩大招生
您是否願意將您的愛心化為行動，和慈濟人一齊來推動人間美善？

長情大愛中有您，這個世界將更加美好！
人間黑暗角落有著無數苦難與不幸的人，他需要我們付出大愛與關懷。

慈濟四大志業、八大腳印，推動著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的巨輪，
他需要您我護持和參與。

歡迎您加入慈濟大愛的行列成為會員或志工

8515 Olive Blvd., St. Louis, MO 63132
電話：314-994-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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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聖路易聯絡處-淨心書坊 7825 Olive Blvd., U. City, MO 63130
法鼓山聖路易聯絡處 –淨心書坊

7825 Olive Blvd., 聖路易中國城            (91公車與 66公車站前)
網址: www.puremindcenter.org   Tel: (314) 277-5640 email: info.puremindcenter@gmail.com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人生』要在平淡中求進步 

    又在艱苦中見其光輝!      
 

『人生』要在沉默中求智慧 

    又在活耀中見其悲願!    
                 
                 ~聖嚴法師~ 

 

                 

法鼓八式動禪心法

身在哪裡、心在哪裡、清楚放鬆、全身放鬆

實體共修地點:淨心書坊
• 周日英文禪坐讀書會

每周日 9:30am - 11:30am

網路會議共修地點:您的所在處
• 周六中文讀書會

     每月第二、四周星期六 8pm - 9:30pm

• 周六中文禪坐共修

每月第二、四周星期六 7pm – 7:50pm

• 週五英文禪坐&讀書會
每月第一、三周星期五 7:00pm-8:30pm

~歡迎您加入我們的活動。~ 

詳細課程、報名請至我們的網頁查詢。 

雍正皇帝，死了。
雍正十三年（1735 年）八月，正

是仲秋時節，皇帝來到圓明園，原本還
精神倍兒爽，卻在三天之內撒手人寰，
一切毫無預兆。

這一震驚帝國的突發新聞，在此後
200多年間演變成了清宮的又一樁“羅
生門”，不知讓小說家、說書人寫出了
多少篇爆文。

正史對此事諱莫如深，不過寥寥數
語，甚至在當時，朝中大臣對雍正皇帝
駕崩前幾日的記載就已出現了分歧，好
像他們也沒整明白這事兒。

清人袁枚受雍正寵臣鄂爾泰後人之
托，寫了一本《鄂爾泰行略》，說雍正
帝臨終前，鄂爾泰作為顧命大臣，在身
邊隨時聽命。

雍正帝暴亡的緊要關頭，正是鄂爾
泰攜帶遺詔，騎著一頭運煤的騾子，從
圓明園一路飛奔回宮，擁立弘曆（即乾
隆帝）即位。鄂爾泰騎騾子還受了傷，
到宮裡時褲子上一片血跡。

但照官方的說法，弘曆當時就在圓
明園侍疾，他爹是在他眼前病逝的。

張廷玉是當時最受信任的大臣之
一，也是雍正駕崩事件的親歷者。他在
其所著的《年譜》中說，自己在圓明園
幾乎天天見到皇帝，雍正去世前三天還
正常辦公，卻在之後突然發病，連夜召
集王公大臣安排後事，禦醫也沒能搶救
一下。

張廷玉說，自己接到開會通知後
“驚駭欲絕”，卻沒說其中另有隱情。

當歷史在時空中逐漸變得扭曲、模
糊，雍正之死，也成了謎。

1．虛構的“呂氏孤兒”
越是獵奇、重口味的野史秘聞，越

能滿足人們的好奇心。
雍正去世後，關於他死於非命的小

道消息傳得滿城風雨，其中最邪乎的就
是“呂四娘刺殺說”。

這是老百姓愛看的故事，孝女復
仇，刺殺帝王，特別刺激。

相傳，呂四娘是清初學者呂留良的
孫女。為了給家人報仇，她在江湖上拜
師學藝，于雍正十三年趁夜潛入宮中，
用劍砍下雍正的首級，帶著這顆頭顱逃
出宮，從此銷聲匿跡。

還有另一種說法，說呂四娘是個美
女，混進宮中後成功魅惑雍正，是在侍
寢時乘機弒君，又讓故事有了幾分香豔
的色彩。

據說，清廷為了掩飾這一驚人事
實，才在史書中“捏造”雍正病死的假
像，並用黃金給雍正帝的遺體鑲了一個
假頭。

呂氏刺殺一說深入人心，甚至直到
近些年還很有市場。

1981 年，考古工作者考察清泰陵
雍正地宮，因為某些原因中止。

本來很正常的一件事，一下子引來
吃瓜群眾腦補，坊間紛紛傳言，“金頭
皇帝”之謎已經解開，還有人煞有其事
地說，雍正的棺材打開後，裡面的屍身
無首，可見他當年真是被呂四娘刺殺
的。

考古學家聽了心好累。
那麼，呂留良是否有一個叫呂四娘

的孫女？她又能否有機會刺殺雍正呢？
呂留良案，是發生在雍正年間的一

起文字獄。
康、雍年間，反清勢力仍在四處活

動，傳播各種言論，鼓動人們出來搞事
情。雍正六年（1728 年），湖南的憤
青書生曾靜，就派了自己的學生張熙，
投書策反川陝總督嶽鐘琪。

嶽鐘琪當時手握重兵，控制西北重
鎮，據說還是嶽飛的後代。曾靜認為，
嶽鐘琪符合英雄的人設，由他帶頭反
清，再合適不過了。

結果，嶽鐘琪看到張熙帶來的書

信，大驚失色，回頭就向朝廷奏報，把
這對憤青師生給賣了。雍正帝命地方官
員將曾靜、張熙師徒等人逮捕歸案，進
行審問，你們為什麼不好好過日子，要
造反啊？

張熙一開口，害慘了別人一家子。
他說，自己都是從呂留良著作裡學的，
於是引出了呂留良案。

此案的主角呂留良，早在案件發生
的四十多年前就已經去世了。他生前與
明末清初大儒黃宗羲等人相識，堅持反
清排滿，強調“華夷之辯”，有所謂
“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的說法，其
門生遍佈各地，還有一大批思想激進的
粉絲。

雍正帝一聽，我的媽呀，還有意外
收穫。

最後結案，卻讓人大跌眼鏡。此案
的導火索，有意策反地方大員的曾靜、
張熙二人被釋放。雍正帝說，這倆小角
色“無反叛之實事，亦無同謀之眾
黨”，掀不起風浪，免於一死。

曾靜死裡逃生後態度大變，回家寫
了篇《歸仁說》，宣揚“本朝得統之
正”，稱頌皇帝“聖德同天之大”，還
表示願意到各處現身說法，為朝廷“化
導愚頑”。更讓人無語的是，這位原本
的反清先鋒，還真的出去溜達一圈，為
朝廷四處宣講。

回到湖南後，當地官員給曾靜發了
1000兩銀作為安家費。

每一個時代，都有曾靜這種人的影
子。不過，諷刺的是，乾隆不贊同其父
的做法，即位當年就下旨將曾靜、張熙
淩遲處死。

呂留良的子孫、門生卻沒有在命運
無常中“反復橫跳”，而是被呂留良案
卷入厄運之中，家破人亡。

當時，呂留良及其長子呂葆中已去
世多年，還是逃不過懲罰，被開棺戮
屍，梟首示眾；其學生嚴鴻逵被關入牢
中受迫害而死，並戳屍梟示；呂留良的
另一個兒子呂毅中、學生沈在寬等被斬
首；其他呂氏門生或充軍，或杖責，或
收監，或處死。

呂、嚴、沈等受牽連家族的婦女及
年幼子孫被發配邊疆，給披甲人為奴。

這一大案，震驚了天下。
民間同情呂氏一族的遭遇，開始流

傳“呂氏孤兒”的傳說，這就是呂四娘

其人最初的來源。據說，呂四娘還向赫
赫有名的反清俠客甘鳳池學習劍術，一
心想手刃仇人。

但是，這一切極有可能只是民眾的
憑空幻想。

雍正帝在位時，就已聽過“呂氏孤
兒”的傳言，他密令寵臣李衛嚴查此
事，看呂留良一案是否有漏網之魚。

李衛是雍正年間出了名的能臣，在
地方任職時為官清正，審理了不少大
案。

有他辦事，皇帝放心。
經過李衛調查，呂氏孤兒的謠言不

攻自破。李衛向皇帝回奏了涉案呂氏家
屬的詳情：其中呂留良之子2人，孫20
人，曾孫 19 人，已過繼出 2 人；有關
妻、妾24人，已出家者2人，又未許字
之女 5 人，總共 72 人，都已發遣黑龍
江。

尚在人世的呂氏一族成員，都已受
到懲處與監管，不可能有人漏網。

假如呂留良家有女子逃脫，她要怎
樣逃過李衛這一辦案高手的偵查，又如
何能在幾年內學成劍術，潛入宮中刺殺
雍正？

至於那位傳聞中的大俠甘鳳池，據
史書記載，他在同一年的另一起反清案
中，與其他150餘人被捕，並於次年處
斬。這個案子也是李衛經辦的，他不會
欺瞞雍正。

史學界普遍認為，呂四娘刺殺雍
正，只是一個虛構的傳說。
大清勞模的健康狀況

既然雍正帝遇刺的故事經不起推
敲，那他又是因何而暴亡？

雍正皇帝去世時 58 歲，在古代並
不算早逝，但在位的 13 年間，他身體
每況愈下，健康狀況遠遠比不上他長壽
的父親康熙（享年 69 歲）和兒子乾隆
（享年 89 歲），還染上了一身職業
病。

皇帝是一份苦差事，雍正承上啟
下，是“康乾盛世”名副其實的推動
者。在涉及上至國家政治，下至黎民百
姓的諸多政事中，他事無巨細，大都要
親自過問，每天時間安排得很滿，白天
議政，晚上批閱奏章。為此，他經常熬
夜加班。

有時夜深了，燈光昏暗，雍正由於
長期工作視力受損，在朱批上的字寫得

不好看，還要特地加一句“燈下所批，
字畫潦草”、“燈下批寫，字跡可笑之
極”之類的話告知大臣。

雍正皇帝深知這種“007”工作制
的危害，曾對親信大臣鄂爾泰說，“凡
夜晚辦事最是傷人”。

熬夜，傷身體啊！
從現存檔案可知，雍正所批奏摺有

數萬之多，批語少則數字，多的數百
字，甚至上千字。這位“勞模”自稱：
“一日之間，嘗至二三十件，或多至五
六十件，皆朕親自閱覽批發，從無滯
留。”

面對群臣的奏章，雍正並非總是敷
衍地回復一句“朕知道了”，反而經常
滿滿都是乾貨。他親自指導官員工作，
甚至扮演人生導師：

每折或手批數十言，或數百言，且
有多至千言者，皆出一己之見，未敢言
其必當。然而教人為善，戒人為非，示
以安民察吏之方，訓以正德厚生之要，
曉以福善禍淫之理，勉以存誠去偽之
功，往復周詳，連篇累牘，其大指不過
如是，亦既殫竭苦心矣。

過度操勞，最終導致雍正體力透
支，而他又很宅，不愛運動，就連滿洲
貴族傳統的騎馬射獵活動也很少參與。
我們只能在流傳後世的《雍正行樂圖》
中，找到他戶外Cosplay的樂趣。

但事實上，雍正習慣於深居簡出，
甚至都很少出宮遠行。

當時有人傳言雍正沉迷酒色，因此
染上重病。一個朝鮮使臣記載，雍正晚
年由於沉溺於酒色，已病入膏肓，“自
腰以下不能活動者久矣。”

可是見過雍正帝的大臣，沒發現皇
帝有這些不良習慣。

陝西固原提督路振揚有一次進京面
聖，臨近離京前跟雍正說：“臣聞流
言，謂皇上即位後常好飲酒。今臣朝暮
入對，惟見皇上辦事不輟，毫無酒
氣。”

路振揚所見的，與坊間所說完全相
反。他敢這麼當面說皇帝，也可見雍正
應該沒那些毛病，不怕人家揭短。

真正讓皇帝身體日漸虛弱的，還是
沉重的工作負擔，以及難以改變的執著
性格。

美國學者弗裡德曼等人研究心臟病
時，把人的性格分為兩類：A 型和 B

型。雍正就是典型的“A型性格”，為
人雄心勃勃、脾氣火爆，極為重視工作
效率，不斷給自己施加時間壓力，終日
勞累。

醫學家認為，這類“工作狂”生前
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更大。

人生無常，任何人都不應該以健康
為代價工作，意外的那一天來臨，誰又
頂得住呢？
3.另一個“兇手”：丹藥

雍正七年（1729 年）之後，雍正
皇帝一直在與病魔抗爭，其中有兩年病
情頗重，甚至到了要考慮後事的地步。

多年操勞的雍正帝，既不注意調
養，也不依靠醫學進行治療，而是迷信
旁門左道。他在宮中豢養了一批道士，
如歷史上多位追求長生不老的帝王一
樣，開始服食丹藥。

從現有的史料可推斷，雍正帝從大
病之後的雍正八年就開始在圓明園中煉
製丹藥。

《清內務府活計檔》是清宮日常用
品的賬本，其中記載，雍正八年冬，內
務府總管海望與太醫院院使劉勝芳等
人，為圓明園採辦、運輸了一些物資：

桑柴一千五百斤，白炭上百斤；
鐵火盆罩，口徑一尺八寸，高一尺

五寸一件；
紅爐炭二百斤；
礦銀十兩，黑炭一百斤，好煤二百

斤……
可能有人會覺得，這些物品不過是

取暖之用，但負責此事的兩人身份極為
特殊。劉勝芳是負責皇帝醫療的人員，
海望是雍正皇帝的心腹，他們共同操辦
的事情，絕不簡單。

在之後的五年內，皇宮共向圓明園
運送煉丹所需物品157次，平均每個月
有兩三次。據統計，共有黑煤192噸，
木炭 42 噸，此外還有大量的鐵、銅、
鉛制器皿，以及硫黃、礦銀、黑鉛、紅
銅等礦物，並有與道教儀式相關的杉木
架黃紙牌位、糊黃絹木盤等物件。

在雍正十二年的《活計檔》中，還
有雍正賞賜大臣丹藥的記載，且賞發丹
藥的諭旨與禦賜丹藥都是從圓明園送
出。

這說明，雍正應該曾在圓明園煉製
丹藥。

這些所謂的長生不老藥，由鉛、
汞、硫、砷等毒物組成，唐太宗、唐憲
宗、明世宗等帝王都迷信此邪說，卻深
受其害。美國學者恒慕義認為，正是這
些“藥物”，導致雍正帝的死亡。

據《活計檔》記載，就在雍正駕崩
前 14 天，即雍正十三年（1735 年）八
月初九，有200斤黑鉛被運入圓明園。
黑鉛，是煉丹常用的原料，也是一種有
毒金屬。

關於雍正之死，目前比較靠譜的記
載是《清實錄》，其中寫到，雍正從發
病到去世，只有短短3天。

八月二十日，雍正帝接見了從甯古
塔遠道而來的官員，可當天下班後，他
身體出現不適。

二十一日，雍正抱病繼續正常辦公
（“上不豫，仍照常辦事”）。次日，
他病情加重，由皇四子弘曆、皇五子弘
晝在旁朝夕伺候，到了晚上，果親王允
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輔政大臣
都到寢宮候命，恐有大事發生。

二十三日子時，雍正駕崩。
是否有這種可能，是雍正長期服食

丹藥，毒物長期積累後導致暴亡？還是
某一種毒物讓他本來積勞成疾的身體雪
上加霜，在這短短三天內引發猝死？

真相隱藏於史書的殘篇斷章之間。
在死亡面前，一切都是平等的。
即便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行將就

木時也會化為烏有。最終，原本嚴肅、
避諱的龍馭上賓，也成了後世茶餘飯後
的談資。

285年過去了，雍正暴斃至今無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