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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打击噶尔丹的战事进展顺
利，心情颇好的康熙帝，时不时地跟远
在后方的胤礽开起玩笑。

内蒙一带草原上野兔很多， 且非
常肥硕， 鄂尔多斯的兔子就多是四五
斤重， 有次康熙帝本人还见到了一只
五斤多重的怀孕母兔。他特意问胤礽：
“京城之兔不知有如此重者乎？” 儿子
当然回复表示闻所未闻， 康熙帝十分
得意地断言：“皇太子一欠缺处， 为未
见如此丰满之兔，内心颇觉遗憾。”

胤礽遭到父亲戏耍，也不甘示弱，
马上提出想见识见识“丰满之兔”，强
烈要求出京与父亲汇合， 随大军征
战。康熙帝让太子反将一军，只好赶
忙搬出大道理来加以安抚，无非是父

亲远在前线，战事重要，儿子监理国事，
“宫内事亦重要”，一定要分清时势和主
次之类，并且语重心长地告诫未来的一
国之主：

“朕二十三岁时，岂知有如此丰盛之
兔乎？何必着急？今噶尔丹事若竣，朕等
何处不可行？勿气恼着急，慢慢等待！何
必着急。”

康熙三十六年春，噶尔丹兵败势穷，
被迫自杀（一说病亡），康熙帝的亲征以
胜利告终。

四月份捷报传来， 康熙帝默念此乃
祖先襄助，天地眷佑，他第一时间要跟胤
礽分享心中的喜悦之情， 自称“忘乎所
以”，“朕之心事了结，业已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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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远征时与胤礽写信讨论兔子
两度废太子前他们曾父子情深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春天，因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
丹屡次率兵进扰内蒙，威逼北京，康熙帝决意御驾亲征。他命皇太子胤
礽留守京城，监国理政。那一年，康熙帝43岁，皇太子胤礽23岁。

从现存清宫满文档案所详尽记载的“帝王家事”来看，此时，两人关
系极为和谐。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对自己选定的接班人相当满意，也格外
关怀。谁也不曾想到，十余年后，竟然会发生父子反目，胤礽的太子之位
两度被废，最终幽死禁宫的悲剧。

而如果不是胤禛失宠失势，就不至于引起康熙
帝驾崩之日，皇四子胤禛（雍正帝）涉嫌“夺嫡”、继
位“不正”的严重政治风波，胤礽的儿子弘历（乾隆
帝）更没有机会创造辉煌的“十全武功”，清朝中叶
以后的中国，很可能是另一番面貌了。

历史不容假设。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320年前，
在皇权之争尚未变得尖锐时，康熙帝与太子胤礽是
如何“父子情深”的吧。

康熙帝此番离京亲征，太子胤礽当
家， 父子关系发生了微妙的新变化。之
前当然是处事强势的父亲处处教导，儿
子乖乖听训，如今，胤礽不仅要登殿临
朝，代替父亲处理日常国政，还要操心
远征在外的父亲之衣食冷暖，备办路途
中所需之物， 父子之间更多是互相依
赖。可胤礽毕竟年轻稚嫩，不熟悉家底，
一时难免鸡飞狗跳。

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已在征
途中的康熙帝传旨，要求胤礽将宫廷内
库所存的黄宝石送来。胤礽急忙跑到府
库翻找， 无奈那儿的宝物堆积如山，琳
琅满目， 不知道父亲要的到底是哪一
件。焦头烂额之余，他只找到“黄且圆者
一块”，又找到一块貌似的“黄宝石”，为
免误事，干脆一并派人送上。千里之外
收到两块“黄宝石”的父亲，见状只有啼
笑皆非了。

同年三月二十七日， 胤礽在给父
亲的奏折中又惭愧地承认错误， 他写
道：“臣所进鸡蛋，俱皆破碎 。”原来，
这一回胤礽给父亲运送鸡蛋，他动了
百般脑筋，让人用柳条篓斗装好，再以

糠屑填塞缝隙。他觉得柳条柔软，不会
碰碎鸡蛋， 没有想到篓斗却承受不住
外力挤压，极易变形。结果，经辛苦搬
运送到康熙帝跟前的一篓篓鸡蛋，竟
然无一完好。

康熙帝大度地安慰儿子说，“以后
装固进罢”。于是胤礽又换用夹板篓斗，
并改铺稻壳，但毕竟路途遥远，还是没
有多少鸡蛋能安全送达。胤礽只好自认
无能，“以臣愚拙，常常破损，如何赍送，
请皇父指教”。将来要接管江山的儿子，
运几篓鸡蛋都费煞思量，康熙帝更加哭
笑不得，唯有答复道：“鸡蛋足用，以后见
信则进，不则罢了。”

当然，胤礽给父亲置办物品，也不
是处处都搞砸。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康
熙帝抵达保德州（今山西西北保德县），
准备渡黄河。他乘坐小船，拉粗绳过河，
往返横渡，非常迅速，满汉大臣见之无
不称赞。康熙帝非常满意，认为儿子送
来的“绳索极好，甚为结实，毫无断裂”。
他在奏折的朱批中把这件事一五一十
地告诉胤礽，并说，“此甚奇之事寄告皇
太子，使之高兴”。

胤礽为身在前线的皇父的起居
饮食操心，康熙帝也不忘时时将漠北
远征的亲身体验与留守京城的太子
分享。

某日， 清军大部队行至黄河沿岸
扎营， 康熙帝吃到了当地特产黄河鲜
鱼，觉得不错，立即命人快马将鱼送回
给胤礽，并特地说明：皇太后不喜欢吃
大鱼，故这是专门给皇太子品尝。他还
一本正经地求儿子“点赞”：“朕送尔之
鱼若好，则顺便寄信说好。”胤礽喜滋
滋地领鱼谢恩， 向父亲汇报道：“所赏
石花鱼，新鲜肥美，味道甚好。此乃春
季难得之物，故储存以食。”

有一次，康熙帝行军至山区，山上
野兽出没，左右猎获颇多，自出京城以
来，首次逮到肉味鲜美的狍子。他令人
送给皇太子一只， 又担心路上需要时
日，狍子肉质受影响。为此写信向儿子
嘱咐，时值五月，“关内气候炎热，能否
完好送至或变味亦未可料。 朕在外日
久，甚为眷念，特意带回，勿言不好”。

康熙帝是出了名的好学， 对出征途
中所见各类新奇有趣的事物，处处留心，
也乐意随时与皇太子分享。 他赏赐给胤
礽的有远近闻名的喇嘛香、花马池盐（产
于今陕甘宁交界之定边县）等。有一次，
他命人带回两种胤礽从未见过的鱼。太
子同样很好学， 就去请教一位擅长识鱼
的渔户朱通，得知其中一种叫做铜鱼，黄
河中下游河道中也出产； 另外一种朱通
认为是鰆鱼，胤礽却不赞成，因康熙帝曾
传授过有关鰆鱼的知识。 胤礽对父亲渊
博的学识极为钦佩， 坚持认为，“如是鰆
鱼，父皇必识之”。

康熙帝亲征噶尔丹， 时间前后长达
一年。康熙三十六年新春临近，胤礽如小
儿女一般， 殷切劝父亲回京过年，“皇父
若在宫，则内外大小俱觉热闹”。康熙帝
阅览太子这份手写奏折，虽“远隔山河”，
却“不胜快慰”。康熙帝甚至命将天热时
胤礽所穿的棉、纱、棉葛布袍及褂子各数
件寄送到军中，并特意强调一定要送“旧
物”，以备“为父思念尔时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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