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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帝勤政，每天的工作生活

安排是满满的，从早到晚，没有太多

闲暇时间。以康熙帝为例，每天坚持

早晨5点之前起床，在位60年从不间

断。如果粗略列一个康熙帝一天的

工作表，基本是以下这样的：

寅时（3—5点）起床。

卯时 （5—7点） 御门听政、引

见官员。其中，卯正（6点）早膳。

辰时（7—9点）进讲经书。

巳时 （9—11 点） 太皇太后、

皇太后处问安。

午时 （11—13点） 接见、赐宴

等活动。

未正（14点）晚膳。

申时 （15—17 点） 自由活动，

娱乐。

戌初（20点）睡觉。

不难看出，每天下午 3 点之

前，康熙帝并没有太多的闲余，一天

中大部分的工夫都用在政事上。所

以不要轻信宫廷剧中，皇帝每天游山

玩水，还不时参与后宫事务，其实他

们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就连晚上去哪

个妃子处睡觉也是太监安排的。另

外，清代的皇帝是历代帝王中比较勤

勉的，雍正帝有的朱批字数甚至超过

臣子的奏疏，有专家就认为雍正皇

帝是累死的。即使到了晚清的几位

皇帝也是坚持批阅奏章，很少缺席

早朝，这是难能可贵的。

政事繁忙之余，下午 3 点之

后，是清帝的休闲娱乐时间，用来

排解烦劳。皇帝的兴趣爱好各有不

同，比如康熙帝喜欢打猎，为此还

促成了避暑山庄的修建；乾隆帝喜

欢鉴赏，收集了大量古代的字画，

故宫的三希堂就是专门用来存放珍

玩的地方。在众多爱好中，清帝均

喜欢一种既节约成本，又能修身养

性的休闲方式——游园赏花。

皇帝的爱好必然引起臣子的注

意，据说康熙帝喜欢观赏牡丹花，每

年牡丹花开，他都会如约游园欣赏。

康熙帝的这一癖好被四子胤禛即后

来的雍正帝利用了。原来康熙帝晚

年，诸位皇子角逐皇位。胤禛心机颇

深，为投康熙帝喜好，他在私家花园

——圆明园里栽植了牡丹数株，花开

之际，花香浓郁，争奇斗艳，以此来吸

引皇帝游园。果不其然，康熙六十一

年，康熙帝因爱牡丹特来赏花，就是

在这次游园中，他第一次见到了 12

岁的皇孙弘历（后来的乾隆帝）。他

被孙儿的聪明和机敏吸引，连连夸奖

乾隆帝生母为“有福之人”，并将弘历

送入宫中养育。一些历史学者据此

认为，胤禛承袭皇位，与康熙帝在园

内遇到这位“好圣孙”有内在联系。

乾隆帝继位后，特意书写“纪恩堂”匾

额悬挂于“镂月开云”（曾经的牡丹

台）殿内，向世人昭示自己发迹于此。

康熙帝最爱牡丹，儿子雍正投其所好

慈禧太后一生有三大爱好——
权力、赏花、梳头。据在慈禧太后
身边的宫女德龄回忆，“她 （慈禧）
像普通人一样，爱着各种生物，像
花草、树木、狗、马等都是她所喜
欢的”。而她对花情有独钟，在颐和
园种的菊花就达千种，名贵的有丹
凤朝阳、白龙须、紫金铃、雪球、
雨过天晴等。举全国之力，慈禧太
后在宫内上苑收集和陈列着各种各
样的奇花异草，数不清看不完。

赏花之外，慈禧太后还吃花。
平日里，她让太监宫女们将她养的
花瓣摘下，等到吃火锅的时候取
来，沾着汤料一起下肚。她尤其爱
吃荷花，她命御膳房采集许多荷花
瓣，浸在用鸡汤调和的面粉里油
炸，做成一种小食。另外，慈禧太
后还喜欢喝花茶，她饮的花茶不是
火焙的茉莉或者玫瑰，而是选用鲜

花，一同放入干茶中，这样茶水既
有了茶味也有了花香。当然，喝茶
的水必须来自玉泉山水，慈禧太后
就是这么讲究。除了吃花，慈禧太
后还用花来美容，每天晚饭后，她
都会让宫女将鸡蛋清抹在脸上，上
床前洗掉，然后涂上忍冬花液，据
说这种花液能使涂上了鸡蛋清后绷
紧的皮肤重新宽松，最后再涂上一
种花粉油脂，休息一会儿后抹掉，
这就是慈禧“老佛爷”的养颜绝招。

与雍正帝去圆明园游园赏花的
鸣锣开道、黄土铺路的方式不同，
慈禧太后去颐和园赏花偏爱水路，
从中也能看出慈禧太后爱玩的天
性。京城据此还专门形成了一道风
景——慈禧水道。这条河道大约长

九公里，将动物园、紫竹院、颐和
园串联。乾隆年间，这条河道是乾
隆帝去万寿山向母亲祝寿的御用河
道，慈禧太后将此河道发挥到了极
致。一般情况下，慈禧太后在今天
动物园北侧长河附近的倚虹堂码头
登船，随行的有皇帝、阿哥、格格
等人，游船经过五塔寺，穿过白石
桥，继续西行到达紫竹院。长河两
岸柳枝飘逸，婀娜摇摆，轻抚水
面，著名的“长河观柳”景区也就
在此了。

过了“长河观柳”景区，游船
来到紫御湾码头，由于颐和园昆明
湖水位高于长河，在这里要换船。
再往西行，就到了万寿寺。万寿寺
有“京西小故宫”之称，慈禧太后

一般到了这里会拈香礼佛，吃点点
心后再次上船。再往前行就快到了
长河与昆明湖的交接点，京城有名
的刘罗锅桥，也称绣漪桥，之后进
入昆明湖，皇家园林颐和园就到
了。游船在玉澜堂码头停泊，慈禧
太后一行人上岸游园赏花。慈禧水
道连接紫禁城与西山，途经的景点
很多，如有乾隆帝御制诗所赞的八
景：长河泛舟、绣漪画境、龙凤呈
祥、景明夕照、西堤观桥、玉峰塔
影、长虹引练、云外天香。除了

“十里青山行画里，双飞白鸟似江
南”的秀美景色外，还保留了乾
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
绪六位皇帝以及慈禧太后走过这条
水路留下的人文趣事，“一条慈禧水
道，半部清朝历史”说的也就是游
园赏花与历史文化了。

文图来源：北京青年报

慈禧太后最会玩，开辟水道去颐和园赏花

游园赏花在清帝生活中占据着重
要的地位，以雍正帝和圆明园为例，
后人统计，自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他第一次驻跸圆明园开始，至雍正
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病逝于园内宫
寝，十一年中，他共计在圆明园居
住了2314 天，平均每年有210 天之
多。除去他谒陵、出巡的时间，可
以说他的一生都与圆明园紧密联系在
一起，圆明园也成为清廷的另一个政
治中心。雍正帝喜欢在圆明园办公，
一方面是康熙帝赏赐给的私人花园，
他对这里充满感情；另一方面比之于
紫禁城的烦闷，这里可以随时游赏，
多了一番闲情和乐趣。

雍正帝每次从紫禁城去圆明园驻
跸游园，负责筹备工作的内务府都要
颇费一番操劳。雍正三年八月，雍
正帝登基后第一次重回圆明园，身
份由皇子变为皇帝，出行的排场也
相应复杂起来。据统计，雍正九年
（1731） 七月至十年闰五月一年中，
“由宫前往圆明园，由圆明园回宫
时，各宫殿、司院行文领用租车共五
千四百三十一辆”，算上王公大臣自
行所用车辆，数目不可小觑。皇帝来

游园，园内各项工作也紧张起来，首

先提上日程的便是警卫，皇帝一行人

马于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入住，二十八

日和硕亲王允祥奏请“圆明园内现有

绿营兵丁六百二十人，内骑兵一百八

十人，步兵四百四十人，新增骑兵二

十人，步兵三百六十人，共为骑兵二

百，步兵八百，总计一千人”。在保

证皇帝安全的同时，为提高园内官兵

积极性，允祥上奏请求，官兵“每人

各赏银二十两”。雍正帝游园期间，

圆明园护军最多时近七千人。

雍正帝的钟情促进了圆明园的建

设。雍正朝重新规划了圆明园的总体

布局，增加了上朝理政的朝区，向
外扩展成福海景区，增添了独具特
色的诸多园林风景群。至雍正帝逝
世，后来被人广为称颂的“圆明园
四十景”已经建成三十三景。可惜
圆明园的园林建筑在1860年英法联
军侵华期间被焚毁。到了晚清，酷

爱游园赏花的慈禧太后掌权之后，为

了排解烦闷，就挪用部分海军军费来

重修颐和园，作为她的游园之所。雍正帝喜欢圆明园，每年大半时间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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