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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汪景祺及其《西征随笔》
吕园园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

上海 2 0 0 2 3 4 )

[摘 要 ]清人汪景棋
,

学识渊博
,

素有志于世
,

晚年投奔年羹尧
,

随其西征
,

据途 中见闻
,

撰成《读书堂西征随笔》一书
。

作

为清代笔记的代表作之一
,

此书如实记载了清前期西北战事
、

吏治
、

官员品格为人等相关事宜
,

为后世研究清史提供了珍贵的

第一手史料
,

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

此书为汪氏亲历之作
,

在展现其文学造诣外
,

更多的是他仁政的治世思想以及
“
以人为本

”

的民本思想
。

此点历 来为学者所忽视
。

【关键词」汪景棋 ;西征随笔 ; 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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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堂西征随笔》 (下简称《西征随笔》 )
,

系清

人汪景祺随年羹尧西征期间所写
,

本书详细介绍西

征相关细节
,

大胆议论时政
,

并涉及不少官员品格

为人相关事宜
,

其文献价值在清人笔记中实属凤毛

麟角
。

汪景祺身陷文字狱
,

不仅使此书受遭禁之

遇
,

也使得清代议论时政的笔记大为减少和逊色
,

为清朝初期笔记体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

在清朝学术

界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
、

汪景祺其人

汪景祺 ( 1 6 71 一 1 7 2 6 )
,

原名 日祺
,

字无己
,

号星

堂
,

浙江钱塘 (今杭州 )人
。

汪出生于宦官之家
,

其

父
“

(汪 )霖
,

字东川
,

浙江钱塘人
,

以丙辰进士授行

人
,

举博学鸿词
,

改检讨
,

仕至户部右侍郎
” 「llr 25 6一 25 7 ;

兄长汪见祺任当时礼祠祭主事
「珊犯 3 ;族弟汪受祺为

翰林编修即 323
,

汪景祺本人亦
“

少承家教
,

博览群书
,

成为一代饱学之士
” 「洲

3 。

家族父兄都是通过科举步

人仕途的影响
、

自身深厚的文化功底
,

促使他孜孜

于仕进之路
。

据相关资料记载
,

汪景祺
“

年轻时即与一些诗人

首老
,

如朱彝尊
、

毛奇龄等相与交往
” 日卿40 。

除推荐过

他的胡期恒
协〕p ,。 36 5 ,

与他相熟的还有尤侗
「6〕p 57 8 2一 57 83 、

顾侠

君伙序 )
、

庄书田
「甲 62 8 3 、

吴尺鬼
咚] 4P 237 等

,

汪景祺的这些

朋友都是当时较有名气的文人
,

可谓个个学识渊

博
,

脾性倔强而直率
,

这也难怪他在 自序中亦 自称
“

忆少年豪迈不羁
,

谓悠悠斯世
,

无一可与友者 … …

其意以为
,

君辈未尝读破万卷书
,

安敢向我鼓弄唇

舌耶 ?
”

从中不难看出少时汪景祺的狂傲与不羁
。

汪曾著有《读书堂诗集》上下卷
, “

前有朱彝尊
、

毛奇

龄
、

章藻功张大受四序 ;又有又有吴廷祯和王誉昌

为之题词
” 「l9r]

” 。

但由于汪景祺晚年身陷文字狱
,

影

响颇巨
,

序都被铲去
,

无一篇留下
。

就连当时
“

与

(景祺 )唱酬极密之查德尹 (嗣璨
,

嗣庭之弟 )《查浦

诗钞》中绝无一字及无己… …
” 「l9r]

’ 3 。

所幸
,

黄裳先

生搜得汪诗三首
,

以见其才情 l0[ lr]
6 , :

《舟次虞山过牧斋先生故居》四绝 (取其三 )

影堂深树两萧萧
,

苔闭重 门久寂廖
。

管领眼前新姐豆
,

不 堪回首望南朝
。

廷野争传谢传名
,

出山可是为苍生 ?

疏桐叶落空阶月
,

疑是上书旧履声
。

燕许文章屈宋才
,

岂无麦秀泰离哀
。

余生且缓须臾死
,

为录成仁事实来
。

仅此三首已足以领略其文采
,

黄裳先生曾评价

曰 : “

无已诗颇不恶
,

有奇气
。

置于清初诗人中
,

亦

当是一作手
” 「l9r]

’ 5 。

除展现文采
,

诗词更明确道 出汪

景祺之所以对仕途孜孜以求
,

除受其家族父兄之影

响
,

更是由于其心怀苍生之志
。

可这位
“

为录成仁

事实来
”

的才子能人
,

却一生仕途坎坷
。 “

约于 17 00

年 (康熙 39 年 )
,

汪景祺为国子监生员
,

17 14 年 (康熙

5 3 年 )中举
” 日卿40 。

此时汪景祺已跻身上层绅士阶

层
,

在接下来的会试中
,

如果
“

及第即为
`

进士
’

… …

凭藉这一功名
,

他们可 以直接进人官场
” 「, ’

娜
。

这对

于素有治世之愿的汪来说无疑是最佳选择
,

但此后

屡经应试
,

均未遂愿
。

纵有满腹才华却无用武之

地
,

年已过半
,

这不得不使恃才傲物的汪景祺心中

憋着一股闷气
,

在其著作《西征随笔》之《步光小传》
一文记述了自己与一名歌妓的一夕之谈

,

通过该歌

妓的
“

琵琶半面
”

及阐述其悲惨人生
,

触发了自身内

心仕途不顺的失意与怅惘之情
,

自比
“

江州司马
” ,

怀才不遇之情寓于其中
。

回望一生
,

不由得产生
“

渐知素昔之非
,

降心从人
,

折节下士
” ,

但他的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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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旧不改
,

遇事仍旧
“

侃侃不少
,

假借如故也
” 。

《清

代名人传略》分析其之所以如此
, “

或许是因为他屡

试不中
,

而家中其他人却已先后成为令人羡慕的进

士… …致使他颇有自卑之感
。 ” 日]7F “ , 。

可从其所作诗

词及其品性来看
,

父兄的步步青云与其 自身苦苦追

求却不得的鲜明对比或许会使他产生自卑感
,

但自

己的治世抱负尚未实现的现状更能让其受挫
。

正是这份强烈的政治抱负
,

使得汪在科场上屡

试不第后
,

只得采取另一策略
,

做幕僚
。 “

总督
、

巡抚

和其他官吏幕下 的幕友也可被保举出任官职 … …

封疆大吏的幕友常常是上层绅士
。 ” 「, ’邢 ’ 一犯 。

因此
,

雍

正二年 ( 17 2 4 )初
,

汪景祺千里奔波来到西安投奔故

友
,

时任陕西布政使的胡期恒
, “

此时的胡期恒被任

川陕总督
、

抚远大将军的年羹尧结为心腹死党
,

关

系密切
” 「,刀。

经胡引荐
,

汪投书年羹尧
,

极尽馅媚吹

捧之能
,

大得年欢心
,

很快就做了幕宾
,

此时汪景祺

已五十三岁
。

尽管其过程有些卑下狠琐
,

让人不敢

恭维
,

但想其跌跄多年
,

终有一丝机会施展抱负
,

对

其这偶尔所为理应同情
。

岂料
,

还尚未等其一展身

手便成了雍正朝初期高层政治角逐的牺牲品
,

其作

《西征随笔》成为年案的借 口之一
。

后雍正帝又以
“

(《西征随笔》 )内诗句有
`

皇帝挥毫不值钱
”

讥汕圣

祖
,

又讥讲圣祖溢法
,

雍正年号
,

作功臣不可为论
,

以檀道济
、

萧爵比年羹尧
,

以鄙裹无稽之语污张鹏

翩
,

律以大逆不道立决泉示
。 ” 「,珊 256

,

汪景祺被令砍

头
,

头颅被挂在菜市 口的高杆上长达十几年
,

其妻

子被发遣到黑龙江给穿披 甲人为奴
,

期服之亲兄

弟
、

亲侄均被革职
,

发戍宁古塔
,

连五服内的族亲现

任及候选
、

候补者亦一律革职
,

令其原籍地方官管

束
。

成为雍正即位以来发起的第一场文字狱的受

害者
。

历史的合力促成了汪景祺这场文字狱
,

可 以

说
,

汪景祺本人是雍正朝初期政治斗争的见证人
,

而其书《西征随笔》则是康雍时期政局的真实记录
。

二
、

((西征随笔》成书过程及其流传情况

《西征随笔》是汪景祺随时随地的亲历之作
。

系由直隶经山西到陕西的途中以及在秦中 (属今甘

肃 )期间所作
,

其 自序中亦云
: “

自邢州取道晋阳河

东
,

人憧关
,

至雍州
,

凡路之所经
,

身之所遇
,

心之所

记
,

口之所谈
,

咸笔之于书
,

其有不可存者
,

悉毁弃

之
,

名之曰《读书堂西征随笔》
” ,

道出了成书过程
。

“

《西征随笔》是汪景祺于雍正三年五月在年羹

尧作幕僚时完成
,

但他年初才见到年羹尧
,

显然书

中许多内容写于见年之前
” 「lz]

。

除时间角度
,

亦可从

本书内容上推测 出
。

据现存版本
,

《西征随笔》内容

的主要分界线为《上抚远大将军书》一文
,

此文成于

雍正二年 ( 17 24 )四月十五 日
,

前半部分为见年之

前
,

主要为汪景祺途经直隶经山西到陕西的路途中

的所见所闻
,

时间大致分布在雍正二年二月至四月

之间
,

此时汪景祺与年羹尧尚未见面 ;约于四月份
,

经胡期恒引荐
,

汪景祺投书《上抚远大将军书》于年

羹尧
,

得其欢心
,

并做了幕僚 ;书的后半部分主要成

于见年之后
,

主要为汪景祺亲历西征战场和揭露官

吏之恶行等方面的内容
。

从此书前后内容侧重点

的鲜明对比可以看出
,

《西征随笔》是汪景祺亲身经

历的实体笔记
,

同时也是汪景祺尽幕僚之职责的具

体表现
,

更是汪政治能力的展板
,

空有一身才华却

不能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

汪把他沿途中所发现的吏

治腐败问题及相关政治弊端的解决方案都写人《西

征随笔》
,

不惜放下傲骨
,

馅媚年氏
,

只希望能在抓

住年羹尧这最后一根
“

仕途救命稻草
”

的机会下
,

可

以通过年传达给最高统治者
,

以实现其追求一生却

又尚未实现的治世抱负
。

年案发生后
,

年府被检
,

汪献给年羹尧的《西征

随笔》被杭州将军鄂弥达
、

浙江巡抚傅敏等从年羹

尧书房乱纸中搜得
,

雍正帝在其首叶御批
“

悖谬狂

乱
,

至于此极
,

见此之晚
,

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 。

随

即被命
“

藏在大内愈勤殿的大箱子里原意是叫它永

远不得流传于世
” 「叩

, 62 。

直至民国时此书才被从故

宫博物馆中翻 出
,

可惜版本并不齐全
,

仅存上卷一

册
,

下卷仅存《功臣不可为》和秦中奏凯歌十三首
,

“

故宫博物馆出版的《掌故丛编》于第 1至第 6 辑予

以披露
,

19 2 8年出单行本
” 「, 5〕p 3 ’ 2一 3’ 3 。

故宫博物馆于

19 36 年据原稿铅印
,

编者还把浙江巡抚李卫关于此

案的奏折内容附于 自序之后
。

至 1 9 84 年
,

上海书店

的版本把上下两卷编辑在一起
。

可 以说
,

《西征随笔》尽管内容表现出有些夸张

和某些程度的不真实
,

也不乏有汪氏对仕途不顺的

愤葱
,

但和它的作者一样
,

都经过了坎坷际遇的磨

砺
,

总体来说看还是瑕不掩瑜的
,

有着较高的研究

价值
。

三
、

((西征随笔》的主要成就
作为清代较为大胆地议论时政的笔记

,

《西征

随笔》为汪景祺眼见耳闻的亲历之作
,

内容涉猎广

泛
,

如实记载了清前期有关西北战事
、

吏治
、

官吏品

格为等许多极为敏感的政治和社会相关事宜
。

为

后世研究清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
,

具有很高

的文献价值
。

此书为汪氏亲历之作
,

在展现汪 氏文



第 3期 吕园园
:

论汪景棋及其《西征随笔》

学才能的造诣外
,

更多的是他仁政的治世思想以及
“

以人为本
”

的民本思想
。

(一 )亲历西征
,

补缺史料

雍正元年 ( 17 23 )
,

青海罗 卜藏丹金会盟叛乱
,

“

声势震动了川
、

陕及甘
、

凉
、

肃州地区
” 「, 6r] 295

。

十月
,

年羹尧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
,

在岳钟琪的紧密配合

下
,

调兵两万分兵三路对叛乱者发起进攻
,

迅速平

定了叛乱
。 “

( 1 7 24 年 )二月
,

… …蒙古各台吉纷纷投

向
。

罗 卜藏丹津… …逃往准格尔
,

其母
、

弟
、

妹都被

清军俘获
” 「17 似 30 。

西北
、

西南局势得到稳定
。

年羹尧

又提出著名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
,

得雍正帝赞

许
,

在青海的准噶尔势力被彻底驱逐
。 “

这是清朝统

一边疆事业中的一个重要成就
,

而此举是在雍正的

决策
、

领导下
,

在年羹尧具体指挥下完成的
。 ” 「,甲 99

汪景祺跟随年出征
,

作为西征的亲历者
,

详尽

真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
。

《西兵之捷》一文记述了年

大将军一行使敌强我弱 的局势发生逆转
,

凭借其英

勇谋略
,

顺利平定罗 卜藏丹金叛乱
。

在罗 卜藏丹金

来犯时
, “

其势甚横
” ,

情况十分危急
, “

年大将军不

及调兵
,

单骑至西宁
” ;至前线

,

却发现
“

西宁兵止一

千五百人
,

皆老弱不胜兵器
,

且亦无甲胃
。 ”

且援兵

不得即至
。 “

罗 卜藏丹金闻年大将军来
,

颇惧
,

后规

知无兵
,

复人寇
,

城外诸堡咸为所破
,

焚掠一空
。 ”

面

对叛军连连进攻
, “

年大将军屹然坐如故
,

罗 卜藏丹

金惊以为神
。 ”

在分析敌强我弱的形势后
,

年采取正

确方针
, “

下令夜研贼营
” ,

取得成功
,

鼓舞了士气
,

在最后取得大捷后
,

又果断下令曰
“

穷寇勿追
” ,

足

以见得年大将军的谋略
,

并称赞曰
“

向使年大将军

至西宁迟数 日
,

则西宁必破
。

… …西宁破
,

则河涅

无完土
,

长驱至西安矣
” 。

年大将军
“

帷握运筹
、

决

机制胜
” ,

终破西夷边患
。

年向雍正汇报西征大捷的奏折如下
: “

臣遣岳

钟琪率大军往剿青海
,

擒获罗 卜藏丹金之母… …及

其妹夫 … … 等
,

并男女牛羊无数… …随分兵至乌白

克
,

擒获吹拉克诺木齐
,

札锡敦多 卜并男女驼马
,

及

助乱之八台吉亦俱擒获
,

罗 卜藏丹金带二百余人逃

窜潜匿
,

青海平
” 「, 9r] 粥

。

作为现场 目击者
,

汪景祺细

致具体地记述了这场战争中百姓所受的灾难
,

尤其

是战后女子的悲剧命运
。

而这些为其他史籍所忽

略
。

在《记台吉女自缴事》一文中
,

年大将军虽破西

夷边患
,

但期间亦杀害很多无辜
。 “

西夷大创
,

临阵

斩获者无算
。

有掳其全部者
,

除贼首三人解京正

罪
,

余五十 以下十五以上者皆斩之
,

所杀数十万

人
。

不但幕南无王庭
,

并无人迹
” ;女子面临着更加

悲惨
、

冤屈的命运
,

她们
“

皆以赏军士
,

各省协剿官

兵归伍者
,

咸拥夷女而去
。

西安府驻防八旗兵回镇

将士
,

除自获者
,

年大将军复赏以夷女五百人
。 ”

其

中某一台吉之女 (明末清初
,

厄鲁特蒙古所属的和

硕特部首领顾实杰驻牧青海的八个儿子的后裔
,

称

为和硕特八台吉 )被配与某一士兵
,

其主母让她跪

叩
,

台吉女愤甚
,

大言曰
: “

我在塞外时
,

汝辈安得见

我
。

即 日于帐外叩首
,

我亦不屑也
。 ”

终不堪忍受侮

辱
,

痛哭不绝声
,

最后 自尽
。

汪感慨 曰 : “

年大将军

虽立奇功
,

衔冤地下者
,

岂独此女一人而已 ?
”

汪景祺亲历西北战争
,

将激烈的战争经过及战

俘所遭受的悲惨命运交代甚详
,

非亲历者难以述

及
,

为诸如《清史稿》
、

《清史列传》《清代通史》等相

关史籍填补缺略
,

也给后人研究西征及民族关系提

供了相当珍贵和细节性的原始资料
。

同时
,

汪为年

氏幕僚
,

在年羹尧取得如此辉煌业绩时
,

他并未一

味歌功颂德
,

而是选择真实地揭示了此次战争的残

酷
。

能够对处于顶峰的幕主发出
“

年大将军虽立奇

功
,

衔冤地下者
,

岂独此女一人而已 ?
”

如此批评式

的感慨
,

足以折射出汪景不卑不亢的人格
。

同时
,

汪发出对年将军残酷处理战俘方式的不满
,

亦体现

出汪景祺的仁政的治世思想
。

(二 )揭露吏治
,

大胆议政

《西征随笔》版本不全
,

现存仅三十 四篇
,

但其

中关于政治方面的就多达二十三篇之多
,

此书涉及

和议论时政之大胆及广泛
,

在清初笔记中实属凤毛

麟角
。

同时汪景祺针对沿途发现的问题所提出的

政治建议亦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高超的政治

远见
。

1
.

吏治腐败现象
。

本书中有大量篇幅涉及到当

时吏治腐败的相关现象
,

对当时一些官吏苛政
、

贪

污
、

鱼肉百姓的情景无不直笔
,

直揭官场黑暗
。

《程

如丝贪横》揭露程如丝通过重贿调补夔州知府
,

因

贪财而
“

凡商家所有之盐尽以半价强买之
。 ”

《榆林

同知汪元仕》云汪元仕
“

穷奢极欲 … … 遂致亏空数

万金
” ,

一副欺强凌弱
、

恬不知耻的贪官嘴脸
。

诸如

此类
。

其中
,

《西安吏治》一文对当时陕西吏治败坏的

现象叙述得极为露骨
,

且把矛头直接指向满洲人
。

“

吏治之坏莫甚于陕西
,

数十年来
,

督抚藩桌皆以满

州人 为之
,

目不 知书
,

凡 案犊 批答
,

第 责之 幕

客
,

… …吏治民生
,

皆不过而问焉
,

惟以刻剥聚敛
,

为恒舞酣歌之计而已
” 。

最终
,

官逼民反
,

围城之事

颇屡见
, “

有司皆重足而立
,

莫保旦夕之命
” 。

如
“

万

泉令瞿某… …私派扰民
,

聚数千人围城
,

斩关而人
,

焚其公堂
” 。

对于百姓聚众围城叛乱
,

汪景祺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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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
: “

民虽 凶顽
,

然至聚众为变
,

皆有司之自取
。

若减刑薄敛
,

体戚相关
,

民安得变 ? 即有不逞之徒
,

号召聚众
,

众亦不为聚也
” 。

《遇红石村三女记 》与《记蒲州常生语》两篇
,

则

反映了素称富饶的山西平阳郡
,

因为官吏贪污搜

刮
,

民不聊生
,

最终激起了当地人反抗
,

出现
“

胭脂

贼
”

(一群女子组成 )
。

《遇红石村三女记 》一文记述

汪 氏与胭脂贼的偶遇 ; 《记蒲州常生语 》一文则对胭

脂贼有详细说明
,

汪景祺通过与蒲州之博士弟子常

生交谈得知
, “

平阳… … 所谓河中用武之地
。

顾其

俗勤而俭
,

民朴以淳
” ,

不料
, “

三十年来
,

有司胶民

以奉上
,

官取之间左者十倍
。

正供柑杨侄桔
,

至卖

儿贴妇以偿
,

此人事之害也
。

此邦不见雨雪者数年

矣
,

岁歉无收
,

赤地千里 … …此天时之灾也
。 ”

官夺

歉收
,

百姓无以糊 口
。

由于人性瓢悍喜斗
,

女子皆

知兵事
,

以至
“

其有气节者
,

自负武勇
,

皆为男子装

出放马劫掠土人
,

谓之胭脂贼
” 。

随着国家的逐渐统一
,

清廷采取一系列了安

抚政策
,

恢复生产
,

缓和 民族矛盾
。

如
: “

从康熙二

十二年至 四十九年 ( 16 83 一 1 7 10 )
,

先后八次巡视

山西 … … 山西地方上也涌现出一批关心民生的清

官
” 「20 似 59 ,

同时还承办诸如赡养
、

救济贩灾等事务
,

“

雍正初
,

山西丰收
,

百姓乐业
,

社会安定
” 「2。“ P 25 9 。

山

西多旱
、

屡有天灾
、

有些官吏不称职
,

雍正帝对之并

非没有关注
,

在与侍读大学士等谈话时
,

曾说
: “

田

文镜致祭华岳回京
,

联询彼经过地方情形与百姓生

理
。

据奏
: `

山西平定州寿阳县
、

徐沟县
、

祁县等处
,

雨泽歉少
,

民计维艰
。

汾州府属雨未沾足
,

地方官

现在征比钱粮
。 ’

夫巡抚以扶绥地方为职
,

今平定等

处饥懂
,

并未奏请贩济缓征
,

乃反行催科
,

小民何以

存济 ? 此皆伊等去年曾奏得雨
,

今欲掩 (饰 )前言
,

甚属不合
。

即命田文镜会同巡抚音德速行贩济
,

务

使得所
” 「, 9r] 378

。

可以看出
,

由于臣下欺瞒
,

雍正对此

事是不知情的
,

在得知后
,

立 即派人去办理 了此

事
。

汪是在雍正二年
,

去投靠友人的时候写的书
,

而此次君臣谈话则在元年四月份
,

明显在汪之前
。

此处记叙不免略显夸张
。

但是总体来说
,

汪景祺详实记载了康末雍初时

期官吏贪污
,

民众疾苦
,

最终官逼民反的现象
,

在丰

富相关史料
,

还原历史的同时
,

汪 氏对百姓聚众闹

事的行为不予否定
,

而把此类现象归 因于当地官

员
,

认为其咎由自取 ;而对
“

胭脂贼
”

现象则 曰
, “

缓

之则事不可知
,

急之则其变立至
” 。

如此大胆地议

论时政与直白地告诫统治者
,

一方面展现出汪不畏

权贵
、

直击朝政敏感区域的气节
,

另一方面也流露

出汪景祺的民本思想
。

2
.

官吏品格为人
。

汪景祺在书中大量揭发了康

熙后期
、

雍正初期官吏
,

尤其是名臣
、

能员的阴私秽

行
,

揭露官场的污浊与官员 的庸劣
。

《宿迁徐用锡》

一文云进士徐用锡外直内诈
、

奸险小人
。

《高文烙遗

事》一文则记载高文烙受过索额图的恩情
,

后又联

合大学士明珠压倒索额图的忘恩负义的行为
。

《熊

文端明史》说熊相国赐履于江宁 (今南京 )监修《明

史》
,

没有卓见却收受贿赂
。

《遂 宁人 品 》一文极力 贬低 当时名 臣 张鹏

翩 「Z rI]
, 。 128

, “

张素轻邪
,

甚至与人家奴博
,

且胡粉饰貌
,

搔头弄姿
,

后以天语有戏旦之言
,

大惭
,

逐矫强修

饰
,

自称道学先生矣
。 ”

对张为官期间所做的事情
,

及其不雅的私人生活
,

汪景祺
“

尝谓宜以刻薄寡恩
、

顽钝无耻二句为对联
,

赠遂宁
,

有云犹未足以尽其

为人
” 。

对于张鹏翩
,

其他相关记载大都持肯定和

赞赏的态度
,

《清史稿》记叙了康熙帝对他的肯定与

赞赏
:
三十九年

,

官员弹幼张侵蚀挪用救灾银
,

上

曰 : “

鹏翩往陕西
,

联留心访察
,

一介不取
,

天下廉吏

无出其右
。 ” 「Z

rI]
,。 12 9 ;关于张鹏翩的治河方面

,

康熙曾

曰
“

鹏翩 自到河工
,

日乘马巡视堤岸
,

不惮劳苦
。

居

官如鹏翩
,

更有何议?
” 「2 ,〕p , 。 , 29一 ,。 , 3。

等等
,

张鹏翩在康熙

时期可谓是一位受皇帝器重的大臣
。

对于张鹏翩

的众多诽谤
、

弹幼
,

康熙帝对张 氏的谈话可谓一语

中的
, “

大儒持身如光风雾月
,

况大臣为国
,

若徒自

表廉洁
,

于事何益 ?
” 「Z

rI]
,。 13 ’ 。

在张死后
,

雍正帝后人

也为其写了一副对联
“

志行最修洁
,

人仕至为相
,

历

时五十余年 ;天下数廉吏
,

流芳于竹帛
,

当推张公第

一
。 ” 「22
州足见张鹏翩的廉洁公正

、

一身正气
。

可汪景祺却一反常调
,

对其全面污蔑
,

对此王

进驹评价曰
: “

汪景祺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
`

盛世
’

中的清官
、

名臣
、

能员的卑劣
、

恶浊的一面
,

有着对

现实的不满与批判
,

但又带有浓厚个人偏见的人身

攻击色彩
,

相当真切地呈现出一个仕途失意的文人

对官僚阶梯高处的幸运者的妒恨心理
” 哪邢 3一 54 。

不可

否认
,

汪景祺在揭露官吏腐败
、

人品恶俗等方面不

免流露出对统治者没有发现自己
、

任用 自己的愤葱

与不甘
,

且难以反映人物的全貌
。

但是
,

此耳闻目

睹的记叙提供了人物的原始资料
,

对于传记研究
,

亦非常宝贵
,

便于研究者利用以全面分析人物
。

四
、

结语

《西征随笔》汪景祺耳闻目睹的亲历之作
,

亦是

清初较为罕见的 以时人时事为主要内容的见闻

录
。

汪景祺在完成此书的第二年
,

即卷人年案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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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汪景棋及其《西征随笔》

首异处
,

著作遭禁
,

雍正还不忘宣称
“

若将此文并

发
,

恐众人谓联恶其咒诅
,

故加诛戮
,

是以未将此文

发出
” 。 「川但此杀鸡做猴之策一出

,

人人自危
,

文人

不敢再议时政
,

此类书籍也大为减少
。

作为当时较

为大胆议论时政的清人笔记
。

《西征随笔》为我们研

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

具有很高

的文献价值
。

书中虽夹杂了一些个人的义愤情感
,

但是
,

能够如此深刻而广泛的议论时政
,

足见其政

治才能与思想深度
。

全书流露出汪景祺为国为民

的政治抱负以及其步人仕途的渴望
,

展现了汪景祺

仁政的治世思想以及
“

以人为本
”

的民本思想
,

值得

后人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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