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百姓过年最讲究的是

年夜饭， 清朝皇帝也不例外。

皇帝一家平日里是难得在一

起用膳的，只有年节，才特许

后妃们陪宴。 除夕早上，皇帝

与皇后、妃嫔们在重华宫共进

早膳。 早膳一般有拉拉

(

黄

米饭

)

、 饽饽、 年糕等， 花样

多至十种到二十种。 除夕团

圆饭要下午

4

时开始， 晚宴

摆在保和殿或乾清宫， 皇帝

一人一桌， 桌子是“金龙大

宴桌”。

年夜饭准备的烹饪原料

主要是满族传统食物。 如在清

宫的膳食档案中记有乾隆四

十九年举办除夕筵宴中所用

的原料数额，其中乾隆皇帝御

桌酒宴所用的原料数额为：猪

肉

65

斤， 肥鸭

1

只， 菜鸭

3

只，肥鸡

3

只，菜鸡

7

只，猪肘

子

3

个， 猪肚

2

个， 小肚子

8

个，膳子

15

根，野猪肉

25

斤，

关东鹅

5

只，羊肉

20

斤，鹿肉

15

斤，野鸡

6

只，鱼

20

斤，鹿

尾

4

个，大小猪肠各

3

根。 另

外， 做点心用白面

5

斤

4

两、

白糖

6

两。

大宴桌上的菜点由外到

里分成八道，有各式荤素甜咸

点心，有冷膳，有热膳，共六十

三种。

大菜之外还有奶子、小点

心、鸭子馅包子、米面点心等

小吃分东西排列。

一切准备就绪后， 皇帝

和妃嫔入座。 太监们先给乾

隆进汤膳。 汤膳用对盒装，

皇上的对盒是两副， 左一盒

为燕窝红白鸭子腰汤膳一品，

粳米膳一品； 右一盒为燕窝

鸭腰汤一品， 鸭子豆腐汤一

品。 接着， 太监们给嫔妃们

送汤， 数量减半， 每人一副，

内装粳米膳一品， 羊肉蛋汤

一品。

汤品用过后， 开始转宴。

转宴，就是将宴席上的各类膳

品、 陈设从皇帝桌前开始，在

陪桌上转一遍，意为全家共同

享用。 转宴之后， 摆酒宴。 皇

帝酒膳一桌分五路共四十品，

后妃酒膳每桌十五品。 皇帝

喝第一杯酒， 后妃依次一一

喝酒。 酒后饮果茶， 接着后

妃起座， 皇帝离宴， 家宴结

束。

（摘自《图说北京三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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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葡萄牙人在远

东的商业霸权已经衰落。 他们

的商船在远东屡次遭到荷兰舰

队的的劫掠， 他们想联合英国

人以牵制荷兰人。 英国人决定

另辟蹊径， 打开局面， 企图借

助于长期垄断对华贸易的葡萄

牙人打入中国市场。

1635

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果阿的葡萄

牙总督达成协议， 同意英商自

由出入澳门从事贸易。 同年

12

月

12

日， 英王查理一世颁

布训令， 任命威德尔上尉为指

挥官， 率领

6

艘船舰前往中

国。

威德尔船队于

1636

年

4

月

14

日从伦敦启航。

6

月

27

日， 船队到达澳门以南的十字

门外停泊。 英国商船的到来使

葡萄牙人感到为难， 他们在中

国官员面前极力诋毁英国人，

说他们就是荷兰人， 企图前来

捣乱， 应当驱逐。 葡萄牙人又

从澳门派出巡逻艇在英船附近

巡弋， 阻止英国人进行贸易活

动。

威德尔见澳门贸易已无希

望进行， 便于

7

月底启程前往

广州。

8

月

8

日，英船到达虎门

停泊，虎门炮台守军鸣炮示警。

威德尔蓄意挑起事端， 下令扯

下圣佐治贸易旗， 升起英国国

王的军旗， 摆出一副准备战斗

的架势， 随即指挥船队炮轰虎

门炮台。攻上炮台后，英军扯下

中国军旗，挂上英王旗帜，并拆

下

35

门大炮，作为战利品搬到

船上。英船继续深入广州内河，

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激

起广州当局的愤怒。

9

月

10

日， 广东海防当局派出

3

艘战

船冲向英国船队， 发射火炮和

火箭，迫使英船仓皇溜走。但威

德尔对侵犯内河不仅毫无自责

之意， 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滥

施暴虐。

19

日，他们在虎门地区纵

火烧毁了三艘中国帆船， 焚毁

一个市镇， 抢夺

30

头猪。

21

日， 又攻占并炸毁虎门亚娘鞋

炮台，焚毁了大帆船一艘。当他

们在虎门犯下了如此罪行之

后，也觉得不好同中国打交道，

便将船队驶向澳门， 请求葡萄

牙人出面转圜。

11

月

22

日， 英商在广州

答应中国的要求， 赔偿白银

2800

两。

30

日，威德尔向中国

官员提交了一份保证书， 对虎

门事件表示歉意， 并保证完成

贸易后立即离去。据此，广州官

员决定对其不予追究， 令其贸

易结束后尽快离境。

12

月

29

日，威德尔船队离开澳门，启程

回国。 中英之间充满火药味的

第一次交往就此结束。

（摘自《西方列强与澳门的

关系》）

有一个传说，当年朱元璋

要饭时饿得头昏眼花，一个讨

饭的老太婆给了他一碗瓦罐

汤。 朱元璋吃了还想吃，便问

妇人这是什么汤。妇人顺口胡

说了一句“珍珠翡翠白玉汤”，

朱元璋记下了。 当了皇帝后，

便要御厨做此道汤，但御厨做

的汤味怎么都不对。后来朱元

璋派人在盱眙找到了那个老

太婆，才知道这仅是一道用烂

白菜、玉米粒、剩饭混在一起

的“杂烩汤”。“珍珠翡翠白玉

汤”从此成为明朝御膳里的保

留菜。

不过，朱元璋和皇后马秀

英比较节俭却是真的。 从《南

京太常寺条》祭祀孝陵的祭品

名单中看， 总少不了韭菜、芹

菜、茄子、竹笋等这些农家菜，

这些农家菜应该是朱元璋和

马皇后生前常吃的菜。

如今的“四菜一汤”，也是

朱元璋最先提出的。

南京民间是这样流传的：

朱元璋当上皇帝后，老百姓的

生活并不好过，但达官贵人却

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朱元璋

十分看不惯，如此下去大明朝

也要亡国，他决心整治这股奢

侈之风。

时逢马皇后生日，各路人

马都来贺寿。 朱元璋吩咐上

菜：第一道菜是炒萝卜；第二

道菜是炒韭菜；第三道菜是两

大碗青菜；最后一道菜是葱花

豆腐汤。 众臣不解，朱元璋解

释：“萝卜上了街， 药店无买

卖”、“韭菜青又青， 长治久安

定人心”、“两碗青菜一样香，

两袖清风好丞相”、“小葱豆腐

青又白，公正廉洁如日月”。

大臣听罢方知道朱元璋

的用意。 朱元璋当众宣布：

“今后众卿请客， 最多只能

‘四菜一汤’， 这次皇后的寿

筵即是榜样， 谁若违反， 严

惩不怠。 ”

从此，“四菜一汤”的规矩

便从宫廷传到民间，进而成了

现代廉政的榜样。

（摘自《帝王秘事》）

明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位

时间长达

45

年， 虽然政治上

没有作为，治国无方，但他却

是一位风流帝王、 道士皇帝，

有学者直接称嘉靖是位混蛋

皇帝。

史家认为， 嘉靖暴虐不

仁，喜怒无常，好色无比。其好

色风流在中国历史上的帝王

将相中是出了名的， 因为好

色，险些被宫女勒死，即所谓

的“壬寅宫变”。

◆皇帝险遭宫女

勒死真相

史书上记载

:

明嘉靖二十

一年（公元

1542

）十月二十一

日凌晨，十几个宫女趁朱厚熜

熟睡时打算把他勒死。先是杨

玉香把一条粗绳子递给苏川

药，苏川药又把绳子递给杨金

英。邢翠莲把黄绫抹布递给姚

淑皋， 姚淑皋蒙住朱厚熜的

脸， 紧紧地掐住他的脖子；邢

翠莲按住他的前胸，王槐香按

住他的上身， 苏川药和关梅

秀分别按住左右手。 刘妙莲、

陈菊花分别按着两条腿。等杨

金英拴好绳套，姚淑皋和关梅

秀两人便用力去拉绳套。 眼

看她们就要得手， 绳套却被

杨金英拴成了死结， 最终才

没有将这位万岁爷送上绝路。

宫女张金莲见势不好，连忙跑

出去报告方皇后。

前来解救朱厚熜的方皇

后也被姚淑皋打了一拳。 王

秀兰叫陈菊花吹灭灯， 后来

又被陈芙蓉点上了， 徐秋花、

郑金香又把灯扑灭。 这时陈

芙蓉把宫里管事的人叫来了，

这些宫女才被捉住。 朱厚熜

虽没有被勒断气， 但由于惊

吓过度， 一直昏迷着， 好久

才醒来。

◆采处女经血炼

丹药经过

为什么宫女会这么恨自

己的主子？皆因他荒淫得没有

一点人性。嘉靖对待自己的皇

后都没有人性，三位皇后或被

其折磨死， 或被其打入冷宫。

对待出身低贱的宫女更不用

提了，从政期间，仅被他下令

打死的宫女就有

200

多人。

朱厚熜还用酷虐宫女的

方法炼制长生不老的丹药，这

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朱厚熜迷信方士， 尊崇道教，

自称“真君”、“仙翁”等，在宫

中遍设祭坛，希望自己强身长

寿。

当时炼制此类丹药的最

流行方法是“秋石”和“红铅”；

前者采用童男小便， 去其头

尾，收其中段，加药熬炼而成，

后者系收取处女经血加药搅

拌，炼制而成。

为了炼制红铅，朱厚熜用

摧残宫女身心甚至残害其生

命的方法，不顾一切地采集炼

丹的原料———经血，以炼制长

生壮阳丹。 据记载，朱厚熜曾

三次大规模选择民间幼女入

宫，每次数百人供炼药用。 这

种催残和侮辱已经超过了宫

女能容忍的极限，于是就发生

了“壬寅宫变”。

（摘自《帝王秘事》）

虎门炮台

历朝历代都有造假者， 或因贪得无

厌， 为了谋骗钱财； 或者是为了前程功

名，讨朝廷的欢心，自己从中获利。 造假

的手法也是多种多样。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代的强盛

时期，也是文字狱最多的时期。 尤其是雍

正皇帝，由于生性多疑，治法严峻，他在

位的十三年间， 因为文字所引发的一系

列冤案，多不胜数。 雍正四年的时候，大

臣查嗣庭到江西主持乡试，因命“维民所

止”为题，被诬为是心怀不轨，是将“雍

正”二字去头，成为了“维止”，结果被戮

尸泄愤。 另外，汪景祺因为年羹尧案受牵

连，进而被查出有“诗文悖逆”的罪名，最

后被砍首示众。 由于查嗣庭和汪景祺都

是浙江人，雍正遂迁怒于浙江一地，认为

当地的人情风俗淡薄，风气极坏，于是下

令凡是浙江籍的读书人，从今往后，一律

不准参加乡试和会试， 以此断绝浙江籍

士人进身为官的路。

雍正六年的时候， 看看雍正的气也

消得差不多了， 几个大臣就联名上了一

个奏折，说浙江的读书人经过这次禁试，

深刻反省，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士

人之间的思想观念转变极大， 风俗也改

变了很多，不再像以往那样好高骛远了，

所以恭请雍正开恩，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准许他们和别省的读书人一样参加乡试

和会试，以谋求仕进。 雍正准奏。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 浙江恢复乡试

后的次年，浙江督抚上了一个奏折。 报告

说，湖州有一户以养蚕为业的普通百姓，

他家里的一万多条蚕，有感于皇恩浩荡，

集体吐丝织成了一副祥瑞之茧， 长五尺

八寸，宽二尺三寸，蚕茧上面的图案精美

鲜艳、巧夺天工，而且纯粹是自然天成，

没有一丝一毫的人工之力。 奏折最后说，

此乃难得一见的吉兆， 是帝王德政的祯

祥事物也。 随后，这一副万蚕织成的茧被

送到了京城， 京城一些善于奉承谄媚的

大臣见了，也纷纷大呼是天赐祥瑞，要求

负责记载史实的史官， 把这一不可思议

的奇事记录下来。

究竟是养蚕的农户为始作俑者，还

是督抚亲自策划， 聘请能工巧匠炮制了

一个所谓的“万蚕同茧”，史料中并无记

载。 不过可以想到的是，浙江督抚在这一

事件当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也是理论上的最大受益人。

但凡养过蚕的人都知道， 蚕吐丝把

自己包裹起来， 都是一蚕一茧， 绝无例

外。 一万多条蚕心感圣恩、潜心协力织造

同一个茧， 并且上面还有精美绝伦的花

纹图案，这样的神话，便是说与乡间小孩

子听也未必会信。 雍正即位时已经

45

岁， 且在当皇子期间有过多次出游的经

历，有一定的见识，并非是“生于深宫之

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易于糊弄之辈，这

种拙劣的伎俩自然也是骗不了他。

雍正明知道“万蚕同茧”是一次荒诞

不经的造假行为， 不知道雍正是因为担

心会激起民间更多的对抗意识， 所以不

愿意多生事端；还是他想顺应形势，借这

一事件宣扬自己在政治的开明。 总之雍

正手软了，没有处罚相关的造假责任人。

但是，雍正毕竟脑子还是清醒的，没有让

这一造假事件成为历史上的一次笑话，

所以他下了一个诏， 拒绝了群臣嚷着让

史官记录这一“奇事”的要求。

（据凤）

雍正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