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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大帝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这是大清王朝讳
莫如深、民间几百年来传说不休的一个问题。最近几年
间，我们研读了大量文献资料，确凿的依据充分地表明，
冒辟疆与董年正是康熙大帝的亲生父母！

（一）康熙确认其亲生父母是冒辟疆与董年。
康熙，即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清圣祖，八

岁继承皇位，十四岁亲理政事，六十九岁去世，在位六十
一年，是我国君临天下最长的君主。他开创了我国历史上
辉煌一度的“康乾盛世”。

（1）康熙微服私访到如皋认父。
1684年9月，康熙第一次南巡到南京，然后渡江到如

皋。他在如皋水绘园西堂同冒辟疆见了面，还亲书了宋代
朱熹《濯清亭》诗：“涉江采芙蓉，十反心无斁。不遇无极
翁，深衷竟谁识？”康熙特意借用朱熹之诗是经过深思熟虑
的。“熹”和“熙”既同音又同义。“朱熹”，寓意自己是

“朱氏康熙”。他借用此诗说：我渡江而来，是深切思念光
彩照人的芙蓉花（意指董小宛和董年姐妹花）；为此，我反
反复复反顾自己从何而来，内心怎么也不感到厌弃；特别
是这次如果看不到高龄永继的无极翁（意指冒辟疆），我心
灵深处的苦衷还有谁能知道呢？这样，康熙将对亲生父母
的无限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了。时人在如皋三台山建造
了“皇亭”，将康熙书写的这首诗，制作成御碑，长期竖立
在那里。冒辟疆的庶弟冒褒常去“皇亭”，并写作了皇亭
诗。后来，日本侵略军窜犯如皋，烧毁了“皇亭”。此碑也
作建桥材料使用了。“文革”中碑文遭砸毁，碑石依然留存
至今。而冒辟疆对康熙认父十分高兴，把祖宗所种朴树回
购了，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还朴斋”，其衷情幽意可想而
知。冒辟疆之子冒丹书，把吟唱“西堂相会”的诗词编成
《西堂词》一书，并由藩宪丁思孔作序。由于诗词内容太显
露而遭毁，但现在还可以在《冒氏宗谱》里看到丁思孔的
这篇序文。康熙的侍从曹寅，也收集了西堂诗文，但十分
之九被删毁。

（2）康熙对冒辟疆的反清活动网开一面。
冒辟疆自始至终坚持反清立场。为了表明自己不是被

人误解的“吕不韦”，他在康熙十三年五月十三日组织了反
清团体“洪门”。“洪门”反清失败后，他回到如皋。此时
冒辟疆处境十分危险，随时有可能被砍掉脑袋。可是，他
偏偏安然无事。原来，康熙和他达成了协议，让他在三间
草屋“匿峰庐”闭门谢客思过。冒辟疆的诗友邓林梓写诗
记载其事，诗曰：“旧是开元鹤发人，梦华清泪渍衣新。茆
堂结得羲皇契，五柳高风自绝伦。”此诗清楚地表明，冒辟
疆已和康熙签订了契约，做一个陶渊明式的避世之人。

（3）康熙为其生母建造皇宫“碧霞阁”。

1685年冬，冒辟疆得知董年的下落，便去河南白云
寺，看望在庵中修行的董年，并劝她回到如皋。但由于孝
庄皇太后还在，董年不愿连累康熙，执意不南下。如今该
寺内尚有五块康熙题写的石匾，所有石匾皆正反有字，而
嵌入墙内的一面是看不到的。现在解读匾额背面文字，康
熙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是大明忠臣的后裔，即冒
辟疆的儿子。1687年孝庄太后死。在这之前，康熙已动用
曹寅的江南织造的银子，在如皋建造了皇宫“碧霞阁”，给
董年居住。康熙近臣张符骧，如皋人，曾为《冒氏宗谱》
作序。他写诗记载了康熙通过曹寅花巨资建筑皇宫“碧霞
阁”：“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此处所述“三
汊河”，即如皋内城河、外城河和运河汇合之处。董年死
后，江南织造因财务亏空，闹得不可开交，朝廷派员侦查
此事。康熙在大臣写的奏本上批道：“朕只知在龙潭造皇
宫，其他的地方造皇宫一概不知。”这里所云“龙潭”，即
如皋“黑龙潭”。《潜徽录》一书中施闰章写了冒辟疆召集
了众多诗人在如皋倡和，有“黑龙潭树下晚集”一语。

（4）康熙封姑母为“淑妃”。
顺治的小妹即康熙的姑母，比康熙大五岁。他俩从小

在一起，天天作伴，越发要好。康熙十七岁时，孝庄太后
给康熙这位姑母招了个驸马。但康熙早已知道，他的亲生
父母是冒辟疆与董年，他和这位姑母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坚持要娶其为妃。当时有御史力谏，认为这有悖于人伦。
但康熙却一意孤行。事隔一年，竟下圣旨，封姑母为“淑
妃”。由此可知，康熙对冒辟疆与董年为其亲生父母是坚信
不疑的。

（5）康熙命令收回冒氏“逸园”。

“逸园”是冒氏家族的祠堂。冒辟疆庶弟冒裔，背着冒
辟疆，将“逸园”低价出卖。1684年9月，冒辟疆向康熙
提及此事，康熙回京之后，指使盐政裘充美给他完成三件
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帮助收回冒氏宗祠“逸园”。于是，
裘充美和翰林韩菼、巡抚汤斌等人共同商量如何以官府名
义出面解决此事。但冒辟疆认为，当年收买“逸园”者是
巧取豪夺，如今也不要用强夺的方式解决问题，坚持出高
价收回“逸园”。这让裘充美十分感动，他特意撰文，叙述
此事经过，并刻石纪念。现在，我们从《冒辟疆全集》中
还能读到裘充美的这篇碑文。

（6）康熙对冒氏族人关爱备至。

1684年9月，冒辟疆将孙子冒浑介绍给康熙，引起了

康熙的特别关爱和提携。《潜徽录》中有冒辟疆写给冒浑的
诗，诗曰：“绮年何意学从戎，万里扶摇一诺中。”这说的
是冒浑年青英俊，本不想投笔从戎，只因为康熙轻轻一
诺，冒浑在广阔天地里飞黄腾达了！据如皋县志所载，冒
浑带着儿子冒重光一道远征。经过短短五年，冒浑成为从
一品的武官，并被封为侯爵。冒辟疆也因此被封为光禄大
夫。

1699年，康熙在龙舟上接见了冒辟疆的堂叔冒蒙求，
并恩赐冒蒙求“月告存，日有秩”六个大字。此语出自
《书·礼王制》：“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其中，“告
存”即告知存在之意；“有秩”即长久之意。“月”和

“日”合并则为“明”字。这六个字说的是大明王朝长久存
在之意。

1707年，冒辟疆之子、康熙同父异母的哥哥冒丹书七
十寿辰。据《潜徽录》所载，康熙将冒丹书全家，包括冒
褒、冒裔两位叔叔，都请到皇宫里，举行了祝寿活动。由
此可见康熙对兄长的一片深情。

（7）康熙对父母之乡的官员给予特殊礼遇。
如皋县令董廷荣，是冒辟疆的好朋友。他任期已满

后，仍不见新的任命下来。为此，冒辟疆让董廷荣带着他
写给康熙的信去京朝见康熙。董廷荣就凭此信得到康熙钦
见，还恩赐他一件珍珠龙衣。因此，冒辟疆非常感动，作
诗二首，以纪其事。这二首诗都是写给董廷荣的。第一首
诗中写道：“姓字高标御座前。”这是说董廷荣获得殊荣，
他的尊姓大名在康熙皇帝面前突出地显示出来了。第二首
诗中写道：“竚看朝端沐龙光。”在这一诗句下面，还加了
注语：“艺祖解珍珠盘龙衣赐之。”“艺祖”一词见诸《书·
舜典》一书中，指的是“巡守四岳”的舜。康熙南巡回
京，冒辟疆便用“艺祖”来称呼他。试问：如果不是生父
冒辟疆信荐，康熙能见董廷荣并恩赐龙衣吗？

（8）康熙把京城“善法寺”更名为“定慧寺”。
康熙六岁时就随生母董年和姨妈董小宛来到如皋，为

祖母祝七十大寿；三十一岁时，作为当朝皇帝，微服私访
如皋。如皋是他生父的衣胞之地，是他生父和姨妈共同生
活多年的地方，是他生母十分喜爱的地方。这样，如皋便
成了康熙心田上永远磨灭不了的一方圣土。1702年，康熙
下令将京城辽代的“善法寺”更名为“定慧寺”，并将如皋

“定慧寺”释兰谷和尚即溥畹带到京城“定慧寺”。康熙还
为京城“定慧寺”题了“慈恩广覆”四个大字，不言而
喻，这是在怀念亲生父母冒辟疆与董年。

（9）康熙对生父冒辟疆治水建议言听计从。

冒辟疆深深懂得，治理水患关系到国计民生。他的父
亲冒起宗曾经是几十万大军的监军，守护、治理黄河。
1684年9月，冒辟疆向康熙提及治理黄河和淮河的问题。
康熙一回京就派遣工部尚书大司空孙屺瞻负责治理水患，
并要冒辟疆参与治水工程。冒辟疆已七十四岁高龄，他带
上儿子冒丹书一道上阵，不辞辛劳，前后奋斗了五年，终
于大功告成。事后，冒辟疆感慨万千，并赋诗一首，诗中
写道：“知我最深称世讲（谓方虎司业），啣恩特厚媿儿
曹。虞翻释憾秋千上，满幅吴绫泻海涛。”这意思是说，方
虎司业，你是最了解我的，我仅是趁机会向儿子进言治理
水患，谁知他说动工就动工，这一恩情特别厚重，我对儿
子实在有愧啊！现在我内心像荡秋千一样，又像是海涛翻
腾，实在是忐忑不安，不知如何才能释放满腹遗憾。冒辟
疆作为父亲对儿子的体贴之情溢于言表。

（10）康熙积极推进汉满和谐。

清兵入关，以野蛮的手段，实施残酷的屠杀政策，造
成深重的民族灾难，汉满积怨很深。康熙完全明白自己周
身流淌的是大汉民族的血。身为大清皇帝，康熙努力化解
民族矛盾。他到金陵时，首先到明孝陵吊祭。这是一项很
有政治胸怀的举动。他组织了强大、精干的班子编修《明
史》。康熙还到泰山朝拜，去孔庙祭孔，极力提倡以国学为
主体的儒家治国理念。康熙努力弘扬民族文化。他命令彭
定球等人，编纂《全唐诗》。所有这些举措，都促使民族矛
盾缓解，推动了社会发展。康熙积极推进民族和谐，功不
可没。

综上所述，康熙对自己的身世认定是明确的，也是可
信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否定他给自己所作的这一身世结
论。

（二）康熙近臣证实冒辟疆与董年是康熙的亲生父母。
关于康熙的身世，康熙的近臣是一清二楚的。认真研

读他们的有关文字记载，对认定康熙的身世，至关重要。
（1）韩菼的证言。
韩菼 （1637-1740），江苏苏州人。康熙三十九年

（1700）迁礼部尚书，并任日注官，成为康熙朝夕不离的
近臣。他是冒辟疆的学生，曾在如皋水绘园居住六年。因
此，他笔下的文字，其史学价值非同一般。

冒辟疆于1693年离世，其墓志铭由冒辟疆之子冒嘉
穗、冒丹书提供素材，韩菼撰写，康熙钦定。据《冒氏宗
谱》记载，为撰冒辟疆墓志铭一事，韩菼给冒嘉穗、冒丹
书写了一封信。信中有两句话说得既含蓄又明确。一句话
是“令先慈贤行不便详列”。这就是说，冒辟疆正妻苏元芳
的贤行是不宜多说的。因为生下康熙的不是苏元芳，而是
董年；而董年又不能写。还有一句话是“尚欲为三兄作
序”。这“三兄”是谁？没有他人，正是康熙。冒嘉穗、冒
丹书，是韩菼的两位兄长；康熙比韩菼年龄小得多，以

“兄”称之，以示敬重。他这句话说得更直截了当了，这篇
墓志铭，我韩菼仅是操笔而已，实际上是康熙钦撰的。试
问：如果不是冒辟疆的亲生儿子，康熙能为冒辟疆亲自撰
写墓志铭吗？

冒辟疆墓志铭中写道：“嘉穗、丹书俱能读父书，以孝
谨世其家，有万石二子风。”万石二子，指西汉石奋及其四
子皆官至二千石，而汉景帝号为万石，人称“万石君”。这
样，韩菼十分巧妙地把冒辟疆的儿子嘉穗、丹书的身份亮
相了。其弟是康熙皇帝，那么他的两个哥哥自然具有皇家
风范了。这也正是康熙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在其亲生父亲盖
棺定论的墓志铭中记载下来了。

冒辟疆墓志铭中还写道：“子嘉穗，贡监生，……丹
书，廪贡生，……将以康熙甲戌冬十二月葬先生于城东万
花园祖墓之左，……今康熙中……。”在分别写到嘉穗和丹
书，两次亮出康熙大名之后，落下千钧一笔：“视彼三公
子，所得为何如？”粗一看，冒辟疆只有两个儿子，怎么写
成三个儿子了呢？韩菼没有写错，他两次提及的康熙，不
正是冒辟疆的儿子吗？韩菼这支笔也太厉害了，把不允许
明明白白说出去的事，在这篇铭文里又不能不说的事，就
这样巧妙地说出来了。文稿到了康熙手里，也毫无异议地
通过了。韩菼写出康熙的生父是冒辟疆；康熙也认定自己
的生父是冒辟疆。

（2）陈鹏年的证言。
陈鹏年（1663-1723），湖南湘潭人。康熙四十二年任

江宁知府，后受康熙之命，督促修《冒氏宗谱》。陈鹏年深
深感到，修《冒氏宗谱》，这是一部非同寻常的书。他在康
熙五十五年孟春写于长沙的序文中说：“而石渠、天禄阁欲
询之故老者，亦将有采择焉。”石渠、天禄是两个阁名，原
为汉代宫中藏书室，以此指国家图书馆要收藏《冒氏宗
谱》，以便皇帝查阅故老者，有据可查。这一句话就泄露了
天机：《冒氏宗谱》怎么要进皇家图书馆呢？清朝皇帝为什
么要查阅《冒氏宗谱》呢？陈鹏年对其中的奥秘是十分清
楚的，但又不能说得十分明白。

陈鹏年在这篇序文中，还写了这样一段话：“尝诵吾乡
茶陵相国之铭，曰‘冒氏不见氏族书，不知何许人。’噫，
是说也，单宗后门之士恶闻之。然历元至今，如皋氏族之
盛之伟，孰有加于冒氏者哉？”这茶陵相国就是康熙的老师
熊赐履，也是冒辟疆的挚友。陈鹏年引用他“不知何许
人”这句话，这是“明知故问”，其意特别强调，《冒氏宗
谱》中有个人没有写进去，这个人不是一般人，正是康
熙！陈鹏年进而借题发挥，满怀感慨地说，哎哟，这种说
法，就是要开后门才能进《冒氏宗谱》，康熙听了一定是很
不高兴的！你看，从元朝开始，直到如今，在如皋各氏族
中，哪个能比得上冒氏家族这样强盛、这样伟大的？陈鹏
年的这番话，决不是凭空而来。他在江宁为官时，同江宁
织造曹寅很熟悉。曹寅把同自己一道长大的康熙的身世告
诉陈鹏年了，所以，陈鹏年才能写出上述寓意深长的文字。

（3）陈维崧的证言。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江苏宜兴人。清文学
家。他认冒辟疆为义父，长期在冒府居住。他没有经过科
举考试，直接由冒辟疆向康熙推荐，当上翰林院检讨。所
以，陈维崧在给冒辟疆的信中写道：“这是开朝以来旷世未

有的异数。”
陈维崧在冒辟疆的孙子满月之际，作长歌志喜。长歌

中写到冒辟疆的儿子谷梁（即嘉穗）：“谷梁鬑鬑颇有髭，
作人醇谨得家法。出口謇讷无微词，毕万之后定尔尔。”陈
维崧把冒辟疆写成了“毕万”。毕万是晋国大夫，他的后代
是魏国的开国国君。这就标明了，冒辟疆的儿子康熙是绝
了大清血脉、断了大清后嗣香火的开国国君。陈维崧借典
喻今，既揭示了真情，又不让人抓住把柄。

陈维崧在1664年作长歌《秦箫曲》，讲冒辟疆一生和
清廷相交的故事。“一生总为秦箫误”“十匹红罗红刺天”，
说冒辟疆用十匹红罗装饰成红楼，用一生工夫著作《红楼
梦》，让这“秦箫曲”响遍大江南北，唱响朝廷内外，让人
们都知道历史的真相。“有眼只读帝京篇”“却与黄金不相
识”，说的是人们只知道大清怎么样、怎么样，但“黄金”
在哪里，根在哪里，人们都不懂得。“殿中朝贵皆知音”

“会须一曲送上天”，说的是当今朝廷权贵如李天馥、梁清
标、龚鼎孳、吴梅村等等，都是冒辟疆的知音，他们会把
其引吭高歌的“秦箫曲”送到“天上”，即在朝的康熙皇
帝，在天之灵董小宛。“好将并石摩云调”“歌出贞姬烈士
心”，说的是冒辟疆从石头里迸发出来的、响遏行云的“秦
箫曲”，唱出了一代巾帼英雄的非凡情怀。董年是顺治妃
子，封为“贞妃”，而对冒辟疆来说，则称之谓“贞姬”。
陈维崧一篇《秦箫曲》，用文学语言，写下了大清王朝这样
一段秘不可宣的真实历史。

（4）李天馥的证言。

李天馥（1635-1699），安徽合肥人。清康熙三十年
（1692）为武英殿大学士，当过日注官。董小宛收集的三
百余首古宫词，李天馥保存下来，加上自己收集的一百余
首，采取集句形式，形成一百二十首古宫词。这本书，后
来作为珍本保存。李天馥作为日注官，他没有在其诗文中
透露任何有关信息。但他运用集古人诗句写成的一百二十
首古宫词，却成了破译历史谜团的利器。读他的这一百二
十首集句诗，或者是暗示董小宛和董年姐妹俩进宫，或者
是寓意康熙是冒辟疆与董年的儿子这一历史事实。

古宫词八十一首：“银河一带水悠悠，月过南宫渐映
楼。心寄碧沉空婉娈，晓屏无睡待牵牛。”“心寄碧沉空婉
娈”，选自唐刘沧《洛神怨》。因为李天馥知道冒辟疆自喻
为曹子建，而把他的心爱之人董小宛和董年视作娥皇和女
瑛两位“洛神”。刘诗中还有“片月青楼落未央”之句，而
董氏姐妹都在青楼中生活过，而后都去了皇宫。这未央宫
是秦朝皇宫，暗示吕不韦和赵姬生了秦始皇之事，实指冒
辟疆与董年生了康熙之事。如此非凡的弥天之事，仅凭一
首诗就具体生动地表述出来了。

（5）熊赐履的证言。
熊赐履（1635-1709），湖北孝感人。他是康熙的老

师，冒辟疆的挚友。熊赐履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冒氏
不见氏族书，不知何许人。”这种存疑之语，在宰相熊赐履
心中决不是一个问题。他说的“不见”，正是应该见诸《冒
氏宗谱》；他说的“不知”，正是他全知。问题是应该见诸
《冒氏宗谱》的这个人，而又是决不能写进《冒氏宗谱》的
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朝皇帝康熙！熊赐履发出
这千钧一问，实际是破解了当世一大谜团。作为当朝宰相
说出的当朝皇帝的身世，当然是完全可信的。

熊赐履有一封给冒辟疆的回信，信中写道：“画笔颁
到，焚香展玩，如瞩王乔笙臂，缥缈霄端，又如游目芝田
松盖间。”这里的“颁”，作“赏赐”解；更说到“焚香展
玩”。一位当朝宰相，对一名如皋文人，怎么会崇敬到如此
地步？这十分生动地表明，冒辟疆是当朝皇帝康熙的亲生
父亲。熊赐履对他这样崇敬，是理所当然的了。

（6）吴伟业的证言。

吴伟业（1609-1672），号梅村，江苏太仓人。入清后
官国子祭酒。他是冒辟疆的好朋友。吴伟业在1660年《祝
冒辟疆社盟翁先生双寿序》中写道：“余获交于贤士大夫不
为少矣，流离世故十不一存。幸与辟疆生长东南，年龄相
亚。君方始衰，吾已过二。昔人所谓‘遗种之叟’，吾两人
足常当之耳。”把他这“遗种之叟”四个字展开来说，就是
我吴伟业把女儿嫁给了明太子朱慈烺，朱慈烺和我女儿生
下的儿子为朱三太子，我为大明王朝遗下了种子。你冒辟
疆与董年生的玄烨小龙子，这是为大汉民族遗下了种子。
吴伟业用“遗种之叟”四个字，生动地记载了冒辟疆与董
年生下玄烨小龙子的历史事实。

上述六人，都是康熙的近臣，都对康熙的身世了如指
掌，禁不住要把事实真相告诉世人。于是，借助诗文，对
这一历史事实作了尽责的巧妙的交代。

（三）康熙之后清朝历代帝王都念念不忘冒氏家族。
1723年，康熙离世。而后一个个继位者，对冒氏家族

取何态度，也是判断康熙身世的一把重要标尺。
（1）雍正提携冒重光。

雍正登基后不久说了这样的话：“从前有句妖言说道：
‘帝出三江口’，……。”如皋是长江、淮河和东海合拢之
处，雍正称作“三江口”。其父皇康熙从未说过有关他的身
世之说为“妖言”，而雍正说了。雍正还对曹寅的儿子发出

警告：“不要坏了朕的声名。”为了坐稳大清江山，他违心
地说出了这样的话。但他又把父皇来自何方说得如此具
体，更显得“欲盖弥彰”了。

但是，雍正是说归说，做归做。冒重光是冒辟疆的重
孙，是雍正的侄子，因而对其十分青睐，让他当侍卫，在
乾清宫由怡亲王引荐，并且特授直隶蓟州营都司。冒重光
在雍正三年迁“固关参将”，三品武官，并在固关有所作
为，仅过五个月，雍正授其“河州副将”，还在养心殿召见
了他，赐御书“福”字。特别是雍正还亲自解下杂佩件给
冒重光系上。雍正的这些举动，足以表明，对冒氏家族，
对来自“三江口”的人，他情有独钟。

（2）乾隆微服私访到如皋。

1736年，乾隆登基。他也把传播很广的康熙身世之
说，说成是“山野妖言”。这为的是让自己坐稳大清皇帝宝
座。为此，他还采取了几项举措。一是将雍正御制国书
《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特号禁书。因为此书有涉及康熙身世
的内容。二是肆行文字狱。凡是涉及到有关康熙身世的文
字，或销毁，或删改。冒辟疆的《同人集》被删除了百分
之九十。三是冒氏祭田由朝廷直管改为冒氏家族自管。康
熙建冒氏祠堂后，还设立祭田二百八十二亩零三分，一直
由皇府派人管理；到乾隆十三年（1748），下放给冒氏家
族管理了，怕有关议论无休难止。

从表面上看，乾隆的这些动作是想厘清同冒氏家族的
关系；而实际上，乾隆又怎么也割不断同冒氏家族的情
愫。1751年，乾隆私访如皋。他这次也是学爷爷康熙微服
私访。他在如皋为明万历年间因贤臣张居正错案牵连继而
纠正的顺天府尹钱藻御赐“正大光明”匾额。

乾隆是康熙最宠爱的孙子。康熙所以把皇位传给雍
正，就是因为看上了这个孙子。弘历（即乾隆）六岁时就
把康熙十分喜爱的周敦颐的《爱莲说》背得烂熟，而且还
能说清自己对此文的深刻认识，同其爷爷康熙心心相印。
莲花，在康熙心中就是董氏姐妹花。

（3）嘉庆恩赐冒南金恩骑尉。
1796年，嘉庆继承皇位。嘉庆十五年（1810）十月二

十七日发诰敕一道，圣旨曰：“朕惟尚德崇功，……冒南
金，尔曾祖冒重光原系副将，雍正七年征伊犁阵亡，钦奉
特旨，赏给恩骑尉，与尔承袭，世袭罔替。”冒南金已是冒
辟疆第六代人了。嘉庆想起冒重光而嘉奖其后代冒南金，
让他袭任恩骑尉，而且颁旨为世袭制。试问：如果嘉庆不
知道曾祖父康熙是冒辟疆的儿子，他能让其后代沐如此隆
恩、享如此荣光吗？

（4）咸丰恩赐冒清柱恩骑尉。
1851年，咸丰坐上大清皇帝宝座。冒辟疆是1693年

离世的，距咸丰上任已达一百五十八年之久了。但是，作
为大清皇帝咸丰，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淡忘了冒氏
家族。他在上任后的第二年，为冒南金之子冒清柱“以祖
重光功袭恩骑尉。”这样，冒辟疆曾孙的曾孙，还因为冒辟
疆的缘故，荣享浩荡皇恩。咸丰之前的道光，咸丰之后的
同治、光绪，也都对冒氏家族怀着特殊的感情，这里不一
一叙述了。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大清王朝从康熙开始的一代代帝
王，如皋是他们心中的一方圣土；冒氏家族是他们念念不
忘的非凡一族。他们对如皋、对冒氏家族的这种特殊情
感，都缘于冒辟疆与董年生下了一代圣祖康熙。

（四）冒辟疆承认他与董年是康熙的亲生父母。
冒辟疆作为康熙的亲生父亲，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

他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让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是，他又
按捺不住自己，总想把这件世人关注的事对世人有个交
代。于是，他使用了他擅长的曲笔，把真情实况说清楚了。

（1）冒辟疆自称为“千岁”之人。

冒辟疆在七十九岁时写的《菊饮倡和》诗中说道：“我
闻饮菊水，能令颜色好。人死寿千岁，苟生不为宝。”人死
之后，都要封为“千岁爷”，可能吗？但冒辟疆很自信。因
为他的儿子康熙是“万岁爷”。冒辟疆相信他的这个儿子会
在他死后把事实真相讲明白，追封他为“千岁爷”。

（2）冒辟疆自称为“遗种”之人。

扬州知府卞永吉一直在招隐，他希望冒辟疆出仕大清
朝廷。但冒辟疆断然拒绝。他给卞永吉复信说：“顾乃独眷
遗种之老，不忘山泽之癯。”

冒辟疆在《介眉先生过访见投答和》诗中写道：“叹息
薄海内，遗种更余某”“谤书满江南，不过张其丑”“伤心
不忍言，石阙终在口”“今古所无事，咸为一身有”。这些
诗句说的是，某某（指康熙）是我遗下的种子，此事现在
已是满城风雨，路人皆知。而我现在也十分伤心，毕竟宫
殿中的事都在我口中，这是自古至今都没有经过的事情，
现在都集中到我身上来了。

冒辟疆和《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私交甚笃。他写了一
首五言长诗《赠孔东塘博士》，诗中写道：“矧余遗种老，
兹幸逢燕许。”这是说，况且我是一个遗种老人，这次逢上
这样的盛宴，我是感到很荣幸的。

1683年，扬州知府卞永吉和盐台裘充美一定要冒辟疆
去京城编明史，硬留他在扬州住了一百八十天。冒辟疆称

有足疾，拒绝出仕，结果让儿子冒丹书出任此职。这次在
扬州举办了广陵倡和，冒辟疆作《大中丞余公解裘歌》，在
这首长歌中，他又写道：“系我遗种之老民，五月披裘歌负
薪。”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冒辟疆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
“遗种”之人。这就是说，他与董年生下了康熙，这是遗下
了明王朝的种子，汉民族的种子。

（3）冒辟疆自称为“羲皇上人”。

王士禛（1634-1711），号阮亭，山东桓台人。官至刑
部尚书。他在康熙元年 （1662） 写给冒辟疆的信中说：

“遥忆先生暨其年、谷梁、青若诸子坐水绘庵中，鱼鸟亲
人，不翅作羲皇上人之想。”称冒辟疆为“羲皇上人”，而
冒辟疆也正是以此自称的。他在《施使君招集内署西园即
席分韵三爻》一诗中写道：“平生上皇民，敢负此燧巢。”

“平生上皇民”五个字，简洁明了地说清了自己的身份，我
冒辟疆本来就是上皇的巢民，也就是皇帝上面的巢民，即

“羲皇上人”。
何谓“羲皇上人”？羲皇，指的是伏羲氏。古人想像伏

羲以前的人，无忧无虑，生活闲适，故隐逸之士以“羲皇
上人”自称。东晋陶渊明就曾以“羲皇上人”自谓。冒辟
疆自称为“羲皇上人”，也完全符合他隐居冒氏“逸园”、
誓不出仕大清朝廷的实际。但是，冒辟疆自称“羲皇上
人”的最主要的意涵还不在于此。“羲皇上人”中的“羲”
字同康熙之“熙”既同音又近义。“上人”，在如皋方言
里，既泛指父亲与母亲，又专指父亲。这样，冒辟疆自称
为“羲皇上人”的意思就十分明确了：我冒辟疆是康熙皇
帝的父亲！

（4）冒辟疆自称为“老龙”之人。

冒辟疆在《水绘庵六忆歌》中写道：“不特移石兼移
松，九鬣苍鳞蟠老龙。”这就是说，我住的水绘园这块地
方，不必特别移来石头和松树了，有九鬣苍鳞盘绕着我这
老龙就可以了。冒辟疆是康熙皇帝的老子，所以他自称为

“老龙”。当时，除了冒辟疆，其他任何人都不敢这样称呼
自己。

（5）冒辟疆总是要显示自己是皇父之人。
1684年9月，康熙到如皋认父之后，许多达官贵人，

包括工部尚书等一、二品大员，在迎接冒辟疆时，不但亦
步亦趋，而且倒退着走路，俨然是一副见太上皇的姿态。
这种情况，被李天馥知道了。于是，李天馥以《行路难》
为题，作诗八首，送给冒辟疆。现在这八首诗仅存三首，
其中五首可能因内容太直白，被销毁了。从仅存的三首诗
中可以得知，李天馥是在劝告冒辟疆为人不要太高调，说
话做事不要太张扬；否则，会坏事的，会害了康熙的。他
还建议冒辟疆就如何治国理政，多做些研究，给康熙多提
一些好意见，以稳固康熙的皇位。李天馥是康熙的近臣，
又是冒辟疆的挚友。冒辟疆把李天馥的话听进去了。

于是，冒辟疆潜心研读史书，写出了《天子以四海为
家论》《读史须识治乱之机论》。他写道：“岂非勲格于皇天
而私犹存于有我欤，而又能以四海为一家哉？”“彼以一家
之父子有以异于四海之父子乎？一家之兄弟有以异于四海
之兄弟乎？一家之夫妇有以异于四海之夫妇乎？”“为人君
者而读史，则制治未乱，保邦未危，虽在明盛而不忘风雨
飘摇之忧，此帝王格心之业也。”冒辟疆这两篇文章都出于
一个动机，这就是教导康熙如何当皇帝。他对康熙说，你
认我为老子，这是私的，要认天下父母为父母，认天下子
女为子女。作为皇帝，你要认真读读历史，常怀忧患意
识，治乱于未然。天下敢有这样对皇帝讲话的吗？有，这

就是冒辟疆！他用皇帝老子的口吻，摆出了一副皇帝老子
的派头，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坐在皇位上的康熙进
行训教。这可谓是旷古奇文！而康熙听从了其亲生父亲的
至理良言，推行满汉和谐，促进社会发展，开创了“康乾
盛世”。

（6）冒辟疆送古砚给康熙。
冒辟疆作《毕载积使君古砚歌》一首。诗中写道：“君

持此砚献天子，好上金泥玉检书。”诗句表明，冒辟疆是委
托毕载积使君把自己的一方古砚送给康熙的。康熙自认是
朱由检之化身。朱由检死于1644年3月18日，康熙生于
1654年3月18日。这“玉检书”即是康熙御笔书。

上述种种事实，充分地表明，冒辟疆完全承认康熙是
自己的亲生儿子。

（五）冒辟疆的文友们纷纷记载冒辟疆与董年生下康熙
一帝。

康熙的亲生父母是冒辟疆与董年，大清朝廷是极力掩
盖这一事实真相的。但是，深知内情的冒辟疆的文友们，
纷纷作诗为文，把这铁一般的事实记载下来了。

（1）冒辟疆送董年进京。

戴移孝是冒辟疆收养的孤儿。他在《甲午秋遇辟翁年
伯于金陵客舍感赋》诗中写道：“桃叶渡头秋水清，几同先
子濯长缨。枕戈支剑扶王室，对策横经旅帝廷。书仿鹿蟠
驱贼寇，人推牛耳告同盟。谁知一旦危巢破，不复携琴到
广陵。”这首诗的大意是，我几次在桃叶渡同你冒老伯洗濯
长缨，以缚苍龙。你和你的盟友们都磨刀霍霍，枕戈支
剑，决心匡复大明皇室。你把你“遗种”怀孕的董年送上
清廷，这种对策是“横经”，而不是“正经”。你的目的要
效仿鹿蟠来驱逐满清贼寇，而众人又推你为执牛耳的首
领。但是，冒大伯你要知道，这样行事十分危险，一旦计
谋被识破，你还能提着琴到扬州逍遥吗？

康熙是在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出生的。戴移孝作此
诗是在顺治十一年秋天。此诗所载之事是真实可信的。有
专家将康熙同冒辟疆和顺治的画像进行了科学的对比分
析。康熙同冒辟疆，其形、其神，如同出一模；康熙同满
族人顺治，毫无相似之处。这一研究结果，也可作为参考。

（2）冒辟疆与董年生下康熙，被称为“虾子作龙儿”。

张煌言作《建夷宫词》，共八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掖庭又说册阏氏，妙选孀闺足母仪。椒寝梦回云雨散，错
将虾子作龙儿。”“虾”，在满语中是“侍从”的意思。董小
宛入宫后，先是孝庄皇太后的侍从，后来成为襄亲王的王
妃。此时董小宛和顺治打得火热，并掌控了顺治，还出计
让已怀孕的董年进京。董年生下的是男孩，康妃生下的是
女孩。曹寅母亲孙氏大娘作为保姆和曹寅的表兄弟的李煦
之母一起，实施“掉包计”，把董年生的男孩说成是康妃生
的；把康妃生的女孩给董小宛作义女。这就是“错将虾子
作龙儿。”“虾子作龙儿”，不仅是张煌言说出来了，而且冒
辟疆的诸多文友写诗作文也提及此事。尽管是天大秘事，
怎么也瞒不住了。

（3）冒辟疆被称为“遗种叟”。

顾道含在《巢翁先生八十大寿诗以祝之》中写道：“风
雅于今晦似烟，葆持遗种赖颐年。”诗中把“保”故意写成

“葆”。这就是说，冒辟疆做的这件风光高雅非同寻常的大
事，直到如今还隐晦着不大白于世；明朝的种子、汉族的
种子能保持下去，也是依赖于“千里草”董年呵！

在《潜徽录》中有许纳陛以《祝冒巢民八十》为题作
的诗：“粟帛颁来下紫宸，恰逢大耋庆余春。前朝留得称遗
叟，昭代相传是逸民。……”诗一开头就写得很清楚，为
了庆贺冒辟疆八十大寿，帝王宫里也赏赐粟帛。为什么？
因为你冒辟疆是明朝遗下的、又是为汉族留下种子的老
者，你将是一位世代相传的名声赫赫的隐居之人。

举上述两例，可以看出，“遗种”一说，不仅出自冒辟
疆之口，而且见诸他人之文。“遗种”一事，是不可否定的
事实。

（4）冒辟疆被称为“羲皇上人”。
冒辟疆的诗友张渊懿《巢民先生七十荣寿赋祝》诗中

写道：“侧闻广陵冒先生，驰驱艺苑垂令名。笔墨词采妙天
下，诗坛酒社推干城。……阅历春秋七十年，风流潇洒若
神仙。虚阁披襟或长啸，晴窗企脚自高眠。……先生自是
羲皇人，娱情山水乐天真。……”张渊懿这首诗，特别点
明“先生自是羲皇人”。

张圮授在《奉题巢翁老伯还朴斋》诗中写道：“七十多
年山水福，先生才是傲羲皇。”七十年来，冒辟疆纵情山山
水水誓不为清廷之官，而以作“羲皇上人”为骄傲。张圮
授进一步将冒辟疆自认“羲皇上人”的本意说得明明白白
了。

（5）冒辟疆被比作“王昌”。
冒辟疆的诗友吴山涛在《辟疆先生招同诸名流讌集阅

如君夫人书画赋此为寿》诗中写道：“载得班姬书画船，玉
台湘管是香奁。隔江择婿休嫌晚，已嫁王昌十五年。”

冒辟疆的诗友汪耀麟在《巢翁先生如君蔡女罗三十诗
十二首》第九首写道：“曾买长安宝镜圆，芙蓉自绣晚灯
前。回思初嫁王昌日，斗草于今十五年。”

冒辟疆的诗友许汝霖在《和辟疆先生见赠原韵》诗中
写道：“吟屐东西到草堂，少年争欲嫁王昌。入山一自忘时
日，谱笛还能叶羽商。綸阁寄书凭朔雁，篱门种菊傲南
霜。闲同朱老寻香径，杖挈红藤六尺长。”

以上三位诗人所写之诗都写于1676年，都把冒辟疆比
作“王昌”。此外，还有钱谦益、吴梅村等人，也把冒辟疆
称作“王昌”。王昌，新莽末赵国邯郸人，本以卜相为业。
后来，他自称为汉成帝之子刘子舆，被西汉宗室刘林和大
豪李育等立为汉帝。他们把冒辟疆比作“王昌”，用意则显
而易见了。这就是说，冒辟疆把自己的儿子作为顺治的儿
子，并登上大清皇位，这便是康熙。

（6）冒辟疆被称作“老龙”。

孔尚任（1648-1718），山东曲阜人。因冒辟疆推荐，
康熙破格给白衣秀才授国子监博士。他在给冒辟疆的信中
写道：“先生云中龙马，海上鸾鹤。”

《潜徽录》中有冒辟疆的好友邓林梓作的《匿峰庐记》
说道：“人皆指此匿峰庐者，伏龙凤雏隐于其中，江干车马
无日无之，逃名而名归焉，其又何能终匿，以此庐为墙东
乎？”

冒辟疆的好友汪鹤孙以《壬戌冬日过东皋访巢民先生
水绘庵中赋赠十章和曹秋岳先生原韵》为题，作诗十首，
其中第二首写道：“平生重风烈，大义在君亲。击笏消奸
胆，看碑识党人。燕安非尔志，龙性岂能驯。极目沧桑
感，忧心类小旻。”他还在这十首诗后补上一记：“巢民先
生为一代大儒，文章气节，矫矫自命。……幸获登龙门，
瞻风范，盘桓浃月，重荷殷勤，因抒俚词，以志景仰，知
不足以颂扬高风于万一也矣！”

冒辟疆的这些好友们，不仅称其为“龙”，甚至还说他
具有“龙性”。因为冒辟疆的儿子康熙皇帝是“龙”，“龙生
龙”，其老子当然也是“龙”了。

（7）冒辟疆被称作“万年”。
冒辟疆的好友高世泰《寄寿巢民先生五十双寿》诗写

道：“东皋世业老松筠，敝屣公孤草莽臣。击竹山头怀义
士，迷花物外友高人。万金散尽胸方展，一诺平生谊独
真。最是缟綦同德者，石交合颂八千春。”

冒辟疆八十大寿时，许多名贤达士、鸿公钜卿都赋诗
为文，祝他千秋不朽。

冒辟疆的诗友顾道含《巢翁先生八十大寿诗以祝之》
写道：“庄诵南华祝大椿，八千岁月朴巢春。郁葱不害容鼯
鼠，拜屈应知重后人。自有风云尝翊护，远招鸾凤作比
邻。采芝撷秀朝元日，坐咏黄虞集盛宾。”

冒辟疆的文友宋实颖，写了《冒辟疆先生八帙乞言》，
热情地颂扬了冒辟疆的为人与为文。此文最后写道：“非然
者岂犹是翩翩豪迈，主奉千金，客称万年，……。”这里说
的“主”，是指康熙皇帝。

康熙在位，他是皇帝，是“万岁”；他的亲生父亲冒辟
疆被称作“八千岁”、“万年”，也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冒
辟疆八十大寿时，康熙还送上千两银子以示祝贺，这不光
是显示这场寿庆规格之高， 而且充分显示了康熙对其生
父的孝顺之情。

（8）冒辟疆被说成其“子若孙”。
冒辟疆的好友戴洵，江苏常熟人。他在《赠别冒巢民

先生序》中写道：“先生，今之有道者也。登其堂，充栋而
插架者，为先生之藏书；有光陆离，轶韩而驾杜者，为先
生之诗古文；高冠奇服，则义而称先者，为先生之友；凤
毛麟角，连珠而比玉者，为先生之子若孙。”康熙1654年
出生，冒辟疆已四十四岁了，算是老来得子，两人之间年
龄相差两代人，所以，被说成“子若孙”。而戴洵特别指
出，冒辟疆的这个儿子是难得一见的“凤毛麟角”式的人
物，是“连珠而比玉”的帝王之人。

（9）冒辟疆被认为“逃名”。
冒辟疆八十大寿倡和，郭麟定诗云：“水绘传经接后

贤，骚坛一脉到今延。三千食客贫犹胜，八十逃名老更
坚。月下何曾放好句，花前无日不张筵。连翩共唱开元
曲，还朴先生庆大年。”诗中明显是在为冒辟疆抱不平。他
如今已是八十岁的人了，大清朝廷还没有公开说出他是康
熙的生父，还没有让其大名回到正位。郭麟定用“逃名”
二字说出了这一不该掩盖的事实。

总而言之，冒辟疆与董年生了康熙，这是客观存在，
掩盖不了、否认不了的。现在，揭开这一历史真相，是对
历史负责，也是给民间世代相传的话题有个符合实际的交
代。特别是清兵入关以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而康熙以
身作则，大力推进民族团结，从而开创了中华民族百年辉
煌，号称“康乾盛世”。记取这一重要历史经验，是一件很
有意义的事情。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是一笔取之不竭的
宝贵财富。迈步在伟大的新时代，我们照样可以从难与伦
比的中华文明史中汲取奋勇前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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