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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屋及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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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美籍歷史學家L．S．斯塔夫里阿
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的《全
球 通 史 》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有這麼一
段話： 「他在 『康熙』 這一年號下，統治中
國60多年，並成為17世紀的偉大人物。同時
康熙又是一位卓越的軍事家，一位精細的管
理者，一位淵博的學者。」

康熙（1654年-1722年），在位時間接
近62年，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被譽為 「千古一帝」 。事實上，康熙是一個
時間管理大師，他不僅在軍事、文學等方面
有所喜好和頗有成就，還有一些鮮為人知的
愛好，比如語言、數學、天文、戶外運動、
藏書、修築園林等。

語言

據歷史記載，康熙對於學習語言的興趣
極其濃厚，非常珍惜學習英語和中國各地方
言的機會，他通曉多種語言，包括漢語、滿
語、藏語、蒙古語、漢語方言和希臘文等。
相傳康熙皇帝曾六下江南，下江南的同時不
忘學習當地方言，據一位教士寫道： 「康熙
學會了識別18個省中13個省的方言。」 對西

方文化感興趣的康熙，也格外願意和傳教士
及商人溝通交流，閱讀西方書籍。為了更好
地學習，他讓學者翻譯指定書籍供其學習。
在此過程中，康熙學會了一些英語單詞，也
會一點口語。

天文學

康熙喜歡研究天文學，他聘請外國傳教
士和學者來中國，為了盡快交流，還指派專
人教傳教士滿語。傳教士們學習滿語後，教
授康熙數學、天文曆法知識、天文測量儀器
的使用方法等。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是康熙天文學團隊
最重要的顧問之一，康熙向其學習了歐洲的
天文學知識和技術。掌握了象限儀、水準儀
和羅盤儀等主要觀測儀器的原理和操作後，
康熙將理論應用於實踐，時不時觀察。在研
究學習的過程中，康熙注重收集和整理相關
知識，他令學者整理並編纂了天文學著作，
如《大明曆法》和《元豐天文曆書》。

數學

數學和天文密不可分，天文處處都需要
數學。康熙對數學也饒有興趣，使用算盤得

心應手，他還學習了幾何和代數知識。據白
晉（Joachim Bouvet）的《康熙皇帝》所
記，康熙只要政務不忙，每天便會學習兩三
小時數學，為了培養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
他會先閱讀老師的講義再推算練習，最後向
老師求證。1672年，康熙還舉行了一場科學
科普知識講座。1704年，康熙完成了數學論
文《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論》。1713年，在康
熙的旨意下，算學館成立。在學習及推廣數
學上，康熙可謂是不遺餘力。

戶外運動

日理萬機的康熙經常伏案工作，卻也注
重健康，百忙之中也會抽時間鍛煉身體，他
尤其喜歡騎馬、打獵、射箭、游泳和跑步等
戶外運動。

據記載，康熙每天清晨都會去御花園的
一個小湖中游泳，並在水中練習劍術和槍術，
這樣既鍛煉了身體，又提高武術技能。長跑
和步行也是康熙喜歡的運動方式之一，步行
數里或數十里也是常事。為推動子民強身健
體及提高身體素質，他還制定了一些體育運
動和武術的規範和標準，可謂是很早就悟到
了 「生命在於運動」 。

康熙鮮為人知的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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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教育中心
（香港）
校長 何漢權

解釋：
烏鴉在傳統中本是寓意不祥，但是因為

對某人的喜愛，就連他家屋頂上的烏鴉也一
併喜歡了。比如因喜愛某人，連帶着喜愛上
與他有關的人與事物。

出處：
「愛人者，兼其屋上之鳥；不愛人者，

及其胥餘。」
《尚書大傳．大戰》

典故：
商朝末年，周武王與商紂王大戰於牧

野。周武王取得了勝利，結束了商朝，並開
啟了周朝的時代。但是甫登位，周武王就面
對一個很大的問題： 「現在我入主殷商的國
土了，但是，我應當如何處理殷商的將
士？」 於是周武王就請教了三位輔助他的智
者，姜太公、召公奭、周公旦。

姜太公先答： 「我聽說，愛一個人，就
會連他家屋頂上的烏鴉也會一併喜愛；但若
是厭惡一個人，就算看到他房子的牆壁，也
會感到厭惡。如此說來，大王應當很明白，
這些兵士實在不應留下。」 周武王不太同意
這種做法，於是轉為請教召公奭。召公奭
說： 「不如將那些軍士中有罪的處死，但沒

罪的就送返回家，大王以為如何？」
周武王仍覺得不滿意。此時周公旦站出

來說： 「臣認為，不如讓兵士繼續過本來的
生活，重新耕種各自的田地。這種對待百姓
的仁慈，不應該按照兵士的身份來區分。不
偏愛自己的親友部下，也尊重所有人，同時
親近賢德之人，這樣才能讓大家都信服。」
周武王聽到後讚嘆不已，認為這就是安邦治
國的良策，於是便按周公的意思治理國家
了。

雖然姜太公的意見沒有被採納，但是當
中所提到的： 「愛人者，兼其屋之上鳥」 ，
就演變成後來的 「愛屋及烏」 了。

香港瀕臨沿海，港灣眾多，海岸線長，
遂為理想鹽場。漢元狩四年（前119）起，全
國推行鹽鐵專賣，時香港地區處南越國治下。
西漢元鼎六年（前111），漢滅南越後，在番
禺設鹽官，香港地區之鹽場遂納入其管轄範
圍。三國吳甘露元年（265），吳於南頭置司
鹽校尉，監督東官場，香港地區屬其管轄。
東晉咸和六年（331），拆南海郡為二，其一
為東官郡，下設寶安等六縣，香港地區即屬
寶安縣。時香港地區鹽場位東官場內，則歸
東官司鹽都尉管轄。以下數百年間未見香港
地區產鹽之記載。

大嶼山設鹽場出產遠銷各地
北宋，朝廷在 「廣南東路」 設置十四鹽

場，香港地區於趙宋間盛產海鹽。北宋元豐
元年（1078）間，宋廷於大奚山（今大嶼山）
設立海南柵以產鹽。宋王存《元豐九域志》
載，當時屬於廣東南路之東莞地區內有： 「靜
康、大寧、東莞三鹽場，海南、黃田、歸德
三鹽柵。」 「海南柵」 在今日香港境內； 「黃
田柵」 有部分在今屯門一帶。這些鹽場在宋
代已十分有規模，出產遠銷各地。《宋史．
食貨志》載： 「廣州東莞、靖康等十三場，
歲鬻二萬四千餘石，以給本路及西路之昭桂
州，江南之安南軍。」

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宋室南渡，朝廷
對地方之管理轉趨薄弱，造成地方私鹽大盛。
明盧祥《東莞縣志》載， 「在縣南大海中」 之
大奚山，其居民 「不事農桑，不隸征徭，以
魚鹽為生。」 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
宋廷招降大奚山（今大嶼山）朱祐等人，選
其少壯者編入水軍， 「立為外寨，差水軍使
臣一員，彈壓官（一員）」 ，並放寬當地漁
鹽之禁，又升海南柵為海南場。

其時，大奚山私鹽大盛，朝廷欲壟斷食
鹽買賣，於淳熙十年（1183），下令嚴禁大

奚山販製私鹽。又再下令廣東水軍統領、鹽
司等嚴拿大奚山私鹽販賣。據《宋會要》〈食
貨二八：鹽法篇〉〈淳熙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條載： 「大奚山私鹽大盛，令廣東帥臣遞送
節次，已降指揮，常切督責彈壓官並澳長等，
嚴行禁約。」 此引起當地居民強烈不滿。居
民遂起叛亂之心，聚眾起義。

南宋慶元三年閏六月（1197年7-8月），
廣東提舉茶鹽司徐安國派員入大奚山緝拿私
鹽，當地島民挾持副彈壓萬登（有說高登），
並推舉其為首領，聚眾起事，把漁船改裝為
戰船，順勢北上直搗廣州城。《輿地紀勝》
詳載當時交戰情況： 「大奚山之人，用木支

格，以釘海港。官軍不知蹊徑，竟不能入。
而島民盡用海舟，載其弩攻廣州，州兵敗止，
乘潮達城下，州民散避。」 八月，宋廷以錢
之望任廣州知府，並調派福州延祥寨摧鋒水
軍前往鎮壓，島民最終寡不敵眾，被官兵擊
潰，官兵大殺島民。《宋史》載： 「八月辛
卯，知廣州錢之望遣兵入大奚山，盡殺島
民。」 十月，事遂平息。

一度攻上廣州終不敵水軍
事後，朝廷留下300官兵駐守大奚山，恐

防再生叛亂。至慶元六年（1200年）才把當
中150名士兵改駐官富場。經此一事，大奚山

鹽業遂式微。
上述之廣東摧鋒軍建於南宋紹興四年

（1134）三月，為湖南安撫司後軍統制韓京
屯廣州所部組成，隸屬中央殿前司，長駐廣
東，受廣東經略安撫使及提點刑獄節制。該
軍設統制官一員，並設有統制司。統制下設
統領數員，稱第一將、第二將等，統領下依
次為正將、副將。人數因時而不同，最少近
三千人，最多達七八千人。自建軍後，統制
司設韶州，概該地為提刑司所在地，便於節
制該軍之統制。

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暨中國歷史
研究所教授 蕭國健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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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在多地設置鹽場。

▶《輿地紀勝》詳細記載大奚山（今大嶼山）鹽民起義情況。

▲康熙在位時接近62年，是中國歷史上在位
時間最長的皇帝。

▲周武王登位後，徵詢三位輔助他的智者，如
何處置殷商的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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