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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期编发的昌邑市博物馆原副馆长赵仲泉《致胡德平会长函》、北京曹雪芹纪念馆樊志宾《(虚白斋尺
牍)述论》二文，前者介绍了《虚白斋尺牍》的来龙去脉及其收藏复印本的情况，后者则就《虚白斋尺
牍》的基本状况、真实性、价值及李煦与昌邑姜氏家族的来往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探讨，以期有助于
读者对《虚白斋尺牍》有个大致的了解。

 李煦的遗著《虚白斋尺牍》凡二卷，现存书启3 1
6件、文2篇。
经过初步的整理、校点、注释，将按照原件顺序先后，分期公布。
本期公布的30件，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李煦在康熙四十四年(1
705)十月就任两淮巡盐御史前后，为整饬盐法、查缉私盐、稳定盐价等事致函淮盐行销区的地方官员
，表明心迹，请求支持；二是在缉私、处事、用人诸问题上与曹寅发生矛盾的内情及其原因；三是请
托广东巡抚、琼州府知府等照顾提携时任感恩县知县的堂弟姜焯。
这些书札，无疑为研究李煦的用人行政、处事风格及其与曹寅的关系，提供了在官文书中难以见到的
具体而微、真切生动而颇具感情色彩的第一手资料。

本期还刊登了昌邑市博物馆副馆长王伟波撰写的《昌邑所见李士桢李煦父子史迹与文物》一文，披露
了一批鲜为学界所知的有关李氏父子的文物和文献资料，如“李士桢暨原配王氏影像”
“李煦生母文氏行乐图” “李煦射猎图” “李煦春游晚归图” “李煦四季行乐图”
“李煦暨韩氏詹氏影像”，以及康熙三十六年(1 697)刊本《姜氏世谱》、康熙六十年(1
721)刊本《昌邑姜氏族谱》中所载李士桢一支的谱系，李士桢、李煦父子所撰序言、文章等。
此外，王文还对网上所传昌邑有李煦墓一说进行了辨析，讲了自己的看法。

这些至为宝贵的文物和文献资料，与《虚白斋尺牍》一起，已经引起了预知信息的朋友们的关注和重
视，我们热诚期待海内外老中青三代学者对之进行深入研究，并赐予高水准的学术研究文章，我们将
酌予优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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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甚为悬念。
蝗虫是否成灾？
此系最要紧之事。
设或督抚问及，愚可代答。
何以前字相询，竟不回复？
如捕蝗已毕，即该晋谒各上台，以通殷勤。
捕蝗作为传统时代地方官员的重要职责，从李煦信札中可见一斑。
（五）《虚白斋尺牍》中某些信札是康熙晚期旗人生活的真实写照《虚白斋尺牍》对了解康熙晚期旗
人生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康熙晚期，国家承平，经济持续繁荣，物价维持缓慢的增长。
作为统治阶层的旗人，生活奢靡，大举债务，以至于债务缠身，成为康熙晚期的一大社会问题。
这种情况在《虚白斋尺牍》中有着明显的反映。
根据已有的材料，我们知道，李煦亏空众多，原因在于接驾费用、随驾官员勒索及家庭成员生活奢靡
。
实际上，李煦之所以亏空巨大，其远在北京诸弟的索需无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虚白斋尺牍》卷二页三五《寄佛家女儿》中云：“从前管事之人，每受诸叔凌逼，于月规节礼之外
，不知向管家要去多少东西⋯⋯我在盐差时，还可支吾；今仍做穷织造，分文没有进路。
”“我在盐差时，还可支吾”一句证明，李煦任巡盐御史时，不时以羡余应付在京诸弟的索求，当为
亏空总是弥补不清的原因之一。
卷二页七三《寄京中三弟》云：“所寄百金，知已收到。
我原应允岁底再措些须，已经于数日前写谕在京家人，再打算一百两送三弟⋯⋯但我虽蒙皇上恩典，
再视两淮，原为还旧欠，不是叫我要钱以供挥洒。
就是只措处百十两，亦是烦难。
望三弟诸凡俭约，若要像从前光景，万万不能。
”面对兄弟的索需，李煦只能供应二百两白银，同时警告说：“以后切不可借我名色去借债，我是断
不认账。
窃恐那时变脸，有伤手足之谊，反为不美也。
”可知，在京诸弟平时不仅向李煦索求银两，还借李煦之名借账，逼李煦帮助还债。
这一点，康熙皇帝都已经深悉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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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曹雪芹研究(第2辑)》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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