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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书中侍卫形象解析

———兼论清代中晚期侍卫

王美雨

（临沂大学 文学院，山东 临沂 ２７６０１２）

摘要：子弟书中描写的清代侍卫，是清代中后期侍卫的一个缩影，是对他们的高度概括与艺术浓缩。从子弟

书的描述可以看出，清代中后期的侍卫生活在日渐奢靡浮华和腐败不堪的政治群体中，不但“国语骑射”能

力差，而且骄奢淫逸。由这样的侍卫来维护清朝统治者的安全实则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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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弟书是在乾隆时期兴起并逐渐流行的一种说唱
文学，是“北京一带远至东北地区市井民间最为喜闻乐

见的一种通俗文艺”［１］。除了对古典名著及传奇杂剧

等进行改编外，子弟书还对当时的某些社会现实进行

了描写，如庙会、票友唱戏等。其中由当过六年宫廷侍

卫的奕赓写成的《女侍卫叹》《老侍卫叹》《少侍卫叹》

《侍卫论》及无名氏的《銮仪卫叹》等子弟书，以近似于

写实的手法描写了清代中晚期的宫廷侍卫。

根据奕赓在子弟书中的描述，他创作这些侍卫形

象的目的大致如下：一是对自己当宫廷侍卫生活的记

录：“非是我口齿无德言词唆险，我鹤侣氏也是其中过

来人。”（《侍卫论》）［１］①二是想通过自己的作品警醒

世人：“消午闷鹤侣氏满运支离笔，写一段闺阃小照为

唤醒痴迷。”（《女侍卫叹》）三是无所事事，聊以自娱：

“闲笔墨偶从意外得余味，鹤侣氏为破寂寞寥写谑词，

虽成句于世道人心毫无补益，也只好置向床头自解

颐。”（《老侍卫叹》）通过奕赓的自述可以看出，他写

宫廷侍卫主要是为了记录自己的过去生活或是警醒

世人。这样的创作目的彰显出奕赓等塑造的侍卫形

象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是对清代中晚期宫廷侍卫的高

度概括与艺术浓缩，为研究清代中后期的宫廷侍卫提

供了说唱文学方面的典范实例。



一、子弟书中的侍卫形象

按照当值地点的不同，清代侍卫可分为御前侍

卫、乾清门侍卫与三旗侍卫，他们在不同的地点保证

帝王、三宫六院及紫禁城的安全。可以说在某种程度

上，宫廷侍卫的工作维系着整个皇族的安全。故清代

初期的时候，对于侍卫的挑选是非常严格的。顺治四

年（１６４７年）曾给吏部下发谕旨：“今当天下初定之

时，在京三品以上及在外总督、巡抚、总兵等，俱为国

宣力，著有勤劳，与平时循分供职者不同。朕用是特

沛殊恩。无论新旧，各准送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

本朝礼仪。朕将察试才能，授以任使。如无亲子，准

送亲弟或亲兄弟之子。宗族远枝，毋得滥送。嗣后诸

臣纵有过犯，经朕罢斥，其侍卫如故。该衙门传谕，作

速遵行。”［２］皇帝的贴身侍卫，则是从“镶黄、正黄、正

白三旗”中挑选，并由“天子自将”［３］。可以看出，清

代统治者非常注重侍卫的来源与才能，然而随着清王

朝的发展、繁华到没落，尤其到了中后期的时候，侍卫

的品质与之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的

宫廷侍卫不但“国语骑射”能力俱不佳，而且不尽心

职守，生活上奢靡腐化到了极点。

奕赓在《侍卫论》中描述的清代中晚期的宫廷

侍卫大致可分为由八旗贵族子弟充当的侍卫、才疏

学浅的侍卫、品质恶劣庸俗不堪的侍卫等三种。从

出身、才识、品质等方面反映了清代中晚期宫廷侍卫

的概况，揭示了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一）八旗贵族子弟充当的侍卫

这类侍卫是八旗贵族的后代，由于祖先在清朝建

国时出过力，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可以直接选为侍卫，

这本应是清朝统治者对八旗的恩宠，但这些八旗贵公

子却“全不想朝廷命官何等尊贵，全不想有何德能可

愧于心。恁势力眼空步阔言谈狂妄，仗银钱买转了奴

才敬若尊神”。奕赓的描述显示出这些八旗子弟认为

自己做宫廷侍卫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至于有没有能力

真正担负起侍卫的职责，皇帝的安全有没有问题，根

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们最常做的事情，就

是仗着有钱，买通宫廷中的一些太监或侍卫，得以对

上司的行踪了如指掌，并采取相应的对策，虽不务正

职，亦能趾高气扬地混迹于宫廷侍卫之中。

（二）才疏学浅的侍卫

１．附庸风雅喜爱卖弄的侍卫
奕赓称这类侍卫是“人才蕴藉的风流名士，填

词作赋的地道才人”。乍一看，“他们举止儿斯文谈

论儿典雅”，似乎是侍卫中的才子，然而这所谓的典

雅只不过是“每开口必把开辟以前的故典儿寻”。

即他们喜爱引用陈俗陋闻为自己增光添彩。言语上

的“典雅”无法满足他们的卖弄风雅之欲，于是“画

几笔写意儿装门面，记几首唐诗儿哄乡亲。之乎者

也矣焉哉竟诌酸文”。用这些没有真才实学却爱时

不时诌几句酸文的人来充当侍卫，无异于将皇帝及

皇族的安全等同于儿戏。

２．颟顸无能以酒度日的侍卫
作为侍卫中的无能之辈，本已“嘴头儿迟钝因才

短，行事儿颟顸为疏心”。按理说稍有自知之明与羞

耻之心，就应该是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甚或夹起尾

巴做人。然后这类侍卫不但没有丝毫的羞耻之心，反

而“哈里哈张醉薰薰”，甚至“官差每误缘酒醉”。行

为如此荒唐的侍卫竟然能安然混在宫廷侍卫中，可以

想见当时宫廷侍卫的挑选远不如清初严格。

（三）品质恶劣庸俗不堪的侍卫

奕赓对这类侍卫的关注较高，根据他们的具体

情况，又将其分为假道学者、土棍恶豪、伪君子和真

小人三类进行描述。

１．假道学者
表面上看，这类侍卫“形端表正人前顾影应无

愧，面善心慈暗室居心可对神。银钱虽有不交势力

不欺贫苦，年纪虽卑士以德尊不以齿尊”。表现得

洁身自好，似乎可以算得上是宫廷侍卫中的好人。

然而表象的后面却是“常有那见小的亲朋说唱道

短，好共歹付之壶卢在己心存”。将其假道学的一

面体现得淋漓尽致。非但如此，他们还“泥而不

悟”，思想僵化。很显然，这是无法胜任宫廷侍卫工

作的。因为侍卫的职责决定他们需要面对形形色色

的人，需要应对突发事件，如不能灵活处事，善于识

人，是无法保证皇帝等其他皇族安全的。

２．土棍恶豪类
作为“街面儿上的英雄车辙里的土棍”，这类侍

卫品质极其低下，对自己的言行毫不顾忌，说起话来

是“匪言逆语不堪闻”，低俗不堪。其行为是“俗气

薰人高万丈，野态蛮妆似外国的人。讲的是摔打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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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创，还有什么交情过节子抢帐碰柜门”。奕赓对

他们言行的描写可谓是入骨三分，将其市侩恶霸的

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给了受众。

３．伪君子与小人
与前两种品质恶劣的侍卫相比，这类侍卫为了

利益更是不择手段。平日是“专会在人前行慷慨，

又能在暗地里献殷勤”。私底下却是坑蒙拐骗，无

所不为。一旦“遇着那受庄的雏儿急速下手，若遇

见明透的亲朋就招计脱身”。非但如此，为了达到

一定的利益目的，“他能大能小能曲能长，能吃亏能

舍脸能挣金银”，完全就是一副只要能得到好处就

不要嘴脸的无耻之徒。

子弟书中的这些侍卫，虽各有特点，但其本质一

样，就是只讲享受，不尽心于本职工作。如奕赓曾写

《茶房铭》来描述正黄旗侍卫当差时的实景：“品不

在高，有爵则名。年不在深，有钱则灵。斯是茶房，

惟爷是敬。铺盖堆炕满，草色如帘青。玩笑不分垄，

往来无书生。可以下象棋，吃烧饼。说官差以乱耳，

收锁钥之劳形。南为章京屋，后有茅厕坑”。［４］生动

形象地点出这些侍卫文化素质低，当值时不务本职，

以“下象棋，吃烧饼”为乐的行为。众所周知，在封

建时代，皇家的一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守

卫封建时代神圣之处的侍卫中竟然有这么一群无耻

之徒的存在，却是引人深思的。

乾隆、嘉庆、道光等都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并颁布

上谕对侍卫的挑选及表现进行训斥，道光十五年

（１８３５年）曾颁布谕旨专门提出挑选侍卫的原因与方
法：“每遇联致祭坛庙大典，维时过早而人数众多，难

于稽察，是以派乾清门侍卫四员、大门侍卫十员控弦

随扈。……近来由乾清门所派人员尚属可观，其由大

门所派侍卫内有联平日深知其人庸懦、步射生疏、马

上平常者甚多，有名无实，大违当初定制本意。嗣后

三旗领侍卫内大臣拟派此项控弦侍卫，先由东三省侍

卫内人材出众、步射纯熟者出派。倘人数不敷再由京

城侍卫内将马上便捷、步射熟练者出派，断不可仍前

草率。”［５］窥一斑而知全貌，侍卫的挑选反映了清代中

后期整个清王朝的人事任命处于混乱状态，这种混乱

状态与清代的政治、经济是密切相关的。

满族入关之前，的确是骁勇善战的，但入关之后，

由于长期脱离游牧业，而统治者又给八旗尤其是上三

旗诸多特权。八旗子弟尤其是拥有特权的八旗子弟

更是无所事事，非但不习骑射，反而日益沾染骄奢浮

华之气，逐渐丧失战斗能力，造成了人才的匮乏，即便

是处于乾嘉盛世的乾隆时代也是如此。如洪亮吉曾

说：“盖人材至今日销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

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

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

解。夫如此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人，国家无事，以

之备班列可也；适有缓急，而欲望其奋身为国，不计利

害，不计夷险，不瞻徇情面，不顾惜身家，不可得

也。”［６］对于人才匮乏造成的后果，嘉庆曾试图改正：

“当今大患，惟在因循怠玩；虽经再三诰诫，舌敝笔秃，

不足以动诸臣之听。”［７］虽然当时的统治者也看到了

人才的匮乏，但是由于八旗享受特权由来已久，种种

弊端积习太深，难以对其根治。故嘉庆帝感到无能为

力，发出了“朕唯返躬修身耳”［６］的哀叹。

二、子弟书中侍卫的生活状态

清代侍卫大多是从八旗子弟中挑选的，其俸禄

“虽然难比翰林爵位，要知道比上步军是人上人。

两匹官马养妻赡子，料季儿每个月总卖四五千文。

值门时外领班钱内吃官饭，围荡儿无论大小俱有帮

银。最是毕生得意处，每至年终领褂银”（《侍卫

论》）。除了这些收入，逢年过节时，朝廷还有补助。

按理说，像这样的收入在清代应该生活得不错。但

从清代中期开始，八旗子弟日益骄奢，追求享受，甚

至连乾隆都“骄奢淫逸，贪求享受”，上行下效，有过

之而无不及。如子弟书《少年侍卫叹》中描写的少

年侍卫在该班当值时，其服饰是“精奇泥哈番顶儿

红，俏摆春风的孔雀翎。时兴的帽样儿拉三水，内造

鲜明紫杠缨。翡翠翎管金镶口，翎绳儿在帽外头耷

拉着蛱蝶相逢。院样儿靴子三直平底，提字号是京

都久寓的内兴隆。外套儿是带嗉的貂皮月白绫子做

里，库灰线绉火狐皮袍暖而轻。小荷包平金打子三

蓝的穗，天青色扣绉搭包里儿红。表抽儿时顾绣瓜

蝶赤金口，羊脂是寿山福海喜相逢。带着个油盘

三针常行随表，他偏说是钢轮金套单版搂钉。小刀

子是镶银什件秦鳇鱼的鞘，大火镰嵌宝镶银式样精。

菠菜绿的搬指赤金挂里，水上漂的烟壶儿盖是紫晶。

水烟袋是大小两分和阗白的嘴，荷包是红皮太平袋

戳纱小胆瓶。马坐褥牛皮托子宝蓝缎面，还有那螺

蛳花硬口腰刀嵌宝玲珑”。

封建时代的官员，官服有严格的规定，不同等级的

官府其色彩与图案皆不同，如若穿错服饰，则为犯禁之

举。作为清代的官员之一，宫廷侍卫在当值时所穿服

饰也有相应的规定。据《侍卫琐言》中记载：“先年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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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讲衣履，其袍服之色，亦视皇上所御，自御前大臣而

下必须一色，所谓灰、蓝、绛者缺一不可。”［４］即清代侍

卫的服色必须以灰、蓝、绛为主，其他颜色为辅。按照

这条规定，单是颜色，少年侍卫当值时所穿服饰已经不

符合规定了，更不用说服饰的质料与式样。

追根溯源，社会的安定及享有的特权导致入关

后的满洲贵族逐渐追求“营第宅、美衣服、饰厨榭、

富姬侍、宠奴仆、酒肉弃于衢，罗绮照于市，楼台相

望，钟鼓相闻，恣雎跳琅辇毂之下”［７］。受这样的家

庭环境熏陶，再加上特权思想影响，少年侍卫不理会

清代对侍卫服饰的规定是自然而然的举动。清王朝

统治者也看到了部分侍卫的服饰太过奢华，所以

“屡谕兵丁不可妄穿?缎，且衣服不取其鲜，洁净而

已。故侍卫等得各从其便，布袍布靴反觉随时”［４］。

统治者的这种决策得到了部分家境一般的侍卫响

应。这些侍卫以“衣服儿不要鲜明一概褡裢布，越

是那下过水的靴子越可人”（《侍卫论》）为荣，不过

他们省下的钱不是用来持家，而是用来吃喝玩乐，即

便是穷困不堪，犹不改吃喝玩乐本性。

如子弟书中的老侍卫为了口舌之欲，竟然将家中

仅有的破衣服当掉。换到的“清钱没过吊”，就开始

讲究吃喝：“吃什么啵有了钱咧你也出回主意，是包饽

饽是下面还是叫桌席？西口儿外稀烂的吊子闹他一

个，再乐他一对大双皮。叫锅子烙饼打烧酒……”非

但如此，东西还没吃到，他又开始淫心大动：“你别错

会意这些个东西可不为你吃。直说了吧老安人你可

别吃醋，焖到了锅子我好去接他二姨。”老侍卫的行为

可谓是对八旗子弟的好吃懒做、骄奢淫逸的写实。

从奕赓描述的侍卫形象及他们的生活状态来

看，这些侍卫在当值时自不会关心本职工作，他们只

会想尽一切办法寻求升职、挣钱的机会，从而为自己

的骄奢淫逸提供资本。

三、子弟书中侍卫的当值概况

清代侍卫分为一等、二等、三等及蓝翎侍卫等几

种，其待遇差别很大，甚至低一等级的侍卫对比自己

等级高的侍卫是仰之弥高：“大门侍卫之仰望乾清门

侍卫，有若天上神人。每一见面，乾清门者必仰面嘘

气，阔步叠腰，微谦而过。大门者已鞠躬屏气，低眉献

媚，企承后尘，至望不可及乃尔。……若大门者侥幸

选入乾清门，亦能以无知面目矫故乡父老矣。”［４］俸禄

的差距之大导致宫廷侍卫寻求一切可能升职的机会。

但是要想凭自己的实力升职是非常困难的，正如《銮

仪卫叹》中所说：“竟有那半世终为整仪尉，直会不能

换大翎。又有那刚进衙门三两月，连连升等快如风。

还有那才来不晚如何蹿马，就挑左所光景是总理的人

情。这如今不分差使如何累，但有人情便可升。大员

子弟人人阔，家道殷实各各丰。讲的是马快枪急连刀

三砍，登时参付便可出京。似我这老迈年残衣冠朽

败，要想升官只怕不能。”可以看出，对于侍卫而言，升

职的前提是认识高官、有财力。因此他们才会“立金

门森森气象熊腰虎背，见上司栗栗悚悚兔遁蛇行。在

同寅内有说有笑也是瞧人行事，与苏拉们赏赐丰富故

尔呼唤有灵”。这段描述可以说是对清代中晚期侍卫

世俗嘴脸的贴切描述。非但如此，这些侍卫“每通散

管之差，拦阻闲人，盘查匪类，实似乎步甲。若遇衣帽

鲜明及微名位之辈，虽站立非处，亦不敢查问。若遇

当道者，反被喝责，自觉大肠发痒”［４］。以小见大，宫

廷侍卫的嘴脸及行为反映出清代中后期官场腐败的

社会现实，就连乾隆帝也说：“各省督抚中，洁身自爱

者，不过十之二三。”［８］

清代侍卫是清王朝为了维护皇帝及三宫六院、皇

城的安全而设立的，进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通过

子弟书的描述可以看出，清代中后期的侍卫，生活在

日渐奢靡浮华、腐败不堪的政治群体中。面对着由于

等级而引起的贫富差距及地位的不同，变得置自己的

职守不顾，一心追逐利益。非但如此，他们也沾染了

八旗的恶习，学得圆滑与世俗不堪，完全没有清初八

旗子弟那种英勇、矫健的品质，由这样的侍卫来维护

清朝统治者的安全，已是痴人说梦。最终随着清王朝

的没落，清代侍卫不得不走向解体，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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