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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七十古來稀」，對一位

已年近七十的臣子來說，皇帝的厚愛

與關懷，無疑是一生仕途中莫大的榮

幸。院藏張玉書（1642-1711）一份奏

摺手卷，正好具體而微地反映出一段難

得的君臣緣遇。

張玉書，江南丹徒人，順治十八年（1661）進士，一生官職生涯適與

康熙朝（1662-1722）相始終。他歷任要職，深受康熙帝倚重。這份手卷，

收錄著張玉書去世前一年夏秋患病期間，向皇帝遞上請安摺、謝恩摺、奏

報病況與皇帝派遣御醫劉聲芳、李德聰診治情形、以及請求告老乞休共計

十份奏摺。奏摺上可看到康熙帝批復「朕安」使張玉書安心，也有提醒他

「用藥留心」的關懷；而對乞休一事，康熙帝感傷朝中老臣的凋零，仍望

他好好休養，還朝效力，因此「不准告辭」。

　為報答皇恩，張玉書待病情好轉，支撐著年邁身軀銷假復職，隨扈從

熱河，但最終仍病逝避暑山莊。康熙帝得悉後深感哀傷，賜祭葬，以其一

生「直亮清勤，始終一節；學問人品，卓然不群」，諡號文貞。

　雍正帝登基後，下令大臣將曾奉硃批的奏摺繳還宮中。這份手卷，當

是張玉書後人特地以長卷裝裱，綑以黃綾包袱繳回的奏摺。保留至今，不

僅體現康熙帝與老臣的一段緣遇，無疑也成為今天我們了解前人的一段歷

史性機緣。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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