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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代》

前言

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乾隆皇帝绝对算得上是一个“英明帝王”。他和祖父康熙、父亲雍正共同开创
的大清朝的“康乾盛世”被后人津津乐道。但是在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华背后，大清帝国已经呈现出了
末世的征兆，而作为统治这泱泱大国的乾隆皇帝，却似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沉醉在自己“天朝大
国”的美梦里。殊不知“天朝美梦”的背后是贫苦百姓的度日如年，苦苦挣扎。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
思的时代，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记取的王朝。华丽的乾隆帝国乾隆皇帝对自己的一生自许颇高，多少有
点儿和自己的爷爷康熙大帝试比高的劲头儿。是啊，你看，我爱新觉罗·弘历文治武功哪方面不都是
爱新觉罗家族的佼佼者？即使以往的那些盛世明君有谁又达到了我的高度？论文治，乾隆是一位不可
多得的才子。他不但精通满文、汉文，连蒙、藏、维吾尔等多种语言文字都能熟练掌握。乾隆喜爱书
法，至老不倦。所到之处，挥毫题字，墨迹之多，罕与伦比。其诗歌总数多达四万多首，几乎和《全
唐诗》相等。他主持纂修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共收书3460种。整套书
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分的重要古籍，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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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代》

内容概要

《乾隆时代》将为你揭晓清王朝由盛转衰的秘密⋯⋯作为清朝鼎盛时期的君主，乾隆皇帝遭遇了一个
变革的时代。变革中的世界日新月异，这是骄傲的乾隆皇帝不想看到、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乾隆理所
当然地继承了祖先打拼下来的江山，并且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一个君王所能享受到的所有尊荣。不过，
坐享其成的乾隆，还是“兢兢业业”地开创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乾隆时代。
乾隆时代，不论是在经济、文化，还是在对外关系上，都达到了顶峰。乾隆作为这泱泱大国的唯一主
宰，亲手将这一切变成了现实，但同时也亲手结束了这一切。繁华过后，清王朝的隐患终于浮出水面
。
繁荣、浪漫的乾隆时代，在一派祥和兴盛中开场，却在危机和隐患的夹击下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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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代》

书籍目录

鼎盛与革命：沉睡中的“东方大国”  乾隆与他的“盛世王朝”  风起云涌的世界景象 辉煌与腐朽：雾
里看花的政治格局  守成君主的政治游戏  腐朽：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繁荣与衰落：兴盛与危机并
存的“盛世经济”  清王朝最后的经济腾飞  暗潮涌动的浮华背后巩固与扩张：英明帝王的军事作为  进
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炫耀：战争的隐秘动机兴盛与压制：文化工程与文化公案的并存  绚烂光彩的文化
盛宴  文化．专制统治的牺牲品大邦与闭关：走上下坡路的乾隆时代  传统“大国”的浮华与繁荣  闭关
锁国：国势衰弱的直接诱因忠诚与奸邪：那些我们熟悉的历史老面孔  盛世皇帝的左膀右臂  “和砷效
应”：不得不提的弄权巨贪追忆与反思：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乾隆皇帝的功过是非  无法挽救的
没落王朝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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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代》

章节摘录

插图：“盛世”是现代人评价历史时经常使用的时髦词。从“文景之治”到“康乾盛世”，仿佛中国
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有作为的君主和能臣，不断创造着治世的辉煌；仿佛总是在老百姓最苦难的时候就
会出现一个救世主，为他的子民们建造一个“太平盛世”。于是，乾隆皇帝也凭借着自己的“文治武
功”在青史上留下了“盛世之主”的美誉。只是这美誉曾被人比喻成“凤尾”，纵观18世纪的乾隆帝
，这个比喻却也贴切。毕竟，他的盛世是靠着老祖宗的阴功，祖辈和父辈驰骋沙场、节衣缩食换来的
。因此咱们的乾隆皇帝开始了漂亮的凤尾应该干的事，赦免宗亲，肃清吏治换来了“文治”的盛世；
平定叛乱，开疆拓土换来了“武功”的盛世——看看，一幅太平盛世的美好画卷展现在咱们老百姓的
面前了。然而，咱们的老百姓忘却了他凡此种种的举动靠的是什么？咱们的老百姓忘却了“文治武功
”背后的暗流汹涌：大兴土木、生活奢靡、宠信奸臣、民族压迫⋯⋯矛盾一点点地出现，矛盾一点点
地累积，矛盾一点点地爆发！清平的盛世有人曾经给“盛世”下了这样的定义：一是消除了内忧外患
，军力国势强盛，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周边没有相抗衡的力量。二是社会总体上比较安定，经济发
展，国家富足，国力领先于世界。三是文化繁荣，对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四是兴盛的局面持续
时间较长。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样的标准是否符合科学，我们也暂且抛开自己的文化背景，我们就按
照这样的标准也当一次历史的“审判长”，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指点江山回顾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
史，一个朝代强盛与否不是来自于军事的强大，也不是来自于文化的鼎盛，而是取决于统治阶层治理
国家的政策。正所谓军事的强大依赖于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却需要政治的保障。由此可见，无
论军事、经济还是文化，这里所要谈的一切都要从政治谈起。乾隆时代政治的决策权不是掌握在宦官
手里，也不是掌握在外戚手里，更不是掌握在权臣手里，这一点，无论是野史里的乾隆，还是正史里
的乾隆，都毋庸置疑，这位皇帝有一个原则，“大事我做主”！因此，谈乾隆时代的政治就离不开乾
隆皇帝。乾隆皇帝继位不像康熙皇帝那样“临危受命”，也不像雍正那样“夺嫡之争”，乾隆是“密
制建储”制度的第一位受益人，因此，刚刚继位的乾隆皇帝没有“死党”，所有的人都在察言观色，
试探着这位新皇帝！所以，这位皇帝更希望通过自己治国才能的展现而在臣子们、臣民们心中树威立
信，于是就有了后面他矫正了祖父和父亲的“宽纵”和“严惩”，推行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宽严相济
”的政策，结果呢，既得到了亲贵的支持，建立了自己在亲贵中的威信，又严惩贪渎，建立了自己在
百官中的威信。另外，经过康雍两朝的大治，我们这位皇帝当上了守成之君。他的守成可不是“隋炀
帝式”，而是真正渴望能有自己的建树，或者前面所说的，是希望当一个称职的“凤尾”。于是减免
赋税便成为乾隆或者说新朝廷争取各阶级民众的最直接的方法，同时，如遇有水、旱、雹、地震等灾
害，也都增加赈济和减免额赋，并一再废止各地的多项杂税，再加上重农兴桑、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政
策的实施，人们怎能不把他当成治世的明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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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代》

后记

乾隆王朝是清王朝引以为傲的“盛世”，但“盛世”之下，其实难副。翻开历史的长卷，我们会看到
，“乾隆盛世”来自康熙、雍正两代人的财富积累。有幸能享受到这份财富，这是乾隆的福气。有了
雄厚的资本做铺垫，施展起拳脚来自然会虎虎生风。但是老本不能吃一辈子，乾隆这位大清帝国的掌
舵人既没有爷爷康熙的胸襟，更缺乏老爸雍正的魄力，当他满足于自己的这条大船坚如磐石的时候却
没有看到一道道裂纹和虫蛀蚁噬的黑洞。这条大船在乾隆船长手里被过度地透支了未来，继任者们即
使想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却每每无功而返。小修小补已经无济于事，而改弦更张对于将祖宗家法奉
若神明的他们显然不切实际。这条千疮百孔的旧船在洋鬼子的坚船利炮面前风雨飘摇，终于在辛亥革
命的枪炮声中结束了自己两百多年的辉煌与耻辱史。掩卷沉思，我们感慨良多。解读那段历史，我们
会看到许许多多鲜活的历史人物在向我们诉说。本书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力求全面地
展示乾隆皇帝乃至清王朝的功过是非，试图以正说的方式还原乾隆王朝的真实历史，让我们感悟过去
，展望未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一份绵薄之力。在正说的基础上，也糅进了一些传说故事，
希望读者在客观地审视历史的同时，还能轻松地笑上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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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代》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它在过去的150年问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
表成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
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处漂流，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
旧船体上修复。　　——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眼中的乾隆帝国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
庭，揆文奋武，于斯为盛。享祚之久，同符圣祖，而寿考则逾之。自三代以后，未尝有也。惟耄期倦
勤，蔽于权幸，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　　——《清史稿》对乾隆的评价国家之正供，原出于
闾阎，今地方被灾，应行赈恤，以取之于民者用之于民，是属理之当然，虽多何所吝惜。　　——《
清高宗实录》乾隆对赈济灾民的看法传统观点认为汉、唐是真正的盛世，无论国力还是文化等诸方面
都达到了极盛，而清朝已经开始衰落，不如汉唐。我则认为，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
、最兴旺繁荣的盛世。　　——清史学家戴逸眼中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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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代》

编辑推荐

《乾隆帝国:华丽而又停滞的王朝》：盛世之巅的英明帝王，盛极而衰的封建王朝。清王朝经历了前期
几代帝王的努力，不但成为中原的主人，更是取得了“康乾盛世”的辉煌。与此同时，世界的另一端
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到了乾隆时代，清王朝已经不得不正视来自西方诸国的威胁了。

Pag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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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权当作小说在厕上和车上读一读是没有问题的
2、研究历史的朋友可以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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