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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乾隆帝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卒于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
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在位60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终年89岁。
    终生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核心的乾隆有着变幻多彩、甚富传奇l生的一生。
他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有大权旁落的险关，有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难关，有生死离别、缠绵悱恻的
情关，有数不尽的落泪事，道不完的悲欢，但乾隆都是一路走来，并且走上了权力的神坛，成为千古
仅有的“十全”帝王。
仰望他，我们总是为他智慧耀眼的光芒所眩晕。
    乾隆是在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雍正帝得急病死后，由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等人拥戴继位
的。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是个20余岁的青年，但他要面对的却是权势显赫，党羽甚多的前朝重臣，这些人
不仅对先皇有恩，为前朝股肱，受先皇遗诏的庇护，而且于自己也有拥戴的功绩，成为当朝权势大臣
。
如何笼络、控制住他们，是对乾隆的首次考验。
当时，朝中大臣分为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个帮派，这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鄂、张都是先朝重臣，党羽甚多，朝野臣僚要么投在鄂尔泰门下、要么求张廷玉庇荫。
两派明争暗斗，互相倾轧，连刚毅果断的雍正帝都感到束手无策。
因为这两人都有大功于国、所以雍正帝特许二人死后附太庙配享。
太庙是皇帝家族的祖庙，臣僚能得到配享的待遇，那是极高的和十分罕见的荣宠。
这两大派系朋党的存在，给乾隆帝提出一个突出的难题，即能否妥善处理两派的关系，成为朝政能否
正常运行的关键。
乾隆帝继位后明确表示痛恨私立朋党，同时，对两派臣僚一视同仁，有功即赏，无功即罚，决不少贷
。
如果要起用哪一个人，不只询问一方，而是下令各人陈述。
同时还要询问许多其他的人。
被询问的人都需质言直语，倘若发现故意掩盖或美化，轻则被训斥，重则被解职回籍。
于是，朝中虽有门户对立，但双方都兢兢业业地为朝廷尽力，任何一派都不敢骄横。
在乾隆朝，这种门户对立不但没有明显影响朝政的运行，有时反而促使双方都争相为国立功。
    乾隆帝对臣下恩威并施是他驾驭臣僚的重要策略。
凡是为国立功者，可以顿升公侯。
如出征将领凯旋归来，乾隆帝通常在紫光阁设宴款待，酬劳将士。
乾隆帝还命画工为功臣画像，挂在紫光阁中，以示荣宠。
因平定准噶尔和南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功臣100人画像入阁，其中以大学士傅恒为第一。
以平定大小金川的叛乱，又画功臣100人像入阁，以大学士阿桂为第一。
后又以平定台湾，绘功臣20人画像人阁。
阿桂虽未至军中，但图像仍为第一。
最后以击退廓尔喀进犯，绘功臣10人像入阁，阿桂以自己未亲自参与战斗，恳让福康安为第一，阿桂
列第二。
乾隆年间，将领在外多能用事，战争都以胜利告终，这与乾隆帝不吝褒奖是有关系的。
    乾隆帝虽然儒雅风流，但权柄从不稍假予人。
自雍正以后，军机处就成了皇帝下面的最高汉力机构。
乾隆帝每天早上都到军机处处理政务。
夏天，他到军机处时天也就明了，冬天，他到军机处时也就是五更时分。
军机处一般有十几个人，每天晚上要留一个人值班，以备有急事，候乾隆帝临时召见。
又怕事情多一个人处理不了，每天还要有一个人早早地到军机处相助，当时称之为“早班”。
乾隆帝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就放一声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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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爆竹声由远至近，军机处官员就知道皇帝要来了。
—般情况下，乾隆帝到军机处后，蜡烛还要点一寸多天才明。
军机处的官员每五六天轮一早班，尚感到很辛苦，乾隆帝却天天如此。
这使得军机处官员不敢稍行懈怠。
假如边疆用兵，只要有军报送来，就是在半夜里，乾隆也要立即亲自观览，随时召军机处官员面授机
宜。
军机处官员按照他的面授拟好文，再交给他过目。
这中间往住需要一个时辰，而乾隆帝还披着衣服等待。
军机大臣都可以专折奏事，最后均听乾隆皇帝决断。
在乾隆皇权独揽的情况下，无论是宦官、外戚，还是重臣、宠臣都不能弄权。
曾有一个叫高云的贴身宦官，他向乾隆帝说了几句外廷臣僚的事，涉及到朝廷事务，乾隆帝立即命令
将这个宦官处死。
    乾隆在政治的风浪中历久弥坚，站得稳稳当当。
他凭借清初发展起来的国力，东征西讨，使清朝的国势在乾隆年间达到极盛。
通过对内整饬，对外征战，乾隆建立了千古罕见的功绩：两平准噶尔，定回部，两定大小金川，靖台
湾，服缅甸，安南，两服廓尔喀，合计为十，这就是“十全武功”。
    但英雄难过美人关，在感情世界中，乾隆有着曲曲折折的身世谜案，有着相见恨晚、干柴烈火式的
爱情传奇。
有关乾隆帝的风流佳话中，传闻最多的莫过于香妃了。
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南疆发生了霍集占兄弟的叛乱，乾隆帝派兆惠等人前往镇压。
第二年叛乱被平息。
兆惠俘获了霍集占的妃子香妃。
她身上生来就有一种异香，不用涂脂抹粉，香气袭人，人们因而称她为香妃。
乾隆帝的后宫虽说嫔妃成群，却没一个有这种天然香味的。
兆惠俘获香妃后，为了取得乾隆帝的欢心，立即派人密折奏闻。
乾隆帝闻报大喜，命兆惠尽快送往京师。
香妃到京后，太监将她引入内宫，进见乾隆帝。
果然是玉容未近，芳气先来。
这种芳气既不是花香，也不是粉香，而是一种奇丹异蘸，沁人心脾。
太监让她到御座前行礼，但她全然不睬，只是眼泪汪汪，令人十分怜爱。
按照乾隆帝的意思，太监将香妃领入西苑居住。
之后多次派能言善辩的宫女劝说，但香妃或面若冰霜，或只是垂泪。
再到后来，香妃对前来劝她的宫女说：“如果皇帝逼我，我就自杀。
”甚至还说，她还不想白白地死去，即使自杀，也要再杀一个足以抵得上她前夫的人。
皇太后听说了这件事，生怕香妃在深更半夜里刺杀自己的儿子，于是在冬至那天，乾隆去天坛举行圜
丘大祭时，趁初把香妃召入慈宁宫，吊死了她。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他即位之初，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停止捐
纳，开始展现他文治武功的才能。
其后，乾隆平定准噶尔蒙古的叛乱、大小和卓木上层分子和大小金川土司的武装分裂活动，加强了中
央政府对西部地区的控制和管理；严词拒绝英国使臣的无理要求，打击了西方殖民者的侵略野心；在
文化方面，乾隆帝向慕风雅，精于骑射，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并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官书画
大多是他收藏的。
此外，开设博学鸿词科取士，修成《明史》、《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和《四库全书》等
鸿篇巨著，功绩卓著。
因其武功文治在历代帝王中少有，故自称“十全老人”。
    但乾隆为人重奢靡，追求奢华，尤其是六次南巡，挥霍无度。
在他的带领下，统治阶级贪污腐败，索赔兼并，致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各地不断爆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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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及数省、长达十年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就爆发在乾隆朝晚期。
种种矛盾不断累积，清朝的统治岌岌可危。
或许，这位“十全”老人真的到了“江郎才尽”的地步？
    乾隆朝是清朝政治经济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由盛转衰的时期。
处在这一时期的乾隆皇帝，既展现了其掌握国家大权、维护统一、适应社会前进潮流的巨大智慧，也
有其愚黯阻碍历史发展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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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乾隆帝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公元l711年），卒于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
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在位60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终年89岁。
终生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核心的乾隆有着变幻多彩、甚富传奇性的一生。
他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有大权旁落的险关，有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难关，有生死离别、缠绵悱恻的
情关，有数不尽的落泪事，道不完的悲欢，但乾隆都是一路走来，并且走上了权力的神坛成为千古仅
有的&ldquo;十全&rdquo;帝王。
仰望他，我们总是为他智慧耀眼的光芒所眩晕。
　  乾隆是在雍正十三年（从元l735年）八月，雍正帝得急病死后，由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等人拥戴继
位的。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是个20余岁的青年，但他要面对的却是权势显赫，党羽甚多的前朝重臣，这些人
不仅对先皇有恩，为前朝股肱，受先皇遗诏的庇护，而且于自己也有拥戴的功绩，成为当朝权势大臣
。
如何笼络、控制住他们，是对乾隆的首次考验。
当时，朝中大臣分为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个帮派，这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鄂、张都是先朝重臣，党羽甚多，朝野臣僚要么投在鄂尔泰门下、要么求张廷玉庇荫。
两派明争暗斗，互相倾轧，连刚毅果断的雍正帝都感到束手无策。
因为这两人都有大功于国、所以雍正帝特许二人死后附太庙配享。
太庙是皇帝家族的祖庙，臣僚能得到配享的待遇，那是极高的和十分罕见的荣宠。
这两大派系朋党的存在，给乾隆帝提出一个突出的难题，即能否妥善处理两派的关系，成为朝政能否
正常运行的关键。
乾隆帝继位后明确表示痛恨私立朋党，同时，对两派臣僚一视同仁，有功即赏，无功即罚，决不少贷
。
如果要起用哪一个人，不只询问一方，而是下令各人陈述。
同时还要询问许多其他的人。
被询问的人都需质言直语，倘若发现故意掩盖或美化，轻则被训斥，重则被解职回籍。
于是，朝中虽有门户对立，但双方都兢兢业业地为朝廷尽力，任何一派都不敢骄横。
在乾隆朝，这种门户对立不但没有明显影响朝政的运行，有时反而促使双方都争相为国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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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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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9 树立绝对的权威第三章 金字塔顶端的独裁者10 宽仁则得人11 将心腹安插在重要岗位上12 杀鸡背后
的秘密13 将对手逼人死胡同14 给权力添点神圣的颜色15 主角永远是一个人第四章 权力也要伸缩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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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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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康熙大帝文治武功均超前代帝王，但其子嗣为争继承权，肆意争斗，弄得乌烟瘴气。
最终，康熙大帝只对弘历另眼相看，原因在于：弘历另辟蹊径，远离众皇孙的尔虞我诈，潜心学习，
以养根基，同时打造自己的势力阵营，给康熙一种仁德、克勤的形象，康熙最终钦点他为第三代继承
人。
    对于乾隆来说，皇子时代的十三年，是他活得最潇洒、最悦意的一段宝贵时光。
乾隆不像他的曾祖父顺治和祖父康熙那样幼龄即位，没有天真烂漫的童年和少年；也不同于他的父亲
雍正，青年时代便机关算尽以谋取皇位，直到四十五岁，韶华已逝，才坐上皇帝的宝座。
乾隆十三岁即被祖父秘定为皇储，因此他无需为争储而劳心费力；他的父亲鉴于康熙晚年诸子卷入政
治的前车之鉴，绝不允许他过早地与外间社会接触。
乾隆幼年时期最为有利的条件是雍正对他的态度，因为雍正处心积虑地维护其王储地位的同时，也贯
注精神于其教育，期望他在登基之前，具备作为一个帝王应有的资格。
    乾隆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他从小便有意为自己后来的谋权斗争打好坚实的学识基础。
启蒙时期，翰林福敏成为弘历的第一任老师，但不久，弘历便掏干了这个翰林所有的本事，这个翰林
已经不能满足弘历对更高层次的学识需求了。
此时的弘历极须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为他讲解儒家经典中的深奥旨义，而这个方面福敏是不能胜任的
。
在弘历的反复要求下，雍正不得不选择徐元梦、朱轼、张廷玉等四位品行端方、学问渊博的名臣作为
弘历的老师，弘历非常高兴地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举行了肃穆庄重的拜师典礼，弘历与自己
的弟弟弘昼先后给各位师傅深深一拜，弘历的上书房读书生活于是正式开始。
但这四位师傅中，徐元梦不久即因为有罪离开，张廷玉又忙于应付公务，很少在上书房露面，只有朱
轼经常到书斋为弘历兄弟讲课授业。
对弘历来说，松劲殿拜师虽有四位，但让他终生念念不忘的只有朱先生一人而已。
    为弘历日后能够谋划权力提供帮助的另外一位师傅是蔡世远，尽管弘历对蔡世远未行拜师之礼，但
弘历却从蔡世远言传身教中逐渐领晤到了谋划权力的乐趣。
    弘历的钻研学问、自觉学习帝王本事的举动深得其父雍正的心意，从而坚定了雍正立弘历为储君的
决心。
    幼年的弘历便有着与其他皇子与众不同的心思，在老师的引导下，他便有意筹划着如何为自己的将
来积蓄力量，同时他也明白，这种力量的积蓄不能单靠自己的权势，这样积蓄的力量也不牢靠，关键
要靠仁德谦逊的形象感染身边的同伴，从而在他们中间树立自己的威信。
    上书房中，与弘历同窗共读、感情最深的莫过于五弟弘昼。
弘昼生母耿氏也是一位“格格”(即公主)，他只比弘历小几个月，因此二人从小相伴，从九岁起又一
同从师福敏，在雍亲王府“如意室”、西间“乐善堂”一起读书习字。
弘历在皇宫中长大，但他却常常惦记家里的五弟。
弘昼之后，雍正又添了第六子相宜、第七子福惠、第九子福沛，但这三个孩子都先后夭折，待弘瞻出
生时，弘历、弘昼两兄弟已二十出头了。
    弘历笼络的另一位同窗知已是平郡王福彭，福彭是郡王鄂尔泰长子，鄂尔泰因为有罪被革职，雍正
以福彭承袭爵位。
福彭比弘历大一点，康熙时就养育在皇宫中，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又奉旨读书内廷，对一个远支宗
室来说，诚为异教。
弘历认为福彭器量宽宏，才德优长，便把他视为自己的生死兄弟。
为了日后自己登基后形成自己的权力核心圈，弘历常常以友情来影响福彭，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
秋，福彭奉命西征，弘历甚至亲往清河送行，并赋诗以记录这件事，这点福彭心中自然清楚，也对弘
历感激不尽。
后来，在弘历登基的过程中，福彭鞍前马后地为他扫清各种障碍，出力不少，还为弘历开拓疆域、稳
定边疆竭尽全力，这些都为弘历稳定国内政局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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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历在上书房读书时还有一位身份特殊的同学——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
若必多吉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生于甘肃凉州，雍正元年(公元1753年)大军前往青海平定罗藏丹
津叛乱，以若必多吉为二世章嘉活佛阿旺罗桑却丹的转世灵童，星夜护送到京师。
二世章嘉活佛系雍正做藩王时的恩师，因此他的转世灵童若必多吉到京后，备受雍正爱护崇敬，多次
得到雍正赐予的金银绸缎珠宝。
雍正让他仔细诵读大藏经《甘珠尔》，弘历看到父亲对活佛的态度后，马上意识到这个人对自己以后
进行皇储争夺战很有帮助，便主动请求父亲让自己与章嘉活佛一同学经，雍正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弘
历借此机会与这位活佛结下了无上法缘。
后来，这位活佛不断在雍正皇帝身边美言弘历的仁德谦逊，称其可为储君，这为弘历最终登上皇位可
谓功不可没。
同样，弘历即位后，也给予了这位活佛较高的地位，他命令章嘉活佛管理京师寺庙喇嘛，又授予他“
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之印。
    弘历知道雍正皇帝非常赏识读书勤奋的皇子，为了博得父亲的喜欢，他读书特别勤奋。
上书房的功课完毕，回到家中，弘历仍在自己的小书房口不停诵，手不停披，深深地沉浸在读书的乐
趣之中。
他在大内的家一一西二所有书屋称作“乐善堂”和“抑斋”，在圆明园的家——长春仙馆的书房也被
称作乐善堂，这是一个十分清静的读书之处，因而能够为弘历思谋天下提供一个清幽的环境。
P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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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是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是大清帝国的一代英主。
    他励精图治，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建树，自称“十全老人”。
    他胸怀大志，要做超越千古之帝，开创了乾隆盛世。
    他一生大权独揽，君主专制达到中国历史的顶峰。
    他就是清高宗乾隆皇帝。
    洪波编著的《清高宗乾隆权智》为你讲述一代帝王乾隆皇帝的生平故事及权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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