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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是历史的产物，探究历史真相，打开尘封记忆，获取智慧源泉，是人类天然的本能。
但历史从来都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丰富、鲜活，光怪陆离，千人千面，就后人评说，“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可谓常理常情。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地位卓绝，影响至深，一直是学术
界和世人关注的焦点。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时下坊间关于清代历史的著作虽然汗牛充栋，但任意发挥、影射曲解、以讹传
讹的现象，却比比皆是，让人触目惊心。
如何吸收和借鉴国内外清史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学术研究的立场和可靠的文献
资料记载为依据，廓清世间种种不实传闻、戏说，还原历史的本色，并转化为易于被社会各界接受的
知识，是历史学研究者不容推辞的责任和义务。
《清宫档案证史书系》就是这一尝试的产物。
　　本书系有别于帝王的个人传记或现在流行的历史教科书，力图集学术研究、成果转换、文化普及
、传统文化教育诸功能于一体。
全书系分为十二册，按照清王朝近三百年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以清朝十二帝为主轴，以各个朝代的
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通过对清宫档案资料的系统挖掘，力争较为全面地揭示出有清一代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真实的历史还原于大众。
　　档案是了解历史真相最直接的第一手材料。
流传至今的清代档案浩如烟海、卷帙浩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
、文化、民族、宗教、宫廷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成为我们今天了解清代历史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宝藏”。
　　本书系坚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忠于原始史料记载，将档案资料作为历史叙述的基点、重点和亮点
。
通过档案资料的搜寻、排查、分析、佐证及揭秘等相关过程，力图以档案证史，以档案明史，以档案
补史。
各个分册的专家学者在写作的过程中，根据原始档案资料，拣选清代十二朝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由
此确定每一分册的话题。
各分册作者在对档案资料的寻找、翻查、分析、佐证中，对各个话题进行挖掘与分析，得出结论，还
历史以真实面目。
在对档案资料的处理和写作上，突出了原创性、学术性及知识性。
当然，尽信书不如无书，清代档案价值的局限性也不言而喻。
所以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同样非常注重各种材料的参照对比、考异辨析，以陈述历史真实为第一要务
。
　　在中国青年出版总社韩亚君副总编辑精心策划、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中青人分社林栋总编辑组织落
实下，十几位历史学青年学者与中青人几位年轻编_辑通力合作，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完成了本书
系的撰稿和编辑加工工作。
我们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努力，在客观论述清代历史演化的背景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汲取历史
智慧，但能否如愿，还有赖于读者诸君的评判。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嘉庆王朝>>

内容概要

本书系有别于帝王的个人传记或现在流行的历史教科书，力图集学术研究、成果转换、文化普及、传
统文化教育诸功能于一体。
全书系分为十二册，按照清王朝近三百年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以清朝十二帝为主轴，以各个朝代的
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通过对清宫档案资料的系统挖掘，力争较为全面地揭示出有清一代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真实的历史还原于大众。
    本书是该书系的其中一册，介绍了嘉庆皇帝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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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换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管利用部副主任、研究馆员。
参与撰写的著作主要有《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御笔诏令说清史——影响清朝历史进程的重要档
案文献》、《紫禁城皇家生活全景》、《清代档案图录汇集》等。
撰写论文有《(清朝修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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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登基大典始末  一、乾隆帝禅位不归政  二、皇太子称帝无实权  三、心酸的立储过程  四、皇宫里的家
宴  五、帝王天下二人分  六、卧薪尝胆的岁月嘉庆亲政面临的难题  一、盛世凸显衰音  二、危机悄然
而至  三、封密百年的祈祷  四、“勤”字为先促发展  五、讲平等讨治国真经  六、心有余而无力回天
解密千叟盛宴  一、群臣众叟的节日  二、膳桌上的美酒佳肴  三、账单中的疑团揭秘白莲教农民起义  
一、教首被杀官逼民反  二、巾帼不让须眉的王聪儿  三、回师襄阳起义军受挫  四、喋血深谷香魂出窍
梦幻般消失的“阿房宫”  一、大火连环烧三殿  二、《罪己诏》太上皇自责  三、宫中灯火管制的诀窍
 四、洋灭火器进宫了档案揭秘和珅之死  一、春风得意的皇帝宠儿  二、外国人眼中的“二皇帝”  三
、多行不义必自毙  四、二十大罪状揭晓  五、施“皇恩”和珅免遭凌迟  六、带不走的家财到底有多少
清帝册封琉球国王始末  一、传统的宗藩体系  二、册封琉球国王的使者  三、中琉文化的传播人玉不琢
不成，人不学不知  一、永琰的学习课本  二、情深意切的师徒关系  三、“知不足”的学者永定河百年
遇洪灾之谜  一、宫内宫外一片狼藉  二、开国库取钱粮赈济灾民  三、让“无定河”永定无灾嘉庆遇刺
之谜  一、神武门前的刺客  二、闯皇宫的教民  三、皇帝挥泪写检讨  四、皇宫安全的秘诀皇帝称奇的
大案  一、闲聊中显露贪财野心  二、皇帝惊呼：奇！
奇！
奇！
  三、钦点治罪花翎不保  四、值得深思的启示木兰秋狝衰落的真相  一、踏上木兰之路  二、有趣的草
原围猎图  三、木兰围场的衰落  四、勇敢的摔跤勇士皇族子孙重返故土之谜  一、解析爱新觉罗家谱  
二、光环下的皇亲国戚  三、皇家之泽五世而斩  四、喜忧参半的改革之路  五、重返白山黑水闯关东的
艰难历程  一、龙兴之地的戒规  二、人口异军突起  三、学者的忠告与建言  四、被阻隔的关隘禁烟令
颁行始末  一、贩卖鸦片的黑店  二、罂粟花下的累累白骨  三、吸食鸦片者重罚  四、白银外流国力渐
衰  五、禁烟令埋下战争伏笔宫廷人参掉包案  一、养生之佳品美容之妙方  二、广袤的参场日渐荒芜  
三、以假乱真的秧参崛起  四、偷梁换柱终被识破贡院内外的舞弊风波  一、路漫漫科举艰辛路  二、惊
叹科场舞弊高手  三、再现考场作弊实物  四、作弊案皇帝讨说法英吉利使臣铩羽而归  一、再次访华的
中国通  二、不可更改的礼仪  三、战火不期而至后宫女人的命运  一、福运最短的皇后  二、坐宫最长
的妻子  三、统领六宫的贤内助扑朔迷离的死因  一、寿登周甲的皇帝  二、驾崩热河死因扑朔迷离  三
、入土皇陵夫妻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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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都说嘉庆皇帝从乾隆手中接过的是一支沉重的权杖，是掩盖在盛世下的腐朽与危机，事实的确如
此。
难道嘉庆帝自己就没有丝毫察觉吗？
从执政后的所作所为分析，嘉庆帝不仅知道而且用最大的决心和毅力，力图铲除一个个腐蚀、破坏国
家和社会肌体的毒瘤。
嘉庆帝亲政后最大的问题是想办法缓解经济，于是他终止祖父辈热衷的南巡传统，他固然留恋当年随
父皇南巡时看到的江南美景，歌舞升平曾给他带来的愉悦和陶醉，但他更没有忘记乾隆帝说的话：“
我当皇帝六十年，自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错。
惟有六次南巡，劳民伤财，把好事办成了坏事。
”但这仅是冰山一角，从嘉庆帝即位开始清廷用近9年的时间完成了剿捕白莲教战事，调动16个省的兵
力，耗银2亿两，这些钱相当于清廷4年的财政收入，虽然清廷艰难地支撑了下来，但对原本就匮乏的
清朝财政如同雪上加霜。
无奈嘉庆帝冒着违背祖训的大不敬，大搞捐输捐纳，京官自员外郎以下，外官自道、府以下，武官自
游击以下均可报捐，这也使一些无才而有财的人混入仕途。
随着捐纳之风愈演愈烈，捐官的钱也越要越多，又加速了腐朽之风的盛行。
清朝的捐纳就是人们常说的卖官鬻爵。
它通常由政府先制定出条例、价格，然后公开出售，慢慢地成为了一种制度。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开捐主要是为了筹集军饷、治河、赈灾的费用，对维护国家的统一，社会
秩序的安定曾起了重要作用。
到雍正时，捐纳弊窦已凸显出来，那些负责经办捐纳的官员公开“卖官卖法，贪污中饱”。
许多捐纳出身的官吏“不能发愤自砺，志趣卑陋，甘于污下，久居民上，荼毒小民”。
乾隆年间大量的地主、商人、官僚子弟捐官，“以官为市”，造成“名器日滥⋯流品杂沓”。
不少人捐官到任后，唯以“敛财以补偿之计”，“收受陋规为职事”。
而那些捐有官衔的纨祷子弟，更是依“官”仗势，横行不法，商人也以“官”为护符，加重对平民百
姓的盘剥。
清廷开捐的本意是要把捐纳的钱用于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安定，结果反而刺激了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
。
乾隆帝已看出这些问题，他说：“为治之要首在用人，而人才究以正途为重。
前因军需、河务支用浩繁曾暂开捐例，原属一时权宜之计，不久即行停止。
”他果断地下令停止捐纳，并要求子孙永远“奉以为法”不再开办。
　　据清宫朱批奏折内政职官类档案记载，嘉庆年间的捐输是最繁重的，国家每年都要以大量的捐纳
用于缓解国家财政之不足。
这些钱被用在剿捕起义军、治理河工、军需军备等方面，甚至皇族家事的一些用银也因国库无力支付
而使用捐纳。
如嘉庆四年(1799)洋商潘致祥、盐商温永裕等请求各捐银20万两以备悬赏平苗立功官兵；嘉庆五
年(1800)盐商温永裕、吴叙慈等再一次呈请捐输50万两为平定川陕白莲教用；嘉庆十九年(1814)洋商公
捐银24万两、盐商公捐银16万两用于补充军费开支。
嘉庆十年(1805)黄河、淮河大水灾，洪泽湖决堤，徽商鲍漱芳先后捐米6万石、麦4万石赈济了数十万
灾民，后他又集众输银300万两开山归海。
鲍漱芳屡次捐输的行为深得嘉庆皇帝赞赏，这些事例在清宫的人事档案中有大量的记载。
对嘉庆帝大搞捐输捐纳，且不去分析他的功过是非，仅就这一做法而言充分表现出他对富国强民的渴
望和急于求成的心情。
通过各种努力，嘉庆一朝的国政出现了转机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然而这一切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整个社会危机，积弊太深及接踵而来的内忧外患，使嘉庆帝如履薄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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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嘉庆皇帝生于乾隆二十五年，乾隆第十五子他秉赋聪慧，博览史书，觉得乾隆的青睐，而荣登皇
帝，但此时的大清，已因乾隆晚年的好大喜功、和珅的贪婪卑劣、官吏的玩忽职守而风雨飘摇。
为了重整山河，嘉庆首先拿第一大贪官珅开刀，大刀阔斧地整饬吏治，先后铲除了一大批贪官污吏，
但他性情优柔寡断，对弊政多是惩而不杀，戒而不绝。
可以说，嘉庆执政的二十五年，也正是他为吏治伤透脑筋的二十五年，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最大的遗
憾，大清“唐乾盛世”的好时光从他手中开始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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