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乾隆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乾隆传>>

13位ISBN编号：9787508711041

10位ISBN编号：7508711041

出版时间：2006-9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

作者：杨康　编著

页数：166

字数：128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乾隆传>>

前言

爱新觉罗·弘历，生于公元1711年，卒于公元1799年，在位时间六十载，实际执政时间长达六十三年
，死后尊号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简称纯皇帝，庙号高宗
，清代的官书、笔记、文集称他为纯皇帝、纯庙、纯皇和高宗，蒙古王公尊他为“大皇帝”，西藏达
赖喇嘛尊称他为“大君”，民间百姓习惯称他为乾隆皇帝、乾隆帝。
    弘历年幼即聪慧过人，皇祖康熙和皂父雍正对他甚为宠爱，在两位帝王的悉心培养下，弘历勤勉刻
苦，能文善武，学识通占博今。
    登上帝王宝座的弘历，站到了封建王朝的权力巅峰，大幕拉开，心怀雄图大略的弘历浓墨重彩地开
始了他“文治武功”的帝王生涯。
    政治上，宽严相济，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前朝受打击之宗室。
    经济上，减免租赋，奖励垦荒，积粮储谷，兴修水利，全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文化上，编纂巨帙《四库全书》，广泛地收藏与整理文物典籍，保存了千年文明辉煌璀璨的成果。
    军事上，立下了赫赫“十全武功”：两平准噶尔、两定大小金川、抚定回部、靖台湾、服缅甸、镇
安南、两次降服廓尔喀，造就了历史上最辽阔的中华大版图。
    就是这位康乾盛世的缔造者，这位对中国十八世纪以后历史进程有着重要影响的皇帝，他的文治武
功、风流倜傥，从此被天下广为传说。
但是，他同样也是康乾盛世的终结者，他的焚书囚儒、强权专制、好大喜功、铺张奢靡，同样被后世
人所讥议。
    那么，对这位生前身后被人评说不断的一代天骄，我们能从历史中找到怎样的他呢？
让我们透过历史的尘沙，去一探这位享誉古今的传奇人物——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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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乾隆，靠聪慧稳守一统江山，靠进取立下“十全武功”。
乾隆能文善武，风流倜傥，他登上帝位后，凭借着年少的锐气和卓越的才能，改革了经济和政治制度
，成功地稳固了自已的政权，将大清推向繁荣。
但是，他同样也是康乾盛世的终结者，他的焚书囚儒、强权专制、好大喜功、铺张奢靡，为后世所讥
议。
我们不妨透过历史的尘埃，去一探这位享誉古今的传奇人物。
     中国历史名人传记青少年读本之一。
读史点亮人生，励志改变命运。
本书将为你揭示大清风流皇帝，创造康乾盛世的帝王——乾隆大帝的传奇一生。
该书?料翔实，故事生动，发人深省，对青少年来说绝对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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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第一章 谁主未来　聪明好学，脱颖而出　机敏伶俐，智答皇祖　沉着冷静，骑射奇事　两朝恩宠
，严父恩师　不负众望，终登大位第二章 推行新政　敬天法祖，改革弊政　纠错补过，平反冤案　加
强军机，巩固皇位　整顿吏治，廉洁政风　严管宗族，预防祸根　减免赋税，与民休息　各种杂税，
一概减免　废除垦荒，取消顶带　体恤商人，保护商业　积粮储谷，百姓无忧　兴修水利，利民利国
第三章 ?平边疆　八妹造反，苗疆事变　更换统帅，坚持用兵　剿抚分明，以德济威　设立军屯，一
波三折　贵在坚持，苗疆安定　免税尊俗，边民倾心　和卓起兵，乾隆平叛　土尔扈特，多灾多难　
思念故土，回归大清　脱离沙俄，起兵西返　重归故里，乾隆册封第四章 遨游天下　木兰围猎，训练
官兵　惩罚懦夫，奖励勇士　以猎讲武，怀柔蒙古　军国要务，丝毫不误　东谒祖陵，巩固同盟　尊
重传统，保持满俗　团结蒙古，以德服人　魅力江南，国之宝地　士农工商，无不安抚　南巡东拜，
考选人才　奖励盐商，促进经济　不迎圣驾，反受嘉奖第五章 好大喜功　四库全书，天下同文　全国
动员，搜集图书　皇帝动怒，纪昀智对　尽选贤能，终成全书　大清不清，文字狱兴　诗文为由，一
箭双雕　借题发挥，铲除朋党　禁锢思想，独断朝纲第六章 后继有人　教育子孙，严格训练　私自外
出，皇子受训　师生懈怠，皇帝严惩　学以致用，反对迂腐　重视礼仪，宠而不娇　大限已至，无疾
而终　治世明主，风流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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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此外，乾隆还下令免除江南等省芦课、学租、杂税等。
从清初以来，福建渔艇，每年应向提督衙门交“规礼银”。
二年（公元1737年），乾隆降旨宣布永久废除这项税银。
与此同时，乾隆降旨赦免各地的各种苛捐杂税，这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
比如说，广东海阳县“杉饷”，揭阳县粪、牛骨、皮碎、农具、棉条等杂税，广州通桥税口的几种小
税，取消揭阳县和肇庆等四府州所规定加征税条款三百八十二条，还有广西桂林等地鱼税、糖油税、
生牛猪税和墟市小税。
这些杂税的免除，为当地经济的发展解了套。
 中国自古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而历史到了乾隆这里，商人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乾隆有着明确的恤商观点，他认为，商人也是国家的百姓，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呢！
乾隆对于商人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有着清楚的认识，在他看来，商人的生产买卖活动，同样也是对人
民有益的，没有一味抑制其发展的道理。
这种难得的恤商思想促使乾隆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保护商业资本。
 就在乾隆继位的第一年即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乾隆接到苏州织造海保上奏，说要在江南免征田赋，增
加关税，将关税的剩余部分作为官吏养廉银。
“真是岂有此理，”乾隆很生气，“这个海保就知道给商人增加额外赋税，他怎么就不想一想，那些
商人的财富也是辛苦经营得来的，本来加在他们身上的税款就已经很重了，你们这些人不知道减轻人
家的负担，还总是加重商税，难道商贾之人就不是大清的子民么！
”这个折子当然没有通过审议。
但是这个小小的折子，却更加坚定了乾隆“体恤商贾”的决心，他要以更加宽松的政策帮助商人，促
进商业的发展。
 同年冬天，西北用兵需要两万石军粮，乾隆就将搬运军粮的这份差事交给了商人去做，并提前发给了
商人一万石粮食的运费。
到了乾隆元年即公元1736年，清朝从西北撤兵，原定运往的军粮已不再需要了。
于是，主管此事的官员严令商人限期退款，可是这些承运商哪能一下子就筹措到那么多的粮款呢，大
家抱怨纷纷，但又无可奈何，只能千方百计地筹措还款，影响了很多人的正常生意。
不久，乾隆得知了此消息，急忙下令中止这种做法，并向大臣强调了自己“体恤商贾之意”，将限期
还款变为了逐步还款，并延长了还款的期限。
 封建官僚历来视商人为敲诈对象，千方百计侵掠。
乾隆十分注意防范官府对商人的勒索，一经发觉，严惩不贷。
淮关监督年希尧就是一个例子。
年希尧在管辖的徐州所属四县境内，未经上报批准就私自增添了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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