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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它以超越前代的辉煌照亮了18世纪的中国。
《清康乾盛世》详述了康乾盛世形成的国际国内环境，盛世出现的种种特征，以及盛极而衰的必然结
局，总结出有关盛世的一般规律。
作者以广阔的视野、全新的观念和新颖的见解，大气磅礴、淋漓酣畅、真实地解读盛世的盛衰起落。
历史的激情与理性的思辨，历史的感悟和对历史的深刻透视，无不给人以全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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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撤藩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尚可喜突然提出申请，要求撤藩，“归老辽东”。
尚藩很明智，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自请撤藩，在客观上为圣祖处理三藩问题铺平了道路。
于是，圣祖抓住这一难得时机，顺水推舟，毫无挽留之意，马上批准。
实际上，这一做法，就是暗示吴、耿两藩也应效法尚藩，主动提出。
进而说，批准尚藩撤回，也就造成了咄咄逼人的气势，迫使吴耿做出选择。
果然，耿、吴两藩无法回避，心非所愿地也提出撤藩。
　　诸王贝勒、大臣会议在讨论时，一致同意耿藩可撤，但对吴藩撤否却出现了严重分歧。
以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兵部尚书明珠等人为代表，只有少数人支持圣祖全撤的主张；多
数廷臣持相反意见，其中内弘文院大学士图海、索额图等主张最力。
圣祖为慎重起见，又指令议政王大臣会同户兵两部及九卿科道诸臣再进行讨论，希望取得一致意见。
会议结果，还是两种意见尖锐对立。
圣祖力排众议，宸衷独断，正式作出撤吴藩的决定。
　　事情绝非如圣祖想得那么简单，以为一道圣旨就可以解决问题。
他本人及其支持者明知情况复杂，明知吴和耿请撤并不是出自诚意，应当慎重估量当时的形势和撤藩
可能产生的后果，多设想几种方案以供选择，防患于未然，是完全必要的。
归纳起来，可有五种方案选择：　　其一，恪守太宗以来，世祖、多尔衮和圣祖即位后多次许下的诺
言，“子孙世袭罔替”，永不撤藩；其二，将吴、耿、尚调到北京，以觐见为名，叙君臣之乐，借机
把兵权收回。
此法颇类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其三，区别对待，分期撤藩，以分其势，如兵法云：各个击破；其
四，不急于撤藩，即使尚藩主动要求，亦可缓机图之，如，待他们老一辈去世，新一代掌权，趁其年
轻，威望不重，再解决也不迟；其五，三藩同撤，一次性解决。
　　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各有其可行性。
比较以上各个方案，如多数廷臣所主张的，区别对待即第三方案，分期撤藩，较为得策。
一是尚藩率先撤藩，不易反悔；二是耿藩为第三代承袭，精忠没有威望，也缺乏实际的政治经验，把
他撤下来，不致出乱子，最后只剩下吴藩，势单力孤，再稍待时日，他已60岁，等其寿终正寝，就不
难解决。
但圣祖计不出此，却选择了第五方案，是最下之策。
圣祖时年20岁，血气方刚，凭一股气盛，断然一次性解决，操之过急，惹出一场大乱。
如果，他能冷静、小心，持极慎重的态度，不取其下策，那么，八年内战就有可能避免，至少说可以
延缓，即使发生，也不致声势如此浩大，持续时间如此之久。
不久，即将爆发的内乱，是由撤藩引起的，圣祖处理不当，是不能辞其咎的！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圣祖撤藩令送到昆明，吴三桂顿时愕然，不知所措。
因为他申请撤藩不过是故作姿态，虚意应付，他自信当今皇上一定会“慰留”他，不会让他撤藩的。
在圣祖与吴三桂之间，各有一个“没想到”，这就是圣祖没想到撤藩会招致一场战祸，吴三桂没想到
圣祖会断然撤藩，自己朝请，而令夕下，弄假成真！
吴三桂终将后悔化为仇恨，铤而走险，遂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振臂一呼，悍然
起兵，宣布同清朝决裂，以军事手段来保卫他所得到的权益和地位。
　　圣祖和他的谋臣们所始料不及的是，“吴三桂一倡变乱，遂至涂炭八年”，而“伪檄一传，四方
响应”，“各省兵民，相率背叛。
”事实正是这样。
吴三桂叛后，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福建、甘肃、陕西，纷纷响应，甚至河北，直至京师，天子
脚下，也发生了叛乱，密谋起事等事件。
真是“天下骚动”，“东西南北，在在鼎沸”。
特别是耿藩响应，为吴藩首难增添了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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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兵神速，在很短时间推进至长江南岸，清兵望风披靡，一触即溃。
　　吴藩率先叛乱，占领长江以南大部省区，引起朝廷上下一片惊慌，无所措手足。
圣祖很快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从容沉着地进行军事部署，与吴藩进行军事决斗。
　　关于战争的具体情况，无须多叙。
概括起来，八年之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康熙十二年十一月至十四年底，吴藩发动战
略进攻，清朝战略退却；　　第二阶段，自康熙十五年（1676年）至十六年，双方进入战略相持，展
开了互有胜负的拉锯战；　　第三阶段，自十七年至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清军战略反攻，吴军
全面退却，直至被彻底消灭。
　　毫无疑问，圣祖担负了这场平叛战争的总指挥。
他历经艰险，把清朝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他调动有方，使用剿抚、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剪除侧翼，各个击破，全面孤立和打击吴藩。
王辅臣在西北拱手而降，耿精忠在福建被迫倒戈归诚，继承王位的尚之信（尚可喜长子）在广东公开
反正，清军节节胜利，在两侧战线结束战事后，全力围攻中路的湖南吴藩。
吴三桂于康熙十七年即位当皇帝，国号周，不久，即因病死在衡州（今湖南衡阳），而吴军顿成瓦解
之势，在清军的猛攻下，自湖南仓皇撤退，最后一直退到叛乱的发起地——昆明。
圣祖派遣三路大军直取昆明。
在围困了八个月后，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二十九日，昆明城中的吴藩部将发动兵变，开城向清
军投降。
八年之久的战争到此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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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原本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居然在18世纪达到封建社会的又一个顶峰，而
且超越了前代，威严屹立在东方，中国传统文化大放光明。
这不能不是一个“伟大奇迹”。
康乾盛世，说到底，是一次经久不断的文化创造。
　　如追溯渊源，从入关前皇太极时期就已开始了构想，为未来的大规模营造指明了道路。
入关后，从顺治特别是从康熙时全面实施儒家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把儒家的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重建了一代封建王朝，而且以三代人的持续努力，终于把这个王朝推向传统文
化的光辉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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