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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爱新觉罗·弘历，满族，是雍正皇帝的第四个儿子，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卒于嘉庆四
年(1799年)正月。
他是清朝的第六任皇帝，也是入关后的第四任皇帝。
爱新觉罗·弘历是雍正帝诸子中最有才干的一位，自小甚得其祖父康熙与父亲雍正的喜爱，康熙曾h
其慎择良师，进行多方面教育。
弘历十二岁时，即雍正元年(1723年)，被其父秘密建储，雍-正十一年时被封为和硕宝亲王，开始参9
军国要务。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去世，弘历即位，时年二十五岁，改年号乾隆。
由此，大清王朝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开始施展其“文治武功”的时代。
乾隆在发展社会生产方面，主要是继承了康熙和雍正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但其最大成绩是非常彻
底地执行了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摊丁入亩”及“火耗归公”等施恩于民的政策。
为此，乾隆听取大臣张广泗的建议，对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采取安抚为主、征讨为辅的手段，
将少数民族的叛乱快速平定。
这些措施的施行，使清朝国力达到了顶峰。
乾隆在位期间，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
停止捐纳，封建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繁荣景象，在此期间“康乾盛世”达到了顶峰。
乾隆初年至中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有活力、备受后人称颂的时期。
乾隆凭借清朝强大的军事力量，加上满族自身又是少数民族的这一优势，两次平定了准噶尔部，消灭
了天山南路大小和卓的势力，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并严厉拒绝了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提
出的侵略性要求，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完整，巩固了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今天中国的固
有版图。
历经康熙、雍正两朝，乾隆在位六十年，奋发有为，勤于政事。
在政治上，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加强民族团结并大力整顿吏治，继续平定国内叛乱，抗击外来
侵略。
在经济上，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全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之势。
在文化上，提倡汉学，编纂大量图书。
勤政爱民是乾隆所标榜的一贯主张，朝廷很多官员因此以关心民事为己任。
在乾隆所信用的能臣中，还有不少清廉之官。
如大学士孙嘉淦、江西奉新人甘汝来等。
乾隆要求地方督抚大臣实心任事，反对虚文。
但是后期倚重于敏中、和坤，尤其宠信贪官和坤，加之乾隆帝本人年事已高，致使吏治败坏，弊政丛
出，贪污盛行，给乾隆皇帝的一生罩上了无法抹去的阴影。
乾隆后期，由于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乾隆帝渐渐改变以前打压下级知识分子的做法，转而拉拢。
最突出的文化成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以著名文人纪昀为总裁，组织了包括戴震、姚鼐和王
念孙等人在内的三百余人，历时十五年，编写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共36000卷，含完整作品3450部，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篇幅之多可谓集我国古
籍之大成。
该书对以往学术作了较全面的总结，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古籍，对古籍整理和总结文化遗产有一定贡
献，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
但编制《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对中国古籍进行了大量的胡乱删毁，也对中国文化造成了空前的破坏
。
建筑上，乾隆在北京西郊营造繁华盖世的皇家园林“圆明园”。
东造琳宫，西增复殿，南筑崇台，北构杰阁，真有说不尽的巍峨华丽。
又经文人学士，良工巧匠，费了无数心血这里凿池，那里叠石，此处栽林，彼处莳花，繁丽之中，点
缀景致，不论春秋冬夏，都觉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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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责成各省地方官，搜罗珍禽异卉，古鼎文彝，把中外九万里的奇珍，上下五千年的宝物，一齐陈列
园中。
因此，圆明园也被全世界称为东方艺术的博物馆。
乾隆在位六十年统治时期，国力强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
但乾隆末年，亦是清朝由盛转衰的过渡。
乾隆末期，表面上所谓歌舞升平，实际上“十全武功”的“盛世”已经宣告结束。
乾隆的视角仅限于中国本土，对同时期蓬勃发展的欧洲各国的科学文化尚无足够的认识，妄自尊大，
坐井观天，使中国文化、经济停滞不前，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
 在六十年漫长的“盛世”之后，全国面临的是成倍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尖锐的民族矛盾及阶级矛盾，以
及统治集团的彻底腐败。
清王朝已经像即将倾颓的大厦势难支撑，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炮舰却正在隆隆地驶近，中国的历史，
即将翻开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页。
 乾隆六十年(1795年)底，乾隆决定将皇位禅让给皇太子。
他下诏说：我二十五岁时继位，当时曾经对天起誓，如果能够在位六十年，就一定自行传位给皇太子
，不敢与皇祖(指康熙)的在位年数一样。
现在我在位已经满六十年，不敢食言，决定禅位与皇十五子顒琰。
他如一时难以处理朝政，由我训政。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在太极殿举行禅位大典。
乾隆在位六十年后，自动让位给儿子嘉庆，自称太上皇，但仍旧主持朝政。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得病，经过不少名医医治，都不见起色，三天后逝世于养心殿。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实际掌权统治中国长达六十三年之久，不仅是历代封建帝王
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岁数最大的一位，卒年八十九岁。
 乾隆死后葬于裕陵(今河北遵化西北七十里昌瑞山)，谥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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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号高宗，史称乾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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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对乾隆王朝诸多谜团的探秘释疑，揭开环绕风流大帝乾隆及其神秘而又耐人寻味的一生
，与世人共同穿越乾隆王朝历史的滚滚烟幕，以新颖的角度了解那个恢宏的时代，了解大清帝国的一
代英主乾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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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爱新觉罗·弘历是雍正帝诸子中最有才干的一位，少年时期的弘历，机智过人，深得祖父康熙的厚爱
。
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康熙出巡塞外，皇孙弘历随驾扈从。
弘历在登上皇位之后曾这样说过：“予幼龄仰蒙皇祖恩眷，养育宫中，俾得日侍左右，亲聆训言。
盖圣鉴洞烛至今，隐有付托之意。
”到了晚年，乾隆更是屡屡提及牡丹台初谒皇祖和避暑山庄那段难忘的岁月，一再说皇祖的逾格眷爱
“似已知予异日可以付托”。
后来为了表示不忘皇祖的隆恩，乾隆特在圆明园牡丹台(后更名“镂月开云”)和避暑山庄“万壑松风
”两处各题一匾，额日“纪恩堂”。
前者记受皇祖之恩的开端，后者记受皇祖之恩的实迹。
虽然弘历六岁时随同皇父雍亲王去过避暑山庄，但那时皇祖根本不曾留意有这么个孙子，他每日忙于
国家政事，毕竟他有限的精力是难以顾及众多子孙的。
但是这次是随驾扈从，不同于上次，在夏秋两季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同慈祥的祖父几乎天天在一起
，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山林苍莽的木兰围场，到处都留下了祖孙二人嬉戏相悦回忆的影子。
陪同祖父在避暑山庄的这段时间，他不仅近距离感受到了这位千古帝王所表现出来的老辣的政治手腕
，而且还领略到了祖父那种处理政务信手拈来的帝王风度。
毋庸置疑，这段特殊的经历对少年时期的弘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亦对乾隆皇帝的帝王生涯有着很好
的借鉴作用。
承德避暑山庄，其建筑十分考究、典雅，是皇家贵族避暑游玩的常去之地。
在山庄的南部，有一组据岗临湖的宫殿，康熙曾经亲自命名这座宫殿为“万壑松风”。
宫殿沿石级而下，可直达湖岸，开窗眺望，湖光山色尽收眼底。
宫殿南是数百株茂密的古松，轻风吹过，便听得松涛阵阵，四周愈加显得清幽宁静，康熙经常在这里
处理日常政务。
“万壑松风”以北，散布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湖泊，每当夏日，荷花盛开，碧波之上，红白相映，煞是
好看。
此次弘历就住在“万壑松风”殿旁的“鉴始斋”，康熙批阅章奏，弘历常常静静地待在一旁；康熙引
见官吏，弘历“承颜立侧”。
而当祖孙二人一同进膳，康熙经常将自己喜欢的东西分给弘历。
祖孙俩钓鱼归来，康熙也总想着让他带几条鲜鱼给住在狮子园的父亲雍亲王送去，诸如此类的小事常
常有，祖孙二人的感情可见一斑。
有一次，弘历正在书斋中专心读书，忽然听到康熙喊他名字，凭窗一望，只见御舟已停泊在晴碧亭畔
。
他急忙跑出室内，沿着陡峭的山路，径直向湖边匆匆跑去。
康熙赶紧迎过来，一把将气喘吁吁的弘历揽在怀里：不停地说：“有点闪失可怎么得了，有点闪失可
怎么得了？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祖孙二人在“万壑松风”观赏荷花，而此处观赏荷花最好的地方则是湖边
的“观莲所”。
弘历随侍康熙到了这里，康熙想考考弘历，于是就指着窗外的荷花问他：“会背诵《爱莲说》吗？
”此时弘历心里可偷着乐开了，他九岁启蒙，记性超出常人，读书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一日功课，
半天就背得滚瓜烂熟。
皇祖让他背诵的《爱莲说》他不仅会背，而且会讲，康熙津津有味地听着，赞不绝口。
八月初，秋高马肥，正是狩猎的好季节，康熙离开山庄开始行围，十二岁的弘历骑着经过特殊调教的
驯良小马，一身戎装，紧随康熙身旁。
合围之后，只见康熙用火枪击中一头大熊，大熊应声扑地，但士卒们不得皇上之命，谁也不敢近前。
过了好半天，大熊毫无动静，康熙就让身边侍卫护送弘历上前补射几箭，他想让这个爱孙得个初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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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即能毙兽的美名，却不料弘历刚翻身上马，那头受伤的大熊又猛地起身扑了过来，康熙眼明手快，
立即用火枪把它击毙了。
后来，每每提及此事，康熙都懊悔不已，连连对照顾弘历的和妃子说：“这孩子命贵重，这孩子命贵
重，要是到跟前熊扑过来，那成何事体⋯⋯”这种祖孙相悦的亲情使弘历在皇室和朝廷中具有了特殊
地位。
弘历自幼机智聪敏，十二岁时在圆明园得到祖父康熙帝的青睐，把他带回宫中养育，并着力栽培，由
其叔父允禧教射箭，允禄教火器，成为康熙帝孙辈中最受祖父宠爱的孙儿之一。
那次皇祖到雍亲王胤稹赐园狮子园时，弘历亦随侍前往，看望自己的父母。
没想到，皇祖此次之行，特要相看一下弘历生母的相貌，因此到园后即让弘历嫡母乌喇纳拉氏(后谥孝
敬皇后)进园相见。
弘历生母即雍邸“格格”钮祜禄氏，由于她身份低下，康熙从来没有见过她。
钮祜禄氏被带来后，皇帝端详一番，赞不绝口道：“有福之人，有福之人。
”为什么皇祖来狮子园专门要看弘历生母，为什么看后连称“有福之人”？
联系起皇祖不止一次对他说过的“你福泽恐怕超过我”的话，弘历总感到皇祖的话言外有意。
在避暑山庄与皇祖相处的日子，给弘历一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他反复回味皇祖说他“伊命贵重”、“福泽较厚”、“福过于予”，
说自己的生母为“有福之人”这些话，开始体会出皇祖的言外之意是想让他将来继承皇位。
当时康熙对弘历的宠爱影响是很大的，人们即使对雍正不满，对弘历也不得不另眼相看，加以厚待。
由于弘历少时的特殊经历，在雍正即位后，众臣普遍认为弘历是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人。
在雍正赐死儿子弘时之后，弘历便成了雍正最大的儿子，以中国封建时代立嫡立长的传统观念来看，
弘历自然最有可能继承皇位。
更为重要的是，弘历自小聪慧受祖父所爱，这是他极为重要的政治资本。
再说，当时雍正的两个孩子弘历和弘昼同岁，但他只把弘历引荐给康熙，而弘昼却没有得到这种优遇
，可见乾隆是为两代皇帝都宠爱的。
聪明过人的弘历在对待父亲雍正的继位问题上表现得极为明智，在雍正当上皇帝之后，他对社会上对
他父皇雍正继承皇位产生的质疑，用康熙对自己的宠爱为证据加以驳斥，他说：“皇祖之孙百余人，
其中聪明才识，好学博闻，年长于弘历而任事于朝者，彬彬济济，弘历年甫弱龄，性更钝鲁，顾特被
恩宠，岂非我皇祖推爱我皇父之心？
”雍正皇帝确实心狠手辣，反复无常，最后他把自己的亲生子弘时也置于死地，而弘历却能平安无事
地在十三岁时被雍正密立为皇太子，并一直没有改变，这在清朝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后人分析，这和弘历做事小心谨慎大有关系，他每当收到康熙的赏赐时，总是要跑去送给父亲，让其
珍藏，从这一点上看，弘历不愧是个有心计的人。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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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乾隆:乾隆盛世明君》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乾隆皇帝弘历是家喻户晓的著名帝君，他享位既久，传闻亦多，诸如出身问题，皇后之死，六下江南
的风流韵事，等等，成为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成为小说和影视戏剧的绝佳题材。
这些传闻孰真孰假？
事实的真相究竟怎样？
《乾隆:乾隆盛世明君》作者以丰厚的学养，通俗的笔触，向读者娓娓讲述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乾
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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