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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乾隆是中国帝王史上的一个传奇，无论是其执政史还是整个人生都充满了传奇色彩。
在淳朴的百姓眼里，他是为民谋福、高高在上的乾隆爷；在政治家眼里，他是一位老谋深算、用尽心
机、手段狠毒的政治独裁者；在知识分子眼里，他是一位乐于卖弄文采的文人雅士；在现代小说家眼
里，他是一位喜游江南，多情的花花公子。
这些都是乾隆身上散发的光芒，他就是这么一位富有才情、思想独特的成功的政治家。
康熙、雍正、乾隆统治的时期无疑是清朝最鼎盛的时期，这三个阶段的总和实际上就是半部清朝历史
。
乾隆就是在这一时期引导清朝不断走向鼎盛，又慢慢走向衰弱的关键人物。
乾隆初期到中期，继承了康熙和雍正巩固大清统治、推进社会进步的宗旨。
不论是在社会稳定、经济形势，还是文化事业方面他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国家的角度看，他维护了国家的完整和统一。
清朝前期，中国的西北、西南地区动荡不安，由于部落势力发展不平衡，时常发生危及国家完整的叛
乱；同时，在台湾还存在着很多反清复明的反动势力和思想。
乾隆继位后果断地化解了种种困难，并加强管理，使得这些地区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都非常稳定。
然而，也是这位将清王朝推向顶峰的传奇帝王使得清朝统治江河日下。
乾隆前期到中期的成功使得乾隆骄傲甚至自负，以至于清朝后期的政治已经完全脱离了康熙和雍正的
发展轨道，中国从一个世界强国逐渐走向没落。
本书以清王朝逐渐走向兴盛，又走向没落为主线，引导读者客观理解乾隆皇帝。
书中在描述乾隆的生平事迹时涉及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代帝王的治国策略以及性格，以便通过
对比来突出展现乾隆的传奇色彩。
本书对乾隆政绩的描述主要是通过对比其前期与后期执政策略和手段。
例如，在前期笔者主要描述乾隆的“十全武功”对大清王朝的贡献，充分显示了他在镇压叛乱以及外
族入侵时表现的果断。
但到了后期，战争显露的却是乾隆作为统治者的残暴和专制独裁。
在文化方面，他一面整理书籍，将大量即将失传于世的书籍很好地保留下来；另一方面他销毁禁书，
修改书目，篡改中国历史。
在用人方面，乾隆初期一直保持着善进良言，对臣子较为宽容的执政态度；但中期和后期竟然发动大
型的文字狱以诬陷杀害良臣而对那些腐败十足的国家蛀虫却一再纵容姑息，使得清朝政府逐渐走向瘫
痪。
除此之外，本书还对他的家庭生活给予了关注。
乾隆作为一位日理万机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在人们心里可能就是个不顾家庭的工作狂。
其实不然，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家庭男人。
他兼有孝子、良夫、慈父三重身份。
最后，笔者无心研究乾隆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究竟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笔者希望以客观的描述给
读者展示一个多面丰富的乾隆皇帝。
同时，本书也兼具教育功能。
本书开始利用大量的篇幅交代乾隆执政的背景，以及乾隆在即位前所受到的教育，表明帝王教育的重
要性，之后又展开描写封建专制制度下科举制的弊端，希望后人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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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乾隆大帝全传》为读者描述了一个客观全面的乾隆形象。
《乾隆大帝全传》从康熙年间的“九子夺嫡”写起，从细节处渗透出弘历在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中起
到的关键作用，到雍正继位，再“密立皇储”弘历，至乾隆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书中通过乾隆前期大展拳脚推新政、整顿吏治、十全武功巩固疆土，与后期大兴文字狱、闭关锁国的
不同执政策略和手段的对比，展现了乾隆是如何继承康熙、雍正时期的盛平之世，以及后期是如何的
骄傲自负，使得清王朝从一个强国逐渐走向衰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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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篇 康乾盛世——乾隆大展拳脚“得天下难，守天下更难”，他必须更加勤奋地处理国家政事。
在之后的十三年里，他日理万机，身体在不经意间垮掉。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冬天，雍正开始觉得身体冷热不定，肠胃也不好，睡眠大不如以前充足。
但这时正是他事业的高峰期，并且此时的雍正也只有五十二岁，所以没有太担心身体问题。
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天，原来以为可以挨过去的小病竟然越来越严重，睡眠、饮食更加不好了。
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五月，雍正的弟弟允祥病逝，雍正亲自前去吊丧。
兄弟之中，允祥跟雍正的关系算好一点的，允祥的离去对雍正的冲击很大，在吊唁时，雍正就痛哭了
一场，第二天，持续大半年之久的身体不适竟然好了。
由此可知，他必是之前太过压抑，很多郁闷之事无法排解，经过这一通大哭竟把以前的不适全部排解
掉。
由此可知，他的病根还是他的“喜怒无常”，再加上即位以后日日夜夜忙于朝政而导致的。
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秋天，他的病情再次复发并且加重。
为此，雍正亲自向李卫、田文镜和鄂尔泰等重臣传旨，要他们寻访名医。
可见，到这时候雍正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了不容小觑的地步了。
但可惜的是，他们都没有觅到可以治愈雍正的良医，雍正的病情也是越来越严重。
寻药无果，此后的几年里，雍正的病情总是反反复复、时好时坏。
这样一直到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雍正感到身体不适，他以为这次也像从前一样，没什么
大碍，不会伤及性命。
但到了二十二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
太医们根本找不到救治的办法。
此时，雍正也已知道了自己命不久矣，便在二十二日晚上，召见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还有自己的
亲信重臣鄂尔泰、张廷玉、海望等人入宫，宣读了遗诏，传位于皇四子弘历。
几个时辰后，雍正就驾鹤西去，结束了十三年的雍正王朝。
雍正虽然处政时间不长，但是他治国有道，为后世作出了不少贡献，那我们就看看他到底都留下了什
么。
首先，在治国策略上，他觉得康熙的治国之道过于宽松，所以在雍正时期，整体的政治制度和官吏管
理政策都比较严厉。
而在中央体制上雍正作的比较大的改革就是密折制度，以监视百姓和所有朝中大臣。
其次就是设立军机处。
军机处的官员全部由皇帝亲自挑选，军机处的所有动作也只有皇帝一人掌控操作，由此一来，皇权得
到了更进一步的加强，使得国家更加稳定。
其次，在经济上他也作了不少改革，实行了“摊丁入亩”、“耗羡归公、改土归流”和“废除贱籍”
等制度。
在这些方面，摊丁入亩首先解决了土地问题，减轻了少地和无地农民的负担，而且还减少了劳动力的
浪费。
耗羡归公则是将火耗费算在国家头上，各个级别的地方政府的火耗钱均由上级统一发放。
这样一来，既减轻了老百姓的生活压力，又增长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还利于廉政。
这些制度对于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再次，在军事上，雍正继续执行大清朝的扩张政策，在雍正期间，青海又重新划入了中国的版图，同
俄国确定了边界线，为两国发展经济往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农业上，他鼓励开垦荒地、兴修水利
，为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但也有不好的方面，文字狱在雍正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除了上述内容以外，雍正还建立了“密立皇储”的制度，避免了皇族内为争夺皇位而引起的不必要的
内部战争。
雍正的一生或是沉重，或是劳累，或是温情，或是毒辣，但一切的功过都随着雍正王朝的一声丧钟而
显得不那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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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重要的就是，他选对了接班人——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弘历继承皇位是在所有人意料之中的，因为早在康熙时期，康熙帝就有了托付之意，并且雍正又时时
显露出其立弘历为太子的意图。
虽然大局已定，但雍正想的永远比常人要多，他深知对王位的争夺历来非常激烈和残酷。
所以，早在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雍正重病不久，就召见过亲信鄂尔泰，并且对鄂尔泰说，自己
的兄弟和皇子当中没有什么德才卓越之人，如若自己归西，无法找到合适的人去辅佐新君，倘若真是
出些事故，自己也无颜面去见列祖列宗，所以托付鄂尔泰辅政。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九月三日，大驾卤簿全都设置齐当，弘历先穿上素服前去雍正帝梓宫行了
九拜大礼。
礼毕又换上礼服，把皇太后接到永寿宫居住，再行九拜大礼。
然后，再到中和殿受内大臣的朝拜，再到太和殿正式登基，受朝中文武百官朝拜，并昭告天下，改年
号为乾隆，以明年为乾隆元年，并宣布令允禄、允礼、鄂尔泰和张廷玉等人辅政。
至此，弘历结束了皇子生活，正式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代君王——乾隆大帝。
此时乾隆二十五岁。
这样的年龄正好，不似康熙幼年即位，无法把持朝政，也不像先皇雍正，人到中年才得授大宝。
他从小跟随皇祖父康熙就耳濡目染治国之道，雍正也重视对弘历的教育以及对其实力的培养。
所以，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无论是客观的继承之道还是主观的能力上，弘历都达到了继大统
的条件，成为一代名君。
第二节 诏行天下 新君渐露锋芒乾隆的即位比在他之前的清王朝中的任何一位皇帝都容易和顺利得多
，这不仅是因为他比同辈中任何一位皇子都要优秀得多，也因为这是雍正密立皇储制度的结果，另外
一点就是，乾隆从小受到康熙帝的宠爱。
但是，不管乾隆即以前的弘历如何受到康熙和雍正的关照，先人已逝，毕竟这是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才有收获。
中国封建王朝自古以来就存在一个现象，那就是每一次政权的更替都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并且极易产
生动乱或者内战。
首先，出现此类现象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古代政权的过渡采用世袭制，而中国皇帝自古以来又都是三宫
六院，后宫佳丽三千，所以皇子很多，竞争皇位的人越多，皇子们结党营私的情况就会越严重。
所以，只要有人得到皇位，其他的皇子就会心存嫉妒并且觉得不公。
这样一来，皇族内部必然会产生谋权篡位的现象，这也给国家带来了许多不安定的因素。
其次，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新君是否可以跟原来的朝中大臣达到君臣一心的状态。
新君刚即位，朝中官员一般都不知道他的行事风格和处事策略，君与臣之间需要彼此磨合。
先皇们品行与政策会影响到新皇与臣子间是否磨合得顺利。
雍正是个治国极严的君王，虽然他在位期间为百姓和国家作过不少贡献，但身为君王，他利用权力也
犯下了许多错误。
雍正一直以阴险和狠毒著称，满朝文武无有不惧怕雍正的。
乾隆继大统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取得官员和百姓的信任与支持，向天下展示自己仁德的一面。
那样大臣和百姓才会服从自己的管理，守护自己的江山社稷。
更何况乾隆从小就崇拜自己的皇祖父康熙皇帝，跟随康熙同住的岁月里，对于康熙的治国方略和态度
可以说是耳濡目染。
所以，他急需从一件事下手去证明自己。
圣君之所以被称为圣君，是因为他能够利用合理的时机做出合理的事情，以达到期望的目的。
乾隆即位十一天，常理推之，新君还应沉浸在逝去父皇的悲痛之中，以表达对父皇的尊重和悼念。
但乾隆则不这样，他一眼就能看透整个局势，大臣们在意的已经不是你对先皇的态度，而是你以后的
治国态度和方略。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乾隆巧妙地利用了杨名时这一人物。
杨名时，名宾实，字凝斋，江苏江阴人。
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中进士，深得考官李光地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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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被晋升为顺天学政，后来又被升为翰林院侍讲。
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又被任命陕西正考官，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被授予河北巡道，
两年后被任命为贵州布政使，到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又被升至云南巡抚，成为地方行政长官。
杨名时的的确确是位难得的好官、清官。
他的为官之道就是不管什么事都要躬身实践，用尽自己所有的能力为百姓做好事。
在他担任河北巡道时，百姓只要有事上诉，不论是小是大他都亲自过问，以至于他在任期间河北无留
狱、无隐情，百姓们都称他为“再世包公”。
康熙帝曾经也表扬过杨名时，说他不仅是位清官，而且是位好官。
但就是这样一位好官却栽到了雍正手上。
雍正身为亲王的时候与杨名时并不认识，雍正即位后，杨名时被任命为云南巡抚。
所以在雍正即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杨名时依然做他的清官。
但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雍正任命杨名时为吏部尚书，此时杨名时身居庙堂，可谓是达到了人生
事业的顶峰。
但伴君如伴虎，离君王近一点危险就增一分。
身在官场总是身不由己，有时候越是清官、好官就越不容易在官场中生存。
后人都知道，杨名时的冤案实则是李卫从中陷害。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七月，雍正降下一道谕旨，指责杨名时等人身为高官，却处事圆滑，对于乡
人犯恶总是手下留情，染上了“乡愿”的毛病。
同时表示希望他能够向李卫和田文镜等人学习，除去身上的科甲积习以贯彻自己的改革方针。
本来这是件小事，但杨名时生性耿直，而且又是受李卫等小人诬告，所以对此深表气愤，并针对雍正
的指责递上一份奏折为自己申辩，他向雍正表示说，圣贤痛恶乡愿，我们作为臣子的自然知道要戒掉
，但圣贤更加痛恶奸佞、无礼和不逊的小人。
雍正为得到皇位处心积虑何等心思缜密，像这样的言外之意又怎么会听不出来，杨名时的自辩惹怒了
雍正，同年十一月李卫又上密折告杨名时“偏徇、欺罔”等情弊。
这是雍正治杨名时的导火索，于是下旨痛斥其“怙恶不悛，大奸大诈”，并派钦差大臣黄炳去云南接
替杨名时的职位，并着手调查杨名时的案件。
但黄炳审理此案并不顺利，李卫密奏所提供的材料根本不是凭证，而是杨名时在接受调查时交代了自
己曾经收了下属两个金杯。
在此同时，黄炳又以云南巡抚的名义参了杨名时“徇隐废弛、财库不清”的罪名，杨名时知道自己得
罪了雍正在劫难逃，就承认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
但这样也受到了雍正训斥，说他认罪态度不好。
后来刑部再审无结果，最后只好以“挟诈欺公律”判了他斩首缓期。
但这样终究说不过去，雍正又把案子挂了起来，一直无法结案，让杨名时待罪在云南。
这件案子在当时影响很大，当时身在宫中的弘历也有所耳闻。
他明白杨名时是天下公认的好官、清官。
雍正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也自觉心虚，但为了顾全皇家颜面，又苦于没有证据，所以不好结案。
乾隆知晓这案件是天下人人皆知的大案，百姓替杨名时叫屈，大臣们也是不敢言明他无罪。
于是，在乾隆即位的第十一天，他就下旨宣杨名时进京，并且跟天下表明，雍正在世之时就想召他进
京，只是来不及降旨。
而且夸赞他学识好，为官清正，是大清朝的功臣。
乾隆为杨名时翻了案，百官听说此事都是奔走相告，庆幸碰到了一位好君王。
乾隆就这样巧借替杨名时翻案一事，告诉了朝臣和百姓，自己不是一个昏庸没有理性的君王，而是一
个对国家负责，对大臣珍惜，对百姓关心的贤明君王，他不会像自己父皇那般没有道理，也没有那般
阴险狠毒。
古人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乾隆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刚登基就笼络民心，也只有这样才
能巩固自己的政权和统治，这也是他后来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专制君主之一的原因。
乾隆这样的动作虽然不是正式地布告天下说明自己的德行，却胜过昭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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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此时已是宝剑出鞘，锋芒毕露。
如此一来，政权得到了稳定的过渡，而且即使以后有大臣或皇家内部人员想篡夺皇位，只要乾隆深得
民心，深得臣心，那些乱臣贼子也找不到借口。
乾隆即位之初的此番举动可谓是一箭双雕。
一方面他给父亲雍正皇帝来个收场，还了这笔荒唐账。
他没有直接表明雍正的恶毒，而是说“皇考原欲召令来京，未曾降旨”，意思为雍正早已觉察杨名时
案其中必有蹊跷，早欲召其进京还其清白，但国事繁重又一时疏漏才没有解决。
乾隆这番言辞很好地照顾到了雍正的面子，被雍正时期的老臣很是看好，这也为后来寻求老臣们对其
进行改革的支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乾隆又说“仰体皇考圣意”，召杨名时来京，另有任用。
除此还大赞杨名时学问纯正，品行端正。
其此番赞扬明眼人都能看个明白，其实是在收买人心，表明自己即位之后不会像父皇雍正那般严苛和
狠毒。
乾隆此举可谓是有智有谋。
他开创大清盛世的一个序幕才刚刚拉开。
乾隆对于进行此举的时机明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就是给官员和百姓一个信号，
告诉大家他弘历不是雍正，他比雍正更加胸怀宽广，更加体察民情，更加公平。
这些也正是他新政中要进行改革的内容。
第六节 宽严相济 渐成“康乾盛世”“治天下之道，贵在其中。
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
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
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纲纪，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徼幸之心，此皇考因时
更化，所以导之于至中。
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竟不，以臻致平康正直
之治。
”——《清高宗实录》乾隆即帝位时刚好二十五岁，历经两个朝代。
在这二十多年里，他既看清了皇祖父“仁政”的可取之处和弊端所在，也看到了父皇严厉治国给百姓
营造的休养生息的氛围，以及这种制度所留下的遗憾。
所以他刚即位就打算改弦更张，综合康熙和雍正的特点，发展自己“宽严相济”的政治思想。
乾隆一生崇拜康熙看事物的精准度和做事的恰当度，但他明白，康熙之所以实行宽松政策是有一定原
因的。
首先，康熙本来就具有宽容仁慈的性格，所以待臣待民自然也是处处留情；其次，康熙执政之初，清
朝取得政权才刚刚几代人，他即位之前又发生了长达四十多年的战争，社会经济低迷，国库空虚，百
姓也无法安居乐业，国家根基不稳。
而当时为了稳固政权和休养生息，康熙不得不实行宽松的政策。
即使康熙对于朝中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了如指掌，他还是会稍加纵容，以至于康熙晚年朝中官员贪污
成风，腐败问题严重，而且九子夺嫡事件造成的各党派纷争使得内部政治斗争激烈，朝政一度废弛。
康熙治国政策太过宽松，雍正的策略又太严厉。
因为康熙末年官场的腐败问题发展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假如雍正不采强硬措施是不会达到治理
效果的，所以，雍正对于官员贪腐问题的处理一向是雷厉风行，严格执法，丝毫不留情面。
但政治制度太过严苛总归是不利于发展的，所以乾隆只好结合二者之长来判定自己的治国方略。
于是，他总结道：“治天下之道，贵在其中。
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
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
皇考昭成大统，整顿纲纪，俾吏官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侥幸之心，此皇考因
时更化，所以导之于至中。
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唯思刚柔相济，以臻平康正直之治。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乾隆大帝全传>>

”乾隆主张的是让臣民们畏惧法律却不畏惧皇权，让他们严格遵守法律，又能对治理国家各抒己见。
乾隆执政之初就这样公然指责上辈的政治制度，并且废除和纠正相关制度，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因为乾隆即位不久，没有有实力的亲信，要实行改革存在一定困难。
而且当时身居要职和有威望的大臣都是雍正的旧部，一旦乾隆新政实行得不好，就会被扣上忤逆不孝
和擅改祖制的罪名。
所以，在局面转化时乾隆拿雍正的遗诏做理由。
其中有关于政治宽严的内容大致有：一个国家之所以设定法律，是为了铲除奸恶，惩处贪赃枉法之辈
，以正民风，以肃官风，但在实行时的宽与严没有一定的标准，官吏们都结党营私。
为了惩戒这些行为，把所有的制度条例从宽改为严。
乾隆就这样既不否定先皇的旧制，又悄无声息地实行自己的新改革，并且把原来旧制太过严苛的弊端
归罪于原来的大臣，实在是一箭双雕。
乾隆“宽严相济”政策中的“严”首先表现在强调实政，革除官场恶习上。
他反对繁文缛节，提倡文官注重国计民生，武官注重奋战于疆场的精神。
除此之外，乾隆还喜欢听真话，不论是夸赞自己的还是直言自己过失的言语，他都喜欢听。
因为乾隆早已发现在官场大致存在着三种不良的习气：一是都喜欢做夸赞皇帝、歌功颂德的表面文章
，乾隆刚登基，众大臣争相献宝，只讲好话，所以乾隆决心除此恶习；二是官员们都喜欢计较小事情
，遇到大事唯恐躲之不及，只讲空话不干实事，盛行唯唯诺诺的官僚作风；三是不关注真正的民生，
只求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其次，在处理允!集团案的过程中，乾隆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而处理曾静案则较为严厉。
一来是允!等人的遭遇确实是先皇刻意惩治而造成的，另外，乾隆宽大处理允!等人也是想得到满族亲
贵的支持和拥戴，以更好地实行自己的治国方略。
而对于曾静的反清案必须给予严厉的打击，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在对年羹尧等人的案件的处理上，乾隆也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
年羹尧本是有功之臣，只由于雍正对他的不放心，就治年羹尧的重罪，并把和他有过交往的一干人等
全都施以惩罚。
乾隆明白这些人大都是无辜被牵连的，所以他根据实情将他们能放则放，能用则用。
而这些人得到了乾隆的翻案后自然感恩戴德，后来很多都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宽严相济的政策使官员们不敢再贪赃枉法，也不敢肆意妄为；而那些曾受过乾隆恩典的臣子，感恩于
乾隆，也为国家的发展带来不少的动力。
如此的“宽严相济”使得朝纲正直，民与官其乐融融，再加上乾隆大力发展农业，使得生产力大大提
升，逐渐拉开“康乾盛世”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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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归根到底，乾隆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
    十八世纪时的中国享受着史无前例的盛平和繁荣，人口空前增长，但是人口的增长最终破坏了这种
盛平和繁荣的局面⋯⋯这种增长并未引起清代统治制度的相应发展。
人口虽增长了一倍，但民政、军事却日渐腐败，国内矛盾也日趋尖锐。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    乾隆皇帝越到老年，越形成一个心理定势：成绩是主要的，问
题是局部的。
乾隆晚年时期连续爆发多起贪污大案，他却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既已发现和处理，就证明
问题已经解决。
    ——历史作家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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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乾隆大帝全传》编辑推荐：康熙、雍正、乾隆统治的时期无疑是清朝最鼎盛的时期，这三个阶段的
总和实际上就是半部清朝历史。
乾隆就是在这一时期引导清朝不断走向鼎盛，又慢慢走向衰弱的关键人物。
书中涉及康熙年间的“九子夺嫡”、雍正继位后创立“密立皇储”制度和乾隆登上历史舞台后大展拳
脚推新政、整顿吏治、十全武功巩固疆土等重要历史事件，以及乾隆后期是如何大兴文字狱、闭关锁
国致使清王朝走向没落的。
《乾隆大帝全传》以清王朝由盛转衰为主线，引导读者客观地理解乾隆皇帝。
《乾隆大帝全传》描述乾隆的生平事迹时涉及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代帝王的治国策略以及性格
，以便通过对比来突出展现乾隆的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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