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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本书列举了清朝顺治、雍正、康熙、乾隆等各代皇帝鲜为人知
的历史事件。
从官场见闻，到帝王言行，从帝国花絮到朝廷政事，作者以科学、历史的角度，重新解读、评述了清
代的代表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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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谁制造的潜规则
  2．“敬”之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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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同治”年号的巧妙之处
五、康熙遗诏的价值
  1．遗诏正文译解
  2．遗诏隐含的价值
六、康熙以书法用人
  1．康熙论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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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用人之道
七、石匠丧事的背后
  1．一个石匠引发的风波
  2．满人的葬礼习俗
  3．集体贪污的明证
八、鬼子六——恭亲王奕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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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雍正的算盘　　当雍正看到这份奏章后，逮捕曾静、张熙的谕旨立即下达，并派出了刑部侍
郎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曾静等人。
　　曾静，这位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书生在经过几次大审后，恨不得把自己小时候下河捉鱼的事
情都交代出来。
吕留良亲族、门生和他的诸“同谋”及各家亲属都牵扯进来。
曾静，用他那颗自以为一往无前其实懦弱到极限的胆子把无数的人送进了坟墓。
已死的吕留良被刨坟劈棺，而他的后代和他的学生都被满门抄斩。
　　按照常理，曾静本人才应该是第一个进坟墓的人。
但他却安然地活了下来，原因就是：雍正有意救他。
雍正七年，雍正下令将曾静解到京师等待最后处理。
　　朝中大臣献上无数处置曾静的方式。
但无论哪一种，曾静都免不了一死。
可雍正哪一种都没有用，而是选择了另外的方式。
　　首先，雍正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
又在前面加上了长长的按语，并准备将其命名为《大义觉迷录》。
但他后来发现，此书内容有些单薄，因为没有大纲，只是像访谈一样的文字。
曾静说他杀父。
他就要在下面解释一大通；曾静说他弑兄，他又解释一大通。
满篇都是他的文字，这让人看上去似乎是自己再发表长篇大论。
他想的是，要把一本书做好，就必须面面俱到。
　　曾静似乎为他考虑到这点了，就马上写了一本《归仁录》，大肆赞扬雍正的仁德。
和他当初写的“十大罪”一样，他也是凭着想象力完成的。
　　雍正见到这本书后，大喜，将其放到自己的书中，并将回答方变成了曾静。
《大义觉迷录》由此成功上市。
他立即下令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曾静到江宁、苏州
、杭州等地去宣传这部奇书。
　　当然。
这种一问一答的方式在当时的大清朝图书市场的确是一个闪光点。
而且问的人是皇帝，答的人是名扬天下的那个胆小鬼曾静。
此书内容也有可看点，大概不用宣传。
此书成为畅销书已是不争的事实。
　　此书的基本形式大体是这样的：雍正质问，曾静作答。
曾静简单地回答一点问题后，就开始大骂自己，几乎到了狗血淋头的地步，从而反证他散布的有关雍
正争位的种种言语是如何的荒诞不经。
　　图书成功上市后，雍正又下令免罪释放曾静。
同时宣布将来继位的子孙也不得诛杀之。
理由是：曾静遣徒投书，使朝廷得以顺藤摸瓜，查出谤言的制造者。
这样说来。
曾静当“有功”。
雍正不但放了曾静，还给了曾静一份工作。
他下令在曾静的家乡湖南成立观风俗使衙门。
将曾静派到观风俗使衙门效力。
曾静对自己的工作十分负责。
配合着雍正，到各地宣讲皇帝的“圣德”。
　　3．雍正的疏忽　　从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曾静的泼妇骂街骂疼了雍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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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自己很委屈，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有不得已的苦衷。
世人不理解他的苦衷，他当然觉得委屈。
那么，作为一个皇帝，他需要有个辩白的机会。
就像是一个屠夫杀了一头猪被人骂杀生一样，这个屠夫肯定要告诉骂他的人和其他人，自己也是为了
生活才这样做的。
　　于是，雍正颇费心思地设计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
《大义觉迷录》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辩驳。
一种最后将对方彻底而且无条件驳倒的辩驳。
让曾静等人自己下去痛骂自己，现身说法，对皇帝的清誉而言，显然比杀了他们要有利的多。
　　但也正如张鸣先生所言。
雍正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中国传统政治是黑幕政治，或者说是黑箱政治，上层的事情，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昭示于公众。
　　在这种政治下生活的人们，可以凭借着想象力来断定一切事情的真实。
但事情的真相是永远也不可能透露出来的。
另外，中国传统政治下的官员不善于解释，确切地说，是不屑于解释。
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让这种政治下的官僚们养成了一种“任你谣言满天。
我似闲庭信步”的泰然与漠视。
　　时间一长。
大家自然对所有的事糊里糊涂，将信将疑，这种状况在多数情况下反而有利于政治的操控。
而谣言往往兴盛发达，也源于此。
　　当雍正将自己的那一番辩白以图书的形式推到市场上以后，人们看的并不是你如何的表白，而是
看这表白是否验证了自己听来的消息。
结果可想而知，这些人，特别是善于春秋笔法的中国知识分子很轻松地就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事情的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在清朝诸帝中，关于雍正的传言和非议是最多的。
　　雍正其实并不蠢。
但怎么会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来呢？
大概是着急的结果。
他太着急想要让天下人相信自己了。
有人可以急中生智，而有人，比如雍正，则是急中生蠢。
　　他像一个孩子一样，跟天下人撒娇似地说，自己并不坏。
可谁听呢？
即使听了，又有几个人能信呢？
所谓的内幕早在百姓脑袋里成型了，而你若真正披露内幕的时候，人们除了认为你这是假的外。
还会从中找出更多的内幕。
　　雍正驾崩两个月后，继位但尚未改元的乾隆就违背了父亲当初的旨意，下旨把曾静凌迟处死，并
且命令各地将那本畅销书立即下架。
或许，在这位乾隆皇帝看来，父亲的天真简直就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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