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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后的中华帝国：解读清朝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封建帝国。
这是一个带有众多疑案与悬念的帝国；一个风云千变万幻、气象日更月张、充满无尽变数与抉择的帝
国。
改朝换代之初，血雨腥风席卷整个帝国。
如果没有血腥杀戮。
它恐怕难以在封建王朝的大舞台上出演一幕幕悲喜剧。
一如许多封建帝国一样，雄才大略的君主、尔虞我诈的宫廷竞争、贪官污吏的丑态逐一亮相。
与其他封建帝国不同的是，大清帝国在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中走向了衰亡。
而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开明人士的救亡图存、异域文明的西学东渐、铁血共和的惨淡开场，又为这
个朝代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虽然大清帝国的版图不是历史上最大的，但不可否认，它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
尽管如此，大清帝国却也无法改写封建王朝最后终结的命运。
在冲冠一怒为红颜中，大明帝国结束了它的历史，而清王朝则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反清复明成了终
清一代不变的口号。
而在这268年间，或悲或喜，或跌宕起伏或波澜不惊的一幕幕在发生着，留给后人的感觉是荣耀与耻辱
同生，梦想与失落一色。
时局动荡，志士惊颜。
由辉煌到颓废，由丰功伟绩到丧权辱国，令国人扼腕。
其实，在大清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帝国崛起的神话，也看到了没落王朝的悲哀。
这是浑然天成、毫无矫饰的结合。
而在今天，我们重新解读大清的崛起，不仅是对历史进程的一种重新诠释，也是对价值观念的一次全
新洗礼。
如果简单地还原历史，似乎难以从中借鉴王朝兴衰的些许经验。
要洞察其规律原则，就必须从这个最后的封建帝国入手，将触角扩展到整个封建时代，而我们研究的
视野也可以随之上升到理性层次。
虽然历史发展。
尤其基本的客观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历史上，也许一个偶然出现的事件、一位偶然出现
的君主，就会改变社会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朝代的兴衰。
尽管如此，我们依旧有必要从王朝崛起的过程中，挖掘直接影响到这些人或事的因素，而并非要从天
命找出答案。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具体的英雄是在偶然中涌现的，充满了许多变数。
也许就在人的一念之间，历史的走向就会大相径庭，因此我们不能无视偶然性的重要。
品读末代王朝的崛起，我们似乎很有必要从整个封建王朝更替的历史进程中找出相似之处。
如果说，封建帝国有其发展的历史必然，那么，困扰我们的是，为什么有的王朝衰落以至灭亡，而另
一个却在勃勃兴起？
同样是封建王朝，有的能持续三、四百年，有的却只存在了一、二十年？
为什么同样是一姓当国，有的君主能开疆拓土，有的却只会割地赔款？
我们无法假设历史，更无法重新演绎历史，也许，这正是历史的意蕴所在。
评价一个王朝，历来是见仁见智，而对大清帝国的评价更是如此。
解答这一命题的关键，是评价标准的把握。
作为现代的我们，不能用超时代的话语去要求彼时彼地的人们，而应该移行换位，把评价的标准放在
当时当地的价值尺度上。
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有今人的觉悟，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对历史也是不公正的。
清朝的崛起无疑是伟大的，能够从白山黑水之间以十三甲起事，到挥兵入关，剑指大明，摧枯拉朽，
势如破竹，而这个帝国存在的时间和开拓疆土之功丝毫不逊色于汉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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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1644年满族入关继承大统，到公元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期间出现了封建帝国的最后一
次辉煌表演“康雍乾盛世”，而这段时间长达135年。
虽然，这是末代的封建王朝，但我们依旧可以从行将日落的大清帝国看到一幕幕革新的气象，依旧可
以感受到封建王朝前所未有的新成就。
当满人入关时，欧洲大陆上依旧是小国林立的局面，法国还没有发生轰动世界的大革命，而德国还没
有统一。
那个时候，美利坚合众国远未成立，同样，俄国没有进行农奴制改革，日本也没有明治维新。
论及当时的世界强国，大清依旧可以傲视寰宇。
那个时期依旧是东方巨龙最精彩的段落之一。
中华文明依旧在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里延续。
而这种良性的文化基因培植了一个实力甚强的帝国。
而从一个封建王朝的角度来说，清朝也无疑是成功的。
单从其最高统帅皇帝的表现来看，就不得不令人钦佩。
清朝建国近300年。
自入关迄逊位也有268年，共有13朝、12君，英明之主颇多。
努尔哈赤、皇太极创业开国，勇武睿智，自不必说。
顺治年幼，驾驭贰臣，统一天下。
虽不爱江山爱美人，痛董妃之逝而思出世，但其聪慧也有过人处。
康熙少年登基，聪明睿智，精明强干，文治武功都很可观，兼有好学不俗的精神、宽大爱民的治术，
虽末叶稍流纵弛之弊，但休养生息乃是守成必不可少的阶段。
雍正刚毅明察，完全是成熟政治家的作风，任法治，尚廉洁，吏道澄清，海宇安宁。
乾隆少年时代便睿智非常，康熙很早就注意到他的能力，对手下的控制、对国家全局的操控、对时局
变幻的把握都显然高人一筹，以致能累列朝之积德，成全盛之规模，达王朝之鼎盛，与历朝历代相比
毫不逊色。
康雍乾这3个皇帝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知识上也有很高造诣：康熙长于西洋科技，我们今天所用的数学
术语“元”、“次”等就是此君的发明：雍正下笔千言，诏书文从字顺，不假修改，亦可以算作一位
散文家：乾隆书画俱佳，一生作诗数万首，自称千古第一诗皇帝。
嘉庆温良恭俭。
虽不能挽衰世于既倒，但也于守成有大益。
道光虽遭遇强虏签订败约，但扪心自问，非德误国，而实不能，也不是没有可圈可点之处；其厉行勤
俭，从我做起，在历代皇帝中都是绝无仅有。
咸丰差强人意，是清代皇帝中最不称职的，但也没有显著失德的弊病。
同治以后完全是慈禧的天下，她才智敏捷，意志坚强，信用曾胡左李诸人，擅长以力打力、以权制权
，遂有中兴盛业，维系没落江山；惟好逸乐，贪财货，阉寺弄柄，吏治日偷。
内阻自强之机，外召联军之祸，卒为清室灭亡的最大原因。
光绪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结果变法无成，身被囚死；但也属于有心作为，无力回天，至少是有变法
图强之举，非品德误国，而是时势弄人。
就连末代天子宣统，经过人民政府改造后，也是一个非常真实、善良、可爱的共和国公民。
大清帝国的不幸在于，当它走过康雍乾盛世的时候，西方世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革命的浪
潮正席卷欧美大陆，法国巴士底狱被攻陷、路易十四被送上断头台，美国发表独立宣言，日本开始明
治维新。
如果此时大清朝廷能用开阔的眼光看待世界的变化，能够不那么封闭保守、妄自尊大，采用变革的方
式，也许可以多延长一段时间，使有数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华古国不会那么落后。
事实上，正是这个帝国，让古老的中国饱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之苦，中国社会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
的深渊。
当公元1911年到来时，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帝国画上了句号。
帝国的背影已经渐渐模糊，身形渐行渐远，沉重的紫禁城宫门落上了历史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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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毕竟是离我们最近的封建王朝，关于这个王朝的荣辱兴衰，我们依旧可以讲述很多的故事。
偏重历史情结的中国人要牢记过去，就无法逾越这座帝国的高山。
从该意义上说，解读大清帝国的崛起与衰亡，也正是解读我们的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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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改朝换代之初，血雨腥风席卷着整个帝国。
如果没有血腥杀戮，这个帝国恐怕难以在封建王朝的大舞台上上演一幕幕悲喜剧。
一如许多的封建帝国一样，雄才大略的君主、尔虞我诈的宫廷竞争、贪官污吏的丑态逐一亮相。
与其他封建帝国不同的是，大清帝国在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中走向了衰亡。
而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开明人士的救亡图存、异域文明的西学东渐、铁血共和的惨淡开场，却为这
个朝代带来了许多前朝未有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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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历史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最漫长，同时也是最有趣的历史。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最明显的表象就是一种往复的循环，一种强大的惯性。
诚然，“历史循环”是一种古老观念。
最早提出这一观念的，当属战国末期的邹衍，他的“五德终始”说，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解释历史
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换，认为历史是所谓“五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的循环。
这种循环论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
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上
升的过程。
今天我们固然不会去盲从古人的思维，但历史循环依然有很大市场和空间，值得我们再去探讨和研究
。
中国号称数千年文明，其长度和深度足以让我们从中摘取任何想要证明的理论和观点的充足论据与史
实。
中国从有朝代记录开始，就一直演绎着这一普遍的现象，统一与分裂成为中国历史最常见的形态和带
有周期性的循环。
如果从远古算起，最早的离合(分裂与统一)时代应该是黄帝，黄帝与蚩尤的征战为离，而黄帝与炎帝
的依附为合。
从数字上看，在黄帝时传说有百里之国万区，大禹会诸侯于涂山时尚有执玉帛者万国，但至商朝便锐
减至3000国，周朝更减到1800国，到春秋时代竞只有100余国了。
而从有可靠文字询查的夏朝开始，这种离合趋势愈加明显。
夏商西周时期加起来约1357年，此3代是中国第一种统一的国家形式。
这种形式不同于以后的封建王朝体系，如果给它加上一个名字，可暂称之为共主联邦制，因为这时候
它名义下各诸侯国的军政主权比较独立，只是名分上的共主。
开创这一时代的夏朝共有16王，历经大约500年。
随后商汤取而代之，商有31王，持续大约600年。
周朝分为西周与东周，其中西周共13王，历经257年；东周只是名义上的称号，实则已经四分五裂，我
们更熟悉的名字是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大约600年，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分裂时期，也是创立新型统一国家的过渡时期
。
这个时段，从数量上讲是多国变少国，从质量上说是小国成大国。
在春秋300余年中，大鱼吃小鱼的故事屡见记载。
结束这一时期的是秦王赢政，他只用了短短17年时间就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建立了统一的大帝国。
秦汉时期约441年，统一帝国，其中有过短期的内乱与战争。
秦朝二世而亡，仅仅生存了15年。
楚汉相争用了5年，最后刘邦建立西汉，延续了215年。
到公元8年汉王朝被外戚王莽篡夺，只生存了15年。
后又被汉光武帝刘秀夺回来，建立东汉。
经过100多年，到汉献帝初平元年，各州郡长官起兵讨伐董卓，中原大地又一次步人分裂。
三国两晋南北朝约376年，典型的分裂时期。
这一时期经历了三国鼎立，魏灭蜀，晋篡魏，晋灭吴，大约60年。
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又进入短暂统一的局面，西晋算是名义上统一了52年，但其中后15年还是内乱阶段
。
到东晋南北朝时期，彻底进入全面分裂局面，经过东晋偏安和十六国纷扰以及南北朝对立，这种大分
裂一直延续了近300年。
这个时代的终结者是其特殊的产物——民族融合的混血杨坚。
公元581年北周隋王杨坚(周宣帝皇后杨氏之父)，接受自己外孙周静帝宇文衍“禅让”，兵不血刃地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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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皇帝宝座，随后又经过大规模征战，终于在公元589年得到统一。
隋唐约315年，统一时期。
其中隋朝39年，天下转入李唐手中，包括史无前例的武周时期，共经历276年。
公元907年3月，经过一番假意的推辞，时为天下兵马元帅的朱全忠接受唐哀帝李祝“禅位”，建国号
梁，改元开平，以开封为国都。
300多年的统一中国再次走进分裂时期。
梁唐晋汉周，我们今天的称谓都加上后字，这一方面是避免与同名的前朝混淆，一方面说明这些君王
对前朝一统江山的向往。
这个时代被称为五代十国，其时间相对短小，一般认为从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
短短54年间，中原相继出现梁、唐、晋、汉、周5个朝代。
同时还相继出现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即荆南)和北汉10个割据政权。
起家于后周的赵匡胤建立北宋，终于完成统一大业。
北宋于公元964年、公元965年、公元970年先后消灭荆湘、后蜀、南汉3地，又于公元974年击败势力较
强的南唐。
此后，吴越与福建漳、泉等地方势力纷纷效忠宋王朝，纷乱的时局逐渐结束。
自此之后，中国历史上长期分裂的局面便没有再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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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解读大清帝国的兴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方面，前辈先贤们出版了大量书籍，撰写了多如牛毛的文章；另一方面，影视剧多以清宫戏为题材
，虽然戏说的很多，却让读者、观众对这个朝代的崛起和衰落有很多先入为主的概念。
为此，在决定撰写这部书之初，几位作者在构思其框架时，把如何提炼自己的观点当作首要任务。
对于历史而言，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如果编织出的故事是一样的花纹，历史恐怕就没这么大魅力了。
也许正是因为，对同一个朝代、同一个人物、同一个事件，人们的看法都会有些差别，所以历史才会
让人感觉到五彩缤纷。
在书中，一方面要体现大清帝国崛起为盛世的特色，另一方面作者们又要尽量把当前清宫戏中的一些
讹误进行修订。
如果读者朋友能够从这部书中汲取一些有益的知识，我们耗时两年的功夫就没有白费。
对于我们来说，当然希望读者能够对书中的内容给予认可，但是众口难调，要用轻松的文字风格解读
一个有268年历史的清朝谈何容易。
况且，现在全国的清史学者们正在进行大清史编纂工作，动辄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字的资料发掘出版
。
应该说，能够将清朝崛起的线索梳理清晰，并且提出一家之言，已经很不容易了。
本书的作者们，基本上都致力于清史的学习和研究，但功力有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还望前辈先
贤海涵，也希望读者诸君能够喜欢。
本书各个章节分工如下：前言张博，第一章 至第五章 任吉东，第六章 、第七章 张博、高福关，第八
章 、第九章 张博、韩玉洁，后记张博。
全书由张博和李子迟最后定稿。
张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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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盛世中国(清朝卷)》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封建帝国。
这是一个带有众多疑案与悬念的帝国；一个风云千变万幻、气象日更月张、充满无尽变数与抉择的帝
国，它充满了无尽变数与抉择，《盛世中国(清朝卷)》为您解读最后的中华帝国——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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