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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角度看乾 他的时代

定宜庄

在中罔 . 乾隆阜帘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执政时间最

长，在他统治的漫伏的 60 年中 ， "康乾盛世 " 被推至鼎盛 ，

这使今天向律 "强国梦 " 的中国人为之骄傲并缅怀不已。

影视与文学作品中历时数十年不衰的清宵戏 ， 更以乾隆皇帘

为题材 ， 演绎出层出不穷的足以供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

故事。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说 ， 乾隆朝也是清朝历史中最重要

的一段时期 . 在史家眼中 ， 它是消制由盛转哀的开始 ， 这种

作1盛传丧的契机和过稳以及从中反映出的各种现象 ， 从来部

是史家关注的1丁点 。 ii?<近 τ三十年 ， 我国清史学界对乾隆帝

及其所统治的栩代的研究 ， 堪称硕果累累 ， 仅乾隆皇帝的传

记，就已经有六七I\ß专著问世 ， 大多数都出自治史多年、功

)J深厚的专家之手 ， 其中不乏上乘之作 . 所涉及的诸多重大

事件、重大i义毡 ， 已经不限于乾院一朝 ， 而是有清一代乃至

整个中国历史研究中多年来颇为关注的问题。

不过 ， 我们手中的这部〈乾隆帝) ， 却不在上述提及的

范瞬之内 ， 因为它并非出自中国的清史学家之手。 本书作者

Mark C. Elli础， 中文名欧立德 ， 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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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教授 ， 他的研究领域 ， 主安足 1600 年以后的中同史和

内陆ïIl'洲~ . 因此 f-l:: J< f乍《满洲之i且:八旗与 I古代族 ll't认

同) . 而被视为i丘 1j 来在国内颇受争议的关闰 新r古史 " ?

派的领军人吻之一 在、可今的申~(Ì自史学界，尤其年市→代

的?苦中 不江i道饱的人恐怕小多 但足这部乾降皇帝的传

i己 ， 却并反 i牛 在u纯学忙专著 . 句是 im .;1.英文写作、面lf吁

欧美 1)11些讨中|利史感兴岖的读者的 ì1: 1却 . ia二前被美国的大学

咋 J9 本科'[ 学斗中 l到史的教材来!H的 所从 ， 它的变众ll't忧

延纯宁木 'fJbi . iiJiiZ 广泛 il手事

I -J j 1豆怦一部件-tf ，孜 tz电? 1fιl~w$ 不孵 我灭可1 I' 1 fH'í 

YJ俐在从 li学术研庄的辰f J:'f 曲2 . 倒 ffi .tJ;{卡m民 ， l' 史币 11J 的

学术研究 . Z且汲 f这样 f中对他 f 术发恨iS路未必 fl 利的 l

们 . 何况懊73i主牛羊的作品也井水P松 ， !t 全有些吃 }J 小时

H rj1] i也自己对此 ~IJ有这位的解ff 他 l垃{< f也召来 ， 尽管 I;r't.:

降息'品'是一位{f.世界历史中(!自 j幸运他说的不;是或奋不仪

仅!止在中国万史由 )tt绍过重大作用的人吻 fl3.迄今沟止 .

在绝大多钦欧美国家.他却仍然鲜λ1人知 巾国人耳热能诈

的 .. 康雍乾" τtt卡 ， 对外国人而言 却依然榈吁陌叶， , ifn 

对世界历史米l垃.白口~缺少了对乾降 t注帘与他的清朝帘同的

叙述 .Eli缺少了很大的干部分 . 而且足非常重要的 部分。

他边向论泊 . 如I果人 (1 J奥的想览t理解今λ正在崛起的这个巾

凶，就必须对乾阶阜帝所处的那个时 I\::f'以认真的'$悦。月l

以 . 作为·名历史学家，向欧美i虫去介州这个人物 . jil~人

们关注这个人物和这个时代，址他的资任 孜感动于他的这

种食任感和为此付出的热情.这是我跑意为本书的中详4'>-1乍

序 . 并向中国学界和谈荐惟荐这部书的líÄ肉 2

本书既然是沟不熟悉、不]'解中国历史的欧美读，Jf rfu 

JI 



换一个角皮鞋It酷和1恤的时代

作 ， 所以 ， 尽管对于乾隆朝的种种败象 ， 作者也有深入具体

的指恼和批评， 就像中国学者常做的那样 ， 但是作者更着)J

的 . 还是向读者展示一个繁荣强盛的东方帝国 ， 它疆域iL

阔、社会~庶、经济发达、文化高度繁荣。这个帝国中最富

庶的那些人控制着当时地球上政多的财富 ， 它的行政管理体

系和效率 . 是其他任何I前现代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总之 ， 对

乾院这个人物和消帝国，本t&看米有过多溢美之词， 1.旦据我

理解 咱 这倒不是出于作者的个人偏好 . 更不是哗众取宠 ， 而

是表达了作者的一种愿鸣。 他希望让四方读者知道 ， 在 18

世纪的东方 ， 也同样有过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力不逊于西方

同时代任何帝国的王朝 ， 这个王朝的统治者曾通过许多方式

参与 f全球历史的发展 ， 并对这种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是中国学者很少有人指出过的。

说到这里 ， 读者当然也会产生-个问题。那就娃 ， 既然

这部书是由美国学者向不熟悉中国历史的读吝写的 ， 那它对

于我们中国的读者，又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有什么必

要花费如许精力，将官翻译成中文并且在中国出版呢?

我想 ， 首先是贯穿于全书的全珠史的叙事角度。具体地

说，譬如木书-开篇 ， 就提到"漫长的 18 世纪 .， ( Long 

eighte f" rlth century) . 须知这并不仅指某个特定的时阅段，而

是世界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 甚至已经成为史学研究

中的一个专门领域。对于这个在世界史中被视为具有独一无

二重妥性的 " 革命时代" ， 无疑应该将与之同时代的 、 在中

国历史上也极为.m::æ的乾隐时代包括进去 ， 而且应该将后者

罩于这样的历史悄域中进行观察和分析。 令人遗憾的是 ， 尽

管这个概念在欧美学界被广泛认知的时间已经有 20 年甚至

更长 . 也有一些论述早已译成中文 ， 但在中国学界迄今鲜有

III 



盹隆帝

1 W h'L ~ .jJi:们仍然步]惯于以 .. 跺乾盛 llt .. 的传统说法 . 以

-种向 l哇自 l舌的为式描必它 ， rfri没有在识到 ， 从这里人手 t

(Ì"l寺的斜 . rfJ]~ 是仪{且将 tU~ /J， jJ 向传纷吐会俑V'it恒的盛

R规11\来看715 才能够使我们对乾降时代的研究古更多元更

严层的理解和丈!函件的突破

将乾;主倒与 j{ I也 ~íifiQ 1~'!Ìi 国进行比较. . f: f、 lX 仅!牛简'f'

州、机械地罗列di- 后的同 J.' . 它需姐1ft具{:f付这均不|叶

常国各n -f fril 哇!币的n~ ~IJ tt~ ìfl才察 J). J占怦的斐求，1任何 个

世 ir识青lo :J: i\Ìi, J叶例也 f二 ;ζ 「生区一句;小 Ir，能够 If-. jU的任各

11 J 本 1'， (Jc i.l; IJJ而 . ii二!止 L' 川I能ltlJ估t r 吨 flt i?屯村的ZU lA 悔

自núJ:{全r~ /iiij Iiti "!j 土 I 'dt f世 斗争 Itl f!丁小 4 日、1 . HZ气也 314附 JÏ芮?Hi

付1生以歧统.fi ð JI} f'兰拎店和s牛?他所做的 ;，f}J ， 'u.也付 ψJ 'J111 W;J 

{ !'n- 电JJ ' J 传统中 1M T 帧之问印度的延续性 咋巧'仁总 frJ rjl t再l

E帜的刀史布满洲统 (f; ?i 所处'盐的极布1[.注的.lJ. 识形 13 系

统 . 认巾i主培号纯收F革♀津~ 1':能像俄罗斯的彼得λ;于?f fJlllt卅

块大姐~悦辛苦斤的 1取喝 主些比较，以放阶~~背后的思JE 币'分

析 . 虽然口I能存在l占多值得商憧之处，但还是能够促使孜们

换一个新的角度 . 从另-个市王5 ， 来吾 {3乾降 lJ至有屑一代

的性质 . 分析申lJ幸朝产飞的各种问题的 l联网

前 IH I 冉说过 . 杠 iqq:: :.止 一部纯芦术专莉 ， 书中陪I J主

申l:~~擅长 生l州步的各 1-- fj由、各种 fnJ题 ， 太华以也并非怅

向作芮本人的研究成果 ， rm J:止 EE用了近 . : ~!!è 辰1青史学界

的大制研究成琪 ， )t中包1，1; j- Z 1M主rJ((.)中国学后的研究 j f.J 

'.li多的 ìf 足关国学者的-:f;'作。 !f 牛:岛的::ïl儿章中 ， 作乎?将他

hfi 采纳的各种成呆的出处- -做了具体Ð!l}g的说明 ， 使这样

-部篇幅并不1日长的书 ， 几乎成为J在国近作关 F中囚rti 史研

究的 个展，t. 通过本 15 . 政们可以大致了解美国学界计 j

lV 



接一个如匮曹耻障制他的时代

乾F幸帘乃至乾隆所处时代 ， 着盟关注的是哪些方面 ， 在哪些

方面有重要的被公认的成果 ， 有哪些比较重大的争论 ， 又有

些什么时下最流行的议题和面向 。 能够做到这一点 ， 一是由

丁工作者作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和赞正消东亚中心的教搜 .

多年来始终位于学术研究的前沿 ， 近水楼台 ， 有交流与研究

之倪。再一个 .iJiii止作者的概把能力了 . 用简洁明了的文字

将这些学术成果准确地 、 生ï;lJ地表达出来 . 这i在作者为自己

订立的同标 ， 我认为这个目标是达到了的。 第三 ， 这也体现

了作者对其他罔行的尊亟 然而 ， 本书的重要性 ， 在夜看来

还不在于此 ， 而在于它可以为中国研习史学尤其是清史的年

轻学昌 ， 提供一个了解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途径。这对于1乍

吝 ， 可能是无意为之 . 我却认为 - 这是将本书译成中文的最

有价值之所在。

如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 ， 学术研究包括史学 ， 都

不可迹免地面临着必须与国际接轨的问题 ， 了解我们在国际

上的地位也成为学吝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而这个 " 国际

地位" 不仅包括当 F . 而且也包摇过去 ， 也就是历史 。 我

觉斜 • !J I到跨越中美之间的文化障碍进行更深入广泛的交

流 ， 应该是中外学者共同的努力方向。

欧立德教嫂， 我一直拨照美国人的习惯， 称他为 Mark 。

他早年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时 ， 就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 ，

远赴台北和辽宁大学 ， 攻读巾国诺言和历史 . 不仅学得一口

流利的中文口语 ， 而且在学习满文上也颇下功夫 ， 因而能够

顺利阅读汉文和满文的文献档案。 他 1990 年再次来京进修期

间 ， 经日本神回信夫教授惟荐引见， 专程登门拜见我的恩师、

中国着名清史专家王钟翰教授 ， 自称从先生处受益良多 ， 遂

对先生执弟子礼 ， 从此与我 ， 便以同门师姐师弟相处 ， 转眼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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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已 24 何矣。我俩的博士论文:在题相似 ， 同样从爬fJ1t i芮文均

案开始，同样从研究八旗制度起步，气卡余年多有过从 3 常

言边 . 多 A个朋友多-条路 ， 技则;常说，多」个朋友多一扇

窗. Mark 于我 . 就是一扇可从从这理看到罔际学界精彩纷引

以lzt的饺子 夜为有这悖的师弟手口朋友庆幸.也视忍他越lË:

越自于， !iI美国的叶同学研究做出更大的页献

2009 年{r. ， 我曾为我的两名博宁生开 ill: r 门"美国
申网'庐'课程 . 11'\:1]带领他们 l到读 盹美国史学亏j( !Ü ,j';fi d: 
版的 IE 文的研究成唱 戏吁:研究军 lL位年轩14{-11}切后兵且

只且!< • 1 均 IJ il 人址、;二.凶 U 飞向 ， LI:r J!:他单门的作轻学者、

学呼气~IJI J. f 足i'l lr戊}主 43HE . +!1约 F每 j苟飞1-牛在我 Ú 1611'冗

'字的办公至棋会 叼 ~斤 1士'斗， .';1. rtl A '，i-共同选定.伦 t才ttEl，任 l

l片 ，年轩人们也，o!， i函、巴、徘 i，~i天 . 每fll1寸iëO 'l . 场!刽戒严JJ

戎激烈 ， 我虽及19导师，却nER从他们那里 iXí'J的启发和拉

住 . 已经跑过我对他们的给予，欣慰l伙焊之怕府以，1 浅。这

个谈书班坚tj 年有余 . Mark 这部{乾晚帘} 目11是 J\t们当

茸曾经阅读Jt认真讨论过的'乍品之一.此后放军 ， 我的博上

生已经辛业 ， 我本人多数时间又在台湾或国外游学 . 凡苟手

翻译、校对以此联系出版l者1日宜，占~J在 l茜位年转入共同努力

的结果，贸lJl~博 t所付出的辛苦尤多 世日今本 1\由译本书}

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性大力支伴并慨于出版，我 JiI Mark A 

兴，也为l古位年轩的i牵 l'f 高只 愿以此文 . 纪念我与 Mark

)f前后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光。

是JiI序

2014 年 3 月于北京土地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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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本书主要针对美国和欧洲的读者而作，目的是向他们介

绍乾隆皇帝这样一位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

物。 我所面临的问题是 . 绝大多数欧美i卓著对于乾隆本人的

事迹一无所知，甚至连其名号都不知晓。 那么应该从何着

手?

中国读者可能会略到诧异 ， 像乾隆皇帝这样者名的人物

鲜为人知 ， 然而现实就是如此。可以说 ， 与二三

卡年前桐比 ， 或许如今西方人对于乾隆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

f棋。 这并不是因为看了大量有关乾降的畅销小说和影视剧j

(欧美罔家通常是无法看到这些作品的) . 而应该归功于在

很多博物馆举办的消代宫廷文物展览，它让以前对于 1 7 、

1 8 世纪的清朝缺乏感性认识的很多人 f解到其幸富多彩的

艺术品与陈设。尽管如此 . 中国人所熟知的戚、雍、乾三代

君主 ， 对于外国人而言依然较为陌生。作为历史学者 ， 我很

难接受这种悄况。 我相信，人们若想罢了解今天中国的崛

起，以及思考中国如何重返世界强国之列，首先应该重新市

视与思考中国上一次拥有这样的世界地位的时期 ， 而这恰好

指向乾隆的时代。因此 ， 我写作这一传记的目的之一就是给



性隆帝

盛行的"中国崛赳'论提供更峙的历史剖析，

这击ß1f关乾院本人及其时代的历史研究的 H标之 ，达

ìtì在4哥们对 18 世纪的中同如何适应全球历史潮流扶qJILlk的

'll!.知 l 人们(且至包括很多中国人)总是认沟 . 在 1840 -

1842 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前 滔代中国足对外封闭的 rfri f1<期

可l此 t'Ì能够消除 长城隔阻了中罔与外削阶界.， 这'炕M说

法.并以|刽向人们展示，乾降淌下的清代【 l' [词'扫'1<1:边4币

~刀 f"1: /1 经济‘主化、政治层面以J，Ut吨学术领域内部ilHf

炮台 tJ e个f-!: iJj 定的发展 f1< if 旦、 llE~阿硝栩ftfU 事 h ifli -'-'j j丘

代早期的 Ilf 界各轩 L.Jjl-1 *!î{量(当然也 {Y t[ 年如J ) . j通过将r山制

的扩张、 1. 制改?在 ;J，放 ihlJ立 ';IUIS.lfUtf也斤fl目的Jf~ IJX; ill f r比

较 . nr;J. bDa.f~门村的制的理解 53 怀， 't J白历史学在 .f~ 

fI J tl!.必须iit ，v:j.1 凶 4斗的编史吨绕在， . J 主，1 t 6开 YE 巾， ，~们

1 些{Vi.怕的 EZj然足iX la j取始文献 . 'fri M J 的'l.'úJHrrtriλ . i土

包J占大 !$1满 lft及其他非ix. iH的-f 文献 总之 ， 我括号1M过

这本 15LEi斥人Jl] . 中凶的历史无疑是独特的. Lll 绝非 i牛 " 独

一无唱的"。 Ea然每一个画家都有其特殊 国恼 ， 向我认沟 ，

在 21 世纪 ， 直挺的是在全球的背景 F去研究中囚历史 . 1I口不

;牛 ñfl地去 i市~-比陈旧的叙述把中 i司íàfυ阶界阳他的

孤îLj大主?

7Ji44if古的;n 'íμ 标11: f f吏弘隆皇帝眨 l，J人俨 {L 申L

F革统治中囚的V闷句1 当地1:\: 吁 尘莫窍崩之11.1 . )1;形[1<己FE 问

趋伸化。 λ1 了确{电向 L二回价后!仕的完:美形象阳民自F声沓.丰L

~If{E 1廿a.1做IH JLi 大的势力 . 这就使 j'.}学者irJi民唯从这种 t~

织之卡发阳山申u者的 · 桌实. [fli 貌， lli:卒人也 H ，[ j巴拟 i丰台

uI以制'夺这层 l皂险而i耀眼的外壳 只能尽力将我所 f解到的

乾降个人生活bUl;性格的忡忡方面展现给大革。;fi 主IH址的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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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可以更多地表现出乾隆皇帝作为凡人的一面·非唯他的成

功.还有他的缺点和不幸。

拙若英文版出版后 ， 承蒙许多同行告知，这本书在他们

给本科生)1 设的中国史课程中很有用。 但据我所知， 本书在

学术界之外的传播尚属有限。 因此，我非常欣慰本书的中文

版本即将发行 ， 因为这意昧着我在 I~中所塑造出来的乾隆形

~如今可以呈现给更多的读者。同时 . 我也预料到这会是一

个些求更为苛刻的i实存群 ， 因为中因人对于乾隆皇帝及消韧

历史将遍都了解颇多。 所以 . 我必须请求中国读者对本书中

出现的一些似乎并不必要的阐释给予理解。即使书中的很多

内容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已经较为熟悉 ， 我仍希望本书提供的

独特视角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

最后 ， 我想对本书的译者王惠敏博士、吴玉廉博士、邢

新欣博士、邱J;~摄博士、汪祠博士以及贾这飞博士表达我的

真挚谢意。 我尤其要感谢贾建飞博士 ， 他主持了本书的翻译

t作并审校了全部译稿。我本人也逐字逐句认真审阅了全稿，

并做了进一步的校正和修改， 因此 ， 书中如果存在任何错误，

贞出自均由我JJr.归。此外 ， 我也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的编辑们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所付出的辛苦劳动。

欧立德

2014 年 l 月 2 日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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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If 以;而1 }J t 1 . 入 11 J 昌7届 1人可 18 世纠 h2 4、Jl白 i!J1 -

111 在 1'1 抗日:气 人们所称的 " 勺主~a -t!\ " n'U让 IfL 命

a.l' \. "的 ··t赞 k的 1 8 t怜纪 \ 钝认 J，j - jft从 17 t廿 fG~Id!.U古

到 [ 19 世纪扣] ι 此蚓 i同 . 欧洲的祉会.政治制经济结构

己却只育别代的号式 '芦实上 . 18 世纪{正如此的特殊 . 以

干于 2 绘成沟历史研亢 j1的一本独立领域 ， 出现了各种致 )J

J' 1 8 世纪创亢的学术期刊、协会和研究中心 . il‘国人占4尘

挺山[ " 18 世纪研究在 " 的说法

巧合的是 ， 同一时期在中罔历史上也足一个极为巫婆的

时用L 在很多方商 . 中国的 18 世纪都初欧洲的 18 世纪颇为

相似 . 号者部j民漫长 . 且都具有币大的历史意义 也i'1 对小

闵而 - - EE巫:w的发展是国家的人υ翻了一岳 . 从 1 7∞ 年

的 1. 5 ILll'llJo fll [ 1 800 年的 3 亿多 这种人口憬灼不断冲

.tr :n整个人节E V 肉然环境 . 同时 . 经济尤只是地区间的贸易

也获得 f繁荣发展 ， 饭大地提高 r人们的生活水卒 ， KE刺激

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城市地区尤其如此 与此同时 . 18 

世纪也见证了国家疆域为五百年来经大、学术考据时代的来

l院1 、文化的繁荣、各种深受入11 I欢迎的宗教 (J仰和宗孜组织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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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广泛发展。 最终，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 中国与欧洲的

交流骤增 . 中因之间还发生了首次近代的外交接触。

所有这些变化部发生在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悯一消

制时期。应当指出的是，清朝的统治家族和清王朝的上层贵

族是满洲人 ， 而非汉人。 满洲人起源于中国、制鲜、放苗和

西伯利亚交会之处的中国东北边自由这一大片区域(这一地

区在 19 世纪初期J被称为满洲) 。 这里JJ<.其西边的盖在占草

原，历史上是各 i'i!j牧与半游牧部落的家园 . 这些军事力量一

直威胁着中原王钥的稳定统治。 在公元 9∞ 年至 1400 年的

多数时间中 ， 许多北疆部落(最著名的就是放宙人)通过

军守主征服和中原王钢的政治妥协 ， 占领了中原王朝的太片领

土甚至是整个中原王朝。 1368 年 ， 朱元璋重新恢复了汉人

对这个国家的统治 ， 建立了强大的明钥 ， 但是其疆域并不包

括北方各部族所稽之地。

直到 16 世纪末 ， 满洲各部还只是一个松散的、充满纷

争的联饱。 但到了 17 世纪 20 年代 ， 就已经建立起一个虽小

却组织有序的后金罔 。 满洲的首领借鉴蒙古之例，创建了一

套较为;1，主运的可以与其统率下的强大军队榈匹配的行政机

构 ， 并逐步对外扩张。 1636 年 ， 他们改国号为"沽" 。 至

1644 年 . 满洲及其同盟的实力已经非常强大 ， 他们横扫了

H趋商弱的明王朝 ， 占领了北京城。 满洲统治者'认为他们的

军币胜利足以证明;J:t乃受自天命。 他们宣称拥有对汉人领域

(即中罔)的上权 . 消朝应当被视为正统王朝。 这一观念虽

为多数人接受 ， {R绝未被所有人接受。 作为一个人口数盘远

远少于汉人的统治中国的少数民族 ， 满洲人凭借其杰出的政

治智怒和军事力量的有机结合 ， 打造了世界史上一个伟大的

帝国。

v 



乾陆带

这一帘制λ;业征中国 漫长的 18 世纪'巾达到顶峰

时1于中国亘到 20 世纪才产泛使用公元纪年.因此.中国人

称版这-a.tJi量为"股乾盛世. 。 " 战"指的是'*熙号帘 e吾

'" 
1662 川 722 年间的清帝年号 ..乾 是乾陈帝( 17 门 -

1799 ) 的简称. i也是康熙皇帝的 fij r . 也是本祀的门心人
乾隆情k::: fi占明司主六 ffr 皇帝. 1736 - 1795 年在位，统治

的栩1占 60 年 ~d年 T 1795 年退位. fr j 依然在落后给忡43统

J I ( 主 1799 '尘世 因此 . 在中国历史 ι . f也常仪的H、I

物

r白，

问创û I J，i'\:. 的 hl Ú ~主帘

; ~ j Il二川自 ( John • "enn f>d 屯 )

今人 uIAf41'k l: . 的 I ~ fJ:)翰·

从 1960 气、马五kaL[司 Utt li 1'[ 

忱i!ì )"1 2024 ' 川'会址习、什么咋的"飞机

的11<'l fJ' I'fl 莎白-世(F.111"lw.h 1) -'~路 JA I )叫( Lllu i~ 

'<1\ )那样 . 乾阶'串31 也2\:驭了他的可~"I1-t'\:: ， i性的 tifJ咔呗造

了这" 11-t代的，啻 ilf . 他的年号则定义了这 aJf l::B'-J风格 。 尉，

隐还f~ fJ' RIl 部白 4悦和路 M 卡l叫 作 . 1非常关注)f:~吕力以H

认为的血û:H /iJ\今;毛钢造臼己的形象 他自古卢74571f世界 {~ 

18 世纪的~I问颇注l叹威的文学家伏尔泰( \oltaire ) 1'<'来，这

个满洲常王接近丁占主正理想中的哲学王( 1由 i I ()叫.he内 i ng ) 

*'阵对他多边 30 余卷的个人文学成就和为他赢得 一含在

人'称号的于世开拓惑主'J明样的问豪 "卜全在人"这个雅

号λj乾降木人所直至.它表明乾隆很喜欢自夸.同时也很自负

(乾隆不仪 lL巾因历史l::Á子命最长的皇帝..，f足l臼if象员多的

常'El

" 

\ I 

但是 . 乾院对近现代的巾国可谓功不叮没。 ff.乾隆统治

严愉巾 .T. ，句称 Jt为"盹隆帝" 冈 J与-~隆"~Jt<f P，. ,fii 11 JU与
'7 f' il. J.J (简便，捏在卒"中将台使阳-~障 ·i占 匍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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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帝国领土为数世纪中最大 ， 奠定了今天中国的基本疆

域。 根据乾隆的天下观 ， 清朝把从蒙古~J喜马位雅山脉、从

啧1徨次克海j?IJ 巴尔喀什湖的大片地域都并人了清帘国之中 .

乾院对这些地区说不罔语言、待不罔信仰的臣民实行了仁慈

111]公正的统治 。 他职极地惟i挂农业发展和地区贸易 ， 促进了

一段时期内的繁荣昌盛。 国内经济道勃发展 ， 多数民众的生

活水平挺高 ， 其中段需庶的一些人般市IJ苟地球上最多的财

富。 文化市业兴旺发达 ， 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地方出版过这

么多的罔书 。 出向乾隆帝国各固坊、窑场和作坊的佳作不仅

装饰 n南朝的宫殿和豪宅 ， 而且，甚至迄今仍为世界各博物

馆收藏 . 并成为拍卖行的精美拍品 中国也是当时的一个国

际贸易大凶 ， 直到 21 世纪 ， 中国才再次享有了这样的地位。

乾隆的建要性毋庸置疑 ， 但令人吃惊的是，至今竟然没

有一本有关他的英文或是西方其他语言的传记。 出版于

197 1 年的康无为 ( Harold Kahn ) 的名著《帝王眼中的君主

统治》足唯一一本有关乾隆的专著 ， 本书有关乾隆的论述

从中受益匪浅。 不过 ， 终究说来，那本书并非一本传记 ， iF.

直口m无为一针见血地指出的 ， 我们永远都不能真正了解这个

帝王。 我们只能从不同镜像中窥见他的不同形鼠 ， 而无论是

在哪个镜像中，这个帝王的形象都遭到了扭曲 。 但我们)F不

知ìtIl哪个}~*才是真实的乾隆。

在本书中 ， 很多论述都涉及乾隆的形*塑造。 但是 ， 在

m无为的若作出版后的 38 年间 ， 笼罩在乾隐身上的表象正

逐渐被层层剥离 ， 这就使得今天的我们能够越来越多地认识

到他的真正面貌。 大量清朝的官方档案向世界各国学者开

放 ， 已经在学术界激起了研究 18 世纪历史的热潮 ， 研究领

域包括政治制度、军事战役、对外关系、学术发展趋势和经

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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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变化， ft巳尽量将这jtE新的研究成果应用ì'F T ,jI:: I'j对乾隆

及 !taJ气的ì~庄之中，我所依赖的主婆是中国学术界的研究

成果 . 自 1987 年以来 ， 他们已经出版了十余本旬关乾F髦的

1;作 ，在本书后面对李老书的说明中 ， 夜 $'IJ出了这些文献来

颇有1扑充读物，乾晚是世界历史上辰值得关性有1鼓具影响力

的人物之 .自始王终.我的目标一直是提供一部问挝、准

确、((实的毛 F他的介绍性作品

{姓所有的ií .J';.牛草 . 在本艳的写价中.我l也 i生\ili~Hli 多

尤 Jthil，'j 战略 i身?那此对民lhi e ， lL 千l 币也宅JE价他的片i主

这此γ 沓的Í'，' r 都到 r ..j>: 45 的;阳的 l电 flfl之中，在

人.

的价 r. tll 

fl 先区、放起谢U' ixf飞tIl' lJ ω 个人的嗦如í'< 11 }叫t ,J i主， l' . 

吝~ Longman 的编 ;:Il Enka Gu.ierr凹) (r~ I)onal<l ""u !ton 中

以及 Pt"anmn 的 Charl ，.~ Ca 、 ult ， 'n' K 刚以来

付我在1耐 l 巾ι自主励 我.if'lt感谢 IL付 ì;; X .他们的意见促进
了本朽的r"Æ泣，并减少了我的钱l呈 他们 JL Arku,h H. D 

看U Jan叫I.anphll'r.

。f} l ‘n r 
、

l 
( Tlw Drt'~I1f'" r Jonathall 。 f 10协 a ) . ( Univf'r川

Creston ( r nÎ\"e rsity of Tt.'xas) Li Huaivin H.、、 .ii ., Hilo ) . 

( U" i飞 ersity of McLeod Mark 咽'( Sali.burγLnÎversity) , Long 

C()llr~，' ) • ( Bridgf' walN 明cQuilkinK Oavid Del.认 8ft" ) • 

Daniel 响.，抽nerMl'I('f ( DIC: klllson S18l t" Lmv t' rslty). 口uvid 代

Stal t> 筒。
1 

『

l 
Perez Loui l) L nI、 ('r:， ll)"larqu~ lIf' 

LnivI.rsil) . Slat f" California Tran 1.ll'I ll 
) y h or v n I 

Tu(.ker (Easl Carohna Lm\'{'Nlty) Fullc时on ) -' Johll A 

我芮先想在这里1己求←占手在1儿+ÞJi给予

此情此爱 ， 无从偿还 戏耍特别:岳阳启jli主

t\.个人 rf" rl • 

孜的人 }J支屿 ，

和

并给 YJ\详细且富有也设

Dorolhy Ch8ng ) ( Michael 张勉 J台

他们应该了本刊的原稿 、

G.ust.d )、( Rlnine 

EJl iott , 

飞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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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建议，远有 Rena ， 她总是能够确保我的工作空间。夜

的谢意还要献给帮我提供插图的 Peabody-Essex 博物馆的

Nancy Be山阳， 以及张勉治、 Bennel Bronson 和 Chuimei Ho. 

他们允许犹在本刊第四、五、七章使用他11' 的乾隆之话

1岳 本书其他的汉语和满 ìlt翻译均系我本人独立完成。 文中

如有任何翻译、'扫实和解将1J丽的结识，责任当然由我承

担。

欧立德

. '1 Æ.主敦.马萨诸塞州

IX 





一

让时光回到 1735 年 。 4 月 . 乔治国王①( King George) 

最喜欢的作曲家乔治 弗吉德里克 亨德尔(2J (George 

Frideric Handel) 创作的歌剧《阿尔西纳) ( Alcinα ) 在伦敦

的考文特花园 (Covent G.rden) 首次公演。 9 月 ， 约翰 · 塞

巴斯蒂安 · 巴赫 ( Johann Sebastian 8ach ) 的第 1 1 个儿子约

翰 · 克里斯蒂安 (Johan n Christ ian) 出生在莱比锡.他后来

成为莫扎特 ( Mozart ) 的老师。就在小巴赫出生后不久，瑞

典著名的自然学者林奈乌斯(3) ( 1川naeus) 在荷 兰莱顿出版

了他的伟大的分类学~作《自然系统) (Sy.<tema Naturae) 

的第一版。在费城，年轻的本杰明 · 富哇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正在忙于缺写《穷查理年鉴) (Poor Richard'., 

① 此处应擅捕的是再袖二世 ( Ceorge n o( Creal ßnluin , 1683 - 1760 ) 

1727 年抨抽一世由她1.丁即位 . -一课冉瞌

@ 啤同作曲事 o 1 68S 勾二生于德国晗勒， 1759 年嗣逝于他耻. 亨梅尔-，1:.

~~创作 T (阿尔阿酬). (奥兰$)等 46 嗣歌剧，除 5 酣外 ， Jt""均

在伦耻创作. --i李4吁世

@ 林菇乌斯 (1707 -1778) ，瑞典 n 然缎带，理代生怕学分赞命名的真

草人一-埠者注

001 



世陪帝

Alm (l1wck ) 中的新篇章 p 在江户(今东 l~: ) . 德川栋府的将
平统治下的植物学家成功地进行了t吉他附上豆的农业 l式验，

解决了 H 本氏朗的食物供应危机。向在那年 10 月的北京 ，

世界上是富有且入门最多的国家的统冶者雍正皇帝走到了生

命的尽头

帝王之死

FE年 1日月的4!eL铅字给这 f L57 岁)Ç手的身体边r，X n ' 
人的 1勺'~' Ifr F问 11 B.I . 他已f\l 好b)G 1字、吃白带ìf q ill (J'-J 

J、?， fJJ:1\唯以 I吃月~，住怯弛紧，亮的 R ri 庆休息， F ~且'鼠. \!, 

lE 1ij }Ç，白胧 h JtI;中汗始，'~'~ 次例会.年r!Z B.1占4fA最后·份 i俞

T7 现在 ， 他义 IljJI~ r 1二适的症状 也初他ili能在的蚓上处

JIl!因事，俐在 24 IJ 、 11.1 白 ， 他突然变得非响应弱，飞拿了楼'A'.

他的两个」经i:(人 ü!{ 人的坐手<1t tl . 个是 :ii 采圭)外 .

元11、处理其他任何'Ti恪 3 他的两个儿 f 拉萨都焦志地陪伴在

他身边。夜间，他的情况进 步恶化 弥留之际 . 拉止于行公

Jt居住的圆明园μ他的两个兄弟庄;i'd二允操、果来王允卡L牟

平主'白 2 没过多久 . 大学士鄂尔泰、张li ,1' .领i寺卫 i"'l大 tftlz

嗡额、 1内亲 . 内大臣、户部{寺自ß iI哥华 7;LL人也被召 ~i在EfJ， . 

A辜盹人都是朝廷 ffi压在l t;!:亲国戚。吨止告 ll~ I也川，他L在LI 什丁

!1t f圭 IH

{fi占栩这佯-个 f、ïF，飞公布合 it!lHf荷的囚絮 ， 权力的

f!'求是一件"fìíJ而1 又不可预测的i/ï仙。洁明的满洲统治占 4、

像前代王顿的汉人统治者那样 . A ，;自立l( h也息储 . 'fd足以

与其政治传统榈近的袭击和突厥人的}J式来解决权力的继系

fnJ迦 : →个统治将死后 . 他的奎亲与上层贵族一道 . fì 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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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来决定在皇帘之子或其他男性亲属中谁最有资格成为继任

统治者。 尽管这种方式有爆发争斗之险 . 但也有利于确保领

导权落人能人之手。 雍正帝之前的所有情栩帝王都是通过这

种方式被推选登基的。 但是，雍正除外。

多年以前 . 雍正之父康熙帘背离了满洲的这种传统。 他

宣布在其峭1>::1'-允切为本子。 1旦因为Ji: f的暴虐无边和滥用

职权，这一权力继~方式以悲剧而告终 。 太子的命运遭到了

巨大的逆转 ， 康熙不仅下令废除其太子之位 ， 还将其法捕并

圈禁起来。 目1熙帝幡然醒悟，痛苦地发誓他再也不会越储。

而在m熙帘于 1722 年驾崩时 ， 对于 20 多位皇子中谁会继位

存在很多猜测。 闵此 ， 当时北京的气氛非常紧张 ， 在继任者

成功浮出水面之前实行了一周的军事管制。 直到今天，这一

权力承继事件仍然存在很多不解之谜。 这个继佼者就是康熙

帘的问子mL祯 ， 即后来的雍正皇帝。

当 a ，j一些人认为雍正的即位得有争议。因此 . 雍正登基

后 ， 首要任务就是找到解决办法 ， 以免将来再出现同样的风

波 ， 同时也可以避免因公开建储而产生的i者多问题。 雍正想

到的解决方法是秘~j!主储 . 即由他自己而不是由八旗:DSt主会

议共同选出继任者，然后将其立储这一事实公之于众。 但是

对继任者的确切身份予以保密 ， 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潜

在的继承者之间的争斗 。 在雍正RP位的第一年即 1723 年 9

月 . 他在紫禁城召集众臣 ， 告知他们他已选定继承者 . 并将

他的名字书于密泪 ， 窑封于一个小的锦匣内，然后将锦匣置

于市í:ii南宫中。但绝非随便放在一个地方 ， 而是'EI于十米多高

的宙中最高处、 王位之上的"正大光明 " I匾额后面。 群臣

皆知锦臣所置之处 ， 也知道匣内所放何物，但址. a.j辰未

到 ， 谁也不能开启饼，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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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正住在阎明园时 ， 地将写有继I(f.(f名字的内容相同的

一份密i召随身放于圆明园 . 此事只有近臣张廷 F和鄂尔泰知

晓 ， \lii jf七年 . Ifi' iE患病 . 虽丁次年耐愈 . lII为防万·.他

还ia213取 f预防措施 3 郎今 ， 雍正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 遂

令 .~，、管太自主 1日 t主内府取出击:l召 。 ，&，' jg 外J1Ji4纸阳封 ， 背后书

- " 封 .. ，了' 片别之后 . 富诏 líll米 . 众人盟在m 下 j!tlE寝百 -

4任延玉兰与Ti hlt 的面 ， 大，ii 宣读了 Wi皇之名 3 四个时版之

IL . !lüE勾 i剖 ，

{I: !灶均」J1功向政治局势又非常严峻的↑，'iIEt F . 54絮价 p

迅H i!i l!!J 大l句 . i7:1 ]j弗 [121Fl新君的身份将 {I 这 'll f- 以确认

在群ç，. Ifú I )íj, ~刷牙卫内λæ先在 't 人光可1 " 1向何i 1.1 取 ili

í:~ l'jÍ ，我"" "jll严 I也 34边给 \ff正问千古示 L {t 父庆辞Iit !ÌÍj儿

交相ilL <- ~"1 iv<前也被宣布均新台之时 ， 他那陪伴。父辰 1}

对 F即将74咋的事情 他U胸钉成竹 在他的ili 足他的

两个拟叔(允佩、允+Ll以及父亲的两个车机大民j一一汉

人张延玉付满洲人鄂尔泰 ， 他们前一佼也都守候在即将勾剧

的指止身iZ1 24 岁的宝亲王跪下 ， 打开销 l型 ， 取出 f旦前l

的i召书。随后 ， 他启开封条 打开 f雍正T雍正元年所归之

i盘i召 归 f<ïJ拨二见日，雍正所写的继承者的名宇正是:江采

放怯4余.新ffX r瘫软在地(自 tÙl~裁称他在AtMj

之叶J ) . fU tE向制运 iF I?吉布他即仪之 a ,1 . 他己恢ü 了中，

i!1 

长

培养皇子

尽管一切显得极富戏剧化， f~ J.k . 没有人会对此感到 1 1

常惊奇 众人皆知宝亲玉弘伪最爱推止宠爱，其T且父康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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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欢他。 他接受了最好的教育 ， 还接受了严格的军事以及

、文学和书法训练。 1733 年 ， i也被授予亲王衔 ， 这不

仅增加了他的个人威望和收入 ， 同时也赋予了他新的责任。

其他皇子虽然也被授予官职 . 有些还被封为亲王，但是，没

入像弘历那样受宠。

未来的乾隐讳'出生 r 17 川 年 9 月 25 日后半夜的北京 ，

此时正值另一位若名的因王、替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大帝

( Frederick the Greal ) 出生整整 年。 弘历的父亲已经有了

三个孩子 ， 他们虽然都度过了幼儿期 ， 但是到 17 川 年时 ，

有两个已经离世 . 只有 7 周岁的弘时存活下来。 家族中另一

个潜在的男性继承者的到来自然令人颇为激动和欣慰。 弘历

的生身母亲当时还只是一个低级践自己 ， 而在精英家庭中 ， 生

岛的地位常常会影响到一个人一生的发展，但是 ， 这一事实

并没能准确地预测出她儿子的未来。弘历最终继位使得他的

母亲成为中国历史上受到颂誉最多的女性之一 ， 本书第三章

中将会对此进行详细阐述。

除了保留皇室所有成员完整家系的 "玉脱"中记载的

出生日期外 ， 我们对于乾隆的早期生活知之甚少。 毋庸置

疑，他的父岛、手L母以及照管抚育幼儿的家族其他成员都对

他非常关心。 乾隆常在 5 (~)岁时就开始接受正式的教

育 ， 很多幼儿此时可能才刚开始学习认字。 在中国 ， 这一过

程远比简单地背诵'苦flJ:表要复杂得多 。 年轻的学生们 J (几

乎都是男孩)开始要熟ic诸如《千字文》这样的古文，J.J;

古典韵味与日常口语迥然不同。一开始，学生们只是跟着老

师议 ， 他们根本不愤这些文字的含义。 只有当学生们可以流

利地背诵这些课文时 ， 老师才会教授他们文中每个字的意

思 ， 并教他们认字和书写。 正常来说 ， 这个起始教育阶段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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纶历儿ir . 以乾降为例，用了大约三年。残们之所以知道这

-点 . ß冈为乾隆有一次提到他 E 岁左右就叮以阅i土 J' 在

拥有{J占础的i主可能力后 . 学生们'e!进 步背讯和学习更具

挑战性的储絮纶舆 . 这M所有高级技育的基础 . 也是遇:d科

学人仕的基础 在小华帝国 ， 这 "J是良沟紧嘘的

尽ü~ Áé"~员)f千;需也参加吟半考忱 。 (Hl4 . ak像其他

~;;~ ~植树 11 1下 . Q宅~1, "品市规皇家年 甫一代的f.育 a 闵为 .

lHff正常 tr~， l" 'p 同的贸哲之学、中国的悠久历史和中囚的精

Xc ìlllllJ!, - . 统，行 {1 fj能明白天地介 2i且 坦 问样 ! l {j 通过

这种 /;r飞 ， 。lilt℃辅助生「之人才能更仔胁! Iili l tJ t f!', ~ 'H, ïH口

位阿 Iuk/i J z llJh!h1 . "几 11主己 413 人之三 ifl . i Ji tUtfj 白之用 

f寻找 I 拈 (吗 ?"E 1世!止台贞的扪iJ，应个iEiR2145j· 个 (n]

也)川市IlH Î 用近 1 、德可以确f'i' j. l'!J 2 :，x:功 町 ; !h 以 ， J; 『

城各宅族那λdt'L r- . 偶尔也为Jt~儿阴l自占主自FEl 拦师 函

名的，:.j m!兰 Xf品敏就是这样 个老师 ， 他足乾院第一4 . 也

l止t\:役时听]挝i<:的一个在师 ， 从乾P哇 i~1j会 l人 'τ I 'i 教 fl] 串íJ者

之父~II' HIJ t'r之时 ， f吕敏后来还教了乾院的儿千 ， If幅敏的

指导'F . 乾降进步飞快 ， 几年内就在历史和文学方割打下 f

H真实的基础。 后来 . 乾隆又有了其他的基师 1 2 岁日-1 . 他

已经常拟 r uy有) ( (论l击)， (J..子}、{大 AF} 和 J (:f' 
hH)l . ~t也始 T0元前 3 th:纪的经典向公'c 1 100 T lr.-f， 轨
成为'1'华帝罔标准课程的土干

1日 Jt t 蛇阱阶受的教 ff并不局限r- Jlt ， 除了挫，I}J.. >1 i革

吨严恪的汉 l吾i果转外 ， 作 XJ 个满洲人 . t也还 iti时对另外

的挑战 这意味苟 1也还 ;-;J :b~学习与汉 l岳 i岳法和书写形式完

舍不同的满洲112 言以>>-与此相似的揭一种阿尔泰 ìg 古 J42 1与

i告 为 r 了解满洲的过去 ， 学生们还要学 >J 早期的 i，JIj 洲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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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 包1.5他们的远j且在东北、靠近朝鲜的长白山诞生的传

奇 ; 数世纪后 . 一个蔑视其主子明朝帝王的少数族首领努

尔哈赤的崛起 ; 161 5 年努尔哈赤创边八旗宰亨组织 ; 1636 

年 . 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建立太清 ; 1644 年明。阳灭亡 。 消

朝在皇太极之弟多尔袤的率领下征服了明朝。 对于 18 t吃

纪初期的随;降及其同族兄弟们而 2 . 这崎并不只是历史课

程 . 更是其家族之故啊，因为其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他们的

祖先(皂木极是乾隆的同祖) 乾院还安接受严格的骑射

训练。 作为一个有着军坦传统的征服民族 ， 满洲人都应该

掌握这些技艺 . 贵族子弟也不例外 。 确实 ， 他们应该为别

人做出榜佯。 闵此 . 对于乾隆来说 ， 每天都很漫长 ， 一天

的生活开始于拂晓前 . 结束于黄昏后。 唯一的假日是在

节 。

在其父雍正 1722 年即位之后 ， 乾隆的地位从皇孙(共

布一百多个)提升为皇f- (共有三个) . 这就意味着对他的

教育更为重要。 雍正指定当朝硕学大{需在紫禁城内的上书

房教授他的皇子。 ~I'ï隆从这些老师身上学到了进一步的有

关传统经典、历史及对其之评述专多方面的知识 ， 所有这

些都足为了使其认识到同己的责任、义务 ， 并向他淄输一

个公平、公正的皇子所应有的正确的价值观。 无论如何 ，

懒惰和傲慢都是应该规迹的缺点。 而且 . 为确保书房内的

~币生关系符合规泡 . 雍正命令 i吾皇子安向老师行礼间安 ，

这似乎并无大碍 ， 只是太傅像其他高官一样 ， 自己会提出

给皇子行礼(在拜师礼前 ， 皇帝会关照太傅们 ， 皇子过

会儿会向他们行礼 ， 让他们不要去拒绝这种不合常规的礼

仪)。乾隆从来忘记过给太傅行礼。太傅们给他留下了非常

深刻的印象 ， 他在 1779 年近 70 岁时 ， 曾写了一酋长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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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i寺"，在1寺申 、 i也像所有老人那佯.以悄地追忆也 f

50 多年前的学't.吨'活

少年弘历

我们很唯了解乾降究竟是个iI么作的年轩人， '1自修史书

将他描述沟一个聪明、脾气温和和恭温谦让之人 2 这与此弟

约和亲王51、wt'"贪 22 、懒惰旦付lï 书L(且非常轮浮形成 f鲜明

的对比: t\ii i吃他的'启'Xl鸣欢恬办 ~I 己的推 IL ， flJ自己扮简先

t;, " 宾客fI r '却号时隔灾 "d由斗 这苦中轻浮 ii二乾附颇

'记协格不人 . 乒全 d:fi!'. fk 恶 只 il ]if 坦 l iU . gll使在年轩的a ，1

佼 . 申t陈也 11'1有焊欢宁- J, Jf:}" 1'1 己的学习成绩戚到自豪。

H关乾降午WH茸的且i 多fug 来自 1730 年印行的他少

年 H才的一郎i寺文1t 在他的老师jJ~这部叶文集所写的Ij';占

山充满 f赞普之 in) 伽果他们听说 uIf占 ， ij]\么这个未来的帝

王就注一小作常优笔的学生 . 末管 12什么样的素材放在他的

面前 . f也都会认真地加以M用 3 其寸- Î::\序言 l且乾降 " 臼

经史百家以及性f理之 1国奥 . 诸赋之源流 . l'如不↑占览 " 另

个老师对他的赞美则更为洛姆:"民 't~之22宏，因IJ川淳岳

峙也 其心胸之开徒 因1J风发泉t咱也-其i司菜之二高华， 00 I J 主主

fJ(但府也。Jt音韵之阑 i齿. íllJ 金租 E 节也"从这国i 'H lh

中 ，我们很容劫份出这悖的结论:申u草 草3老师之宠爱于一

身。但是 . 这) f: ~F t'(1.纯来自偏爱 ，此隆确实是一个颇具天分
的学生 ， Jt聪慧为众人所公认 E 到 18 世纪 20 年代初期 . 众

人皆知乾隆迟早是实继位的，因此 ， 大家在提及乾隆4人及

其成就时.当然安IIln~j电炽热的赞誉性的语言 。 即使此时尚

早.我们也可以确定 ， 皇家的形象塑造机制已经开始ZEi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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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 ， 必须承认 20 岁的乾隆看上去确实非帘严肃

认真。 在他本人给这个青少年时期的文集所作的序中，确有

ì'1 多值得赞美的描述，可以反映出他所受到的儒家学说的熏

陶:

常取余所言者，以自检所行。 行倘有不能自省立 ，

以至于古行不相顾 ， 能如而不能行.余愧不滋甚乎哉。

其中也有这样出人意料的坦诚:

内反窃深惭总 ， 每自念受主义深 .!. .时聆切!诲，至

谆且详 ， 又为之择肾师傅以授业解惑， 切磋琢磨 ， 从容

于藏修息游之中 。

他知道自己迟早有一天会成为皇上.似乎偶尔会因此ifri

失眠 . Jt感到些评归心。 弘历因此而感到苦恼是可以理解

的 ， 毕竟 . 他也是人。 倒是 ， 在审慎地培育着一个几乎如袖

一般之形象时 . i也通过这样一种坦率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仁

慈 ， 确实让人觉得有些意外 ， 尤其在考虑到他后来的经历时

就更加如此。

注定登基

在 18 世纪 30 年代初'J . 人们之所以认为弘历总有一天会

继位 ， 不仅是因为他作为雍正的四子受过正式的培养 ，

还因为他与其祖父康熙的特殊关系 。 对康熙来说 ， 两人之阅

亲密的关系在其暮年才得以形成 : 但对弘历来说 . 那时他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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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这种关系足以给他留 F难以忘怀的印'M.，

/，)t熙有1弘历的首次ïF式见面似于是在 1722 i è. 4 月 ， 那

时准正(、'j时还是雍亲王)邀的茬父亲:t i世位于邻外囚阴

间的牡 P: 台 .AA1足， ms理星星汗的杜仲 ft tt这里 u[以不受宫廷

fL仪的束缚 纯正在古补的主松收柱之 F. 将他 门 步'大的

iL f~ 见fff]'成吼: MIRE iZEH就吕爱上{这本 3月~，坚f!i '!1! 

If' IJ 、十 H吁主llfY 扣居伊.那样?A dj就可以勺/，)t熙近在咫 1';' . 
1丰叮二人 f'[:' IA主熙的 此生r幼的儿手 电;←干'/ 1M熙的这此)Lf

几LtTγ'0:'( t- ;ι弘 U的拟找 . fH (也 1l liE njt性 从此11 ,1 1气y.1j7个

). r. J JJi熙勾桐 ，创刊、{的-茹苦\ 1工 赳 )mìill ." ， 附则给他f吉

凶 ζni.iii!止年批|剖 J、江纭卡 "EJUE见 LH:HeI部 ì r.市íJ平ili115

J~ {, f也山r 叮指导乾阵字二l 'fl与 fjJ阳{也 H火怆 ，IHti也到 1; ，

城!丑H丰)-1/ '/:J ~'，~q:.: 吁的』、Hl片if， 叶j 兑侮干机去 í j'ltl 乾|吁民l

Mi ,'f (梅'外尸|叫)付此进行 n品注 ·

朝革敛秋室. 1革夭白如水 猎骑出郭门.东部行i量

迄

箭i呈现踉飞 .鹰伺群雄起 相i圭倚杖翁，农话斜阳

里

悠扬墟里烟. '主挂疏林带 归如拂晓风，瑞罢.\.;犹

在

遗憾的足. 11I j 缺主 it2载 . íH'1无从得知乾仰是1itEi占

芮 l寺献给了4且父/，)t熙 ， 底熙爷对此又f乍{口IEZfti

豆口号托iI函，驳陆受邀的 i l' l乒罐边密 1J陀、从北东北行到

IJBIf!需安几天的lT f于. . 坐情每年都会在那恩n上'两个月。

在承德 . t括熙对乾隆的喜爱J!!.为明显 他们住在-~ . 每反

。 IU



- 盟基

都有很多时候互相陪伴。 底熙的书法 ， 所以康熙

欣然给他题了几幅字 . 他知道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会让所奋人

情楚地认识到皇上对乾院的偏爱。 老豆帝还帮助乾隆学习 ，

JI在他取得特殊成绩时给予鼓励{ 乾隆在背诵 f宋朝太{黯周

敦颐歌咏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之作《爱莲说》后 . 就受到

了这样的鼓励。 随后的一天晚上 ， 康熙应雍正之iR前往雍正

在承德的驻所狮子园与雍正及咒儿子一同进踏 ， 康熙挝出要

见乾隆的母亲。 他称赞钮锚操氏为 "有福之人\ aff指她的

儿乒注定要带给她 "殊荣"， 其中之意味可谓路人皆知1 。

1722 年的这次皇家承德巡游意义极为重大 ， 可谓乾隆

一生中最苦名的事件之一 ， 他差点儿丧命于前往位于承德北

部 、 主E宙草原南缘的皇家国场木兰的路上。 1 683 年一位与

清朝结盟的蒙古部落首领将木兰这块土地献给康熙御剧 ， 每

年初秋 . 这里都会举行围猎 . 这种保持满洲传统的围猎活动

对下康熙以及后来的乾隆而言都非常重要。 康熙认为所有年

轻满洲男性都应该传承这一习俗 ， 因此 ， 他让乾隆随行 ， 并

一个展现技艺的舞台 ， 向群臣昭示 ， 虽然

乾隆只有 门 岁 ， 但他是值得托付的。 乾隆上马表演骑射 ，

连射五箭 ， 箭箭中的 ， 给人留 F深刻印象。 康熙非常高兴 ，

赐给乾陇一件黄马筒 ， 这一荣觉涵常只会赐予皇帘那些杰出

的臣僚。 不过 ， 在这样的场合总会发生一些令人震惊不安的

惧。 康熙用火枪射中- LL熊后 . 令乾隆持弓上前将其射杀 ，

想 ft:i此让孙子载沓而归。 乾陇于是上马靠近猎物。 就在此

时 ， 受伤的熊突然立起 . 冲着，花院补了过来。 受到l惊吓的.m

熙随即叉开了一枪 . 彻底将熊打死 ， 然后关切地转向他的孙

F- ， 乾隆仍然 -控告手向若"， 完全未受惊吓。 这个男孩压力

之下的表现远远租出了康熙的想象。 受到惊吓但是很快就将

0 11 



乾陆帝

熊杀掉的时t熙毫无疑!口]情绪巳纶1lJElj绥在1 • 与大 ~T. f也在

返凶帐篷后.对他的惊旬之一如妃活 是命员If(.锚将tl

F 

乾l理处乱不惊jjxkô' Ij i~毅的-部分 . 后米成为他的一

段传奇 这个年轻人冷静地B~GI臼'1 tt猛外过 1己的愤怒的债的

故事 ， &征舌乾湾拥 tf符殊fr'J力从来统冶lE'ÿ ， f也注定会面

HE帝国内外同样的残的敌人 这吨冈~ 再加上w熙巧这个

!!H生的 fFtl ， 在某仲f'i'变 t 炖 l人 KUAtl&熙帝边f于 *j1:封在位的

民 11二 rJ~i fJì 当今、 也在 战事的府提ιI理 r: I 也fJ申íJ辛4>:人的

:;1献 4叶，阵后 AE汗'JJ响 i: 1 术 f. '科u对他的特刊、离咬， j本创

刊 f Hl:Rf1 感↑JII每吁， 岱 ImH 1' -凶 < 10\:: '中怆 itJ ì 与> ;ι 

关 w吨赐给他的 :!( 沟怡 11 !止.乾 I i:主 fi.~ ì '" 自 tt j 

述，仨俐[厅的 l吕 Fi马'仆元!赵.称'1111' .2: q位女们 l九 rm熙 lj Jt 

义~~写 llf 11'的喜哇 ， 111/他 ~II冈此而'吃吃

宠幸之子

乾院与雍正的复杂吏系pEl't 并没旬乾隆与日t熙的关系那

么为人所熟知，然而 社正对舵"毫的影响却丝毫飞逊色 f战

熙 ， 甚全ifî过之而]无不及 ， 当然 . 1m 正对弘!万也 24 予了厚

望 . ':" WII他也不会选协说历竹均继IfX人，或是煞费 3:心地ú

1 722 年在将弘阅号 i 见给m熙 白1iH属&.阴乾准确实 uJ ì自拢

止的'r，t上4fl!章 ， 例如 ， 1723 件 ， Ilf iE像;在1皇 (f，' 首次主持沂

谷人典{每年最 1百蜒的书Lfx . 正Jl>f行 . 以fJi获 f收) ， 曾

赐乾院胖肉分享。这-姿态象征。jif正对此陡的1M下，也fOJi

示 ur.飞上的IÆ挥 、 气年晚些时候，雍正决定秘密Î1.乾降为2

储 位隆之弟弘昼付此也有记载:"吁兄随皇父{;: til邸 1J.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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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基

朝夕共处 ， 寝食丰目同 。 及皇祖见爱，养育宫中 ， 恪慎温恭。

皇父见之，未尝不喜 ， 皇父阅之，未尝不乐。"

有一个人见证了乾隆和其父亲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个人

就是服务于消朝的意:大利耶稣会土、著名的~乌 白。世宁

( Giuseppe Casti glione) 。大概在 1 730 年 ， 自E 山:宁为雍正和乾

院两人绘制了一幅非常之作(有关乾隆和郎世宁之事 ， 详

见第八章) 。 在这幅画中有两个人物 ， 左边的iÃ:者是雍正 ，

右边的年轻人是乾隆。他们似乎是在化园中摆仔了造型 ， 在

前丽盛开的小梅花树(树的一部分隐戳干一块怪石之后)、

草丛和二人身后高挑的竹子映衬之下 ， 效果极为突出 。 而

且，深监色的背景将整个场景置于抽象境界中 ，使其脱离了

真实的景观。 也颇为理想化 ， 尤其是乾隆的形象看

上去略带女性之特征。这是一幅私人画像 ， 纵 68.8 厘米 ，

横 40. 8 厘米 ， 显然是为个人而非官方所用(见图 1 - 1 ) 。

这幅著名的画作给我们了解乾隆及其父亲提供了更多

的线索。 这幅画像体现出的完全是汉人的话语。 在画像中 ，

均今和未来的皇帝的衣着类似以前的汉人士绅。这种

不仅是要强调二入之间的亲\!i关系 ， 而且 ， 还要强调一种

未来承继关系的预演 ， 类似于近代阜期欧洲统治者身着罗

马服饰的绘画所展现出的效果。这种对正统和芮典主义的

强调还可以在雍正伸向乾隆的枝仅上看到 ， 它象征着合法

统治的延续 ， 将由父亲传道给儿乒。 皇位和继承人之间的

这种等级制度娃进一步的证明 ， 在画中 ， 乾隆身形比雍正

要小很多 . 而他弯曲的身姿就像是他屈服于父亲的权威。

1782 年 ， 当乾院在多年后再次看到这幅画时 ， 在画作上方

题写了这样一首i奇 : " 写真世宁撞 ， 绩我少年时。 人室幡

然者 ， 不知此是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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盹隆帝

国 1 - 1 平安警倍圈

a~I~ 'i' (1688 - 1 766) 兹的 1730 年 旷 句1 本 ， 世色晴JlI!ôI!干北

J';!瞌 11博精院 ι 这幅lI' IF (丘}初年轻的现历 f 本来的盹隆咀Wi)的

1~ I司 、t 常之阅惶既lI! IIE 曹立于之问的亲带芷罩.也血?正拧他们时顺利，保

继的期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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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费基

为了让眩目最做好日后登萃的准备 . 雍正在乾隆成年后又

来取了ìlr一步的行动如前所指 . 1 733 年 ， 他封弘历泊:ir

*王。在i俞旨中 1也是这么说的 ， " 皇四手27为皇考钟爱 . 今

年岁巳二十外 . 学 l只用伏 ， 脱心g悦。 .. Ìl且过赐予弘j万]j';-E

头衔 ， 就使得f也有机会获得来 F 啥??因家的经历 -fJi面 

~ILù二让乾隆直撞参加 f当年附场草 'JJ战役的策划 . 一场是在

内北对i位同骂尔的战争 . 另一场;牛肉南高娟的改士归流。 乾附

登基后 . 采取(j丘一步的行动 . 结束了这两场战役。在这，

过程中 . 乾隆不仅然悉了权力的应用 ， 知道要倾听能臣干更

的建议以及提拥街口I您的信息 ， I而且 . 对于后勤在战争中的

空关重要tt.以此如何?在卡;1那些将帅部有了了解。同时 ， 他也

熟忍了军机处和"会J斤 制度 ， 这娃以前那些帝王为了更

加有效地经营帝国而推行的制度上的变也(见第二章)

另一方面 ， 在祭诅、祭先农坛、祭孔和祭关帝等至少十种

不同的场合巾 ， 雍正委托乾隆参与主将 f一些重绥的礼仪活动

主持这种礼仪)1 不同干现代女王或王子参加对船舶的命名典i<L

&~MI'f.<院的奉献仪式c 作为皇上的替身，弘历主持了两千年

!I<:代表着沟j函天地的仪式 ， 向这 "仪式一般只能由皇帝下降

通过对经典的阅读 . 乾隆了解 f fL f-对 F古代舜帘的评

价 "无为而治/'; . )0*也与7 夫何为哉?恭己正雨雨巾'已

矢。" 作为宝来王 . 正i止这样的崇礼让弘历必须要证明他可

以履行父亲给予他的责任。 如果国束遇到如歉收、叛乱和在

，ii1斜遭到军量~1 失败这样的组t斤 ， !J~么人们就会认为 ， 国家在

执行这吨维持天下正常秩序的礼仪时不够真诚。 作为一个年

轻人 . 弘历可能已经感受到了尘世所施加f' r也身上的觅压。

而且 ， 很快他就会感受到它的全部重址。相比历代其他帝

王 ， 弘历已经为登基做仔了较为全面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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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

lr [f xt ~j )J~ Ji‘ . 乾 F革口 (j l.Jj ij 的从 ~"Z 句 I}) '{I 正灼

挝ih:岳 21叫起; ， 1J 人 l吨位正 JJ 凶 1句'之 f!‘ :22 i古l~ 人古1111 .

谷'占· . 这 A. J:1 j 9且;'布 11. . j 找l(.IL 1~ t;.- j t妇 ， 也白人说

也!( 11' J Mi fi{j ;f 茸阳白 t -:i i节杀十iI 'U!':ì j草 ' IJ 中.流的足 J

的王也有与她止JÑ.且) j函m珩文人之 lzki 良之交手i 关 托:

1垃 IJ也曾经受 1:477R之哇的 iJII 拣， T I亚 fri] 悄悄 1替人皂怕 1Z

H.M 杀了哥#iF 布 Jt 京族 t:i1仇;可恨 λ:lt 此主是岖'古有事

传奇 . 就在维 i正写iJ)i1f两夭 ， 乾 ßitE角":t将所有迢 Tml~日

至出『同 时rili . 乾 ~ìi角寸7 石旨抓 f由 ?ih 多曾卷入r. 'ffl 良

'但的币 i&t人均.样将他们处死 . H 马J -~ 1些人牛;已f:J iÙ' u.: 

11'< 证: 这Jtt. '/l 0)元是足增加 f 如吨 毛) dit 传的野史的 u] t:' 
ZE 

尽 TI; 仙此 ， I~l Ur之传单却 JI 辰 ttJE吧摧 iE绍{、YEJ 的 !JI\N 争

;记 人们院对Iq Ij i圳勾汹的雍正所ir -v.的 2怡然 jf:.制度饱f1怀

疑 . 但是 . 在锦L在被JI'<卡 . 51 肪俄f1. fFj J;J贯j 位r!:' P .t ， 人们的

这仲疑虑得以消哈 ， 年轩的皇 r~LJJj成为大泊的新皇帘 行

卜天之后 ， gn 1 735 可 10 月 l S Fl tt . 乾隆在紫 41城正; 11; 

(1/ 6 



_ "l政

的太和殿正式登萃 ， )下定新年号为她隆 ， 于来年春节正式生

效。

新皇帝

在中阴 ， l丘阵 -个吉利的年号是新息弩基大典中不可或

缺的部分。大休J- ， 作号搓手斤求上天之庇伯 . 并 f血示统治占

之成功。然闹 ， 孜们不知乾隆因fcJ i主州这样一个汉语词作为

其年号。 .. 乾 .. 字主要出现在《易经}中 ， 它代表着宇宙的

原始力址 ， 往往也与男性的力最和上天联系在一起。 在汉 ìtt

巾 ，" 隆 " 字的含义很多 ， 譬如 " 伟大" 、 " 宏伟 .. 成"繁

荣" 。 在此前的-些帝王的年号中曾多次使用到这两个字。

.. 乾隆" ←二'f:合在一起就是 "上天之繁盛" 或是 .. 宇宙之繁

荣" 之意 。 在满语中 ， 与 " 乾隆 " 相对应的词是 ， Abkai 

weh iyehe ,. ， 楼照字面意思理解 ， 是 .. 上天佑助" 之意。 在

本团上 ， 二{J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天意与帝王统治的一致

↑生。

乾隆继位后，他的名字就需要避讳。 按照两方的势'法 .

1也是 24 岁继位。与+且父和曾祖父相比 ， ';rî; ~牵继位之时己经

不算年轻 . 凶此并不需要有摄政王辅政 ， 问后也就无须摆脱

挝政王的影响 . 然而和父亲相比 . 乾院继位时却又非常年

轻 ， 这样在他的身上也就不会有什么政治包袱。 他几于没4可

什么敌对布 ， 他的继位山没有什么问题。 在乾院登AL周年之

时 ， 意大利用1稣会上削1世宁曾为他绘制J! -幅画像 (hl国

2 - I ) ， 从中 口I以否 i出9í:隐此时的很多情况。 在画像中 . 乾

陇身着毛领民袍 ， 上绣~征帝王权力的龙、云团及被浪。 他

的目光自信 ， 丝毫没有战饰。 他的脸形稍辰 ， 里椭圆形状 ，

017 



乾陆帝

五'自匀称而帅气 他的表情淡定rlò .:æ.u智 。 嘴后半间，双上-1=

和t= 1羽突出 ， 肤色内!'f.而部尚无须在1( 在后来的画像小.

就街了细须之迹象) 。 勺同为自E世宁所绘的一年前的 1任正

装l回il象榈 It. 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嘴部轮廓略显僵化. 这 nl然

:w.现 f这位年轻入对自己未夫的乐观，以及能够统治宏伟大

屑帝国的自 f'";

‘ 

' 

~. ι 二.

~ 

图 2 - 1 辈革隆重基图

E 

0"址?怯 1 1:\6 年句l 牛，世也嗣剧.I! 1 jt 取植刊闷响在介 H钟

量的H旺画草 草人刮人阻眈7 'J.J且f嗣过幅画恤时，旺障扫岁 阳巾，

他在 T的 f 指rullU7 . '1' 佛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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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酣

渭南

乾隆统治之下的王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通过

不同且本质上亦不平等的方式 . 大消帝国将不同的地域和民

族贸于单一君主的统治之下 ， 而这 4君主受到了这些地域和

民族的普i也认同 。 当然 ， 沽手持网的核心区域是中原各省。 这

里有JÖi/:í庶的农、llt.区 ， lb;发达的商业和交通网 ， 豆豆大的城

市 ， 最繁忙的浴口 . 巫婆的手工收中心以及数量庞大的手工

工场和作坊。 这些地区的人口跑过两亿 ， 约占乾隆朝总人口

的 90% ， 其中多数是汉人 ， 他们半~.分布于忖锁和小城镇。

而像北京、南京 、 广州这样的大城市 ， 其人口数量仅占总人

口的 7% 左右。

中原各省也称为 " 内地

藏、台湾岛( 1683 年被清朝收纭 ， 隶属福建省)以及南部

的云南、贵州、广阿三省。 与内地相比 . 这些外国区域

(还有后米勒作 " 新ij!!I " 的地区)人口稀少 ， 较为贫7J 。 就

气候而言 . 这些地区或缺端酷热 . 9X过于寒冷 ， 或海拔很

高 . 就人口而言 ， 这些地区与内地也存在很太不同 ， 很多地

方都是以i占如蒙占人、藏人、突厥人和苗入这样的非汉族人

U为主休。 同内地相比 . 边疆地区的交通运输更为昂贵 ， 效

率也很低 . 所以 . 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普渔民众甚豆是统治

者 ， 其生计相较内地而古都颇 19艰苦。 但是 ， 这略广阔的区

域 ， 尤其丛北部和西部地区 ， 作为内地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屏

障 ， 对清帝国的安全极为重要 . 被视沟国凉的战略览地

(见罔 2 - 2 ) 。

40 年 n.t . 清帝国的拥域得到了极火的扩展 ，

0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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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 LTl匈沿 FEZ 旧的;也口统卡董!! t..IJ 丝绸之路沿线繁哉的{j浅't

r川 ， ^人尔 J~风:是Llt归的阴暗怵岛￡j商陶白?气皑皑的舆马'? '1iË 

1 J脉 . 从币!Jii.1i&纳( (.1 r-缅甸边界)的热情丛同地带到北

tj;卖山的fji哇与1点马' 她1气? . 这之明的户人也J& . 斗、自il I f 入清

':I[j的精域 "; "，';1<1比 1也[><' .\íE r忱ttj . 气降将ti杂的民'Jí 勺

午啦?骂'理í{; ,tli ~古令 CL 主E iE MEE叶剑总鸣也[( ;-全问以，也比

系的认口I有ltl 'i 付呵地各m止 tt届民的统治 . fl.I北京的文

工1政府泊过qJ IJ~ 、 1向 ‘ 州 、 县阳级政府北实施.各级rn.i l f ~l 

lJ11吨通过了究'J.导'且激烈的叫收考 I t从而.ikltu))名的人Lifii

任这也lJ同小主li 25000 r 人 . 均 11;皂'市·任命他们应战 ibJ

~f民传达FF巾的指令 . [:期向 t iL 恨地方 ' 1， 务 ， 执{二 t也}ji，t

规 . Jt 'Î'Ü't监衍各''K: f克收 KEE给政府

υ:!O 



二 当政

与内地不同的是 ， 清政府在边疆地区大多实行的是准军

事化管理 ， 其官员主要丛八旗的军事精英(参见第 IJq 章) 。

他们或是通过武力威胁 ， 或是通过与地方领袖的合作来维J奇

地方秩序。 消朝在西 I割地区和西藏的统治恢式与此明显不

|词，均未设八旗驻|坊 : 西南地区实行的足一种多样性的行政

体制 ， 既有内地标准的#Il县制 . 也有边地部落的土司 IIjlJ

(均由皇帝任命) 。 而在对西磁的统治中 ， 除了自雍正惆开

始派驻拉萨的两个满洲办事大臣之外 ， 1南朝或是得到了与其

联合的两藏贵族的协助 ， 或jL得到了 i青虫11达赖喇嘛这样的藏

传佛教领袖的协助 ， 或是得到了二者的共同协助。 一吨边预

货族需要缴纳赋税 ， 巾.另一些最族贝IJ需向朝廷进贡巧地的珍

段特产(毛皮、人参、马旦和玉石等)来代替税收。 朝延

安求件多地方贵族按照固定的日程或是通过其他变通形式来

向皇帝表示效忠。朝廷有其政治目的 . 同时也规定了缤密的

礼仪，二者中的很多那是相互关联和影响的。另外 ， 在全

国 ， 各类事务部留有书面记录 ， 由此形成 f数以亿计的文

件 ， 其中多数是汉文档案 ， 还有 部分足满文档案。 其内容

从人口普查到粮食价格 ， 从茶叶收成到降句 ， 从牧马场到堤

坝修理 ， 无所不包 ， 其中很多利案保留主今。可以肯定的

足 . 就行政管理体系和效率而言 . 任何前现代国家都无法与

消代的行政规模和复杂再度相比。

在带回的组成方面 ， t肯弹?因与罗马帝国、奥斯曼帘国、

英卧儿帝国等伟大的早期近代大的帝国存在语多相似之处。

这些帘国的地域宽广 ， ~克内民族多样，网家通过-个核心城

邦来实行统治 ， 各个帝国均有不同的特权阶层 ， 各个帘囚部

依赖于以统治者个人为中心的复杂而叉""-T~的正统理念 . 各

帝国的极力都布在 一定程度的分散 . 实行的是直接与同m统

02 1 



乾陆南

的的结合(总体 t . ~再中心越m . 就越依赖 T地 !J柏关的

忠诚) ; 各帘国部依赖 f ~l 效的 i1'~'1 ρ\ ck来保拎常国的统

- f导'市因均 t行多样性的政 11 ， 一方记 . 展现出zf囚内民

族、宗敦、 lR λ 手口立作是异的杠lZJ克和 . 弘一 fJ由i. x3~); 

控制Imi主盹主主导 . 且更 wi主屿差异lïX:古:iJ可E导致帝E分裂的时

11 的强大~'L' 力 ll~此 . ~JgI近代市l刊的这比原则截然很问

l' JT,t 1\:民族阴义的宁14 、自 ift 珩 1 白决FF2:

不过 . 满1刊jF轩|叮 Ji 两个市!ID 1、[LJ r 1t I也守， UI fc· . A 

L~j J 鸟'-47t1. 尚‘ t" .... 归国Ij 乒乓下制约{丰 ~ilJ I JI古向 If:t, 

f中 l七刮 t 严川'，7 %-1世tplHseluf f 制 IL fi lUJf立的 i且YJ f :'J 

t'l: '闵) Î史![ i立 I二 irJ UL J虽， 111 ,iJ j.t Ù "t H衍" 1800 q.: rJ '1 .. 

忧也价山例~&，' 1111 {业盹恨;1，1] 刷刷品11， /1' 18 jtlr己的小 !

r: i t?: Ji:: 息'品'ii2UiLMLFIT1· . 在用匀: t 11 ，11，飞门帘 JI{f ，1以 11il 的 lbt

t曲式以此 . 岳阜八"能ESl苔 j r f骂人 ili H (1'1 I(吁;fjT . ，)~，ι生U

F二、 1{-/ r r ij~ 自'， iV非此，什饥 $3Jι ， illJj-彻底的生;草 . ...!ι屹 Fif

匀 [)Eltk 轩 1f 均 HI的 i、tEL ti1L . 这!f ~~忘Jt苟fi隐

没奋进行:京新 . Li 尺jJ i住过行的 ELiJ92饨的、非正式的fO l'uJ 

燎的变革 历史证明 . 削烈的政治变革通常效果会远t哇 !t

"x ，乾隐3受巧史 z j;响.无法 *t. g 如f{.i.t;.些 f. ;)11 毕觅 ，

1; '1.'.的先例布满，rl1 :ff 这样的l哥人n桂{其自'极为市裂的 g ll! 

形态资源 . I高rIti咛'i m; .~: (戎(f 企业他 I1 J fl 己觉fUAilE)

i 1:肌些他怀疑态变、体企:耐用的入 Rl!-1 . 尽管他ílH、 iLf111jL

的汉人 ， I11 他们 ìb瓦认同 JHE ，* li 'ift A:. (-11r il，d专 F米的冶统

i JLiY克的

汉人对成洲人民乒的认识以泣不ut对A仲 J莘异J'月发 i旦价

怨恨，有时被1人均是 1吕莎的近f\:: tJ 1 因早期的 .. 民族 E 足 "

的一种迹;~ ， 缸i然'应在卒质上OJ1 l且不问 i 泣'\:~族主义占的

(J]] 



当酣

观念，但还是给硝朝统治者提出了 1-分棘手的问题 这就引

Hlfl占帘囚的m二点特征 • ~~i荫洲人;在少数民族统治者，与

其臣民的人n比例是 1 ; 250 。 虽然他们应识到需要号人U 占

据多数的汉人分享仪力 . fJ:!同时也'lli防范不能让汉人 ""f.有点

大的权力 。 ft'制统治者知li口 ， 既要确 í~ liEnllí精英的特殊利

益 ， 也也允 i午汉族文人进入统情阶层 ， 这就需虫在惟ì1J:满洲

的本价主义和向对逐渐|司化(成i主说以化)之问取仰平衡。

例如I ， 满洲人人关后 . 强迫全体汉人男性战ftl>:洲洲人的斗(谷

剃发 'f.fi辫 ， 以此作为汉人臣服的标，ι ì't 多汉入将这种行为

视为对均代的q)j钥统治者和父Ili ，t.、 i成度的一种亵渎，因为

"身体发以 . 变之父/l):\ 剃发 . 即使只剃掉一半，也是对

手且京的背介 作为法规 ， 清朝规定"留发不留头 ， 回头不

阴发，. (J-j 址， I古廷同时也愿意继续推行已经证明系切实可

行的科举二号试来征草草宦员，并竖排儒学教育。

从这个角度米说 . 大清皇帝所面临的情况与~~诺夫沙

皇和l奥斯曼帝因的苏丹不一样。 他们并不需要去平衡族群的

特殊性与上仪的普i剧性，因为要么他们与被统治者来门同一

族群 . 现么在此治下之人U 中 ， 没有哪一个族群占据上忡地

位 ， H可能对外来统 t台将的统治产生实质饨的影响。①不

过，印度的民卧儿帘王们贝I1面临着这体的问题。 在宽仁的"'1

先巴太咐 ( Aklm" 1556 - 1 605 年在位)统治之下 ， ~在卧儿

帝国鼓切成功地在穆斯林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利益与占据英卧

儿宁肯因总人 LI 80% 的印度教臣民的期望之间取得了平衡 ，

1) 而今.x:7Î束. i 1 一个外国人拥fH! .~似导很舒惜，们在世'11历血巾 这

且且印非常静温例如英同国 E且!I ~ I陀( 1689 - 170 1 年在位}

在1再袖- rtt (17 14 -1727 年在位) , 晖'I'f他们悍可11.同且直有芷(威庸

屉通过娟翩) ，但他们毕竟部是外国人 而且从木 ltïE学习过 !Ii: ìf.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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盹陪帝

事ì:1 . 豆豆 17 世纪时 . 出 F统治者严荒倾向 r波斯的ds;非派 ，

1fri疏远了大多敬人 . 支待者日益减少，共卧儿帝国最终瓦

解。同英卧JL帝国一悖，满洲人发现他们入关后所而|阳的自

然与人文环境也址非由成熟的 ， 不同的挂满洲人在这种环槐

F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末过 ， 成功的代价是不仰不对吁地习

俗做出lt~t&儿帝国大得多的让步.南j"Ç莫卧儿帝国目IJ从未提

吃过 flJ I主教产

父亲的遗产

的llfJ~;~昆湾泣J;\; ilj 的回''!I.展f1.1己 的 '<.'.J íli!. 1)11 1色 <J 1、足

在Jl n 川的 t[ 观 兰主:.il作正的的照4日.臼4轩的状况日益改

辞， 'jt!r Jf口llíi刊的tt'i开王战芳、京时 可i沪、 1、I候电站败国ti7. 脱

wlz减 FL ，党派j{1疵，人们二经失去了 门卅纪 /~i 朗 Ut 押~i'fl!J

h .cl的理 l\f中i'Ji言，吗肘，活力依旧的!.)i熙，Af巩同 n高刊jf人的

统治.在: r*J1;、 Jt 1) 分别消除 TP时制故 fti iE若有1言~ ~II 严fK 首

3目的险业胁 .m俄文人，扩大耕作面积 ， 并减免了财税3 后

来 ， 闵与其储之背贩 . 烧熙非常痛心 )f肉朝中汉人官员手口边

树毛荒山凶‘邻的不忠 1fT!饭为愤怒， i且比那使得!.li熙无法像以前

那样全勾心地投入到司家的治理2 叶" (t'令人1-安的 18 世

纪末 I l. -i、 fnJ迦μ经萦绕 i 入们心头 的刺统mL切的

JJjl吨 即Jllnf~道这么快就~破灭 f吗? ~Ht ， 尚n "fJJ 的申Í- P;牵

叮然马尼f主理解的。

1723 宇继{年之后 . 雍ïE帝推行 r高压而又关注细节的

政策 ， 并J挂行「均有创意的改革 终 T i'it新巩卓JH月廷的财

政状况- 寄: ，也足最市耍的一点.他使国家财政恢复健康

j ft: jf出台政策.详细阐明官员们将谈归公的比例 . 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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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均脏

阳提高了国家的税率，并把部分耗羡用于实施一项新的制

度 . 每年对那吨廉洁的官员加以奖赏 雍正还对官员们的作

怯所得予以!坚决无惰的没收 . 并加，大了对贪腐及滥用职权'白'

员的惩罚力度。总体而言 . lff正的目的在于 ， 让各级自员都

不敢侵奋地方上农民和国岸的财产米中饱私蜒 钻果，雍正

时期的因库出版米不到 800 万两白银剧增至 6000 多万例，

有了这宅巨额财富 ， 收峰就可以实施他父亲和1祖父只能梦想

的一些1.:程。 l 难↑毛他在国(象中会或丑~山这样的淡定和自

f卦
n 。

雍正在其他方面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 ， 除了推出新的建

储制度外，他还进一步采取行动以根除党派之争 ， 他认λl党

派之争是导致康熙朝衰落的最重要原肉。 例如，雍正剥夺了

满ì~ 贵族的大部分特权 . )1 将八旗军事组织转变J"中央帝权

的士具。 另外 . 他还试图左右汉人对满洲人的态度。在木章

开头部分捉到的他对文人吕留良之案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例

子。 l口l 留良( 1629 - 1683 )与其很多同掣入一样 ， 制1 i;tï 1芮

洲之发辫 . 必将满洲人贬抑为年下之 "夷狄\ 指出满洲人

没有资格统治中国。 在吕留良去世 40 多吃后 ， 他的华夷之

J.\!.公之于山，雍正大怒 . 命人将同留良l'liJ伯戳尸 ， 处死月留

良尚存之子，吕絮且c眷全部被贬为奴。 而且 ， 雍正还创作 f

《大义觉这JJt>一 1， . x1吕留良的言论予以详细驳斥。 在

段时期哩，乡lli.tE的这本小册子乃全国所有学生必读之物。 11f

jE之意在于泊1史以入尊章大消{在令 . 即使不尊话 ， 也也确保

』 情(111* 1目的且草本(，)$1货币体罩 扭收阳大世 :x rfj 1:，，(向他直响. n 唰

~II ;t使用嗣蚀 且种铜钱'让阑施，巾有方孔，陋T-ll' 1且J1l 嗣饵 '1 向

阳在间的 IV但Jr不罔定 一般的比M但是 l ooo .Jt = I 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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盹隆帝

111.人不Jlj(公开对抗洁廷司对于乾隆而立，这 放的遗产'Í~少

与他所jfr-烁的雄厚财力是同等重要的 同时 " :J他的 mC 走在、

毛l父 rt . 乾~tlj儿 []放松戒备 汉人自由a.j部可能危及满

洲人的绞泊 18 t哇纪 60 年代 乾隆撞到类很.巾顾地区

些忖边的农民干、划何故明卡在了辫 f 闵扫ι 发生骚乱 . 乾降

17且 1;发 iJ) j' Þi， 大自E峻的政治迫需运动 .fIlht性lIf. PJj这些均

，只知j 1)(\挝 $5

hi 句:收， I飞'.'Ì，.1fxj'} i'~占多 l1Q就 . (口是他的先然勾剧也:0:、叫、

it 1, ,\'.'1 F fil~ 第十、正74毛Isu 54才:ill 白J:l !{: -1~?1 J也 l孔机哥，，( IiL 以

此 (1."lt~ 平" 1同，(t时斗力tZi di 的 i t 人 这比拍:!止申ilJFl:llftffj 盯 2

叫ij 解/ [ 1.自~r. J~'1í i吉夫'1: "'j}, ili'e I恒的治 1 r1 <\月~ 'j 失业llfljip tF 

Jt叭 'Jt注。[ ,- ' jU!、守J ;f ~';l虫!& ~.草2.k72142JF 川{钗 1也/'， 1'1

.J:... i~i )J1 以 l￥ 1宇 ~Hll"lfit2 P7， ;i :tt吨 1

最初的政策

乾院长7扣~í楚 地最灼的行动一定会受到 E切的无比

他也知道 lï 己缺乏统治经验 . 听从~~ ',\'; i 1<帧'i'i: #1'，1'委派来指

导臼 F 度过LEF24tJEH fE目的张延王和鄂尔机构(，7. I[ i古朗的甲

臣 ilJj {.1火["j雍正发系'巫切 . 并~/ -tf拔止的绝对('， 11 Ú 

申fF如先后之飞 -人尘'在 段1I.j'IlJ 内仍州、亨受6'衍到的 f1

~. 在这吨'út} 的这.:xr: . 1J日之(1::4'人也执恶11";在前iT 的iJx

败 iιn. r勾此，乾降了i布将废除他JJ::: a.~ 期那吨仇，L.性的成旺

f{:哇

':'(: E革巧妙地将tt意 l到公之 i 众 .1I季节此}).1f jf占4161 之遗

咐 这律的遗嘱任传统 t 是'NJdi皇帝本人i挂行评判的 J个

卓台 . n沟盯到U\' i1t行必耍的调整奠定 }Á 础。在这())遗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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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鸣曲

# 
中 ， 雍正说( !;I岳膏 ， 更可能是被立称说 ， 因为通常·这样的

声明都是出向他人之U) ， 他所实施的 JJ~ Jlti严厉惜施对于遏

制他即位后发现的那地腐败行为非常必要 . 但是那些恼施只

L在暂时的 如今 . 既然那些贪腐行为已经得以纠正 ， i匡正冈

此在遗i召中指出 .··可酌u旧章". 代之以更λ1宽容的政策

在雍正主Zjli1几天之后 . 乾隆即将此遗ìß予以公布 ， 并承诺要

h开启新的一员 而且 咽 乾隆还使这种改变有上去仔像是其父
fl1i:iE投王军的 . 以此应免不孝之名 对于一个2称其统治乃1，1;

下 rhe代圣人教诲的帝王而言 ， 不孝可是蔽为严重的指控。

乾隆改变政链的声明受到了朝中的多官员的欢迎 。 如果

说还有→些文人精英(他们正是这一声明指向的主安对象)

对此表示质疑 . 那么有很多证据灰明乾隆做到了言出必行。

在继位后的儿天中 ， 这位年轻的皇帝宣布大赦很多在雍正时

期入狱!1z蒜头宠的人。 在这些获赦者中 . 有乾隆的叔伯 . 有

在 18 世纪 20 年代因为密谋取代雍正Ifri受牵连的其他皇室成

员 ， 有失去W ïE信任的优秀将领 ， 还有其他一些不受雍正喜

爱而被革职、!t辱和抄家的能下官贝 ， 有的人甚豆是被发向己

边树的。 ii1i il 这 一 系列举挤 ， 乾 l掩希望能够抚-'j<肌吨 N

1723 年雍正继位抱有怨恨之人心中的伤痛 ， 同时也希望那

些民党派之争巾分裂的满洲精英能够团结也来。 乾隆之窗;在

r尽可能背造一个对其统治有利的宽容、团结和亲沓的氛

1L! 1735 哼 1 736 年进行的大赦也让乾附有机会展示:tt宽宏与

仁爱 . 这也土主数个世纪以来像乾降这样新登基的皇帝都主巨大

赦天下的另一个原因。 但是乾隆并未就此止步。 f赋

悦 ， 在法律上放宽了对私盐的处罚(盐业贸易利润巨大 ， Fh 

囡家主E断) ， 并尽力J召慕那些未能通过科举写试的Æ [- 。 通过

这吨 ， 乾隆时期确实标志着一个金斯时代的到来。 正如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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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陪帝

‘ 1进行的-也IJLi电 iF如沽 ， 乾隆立 ， 精);Aj ; 收;阵线 . 7) Jj 吁

不过，如果 JJII JHt对乾陇抱有怀蜒的文人能够观察l1f 史 fHl

y~-问 ‘ giAat现在'且与 )1 父，hl'-:il:立饨的苦司 IJ i实)♀ j:馀员

回lJ~fTÆH '.~史的犯么人 即使1世让;户 [~I罢‘ f也正肘朗的 IJll庄

的面因茸.作人.怆LT 叭也气也二EE-44TE1比原跑后期次贪 4'

W，~， 可~II+仪 b的tE阳气、F安if'Lf hl EJLF在骨'.' 1-'1 

月J，吁:颁布的 lF 飞

，古天r-~二道. 贵得其中 " 此在;则纠之，:1.监. f孟川济

之以宽 ~ ~Jl E 扫L 仁 t 4·. ,k f二 l手，李 . <f!，六十年

休非 t.巴 . 民物怡熙 . 循足以 JL ZS 有过宜之弊 』气 '1

号绍永大统， -lfo.彷纪纠.伴在，古;~;，'-. 1品丰E 厘 JE ，人如

丧法远罪 而可C 敢 44 侥幸之心 此?号之间时且化 . 所

以导之于王中 而整 J可官万 元 I~ 忠￡斯氏之五章也

立斗f 尝以联为赋性宽绽.』垦教诀4乙 联{" ，J<圣训，深用

譬!再. 兹当御极二ζ啊， 时时以立考之二.~沟，ι . 即"立考

之政为政 惟忠刚柔相济 . 不主草绿. 以路平康正直之

治

主 J1l 1俞旨巳 rj j'乾隆付4 ￡ fFJ44飞 (8 ry;.主二.件;而

Ii!'.也恭敬地对他们的 ct Ã:{，足iL f批评 例仙 ， 尽营同市It I ~、

中 \ fD.运 嘲 !Ij 在 .他对持正处Ef[T Ii 的 LFl轩( ..无非且1

8拉斯民之 i~边") l~m，'í伯 父辈栋 I 的出发1'\ '11 11+. );jl .J: f 

严厉 同时，他也认识111W熙的统治上11 饱怡，闵此 . 付 1-

乾院带来1克.地构任各般是要寻找fll~q严 1世~b!与J<i( FJ. Z 

间的丰衡点

乾隆在frld『 ;1 的 jtf也部分说得很'W 6:曲， (也可以范容对1 ~f 

(j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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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酣

偶尔的失误， 但绝不会纵容图谋私利· ‘ 快之所谓宽者 . 由日

兵丁之宜存恤 ， 百姓之宜惠{果 ， 而非i冒罪恶之 "J以悉赦 ， 刑

罚之可以姑纵。"在这份上i命以及接下来几个月中发布给臣

属的其他三份上谕中 ， 乾隆对其意图迸行了阐释 ， 其意在于

以己之宽容换取臣下律己之承诺。 他警告臣下，如果他们不

能严以ul己 ， 他本人也会效法雍正 ， 对不法行;也严加惩处。

可以这样认为 ， 乾隆尚未能够完全确认 " 中"之所在。

他肯定会想到祖父晚年时所享有的那种盛名 ， 但是也消醒地

认识到，如果不是雍正的独裁统治所给予人们的那种畏惧 ，

JJfI么也将很难进行有效的统治。 这是一种典型的进退维谷 ，

根源在 F对人性的不同认识。 君主总要面对这种选f罪 ， 是以

严刑苛律进行统治，还是相信自己道德典范的影响。 乾隆希

望能够消除这种分歧 ， 在一段时间内实现自己的目标。 但最

终 ， 似乎他更接近于康熙而非雍正。 随着岁月流逝 ， 乾隆后

期也出现了同样的衰败现象 . 丑闻和腐败随之而来 . 而嗣子

入选的不确定(见第九章)同样让人们对未定之前途产生

了m忧。

权力的试验

上述'lJ↑由之发展在 1735 年时尚属滔不可及。 事实上 ，

尽tf乾隆承诺要实行较为温和的统治 ， 并想给人以与过去决

裂的印象 - 但是，从其最初几年的统治基调来右，却更像是

雍正时期的延续。 对抗并未在一夜阅消失。 即使是安抚了那

些被他父亲疏远的人 ， 但在很多方面 . 乾隆其实都很像他的

父亲 ， 他更像是一个带有嘲讽性的雍正 ， 例如 ， 下令各省官

员勿得再借悼念大行皇帝之名义进献果品和其他JJ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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盹陪帝

汝毒请节且 ， 知道了 两月以.l<. 己屡次降旨，晓

谕外省臣工.想法已领态矣 汝既感主考神，里 ， 惟有佯

iJ 竭力， 培l'I'地方 ， 庆可极称

π"Ul' . ZJEZ乓上制♂乱的二七 bo ~ ， 'J~ ，吗

儿跃御门听政， 坤色而起，每遗人询问 情臣 ，~" *- 4在

否 屡次ζ占2. 始云卉某 即今日中.1l念，足 jf， 臣于肿

门鸟 Fli3 且迟迟后期. 刷每日^ :r: .iJ、1> . t 可~.见

怦.栩JfaTt 「〈士 m;此 "r 'fÊ "i_ ~II; -，.[的 L'.'tI辛 f J tιZ 

111泣 111 x.,A it'; f!r Y，町 I tl~ L人民咛" ，川、的 h 芮 11'; 个 J 、 lJ ， 1 i. 也
I J tt A』 H I Y "~如 tl!~ljAHH皮 lat 且饨削勺的 ι 乙!凯的 F f. 

4L}i 而J '.d可l 约 Jt 勺 tJ4.:!J~ . 日t .i.T \l I{: I出 I 吁I 在吁，fj\ . 4、ι: lj 

ιIlgH. Hl!H 二EH，ρ治卫'打tJfl、I'î即m "f，; J f在以衍"飞|如ilEUz

此与他 lrlHJf;f令 .ζ人.二主此人问 tí 也是乾陆的勺

t ,t 2I怀抱止的;自弟、乾眩 Il~: ‘公 *if t:王 L一主」在卡允保

Y.ú 1 737 年 .iFi降已抨陀启到 jA暂 ttlI能会

~:.. X} 
L{-弘普

们发的问题 . (< 1, l.', f也在取 f 以静制动 Y 策略 1739 " rÙ,. 

机会tt1 Im . îL，打扑乾隆诞眨庆典上唯 J哥鹅 hi 色归f..'J 托 i}，

lli丑 if'在lllw包显然系皂衍4;- ，íJ~ -tÎ.. JiJ 此 J '.11\~5 献给丰tptdL

fL物 . 习之过 . 乾隆!!未 tEjLE27F r JI;j Iti . ojL !'r假控心斗在与?

vι4、 ， 交 l村 if;人府作i 11\ 在。1\虫 • ~l、的战圳ttH也曾 inlil '队 1)可1 .. 

也1 "'2Un草创 (oJ .. 以此 " 将米我还升腾

'<n 这种人逆不远之 fj J.J • 段;F在之反应1.1 1t父

"电 ñr l;Æ的 inJ地 .

'ftft" 笃

，仨悯 lt)~元 纹 {也 F令将4丰富 tÌ<.Qi;固 22 . 弘I-!f及民~~人开

除;;2衍。'11. tt朋f己的共1世成员提革姆武1罚!乍 l十亲下允斗在 11

()JO 



二 旦政

职被革 ， 爵位被削。4\师贝1)被判绞监候。 乾隆称 .··联虽欲

敦;在亲之谊 . 亦断不能宽假也" 。

乾降对f号那些高层政治权贵同样严陷。 在弘哲逆案发生

几年后 . 屹降的):j晤之一鄂尔泰利用其名望庇护党羽 ， 市1陈

即对鄂尔泰进行了严惩 身为满洲人的鄂尔泰( 1680 句 1745 ) 

无须通过科准{出口I步入仕途 . 且闵楝守liri:沽 . 在维正帘的扶

植札迅illiJI-迁 ， 成为·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满洲仪臣。 1735

年雍正帘驾崩后 . ~~I尔奈凭借:tt戚哩 ， 与张延玉一同继续辅

佐乾隆皇帝这就使他 "J以借机椒仰支月音， 进一步扩大:tt

影响力。 'P实t.乾隐在~Il位不久就注忘剑 ， 在上层官员中 ，

..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 ， iY..入困1)忠依附张延玉" 。 这可不是好

现象。 华夏的政体是一种没有党派的政体 ， f吉党确实令人庆

恶(孔子曰 。"若干不党" ) 。 乾降23禽其他人·臣 咽 不要凡窄

都听信于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人 同前代帝王一样， 对于乾院

而言 ， 在自己和其他'自员之间 ， 唯一重要也足唯一可以接受

的政治联系;在这些人对乾隆的忠诚。 任何一个共有相似观点

且行军方式一致的群休都会被焰上刷党的印iè . 而根据朋党

之定义 ， 朋觉者只 /g- c..'.私和1.而斗i'公众利益 。 时Tj 张延玉和

鄂尔举之间的族群分!Ilf则使得态势H趋严重。

肉此 ， 在 门43 年切 . 乾隆注.~J~I)鄂尔泰之子与某个存

有野心的官员搅到了-毡 ， 此人为了升官 . 指应他人贪腐

后来这吨指控被证明为假 ， 但鄂尔泰依然包庇指控街。乾~Jt.

认/9 19 c..'.遭到了背叛 ， 遂谴责理11尔泰结党营私。 乾隆警告鄂

尔泰 "快从前nww( ， 今日能宽汝 ， 将来1虫不能直治之罪

于 。 " 从这比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 ， 虽然乾隆宣称自己是仁

慈的康熙帘的俯冲继系者 ， 但他更是严厉的雍正之 f 。 从他

早期对苗入叛乱和准噶尔问题这两件紧急市件的处理上，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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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出恼同的否1Ji，乾F在对这两件事fh迅速巾有效的解决

(下文详述上让人觉得这就Já~!li正的处理方式 ， 是一个勋

始的儿子在急于取悦他已故的父亲

皇帝的日程

、飞皇手告并非-i'j-. 易恨 。 现代人忡{子只会想到宏 fb的白

殿、奴仆、奢华和特权，:，，;:这吨坠仪的~iJE.却l 反会您去Ijf乍 Yj

. l'、队帘 拭目只听{f多么的繁 117. 付 J 二 4日乾院法悻过 l 汁.吊

l比年i lf，、院的空情而du 克是如此

5主市民 气汁二怡 1!j ll, !;i . ilfjg {t 引槌二1 A. 片F t3 . ti '豆阴l

L.'，卅始mt-崇拜的萨满州 A ，丘 f丁 flilJi r 旷JA在尔 也床 i~t忏川

出咛'i {-t:太监的 1i'l1候 F 更衣、 JH膳 . 然的会议 会儿址:|5 这

们 H}J f让他在一及中保抖.4-不错的心馅 ， 七布的皇?品'就 B且j

ìlt备早朝接见辟眨 根据飞天政务的性质. y.朝可能会在乾

f白宫学行 1 也可能会任乾洁白两侧、阜帘的私人书房芥心服

举行 当然 . 每及的大叩分时间都用以处理回家事务 其中

典型的事情有:开H斗衍官员有关天气、同然灾害、问道维护、

十地开坠、粮食收成以及地方物价寺内容的奏疏远行朱批

Z才那些最为严币的战律专件进行终审判决(也就是对那些何

Jrii I;': .'l' f'以处决) ;对听tJ文武自员的任命、调换乎口l海职做 I ' j 

批示 ， 对那些进行巾的特殊τ翠 . 如宏人的也筑项目(寺庙、

堤坝和自股上大刷悦的庆典DIi止 ，jT现出版物的编1I进行攻杏r

此外 . 乾院地必须批|到大量的 107安忻F日正式公文 ， Jt中

多~只是例行公惧 ， 冈右~饥人眨已经就皇帝如何回应给出

了 EE见。如果乾陈同意他们的意见 . 那么他51需做出批复Jt

发布l: ì俞照此行~ß o 不过 . 皇常有时候也会不同意大臣之l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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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政

奏 旦旦是认为他们考虑不周。如果是这样 ， 他就会做出自己

的批示 ， 或足将奏议发国大臣进一步审议 当有大规模的军

引行动发生之时(这是帘事) . 皇帝就会更加勤政 i也会与

其最为1，';任的军机大臣们 一起制定战略、策划l可寻呼王行动、督

察后勤 ， 并对战啦奏iffrt进行评估。 根据奏疏的时机具紧急稳

度，坐帝会随时召见军机大臣 ， 而这就会打击L皇帝通常的问

程灾捐| 。

中牛AJ分 ， 吁大段λJ紧要的非务J能处理完毕 ， 然后皇

帮会'fll山·点时间创见新任官员。 每个人都会手拎一块世先

准备好的绿头牌 . !-:面写有这均人的名字及履历 。 另外 ， 宫

中还备有每个人的完整卷宗，以备乾隆召见时所用 。 凭借这

吨资料 ， 主帘的接见可以更有效率 ， 一天之中 uJ能会接见五

卡多人。 皇帝'可能会问及这些新任官员的家庭和家乡戎者其

他方面的情况 ， 也许还会有选降地向这些官员询问一些更为

严肃的问姐 ， 血口地方管理、紧要的经济问题 ， 或是人生哲理

匀 。 会见结束后 ， 皇帝会做出批示。 借助这种Jj式 阜帘可

以激发起官员的仙任感 . 也可建立起皇帝与臣底之间的个人

联系 ， 还可以让皇帝亲自 f解到哪些新任官员属于能下之

人 ， 以便问后jJj'，拔 。 、气然，也可以淘汰神那些在皇帝看来缺

乏责任心和l来献精神的官员 。 、可天召见这些官员的最后 '个

环节忌乾隆 11j 军机大臣的也下会晤 ， 以便审议这比人 '11决

策 。

F午的'点左右通常是皇帝一天中的主餐时间 悯l膳房中

有-1百七十人 ， 他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 J;皇帝和其他皇

族成员准备各种食物。皇帝每天吃了什么、自何人准备这些

食物、哪些λ;院在劳伺候等都要被仔细记录在袋 ， 以免皇帝

脑后出现不远。筷子和餐具均为银质 ， 因为人们徊信银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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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

于庄子和I餐具ìI!l骂声会变黑 . 这 "r以防范阴谋的发生 (为政免

i1l;f，肉此认λl串ipt过 rì唱慎 . 我们可以æ]顾- l'与他同时代

的其他-些情王 . 如坏治三tH:同 i二平 1788 年卡'))山态 i2; C'!i; 

lyf使得他后来412b f化和\ 而且787tE 足他 1820 t 去 111 ttcJ 

r~;! 闵) 皇奇的在: {~J 1岳飞却可钱会有仔多道乏 . 用以激走己

ELA旨的食快 由; j也不会指定特定的;在 {j. Iif以iR lft确EEQ

Jff 的手轨丁 ， .fû从lC共中显示， FJt2乾阵也喜吹传统的战iHI

tt 食.出11珑|勾丰U~上'也野叫、 .lflAL.1也灿 '!t 吹的!牛，也~缝t.:J、及

什 {I 甲电[可il'J \'.忏 注γ l<';; JJ~ {j. \"i:í:t 巧 ilti It' iï; 节句 :吃 iJI恬 β:

斗Y.oJ Hi飞灼 JU门飞 f lzi 划~ r ilI ß "I!L八Jk l芮 1~1: q' -个

叫"， ']例的 • I乌 (lM fl 咀 Ü~-\: 的收人门 14、 i叮叮叹! ~， ) . 

]Iì此乾5年L ~J! -..1、 z;他，C 全 11] j, 

4J q王 J f i . 争H年二号1'f 11.+她]. .!.J: ÎÍ 1:练 >J 经[811 i{J斗btt ‘ l吟

lELAK之鉴串nt:叶立战" ι 如，tJT巧 !f êi'.Lti'P f1-ri.的 . 乾 rff

a节;三 i、世界级 il~绘剑、 ，ñ均1321·; 市面J削l<li:豆豆 . 付 申

眸 rfll 兰叼 EE St 主肘 z ↑、作。目 t 1~ 气出ii: l]IlJ: ~王宫 . 向 lt 光满]'

-忡激情人们 "f以 t! !l-' '黄昏时分 fmu止乾隆天、'í tj , Jh: 

V{.欢的时刻 有时他也会去 M'~ 1，;;-1、影响次 H 的 H F2 . 
也口 [r1 没有收iA政务需理处理，乾屯 ~Q会在问:』八点}J:. ~，就

寝

的初步成功

在廷栋 fd 的 fiHi; Ll] 中 . i] ~平的乾陵út 'r上安 J;J !IE处

Fi!也描'ii.'务 也日在行的两人.他{r，如 J前洲人 样远非 1\1.["
族 ， '}-活在!古饶的 KZAf地区的Jll纹。(也有居住的地仅 1 '8!ι 

j二今天的tEjvit1 . 元、明时期逐步彼)t入巾拟王朝 ， 在 I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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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均歧

央王钥对这一地区的统治1<:期以来却并不顺利。除了当地黯

热的、对人健康无益的气候外 ， 这里多 [ ll的地形也阻碍了军

队的机动性和大范围军事行动的开展 。 此外 ， 茵人没有自己

的文字 . 多数商人也不懂汉语。 中央政府认为在这里惟行中

!京的政府机构JHf用汉人官员非常困难 ， 冈此 . 主要涵过当

地的世袭十e司进行统治 ， 皇帝认可他们的地位 ， 并给予这些

t司各种特仪来换取他们对自己的效忠。 消制最初使受了这

制度 ， 但是在 1 726 年 . 有~由t控诉这些土司肆意压榨u

苗族干民 ， 雍正遂决定由中央政府派遣流宫前去取代土司 ，

并将的握之管理体制与中原各省 F以统一 ， 此谓 " 改士们

流" υ 国家会主E为公平地将土司的大黯土地重新分配给那吨

'p-民 ， 然后向这盹自ijP.l的农民征收+地税，米取代以前每年

凶人士司向朝廷ill奉的贡品。

不出所料 茵汩的土司抵制l这种改变。 幸好有鄂尔泰强

势的(在某些人石来注残酷的)领导 . 这一新政方得以实

行 。 鄂尔泰统兵数干 ， 用了一年多 a'J问才消除了这种对抗。

他在贵州~ r'i. j寺 111 I 173 1 '坪。@]京后不久 ， 他所营造的这

种脆珊的和平局面就被打破。 1 735 作初，中央对商弱的统

治瓦解 ， 一个新的 6 茵王" 取而代之 朝廷遂派遣张H目前

去镇压 . 厌恶鄂尔泰的张照不是敛JJ子平息瓶乱 ， 向il注职披

J盟~鄂尔泰失职的 ìlE t树 1 企图利用职务之便捞取政治资本 ，

战争态更Y，必化。 这就是乾隆登启后的情况。

乾院还桂安祟王之时 ， 就已在父亲雍正设髦的处F丑紧急

军务的军机处参与牢固坚务 . 因此 ， 他对此类军务j止非常熟

恶的。 在雍正勾崩次日 ， 乾隆即将张照召回京师 ， 以曾在货

州协助过鄂尔泰、 fiH圭糊广总督的能员干吏张广泪取向代

之。 乾隆处理此!fl之风格颇似雍正 . 从他针对张照秦i肯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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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斑 .

当因其悖乱而降旨卉绝

乾隆帝

新政所咋的划薄i由不中日[J可见

新辟苗碰 .又伊喜称，

前E是丰 旨与 王大臣等会议时 ， 全云 苗 人J':ì.1岳 尤为乖t事

再 4于计此时昕元卉直之理 吁 惟有侠事乎之后 ，在此:在.

且4斤彼时张照事力 主此说 ， 今何以自 相 矛 盾 如此1万L

究不知其意之仍是两歧之见 ，内，吧云:丹直 . 忽云痛剿 .

t~ 1~.. 叭'占让 f'zJ' |1 

所在 . 县属糊潦 f

申t 陈;.; (,1'( -'Ý; .;L r -i 1此， t,-/. f'" 

EZI 与!ln.II' 姆i!'; 如咱. , 

..' W. 1';(t'~ i{ 飞i

'IIK 均 flj IL 门川

主止政:r;快 1: j" EYi也1) l [ 

'1.1 ν
」

L 嘈吭 '主'吁￡均 . LEF

'字:在只人 . 申L~辛产这 甘1 叫包 2

'ú 人 ftk品:二解.飞JUR凶伊l

川 l 1.:Jf l←函才明驴'f" îQ功

1斗 r r!::ü ~面

丰IF幸也旦、卫h扫除 fr住苟2 、tt liI 主 附1M

阵 !JX 长的过缸中 他已经吁:兑了他的f1U':民熙皇 '!1.' 11' I 7 世

纪 90 4.1~ f.兵fif服准噶尔部首领唱4:对的事情 在这炀l'~

2必 7<1十 4 后世界最人规锐的军京行动中 . Ak刚市 '!i! 均 1F 电i

EMF的 乞 λ 斗'拉(盐 FZE变这场耳，).胖乎i I f忧廷政冶 I 的盹

也仨盯勤卡的性和l 飞 m熙EEf飞 Itirt; 了噶尔;日:îi 'f F的罚

~I 'r: 

lì~IX 叹之1、 1}赋

. 1 提儿.

元 1L

q (1'J t', r'-t ) 
l[V~沁 .

手，[.

收!门，'，1 J以，I;'i牧民族组峭的mfE欧-HEf奇，). ili 1t就必 硝峭的

圳和)llë J'j' I\:: 人的ß.rfi: ， 18 jt 吉è 30 々 I t ， 珩同3尔人又开

始 I ~ (南朝对抗 ~tJ然准噶尔部新的寸古时驰2;丹:在专并非银n

,J" i li DI~尔月号~I草咐以对付 ， i口是串íJ主句道;v，-:r::他f民 1， 1，这乞游

牧'扩队的挑战 . 尤其是战。扫将会在显吕京师 3000 多公用之外

的沙A尤人 l，z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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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政

让乾隆困扰的并不只有军事威胁。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

主要教主达赖喇嘛的忠实信徒 ， 准噶尔部的首领们只要认为

有利于他们一个世纪以来对草原统治极的争守 . 他们就会去

插手i!9藏政治 。 虽然他们在与清朝争夺西藏的过程中处于下

凤 ， 但是，由于后者在西藏的根基还不稳定 ， 这就为准噶尔

削弱具在内琐的统梅提供了可乘之机。 因此 ， 1南军曾在

1 720 年、 1723 年、 1727 年三次选人西藏东北部和中寄自 . 以

阻止准口比尔首领巩固其在西藏的政治地位。 !lf:iE发现西藏的

宗教特权阶层并不可靠(它也急于寻求强大的盟友) ， 他们

并不愿意让清朝军队在拉萨永久驻防 ， 因此 . 雍正侄命了一

位忠心耿耿的西段贵族颇罗煎总理西藏事务 . 同时又任命了

两位满洲驻藏大臣协助颇罗瘾 ， 并密切关注西藏形势。 这一

安排给西藏带来了二十年的稳定局面 . 也为促进西藏、青海

(位于四藏东北部 . 又称安多)与清帘国的融合做出了贡

献。 何足 ， 1727 年前往阿尔泰地区远征准噶尔部的另一支

消军!l!11遭到惨败 ， 这支军队在 1 730 年遭到一场突然袭击 ，

死伤近半 ， 其余人被迫于次年撤军。 1 734 年 ， 清朝与准噶

尔部停战 t üg雍正驾崩 ， 双方仍在就此进行谈判(班正

颇有先见之明 ， 让其四子参与了谈判) 。

因此 . 乾隆在登基-周后 ， 利用准噶尔使团到来之机 ，

就边界问题与他们做了迸一步的协商。 准噶尔使团带来了噶

尔丹锻零献给乾降的礼物和一封信 ， 并送还了两名清朝的俘

虏，以向消栩示好 。 准噶尔部渴望和平的诚意令乾隆颇为满

意 ， 因此舵隐股权划定准噶尔和清朝之间的边界 ， 命令将大

部分军队从这一地区撤走 ， 只在一些关键要塞保留了几下兵

力 ， 并强调划界一直是其父亲的初衷。 围绕茸Ij界、清军驻防

地点、获准前往西藏和北京的准噶尔使团入数以及边境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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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阵帝

的第f11 . t山制手口准噶尔进行 r凹 41 筝的i是1'IJ • 

1740 T f1Ji主 1浅了政局的协议

tJ /; f?;.内 j

~11满解决问再t~i~尔雨之问的争端勺吁·定出烟吸占1 . it乾

布统治问 I~J 的唔业里宅院 对于满洲人 Ifil j , 1740 飞 '1 ;jt 

噶尔兰E eHJ巾条约就缸 1689 年'. fli:熙统治 IIt JIJI 签字号的{尼 'Î' 楚

ff39甘》、 1727 气济 if ':克句时期圣z 的《↑P 内.11 寄:约》 $临 .

lf 2Ij~~ b'j ~~~的 Jt f\但也界、(哩们|司扫 I/~祀的俄国， J 字山的 )<.!T关

，了 J) '111 . ~l~ (i 11:'i;;;lrt:a~(均作用它也币 >1、 L-j d如J I!l!'&: .F !l J 年

约， Ì'1 'JI flJ 忖J :~1 i主 fikttfMJFie运气什 lii 外 JTf 生!311T] .

'叫 '-t y fftsa 二川的 ;1飞均得{' 'e ，，元!([tJ l2 日

((I i' I~ IY II." ， l). ('1' 泊在2· 的 4"'-))1 l' 'il,tr 1 8 111γt2 50 

吁 '\f'WI. 鸣大 I t 可11S }， t廿 ttLT马1;I坷叩俗'但自. ~.~打/ '(t. 

, 
、 如 h~ 决定， E 式 IJ忖号飞， } 'J'i IJlIt'J '" > 

dELZ:JlFF 1759 准噶尔 r， tj 题的占3仕解 A

!哼 l( 'J;) 乾隆足'4叮古EJ910Ibf出此J.!t lTHn.

守成者? ~J新者?

屿'1<哗地码:(j号

lilfl J f1号 À-t

U 

乾防E'<提IJ付 iL 父采的j皇的及明他~像是个--:)' .1或 X . 1(1) l' 

个2菁、总t'I岭的创新手? 这 号与其飞来只|口l 夜f; J['."~

{ (rl, 也峰在止;1 常 jj. gr~'R协 J./I 占lJJE 向SfJ I斗，~;Jl.t口的革

fi, . lt中员小 15 的就!是口 18 世纪卡JjjB!IL 巳 JHf;成;在l!;1巾 jt

1'.;"且~'，拴奇，折不呵成悦的矣折制度向 1 'r~i1 千处 申l:ß!t之Þ，l :J, J{:< 

i'tlm此令人阳日之牢'如成就 1良人;EZ度 l' ，徨俨l!J f)主向jJiJj创

斩 官们还U 乾晚在:管理国家日吕西:1"，务中能够心 uIh~ 墓地倾

听到底层的呼声。因此 . 这吨制度在 1 8 111 纪也仪实施中的

'!( :1:.'11: fJ白内战们付H-JJO';J， i芋细的lφ!M

()lH 



-」 乌政

出于对承继向明韧的那些政治制度如君臣之间沟通渠道

的不涡 . 11高洲阜常i!t行了一些改革 ， 其中品茧耍的一项就是

秦折制度。 在以前的制度下 ， 包括中央和地力各级官员在内

的国家所有官员 ， JL能通过非常间接的渠illl问泉帘 ilt 行*

jl~ "官员的报告叫作题本 ， 首先~电交内阁 . 内阁对fIß本进

行禀拟 ， 然后呈交皂帘，听候皇帝的批示 . ~后将昌在帘的批

示发价相|关官员和部门 所有的也牛: 1111必须详细记录在案l

内阁制度昌然不衍 ， 但也有其缺点 一方面 . 它无法保证题

水的机衔性 ， 民为题本在送达皇帝之前提经过很多人之手 ，

另 /il亩 ， 皇帝处理政务的自主性容材受到l内阁大臣的掣

肘.这些λ;臣草拟了皇帝的意见 ， 也影响了他的决策。

õlî熙帝为 f解决上述问题 创设 f一种运转简便的新体

制 ， 以保证部 F官员报告的机密性 这就是在发生紧急或是

敏感才到中时 . "自员们口I 以书写奏折(其格式与仍:JJ呈递内

阁的普通题本不同) . 并将其锁入-个木 l刑 . 由专人也接呈

交皇帝 ， 只有皇手持才有盒子的另一把钥匙。皇帝在.fi'了这些

í~t斤后 . 会进行二十中批 ， 然后将之放人同一个盒 f 发回上亮

在 。 在此过程中 ， 无须内 l刨人员参与 ， 无须'1M占式翻译 . 大:

暇接触不到苦苦折. I卢使也无法得JAL ， 这就可以保证妥折的饥

富性 { 这一制度适用于向皇帝上丢在日军备、军务、怆准贪腐

渎职等这些应为敏感的信息 . 以及需要尽快让皇帝了解的天

气、粮食收成、自然灾需、粮价之类信息。 有 f这些 ， 皇1帝

就能投照向己的意愿和方式直接做出批示。 例如 . 正 i注涵过

秘密奕忻 . 乾隐才得到有关他堂兄弘暂的↑i'H1il . 以及鄂尔泰

庇护其手可i容安的消息 . 同样 ， 也 i止通过秘密委t斤 ， 乾隆才

能士在惺货州和准噶尔边界学态的发展。

对于任何 -个政权来说，确保悄tb1的机磁性及传i总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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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个挑战 ， 而对于{象清钥这样一个地域J" 阙且没 11 先成

通信技术的帘国 rfri 言 ， 这种挑战尤为巨大 由 r密忻制度:有

~地弥拌了皇帝与地 tJ之间的分隔以及地方官员 2 J皇帝之问

的距离 . 闵此 它成沟向皇帝传递信息的一种巫妥渠道

W . 这f中在折只限丁少数满洲官员使用 . ïU 18 世纪 20 年

代 .tt使用 trH刊 H 才在扩大 . 使得雍正开始何索如1M对其加以

规范斗啡 11丁、令向民们将所有时t熙发还他们的~折交回中A

li . 1 f 同定 ~U，i 岛亚运句:底，官员 fil部也将所何尝折欠[gJ'i气中

树 fi (的 fi -llh 叫"之名) 几年后 .hlt 止义必-Jfi决定

将 l.ji)}'1，占 11 』 fofE忻扭í tii行品U ，k~ Íl♀毛号 . '?i U>t {n] . 这会 IJ

Jul ' A'; fl r,i,1j 1臣的问王沪上 .if IJJittfTf军 ι 下面r~免的 TZL 

J 啡'仁，、 1二~tif，武.需 τ71 t;f因是!}，人民灼编 'e J'>rfIl . 1、过挝

i 窑的 H ft， J止 λ] f Jj 'I，卫和二 j二 υ且在的非饥处 .f饥处此ut L2!{> 

口

是又

11:'"帝

改

成为I月4月仨 ICITttZ 的决;在札构

耳'目u处 J4J击栩创:佳的另一个jf'要机构 在乾降时期得以

'元 z 11· 中坷的'问市IjBHi::. :fJ.府 I f'lQ R' lr政、山'. i)‘在1旬出闭

门之分 . 也没有政、教之分 公共‘F各部门依据不 [.;J准 WI[ rfJl 

QIJ 分 Jt l;l的 j' 央政府分为六部 UL部、户部、吏郎、兵

部、 iBJ iffí 、 T 部) . 各部分 i量左右{守自1\ 两名 . -1两洲 -

1'X. 省主~行政机构由."，、督、巡抚组iJl1.只中事为涡洲人，在

Q I;2 、Iili忧L l-!á地马 '8 /11 t 妇时叫乱县、基本卡占8足以

官员之lr!}均安部察院监椅，那察院的职员就是发现

Jf 去HH:rbl 的贪且It枉法有1 i主!Ir、行为 包机，在写了财政、也絮窍

育和tH造处笃 tj旦帘个人有关的 H务 . fj 1 i山 1飞行仇的-个机

构内务可:fûHf管理 . I付务 J街( 1J、白八 eítr弟守管) >Æ 6':!贵

院管其他 些特殊的宫中作坊和部门，如为iØ!1膳Jj}挝供满洲

人所钟爱的牛奶柏的酶的部门，京师之~i-i'理占4于另一个独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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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昌政

机构九门挝督 . 九门惶啻还负责统领八旗。 理藩院负责管Z哩

议吉、西藏和俄罗斯币务 ， 这是1月政府中与外交事务最为麽

近的 -个部门。

、马然 ， 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土安仪力都属于皇'*

1口是 ， 对 F呈帝来说 ， 尤论他的精 JJ多么旺盛 ， 无论{也有

多么尽费 ， 仅靠他一人也无tt监管如此多的掌务。 明代以

前曾经设ìl宰相 . jrt 14 Ilt 纪后这个'l1坦宫1m、剧j已不布 。 之

后的 段时间里 . 件1 内|到首钊i承t"1宰相 l 的某些职责 ， frH止 ，

由于没有正式的技权 . 首辅又非皇帝之专宠 ， 故首辅常被

其他一些人 . 尤』414一吨负责皇帝起居、有仅在宫中自由

活动的太监所操纵 ‘ 清朝在掌缸中央仪力之后 ， 大lÞ.\i缩减

了太监的规模 ， 并大大降低 r 水览的.ili:要性。 但是 • 1自制

并没有恢复宰榈之职 . 而足如我们所知 . 皇帝习惯于通过

会议方式(如上所述 . 这是罕期满洲政仪的-种重jl!特征)

来进行决策 . 并向周国宠信的人征求意见 . 在这些宠/.:;者

中 . 有其叔伯、兄弟、手m以及身经百战的将领 ， 另外也

有一盹汉人文官 n 正是受到满洲这一传统的影响 . 军机处

JiH冬得以形成

起初~ . 军机处 Ie要扮确的;在 一个战时内阁的角色 . 皇帝

委任几个人负责捋察肉北地区的战况c 军机处原先并非正规

的行政部门 ， 所以 ， 在 1819 年之前 ， 军机处部没有官方的

名利 . 在所们的官方文件中也都没有有关军机处的描述 ， 其

成员都属下非正式任命 ， 但是J.JA，卫力'ì!!大于他们在政府中所

但伍的其他所有官职。 而且，军机处的机密性也让它需挺有

很大的自主权。 雍正驾剧时 ， 军机处一度被裁撇 ， 但在

1738 年 1 月 ， 乾F幸茧革rr恢复军机处 ， 并将大部分原来曾效

力于雍正的成员召剧 。 自此以后 ， 军机处的地位可谓无以i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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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隆帝

越句 Ui然军相L处的他房(与皇帝的书房养心股民嗣后-'1k

边ii'í) 1卡品'简忡. j日是可司机大臣成了回家n有仪 )J的大臣

他们负责为乾陪饲创战役，监赁'那盹咱黎的调杏，策1(rjJ;1 '~ 

山版物及巡i屏 . H ìi':国家约玫震 . 以及为息帘的各正中'f1务提

供a议 仙果说~F是在帝国系统中循环的血枝走1氧气.那

么干帆处就足帝国的心白l肺 没们有相L处 . 乾陀的仪力就 f

n[能创此馄小 f过.颇具讽刺，宙咪的 M. 在某吨人打来，

们相L处也叮能导纹(乾降 rn 期Q仪的段;在

实现飞跃

民 i~ 1.止在址 J;， r'(Jd }J. á府的iu4Jf， /J I白 1 .在~:(1: ~;lJ IQ (i'J 

M新 Ijì日.申ïp草拟 iii变 1 ~ ';严感含:Jl jι LJfJ L对此 ， 他在低 (;r

"尽力地lhi 愤入眼 'T ~，.. í也 <1'11'正的LEL中FZt做之怡，这就1世 iIJ

fdl '"[以 r解 fJ '在屹陈纯白栩栩.他的 个前芜的统h i 

L ，就是推fE 炜向入 (11展现他的平lC 例伽 . 1735 1' ， 乾

闯将道↓mll五出片， :f: 't#.;{ 他歧在ELEikt ‘羽角式'的 d 十

的态度与具父 l ri]州 辙 E匡正从未l人具对待道絮的仪式 jU 

是.他在 F令逮f由拌处决吃;需吕\Yi Hi也意访 l立之文的白的有1

张哥gaj. 不得很恪休↑1\ 'Jl. '肉 TJ l'挂 τ 叫扣J~守约同ß 'lt向此-入

位女ιidE J:. "将 tzf f, h 式得i白究生fl: 号，乾隆步提 f口T 二E

汗马It íI的 i主 ，乒时i ， Ctí. 1哇 !4志 rt解抒的.珩 rL l1Hk:凡W民 12

II~ 为 tt 自/t适时l义「排 1[' "二'反战州，古立命i阱也'il'处决这 l均个ylY

E兰协议攻市 4';(珩 11 ff'J人 不过， fi岖的 j止.乾隧Hi是 11 '-t

!也同时 F令收 lul 并销毁位 1[ (人义觉述求〉的行为做il' I i= 

jl11解神 职闲之 -pEI午是乾陈担心《大义觉i巫术) !f1那种

强烈的辩护性的 ua却ZJd王·润来说弊入‘下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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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政

.;;t ~:幸这一所为悔示出他与父亲雍正之间一点非常重要的

区别 乾隆比雍正更为自信 ， 也更有安全感 。 乾隆的这些品

质 . 在当时有关他的画像中已经得到体现 ， 而且在其治理整

个国家中也有所体现。 尽管在阜朔的一些ì13 书中 ， 他的言语

依然带有某些雍正朱批巾的那种尖刻口吻 ， 但是 . 这种U吻

在他后期的i俞旨中贝IJ己然不见，闵为那时他已经充分确吃了

山己的权威。 乾陵似乎并不需~像他父亲那样在言 ì1t上如此

严苛(虽然他本人叮能也会非常严陆地对待那些人) 。 随右

时间的推移 ， 乾院似乎根本都无须与他们交流 ， 因为他不再

像父亲那样做长篇的批示和尖刻的评说 而另一方面 . 乾隆

精i画满语、汉语、鼓古语，他不时纠正臣下的文字确实表明

乾隆仍然保留了儿时读书时的学究气。

在完成雍正时期遗留下来的未竟市业方面 . 我们不应将

乾隆视为一个自从的缺仿者。 乾隆在认为父亲做错别 . 会勇

l 采取措施纠正这些错误，如 1 735 年将张照从贵州召回

(作为一位苦名的 1'ì 法家 ， 张照失宠后依然在朝中供职)

乾隆本人也非常的楚 . 在某些情况1-".他的政策与其父的政

策是截然相反的 其中是典型的一个例手足 ， 乾隆下令不再

it且过开垦山区那些术坠土地和边剖土地来增加耕地面积。 #lli

i五时期开始的这一政策最初是为了提高农产法 . 并让无地农

民拥有新的生活，这I由政策确实取得了成效 ， 雍正对此颇感

欣慰。 这种曾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中国巫现的开坠模式使

各衍官员们份以成fHRZ荒而职 . 以博取皇帝之赞赏。 由于赋

税JJ依据耕地面fnl1E41[. 国此 ， 需必有人XJ这种谎言付出代

价. Iflj这种代价~终片1本已不堪负荷的农民所承担。

乾隆登基后不久，就已通过其他吸滔得知.四川、 广西

两省有关耕地面积的奏报有假，而在河南人们甚至要来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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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陆、非

价Uß盹觅全?在芜的三地缴纳税收 也大g:; fl 的强烈往以 1\

似是 ， 干、久之后 . ifn

四川出抚 fH安 !'J!ñ 早选行成旧的

1 735 年底 . 乾降授除7这-:玫泼

的申IF辛就i温r( 了抵;书

'i2' Ji'T人之 . (也在 1 736 仨 B 月 t在申ii哇 ， 其 UJl主怦 i与道:

1.f.向付 ft均占.民%l将啡;~ a-. t 
f电·、之.~ . J.q队听闻"

丘 F 条陈 . 惟在放哎向可E

且{副专 . 11i]zF tf 斗斗目气44.4

过可运公性的挑战 主十{在ωY" -H-I( 亘卢 i兑乾!崎废除主

处可足'11"泌的， 1'1' , lf￥ f ftiRlI饨 JL 传统?在路走

扎. 11: f也 f 自l4id fJJF 名 i(j!t. l， H91 兑哪f'I'þ ↑山 tfi 牛t

甜'李 r.d. It ~ !I; 'D 自'，叶 ULl ， !UF 门 h_IÃ! 辛ti岭在 fi f i 

1 (迂的在j!"r'， . i' F:, i 匀情t~. ~- J.z -'diU E ~f~.2 íll1 1Y(，.yJl~L 

+于; -OJr t、 'Q: J1, ! I 乒 1世人仆 IriJ 咔 CfE.111J乾在的变革

屹 I:;t I i !.\I l tJL A:;，町 J t (也 l lr7ZU LF 划l他们 vlit:与1:k.

灼'让民 乾降怒悦于中(汪古一回司销均极后L ， 1软 l~)2 卡 乾降 l于

1主 f股胆、农，1 泛 J，l; 后进行的 fl);丛: fll 币l.. 'Q. IF 生!其)i!i高

"指群臣翻髦，是民IJ 1回收翻案夫 :生 1也此案 I收豆豆 I 皂二号 z

Et.岂能稍为楚'仔 f " LU主 01 f. lj fiï托在后即陡关何毡来

j'1J处斩监候

干年(在 't /JtlD显示出乾凉快，~J在民自己曾J也汗!j(的

Ik 二、.元 力面也出币出其面I!岳 ûifu，的阻 }J 乾隐lF助对

王 t. ~主的判决 .E vi t击;'; /1. i 炜 11 Jt I是即: }J C 、 {f 怀疑，!:; 当

然 ， 随着时间的位移.人们也还斯，e. "i! [从前 . Æi制f习惯了

I-t 阵的力武州偏好、在 1主点 ， 以及乾仰的侠隘心胸丰U刽Jti

个新的、 FE仓听命 r .;tu幸的叭叭队伍队这悴出砚 [0 此

k1 . 那些在乾降幼年RD '-; J.t:!古 lll 的，f.;[t' 、。lvi地曾受到n鞠躬

伎敬的老师们还颇ìH出 f历史舞台 1 749 年.张廷 fi 1í主终致

fJ.' 标志着-个时代的真正终结，

。44



二 句瞌

张廷玉( 1672 - 1755 )来自安徽一个显赫的家族 . 其

家族曾经涌现出几代著名学者。 在其敛仕半个世纪以前的

1700 年 ， 张廷玉得中进士 ， 在雍正朝高升，成为军机处的

创建人之-。 雍正驾崩前曾答应张廷王让他死后配草木庙 ，

对于一个既非坐室成员又作满洲人的人来说 ， 可i目前所未有

之殊荣。 由于这一版因 ， 加之张延玉曾辅佐过三位皇帝 ， 其

~赫盛名显然非艾.他汉人官员所能媲美 . 他周围聚集 [1贝多

前米寻求指导和支扮的后起官员。 然巾 ， 张延玉仍不能逃脱

责难。

麻烦始于 1749 年 ， 已经敛仕的张延]二竞祈求乾除 "颁

手i召\ 保证他死后自己享太庙。 乾降虽不高兴 ， 但还;辛勉强

同意了这个非常不当的I青求，抖至i巫写了首诗以安张廷玉之

心。 然而 ， 次日上午，因七十七岁的张延玉没有亲自进宫谢

恩 ， 而是委派儿手前往 ， 乾隆大怒 :‘ 伊近在京邸 ， 即使哀

病不堪，亦应匍旬申谢。乃陈情则能奏请面见 ， 而谢恩贝IJ竟

不采赴阙廷。" 第三天 . 张廷玉最终亲向边，在谢恩 ， 乾陈更

加不悦 ， 意识到有人向张廷玉泄露 r消息u 乾隆极为严厉地

斥虎了张延玉 ， 并称他 "如1日l赞~，器 " 。 此后 ， 君臣气人之

间即生芥蒂 . 乾院似乎无法原谅张延卫对他的不尊重。 他占4

豆豆削去了张延玉的爵位，没收了他在京城的府邸和大部分家

产 。 此后不久，张廷王即去世 . 享年 83 岁 。 只是因为忠于

父来之承诺 ， 乾附在张延玉死后 ， 将其灵位配享太庙。 直到|

r1 己步人老年之时 ， 乾隆才重新路念起张延玉的仔处。

乾隆如此以端地对待自己以前的老师 . 部分原因或i牛是

他也!粉碎 "张派"在钥延中的影响 ， 就像以前除去鄂尔泰

一派一样 。 在这方面.乾隆无疑取得了成功，不过 ， 他却无

法阻止日后其他朋党的形成和发展。 同时 . 人们也许会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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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陆帝

乾F髦的f丁沟 i主1iJfi，向内.c.、深处某些更为强烈的 hx 'iJ， t!IJfï'!脱

那比老臣以及父泉统治时期残存的非晌 乾降ÞJî而|恼的 l者多

挑战 . 几乎7ë iælT 处理nt熙和非正IIt代之后 j远在以泣不中负

人们对JL!.期望 IH u-b有天 人们对乾隆U会产生妇

|司'-tl，)i熙何砾瓦那样的敬畏

，，.的



一一一
家庭 、 仪式和王朝统治

莉土t 阳l王朝通常被视为纯样的政治制度 . 王2草通过这

一机制来维持他们的权力 . 并将其传给下一代。 当短暂的生

命边去之时 ， 人们发出的"皇 t勾 HA ! 吾呈万岁 " 的号啕

iU练地立示 f专制l皇权的持久性 ， 同时也凸显了前现代时期

隐敲子才二栩仪 )J J在继背后的神秘性 在那个时期 ， 不论好

坏， ~斗中卫部掌握在个人手中 。 而君极illi常浸于一个丰富的意

识形态体系之中 ， 这-体系包恬如下的理念:到族血统.道

德优越感 . 统治者&tt.先椒、亲属与后人的天赋神权。这些

信念及其强加 F皂帘'身上的各科z行)19 ， 有助于王明所拥有的

仪力和!M'，:í 的代I:t化 ， 并可以掩饰他们与对t切权力的运作

相爱佳作至关币~的其他财富精英之间的政治谋划和交易 。 闵

为这些JJi、 肉， fJ(们很容易忽略这样一个 '11实 ， 王唰首先是 ，

个京庭 . 入际关系在这个家庭中非常且要 . 只不过皇室的争

论可能会对整个同絮户'.1"屯要影响 因此，回家的命运和这

个家峰的命运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足息，也、相关

的 。

在国j两手在中 . 我们己详细描述了乾隆及其父亲、祖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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盹陆、轩

及1t f也司 t电刃竹.来属之词的复杂关系，展现 f世界上的仪势

必族.创哈再îl听也\ ( Hab，burgs ) 、波旁( ßourbons ) 和沙特

iEi窄 ft 代中H求的 }iA 在挎讨乾陇初 LF去争、岛主自己放 f 女等

京庭Jt f也成民的关系时，可以有到乾隆严格湛循《大手}

巾的经U1b我i8 . E川成功的政冶统治源于良创的农应统价。他

忏IfJ 在iki延中低抖与延纱;二H角的治JViit.<JI，7 制的未最非;也

关 i过. I f iI他的贵ff:就在于保证消伺统治的事;火能够 pl f 飞机|

机 it阳l夺 - '1 "的人际关系 E口公民cl>: :fì 1<1; f"1牛 t P-1 ")之融 .

斗:-j 11'1;) I f'dJ ,) ，f-j也l'l'解乓 人物牛二马 I,;J 11 -1也!J H!J J í'di 1 

[1' 1 7'人 fillmf l B l f己!'同的fJiiì ~吃

孝子

的证 fJ 反乾除每飞FE安排的 ìJiÊ l~ (奇古5 日早出，皇 t

的听{f 11 前'li大 U:J使在口乾降艇r:Jf3 . 依然。由l版;在Ii[~ 辛的， )1 

乾隆做到了很多IjJïi的占'H功 fH 12 . 怕 JUT剧升JtlW-丑

付{乍λ1 号主帘的乾降而言最育闸的 ， 同时也足他一切'Jh!， !1内战

心的，址尘 18 世纪时已经存在 f两千年之久的手L 这些比

以反 I lJ tt产'1'的 f I ';仰所絮积起来的权威 ， 切 l司l:f!凯政i代欧洲

.!.U置 f，信仰手u仪式萨阿行的权力一佯 Jt\* .并且;足可 Yi 疑

民主.J 1 1，高洲人旬占( nT flI! JJ::其是对满洲人巾 EZLI戊 λ) !主

帘锐意吠n~认 l司，军值于四书t工经这吨传统经典的 lif飞行为

规范 i主吨比统经~且{且 {l并弘扬了莉土必须坚严格遵行的

t电品 i忠

电无疑问，这盹品德和基督技的Mz惚~不'样的。的仰

)，ë1'H"，的国王在统治中敬畏的是上帝(有时候则是罗马教

皇上合:生活中以耶稣基督为榜样 ; 统治奥斯曼帝囚的 Jj.f't

fI -I H 



三 章应 .但式阳王朝统怕

是伊斯哇放的悍卫者 ， 而j统治中国的皇帝则是(/<天IE行事 ，

(1'1接或隐喻地)向被先致敬 . 而在生活中遵循的则是占 ft

贤哲之例。 ini息的标准总l牛毛向尤上的。就(布絮正统思息而

J . ftl.ll鉴的特征就足它对孝边的强调

军近被认为1在出帝所记展现的是为日R~的品德 . 我们 "f

以将之定义为父母他在时善事父筒 ， 父母去世后然之以礼、

祭之以比它i止整个小网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 ， rtri在这忡忡

级制jE中 . 几乎所有关系都由一忡上、下的等级关系构成 ，

隐含的iJllJ JC父子这样的关系模式。在康熙时期颁布的道德行

为规范 " 上 l俞十六条" 中 ， 孝道位居榜首 . m熙要求地方

宦「每H朔、望两 H对 " 上1俞十六条"远行宣 i井。 1 由 T从

小就被漉输这些道理 . 乾院对此已经非常熟悉。原熙认为孝

是 - 个好政府的基础 . 它所反映出的正是《大学》这样的

儒家经典的观点 . 而这些儒家经典被孔子视为大智之源。乾

隆八岁时即已能够背诵{大学}

所谓治国必先卉其家者。其家不可救，而能教人

者，元之~ 故君于不出事，而成教于国 。 孝者，所以事

君也

因此 . 家庭乃王锁典沱之{卢念就成为中国政治哲学的主

1 "~确「六条"如1 r. 1 辑孝到 ~l !1l入 f~. 2 哩 22族以 ~f靡眩. 3 和1

乡党 以血'(.世 4 血农桑以足次世 5 尚节俭以俯剧JlJ. 6 院节假

以端上习 ， 7 剧目辅以提E 半. 8. Ut !l.柑以幢盟剧， 9 明札 il 以 l事

1< 甜. 10. *4-业叫定民志， 1 1 训手:.!l以蜡非为 12 且词 '.1.. ~圭茜

血; I 3 罐眶矗以缸株连 .14 元蚀阳且由睦属.15 联保叩以到匾

醋. 16 然仇盘以蓝身命.一一译 J可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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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准则，每个人部相信 . 即使 ZI沟天f- . 也依然桂人 r- {r 

寄: 市中 ， 我们己约了解 f孝的形蚀的苟安性 ， 并且也已捉

到乾;陈，'Ill i且父 fo父 ft所占尽的萃的职资 向琪熙、辩，f 以

及JJ;他回先祭祀以食物、涵和 5EF于专足骂骂 f8的常规纽【JE ilg 

分 如果章H幸本人泛注 H且 他也金委lt F合适的替 J 1:1'与

他的口多政fhtit 施占Iitd主 lQ地主EF iH先，肝 i呈定的先例之 j , 

lHIl f'i: fl j 在寄:九 l;r '!ll iJì~的 . 乾|噬出亨严纳i蓝行这户主~UiJ之

jJ .' l'回越 fL -Z W 肥创 .i0 的 ，jj 'e.L {E (:, lI 'IAl最长的纪

jγ无}句吨可 AUiγ'{ (占cù%y，>z L 妇 ttl

乾隆帝

I:!L, p革的卒 '~~\.II'f、{又是什付 j OH'ë ,'r ),,,j 在叶辛 'I ， líj ，

中H幸也日负7Hl: 1Jth. JJ t T恼尘r5ft~ni;内 {也 1f 均认44地回 f;

"这 7.f尘 . J中似此问 j尤臣民民J tT'fFj 之典范

乾隆及宾母亲

应

t
h

fEfh在iÌn: 中 ι 径 {tt 及乾唾二'n . 1722 平Q. . 13: 11 
"f1泊之人" (忖乒 i也被 ~I荐给 f时i 熙: 也f占 f革氏(我们只知

道她的哈拉一-/芮iE. 即 94: l\: )当 a ，1 29 岁.是雍正儿 {;r k. 

f 中的事l叫{市 摒i吧.在 13 岁时 . i} 为 ifJ号女的她破派

川北京城尔 Jt的 a证和 fl肯L填府邸月町等 户可ETP. 有 itJ优烛

'仨 1，'，. rH 1占 i>Jt l'\: Hll i(> i￥貌似卡列的服 f'" tl:也伙伴(:'i! ' ((-J 

范住 町 后*'怕也lJ~此被舵芦沟最低句:级的年'{?~应自己 过; (j 

盹 ì~tk 称他t'1 l'辈就被册封为马，!.'2立以创 汕 个放，1 f 并非ìQ 1J 
可能( A'0~J 仁分之，((~坐'《版自己来[!'i(延 1 号女). fil!Hi 

-rl'i吃法似乎吏为 HIiJ. 闵 λl钮讪做(\的捋ill.父巳 l到ff:.创办

曾与生后金时期 J可名将领 . 因此 . 是然主钮钻MH\:之ß.t， Wÿ 
jlt 并不非常显倍 !μ 也 ~fi受尊敬的满洲'汉族L-~ 她们

lIíII 



三 事庭 、阻式阳 1'. 朝统输

个远房姑姑曾经是底熙的践自己 (我们必须澄泊 ， 乾隆扯一

个陈姓汉人女 F所生之子的传说 ， 这是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

民族主义吝企图将乾降归为汉人 ， 因而衍生出米的 种纯粹

的臆想。 )

在这两种说法中. -1'论是f寺9;-if J正!Ilt Ilr'. , Jt逃焊方式部

是牛草的 ， 也就是 " i丘药女 " 。 选秃这一概念;主早期满洲贵

族享有的封建权利的边存 . 它运JHì 满洲八旗内 J 3 - J 6 岁

之间所有的健康支手。 每个运龄女干部街一个包含其旗籍、

门第和容貌等基本人口统计信息的花名册。 官员们基于这些

基本信息米决定一个女孩是否适合逃入宫中 ， 或是如果这一

女孩家世~贵 ， 那么她是íS适合与宝宝通赂。 如果在五年之

内未被选巾任何一种 ， 她就可以按照家庭意愿与他人通婚

(当然仍然需要得到她所在旗的佐领的认可) ; 如果女孩不

参加选秀 ， 就永j远无法得到这样的豁免 ， 也就忘昧着原则上

她足不能自的自己的 。 如果传说不假 ， 钮钻禄氏确实只被选为侍

女 ， 那么她可能会一亘服侍至 25 岁 ， 然后重获自由 ， 而且

可能还会得到一定数量的银子作为补偿。但是 ， 如果她被选

为量子的m自己 ， 那么她的一生就只能和皇室绑在一挝 ， 其自

由也将会受到很大限制 . 从那以后 . 她)，1;本上是不可能有机

会出自国家探亲的 。

J 7 J J 年弘历出生后 . 钮♀占诛 lí:地位得主IJ提升 ， 有三个

侍女服侍 . 同时也苦受牛1 1应品秩的食物、绸缎和例银。除了

弘J)j以外她再没有别的手嗣 . 不过 ， 她唯一的这个儿手段终

却成为，1m所有儿乒中展具天资的一个 ， 刘且也是雍正所有

满洲国Z自己所生儿子中唯一活到成年的一个。 x.r钮钻襟氏来

说 ， 这无疑是幸'lJ一件。 在雍正继位成为皇上H选烽弘历作

为继术人后 ， 她又被册封为皇贵妃 ， 在~妃中地位仅次于皇

05 1 



乾陶帝

后。在乾隆益基之rl.-. i .她的地{、"~ l: fj-为阜后 . 同时 . 作为*z:

F革的恰在 . 她被Æ式尊~，; λJ 击 ， k !il A F" 乾I是 I习 E: 的皇妃，J!IJ 

成为新的号后 自 m\~Afc" t丑f古l*tVf皂'白人l 拥(Jfl 己的时

听(愁二白) , }丰拥J{f大忱的奴仆 foJ丰厚的月f7l[

ι章id在小院对tt . '仨".!t t吐Ji; ~I日]的牛妻触可能是~F .'~;'句 ptl

的 我们也 f、如liûifjoJ H '(他f1. U乾隆的故巾 ω 叮]..J: . 这'以

flf 长出草叶J申H桂 ，1 t} 'T:的嘀咕 申i 川市 75iL 可能 lfIl f古!i'; .{<i主 r;

他的于.~ . I辛 f、 ;ti '''l (. f;: 辈节时 J. iìJ L人辛tr革 nJ!~ 'i 主 1: \'il 

~~if.{l\. 1777 r 8 ..1. 'v Ei跤，气 !I七， tJ J 的 42 F I1 . 申iw ， 1 (1巳

ill,}II@f\ n t 手，于、 . J ~ f iü 先 fzA 『JF， 作 j l ↑Ji 叽 J4 向他 l11

I.i. hl 叫 嘲 '也也毗jP俨咄 fFI哥构 fI 11 Jf t b'~j lJ iQ (1' t尬的]:I，f.;

白1忍可j i)'L!'辛丸， i首付'J:7飞(毡， 14ft . 1. 、布，\tUf J主 ['î，::像怪 .

坐 f自l 斗、士是，JJJt红:扣 1 111物山 1. 15 tJ 1、 H: 787 t.} f'件，做纠成的 tt

f正 m 'i占 hH飞去 lLl ti . 申t 降 J [] i逝的 t，I~ f<的 iill: tr [LJ~ 来盛放地

'在树 f<1j; fI.: fl H寸~i经!: -m京的 t:'l<: • u k , i丘哩义愤阳l成了

俨尼今白金银钩iJl;i:1Î成的金发地: l 嗒r- 107.5 公斤 ， !担 :ι

只有 53 州米凶 ， il~ 今这 i牛虫窄藏♂1 ↓J EE令人咔l氏的杰作ζ

电「嗅 l垃乾隆付 jt[丢泉的殷勤!非但在他白'1之年就已吸?骂

他奇色 17的i占.可[\么，J3;部分i止全I1 f也币;在茅草办的~犬的

六|、七十有l八卜λ:巧庆典。这此庆典的经即λ: ~ 11 ，坠'冲1 4>:

。守2

4且仲佛Ii\且源 (1 印哑的 伸习:披￠鞠，If元 彤 鸟在南 "'11 仿1ê -个+ 蜡

If)的自r.1珩句 ，用矿U. I 且 个(.l; Ci (t<J .也怖件的剧 11 ，回桂鱼固自ß J，口

收审 fJ 此小的恤瞄甚鱼 Ilf ~'J.回'￥ tet ':17 ，而仇蝇佛阶蜘" ~l 耐用舶 k

恤J.lf 111 II(睦告有酬λ 、尼帖4ι IJ!睹的佛敏俏陡的遭相 .A占此佛蜗}晶

耻师团?平地 由草恤JIf.jo. 'H tIi\ .. 仲 III岖的体剧，所口乾隆命人为

Jl峙革睡筑幅培.既有Jt证数量立 也，'J L:.l.属，f> :1: 他的 'f ii



=气 事腿 、恤且在3王朝统前

人负担，而满洲贵族和高层文武官员多少也会自愿捐助一

吨 这吨庆典一次比一次更为华丽 . 成为京城定期举办的轰

动:jJ件 。 在庆祝母崇五十大7J的宴席上 ， 乾隆:亲自迎候他的

母亲。 大宜之后 ， 他暂时离席 ， 、吁他再次现身日-t . 身着缀满

羽毛的彩色服装，带着兄弟、妻剧和子孙. 给皇太后表演掷

蹈以示jt孝 。 (这类夸张的表演在其他皇室中也是{-f-在的 ，

路易十四就曾在一次专沟他创作的自延也需舞中饰演过亚历

山太太曲。 )

在皇太后六十大寿肘 ， 除了京城恩的庆祝活动外 ， 乾降

if安徘她去气候宜人、风景如面的 11:闹观光游览 在 1 76 1

年皂λ;后七十高 lJ之时，乾隆觉得年唁已高的皇太后不再适

合江南之行 ， 便采取了极为铺张的做f去 ， 下令把皇太后南巡

中最喜欢的苏州集市在北京进行仿建 ， 可i自将江南搬到了北

京。 这条仿造的"苏州街" 位于紫禁城和京城北部的皇太

后的夏寓之间 ， 它就像乾隆时期的迪斯尼乐园 ， 在 K街上有

各类店铺、餐馆、戏院和茶馆 . 有些是新建的 ， 有些则由政

府出资世新修络。 除此之外 ， 乾隆还命人在坐在'范凶内建造

f大批苏州风格的条E章、饭店、店铺、旅舍和戏院 ， 所有人

民均由太监化装扮演。 同时 ， 从北京到颐和园的运河沿岸青1I

安置了彩色的帐篷和用以戏剧、音乐汹出的戏台 . 并在沿途

装饰以花彩、树木和盆it匀 。 乾隆还挺费巨资修建了意在迫

亿江南的快廊、亭台、侨梁、戏院、酒肆和

也许让人更为吃惊的是 . 章t院儿乎每次出行都会借着母

主持 - ri5j前往 ， - IUlj她不能自如地行动为止 · 在北京的时候

去阅明园 ， 夏天去JP:德和木兰 ， 前往盛京的故土 ， 甚至还参

加了南巡(详见第五章) 。 事实上，乾隆在一开始就强调愉

悦母亲是他迸行这些规模宏大的皇家巡游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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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陪 ~

且正巡卡所豆，态阜圣母皇太后沸 '直 二三南名胜甲足

下，诚帝掖安典 ，

娱畅慈怀

览山川之位菇， 民物之丰是， 良足以

申IF辛 ft:皂 J、 f严的失主tal 此之罚 . t!ljf圭 E2 3草琶泰ι ( ;lJ 

f\i 1 524 米)也If的世怕也无法 1世 Lill却 也L"丘 laEUjh i占

比 f、断的活动 . 寸传 i!; ，;~ A f(j I'LJI q íl.;. il< 1: '; I~HHiUf憾的 hY

/J叫他城的马 f~ . ::出 .J FK ， 自l" l 66 岁 . Qili中汁怡氏'lJ I1 'j 
ab 

化|苟 ZAIhl t JJhlit 认[叫 . k: 改 Itll'.;Ltr 11 W ，r;j'/'也

忻州 fi 的门 JI 二 V 't" ~ . fiiJjjiiH .l~. .t i"z 人生吨;: IJ ，~人的

到|过 it 京的外|叫人f圣节能够白i"l"占 I b的归生 lili 川捉

旋风洲电 ]Íl: "Jλ仆股内 1 j 山 i i :JJ 、'与 I>r Ff ,}j fu购物:1

1'1 11 J 

17 • 

1 8 世纪自丁涡 l' ..1屯人 lj 他们的 1年 111占 ql '11.描述 J → .. c ~ 1 人i1 11

(10始马的满州约会ν、反比满 H 仪昭~ ~l:性的形争这位Jt.t

J许多汉人听门j'j的品圳~~女情匀'-l吨气f.;Il tr~ fr.r纹 中2f辛去

bt中的一&钊 Jv.:吱乞 骂声 IJ:1过术~: tÞl m 也许在满州女性勺众
1': 1司的 " 自由 身份中最明显的标 L、就足她们并 f、均lE

b曲'1: 缠足 lL满洲t l，i:从来 fij做过的以人;-~ f谷 ， íflll . 也Jf

í.îT i芮 1m女性(慧的À后)在 20 tU，~哲Jf~l年JJF r p 是

Ji(j占 习俗

乾隆的后妃

oa主莉Ü(. /l)- ，?:画了以初自主栩处.音l'分吸困在7 . 乾院的叶

，任从未像H月 f\:1‘í I ~J 的 吨信妃ms !'f'介入过正{延粤务 缸 f}th

后不久 . 申íJ年就下令 1~望向兵 í;} ffiin国任何凶京事 务 . 5j

05 4 



三 凉庭 .仪式刷王朝统前

外 . 也没有迹象表明她曾对乾隐施加过政治影响。 但是 ， 这

并不表明她完全放任乾隐之行为 比如她曾经非常尖锐地斥

责乾附在她身上铺张il~货。 在乾院娶妻的问题 r. . 皇太后也

不!l. .次地表达了她的忘见 . ~然地认为此 ljJ~关吃大 ， 不

能袖手旁观。

确实 ， 在中网和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地区 . 权力相财产占ß

址通过儿 F传承的 . 因此边阵」二千就是-f*~F'，在}'" ÞI~ 的N击。

如果没有-位尊货可敬且多千的 71 r- . ti[\么这个男人就不会

受到人们的尊重。 家庭中的很多 'JH市部依赖于资 1 她在家

族 fL仪'1'扮旗若不叮成缺的角色 ， 而且通常是家届中的实际

何理齿 。 另外 . 她丈夫的财产和姓氏只有汹过她的孩子才会

传承下去如果她不幸去世，家庭就会分裂。 因此 ， 同时也

因为婴儿和幼童的早夭比例非常之词 ， 宫人往往拥有几个妥

妾来确保他有子可依 ， 尤其是要确保继承人能够存活 F来

(在l，'i!''UcJ L足不能继京财产和头衔的) 0 在这种情况下 ， 结

发之盔的地位通常&岛 ; 妾的地位就要低很多 . 不享有家族

巾的中Ll.义权利ω 她们的孩子在lii律上是属于tA-Jtt之套的υ 那

时 ， 中国大约有 I / JO 的男性是一米多妻的 ， 这盹另性多数来

自上层社会 ， 他们可能会有-个、两个戎者二个妾 . 皇上的

妾自然就更多了。 毕竟 . 有什么能比皇位传取吏巫要呢?吁王

实上 . 在 1 8 世纪 . 没有一个皇帝系其父之每们所生 ， 所以皇

上的专(称为 "贱 " 或 " 自己 .. )就显得相当jJi.耍。 t3普涵的妾

不同的丛 ， 她们和息后一样都娃坐上的合泌自己1用 ， 巾且她们

的孩 r- )f 不VJ .. 太Á " 所有 ， 而足底下她们自己

乾陇共有 4 1 f.且依 k己 。 他在 1727 年和第一位安 F成婚 .

到他 1 735 年登基前 . 他又纳了仁{但依k己 。 1777 年他纳了最

后两位依自己。除极个别外 ， 大部分惊妃都米自前文所说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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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

秀。她们iI且常在 1 3 岁左右进人民廷，住在守卫森严的后'自

中 . 每个院落都出问米多高的红墙环绕，并由错综复杂的涵

遇与其他庭院隔开 除非皇帝让她陪同出'自(这种悄/JI.非

自少hl) ， 甜国11 锁自己与外界基本t:.M隔绝的 除了庆典和

吨特殊场合.她们μ 能见主ld 一百名宫生和答 "L( 路 'P

T路局 I'PQ 'i4' l' 的生吨) ， 而他们 riJî能见到的男性，唯有白

内 IJI5 阙干?"左右的太监 这盹受4户:刑之人 (lftl正山1 少年时

期目]L1 人 'JI 负 Jf?卫的启的安全.并在大股与 1日 'ù之间的

JIi信息 J h「 JL Ei农 1比1咕惧fif 拖.肌肉 |lvk简 rr: t;!"品及

1t 咐|旧部必句n叼 MAÍ!'时他的族自己惰性之 f 都 !45之中的来 'L儿

f 将 li 命的\， QL问，~t!: J:.l l- *足叫t 4U)'~'nTf 1 主以， Ifn It这

/J tH阳 1: ii ./. {{γz lfrft言占E lli ;二队 ïJl. {l/iqiLJJ的:正j ìÇ ( 司

n}j {ú'， 中月 f;~ "i' l' fJ 1~ 户仁，王 FlLd三 f'?当生的怕况交1 ， LEL丁气

H才欧洲 !iil44 中放荡乍润的情1究~JiIH柏 1& 0

""1 恨自己 fr 1的地位诈不平等 伊自己 f; 1共分为八个等级 .

尸选人 lii 且 每个人部会被子:于非同的等级.节级不[riJ , 

其例银写标准亦不栩网 皇后、皇民自己、责自己和自己这四个?;

级有 t!(惜的限制. 1fl Jt:/j、人的地 flI. 气 it 人宫时间1:\:短并没有

关系 也在，\:是悦，践自主专级的 t1t升 JH二取决 T 1t人口时「时的

长短，:"!丘取决 j jt 问时的处地.比如悦是否 iq主'1 !呈 t的寺

'龙 . 或存Lb:合生-( lll-ç (-fjk够(-f i;f，并布义示'范爱。.， R~ i(fi妃

能够纵1!}EE I 的特饼'民赐(通 'h) 是ftI 、坐卡的tEJIlt 、夜

物和销i级 "!'i) ， fUl二 . 这比*-间并非炼自己本人 TLtr. • 在她们

去世以后那也被收 luJ 1;\玄

{l ，'rl上的嫁妃 I Jl ， 并没有严格的民族限制。 的米说，

其他嫁

酷Hc

皇上的正咳，即唯一拥1i~后称号的应该是满洲人，

自己贝11可以丛茨.汉hk入.但是没何以人( ~[J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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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庭 .仪式阳五朝统抽

乾降至少还有两位钥鲜族~自己 ， 另有一位名为和卓氏的~J

~自己 ， 她来，向国秘的喀什噶尔，出身于显赫的苏非派(关

于和卓氏的内容1占见第六章)。乾院的生母和他那位出身自

生的祖母(雍正4悖)都注满洲人 . 但是他的 一个曾祖母

则来问一个显赫的汉军旗人家庭还有 优曾曾l1i Il):-是茨古

人 这吨kt仁的所有 f 女都被归为满洲人 ， 而其家族也因始

路进入满iHl八肮 . 民族身份得以转变。

主 l工如何桃i韭!汪精掠妃 . 我们翔之夜少 。 :JV;们猜想 ，

乾隆在挑选贱妃方面多少还是有 一比权力的。 但在挑选皇

后方面 . 闵范事巫大 . 乾隆就无仪做上 ， 1且可能父母在其

年少时期就已做出决定 ， 挑选了富祭氏家族的一位年轻女

子为屹隆之正室 。 ?古察氏之先干且乃是努尔哈赤手下是为统

勇善战的战将之 4 . jt:家族世代精英辈出 ， 大多都是朝廷

重臣。富祭氏的叔权弓齐曾任内务府总管等重要职位 ， 后

来成为乾隆臂膀 . 在 1760 年代被任命为军机大臣的傅恒则

是她的第弟 o

皇后之死

乾附和商察 l\:大师之时 ， 弘历儿有 16 岁 ， 'liI 察 E\:只有

1 5 岁一一有起来似于还很小 ， {同在当时这正足初俯的平均

年龄。 他们两人的娼姻生活非常美满 . 直到 23 年后富察氏

离世。 两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 看起来简I气就是天作之合。

无论弘历前往哪里 . 72察氏都会陪伴左右 : 弘历生病时 . 她

会尽心服1寺直至弘历痊愈。弘历也曾先后秘他地Í1富祭氏所

生的两个儿子为储 ， 只不过这两个孩子早早就因病而夭折。

她对待婆婆非常尽职尽责 ， 而且也能够维扮乾自最后富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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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芋 . 富祭 11;; (以

乾陪帝

H生 . 这些都Y>1t赢得 r广泛的赞誉。和乾隆

她不崇尚奢侈的生

不 íau f1:氓，发生在 1747 !仁的

乎也特别ilt视涡洲传统中的简朴观念

咱口喜欢 ;.U亟 15绒 IE )\i t市 .1』 .

皇后次才t兰同1自斗 .在个故宇生动地捕绘了阳的节俭

闽 36 乾隆'.;\'告iI~:l T 为乾院缝制了_A~放H火只的荷包 ，

男人总 IA二ι「?但中 hh欣 JIJ来取火的

引用的 f::1 Ú! (rr辑文称为 fuilu )

IfTi {二 ItH吃 F幸自 I 串IIJI5盹 11 T斗!

fr祖父生活的 11 ，1 久，Q也.

~i 阱 ìHiHIJ.jJ火矶和钊、

dft tl dYVP钱币!打'i\( , 11 "飞向守1.

ifi 、'中; 町'1 ffj '!i 问 !i+fi斗的向 1_'I~rl ð' 母thllIt 并 Hhb ‘五

，人￥P fJ，占( '1; f.ij í!j" • tE1b fljEJ|止 • !lI t ~ i巳气4'< 2 ，'r 
/、 1f1fti·7:feFit i二南主泞， 2 哥)1; f 约 i 简 '(li'; I ~八，

元、牛?味的 j:jt i 专门应ht V U l i14 , 
市i附 l'l:命人j" 1'1 9!J巧[廿 .

í:1l电子咔 j' 主!丰 fL 均J的 ι 范大 1* (I\') ~人

J" t If!主 tf气.:4: __'- ir南 l~j 献 i _t. 

'1 -j ;.t献的 LEi牛 'L吻

F44?吐~晓?这个古I~ rJ\. )。

↑J 安T fJ?714眩目主'日吕 F 物兮I.~ Wt动ifjIfi 勾 ，

• ， 1、hr1iLrIzf察λ 的去伊!.G带，~'r J!乾吨的统，bft B U 

则并不元全悄íJT -~垃转折点 .rr z二72'祭氏究竟缘何J tz 吠噶 1 ;1

1世门的:在 1个 L í 昌在然 L~〈三莉，l地离 [!tatf'仅 36 岁也

J人ιt 习、?除 t 天 IE乒企珠夕之'娃.\: tlr , 生去蚀了预防哈阳， , 

"李 jitt444{t 贺i J能约皂白选l电 (h_ l 吃坷'加T 斗''l: 

f由耳2 月1J 可tdjml f二 ii' itE兆 。'l. L后.钦尺监TI Eif址也乾5年 .

"划肚界 I 1M 1;地 l式 11.大 ItIt '1' 1叫也 11 南愧 I i , Jt钝 ，" +Z 向

~t 为人所 '"ι 沟 r{~ 证 4‘反且目的随I~ . 1680trít. :1\也川叶以+
({的磁Rh‘常命令时量生子吃忖强刷隔离 他们拥酣剖章种由防咂 (, 

旺障缆前时拥1]. 埠-憔让『展到 f 巧，蜡人阳分的精制 JL .t 使 19哩均

儿的 IE r. 字2剧 F 陪 但且 侬惜自 ，也 JL 童ι 宝包括阜币旨之 fn 内

儿ìJ; t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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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草庭 ‘仪式阳王朝统抽

且同 • f 

圈 3 -1 乾隆皇后富察民像

直
A辛

叫:世--r I i'(f延副师绘 c 1 736 年。 予瞥. m4'.白色面 . 理敲子血利);

兰 ι术博物怖 ， ", 巾的也后时年 24 岁，她与皇帝的和嗣蜡嗣在 12 年后问其

突然离 l址 IfIÎ以启航H'r酶 . 她在嗣'1'所佩耻的耳饰Jë典咽的调棚怦式 。

后的身体可能会出现不适( ，.客星见离'白 ， 占属rj'肖有告" ) . 

而1破解之法足ìJ:皇后不要总iU寺在宫中 国此在 1 748 年 2

月 ， 在远地随从的陪伴下，乾降带着皇后和皇太后 IÌtr 1.主山东

的孔 rlft型和雄伟的泰Ll 1 ，期望借助此行能够让皇后肃新焕

发光彩确实 . 这科1变化似乎真的ìt皇后的精神有所好转 .

她快至吁以号是山并在山上的假娘庙祭拜。 但是同程中 ， 情形

li! lj 急转直t-' . 4 月 1 日(农历三月初四) . 一场突如其来的

暴风呵将皇家队伍阻拦在山东省会济南 ， ~后因此而随染风

寒 ， 不得不卧床休息。 皇后的病情似乎并无大碍， 所以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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盹陆帝

i￡ JLf在 1农 d- 1(!)tE i开 r~J举行了第îE仪式 。 周后 ~家队也仆

i~Jj (辘 H{.'r 丁 λ;运扣j 在l大路的安全处)改乘自由返京 ， 这

UF主fl: lo1京的晨月一段行程 . ft1fH . 皇后的病哺变相E恶化

咬他任i;二i!l h 午 tr队伍运行的几百位飞 r;: r 足 F 跪忻求 上 正

{【41111 宅后能够平 H 民主i

f}i!l小 ifldf些

fH! ", 马二变τ{主 J',.! fi ii'是在毕上

4日的安然噶 l气 i 乾阶段为11:捕 ，

Pi?1AI . 挝执导 j~ ( t吗严币的tP'x: d1' fL' 饥

tt 尘(以、F h ftJL 火去

他的机 i自口 614

将q;1 』E过火|‘飞内 1; i (1')边吃生同坠艘船必须 CF 钊 i.;;I I<I" ，:ll且

，川、 '1 山 I' l] ，il ，}吁 7' /J. !'r fnl送 . 问题~{.l11l 1 I1J f巴 rgìl缸 J'jj IK lin j f' '{r 
，~'~ I :<H jl.''î! (1') hl<, , 乾I辛件 ':'tE城 r -: 1., t:i:;,;' , r, i t 仁邻IJz11tj

flitf! 让! io 个 tJ{)': ， I也 ffiT入fE包巧、飞从城1M♀ J i'(过. ~ I 、毛

t、轨 ， t;轨 I 以鲜J:口销吧 . I古之;' I哥 t叶 ， 给 1 - ，安扩入 I1HJ.. 

SJ悯执「将自21Zi近 t境内 16 嗖月Jl fl 战 ;E 到紫旦域的习、

1 . 品白白 . t..:川装惊人险的皇后城宏政ttJTlt也的耳苍白 KN白

l' . 在。11 甲作Ht f 个事星期 皂白的恼与IlH昂千1IJ IF切的

峰.t: ""IJ i戎 . 此后 ， ~由的棺悖被格宣rl. r '1内'中 处-t;寸的达到L

l付停放 1752 年冬 . 皇后的陆基建成 其棺愣刀í\~ t:J. F莽

同时 . 乾降官布为阜后举行lIl'I况ZE 前的国也 . 此时她

:被占f)，} ;亨拼 {fE I峰和聪慧之意)马H. 申u走 11 叶1 罢剿 9

1 1.在京」公 (ù{ '15'苟袤服持戒 27 H 同时 . 申i.~牵}、 2psi

城 ij' -f得惊恐 . 各省 1世末 EZ嫁娶 然而'1- 1吁{乍 q、 各行

草此'I f 贝从在到阶日之 H 始 . 摘除冠上红绍 . 齐'耗公所 .

哭 l恪 "n 。 此外 ， 乾晚还颁布了严格的也1) 发规定 坐宅到

件必编故发苦于 他们的太太则需悠饲头。所在满、汉男性 ，

依据涡洲祖括1)，百日内不得剃头 涡洲妇会自IJ 不得批头 .

览中巴头发放开:或是叨断石子。另外 . 满洲们女干j·耳带二

ο(， 0 



芝 在蓝 、忧 ÄI回王朝统拍

钳的主-J1谷 . 此时则要俑去一个耳钳。 乾隆不断为此颁布谕

霄 ， 只不过其批示并非常见的朱批 . iIrí改用表示哀悼的蓝

笔 。

多数官员对此都 F以了i且当的国内，并谨遵1俞旨行事 ，

Jt中 些机敏的官员还吃即上奏乾降 ， 表达 f他们对皇后去

世的卡;1念和悲痛之恼。 乾院当然知lìû抖'\J一些奏折只是一种

形式 . 而非真情实意 ， 但是 ， 他仍然对那些没有上奏的官员

尤其足满洲官员深为不满。他认为 ， 这盹满洲官员所受皇恩

较汉人官员尤为深章 ， ‘义当号痛奔赴" 。 所以乾隆迅速惩

戒 I 53 位没有上奏惊念的忘恩负义之人 . 每人各降附级。

皇后去世一个月后 . 他进一步公开指责两位皇手哀怖之心不

诚 ， bE t贺他们身犯不孝之重罪 ， 因而剥夺了他们的皇位继~

资格 。 此后不久 ， 乾隆又发现负责皇后葬礼的官员犯了许多

低级失误 ， 比如在皇后册文的满文翻译中出现错误 ， i幸者肉

而被判斩监候。@

不过 ， 在乾隆发现大证官员貌视咒百口内不得剃头的规

定时 ， 上述错误就不值一提了 。 随后 ， 皇帝的怒气、怨恨和

痛楚彻底爆发了出来。 这些官员不仅貌视他所深爱的皇后 ，

而n且还辱没皇帝 . 漠视满洲干且制。 那些本j但对此<JI为 r解的

满洲'自员再一次成沟了乾隆迁怒的对象。 汉人官员只要向皇

帝~认铺设便可得到赦免 ， 八旗官员则无此运气。 1 748 年

夏 . iJF多官员因此而被革职、罚傣和概可F爵价 . 有人ili因此

而丢 f性命 . 朝廷气氛变得格外紧张起米。 i佳Fv.该告发 i佳?

后果又会直1I1"1 '! 乾附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冷酷 . 甚主那些平日

。 阜牺虫川的朋立叶'有" 虽雄" 字样 。{滴 i得 巾幢民译 为 ω 先.k Tri .. 。

胁j户大恢+ . 刑部尚 -j\阿克耻亦因此而幢A在皿 --i￥J可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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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隆帝

豆叶'iiliOJ )j':、L的在 ld 也 i~J日总 . 1~1'H、 ïi\外 i节快 i r'l\ ，这种

无 "1 fúi朽的 1b1挝行布 ， 显然 11'非乾泼的典HE14?bt . {1lAEVJt

的'正 Y!I~ 止飞V:l t门 Wl.

II 也将 41i mEE 

叫11 这元l'行 r，{+.乾隆 JJ~ 1} 40 厅的忧fi

与拉那拉皇后"剪发"事件

f、 ;i flf E li 归于i 的人就让他的好玩 ι >.X IU、 1" h, 
i ( j:"司 5 i ?人 ι ，吐U'， I i( 申Li丰肾 \~I iJl lJ:l !"!Jt:dJfH ~\:古气 1

111 口，!'， I JJ: 气人"斗'+itL王叫 fîτ(~! ，，:ν' t: L ð-A . J 1 式1. J A二

1川1.- ~ 1i '正中í Iιa ，ll../ 可 . JJfw ql:r，几」71 心κ 泛流 lli1 

rf'i bn '1 ~l" 1748 付 - t 头，.1、 Ibrt" 与th iAEJE 安 i

~，.1 M t1t在-~;J 比 我f(也!、， lf 注( }，，~， l叫卡刊11 øt 
). 1) 7，仆地叫 I .1册封新的 EZf 梓 11 :". 1号叫 'IJ Itl也 TE统萨

ka也以叫:斗 fjofL(i(扫，~ l'ι沾均 1f!1 吨 EFJfeff、11211Lt」

tE Y i，; 点才'之 G中妒乾降饨向]维打 1# .\. (1ljíl' ,;\ J，.:川的

1'1) . !iU'，在悼念臼察氏的沾叼þri ;);T IU . !~Z r:{听去'飞'，，7 JDf~i 

川 F二叶J, _. < .但 ·

rO:i扫 f ((] 'f!: Fr 
i飞他自111m: 比 '~iL~非 l 、 7 岁 1750 " , .1 2 岁的马t:L1J iSf，)，

I (: 1Ji. T 碗、y vJ53b 在此b的 15 ~ .句人 飞机安i[Al

他们的两-1~f?; J" (←现 y 自iHlI rr. ，、 {1 7JL flilLEELILtft 

时l{rrf; f 卜米 乌拉脏jtL氏与4\A 1,') !d:l: i导 1日晶血检 . 申íJlf 也

il~ ~￥欢她 .}ffi? 协#却1'" 1765 +号的1'， lJl次响应 ， 这也 J4收

I~车门口察 í\: }.、tH:后的可冲f 雨巡 但是批「←吁气{， k. MA:叫|

停留期间 . !'rt 1 初皂 1A之旧j坷]域:在 f激烈的争吵 . 这 "1能是

IlJ f ~l. t-.达4、 t nt他 f.;::手(盛行的说出) . 也可能 hH在 J'

皂的对皂太屑的Hj1( 乾洼的 l且将) - k， u电!: .也 可 í {j- Q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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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班庭 、仪式阳五制统拍

房内剪发以示抗议 . 正是这种不合礼仪的极端行λ1使得他们

之间的争吵λl人所知。 这种行为非常不符合、'j 时的礼仪 ， 严

iIt边背了宫廷书L制 ， 乌位那拉 l\: 当然知道她的这种行yg是对

乾院权威的严重挑战 乾院对乌拉那位氏的出格行为极为震

怒 . 次口号与l获恶此世后 ， 17.却l将息后遗i革 101 京并打人冷

。白。一年多以后， 1766 年的秋天 ， .É, t!l IJI\忖.氏病逝 . 病肉

不明o

皇上对 IZI二位皇后去 IIt 的，念应与妇一位截然不同 。

他没有 F令对Jt)jl:行凶恤 ， 也 j韭 4可以皇后的身份而Tj 儿是战

，4\\ 坐 53 妃之丧仪J，)其举行了葬卡L 。 更令人震似的址 ， 乾院

决定将她与在察氏分开安葬 ， 没有依照惯例将她安作在裕

陵之中 。 乾隆对此自然做出了肉己的解释 。 在乌拉那位氏

尘世后几天 . 乾隆发布沼书 ， 称乌位那位氏在巡游途中

· 性忽故宫，于皇太后前不能恪守孝逼\ 其去世是因病

情加剧所致 。 在这种悄况下 . 乾隆对其已经可谓 "格外优

字号· 乾附之言并不能令所有人信服。例史李玉鸣为此上

1';去 l肯以坐1日之书L举畏 . 竟被发问寸伊犁 n 同样的命运也落

到!fIJ 部右侍郎、宗主E成员阿水肿j的头上 . 他民反对~~矗废

乌拉 tJ~位氏皇后之名巾被流放黑龙江。让乾降感到惊愕的

忌，问永阿之主持博得了虫帘 !:t ìll部分觅臣的罔悄 . 因为他

们同样觉斜丛帝此推实成过分 . 且不合礼沾。但 l止， E量惰

的愤怒并未冈此￥旦 他 i谴责阿衣阿之根乃哗众取宠 :

"阿某宗 i成近臣 . 乃收阴汉人恶习 ， 以博一己之名耶 ， "

他不顾群臣之反对 . 将如j永阿发配到气候恶劣的黑龙江以

l且;余生。

倒是有关乾隆继任皇后乌拉那拉氏的吸情并未从此终

结。在她死后 10 年 ， 曾任都察院书吏的严撞上书钥廷 ，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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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陆 i?i

乾隆没有以息后之丧仪悼念乌忧郁忧氏实属铅~ . i也有责任

为乌拉Uilt1氏讨还公迢 严氏随即被tilì并受到'申 l刊此恒起

否系其一人所为?从1tf， 'if中所立有来，他应该从制廷内部获

知了某些信息 究竟足谁让他做出如此愚蠢之举"虽然严;;曾

遭受 f陆刑之折磨 . 却也没有供出其另有同课之人 . {A. JJ: 

这一啦叫硝楚哀 öJ， . 边有其他入悯信乌拉那位l\:剧发的真F

睬肉足对乾陈纳自己不满 皇帘虽然对这种i兑J去过行了反驳 .

l人 λ1 节:.YJl优 i事诽i奇之 E1 . (R值得注意的是 ， 他付这种说法并

没有价叶+付性的驳斥

这it JHI'此 , ]1 们的Eν辛苦占 M I肉年从后的 1778 " . 

e 习、 If山~~:11 的什 tdlit 川、均在申iWilI Ai汁. J-iJlI j口'却大且EAJL

t直 ht lnl itei jt乾海快 11 O,t :t ijß j'i lutJ f.p斤均可- li4 吊彼l自fi

罚 n.:<Hl己创行 YJj丘 {7辩护. ~Il 申乌 t.1 Jjf\t ，/ l飞严，玩i主反国

1谷 . Jll' !,.} <:.t }'I] ~:l此也处 1 此 l )l t1 1 然 b 块再也 r人1M)吃， ífl 

l止乾降也H月 íl这 J1' f、白色说明人们已经将其淡窍 不 l仓，1衍 ，

你面此'在的言 l仓.(f3 12 ~注帘对 A起!\!I，' 坠帘虽然哦严 . 如tÞ，

无法斗争人 fJ~r\ 服 这些反对吝当然并 H 出于1;1:义之心 ， 朝由

之所以谈论鸟位切位民违反 fL仪之'~ .是人们担心也带没 11

给 F乌f.)那位氏 J时'育的丧仪 . u J能会传国家遭 }'I， 1-夭的t\1

应 在 250 1午前的朋 í\:衍廷 . 国f是f245F且先气 fi<.也发生过委

似的争论，导致 1 7 位官员被鞭供约先. 170 入被 Jh职发自4

i!I lì目 a 这显示出.罕'如在部分人石桌.人们虽~ f.i} 浅 11F fl韧

的制l且 rtTl非皂帘本人 乾附朝中关 T孝贺皇后和乌忧圳t1l\:

的寺tr仑.去面 t 与头~.(丰H关 . 实!员卡却是网统正liiIl之(义、祖

宗之制和大 F秩序月;1延Jf的 。

主从'串后来被拟t童迟处If 盹障下H从宽西J句斩证快 详r.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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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庭 、忧式和I Æ.朝统拍

寂寞的鲸夫

在乌拉那忧民的不丰事件之后 ， 乾隆再也没有在后 1

如果有人n8敢向乾隆进;;;挡在皂后 ， 乾隆就会将其处死 他

似乎对夫妻生活也不再感兴趣 ， 因为在 1766 年以后他只有

一个孩子tH坐 ， 即g二于 1775 年的十女和考公上 ， 这也l~J比

隘的最后 4个女儿。 相反 ， 随着曰渐诞老 . 乾陇似乎敢发怀

念他的结发之在商祭氏c 在她去世以后 ， 乾院一直都在不断

沟其赋诗 ， i吁中真实流露出了乾隆的悲勋、怀念和孤独之

↑白 。 以下诗句是 1765 年他自杭州返京路过山东时所作 ， ï[

f由他将乌拉那位民iiI送回京之际 .

济南四皮不入攻，恐防一人百忠生

春二月兮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干

乾隆卡七年 ， 三十年 ， 因 |四年 ， ii.十年，他似乎从来模

脱丧偶之捕。豆豆 1 799 年 .;QJ走去世时 ， 他共写了一百多首哀

悼富祭氏的诗作。 F面这首诗作r 1 795 年乾隆 85 岁时前往

富察氏陵慕祭奠之后 ·

本欲驱车过.矫情亦来妥。

三杯不防尉，四岁又云来η

松种老鳞长，云开碧宇宽

卉手帅归室，乔寿有何欢

① 名且 「 乾障曾 于 J79S 年朋血了第 : 11 'õ\ 后， 但且只不过是为始于

革开蛊 U曲生每一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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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陆帝

我所有的孩子

乾降创fT b主为句，之时 . 二Z古将阜(:.传给了十 ii hJ<. 1是

( {f苍白改名盟国政) -1 j手这个 L手继L并非易事， 千n 范爱E

巧了一/队混i:( ,11; tií'rf) ..l ~苦
乾陀 j 飞 H 27 个 f在 f ， l~<!' 15 个 l 十 i'ldd k 人 !A

人 . 可←个{在 j 矿 li1if' ''.) ~Il L二三h . ,., {j 八(，治主iJ J'30 15 

(, 1 !乙二 :J';~，~i' 1799 " L ， 1全 B • • H fi TJ je 11: !})夕，、他 ι i l r t 司

[ILU JL夕E' F4frE 主叼 ír 12 4 )2 JL !飞 {:j件 ;44'i?/i

|马兰，' fJj~而约 31(ZT宰人 4 •i jJ;f 孔j) 1I 的 'WITIJ f} 

、 i斗受n ,tí) /;: lìíJ J'" 上. ' 丁革 [Ij叮「、 , "1 fHJ 叫4 念 I'lfj !

二 l' j; iI!i 旬 -JiTi旺口i. 于， 1人(如 ?ιEU' 的甘正 恪 tll) H' /m ~I; . 

"í t世4 J 宇平唱起 IJ 昼夜 I}j 生i ， 1 品;f飞而 tt 取泊，主WJF

1二百j 承 tz L 引 串i f革前 1二气 f二 11啻吨的Jt且与 illff创 f;毡 ，

地尚未E 电定轩的!lt Ir~ 人主.=此希望j'解主[-fj'[?'， ti青山 白

也来这次 lIk察帧 JU飞吃 . I对为他~~ìll (rLi、逃i辜者 u[ 儿，也!

(í<, .、且乾F是吨UIl!阜[)仁尺{挚 1也当<，~)扩热衷学去j甚尘 J ~，广 JF

IItl是 (u]苓温高

龄"、共{-'(分的 11 Jh乾隆lil\ fJ 111吗顷饥 . 因飞Iß付Jt

叫 JJf口 s 足- *"'it~ l!t . ι必是呻A('<段;毛确实 rr ' L轧儿

产 . /111 阜八 f 'J<.\皮刷 P~、斗 f 水JIï . 刽 If.、 J' 申ij革的艺术人

分 .fl i!在他们<-t放的都没旬门么1'el ff.' E、 l止对点l域自里句 I岳 J ij r 

出kt r4题的纠约 r':f 乾'年lAtjf也 ú J缺乏'、 r 'vi 必;苟且JJ!f

iJ.i: ~;， t - f-wt'JH ，mf申 ff吨 h常 . i t飞=F伸中 4

刷1 皂.b. 1乒乙'J( fl琅l且~ !度芝E最主 λJ，) 乾陇古~仔f {<在乒屹 F隆皇众多的 j川I r 叶中' .

J农ìd议且司翠且一个被f封JJJ r (，荣址 1亲F 王) (1 1旧T!远主 J化i巨-尘封J 五 i仅叉凹个月!归iμ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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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凉疆 、仪式 1阳王朝镜前

他就因病去世。 25 岁的永琪去世后 . 乾降，就只剩下两个有

可能继位的皇子 : 且十五子租阜 1-七 F。 两人皆系娱k己魏{J

氏所生。 息十七 f耽于声色 ， 对山代经典毫无兴趣 . 有时还

会在夜晚从坐宫溜出去见其酒肉朋友 ， 显然不足做皇帝的人

选所以段后 . 乾隆只能在 17 个阜 F 中选 1'1'顿政见!储。 {8.

i止他并未在剧J i/.储 . 而是刽 1773 年 12 J.j (恰好是被上顿倾

茶事件后的第二Ii天) ，他才宣布已经逃怀了继承人 . IJB个装

有烦琐名 'Y的国 F己经被藏征宫中的某个地方。 1796 年.

颐政即位 . 改年号为E庆 . 在位 十4年，;二 一位聪明巾j"J

靠的君主。

1问是事实上，乾隆最喜欢的 " 儿子 ，. 似乎是他是小的

女儿和孝公主。 和孝公主生于 1775 年 ， 此时乾隆巳约 66 岁

高龄 . 并且已经当了祖父。 可能因为她是唯一留在宫中的小

ý:孩(她所有的姐姐都已经出嫁) ， 这个小公主就成为皇帝

的掌上明珠 ， 与当年康熙对得年幼时的乾隆直日出 辙。 在她

周岁生 R之时 ， 皇上送给她珍蛮的玩具 其中包括一头王狮

子和-只象牙盼的夭鹅。 随着和1孝公主的成长 ， 人们发现她

不仅i边传了父亲的外貌 . 同时也继承7他的自信和射箭λ;

分 。 她经白字者另装和乾降一起罔梢 ， 并且表现不错 "汝

局为卑~f- ". 他应该告诉过她 ， "联必应汝储也 !" 成年以

后 ， 乾隆将ItY| 自己给了在乾隆统治后期独揽大权的和JJl!之萨

韦绅股德(丰纠殷饱的名字为乾院所赐 ， II商 i吾意为 " 祝他

仔运" ) 。 那时的和孝已经非常成熟稳巫 . 所以有 一次{1- f.IJ 

半绅殷德在骂中游戏时 ， 斥责他的行为过于幼稚。

和 14 iìL成年的兄弟姐妹一样 ， 和平公主的婚姻也娃在

她幼年时期使件1乾隆决定。 很多人都认为息室婚姻仅仅出于

政治考虑 ， f~在清代)f非完全如此。 与欧洲王朝不同 ， 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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盹陆带

宝玉011、需提{占有与比他政治对手μ旦中卫员iJli恼Jit途电起欢族

问的联系 ， 以确侠统冶稳定PEi主获得金钱和衍仪 (布 W 11' 

以后， íi{Ó 节7 已经很存在真正的仅§24f族) 1;ll ， 消息玄育

H手也通过公土与其盟友联姻 . 其中穴多过与主~ J, ff在烟 J 位;降

1二个 /.J: 儿中有两个 i斗缸子'法占干子 . 飞!也--， A 0011 tY给了颇手1

':'1 (roJ满洲 m~之 F 她if; ， 在主Í'I r，占引些ri~ÿ;法内的公上

f i I坷 ， 那住在北京 申i;附知遇他本人不可能 1，~r lfIl能照顾

归于公主 ， 1价以也把啊'夺公 j.: 汀配给 个口TI币flj í j 仪 !f，' 的仨

Jι ， l:人 1!t1 J 她们 个~ f(f.J ;f:'托

!( Wi , Ji-t 9,J 公 1 1 5''，!，自由的止人 1 4

'9 , li:J ~í 布 1 ~ . 7 6 岁~t..-=.飞时的也监人 '11 (" , n i{; 

句丁于公1 790 户

f卜 tiI 尺阪立 a . 阳白公 1 111 应可i苟付~\l主 ι 七的 !(flq\

I 20 人组成的山人在前 1 fl: 什路 . 将 1I执!市l 灼人r.'f户 Ti F均 i~~

11 .NJ ''1 ílH( , I t tic 包记 +满载坠珩赠给Í< JL叹忱的浆'萨

马 4 队， 'lì ffiï Í! :ît ~ l'j( ï 、毛地'、){)l、仆人、衣服、制

缎、「Ti市东、 1πf 、化妆AJ 、钟、斗Et酝严金 1主主i {f i' i'-Î 制 .

还没有 l住有过切此多的陈收 Îi'[见ιI公 F出贱的韧鲜(史者

注意旦有l孝公下收到的tL物是其他公上的|才;lf之多 它的奋

'割让明了乾院对小女儿的特别喜爱

(Ill止在卡年以后的 1 799 啡， 景J孝公 I 的公公有H111囚 λl

相 )Ç 公 i 的 ~fl且也就~"5: {ij rfli 惋新EEtZY火处尖(见弟九京) , 

此结束 161λ2在去 f她丈犬的多砍头推J扫盲目RC 的况jt实本

1,:/ ~州 ， 1习功{也 JC全育可能会被处死(所以 . 他 E阳气J，: iR 
·非运 ' } EZ庆皇帝(她的同父比t是 )4Lfxf盖了她丈犬的性

命 . 汪古兰总让地们保留 f部分财产 !IJ f 生活

半公主去 [1士 . 盛|陡的最后记忆也随其桥;肖巨琐

1823 年.相

IE基之后 ，乾隆一直以其祖父和父亲 Y;榜样。 1只是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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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庭 、仪式租E制统抽

趋来他却没有能够将恒父和父亲的理念传给自己的子生 。 尤

其是在 1748 年宫察氏去世后 . f也就很少过问子女的教育 ，

导致在很多年中 ， 他都陷入缺乏合适继1ft.人的无望之中 r 因

此 . 我们可以理解他泣如何为和孝公主而感到自豪 ， 在他否

米 ， 除了性目IJ之外 ， 和平:公主完全符合作为统治中国的帝王

的所有要求 。 缸i然 jtf也 F女令乾陇非常失望 ， 但是和孝公主

的同IJ强性格还是让乾隆非常自 181 ， (也完全有能力墙养出合格

的继承人。 如果7百察氏的接手淫活哇，情况可能会完全不

同 但节与愿边 ， 他很难像他的旭父和父亲那样 ， 找~IJ-个

合适的 f圳、来寄予期望。 可以自定的址，他的子嗣不能性任

帝王之责并不会是乾降之错。 还有部分原因在干 ， 富贵家庭

通常会溺爱孩子 ， &者是因为运气不任。 而乾隆对每亲的孝

顺以及赐给和平公主的奢华嫁妆表明奢侈之风正在乾院时期

日益滋长 ， 在-定应度上这也导致了社会风气的不断败坏。

虽然乾隆打着孝的幌子. j13.是 . 他还是违背了他本人曾对富

察氏所说的满洲崇尚节俭的重要品格 。 乾隆的日益挥霍与其

强调要严格遵循占礼之间形成了椒油鲜明的对比 ， 汗Iji且必然

也会让后人感到非常困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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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成功之间境

<I j 飞JIF h 干 ht γ 飞: 'j hl~ 7) -:' 1- 'l' j'ill- <

四

n f， j山 ,'!l U 11 点'五泣的目，p 句 虹l'!U、f R 父，「

if jai J41('UidlytJYU 的，'U \; /，且仆 íJI\么 lTU$51tff -

1世 (r~ &!i .j\; If 再枕足硝lit'， 'γ 族统 JttFJ久UIYii lE 此机 ， 作如战

州的{1jj 袖 . 轩，防止IiM41 号外- /" t1 r~l rfl un 拿马 ， Wliift i飞 ;;iij ;11' 

J1 
p l 

、

ι
?

马
T

, , 

人 tni椅 ，W传统 4、灸 iR ~人 从技乍 Li兑， 1" 比F 悍 E量采1 j、同

Ltj t 卡: I销阳jj:<; :1') ; 1占，品廷满r川统冶ffJ! l:: i汇人物 ， 如果他有 f

鼠，电口!某阜帘的平晤'可z附了满洲的那些特征 . 满洲的统lti 1 
(j' n[能得以延续 .(f 11 - r;;中 . fEJiv」纶 Y解，\，1.蛇璋对弓找

々i占EF承人约 inJl/3 1F 前芦，雪 htT +YF革 uri 作满洲的特M

JiEE也 EZFJ a'FE(iE . 足民 E二 fEqzj 手]巴J ， i7f辛 ir， 1 的

个包f占崎rfl一满州男I.r. r-" {t内的贸大的群体
0: 

ff乾降tEIL之n.t，满洲人正 H生面临 lJ沦 JJ 日己成功的

柄件IIfz 的立FE f+17以入'主洁的一个世纣甲 ， 内生后水、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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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满酬成功立罔槐

轻率鲁莽、自命不凡及无业的综合影响正严íR威胁着满洲

人 . 那些令人敬畏的、高素质的军费精英正在趋 F变成一个

寄生的、不再解煌的男卡阶层 ， 而且.他们已经不能用母语

进行交流。 肉此 . 乾隆时期正i丰满洲身份认同的 lli太危机之

时.泊钥的来米尚悬而未决。 i花降，非常关沌满洲先泪、女真

人m立的金钥(启文将会对 J.J; j进行简单介绍)的教训 . 人

们曾 i也认为过度融入汉人的生活方式最终导敛了他们的均

4二、
口 。

一般来说 ， 作为所有司R黎政极的早期特征 ， 开国精神虽

然至关屯鉴 ， 却很难保抒 . 历史上Jt-不乏这怜的 '11例 。 其模

式l止成功滋生向满，向满带来毁灭。 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

( Xenophon) 曾警告希腊士兵，留在波斯就会沉这于他们的

安边生1E . 并进Ifri沦落为野蛮之人 。 后来 . 罗马人声称希腊

失去了他们的 " 阳同U .z气 .， ( man ly vi巾e ) ， 而这种"阳刚

之气· 在艾尼阿斯( Aeneas ) 1 后裔的心中重获新生 ; I同

是 ， 在罗马议员们的发言中，人们自IJ 会看刽无数千牙关标准

( sla叫.rd) 下降和理tB丧失的例子。 在其他时期和其他地

方.也可以找到l类似的说法。 例如 ， i圭若伟人'的阿拉伯历史

学家伊本 · 赫勒敦( 11川. Khaldun , 1332 - 1406 ) 生活在能隆

时期 ， 他肖定会非t的理解乾隆所处的凶挠。 他认沟 ， 政r白权

力的秘密缸子他所i11的剧也. 1川 yya. 9.戎且 i丛止"集f体本的!感岳觉

是λ沟l了迫 ?寻于 J共主同的罔标 . 凝聚感和归l属感将许多个人结合在

一起 ， 共同JJ:1U超越他入的权力来使同己生活得更好。

(l 11_ ，1 ， 代精腑、'!1吨柿话巾，芷 J~"I斯E特柿伊战争中的蓝睡 在特前

伊届世陷后.他jft{背蛐于 背血义最.监 :h幢 J;.:k 再茸的家因.此后

民则植恨在外 I 娟盯到达南部的 (U~I 一一译M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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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附带

如果伊..$: ' 串串勒敦生活在 18 世纪，他一定会认识到

X.JJ满洲人 116 ;j' ，坚扮满洲群体认同的市也件. 他也会认

过J ，乾隆取得波功的叽会并不大 根据伊本·赫勒军立即?说.

FHI通常会在阳气从后走向腐朽

家就荣耀的缔造者知道从事这一事业要付出什么样

的代价，他会继续保持那些缔造了他的荣柑并使之延续

的品质 在他之后. 他的儿子因为与父亲存在有直接的

联埠， 因而非写到了父亲身上的那些品质 第三代-定

，品足于槌仿， ι 其是依赖于传统 第四代在各个万面都

1-告'PWf代.. Jl.成员已丧失了维持~~样炖大业的素质 4也

认为这种大也并非通过勤奋努力所建立 在他看束， 从

一开始. 凭借单纯的血统这一事实. 他的人民就丛于他

t自韧的缔JL tEEgA;恨及其节杂事 fIL 夜， I也 il )策划l 了硝

侧的怔极大业 柿选苟的经承人 14日1舆 . 闵{后!午 'R 的:n : f-\: 

则是雍正俨 所以 . 事四代就是乾隆，他本i在沟王朝的毁灭 1 fJl 

负责 这种逻辑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乾陈注:展开 t茹取肿7c盟

的'军JJ.哉 。

乾院当然从来{，过 iJl本·赫勒敦的吕作但是 他似乎

匕纶知道'~，t -1、-h f ，tj;" 闵此吁乾陪h辩护满洲之道和硝制统

治以及人们对他这佯 -A、非汉人的申[国统泊者的认同 ， J且 fT

r K19J的努力 . 4;t;走将对此展开 i羊述 ，

以金为鉴

如果历史 Húf古鉴意义的话(正如孜们所见， 几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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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精制 成功」巳嗣境

每件事情上 ， 乾陇都有史可鉴) ，那么 ， 在统治中国的同时

保持满洲先恒的传统，对于满洲统治再而言将会i牛一场非常

严峻的挑战。!;.l:~挂在JEEt:满洲人的情况时 ， 最可i耍的比较基

准;车'1'l'J'公兀 1 1 15 咱 1 234 年统治中国北部的金钢 金朝与

消朝在很多项宠的方面部很相似。 与泊悯 样 . 金钥也 hl 出

.I t gjl边疆地区的一个民族女桌所路立的.才王实上满洲很有可

能就l牛 /;l:真人的后 i筒 ， 同样 . 金制也l止通过军也征服取得的

政仪 ; 作为外米后 ， 金钢ìÆ('象 J占钥一样也在争论这样一个问

题 ， tlll他们是沓能像汉人统梅特那样对中国进行合法的统

治 . i而.11答案也是肯定的。但是 ， 金制与清朝最明显的相似

占叮能是这样个基木问题作为个人口较少的群体 ， 如

何来统治这样一个巨大的中华常因。

乾隆从金史中得到的教训可以归结为非常简单的一点 ·

个少数族群体如果想要确保其统治 . 就需要保持其自身的

特殊身份认同 。 如果随着时间的流逝，听(:1:该群体的独特性

逐渐削弱 ， 听任这些征服者逐渐被人口占据多数的汉人之道

!司化 . )1 任艾发展 . 那么统治精英的话))将不复存在，王朝

也i主定使崩楼。乾隆注意到 . 金朝的统治只持续了一百年多

一点 ， 并由之联想到编年史(这是他早膳时的读物)中有

关金朝被广为同化的记裁。

串î:~革 t:tn t市之时 ， 适渔沽'阳统治中国一百年。一百年前的

1 636 年 ， 清朝第二 itr大汗皇太极曾经发布-m上 1俞 ， 乾隆

对其非前重视。 皇太极在上i俞中搜出 . 如果满洲人听任自己

为汉文化之魅力所诱惑 . 那么本可以作为前车之鉴的金钢的

命运就会降临到满洲身 k 他岱示群臣 ， 数世纪前的金朝帝

王因为接受了汉人奢侈、 "放荡" 的生活方式 ， 从而不可避

免地导致了对其母语和传统的忽视。乾隆的曾曾祖父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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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陆、恬

"范L f二孙习染 i，l，j谷 ，tit3奇奇1 " . 屡 l俞{茸忘祖宗旧制"

自口呆 l良的出现这种1'l'i况 . 他认 λl I- 销将不可应免地陷人 st

洛 闵此 . 的，1\的关键 ~i 在 J- 必须不怕一些代价来维护1莉

，州 |日击。

对于乾Ht巾言 怕失在是 1 8 世纪 30 年 J~i高洲人确有且li

币t35中种问 Iti:15纹的闷，此?此 nj 白之黯示 uj能只是 个较为

JIII !'Y.的古城 在加些 J:) r/í制夺取政权立下什马功劳的 ~I 的

r 1.j、盯 ~tlfl. ì'，辜人丛生$7it喝手城市生rZ的牙、趣.他们 1 1'-里

争的 J; 再足 lJ" 创的. Ih 足恨 f 有1阳l 宅 (j "电人且全尔 fTq奇

I3 . dt JL j LLLEK??Tf?YJ 人. U!旺的轿( jf、百越灾位名的

成州I I→ ;'J'j 人'、败 t~ I .内缸。:γ1'1 (他 1 ， 1 际J il (，:~迦IA量l' . 111 'K

之 tf71人:呐?1 、 mll j均 fU J t:f也 IJ j tl~ 泊情骂 I}c /; J町 'li 的↑$飞机

!á. lí /iJ町 t I!12巾 1f iJI JJ. 满 1岳 1r.. (f 节 77败 ill给仅 m. ~J 

f、缸，;也隆本人的 1号工，中. J址，1恒的人也在门的消事 . 这i1:乾

陈忠主Ij 非 7古不'支

1口 Lt 串LF是 4丰 4、打算技动地nFiF满洲人的消失，比1山古俩

的乎已亡 止业J1 f也有 ;tfEz使地谈心

版今日边阅圣祖仁皇帝实录，有天下虽太千.武备

断不可tt 如满洲身历行间 . 随围行错 ， 幸习勤苦 . 技

能服劳.若汉人则不能矣 虽由风土4 同. .JÌ、由 F 日好

自安 i且所 it 之谕 占主读之余，凛然悚惕 ， 岂敢一日忘

ζ 

λl J'~iW IJI\乓与此具有，frj )}关系的 t满洲臣民 . 乾隆H苇让

人将也太极的~g真IJ J' .(i碑之卡 . )~在中国各 E寝八届t驻防

城市i挂行脱不 . 以使当地满洲臣民 nj以后到这ikufEE 凶 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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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满酬成功;主剧增

门 1644 年以后，大多数满洲人事实上都生活在城市中 . 这

可i止一个让乾隆非商关泞的 fnJ题。

"满洲人"之创立

清军人关前 ， 作为组成消军的核心群体 . 满洲人 Ilt 世代

11::散居在中国东北边上白地区的村落之中 。 )JII a.t . 这个地区还

没有一个特定的称谓(至 1800 年时，它才被称为 " 满

洲.. ) . 满洲人自己也没有一个统-的名称。 满洲 " 这一名

字当时还不17'在 ， 人们借用后金时期的 " 女真 " 来称呼自

己。呜时有三个不同的女真群体 佳外|女点、海西女真和野

人女真 . 各向占据着不同的地理区域 ， 分原 F不同的部族或

世系分支 这些群体并没有正式的政治组织 ， 其重大事务决

策仅属于世袭头人。 多数头人拥有明朝中央政府授予的头衔

与特权 ， 这足对他们作为地方领导人角色的认可。 作为交

换 . 这些头人需要宣誓效忠于明朝皇帝 ， 并同意向朝廷进泰

山I地的特产{主要是皮毛和1人卷，此外还有马匹 ) 来替代

税收。 这种松散的朝贡约定一方面使得明朝政府宣称拥有对

女兴的管辖仅 ， 另 . Jj而也保持了它们彼此之间相对的和平

局面。

明朝政府出丁担心女真人有可能会制造麻烦，因而蓄意

分~女真人沟不同的群体，意在防范这些东族或部落之间结

成联盟。 因为一旦出现这种联盟 ， 可能会危及明朝对其之应

加l 所以 ， 明制有时会煞费心机地在该地区刻意培怕不忆，定

的因素，然后再以一个维和沓的面目出现在当地。但忌 . 16 

Iit纪末 ， 在 4个名叫努尔哈赤(乾隆的问曾祖父)的这州

系下层成员的领导下. K: J钥以来让明朝担心的那种联盟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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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陪帝

开始形成 也相J努尔11ft Ifl、与其他头人 }!:X _二致 ， (1I 1主 . 后来

i也证明了「己乃Jt:9.-4部族五百耳朵最具才下的政治m寺'也

领袖 11, 16 忖已 90 牢气 ， 他已级气横或足'8)撞地将大部分

1主外i LE tl4 宦于叮己的纯治之 t~ . 并且在手向其他的女真部族

送行扩张 1也从*t民们组成把 fjj./ r司打翁的!在H寸武装江体

ιI ' i寻 Flf t1 ，a 、 . 将自」吃辖的由，飞m抖、电:JE 编!JQJ、灼'了飞元 . 满

if142林布 "录 (衍) . 几个 , I 录 又组.'1X: 个大的申

J1 . 唱 w: 11 问:布"四 l ! " ， 也说:主 " 51!" ， .~ JH;战以 4、 In) 凯

在dl 〈外 它们 liJwW; 戊{占主专 JtlTJ 的满 IH!生 zYI: 书· 这 f1' ft 

二汁~ t~J 卜 14J 组肝、 r， rf'战力 jjjí 作，古 fl 泣 . nld 1..巳也促 fit

个 lU 汶、 4川的 22ffJ.41 〈 iriHFEU-rjlt ft融人了 个

1 火. i !i, "'1 芋 'H't:(f] ..民人"吃:切在f. ./ 'f 

tll f 'y，尔哈尔日，治 I 益强大.~点越筝的生点人 '))11 升1

?也[，z n可泣可人 栩件人玩UIÄ入部门川时l f 153jj:l怡 ，IJ、 他们都 l且

求在衍生政仪职能 fl -JV之地 rfll 峡作几-"'-制 ~rr 't "(的机
构 饰'比也赋予了 1也有]新的地(，'r . W确认斗他 '1 ，ij'U9 努尔哈

，东的追随苗 在另尔*赤.z. f 皇太 vk T 1626 年鼻ttìra.l，已

经平息 f海内女真的良后反抗. ，喝点野人女真部落也已被并

入白白鸟联盟之中 . 这同联盟与四个世缸前I戊言ffff注立起的

那种联盟大致电1 ， tiJ /1: 17 世纪 20 '1 气初 ， 努尔哈赤#并 f

I闪电iJ东北边抑的 P局部地区后 ， 气IlUl已经IF始也承担豆豆大的

耳目庐 ， \!HIl证悦以及管理呵地的汉人平民马 {f坐太悦的领导

卡，这个11Ui汁始史做l在一个国玄 。 它不()( IIMd强大的'中。 11 i 

JJ f，占 .i巫拥有基凉的行政机构 . llj 文 11 制定知颁布法令.制

译文竹，并保留书面i ìc.n 1 636 汀，阜À极宣布今后将使

用"满洲"这 4新的名称.这"Ti胃向最拟将全部女真统·

在皇太!&统治之 Fjzi出了原雯的一步

。76



四 满制成功立闲榄

迄今为止 . 我们仍然不清楚这一名称的由来和含义 。 或

许它曾经是女真一个部族的名字 ， 贝克者最初可能只是一条河

流的名称。 不过，无论 "满洲" 之名源出何处 ， 其意何t旨 ，

电太极强调每个人都提使用这-名称 ， 并为此警告众人 ， 如

果有人仍用旧名 " 支真\ 必将受到严惩 。 之所以如此 ， 部

分版因可能在下 ， 息À极当时正欲挑战明朝的霸权地位 ， 因

此不想使用曾臣服于明明的女真的名称。 不过 咱 或许也有可

能是皇太极想要为所有女真部族提供一个统一的标i只 . 以便

让女真人不再纠结于1日有的敌对势力中 。 毋庸置疑 ， 仅仅确

定一个新的名字并不能立即成就统一 ， 在当时的某些满洲t!!:

系中依然存有分歧。 尽管如此 . 必须指出的是 ， "满洲" 的

创建非常成功 ， 即使后米满洲人失去了他们原有的很多文化

特征 ， 但是直到今天 ， 在中国仍有千万人认同自己是满洲的

后裔满族人。

占领内地，避免汉化

新生的满洲族群能够成功 ， 部分原因在于它将不同背景

F的女真人有效地整合进了八旗制度之下 ， 弱化了早期部落

之间的差异和冲突 。 至于原本这些差异和冲突的程度如何 ，

尚难以知晓。 前征服刑期的书面记载(乾隆本人对这些记

载非常感兴趣)表明 ， 在 17 世纪初 ， 女真人的确拥有一些

共同的认同和文化 ， 而且 ， 他们非常清楚这些东西是他们不

同下其他人(汉人、朝鲜人和蒙古人)的特征。 实际上 ，

" 满洲" 一词可能表达的是人们一科1共有的情绪 ， 即各女真

部族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族群。 如果是这样 ， 那么这种情

绪在 1636 年时 ， 肯定因为新的国名"大清" 的出现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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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院帝

了 JJIl ì虽 虫太饭i在 t辛 翁 " 这个 f 构、 ， Hft;' ÙUL 1616 

q 有王j 仿放以前的金制向这f萃的 " 金 .. tur丁问得也干斗。由 ZE

J、 1Bei -- 的守主(. 才知道它在汉:Etlzz￡ 冶澈 i/i /fl " ,;: 

13 习、过 i!Y- 、吁抖出约 14 . 这 回 ?'1 布满 1击书~ Ol1 i('in~. 

它任"码:岳阳亨 l' J i手中 ~J右 " 战十 之 g 明\2'、 . l" 1 ~I\ 峙

fjl」够用电￥XA-fT4的人内-言 . 皇太极 íl I{.;I.抖点卡的意烈 /01

人 11 1飞 U\ /Ã晰的 fr I ;; 

')( r七 . 八 '1·ti · '181 扣在 I í每克好拥.t<~过 i:hjt ú， f也4 吁

• 'L吁 a (1一人 r~j !J l 古、 It ， rtJi 是与\'人 ir$4ttLP 。:llIjbf.

ι ÿ. t :;、 1丰.J.h 、金': 1"'1 气j 呵 tAE付 rt"~应句 叮 的'.11 (1 .~剧。}世

ill JHJ二'" ， h1i人f ~ll .Ji总 , i', \it ')1 p}j , 1': t; ， γ、有千 utJ Jf~，卡

'jtt 人份制4日之 !但 1 ，' 1的唁 '1 机组?tt

治命j 址 ， ，)飞 L-'Jhl . ffç:A~Lq司的tkkE4?2 . dr 也约 F恍如

h牛}刊的Y、巳1 .，A~ 'I:J 

,y, It V-人执 '1 占ii7'lfIT 阳 fll ltfd'F lt!è Íi 1战 ~II 毛110l22Hl1

}' '1，:' 人价以(江(门注叫臼 ， 1也 1 生 4Ht民 r 1占 11: :!;lj) ， 除

J 笔守，'1/: ，1<'沟~. . }也 1， J 仨能M、华 Jj:f在 IT 1"1 耶i 忡(农业 l骂:纠 .

倒是很会fI人付农业球兴趣) 缸孜 11 1 ~写来自ij 盹纯\1l弘人i在

悍的 'j (t内(伽俯悯)，埠'再需严八 êkt'ì 7ì正式批M 1且古w

f川、t.八.\1(见人 WI'花街立川、证 ， 币1ji主5E iEzit i TfRt 的 I T 年 )1

去 'io iJj K朗的物资挝龄 . u 然 . 死伤 I2.JL住以应兔的

,L j.iFl、 尽 tT旬在这巧的plH;lJt1l '!!!;k . 1<1 fîf 人的 'fJE

灿 l~t占钉 111 吨的眼')1 }) lJJffi ， 这在昧fI他们拥lfI叫宁挝

lJl的稳定收入 . 国苍ff岳~.给他们吃 l此 vqtk 快IT'~ 1 号) "h 

而 . 他们还可Tfi l'l 多特仪 ， 如伤残抚恤金、纣'JiI 性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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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满酬成功立网檀

无偿分同己的住房及无息借贷等 旅入也不纳税 ， 还不受汉人

地方宫的判决。 即使被逮捕 ， 他们也被关押在不同的监狱 .

如果'1l1名成立 ， 对u之惩罚也'1i'减等 。 而且 ， 他们的晋升之

路比以人也提容易得多 . 尤其对那吨北京的旅人来说更泣如

此(约有一 ， 1"旗人居住在北京) . 冈为他们 l中的大多敌人都

无须涵过科冶入1士 。 受到这哩特权的吸引 ， 同然有越来越多

的八届t之外的以入想尽办法也必进入这一体制 ， 他们甚至还

会把自己的姓名也改成满洲人的名字 . 装作是满洲人。 八国I

体制原本只能勉强应付人U 自然增氏所带米的压力 . 因此 ，

额外用多的这些人门给八旗的管理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负徊 。

闵此 ， 无论是实际情况还址在心理层面上 ， 八旗制度都

面临着瓦解的命运 ， 这足乾隆an位后最初几十年所面临的最

严重的问题之一 。 乾隆登基后不久all怒气冲冲地说 :

八旗为国家根本 从前敦牵俭朴，习尚浮庞， 风俗

最 为 i丘古 迄永乎日久.渐 ~I' 侈靡，且生齿日繁，不井

本计 但知坐耗财点，罔忠节俭。 如服官外省，率星收

税，肉'不 守本分，态 意花消，亏竭国带 1 及豆千犯法

妃 ， 身 罹 罪庆，又复贻罩亲戚.波及朋饼， 牵连困顿 。

而兵T 闲散人等 . 惟知 鲜衣 是食.荡费 贵财，相写 成

风，全不扣悔。 棋人之 贫乏 ， 中 巾于此。

这段 i吕阐明 f位院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被货与过于安逸

的生活已经危及满人的生计。 这中利种l' 趋势有画可I能目破t坏王制之

‘ 再根l木

网佯号引|起 i轮F民花B降革 2警E惕的是满洲同化( a时‘f何m、Y呐r们‘山ura刚a时t阳10"川) 步 1伐足

的h川加11快 ， 而这正是占领中国的另一后果。 在市段、饭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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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隆帝

院高l 'fi!喝 '1 ix人业界的日前援触 . 使得形成 i 坦掘地区的满

洲文{忆品是露在 个iJi为悠久、挤满trJ~:富的 )(11::面前 陷苟

8 -1司cl':: Jrc哆 . lÙ JITl世町 :y' 卢酌，约成守 -f中 lL忆 . fn 中原的

牛 Ti刊Ij'L'l' r，立 f全休没川人的n -r世界 人ilultk快就感受到j

fzJAtRfit·点 ;Hl ., r 孙叮咬l~~ fi'i ..的哥俱乾?显队 r

;tm. • λ" 付城亨.-山1';τ~ ， '耳 t\' 尘'1::，)， ìl也nl气与 :J:~' 

可 iíJíj~ 'I.lt 1) 气

-J l1且 'tL J LL 

/, \ 』蜒人会\UH中的rRfill-眈 '1 flJ选 f于元

1...... j I.J宇 tir 步'jfll:< 司1 FYJ ，主制 C l4 

记 唱 t M44 〈 γ'" aυ. t; , 

11'11-1 ，晶 lH4 (J 下

11 j' ‘ U L~ ì,\' , ^ Ü'~飞

川\咱1 陡峭t1! . lI i, ' JlI J" i:F ~Il 斤

十门叫 d~ ~l'; 占 '阳J 5l dl I LPv 内 'J . !在同自外 EtJ k」 1j Pν， J 

巳刊f!;' , 'j 中卫，~ I :Kd~ E 寸《y ifiL4lL. J衔队 liz fEfJl 写

日'ι 4、 kt if扩八IJil. I年 JE44Zf lZ 又 JJtJJI1队的止 ) _1 

ι 妃'远 J fai!4iJ:Et 也 1~ 町、114 、 1 、 吃草，~.<.，1、市附十1 . ?;t· 

何ff. 吨.!:tfl- t. j 'jV"" r. 71 <l) 1JÍí、 τL飞 )ZE丁衬位J， 71 tl商户的

吨f~ ir 雯您 也 r '~ "，可「 itudIttE H斗占百的 lY、Jl. ("J1占}住址

药齿的í~l 、 2直到 12码也「， :L 号F 、 亏与H二是药J灿故宁的 l斗

欧、监编:一教礼仪 )Ju飞在兄t苟 J旧布 rûl jft )( !t 忖2 1号彩这比{丁

r. J fr ht 我4 吏~J 咐ì:'J!解在摊儿fftsfc

地句，人反:11l'Í'飞7 年 1号的，'，用的认 1 ， l 

语言的力量

'.i ， /f 巧也 1 的

fI乾院 CAE . 1岳飞足影EfJJιr州，人 IriJ 的政 λiM闲紫 金 i廿

界棉布』泛研究出山占L EI:族认同的呵心l'中 . I芮洲人间作如

此 乾隆en位的 个宅电t2队的 . 努尔哈赤在写给敌占间;fp，

o领的 j，:，中.拌'占阿 JL8随者徒生11 . 女:真:击之囚\s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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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满制成功之国檀

他的所有部属部i井女tl;语 ， 同样重要的是 ， 由于他们都讲女

点语 ， 所以他们都是女真人。 皇太极也曾发出警告 ， j芮圳人

的Ilh吾一旦去落 . 将会导致严敬的后果 . 这是满洲精英早已

认识到语言 iR~性的另一个迹象 。 1644 年以后的沽朝历代

皇帝都对这一问题表示出 f关沌， fll程度均不及乾阶 i也在

样多i俞旨中郁劝诫满洲人耍努 )J学 >J IiJ 白 ， 指出 " 消 l吾为

回家恨本\他f~i商人 " 习汉书 、 人汉俗"J3 " 渐忘 rl! ii两洲

阳市1]" 相提 )H~ 满洲官员任受3'IJ 11二式撞见a，j， 如果无法

以滔滔与乾隆交流 ， 或是他们取了汉人风格的名字 ， 乾隆就

会负骂他们 "忘根 " 任由自己为汉1谷所蚀。 有一次他曾怒

斥一个来向盛京的小官员 " 盛点系发得之地 身为旗

员 ， 岂可不能清i吾于 9 !"

为了激发起满洲人对满语的更大兴踵 ， 乾隆可谓竭尽所

能如举办官学 . 并为娴熟的遇事键供诱人的发展机会。尽

管他的这比努力取得的效果有限 ， f.旦乾隐并未因此气馁。 他

为文入学习和使用满ì?t提供了更多更仔的帮助 ， 其中包措E

lìr将中国古代的主要祭典译为满iE O l77l 年 ， 他命人对tU 1f

r 1 708 年w熙时期的《悯制清义鉴》进行 f修订和增补，名

为(JaiJ制增订消文鉴) ， 乾F挂在序言中阐明了他的期望 · ·庶

几ïfs与我手孙臣民 . 吁以同文 可以传世而行远。"后米他又

进一步扩编了这 辞典 . 先后收入了 427片 iEi 、藏语和综faTf?

l岳 . 以这些插言来制 i事 1商店的 i司![和知 l岳. 1而作为 " 网 iE "

的满i吾总是被视为民( l~ 0 

在汉、满专有名称的发背和标准''-;1法的1吾 i司东~ I jj面，
以及 1 8 世纪 40 年代白乾降II楼下令编撰并由例延出版的有

关早期满iR的专门将作中 . 也可以看到乾脆对 jg言和文献的

迷1L~ 。 在资助这均作品的刊行时 ， 乾，1(:可能吸收了当时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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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阵、世

划识分 f 叶 1 号 üE""/ 的巴势{寄:仁市将付此必行讨论儿 flJ

i主 他的行rJJrr先足附于-I中历史-一尤1t是满洲 IJj 史

的韵'下!惑 在苍白 z让人if. 乾降就让人重所MHf r 早 l~!的制

'品王的T录. ~:Ã. f也Ffg呼号的新的标准化体系在书写地华

1ft过将牛 人们6EHL吉割的满芷茬内'1 '有 -RJ分已仲破{~ 1、

}抖 . :IT汀' 反本 k 也川有人能够 iH\'j主吨均可~~斤剧的 r; i前

Ftf 

乾;晚tn.心的制的早期巧也会凶此而非沟人可r知 . 同MF

1>:百i Ifl成 Ji 付照 i可Jj\f

此，芷f<['用 Wii前 E YFf 中蔚r寄:这Jtl' I 间'牵

',z 
fk 

巾
U

18 !lt~L.. 70 T 伏.~ ~>z 1I1J ~t科昨

他命/(' "''j: (1-

tL IfL {j 主斗; 1) 飞 otfoJJi qt 串l,.t ， '.JPI 的γ 、是 !J.J， '心轨白J.'~L . 

立的24;攻
, 

, r~ I L! 的 λ l.Ul.i

qiF幸 行将俐茨坦云i: ij电 1 :"f与 i ，llj W . 也 oip立战i: 他~，t itl 

λ((J i'州 JE 时Ïii ~j、品统的沁 f117 机川业;贝卡jjLi ft 革与就.

付串Effrtl吨 ， 这

4刑仨 1叫吁'怕 f占的

飞快lE 毛{|!〈 $lfi fd '211- 自役 H ，性 Jf 立 24

E23本 f71世白 j.J.(九! .气#;JI 乓 1 dtb. "，手，p
.k口他在「户，王 EllH tj-rf l J' jfuc 辛"?-q

三译而为'革古再译而均汉，革 lt经一译而为番，

而位按国 τ岳之i在三万久丛臣仆.A立;青主中国百余年，

即下解僻，之大藏可乎?以，11手国语.伴中外骨习国语.

;t T-亦可手'击恶M...l- • 而皆如草君亲上，第一义神.

从YÁ r.;主lziγ[: ， ~λ 百出.屹f主 U: 人fl" f'l!;我的 iji 在1 虹 IH

+要 fl 的在 j ~~ .'!ìV人 ii 学瓦 f拓市，据 5t-荫的自民j 炮，

乍 T人I1‘ J !'J: (1..从\ji佛我的均.章t院对此

M.J 且是以国语译大战之本意在此 1民在 1皮也

i辛/川过 l由.

{ìI r-仁f，'， J{ Íii]i巳址

似于并不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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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满制成功主网境

作为佛教密宗的虔诚信徒 ， 乾院命人翻译这些佛教经典

的95-个曰标无疑是:tn借此获得因缘果恨中的善果 ， 因为这

不仅是对满i目的颂扬 ， 而且也是对佛陀教诲的颂扬。 肉此 ，

乾隆在 1771 J.j三组织了 100 多人把罄部《甘J*尔}部翻译成

了涡文 这是乾隐时期规模最大的翻译行动& 糊译过程中 ，

特别注iH对宗教术语的传写 ， 以使只能够尽量忠实「殷切的

梵文向 4~ 只汉语译本。 同时 翻译中所使用的满文字母是在

乾隆搜tn创煌的新满文字母 ， 使用这些字Il}可以更为准确

译出神秘的佛教咒 i7J陀罗尼 ( dharani ) . 肉 λf这种咒i吾

是通过共i77而非其含义米体现它的效果的 。 只觉!(幸与这个

(或所有) ìlf言项间相关的事情 . 事无巨细 . 乾隆都会加以

关注 : 他本人亲自审查了许多佛经的译文 ， 指出了其中布在

的错误. 并进行了修正。 后来 ， 他甚至还会进行复查 ， 以了

解自己的校订是否得到执行 ， 如果没有 ， 他就会做出进一步

的修正。 这一项目的规模非常巨大 . 向旦人们的态度也极其

认真 ， 因此颇具价值。 19 年后 ， 在乾隆八 | 岁寿诞之后 .

这一项日终于完成。 这一译本最终只印刷了 3 套 ， 每套 108

太毡 ， 以红色油墨印制 . 1非常精朵。 有一套保留至今 ， 分别

被北京和台北的博物馆收藏 ， 另外 . 还有一套最完整的保行

在布达忖白 。

创造历史

乾隆对于市书过去、纪念满洲的 ìg 言和历史充满了热

情。 因此 . 他创作了《碰京赋)井资助了《满洲Ei流考》

的印制。 这是两部风格迥异的原创作品。 前者是乾隆于

1743 年巡视东北的祖先陵墓后所做的一首纪念诗作 ， 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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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常

司自丘章对此向所论述 战京是满洲伸榕的发源地.尘封líi，芮

洲人的山~iC忆. Jt~妇缘为柳树环绕 ， 东西山l 泣臼骂自占皑的

K: Ú liJ. If'l l~月 内'二 ι i7..人它居于Jlt 乾饨IfI专巾 ;::llI 中

网怜统的文体"版 的形式.这种形式在传统上以(.了诗

软以的阳的抽泣如H↑击的创意 在 l寺 U1 71降队大段的立'乒

恼VJ j';芮 i Hl li'i 怆的奋E主 . Rll 气的之国 . 人斤兴玛" 在 tl

1:1、 . 也厅的眨~ :1 t也、 tJJ的!!f-斗.dJ恼物‘戊市的 tE 年"'>>.月巴

, r.、iI'， 农 r'l 川、|叶创Jid r l' ~~ 1;rl (f-J ~ji:r-叫

Hf.盛京. fftι :t.:i二 FB k 山广川.作现万万 Jt~岳

~楠，常县，告镶 神Ib.崇蚀，帝品绵吕 俯临区

丘， 1李 Jt 中外

f←代if草「朵，{争 4南朝这r f 将F帝的三朝就 bt也兴也~ì

i占比 陆玉石地 F 卡'J ~匠，JFU - BFYf 严 i' 以 -f忡、?vk的版本

韦f:J (也牛、以》 要比全fJιt阳，、十肉体 BE F脸也! 一十

. i，j，: iíl.文要 rι>>. ~，' lJ ,0[ g~ _ I 体滴主SE:手 1占哗. <盛

42 赋》又具qr 种ttttI 意)(.乾隆在新版序 ;2 中l<示他

i岛也议进i{;，拘 Z íl1 书叮咬式. ，人号(f )i ~~与形式的eatT 心

[面，新满汪的怀写开; -\:'!;'if屯 j i'" iß 这1'1' 1吨位是HR牵强的，

Vi 1)满洲空 1600. l..t,'1'{i :~J 己的立 {:'n~ Ü i!'，.对

乾陈农it. 付，与"人的 ilïι 白l .i::!:.L j挂 iï 'R i0 . lt 历'，12 '11τ→史

,[\ 'I:! 

/+: j行 J 1783 厅的《满州4源流号}小也可发现!非，平;12

M的情况.这本书抖全过;iH~ r (怪市赋》之，F T 编事

《满洲版泊号}F在lJHl.]满洲，刀世己的宏火叙!Jì . 将 ii.l，灿ii古 F

糊的创立1.与 t1世纪前女真金的创屯在联系也唤 ， i克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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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精制成功之 Il'l榄

者不仅4与共同的诅先.而且也有共同的发洋地一-K白山。

编与和|丑行这部有关满洲历史的ì'i作 . 乾降的怠图有很多 。

芮先 . 渔:d证明1前洲作为-个民族的山老历史 . 乾陈希望j丧

11\!满洲本身的帘囚传统 ， 从而强调di朝统治的合法性 ， 民

次， i函过论述 iillli刑1 'IJ实上从来也底下阴啊，乾隆怨说明是明

栩皇'品'背叛 n前ìJil 凶领 ， IflÎll 满洲芮领4、忠 r~月朝 . 这f中论

述也有lUJ 丁强化i，lll洲安问大命的芷当性的后 ， 通过 t，面文

蚁来对满圳罔来的兴起;进行全面的沦i主 . 乾隆期望消除人们

对满洲自身的政治和文化做命 }J !ifi抱有的怀疑 . 并赋予典民

众个更为 "贞'JL的 " 满洲历史 ， 而非第-章白提到的早

期满洲人的传说 2

有趣的泣 ， 乾隆并没有想去隐瞒满洲人的"野蛮，. i原

沁 ， 早期的 iY..人JEi主中将女真人描绘为粗野残暴之人 ，

甚主引用了汉人的这些叙述 不过，他反对引用明朝那些同

样贬损的描述 - PIYl 因为这些描述过干孩近事实的真相 事

实1- ， 那时的大多数此~艺作都被乾降42止传播 因为他想

证明满洲代表的M数个世纪以来发展的债问峰 ， 不仅在金代

取得 f切期成就唱 I fJ 1 且在乾隆的统治 1:已经全面繁荣 ; 如果

让人使用那盹有辱 6 世纪时满洲人先沮的词汇继续称谓 16

世纪时的满洲也先 . 就会违背乾降!沂沿领传达的从山至今历

史过但在不断斗i.~前进的观点

此类叙'扛共有|仁常大的影响力，晏然没有任何的考占lIE

t国来支指其中的上提论 l昕(如:tt先Hl Jf，í 自这 地区的史前

民族 l ， rn， 20 世纪1[-1多有关满族的 i丘代i~jf仍然借鉴了乾

隆芮先提出的这种标志性的观点v 通过将满洲人牢命地i可于

中国芮代文明之中 ， 并且指出满洲人在崛居后<r取了帝罔的

权力址历史进程中不可阻梢的结果 ， 乾院第一次成功地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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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

ún尚洲人提供 f他们的清晰连锁的"民族 " )h 史 但这

古迹并不止于此， il~ 为它还包恬很多部分 . 如 i也颈、族i普仙

习俗 ， 如同早期对《盛 :;1赋》的纳第一悍 ， 乾隆期哩《满

洲J? im考》的结~也能幸宫其他的i?有洲传统，有助于构也

包tJ!:均定的认同惑 ， 听i这种认可感将 u[以应也乾隆a.t IQJ 确

保消制的绕冶1tftA;11吃

规范萨i商之仪

i i ZJ ttII:飞的号也. ~j 二 ~fJUr' }、 1机的 IWII "，}哇

J'1t:，机制的 AT妇范的冲Jdk lek 勺院j:苍 白 ι巴:H 己 ill 人

战州的 lft 币、 I!J '1:.' f1rdz ':'ì吁， I击的 Ii Ii [~I 由1 付 T 大名 thU，

J圳人 ifri ~~ . 斗、 f， " f[[自足萨满~':. • 111 H; I 7 世纪初JHt人

点洲人 rli 州 I! I 界的 f布拉 萨满信(1]1及u ，;nh凸 iJ) ~丰满州牛; t 

革化中员占 r 的手才;.也!止满洲人也甘lji djftEL会 [:l;tf也， 1

f哉?川人的地归

~正实卡 ~i芮救起话i f ì高洲人的故 l' 东"t亚地区 ft们

nr以笼统地认 J)Jl 这种(，气 1m孕 fiHl然界的冲灵世界之川 . DI\ 

盹徙称沟萨i，i!ì á'~ "" ~乖 'T~，人与冲 'x J汁界J挂行交流 3 萨1两边站- ht

女性 J 地可以说过祭夺、舞在1 、 el~ -，}、吃:记 1ET吁各种形式寸'R\l

V呻，泛世界的乏比. iI日占 fmitt赶~~.μJ8纠的1 {台柄、flTllJ扫 l

~I{ I注 17:不同的 l斗的 dí气满州人小单行的Jt~为市见的萨i，!t，* 
仪式.日的只!止为 f棋(~虫，反魂。定即I }ì"行的这种仪式有 1J.t lili 

称为 "明 fL\a1iz i在fEfE 各种件';J{以及 t ^二和旭先 另外

种变形的伊I高放.也叫你 陪 fl·· .龄较为少见 ， 其可f

*仪式更为伸秘 ， 也*末口Jf由测 ， 而 Jt门的多为治病，有 B.t

候也川以邬赶回J 身之$1范 这两种仪式的骂骂仪传统部们的

086 



四 满酬成功之阁幢

个 . 一个 i在皇家的祭仪，另一个则是普通民众的祭仪。 两种

EE{义在 l青直11圣歌和忻求之午在þ灵等具体的书L仪力而也各有不

同

在;对满1m萨满教的整理过程中 . 乾院也ì'r . I '[~理能够

让更为规范的息家祭仪取代替i函民众的萨满数祭仪(意指

除~新觉~宗室的皇家祭仪外的所有家系的萨满教祭仪) , 

以使皇家祭仪自~;也所有满洲人楼受。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 乾

附在 1 747 年颁行 f (钦定满洲祭忡祭夭典礼)公布了爱

新觉~I家族 自 明卡L .. 的标准。 在此书序言中 . 乾F革明确指

出 ，他ttl对各个宗族中的不同祭仪加以整合 . 以此来达到维

护满mi本十j习俗的曰的。因此 ， 在《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

礼》巾 . 爱新觉罗家族这种父仪市1) 的萨满祭{义的地位得到

了jJt升，成为所有满洲家族所共罔遵循的模式。 乾隆尤其关

注汉语在其中的影响，因为很多萨满已经无法理解她们所吟

诵的满i吾圣歌的含义 。 有些萨满还可以用满i吾吟诵 . /同发音

布在很大问题 ， 而且对圣歌的含义也有i吴解 ， 其他人!il1)转用

汉市吟诵。 通过规范祭祀礼仪 ， 市E隆希望能够统一 I泸满教的

传统 ， 同时也将其纳入皇家的统治之下 . 从而能够影响到他

的满洲臣民的神灵世界。

《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并没有将‘附礼" 的萨满

放祭仪纳入 . 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确实 ， 此书之书名U径

表明妥将变彤的1萨满教仪式Je之于外 ， 也许是因为乾陇觉得

萨满教的这种传统体现出的 i在 " 未开化"的iIJl洲历史的残

阴 ， 因此 ， 舵隆希望能将之遮掩起来。很难说他的这种企

是再成功。 因为书中记载的规范后的礼仪并非r古代以来唯一

得以幸布的萨满教经文 ， 乾隆期望取代的那些普渔民众中的

礼仪还j在存续了 F来 。 政们注意到 ， 在这方面 ， 乾隆最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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舵陪帝

寸唱给 n饱满洲人能供 J·个慌式 . 只不过这 悦:rUf' 11' 1注 1也

占主仰所期唱的 ， 也就注 l兑 ， f也想Lι 入 fiJ遵{扁片 fë Hl (吹1Ë

满洲1祭伸fF 大;llHL>口的仪式， JH 人门比自twrt丘胜 -Y3 .

他们放仿 f乾陕白'J 茨人占;<3再 . 为 lt 乒:f1、 i'-.I i: f甲'rH 1: ~U 己的

仪式.均可 J E斗飞γ' 脐部j萨1茶户] f吕

勇士之道

兰AT fi商~，，+)fJI~ (~ (1': ~( Irl ，1，口l 自Ut'严~~Jilll' 制f"J jJ!}): 11, "v. ( 

h lþl y, I，~几 5 1[:1: . Et 丘陵 fllt/; )口 ']:tili 111]ι 叼 I z..，j'j 的

'\.吁f\" ，"1在且 l 叫 E J lff部灭 '\i土'在T 口口 i't' 1 ÿ r.') 俨'1-

, I I 咱 J| }t-力 41 句吃吁 F♀ 111(. 41 丘! ( f、 Ihj' 10， 1 可申l)jl!lJ: :1 :i 

1立 LA宁Arts421位啊'色斗的 1宇、 玛政· 。F奇( ， ZAitLh申H丰 t，r

叫 graIhil f14 针牛 t (L T，品忻. "J fl 也 JE a仲， a A ; ~t ... 

的 i也，.\年. LI L h比 (1: ll . Jiji 耐人'少 1644 吁 H 、产

1,q; f fA' "丹， !!Ií f'I:fJ r 立在HT野i vdl 对 r I~ 件1"' " 'J(/,.q:1 

íf 11 常 i![性的是 PÍ"J 在某种程度i 非r 1J 的放刊占~(!\帝也 F 高

U 统，fî. n↑j!tJ 子硝且这样

点t t!，!马j繁却在乾隆n ，己

个'扣 t立民族J玫仪仲jL. 这. fn] rrn 
f 切。费 ît八城 Z外，tit时4 主l人

98 rk (1" 1汉人讨价侧的主如力量'J r T供 ζ. 这!止 11 轨; m t:' 
II~ 

tp'3 朝 fl)吁 l .f . '~Q(J.人对将洲Fff队止 1|Iiy 骨'dl.! {tJ lidl 

tlei 制I~J(f'l取的征服}经过Liï民矢日、fRLj . 1日足，人们注 lL白

?且;tiA贸 i，l1J/fll t ~滥用 lt!正 %1 苦的 1龙也随他欺骗仅1町、奴役农

民和强的 QI女。人们ω果代大街卜碰到'11萌洲IJ 兵 . 就会对他

们充满了恐惧 ， 也可以委婉一点儿将某称λl敬畏，那时 . 坠

帘的 'li E::õ会照时常常只用J前1吾讨论 不懂淌l目的汉应国J]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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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满酬成功之回榄

参加 . 无论皇帝亲近的那些八旗仪臣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 i'X 

臣只能接受。 皇帝认为这样的敬畏不但必要而且有益。 它给

f Ii简洲精英 - f中他们本不i在字有的政治优势 ， 因为在统治

巾 . 这吨满洲精英基本上达不到其/)(人同僚那样的在练程

度 . 而且，他们还怀疑这些汉臣暗地里很轮视他们的满洲最

内统灿者 既然无法如汉人那般博学 ， 那么 ， 保抒满洲人所

摘沃的作战能力就是明智之举。

在相当 -段时间内 ， 这种想法 ilihl1ï之有蚀的 。 fH !ib: • 

可以预抖的足.开困者的坚切和奉献精神 ， 到了子孙那里 .

必将i主渐被更柔弱和自私的:t1.liÈ所取代。 很快 ， 在北京、南

京和杭州这样繁华的中心城市生活的满洲人中间就弥漫着对

汉人文化的向往。 旗人们参加文学团体，他们在那里可以练

习绘画和诗歌创作 . 有的旗人贝IJ成为 f收藏家、剧作家 ， 甚

至桂小说家(中国最著名的小说{红楼梦}的作者就是八

旗中的汉人包农) 。 乾隆本人就非常喜欢文学 ， 他认为只要

这些旗人不忽略满洲人应该掌握的技能 . 喜欢文学也没有fI

么问腿。 {口是 . 有许多迹象表明 ， 满人的军韦水准可I实上曰

趋下渝。 收降对此深感忧虑 ， 不断颁发 i俞令告诫旗人要尊重

并坚将满洲人的习俗。 他说 ， 驹射实乃 " 家 f主\ 是全体满

洲人必须具备的技能 ; 如果f王其荒废 . 就是对f且宗之背叛 ·

" 我圆白开应以来 ， 首可VJ奇射 . 理宜恪遵旧典 . 月陋习勤劳。

即肌肤每岁行凶 ， 犹能于马上驰射 . 此乃众所共见者。 :u通

i俞如I哥、 i古王 . 各宜凛遵j且训 . 电勉奉行 ， 亿万j昕年 . 传之

子孙毋桥。"

乾隆尤其希望满洲的官员们能够像 17 世纪时的满洲英

雄们那样行事。 如果他们不这样做 ， 就有可能被处死。 乾由最

初期的若名军官讷亲就遭遇了这样的命运。 讷亲出身满洲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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盹障帝

si家族 . }Ef且又遇必隆曾足.m熙的 i埠力 W) 手 . 曾Hl义倾亦部

亦i白白倒入关前的吝名开国功臣 1746 罩 ， 乾限;是1内来为

内阁大学 t之 A~.t . 讷亲的仕途已给非甫突出 口Jì胃守ß尔~

的ft恪ZL手.ç;' 乾隆对l肉来的11'命表明他完全信任i二苦的能

}J 网 ij 后的 1748 年 6 月 . 由 72 金 JI 的般人公然叛乱 . 乾

院命 l内 f 半年 11il i卡可'1'll.斗4级. ktt，U 中;.1< '1金 J 11m，;;制 人
立正

川地)d: 11iilJÆIII 帜 ， 非序;唯;J管理 ttri在{也 T t1í处 。 手JIiF旧的

创松防护 . v叫JlJ ， H~人栅栏^t:i!辈沟 乾院 l咀 : 批人JF t讷 2、

,ìiji 1 伴EH f; 中ILi周皮 . K、串11全师 ， i t 哦路)(以Ii刊阳 1: ，c 州 .

向~. j' i多i .~、岳 jJ;c!，:IJ1)' In] • 1- 1 心 " 'í 布削阶如 1 þf} 

(t
l 
.. 

1 人 的泣的 JdI14将会可乾降的统ttt ， 牛 1' 1 ~-fi ~ ~ 附]

d7 此 、 1 1 1 1 t l-J fw '~lJ辛飞刊的条小仪 f、 fti岛m ~，芹 f'tl膏

fl. . f./. 内给tAJ训r竹 ' k ; ij止写字之M . f- ,{;' .t!1 !ý 1也有 $1久'由吧

1内 :1: !);ii l' '( Ij.tf :(11 ill攻破ι份 f的 11 '>.;知，6. fiJ.均遭失败 . 时;

人绝境。 讷采毛 JJ 串1 1l新的战略什划 、 叶在帐 'jJ i# 也 f、见

在他的饵折 Y.I • 兴没句号十 (.j眼前的到1 气艾，问也捉 11\ 解决之帘，

1「!llil在挺立IJ未米的战役 . 但是他所提出的每个川剧都不15相

同 尽TT 乾耀在 G 了这些奏折后越发说丧，但他11)对i内来抱

有希绍 ， 期坦f也早少能够取得哪怕是 次小的胜利 . 以挽 1 n 1 

点儿~1l' 1自 I , fU.是 . 直到夏..K . 前线依然没有1专米#t I!'f 的 t向

13 . 更令乾附愤怒的是 . 讷亲甚金水能抓获'年， 1 的-个队l

们，乾隆作于忍无可忍 ， t也将 tt营口宠臣H恒l京城 . 对 Jth日

以侦斥 " lill t:能-以叫十 ， 亦f口I至以-i 下之众 . 不能敌版

llH立卡人 ， IfTÎ 主问卢远遁 . 肉相陈搅 此 i)l 实出↑占用之

外。 · 乾院派其内弟1哩恒接替 l内隶之{丘 . f尊t!' 很快就使金Jl I

的平叛 'JJ宜步入正轨 9 个月后，傅恒率领大军凯旋 . 这是

乾隆统治时期淑得的首次ili:太平啦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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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满酬liI:功之刷搜

讷亲和l~ ts: I!!l京后的命运当然截然不同 。 讷亲于深秋返

ω北京 . 被软禁了两个月，他并不清楚自己的命运将会如

何。 经过再三审讯 . 乾隆因其玩忽职守而归Ij}t死刑.Jf命令

将讷采 1~1j主金川军前处死。 1749 年 l 月 . 一度泣 I司也人有E

E目的讷亲 . 如今被不光彩地带到了营门前 . 在m结的军队面

I ì íJ被斩首 乾隆指定刽子子使用讷亲FU么ld赫的训父当年曾

纶使JlJ 的ti[\把刀米行刑，这一戏剧性的姿态旨在强调 . 1内来

的失败不仅愧对屹F草 ， 也愧对他的祖先。 与此桐反 . 当两个

月后{哗但运点|时 . 乾隆 F令所有达官贵人前去郊外迎接。 卡

天后，IJ.帘大!1!庆功宴，教;衍了傅恒及其底 F . 并慷慨赏赐

了全体人民 乾隆淫授予傅恒"忠勇公"之称号 ， 以显示

对他的宠幸。

乾除对讷亲和傅恒的不同处理 . 目的不仅是为了赢得短

期的战争 ， 而且也是为了一个长期的目标 ， ~[l重新激起满洲

人的战斗精神。不过 ， 他的这一长期目标-ñ都未能实现。

由下地}j它员总是根喜不*忧 ， 因此，乾隆如果您要了解其

有关维护满洲军'Jï传统的指令是沓得到l执行 ， 唯一的方法就

是采内去视察满洲兵丁的军事技能。 ïfrj :tE亲自视祭的过程

中 . 乾F在 B.j"内会感到高兴 ， 时而又会感到l震惊。 1752 年 ，

乾隆前去附访官兵的射箭训练 ， 看到许多高级军官射箭完全

偏离目标 . 射到了地上e 他对这些人进行 r严厉的惩罚 ， 罚

佛一年 . 一些人还被革职。

寻找真正的男人

t述抽查显有效果 ， 却远远不能满足乾隆的姿求。 1741

年 ， 乾隆下旨每年都要进行围猎 ， 他认为这是一种更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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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5日1Í Y 'TT技能的 Jj法 每年夏λ在.+:~凶均取行的皇絮回

1r1t 是对 F 栩惯例的认同和等重.也许还满足了乾降奇iilnlf变鼠

目。tl悄在l占用马û1 !f*~ 巧的那略 ‘ 美~1-n音"的悠W fHι 

4月眨对此挺山批评 . 码:F 年之前的帝于普冈扣心铺张以货而

扣也归纳 . 乾降/)了 ì[~司俨lè行为的T 当 . jl1 1中1 : " 1711，]肆

jft . I取 λlJla!洲 I f-J习 也袖在{主/、十余年中.每岁时、f.!~ rl fr 

|下1 . .t 均 !fzJ♀满洲于~ 显然这坪{~尽 11: liIfl (W 熙的'11(闲

阶恰 f 1681 吁. R\叫他U EEjL 一 I'!f ) . fEH止 ， 1、飞 i 叫 ñ~ hl 

屹问 111 平 JJ丁 n出 é.:b1.松 JU制度 ..t;( 1Ij ~r.f式和斗、 " .牛 im

(仁 LL 号 Add2ftJF b . h T〈养，两训 7 lÛ也 "

7，年 7尤，f，1I t lO J ， j卡 1丘 i { 50 ~改卡: 1片 .hi川悦: ',(,.. I J (1 

门95'. 叫 a ， i也ιι84 岁 车盹 1 tjj击仨个人Al fj-{4JIVU 币i t 

1fIl 111'1I1 .尚州 tEJ41士被 示 γf 栩引卢 iJ n， p(\刘 z仨 . ('J. 

人注 f能给D日 Iι;1 j;i 的 m 守 . 'f~、 r，京城知其他 42·12 吨以的

f南、飞卖出t 人1fS'fr:弩lJíI芋 '17技能的选拔，在拔出的人员也|情 1司

也絮巡游队f.b. JI.lt 肘 .IL 1: i左疆地i 扎汽，轧 ι 后 . 监 0 9 月

份他们都会仰在那里 ， 进行一系列的 rn猎、箭术|七1革初竞技

活动J 有时候他们在这里待的时间会更 K 史自北部和内部

的不隶属了八旗约会山人以及满洲统伦川均 Jtit!! r岱牧臣民~Il

Il(t萨克人等.也会加人其卡 对?这些人巾jZZ . 这是!ld主与

')上个人联系的民饥， 1m且 . 在这里也没白感快天化的风阶

放精彩的部分自然11:盛大的阳猎 3000 名卡吠怖分成

小队 . 黎明 II-t分宝山形包黑了一块数于启骂用的 1: l丹以 当在

:提出信号的 . 他们开始收紧包 ilil 圈 ， 拍打!iij'fj木从(也轨

足法1击中的社冉) . 将猎物赶到他们的前方。 J I个小时后 .

各种各样的4J物，如野兔、猫、腹、野j吉、熊 . 有 u ，t Jl 金还

有名虎 ， 就被赶illf'个 Jti径约两公里半的~地内，网闭目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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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满酬成功之困境

已经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助猎者以及箭在弦上的冲射手 乾隆

手持弓箭 ， 进入国猎场，神枪手护卫左右以防不担IJ (老虎

首先要由 "JÆ枪营 " 解决) .但并没有通锐的火队人弓陪

同 乾院在马上瞄准并射死了专门为他挑选的大鹿 ， 博得 f

E峭的满堂呗彩。 此时 ， 环伺四周的冲!HJ.们开始向 rh追击

自己的稍物(见阁 4 - 1 ) 。 衍猎楼近居卢肘 ， 猎技之肉会在

烹饪后分发约在炀的所有人 ; 一盹精逸的部分 . jm~巴大的鹿

上e;. u J能会 I↑1信使加急送给全国各地的皇家宠臣。 所有宾客

部会被邀的卷加ffi'i大的宴会，宴会中有洁如体跤、杂技、马

术表演以及弹袭琵琶、位袋古马琴和击打鼓乐这样的惧乐活

动。 在会上还会论功行赏 . 重申满洲帝国的活力 。

':J..t. .-'" , 

圈 4 -1 乾隆束兰圈猎图

"延M阴1师投 纠 1750 年。 手~.到i本，监色闹. 现雌 J' 巳'爬山'x!博鞠

创11 . 水兰的瞄人I~睛是乾隆每年的阴定安排 偷地且消延酷供了一个 11' ，E 式

的蝇习蜻射的机会

除了这种精心布置的赶兽困苦昔场景外 ， 还有很多规模较

小的非正式的回猎活动 ， 参加者包括皇帝以及其他一些被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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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陪帝

中的人。仙助这些活动，乾院就有机会展水他所 l皂仆iλλ1的

满洲民族特呛ιt I 不可9\\缺的美笼一-1坚韧、 );1吐 .F月 1攸. 11ft 

~.n以&唱上的饥快能卡 乾唾手i I :1zf;将这 ifti 品防科'λJ

71竹 jEi恋.. (自 1芮立 haha川rJ t' lnu) . 无 t仓恰吁与均ì . 这比

队 rJllf;j 1 :1主;?{TJfIE1hf萨绘的以人男怜的~榻形象形iil(:由于

[闪<;f I 七 乾脆fL l与耿 JL足足艺术作品【 t I 对这 ikLTI KE 主~ Ú ~:Jj 

f布 ú: í也 liti!'ì a.t 坤 I . 命人给击!J f i'1 事 ~f 关斗、 i 土[j;J jl肯( l.-U止

的 1 关!日!型 的Jt去 l<\i m 太阳 lþ 可尼托 rtH主中t ， 'WC) (t,) v,? IIIIi í下川

~í.li;'f iej il Il fz 饪 l'日'、气:;bflf:jji 的扬 :ii.'1 此纭，-l( K的 tt

4111 . fj( J-.fIJ'~行 ~l( JW. ,.' \ ;r~ '-L.巳巳此后'白，~， t ~ErH:!:~ : jJ Jl'~经 j

'Y !á 1\ 人人

( (JII .f f.I .，.，丛生纳f) : 11 吨兰

‘的 E入 '3tzVif11 骑「

气，已内地‘二 ， !!LJ i民币 .

r，~ )'~ !Ü~ ,I({ n~ J # } éll 1 . 

jf (J 圳 ， 1l.f在 311ltH IJ 技斗 HLJJ ;;!主 J lirA之 l Ú 18 tlt i'，~ 

也 í.j.)Æ60 '1气礼 70 ffí(1陆骂:宇定准噶尔之r}j r 的国作 j I • 

it\ J'l ri]怜的可唱到念(见有1/、夺人乾陇叮 1，. 1ft t~纪念那位1;

南洲、主主山十兵的』Ef玛 !it迹

保护根基

'Jl然 1~'tß在 !lT El也尚夫的 满州之 i菌 ' 的浏 J) 统1.，'1价今

λ((，J j~íl J \YI ← fJV刻的印象 ， 但是 . 仪iI J泣~1、 kt带1 .2;. -ir 

均在当时取得 ff 么怜的成效 例如 . 乾除非常椅也能够通

过吨觉的彩{业宋强化满洲 咬住训练 " 的'fÏ '~j't: . í[l!{ . 

这种视觉置; í恕的44播沱[剖义句多大?即使是在以师 ， 这叫作

品的传t，1'ifult~也似有限，闵此. .ÉIl然它们 uJtJij会对那些曾经

自瞅这均作品的人产生如同对今天的我们同样深远的在响 ，

1日是 ， 其影响苦毕觅有~R . 且太多系精英阶层。如果早帘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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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满酬成功之国檀

的楚!爱阻止满洲的传统习俗消失 . 那么这种彭响就应该放及

将i函旗人大众 同伴 . 虽然很多人目睹了木兰秋称的宏λ场

i雨 ， 但这也足一个机1 当小的群体 如果谈到乾隆的出版活

动，字典由 l 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 般米i兑传t画较为广泛 .

{旦足 . i者如《钦定满洲祭神祭术监~卡L). (满文大藏纶》、

《满洲源流.%)和《盛J;4赋》这样的书将 . 其|划者亦很有

限。

所以 . r~们应终可以得出结论 、 舵11茸希望通过发扬和l保

护泪先之道以维排满洲认同并确保消制前途的艰苦卓绝的行

动 ， 基本主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旗人巾时常也会涌现出很多

勇士 ， 但是 ， 满洲的军韦技能已经不叮能全面恢复。 乾隆愣

经投入 f大远的时间和精力用以国猪 ， (日 ;在乾降驾崩后 . 唯

有嘉庆皇帝进行过木兰国猎 ， 自迫光皇帝登基后 ， 清朝就再

也没有皇帝进行过国猎。 至此 ， 八旗认空余一个外壳。 E画然

萨t芮教的活动得以保留(事实 t . !'I ïl]2o 世纪初 ， 北京的

满洲人依然在单17萨满教的仪式) . 但是 ， 作为族群认同中

段重要标志的 i吾 J ， 满1吾却在锹纹古董Æ . 因为在日常交流

中 ， 汉语已经取代了满语的地位。 虽然最晚到 20 世纪 20 年

代，在官方交流中还有人继续使用满语 ， 但那时 ， 除了些许

满ì1J-词汇外 ， 大部分满入基本上都已经不会i兑满洲话 f 泊

湖宋代皇帝溥仪说他只会用满语说 .. ilï' (意Jg .. 起来 ! .. ) . 

这句话是说给跪在他面前的那些官员听的 。

鉴于收隆对满洲文化的保护 JI 不成功以及满i吾的消失 .

人们可能会认为满洲的认同本身 定也随之衰落甚至消失

了。 然而 ， 事情并非如此。 说来奇怪 ， 尽管出现了许许多多

的同化迹~(有人称为 "汉化" 迹象) ， 但是 ， 满洲作为一

个族群一直都没有消失。

。 95



但盹帝

i[很JJ豆立上 . iAlhl生归功于此陪毡'品 . 他对制度 b

[甜的役人丝也不可~ f在文化方面的热f,'; (-也 ，(.J八除制 l虫的

改革以及对满洲的给济、政冶初法 11'特仪的{果沪 . Ú 1心 r

('t~ !.'f iftr 洲人约特罗人生沾 AV式 自íj 'z 曾经撞到 i高 "fl i人 /riJ 的

"双布飞机·. AE 主: it 危可l. -牛 iL二抖，芦危机 )'UU革

吃tfr叶，期 . 1斗$据t入 f、 tE EFlL i' 怕 fcJ骑吁t .肯ífl. 他们的

'/污也 H也住穷 说洒满洲旗人划， I r.号.j(征小断恶化 ， d 

乾降巳~rIJî I>Ä'Ít.{' f;( ffJ ';;两 ìn t尘.. ((J 草(t: ,\( F,e ':1 1主 ii tiJ见

{ Iwrformati 、 l' munirt.叶川，，，tt ) 的弱 'r n j;'η 乾降(~ J ~ ~均 13

f 悦 !L .- ， ωF4F f、扣， 1'I4E F 件 l14:ι u 1. 11 

&ngt解决旗人 ，ç 的 1 益 ZZL· "r f1f 忡只i.;Jt;人矶'也 t I 

Mt人刷牙， v-t、八 tlt hi..\.Î J '可能解休. ，月; I11 政(，( ~作 .，飞 {dl甘

;|jl!Ea乱斗可怕〈LM . rl'1l 1 毛'f ,'} {(; lìíl 主也咛M 在 nJ.rî2:

生!r正日J1l!. J t772? 八饿而1) '!ill 什 Ftf11 . 他 \.i " m1 fi r'J I'~ 
9EF事业过在考?指叮

1由于2到"增加âJ(人

是半旗人 at4 技知亏是(if'今走

并笼高」'陆人 llt二 f 域的 '1二7t 宇‘iF

〈式的这呻Ftth . 11·r47 定tG 1.:;91< 

反也W.c人的力注， H栩IUF·

e 
t 

itJ i ,T; i吃就是 否已财政01"，( M,J .. ) 排免Zf他们的侦每 : I二期

Fl]1 · 是给他ir ;:IJ!在+地.

飞li~ , 然，，; 4例是'ti ~JT vl斗íUH立什八Iil(

呼用回应 íR 网投资建房>>. 1)" 吁

就ì!1t..cζp)r)L能够产运力

问ZIEdι讪dhf f ， 回家 {12济ihi取得成今]. }丑闪 4二
., 
文巳

fUir政领域tJ!. '1';'均取 1!11/>1: '<x 

申E陈')t扭亏! ， t r)J仪的￥; J出虫在付H缸足!l;，n i l/八腑 '1 求的 iiX.

~1i肖盼 ， 以便确也1佳~真古字;有八周t斜仪 l仕的满洲马(，} ;f 

,F j[ ''1 V:取.这就安求每个家庭都要:tIH'F~ì首 . )f简 !'(J ì吨印j

他们及其所属牛求的隶属关系的lJj史。这 i电材料经过了收

缆、鑫生对和调71. 在此il .ë，!中 . -f-j 此.\lt人的每份得到j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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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满酬成功主闲地

有些则被否定。 有些人因为公然冒名顶替而遭到抓捕 ， 被立

即驱逐出旗 ; 有些在特殊情况 F加人旗籍的人虽然暂时保'ill

了旗籍 . l:í1被列入 等家庭 ， 以后他们还是会被'jg求(或

是强泊)出旗为民 . 不得不自 i某山路。 这些情施有助于减

少八h'J{必须供养的旗人数最 . Jf' J9 . 真正的"满洲人提供

更多的职位

18 世纪 40 - 70 年代 . 乾隐级↑坠(且稳定地J佳动了这一

对旗人队伍的清洗。 同时 ， 他还下巴让数以万计的各省驻

军巾的汉军旗人出旅沟民(他认为这些人最初即是民人) • 

然后将他们的空缺给予了需要的满洲人。 那些通过审梭的

旗人的材料后来被收集也来 ， 作为家族历史 ilri被刊行 ， 题

为《八旗满 itH 氏族通道》 。 此 !'Ì 足又一部应乾隆要求而编

篡的书籍 ， 书中记坑了尽可能多的满洲人的信息 。

在维护满洲传统方面 ， 乾隆的政策只能说取得了部分成

功。 回家涵过减少八旗内的人口数菇 ， 减轻了在扶待八旗方

面的财政负担 ， 这就使得八旗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 ， 并且依

然足满洲人和清代社会中其他群体之间的根本区别。 在维持

满洲作为 一个征服民族的完整性和确保洁明的持久统治方

面 ， 乾隆做出了巨大的页献。 fl'! J止 ， 他却无法阻止旗人家庭

经济地位的 F滑。 到了 19 世纪中叶 ， 贫穷和闲散， 而非特

权和权力 ， 成了 " 满洲 1哇 " 的典型特征。 因此 . 人们可以

说 ， 尽管屹隆努力111挽救满洲之道 . 113. 1也同瞄了传统的满洲

之迫在他手中不可边转地消失了。 不过 ， 与此同H寸 ， 满洲人

又ì!ll来了一种新的、独特的生活方式。 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

萎靡不辰 ， 更城市化 . 也更怀旧 . fï. 1'J m末以及情代以后 ，

它与往昔的记忆依然并存于人们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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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巡游之治

泊 t :'f' I'L 叫" <. 11 j击 illj l d hF , 毛 1 uf 解到l 也降

，止 iJT 恼 1) 先 it 1 的 ιt tft ff.1lf前冉有四处 i! J!j (! ').:.: f I 

他 . (恒 54L JZ!dIi 紫京城 ， 些久飞 Ltt亨川 jt 'iß 屯 1" f,!; 

川的司 i刑 I.，j (;;,. t:..在丛里 . 洁白川、 loI!， fJ ;" 1I J:. 山熙 its

川) . 芷j 么 !4L 明EA二的、领头 01 叶队光的手他应;再 11 11.'_ 'x 
14 仅 4 件，1 j奇 俐 'i; ， 巡 Jíi fJx f 乾凉的统治风格 {E (，T 埠;

I日rJ . i也杀身 ilfi1万 f i'1 事地方 . 去过 jt }j . 也去l:r /j二部 

Jt nUL;' 1街心(不过不足饭南之地) (1:多敬牢份 ， 他

于 y会离开北京 3 A-..月 . 在某些年份~什寄:域的时间 μ

会长达 6 ，，-..月 在日果取最小的数字做二十if生j 款 ， 再采从 60

J址。 J 发现!.ð;，二亨、 A 冉欢'宏远的垒 i品化企旅店， 1 的Il 'J IHJ h. 

{f 1 5 年之久 . 这 uT 是他整个统的时期的 1 /4 在前 F-\\ f \:: 
fJJ 'J.: 里鲜有统的~拥有与之匹敖的旅行帮， EdTf1 . 如果

.fHf J:\l\ ~‘了解乾隆帝 ， 就必须掌执!这些巡游对他 ti); 具布

的 )R~t生 . 以及这些巡 (ôf对他的 l且界所产生的影响。， flÍ 

且 ， 伴随手2 他的巡 1衅 ， 我们 ili可以略做了解 F乾隆统

泊之卡的小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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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iU席之前

巡游政治

在中国.通过巡游来视察国家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统治

策略 。 有关因玉的巡游，可以追溯到采因统一之前. ))11 a..t 

这吨巡游似于多少已经发展为军字行动和衍捎远征的一个

阳分在战国a ..t jPl (公元前 403 -前 22 1 年) .孟 F认为这

种行为丛 种理想化的仁政之基石，他相 f~.远占圣王兽依

赖巡游来有效规范贵族 . 亦让民众感到幸福。秦始皇(公

元前 22 1 年句前 207 年在位)在统一全国两年后就利用这

种制度 ， 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巡游 此后，很多后来的统治

者步兵后尘，通过巡游来加强其权力 ， 并对那些地方士大

犬进行视察。但是 ， 随着时间的惟移 . 对巡游的看法逐渐

改变 ， 官僚们逐渐视皇帝的巡游为纯样的字乐 ， 认为这会

削弱皇帝的影响力。那些想要离开皇宵去巡 1峙的统治者被

m根费财力 . 人们认为这些财力最好是储备起来 . 以作米

IH绸缪之用。而且，自 7 世纪以后 ， 由下帘王渐弱而臣僚

旧强，珩玉巡 7胁之名卢更趋;自藉(至少一些权臣如此认

为)。

然而 ， 自 10 世纪后 . 契丹、女真和絮古这些北方民族

控制了中国的部分地区(蒙占贝IJj空制了中国全部) .在他

们的统治忆与以前的帝王巡游非常类似的活动得以复兴。

对于这些异族统治者来说 ， 巡游并非是因为受到孟子的影

响，而是他们的游牧传统本身如此。他们拥有做个都城 ，

有些位于他们在内陆亚洲的故土，有些则在中原地区。他

们随季节变换定期在各部城间迁徙 . 居住于帐篷之中 ， 即

使在边立衣久性居住地后也是如此。在迁徙中 ， 他们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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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陪帝

时间Jjj J 引猎 这吨 1~!J(人倍于就像中国的制国时代的

封建帝:F .咋 . 均1 马背上的统治 .f{ 为活力珩l}) M的象征 ，

成悯邪 l吨 Il 句l水旦丁在何中的41人且带采弱的、 . 女人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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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巡i!t之前

随着这吨非主流统治侦式的再次山砚 ， 人们围绕帝王巡

游合法性的问也听新展开了争论。这些争论反映了 l占如白'僚

政治和帝王权力、文武价的、闸北立化风格以及 - 华夷 "

之{町等中国政治发展中(-，:在辛辛的各种冲突 1 368 年 ， 萦 l' ~' 

人也立的元钥崩溃，以入建立的明五制取向代之 ， 这 i哩冲突

因t(又一次兴鹤。明初期的统治荷再欢较λl积极上动的帝王

统治杖txt . -些人占4至敢于率军 1t征。在 1 5 世纪中期者名

的士木继之变中 ， '诀占人掳"t了归正统帘 ， 以其为人lill*达

两年 . 这导敛了严茧的政治危机。此后 ， 种限的方向发生改

变 . 明后期的皇帝儿乎从不离开紫禁城这使得皇帝的地(，'[

i觅到削揭 . 导敛|到臣 !-"j太监之|日l发生 f恶性的、削弱仪力的

争斗 . 吁时以及后世的史学絮部视15为明玉甲月哀败的上!坚脏、

肉。

当满洲统治者消灭明朝后 ， 钟rt再次摆国 il)另一方向。

尤其是康熙帝决心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之T.这给朝廷的行动

注入了很大的:J!. i日牛、他的一些巡游 ， 自口去山东省的孔子故

里 ， 就遵守了以人的因有习俗。 jt.f也巡 it!i- ， 血口去山西't'î的五

什 III ， 显示出与内陆亚洲传统的密切联系。这是另外一种统

治方式 ， 满洲统治 I!i借此将中国山代的传统与内陆亚洲的力

式结合了起米。

皇帝巡游在乾隆朝达到顶点。乾降将巡游的观念发押至1)

了极敛，他不仅强调巡it!f j('J 下R:'/I笆'理，的震要性 . 而且也~

倒了它在军司q日战略上的重要性。乾隆的巡游次数很多 ， 总

计 72 次 ， 可谓空前。这还不包括王季节性的前往北京南苑的

短期旅行 ， 以及对位T北京东、西两面的父亲和祖父之隘的

祭拜之旅。巡游期间举行的很多仪式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反

响 ， 这给乾隆帝提供了完善其帝王形象的大好机会。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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盹阵、特

t . Æi后也使自咛il导以司是自 f解各省悄况 ， 并让他能够以

仲H:. 在自，1 ' 更 λj 宣传和随意的 }jA 斗是行 f<Hl 己的仪威

代 ， 他也没有完全斗$1写任抛之脚后，因为在其巡栩各地B.1.

总钉.Jt号大臣.'辛 H 、宅帖.rI::及其他人只 E自传1r右 式过

巡游<\'AC、可忍免出现的.Jt骂不可预WI 均 1几叹 íHJ:使得吧'珩

i'E巡，F，JUl pr~~m悦白 {~t政tff11?施加~恒的 tR绑在专制l 无7己

的也巾和正jit 电 IJ梭的 tY(京之i'8J ，j( .f、休止的争斗 l' . 皇 f?;.泊 Aje

JHF L辛 IIT以 lJdt~;J.J轧 liJ. i'. 也就注乾l吁地Jfr.J ~Il此 'J 哇巡放的 hit

|叫二

重回故土

f1(;们注意f:J乾降。轩 J 1 741 吁 t!i( i.i r {+斗、，. 1刮场的 1.1

51ï .6 zJJ 均ïïl生的政 .(1肝地Jl' di: { -'- r.占1武帖仲的 íAß~) j号 .

再~ '1}儿此来加强硝洲人的族群 l人 I"J 1743 '1 队又 . 吃这仲

埠iψz/JIH~ . 乾降再代呐(上气? 他此次的{于得更远.又从

1, _继续云注，;; ~rjJ 1)< ~t 巾 600 公里开外的盛审 (ffl Idt:J 沈

阳 盛京既ti'i努尔哈赤的|口部 . 汹飞鸟也 15整个地区)去骂骂

声丰 tt先谊之除 对 Ut首次延坤的旅行IKl Z . 盛京之f711ilf4

1止景奸的选怀 这就意味着乾阶 "J ;1..* fllrlJ 努尔哈赤电i甲木

悦的段生Z祭 f巳{ 段 f也只冉二 年中的某个时间委振 1也入 Ij 11

L献祭)。乾F非 非前强 i明这-A . 指出他 J与盛凉的IEitJ止在

it J Ui熙销戏法后斗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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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直祖古十一年之间三渴什眩 .JH展孝敬 直考在

位，百度维新.日不暇给

海邸时曾卒直祖命.

适西岳l' 有事.征役已劳.Jl

往渴祖陵 是以十有三年中， ，f;.举



>li ;g游主拮

是典 于 小于攒承巫基 ， 惧德弗嗣 . 深惟祖宗缔构之

勤 ， 日有孜孜，放奉神器 。 古念盛京为天作之占且，垠

陵、福陵、昭眩 ， 巍然在望 。 不躬亲习巳事 . 其，t ，:.t抱念

忱而示来许 是以此隆接宜秋 ， 苏奉直太后发初京师

届我陪都，孝忠队中 ， 祖武是仰

冈比 . 巡游盛Jþ: Q~tt隆效仿m熙皇帝之例 ， 并以此弥补

位正在这hl自i K:ltIJ的尽管是情有可腻的过失。 作为儿f- . 这

是不可惟卸的孝道。

巡游队伍从承 l!OJ穿也木兰 . 然后进入交古草原南端。

乾隆的雇从绕过精心挑选 ， 出忠诚的蒙古王公和贵族组

成。乾院皇帝可以用这些蒙古王公贵族的母语与他们交

谈，这自然会 ìl:后吝感到高兴。沿途 . 他们与皇帝进行了

几次非正式的狞猎活动c 随后抵达感京的朝鲜使者也让乾

降有机会取得额外的外交成果。到达盛京郊外后 ， 乾隆的

主要任务%æ J牛在每座陵墓前的祭坛上给每个祖先献祭以相

应的食物和洞 . 然后是跪拜、上香并献以祭文 。 某些仪式

出皇帝J.rh向边行 . 土ti也一些仪式则由他的ffJ:;ñ、妃子、其

他2:主成员以及高级官员等陪同进行 ， 其中有一些仪式作

常烦琐 . 前后共 ;'M -=:天时间。整个仪式结束后 . 皂帝创举

行盛大的典礼 . 准备进入盛京城 . 前往努尔哈赤〉飞烛的旧

'自殿 {也将 ItJJ~恩准行lil\事 . 在宴会上 . f也向 m聚于此的

l∞0 余名满ìJH官员发放银两、缎足、马鞍和街模写作为礼

物 在盛京停驶期间 . 他下令地方官员俱加一级 . 兵-t oolJ 

赏赐钱粮 ; ~.旨"除十恶死罪不放外 ， 凡已结正未结正死

111俱着减等 ， 其军流徙杖等罪俱着宽抨\民众所有积欠

供着宽免 ; 他还特别赏赐参加盛典的 30 余位在妇以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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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r毛月35丰f 之关心 t! 
Ie14Eq作f ，!噶

jbz 也生欢迎他的

人米句绸缎等礼物 .

恃狂放:之中 庆拽f5tA-Z立巳 .

i.'< I"J t' 坞.汗牛多月 a~ .lt fil , 

幢幢帝

银叫;1.及州市、

个庆典沉浸在

lT吕辛辛

J,' l二

楼，回几乎 fll 町的 FtFF .

11 ;- i王 J 次巡矶的 5J· 个

1754 .、 1 77 8 '阳 1783 1 .

'次巡 a1342tJlj丰 4 付，~~ ，~fl挂 feJ

(j时 i且

在生

公'[门 YJJL巾: 'f，\'~日， [ i 的Jct;::f口I;i; [;';的 .. 1';'忡斗!谷 "

174 :1 庐的 OTfhE aiF474乾优创q { (出 61赋}) . lJHt .

(1 1 !~乾 1:苍白:时川、

民℃ qMl l Jeψ11 )飞J

z .
、

4 
J'ikhilt' 民代 1月 f 勺"争 jlHfL7 It ,) 

f i洛ytvltAj乎勺扣 lf 儿手， ，':、￥盯 I1F .

，'，‘且今 IF 口 j;' 1000 ' ， "1 ,f,';I;; j H\: '呵缸， litf 控7it-Z ι 。

(44lZ Jl - hi-(1 5 

!']r:tt i虫

.r;飞 E 比 151.ff

;以组织已

均占E 品

(!'J ÇI, Tii 正气吧，ÿJ'I' ~ t..~J tI ;- ~ ，~ ~-7f i:介

:和zE 的'手 f中rηISLFL tit800 革的共)

勺。由的1guFf flKMt f IE i tT 

i牛-q也人厄哈扯，中匀那j11Lt 与丘 ， a(tc!「IYL「 1兰人μ Qi 二

'1 . 阶 κ币二陀 tdζ 机城镇旷J tlt诠，:ti {lJ 1.止，仁爱 t FfJ B'7 . 

i五 !ltff11 人!!:~较为街宙 3!-4: ‘ L 1码 1: 南 I1 4 吨 Y可份 . ↑古

ñ;1F~二'年 lf . 乾前 Zr 忏4sf yj 

1){部 Jι仙 Jt!

佛教朝

/+ r-nX i'.i 1市住在

此次!止1.: JtJl"内叶竹 160 公'Il外的;，，1g í'Pl句 1 . 此

次他们性丛迫 11E熙的 fi边 九 FfJ j 七千I 篮怒而JZzftifttι .

毛远.{l 公元 7 世纪 ß.j 就被指司~/J 文殊 FE 萨代中;丑的 ilit喝

ìik 

立F牛、菩萨(也在.t;';;$专轮王)是佛放小的 Ü~ ltl 安人物 . 也

;4lF 义和慈2:之巨的销伸 11::身 所 f1::绕治?';'忧?上台 LJ除 JI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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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且薛之情

为圣地， 1 3 世纪时文殊菩萨与元朝阜帝忽必烈汗之间的关

系又给五台山ì1人了新的政治意义 ， 这种政治意义执至在

蒙古人被驱逐出中国之后依然保留了 F来 到 17 世纪中

期 ， 五世达赖喇嘛明确将新的满洲统治!;.与转轮王的传统

联系在 起.同样提高了这些满洲统治者在交占4日西藏信

徒之中的威望 这自然使得沽帘囚明确选阳五台山为民施

舍之对象 。

包初 . "'i 也R统治者仅仅只是向五台 111 施舍钱物 . 但

在城烈巡游~j反 4年后的 1683 年 . 他衍一次造访 f五台

111 .此后， 又 -1次巡 i旋此地。康熙 Hd 称巡游五台 1 11 的日

的在于为同为主E F片皇室后裔的母亲和干且母祈求键时t . 但

l丰毫无疑问.他也想加强对"众生之救世主"的文殊苔

萨的认同 ， )f向潜在的蒙古同盟者(和敌人)展示他对

藏传佛教乍~道场的虔敬。当然 ， 其中亦不乏宗教之目

的 ， 如在后来的几次造访中 . 他与自己的喇嘛导师一起

朝拜了ti fT 山的许多庙宇，根据传说 ， 其中一处藏有文

殊苦萨的头发 o

乾P年曾先后六次选出五台 111 (分别在 1746 年、 1 750

年、 1 761 华、 1781 年、 1786 年以及 1792 年) ， 每次持织

一个多月。 jt造访同样共有个人、政治以及宗教的臼的。

与其他巡游一样 . 巡 1游之始 . 先提对皇帝巡游沿i主省、县

给卡税收减免 ， )手拨专款;用于iU路维修 此举足为 f减少

沿途百姓的负归 ， 确保皇帝在巡游途中受到他们的热烈欢

ill! 在 1 746 年、 1 750 年初 1761 年 . 和去盛京时 一样 . 乾

附有母亲陪伴。旅途巾 ， 乾隐首先会在父亲陇县所在的消

i!!ì陵停留。乾隆还会像往常巡游那样 ， 在去五台山的一周

行程中找aJ l闯进行一两次r.!ð苦，并观察沿途所经村镇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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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陆带

J兄 . 欣赏那哩的简补有1宁静 途中挝然忖~ . 乾降 t;fl ili带

η- ÍÌlÁL夫随行。因月Jf也在山内的东道 L 、LlJ 阅巡抚千1 恙

tr 1t 途中 . 蛇隆也 f、会忽略付日'均国<j( 11ft 的关注 . 譬

如处理东北偷~人毛宅、安慰码的夜后救济、四川 也Ä:

股的反叛、科学制度的专[古i 改革 . 以及对Tτ It; ，-!(和技载

报 ill 仔EtiE :4 
(/l !á . 到了 2' 台 LJ之后 . 乾阶改1t做JJJ . 有 JL天时间

H 1; '(;: J'l! R 作'是Ii耳 . fJiJ:周游 J IL行 I JLti~主席之问 J t <1 ' 

眈在厅刑1#jtaf f、'二drci吨t/白 ~I;'l . 但他创他的 fll父改变了

y'úJ . ;H中1帆 lfx I'\: /足人的白J j;II', . rf:J.l占内刚嘛人 452t J止藏

人也fflî吼咆?{iimf J、最金 í í< ljlJI乒乓 'f 1;ÌJ't1何情 阵州 f

tjh lfi l117顷 "7f乍 Jlj ft1 l 于 削阶 L的~1 汪古J ';吨金的目包叩 /[ 

ifaz 刺的兀炖 ~{;f 赞巨UJ f , .fJ. τ→ I T T》 Ri二 tl 1专叶f，j" l的 -1'- 1 哇j

b u 5j扣.乾F革k叶立自目了户Ii 、叶143 吃E 、绸级阳纱 E的产

色l可?边等手LIIi -tj t千I;，t:i! (在佛f;.t/他网 t ~}Jì?~ hl预阳14 月 1I 11 t 
的传绩1'1 吻 lf7 号帘的主此兑舍，当地商人仁也斗i施 f k 
IA的金钱

乾R量还 JE f'吨 Hct fal;!J J '7'思 南j i主似乎并耻 SI 起

人们的关注 尽管!:(期以实多吉i F'J 走 -f:~ lfII i.入 J} 乾阵对

立 F2 菩萨的认 ;i} t 、址:需使藏人和放 J， 人阪 It( I古帝国的 F

i主.但是. 亏大找 1i' ~，电， );!J J茧申Lt章对越 f斗佛教的兴且主并

反 zJ ial JJ 而l 卡的 /761 '1 ， 1-也 U 厅的仇的 j月友和悄伸导

师~驭 n手。刽 '~Ii I引 {fe 』545Jf . 门 17-1786) 陆同提;阱前

í j: hhlJ朝圣 常嘉 λ; ~rj 比较~Îf.气幼 J、岁 ， 与 i占动喇嘛

同南格鲁派 、 相应赖喇帆 a 可 . 蔽;￥骂人引 rjJ也是 -ü 转tu:

活佛 . 拥有出众的 n; f;. ~ Jf. 以前的 {;! I j f也同. -r~派

的转世活佛白马康熙的白鲁 1745 年 ‘ 革xi:大师惋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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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远游之抽

为乾隆的私人导师 . 51 导乾隆初试也宗 . 还教了他一些

磁 i吾(正是章嘉大师鼓初指导了将藏传佛教的《甘!;t

尔〉译为满 ìa) ， 1761 年 . 乾附下令复和Jli 台 I11 一 座庙

宇中所藏的文殊菩萨驹在狮千七的 t'f ;g，雕像 ， 这明确可

以证明乾院对藏传佛教的虔诚。 这尊复和l品被安贵于京

西乔 I J I 1:新建的宰相寺之中 。 这'*寺庙是乾降献给Il):来

的寿午L . 勺另外一座 门 5 1 年蚁 4主、同样以1i 台山 -~庙

宇为懊型的宗教 UJ 筑毗连 两地 、于庙中的僧人全部是满

洲喇嘛 。

在 1762 年向宝相寺题献 l时 ， 乾隆表达 f他的期望 ，

即让文殊苔萨更 JJ 靠近京城。 乾降下令在阅明园夏宫里

修复另外一座寺庙、 1 2 年后在1fs:德修建第三座寺庙以及

命人复制同一雕像的另一尊复制J df! .都是出于相同的动

机 。 确实 . 文殊苔萨共有非常强大的魅力 ， 足佛教四大

菩萨之一 ， jt.?" 意为 " 妙吉牛羊之主\不过乾隆好像更喜

欢另外一种街边的解辈辈 . ··受殊(即满洲)之土" 。 肉此 ，

在一些场合中 ， 乾隆会把自己描绘沟一位准转世活佛。

他的这些因像采取了 " 店卡"这种川藏凤格的宗教绘四

形式 . 色彩鲜艳且衍有象征意味 乾隆将这些画像赐 F

北京、1fs: j息以及tv.萨的众多寺庙，在那里得到了极大的

认同 。 在现佯的所有这盹闹j作中，皇帝均在J喇嘛袍 。 他

的右手做出常见的二R草地手势 ， 暗示一种启迪 ， 左手!J!1j

握转轮 . 革41正苦他的 " 转轮王 " 的身份 。 他的周网环绕

着很多人物 . 其中有位于他正上 }J 的革嘉太师 ， 且E 有l.'~

教的创立者宗喀巴.以及由众神织成的万于I~股 ， 这表明

了乾除本人的精神承继 。 l唔丽的背』正是对ti.台山的程式

化描绘(见图 5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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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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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5 - 2 立殊菩萨化身的乾撞帝

{~争tety，?卡，何1 -1' .设邑嗣用IfJt束描宵þt特盹由酬地中体f寄

:"的.f(，棉耻艳耻卑.勺且他;由似末世绘剧作品 掉，部加强(Qt隆睛盯

你的{也是作且1正义的"机枪王" (草除.t盹R萨}挺进竹统陆的 'Ißt



丑边游之怕

对于乾隆的众多汉臣而言 . 这些画像不仅让他们难以理

解，而且也让他们感到不快 .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 磁仿佛教

.fl 义 i牛耳tÆ宗的佛教教义的曲解 . 甚主是粗野的。 乾降的 l寺

欧中所展现州的五台山风光显然史符合他们的品味 ，

合级幸登主鸳峰 ，

和南月相仰具容

云标楼阁丹骨焕-

1r~林峦事 il 浓 1

七日 1且身传古迹.

五年来礼续前踪

传古回烨行营追 .

风度冷冷隔峰钟。

不位。怎样 iif￥山的风景和神韵破然能让乾隆得到惬意

的休想 ， 并让他得以暂时摆脱H常政务的压力 。

热心的儒家

乾附曾经先后八次前 i主山东，无疑创造了另-项纪录 s

山东既非满洲人的报十，亦与文殊菩萨无关 ， 乃因孔子和崇

Ii I i币l享有盛名 对这吨地方的巡游可以有))地给予皇帝政治

上的合法性 ， 所以山东就成为乾，1i'巡iIfí安排中经常光顾的地

力 。

~n第一草叶 』所述 ， 乾隆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 . t;1:染于

与孔 r相关的各种经典中 ， 巾1孔子在中国精英阶层中的基础

性地位可i问亚里士多德的学识权威与摩西的道德仪威之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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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院、骨

所致 臼公元 1 t廿纪汉武帝宣称他史偏爱孔 F的Ci总 f<. 义以

辰，情?一直是政治i古语句实际统治的基石 储絮思想的中

{，' l主强调付上~J上天何民众的职萨 ， 还强词i-LíJ.tr 1tí导人 f: , 
JMZ丰iU~巾的 Hng付这种思，?在 1 1 咣 t2 i平J.IJ强 ft ， Ift Ít 

tr 14 世纪时被再次强化 豆豆d朝注立 IIt ， I需求思 21Vft ffJ 

王中fftJFf捕捉山宁;有了 1 7 个世纪无与伦比的突 t --1地位

I吕京，也足!并 i I '戎不变 随n日。I1司的推移 . iU技 fil佛f;.

的投足以及 f、 ur越兔的位会与政治~迁 ， 充分lt变了儒技的

r'.l~ 分 1).I'f手 ， 1)巳吨曾与{ì 伍的|而 吨早已悄11厅 砍，1' 人们 "1

以i11 日4呐(iUY 巳阳的儿 fl111、 J荷马i31，fRZ ￡ frJ 分 $1. 气 tl U|izlFK 

I +l J,uf fa:( ιí!'j ~B盹态;码是 IH rrJ (!'j 自己12:Ff E们，t 盯巾). ij[\ 

屯.lj l叫 fsh ffh丘 i fl'j I 非 fH，'j吨~宅 FC疑问叮仁人气 vLJ IJ M 乎给

的创i'f 书f' i 'f: l~ m 川的主闪此俑'茬'k i咱呼" 1生悦块 .

而;二 fl ii 华:辽阳竟芋，的学及 . ξ:们付!远予的 1咐J 丘~Ct年 hîJ IJ 

剧 !:1Jlht犬的，也、tH 巾 i挂入 18 ill 纪 hJ ， l片 f:i;14 杂的所ilviIEft

l~经允分沁人人 flTI甘 152'l-d441|1 ， 作右 '1 ' 网的优tfi 斤，在L

F走阜前'、得 f、与民大占3分臣民 运;学苔;在击这些思t!L i主齿

~Hif也也嘘 ))11 人包lJi ttfrt先在内的敬仨{L f 1占个印大圣人的

先''(情￥之列.他的姐 't FT 亨在入关前;(\:[' /t 盛;;，这了孔

庙 闵λ1ω贝仨这悴做 . 就有口I能自 l阳〉、去立人如7可怕阶ç

tf斗的危险 . hlt阴 li -，Hl 衷的锐411止离芋 'h占均人的主句

的

乾咋付4字儒学非'P;热心 ， 均 fJ åk励Jt中IhfA 厅的那些拟

WIJ. Jt中EEtf fs的就足简意挺到过俨远远 他民主正阅 i州高 r

fi J14 ' 片定期聆昕仰学之Lì井授那吨经典的FKF 义 他"
;节强调ifl 言的梢确在这 . i珩以 . 后米他对 17 世tL' 30 tr 气和1

40 斗 f\:仓促成忆的儒茨纱典的 i椅文译本 i"均不涡 ， 闪1ft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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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且带之怕

令彻底重译那些儒家经典，并由武英殿刊行。 他命人印行了

自己应青睐的原始汉文本及其注疏。 在北京宏大的孔庙进行

祭祀是标准乱制的一部分。乾隧经常亲自去上将祭祀仪式，

以证明他所宣称的 "国家崇儒重道 ， 尊礼先师"。他还批准

在承德兴建了新的孔庙 . 并在去承德时造访了该庙。 乾隆还

赐予jj~歧- ri (至今仍在)负责看管孔氏家庙和陇蓓的孔

子 I~l 系 F孙、孔氏家族应主要的成员以荣誉头衔。 不过 ， 多

次来自造访曲阜 . 才真正体现了乾隆对孔圣人的崇敬。 其中

三次造访是在巡视江南的漫长旅途中短暂绕道之行。 另外五

次(有时被称λJ ，.东巡丁则是特意前去拜ìOJ这位中国最伟

大的哲人

1748 年 3 月 ， 乾隆首次来到曲阜。 乾隆表达了他对此

次出行的渴望之惰 ， 提到他总是被教导要以前辈为榜样。 他

的祖父曾亲自拜访曲阜 ， 他的父亲!i!lj负责茧修焚于 1729 年

的孔庙 ， 而迄今为止 ， 他本人却还什么都没有做。 出于羞愧

之意 ， 同时也为满足其母亲早就想去曲阜附近的泰山祈福的

心愿 ， 他从京城动身前去曲阜 ， 两周多后~n抵达目的地。 抵

达当天 ， 他悠闲地游历了文庙 ， 并赠予孔家数块徊l书木匾。

他还将他所写的纪念巡游山东的一首诗赐给了他们。 次日 .

乾隆对.fL斤11进行了更为正式的拜渴。为了表示谦逊 ， 坐帝在

太成门前 "降舆"， 步行进人大门 ， 然后进入大殿 . 脆伏于

孔子画像前行三跪九拜之礼。 乾隆还在另一个殿堂(ì寺礼

堂)听孔家的两位著名学者讲授经典。 随后 ， 他又勾渴孔

林 ， 再次行跪拜之礼 ， 并献上祭品。 当曰的高潮是一场规模

宏大的事会。乾F量在宴会上颁布一道i俞旨 ， 用热f占洋溢的词

句表彰了孔子及其子孙 : ‘· 先师修道立教 ， 天下万世之人。 "

在离开曲阜前 ， 他下令在大成门外立石碑一座以纪念此次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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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隐帝

渴 . 碑文中提及之人不仅有他自己的手且先 ， 还有前代·比帘

工 2

此后 . 乾隆又去过曲阜七役，分别在 1756 军、 1757

年、 1762 年、 1771 年、 1776 年、 1784 年初 1790 年轮隐

如此频繁地造访囱阜 . 竞导致流言肉也 . 认为乾隆秘密地娶

了孔家一位女 r-. 他之所以频繁造访幽屯，事实上是为 f私

卡夫在他的女儿。 i占吨前tJ萤 ìg 当然不TE . 申z:p:革确实j(.j孔

京 . ' )玉女上述有整个 l东的民众都很慷慨，他的每次出巡都

会揭免、与地的院收 . 还会额外用1m'"额 ζ :fli 上述这iI到|人泞

r 1 的{丁沟沟乾降~仰的焚誉和尊敬 . L上{也颇为欣慰

电他1" 1748 11' 3 月末离开出1 f，'c 日 J 乾降并未良传iti. 1"1 

jt J;(. rfli 丛去了 ilr*的 Vje个学地 #ill 来 [IHp孔 f 诞生之

地f)( 旬两大的路靴， 14￡ 个 ~J 乍 lt iI !ll主还有崽义的地 J;，

泰山岛俭 ftlJ Ij<平原，包括孔 f 在内 ， 所有ft;过这里的人都

对它心生敬畏之恼。孔 f巳曾尊奉吞吐为右仪之源泉初级{正 .

天地相汇之地 D 国此.造访泰 1 11 .包拆登上峰顶并向山干中献

祭.被视为对统治者作}I;;天子应有地位的确认 第一位皇帝

秦始皇于公元前 3 世纪首次拜渴泰山 . 自那以后 ， 历代帝王

纷纷步其后尘 对 F乾隆而言 . 放弃这样的出行机会完全不

符合他的天性 . 尽管如史抖所显示的.此时他还全神贯j中于

川内的局势发展(足气本佳的讷来同1)被派去指挥大金川故

役)。

肉此 ， 在离开曲 f，J.后 . 皇家的队伍且按去伦泰1110 ft泰

山，地方官员加入队伍之中 ， 所有人民先寝在1) 1悯卜的一座

庙中敛祭 登山途中，皇家成员缸仑的地方步行，有的地 l;

则耍坐轿 ， 沿着陡峭蜿蜒的山路上 f顶峰￠瓷顶之后. <:rt;~幸

与皇太后挨个参观 f圳些庙宇 ， 庙?中的人员多为道上和;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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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远游之泊

姑。 在此次及随后几次泰山之行( 1771 年、 1776 年初 1790

年)中 . 乾隆都在山路沿途的巨石上题了字(有几米高) . 

借此将自己与泰山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 并向天、地和

历史宣称， "乾降到此。 " 今天 ， 游客们依然可以有到乾|峰

的这些题词。

南巡

在乾燎的巡峙中，段时最长、耗资最多且最为人熟知

的 ， 无疑是对江南地区的巡i静。这样的巡游共有六次 ， 分别

发生在 1 75 1 年、 1757 年、 1762 年、 1 765 年、 1 780 年和

1 784 年 。 乾隆将这吨所谓的南巡视为与征服新疆并列的两

大功绩之一 :"吾|陆翻l五十年，凡主持二大事。一月四师 ， 一

同南巡 。 " 历史学家们对这些巡游通常持批评态度，认为南

巡耗资巨大，导致了国家财政的崩溃。 这和H平价不无道理 ，

不过 ，可能还是夸火了南巡的经济影响。无论如何，在 18

世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乾隆南巡都叮以跻身于最为壮观的

政治场景之中，这J二没有什么争议的。

江南是今天的浙江、江苏两省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

信J写，街活一代ñ至今天 . 在经济和文化两个领域都娃全国

最宵裕的地JJ 0 打个类似的比方 . 江南地区之于中国的经济

发展 ， 好比英格兰和荷兰之于欧洲的经济发展 . 在 1 8 世纪，

其城市生活水准可能与英格宅和荷兰等国城市并无差别 ， 甚

至还要略高。 在乾隆时期，江南的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市1

积的 l6% ，却提供了 29% 的以现金支付的政府土地税收

(以银两支付)， 38% 的其他税收收人 ( 以粮食支付) ，以及

供养京师的 64% 的糟粮。此外 ， 国家从江南盐商征收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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盹隆帝

财，占全因此类财政收入的 213 . 中凶繁荣的丝织业主要袋

中在江南 . 它不仅为凶内市场 . 还/，欧洲和~洲市炀提供产

品 2 门'由各域也是茶、瓷器‘木材、棉陀和其他各类商品运

往全网各地的主'1:'轮运中心

iT'袤的文化优势则更为突日 卡西的描述足以说明情

况 1645 川 795 悻 斗'师共主持行 r 61 r?~ 刘举殿11\. 11;中 51

次以 JL来自江南 鉴 r这种竞争的钱舱怆 . 在所有专力口最低

级自lj 叫宅的与民荷中 . 拉住只有自分ζ一的人有荷华j且人足

JE 级的号 ìrt. 那么. i Jt乒 F的成功卡之 411 令人 il 常吃

惊 tll J H平的成功 11r /.，;.直撞段 f' 白 ur.. L1j 此Jl且 iL仅 )J的道

路 Ul允八 η 、走向 il VI 的人 ~J 伸出(~也可以说明川尚在

国亏('t(化~M( jJ的繁安 . /~响的:;-， ßt 在专国，'j j钊绝对各段，

包括 J由 i 、 1'lÏ林、湖泊、 1伺肆句磁 15 闹 。 lÍf吨八时余年米，

这些名WE ;tï&、成沟 1'1 害中d名不 1兰卡的 t ，If歌、散 t之口今日吕对

象 电口!在有人没打见识过ù南各城旬 IJt仆、 JJei川、扬州布1南

京及 lt l高边的电E力 他就手能算!主个真正的艾人 仅仅{在1F

~ll些对此有很多介捕的Ìi% JfH旨 I构是卡行的

申H章对此当然非常了解 鉴 ff也在很多作品巾部悴说过

汉人的城市生滔对t享忡哼f茸的满1圳特件‘具有有eIF影响 ， 人们

nT能会认 λl他会不阴 J 1阜忡放荡矿、羁的传统。 ( Ej 泣，正如孜

们所知 . 乾;院是一个树受多种文化能响的人 当 {也城宁党rK{忠

和不': 111场之行，同样也非常喜欢议人的l寺歌、绘画、安器

阳戏剧给他才i1'来的各种雅趣。对 r 个像他这样有文化抱负

的人米i且 . 运 i元江南名1中注·种之在以抗拒的诱惑 。 因此，在

他认为南巡符合政治市也时. it等 \:11 r 目次冲J巡 . 而展终这

样的巡游共街六次

申H幸自然知道先例的重要性，他也忘l只íll-~电官员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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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坦游主抽

会不满于他的这一计划(一些官员已经对其恢复国猎提出

了批评) .因此，在 1750 年时，针对-些江南绅蕾士庶

"合词奏请南巡"，乾隆以一种无可批驳的口吻 F以了积极

的国应.其有关民宅与孝道的用词虽然不同却{i-布联系 .

》工左地广人树，章所应念 。 其官万戎政 、 河务、海

防，与凡闷闷疾苦，无非事者 。 第程途稍远，十余年

来，未选举行。 屡尝敬读圣祖实录，备放前后南 i哇，恭

侍立太后在舆 群黎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交颂夭事孝

穗 ，心甚慕竭 。

乾隆在此提出了三个正当的南巡理由 。 首先 . 巡视防洪

石堤大坝等工程并了解当地民情 ， 还会去视察桥梁、皇家作

坊，并再见各省官员 。 其次 ， 让江南百姓熟悉自己。一个多

世纪以前 ， 这里曾经对清军的进攻进行过激烈的抵抗。 乾隆

不仅要关注当地农民和t匠的生活 ， 还授予他们在路边和市

肆江接一晴天颜(通常，皇帝经过时民众须低头) 的权利。

最后 1 希望让他的母亲欣赏江南的美景。 乾隆坚称其南巡是

因巧Ei且而绝非仪因自己的旅行癖 . 这样就可以减少人们对其

巡游之批评。 有谁能说他取悦母亲扯错误的呢?其A祖父曾选

行过六次这样的巡游 ， 那么又有谁能说乾隆此举系草率之为

呢?乾隆同样谨慎地指出其南巡支出有限 . 而其个人亦会承

但部分花费。于是，准备工作开始了。 1751 年春天，正值

皇太后六十大寿 . 乾隆的首次南巡开始启动。 金川战役的英

雄傅恒负责南巡恒务。

乾隆首次南巡的准备工作 ， 遵循了先前巡游其他地方时

已经确立的先例。 行程多少遵循了康熙南巡的路线，道路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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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相应得到11~支持 E 大队人马乘船前行的地方 . f居~疏通运

河 ， 加强堤防 ， 征用并装备自于船只，在不远 F中L营之地 . 还

冒i! t再也临时建筑以供宿营。乾隆命令这吨准备 Ij乍不得扰

民 ， 尽可能不要滋扰民「豆田园」此外 . 马DI;供应也是个问

题 皇帝' 向己的座勾可;;J.渡运过黄河有1 K1I. I口饵!也随员的

马PT则需地 }j供给 找到并喂养所需的 6700 头申t-.门绝才| ιj

<Jï 后来，地打官员参称，数量如此多的牲畜行J/t{l州对狄

窄的iG路七可能会对29 忖造成损毁 ，申i附阅此减少 JFfift分

之|的牲自放菇。

位F革减轩 J巡《的 "Ji给各省的引收 . 的j那吨本"1LZ鱼 iFB;1域

的在t收!ilIJ UT 1ll.;J，弥补， ;巡#轩|关的地 J; 主'i \. ;f1J ，;，帘巡 WÍ注

与地心之砚收亦何以减 5号 . 近一步减轻了农民的纣济 (ft tf1 

作为也恩的 部分. iI ÑcJ 各地自员时也得扩小小的到ìi: 而I

邪吨卷加科举的 'KF气如何望参加l专门的考试 . 他们就有 "1 能

得到常涎的ill l.功名，这 uf是通佳节、Iv líX功和更高处会地忱

的门驭。富裕商人，特别是邪些经营国家盐业之人，也布皇

帝的南巡巾得到了好处，作为国报，他们!J!iJ'lt- '心愿 " 为

地方的准备 T(乍λ量捐献a

尽管乾降坠帘努力将其 ffi巡造成的混乱减主最小 . I日

足，就在 1 758 年他的第气次南巡后未久 ， -个愚勇的官员

还是上奏批 i'1' I柯巡的开销. 1λ J9 巡游足{七货过于昂贵的 γ

乐 . 运给坐'清l>Ut陪同入员带来很多磨难，他要求乾隆不要

再进行这样的巡游，停止因巡游市í 'l!il IJO n也 }jl.'纠的 " 敲

诈勒索\乾院对此、当然生气 一方面，他认为巡游并不足

为[j也个人的消遣 ， 不 M什么白马朱之肢. If曰:是巡杳，各省情

形 另一方面 ， 让那咆已经习惯了京城安逸生活的旗人去经

历-点磨难 ， 是整个巡游活动的另一个重安目的。换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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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理游之抽

说，在乾隆看来，江南之游.尽管有诸多美景和j肖远活动，

向主要还桂工作，是作为天子、大泊之子和母亲之手的皇帝

必须要履行的庄严职责。 如果此昌主要花费-些钱财. jj~也是

应该的。

乾隆的南巡与其对盛京、1i台山和 111 东的巡游很相像，

不过也布在一点非常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巡游的规模。 其他

的巡游，旅稳不过几百英里 ， 时Ijp南巡全程往返达 3200 公里

左右。 因此，南巡为期最长 ， 西游五台山平均需 36 天. 1F. 

游山东平均需 60 天，造访盛京平均要 88 天 . 相比之下 ， 南

巡贝11平均需 150 天 。 1莉巡的雇从人员为 3250 入，这也比其

他巡游的随从人员规模大得多。 南巡途中所需的马、驴、骆

驼、羊和牛这些牲畜总敬接近一万。 此外，在此背后还需要

有非常多的人力资源。 例如. 1751 年 ， 征召了 5 万当地劳

动力去维修边路，而且 ， 鉴于巡游路途有 45% 是在大运问

上 ， 在大运河沿线拖拉船舶的人又需要大约 30 万人。这种

活动的规模确实只有在清朝这样的帝国才能进行。难怪负责

南巡组织工作的官员也就是那些负责军事的后勤官员。

l铜巡耗资巨大，这是不足为奇的。对乾隆南巡的费用只

能进行粗略的估讨，但是保守地说 ， 每次南巡的花费都不会

少于 300 万两银子，也许比这还要多 。 可以肯定这是相当大

的一笔数同，芮今之ì~者因此-直批评乾隆的奢侈和自大

为何不将这些钱储备起来或是用于对社会有益的各项工程

呢?人们很容易就会为这些钱想到其他有益的用途，但清朝

的政体几乎和所有早期现代国家一样 ， 是一个共街强烈世袭

传统的君主专制国家 ， 而非 "民有、民泊、民草"的政府。

乾降是一个皇帝 ， 亦须如皇帝般行事。 也许，在与这些巡游

活动相关的惊人费用中 ，是引人注同的一个方面是 ， 南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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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陆帝

实并没有导致国库的空虚 即使在最后 次制巡后 ， 因库之

盈余状况依然不错 换句话说.考虑到国家经济规模J-:i.大 ，

即使足多总 300 万两银子 ， 也只相当了 18 世纪中Jl}j政府作

均院收盈余的 5 'k - 10链，还处于可以感受之范国 在这方

面 - 乾降巡~，i江南极为有力地证明了清朝的需裕和乾院操始

罔絮的)) ! jl 

闵/:1 'n帘'实际开始ÆS.茄之前的有关减税、回国判、奖鼠'切

l占多?'?不那是巡报的，[(要内容 ， 所以 . n:们对乾隆的南巡'1-:

1\). 1- 巳约进行 f部分描述 时H在于lJi主 H 的地川 . 乾附的部分

1I .11i1J Jll文阳 I辽哇大自.部分对l可用夹搜J.\I.地 J; 它悦和I r 1轩的
仕会阶英、 õt :ð日 fL物、 1主办坦是岳、观厅、斗'如 illl练、游览fz' ，

名寺、巡问t且坝、 i周盒盐务和息'挺织迄、 l岛 InJ 学空句1>院、

悦察吁地的农民.并给自íj '1;:帝王F主主E电t 骂骂 3i主鸣 'IJ↑内以及国

京的前规:lJ务当然都要由乾唾承扫

也叫 l吃 . 乾隆南巡的多数行军肯自己进行 f精心的安排，

只是偶尔会们临时的出行计划1]，皇帝所炭现出的对民众于创止

的关注与其对文化成就和军事壮举的关注可谓旗鼓相当

1751 年 3 月 14 日，他:好览 f 南京附近一座岛上的一处名

寺 ， 同一夭 . 他峰t-ï俞.给予江南驻军中年过七旬的iM伍八

旗兵丁特别的赏赐 他对苏州和杭州同样也很关泞 3 月 18

fJ.申LF苦来到苏州 . 随后儿大忙 r赏伺供$电池画名 l非人、

政窑的词庙{同佯 ， 这地赏赐中的大部分部桂乾阱手迹的

纪念性样本 . 将会悬挂 fi'丁橱 t 的~.宫之处) ， 3 月 24 日，

他游览了附近的 ·处存名景点 . 巾j 25 R-m天他那在检阅

军队的训练 在杭州 ， 乾降 k午陪同母亲泌玩Jl.&Pli b且 rti . 

他们非前喜欢阀糊的风震，随后又检阅了部队 会见了八旗

t可以 ， 并炫耀 If也熟练的射箭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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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远游之抽

通过这种方式 . 文武价值之间、享乐和责任之间的冲突

始终贯穿于乾院的整个巡游过程。以 1751 年乾隆的首次南

巡为例 ， 横渡长江引发了皇帝两种不阔的反应: 一方面 ， 他

首次看到许多船只行进下长江之上，因而写 F了共奋宋代婉

约凤格的诗句来抒发其情感 ， 另一方面 ， 他又写下了{伴

太后下江南}这佯一篇文章 . 里面有这样的语句 "联惟省

方观民先王所啊， ßJ巡之典虞夏以来尚己有之南IJ也 。 " 第一

种反应显示出乾隆是-位敏感的、富有文化修养的人 ， 他无

ili抵御江南二是最之前惑 第二种反应则将他刻画为一个只有

历史思维、 i井求实际的统治者 ， 他意识到所有人都在注视着

他，挑剔地看着他的I.ij:亲是沓真的是巡游队伍中的唯一一位

游客。

乾隆也非常注重对巡游的记录并将其载入史册。总是伴

于皇帝身边的起居注官员仔细记录下皇帝所做的每件事情 ，

乾降本人如l据外通过诗歌的形式记录下自己的想法 ， 或者是

他想要人们了解的他的想法。 我们已经列举了这样一些例

子。 有些诗句由那些令人难忘的美荣成是著名的历史文化遗

址所激发 . 封外-些反映的则娃巡游中的其他方面·

Aí(样河滨平，

抨 ~t. 弓手调 。

旅登皆有皮。

连中岂须骄。 (是日友十矢中九。 )

问俗来南国，

培戒重本朝

从行i量将土.

慎尔励勤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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盹隆帝

这筒诗和乾隆其他数百首诗作可以在刊行f 1771 年的卡

卷本单".E(南巡盛典》中找到，这部纪念钝隆南巡的著作被

分发给 f ff[S些高级官员 此外 ， 乾隆还命人创作了另一种由

12 幅画作组成的纪念品 . 每幅同作长 10 米 . 描绘 f乾降首次

南巡的』124" 这吨画卷以 1714 军纪念康熙六十大寿庆典以及

I!!:早的庆祝战熙 I，?;j巡的系列作品为范本 . 让我们感受到了那

业匕罔绕ttim所发生的~大而降屯的古动。除 f展现街j(j上熙

熙情梢的人胖、月tt白毛主饰日t!:i芮向皇帝炭 'J、敬意的供需的电 r.

钊，阳Ij"{i;返回用![很多庭院、内销、边路、i"J l1Íé事Ji生 (uJ之 Elr虫，

iHf i~ Jl"~ IfBi削片r.'í制纯冶 F的ffttt-Z有繁较正口口俗的生沾 沾

盹[llIj tti.HfII纯地描绞广皇珩对他的帘网rMT~ . Il:)!:l 5 -.1 I非

\!也正勇学 1吨仙也;"[i j" J.江、吭之间的嘉兴的人;应归H

‘· 

'‘· • 

圈 5 -3 乾隆南巡回

生

悻抽{主'每创作时11>1 jjl7~ - 1π5 年 且拆迁曲帅哈 1770 勾 F 世，句l

本.监也曲理罐子瞌卡帽，在λ霞品这场最描栓的是串命。，在给k船

上. 111 r l :h妃企乾隆 17由年四下n:南所绘制的 12 帽曲~巾的1Il 7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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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起游主治

戎许值得一键的是 ， 几乎在所有场景中，乾隆总是和

他的侍卫们一样，骑在马上。 皇帝巡游的部分目的是观光，

fq是 ， 乾院本人其实就像江南的所有风景一样，也是一逝

去观。而且，骑在马上的他更容材被人看到。在乾隆周国

是许多身着鲜炮制服的骑兵，旗帜飞t挡，箭在炫上，这种

形织在不|司城市之间传播，给人留下 f深刻的印象。 这样，

他的臣民就会知litH也曾去过哪里，这绝对是令他们终生难

忘的事情。乾院南巡结束后很久，人们依然在谈论此事，

国绕南巡的流言萤语和好奇甚至-ñ持续到了今天(有关

乾隆南巡的历史小说和电视剧对于今天很多观众而言，依

然具有吸引力) .这充分说明乾院达到了目的。

带H量频繁地活动于盛京、五台山、曲阜、泰山和江南

地区，我们发现，如同在其家庭生活中一样 ， 政治和个人

不可避免地缠绕在了一起。 巡游让他能够增进王朝的利益 ，

巩固他的个人权威 ， 并在风景名胜区留下他不可磨灭的痕

迹。 同时，巡游也有意无意地展示了帘国的强火、慷慨和

宽容。 虽然不可沓认皇帝的这些ìíf游耗资巨大 . {旦相对活

剧的财政而言并不过分。 而且，他能从几个jj图让人们相

信进行这些巡游是正当的。巡游可以让他展现孝道，既有

取悦/ll:亲之虑，也有追求祖父所遗典范之意。 巡游可以让

他游览那些孩提时代即J己听闻却未能一游的传奇之地 ; 可

以让他慷慨地赏赐与施恩，并建立起有益的个人关系;巡

游还可以让他亲向视察地方情况，亲眼 曰睹什么是防放堤

坝，作物长势如何，并在地方官员本人的地盘而非在紫禁

城的大殿里接见他们 ， 从而更好地了解他们行事如何。 或

许最重要的是，围猎让他可以接触他的满洲和戴古拥护者 ，

巡游则给 F他占人的卢音 ， 使他立刻与过去的皇帝、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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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

l吁人和l闯京在身心两方面产生认同。在那个声音的背后，

人们能够消楚地倾听到征服的回声，听到通过武力战胜一

个王国的回声.听到一百多年前江南各域投降的回声 ， 听

到当时在西城仍在进行的战争的回卢。

尽管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乾隆皇帝有时似乎颇为遥

远 . 但是 ， 对r-那些亲眼同踏了乾院巡游的人而言 ， 巡游贝1I

f吏乾附本人、他的制廷和他的权力成为非常硝晰巾l具实的存

任 在巡 i游巾 ， 位隆的漫游风格与欧洲豆豆的出行传统共旬

某吨惘1VL之处 . 1、泣 ， 乾降的巡游路程注izz4甜过同时代任

何 (:[以洲.fi l 的巡 Wf 法国国王的巡i品足为 f tZFJ二 i一仪.

是同网于四lli4JlJf督察贷族(同时也足兑l 了?î饨，闪 JJ 说

族也承tI!费JII) 0 他们和其他统的 l'i 也会 l且 -llt 有关民生疾

苦的iZ . 以求明他们确实离开 r王口 . 在体察民↑古， (E l 足成

i'l 没有哪个地方的右芋的巡游如巾罔那般;罕划在l复杂。人 (i 1 

基金仍能作 20 世纪找到它的残余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

奇、直Si但怀部曾经巡视乡村 . 邓小平 1992 年油!祭珠 l r.五角

洲和深圳经济特区则最明显 ， 当时大众媒体将邓小平此行称

为"南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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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帝国的扩大

在中国近代史上 ， 统一一 白是一个不断周期性重复的主

题。二战以来 ， 北京与台北之间一直持续的这种张力使得这

一问题更为清晰。 但是 ， 这)f:不是说这种统一的观念在近代

民族主义产生之后方才浮现出来。 事实上 ， "普天之下" 这

种先入之见(其段小是指传统的中原腹地一一小帝国 ， 最

大则包括汉唐两朝所宣称的所有极远之地一一大帝因)在

公元前 3 世纪以来的历代王朝~n已出现。 在各统一王朝之间

的那段时期 ， 帘国常分裂为很多充满纷争的王朝 ， 但这也激

起了人们对统一的期待 ， 认为国家庭终应该而且也会瑕新统

一。迟至 1 4 世纪 . 手持王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是

否有能力恢复到且是保挎领土的统一。

对于 2 1 世纪的中国领导人而言 ， 情况依然如此 ， 毫无

疑问 ， 对于 18 世纪的乾隆皇帝来说 ， 同样也是这样。 确实 ，

实现并保持这个大帝国的完整性 ， 代表了他的终极政治目

标 ， 因为这表明满洲人对权力的要求是 "正统" 的一部分 ，

而清朝在天命下的历史转换中的地位也是合法的。乾隆有时

标榜自己为 "天下大君一视同仁"， 他将康熙、雍正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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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

发扬光大.强化 r满洲对象出'和西藏的主权 ， 将自部并入大

街帝罔之巾 ， 并解决了南部边界的问题 笋实上 ， 在乾隆统

治之下 大消挝域令人吃惊地扩大 f 1 /3 _ 提定了今天中国

绸域的基本形状 . 这为其赢得了当代很多历史学絮的赞誉a

;;"了理解乾隆统治 F自由这一重要方面 ， 本 EE将对乾降作沟一

个由国Uli盐占所取得的令人眼目的成就予以介绍·民先毅然

下大'f7围扩张中的军币和后勤，然后足 1 8 阶纪后期乾隆皇

帝发展全网文化和塑造历史记忆的行官方式 町 这 tj乾院本人

付 J t IJx hl:t的 lλ 阳也是中11 -致的(见!划 6 - 1._ 6-1 (,) 

尚武之王

申IF幸在也哥哥的窄 '1 1戏就作常突出_ 18 1忡纪 40 年代到 90

年，气的 50 fi' j'. r.号军的行动i县及西北的草原、 i少t哇，险峻的

营乌拉雅ω脉 . 以及内闹的姻自量之地 应征的纪念:刊、供给

线以及驼队密布于全国各地，这片斑域仅次于 13 tH:纪成占思

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固。如果皮照大陆的规模加以比照 . 清军

力量足以与拿破仑人侵俄国相媲美 1 8 1 2 年 ， 拿破仑在被兰

东北聚集了 50 万( -1兑 75 万)远征大军，其中只有 lO 万人

到了美斯科 ， 在自莫斯科的传奇式撤退 l' .连缩的供给、网
乏的后勤和恶劣的天气使得是终只有 两万人幸ft ， 这 灾

难性的战役持续了九个月。相比较而22. 发生在拿破仑入侵

俄两 50 多年前的乾隆在西域的三次战役 ， 没人的兵力在旦:J!很

多(约 4 万人) _ i日丰田最区域里Z大 : 从巴黎~I莫斯科的理征比

寓大约 24∞公币，而向北京军天111阁下的 ifi离 LL3α)() 公理 ，

到搭里不盆地的距离是 37∞ 公里。应当指出的是，乾隆派往

塔里木盆地作战的兵力更少，只有约 1 5(削 人 . 这和 1 8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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舵眼帘

80 年代乔治 华盛顿领导的大陆军的规锁R.不多。 平均卡来.

清朝这几&战役的技续时司比法国军队更矢。 司1-次准噶尔

战役( 1 755 牢)毡过 VLJ '"月 币二次准噶尔战争 ( 1756 -

1 7 57 年)作会，): ;干 Ii.个月 接 V束对忠于自 II和点势力的故

'ft ( 1758- 1 759 住)

沮览的|λ 肌iElJJJi

为他灿jgi革可 fri I . 

沱了一年平的时 i'sl 在这忡比较41 .

乾E辛阜帘能够巩固地所取得的成功，

rfrÎ拿破仑则要逊色很多 (见罔 6 - 2) 

'且
噜If噶尔

:l.K.'~‘ 
. '.专1

.、'H 1每

，听.

西藏

.ti!萨

俑阳

", 
t 可飞 次斗r-~λ'1、金川战植( 1747-1149 I 
丰!II iX1'1Ifhlt幢 1755
3 智1 气!x可Z准战仪{ 1 756句 17571
.t t' <1:1-叶铺础役川 7龟7-17押}

主 Vii:蝠匈之役， 17~7-ln l J 
仇雪也一攸啊，'大小舍川且由( 17'7 1-1776) 

H' 马;r.l

吨 tt

'古

-itO 

满制

.t r 
肉也

IRIIJ 
，衡阳E和原

'><‘同
位 i

杭州

A、海

, 

j帽111

T f，~~台树林，远立l!t!l
1787 \188 

"在南主彼 1786.1789 J 

~I ~. .i'X梅尔略战俄 (1790)
II 郁 11:.尔略战&(1792)

由 6 -2 乾隆+圭武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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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帝国的扩大

对于他的这些军事成就 ， 乾院颇为自豪。 在他统治后

期，乾F革将自己命名为 "十全老人"， 以此纪念他当皇帝时

清军进行的十次战争。 值得提出的是 ， 在所有的他指出足受

向天命的军事战役中 ， 乾隆只选了发生在边疆地区的这 卡次

战役。 与 }J~哩诸如针对中原各省人山深处的山莲教和其他教

派的饭!上和平定 . 或是无数次打击小规模叛乱的战役不同的

是 ，" 卡金武功" ;牛保护和扩张清帝罔领土的蓝太战略的一

部分。 也就是说 ， 在乾隆看来，"镇压暴民" 并无可炫慨之

处 ， 任何统治者都能够处理!这样寻帘的骚乱 ， 不值一畏。 但

娃 ， 对边割地区的征服却不一样 ， 闵沟它给皇帝增添了荣

邸 ， 证明了他的统治不但正当 . 而且人道 因此 ， 乾隆本人

于 1792 年将之记录于 "御制十全记" 中 ·

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ð)I为一，扫会川为

二， 清古湾为一，降缅甸 、 安南各一。 即今二次受廓尔

喀降，合为十 。 其内地之二叛串屑数也。

这就非常明确地说明 ， 乾隆却是焦边翻地区 . 并将边疆

地区视为大消帝国的主要军事活动区 ， 不仅使得边翻成为

了帝国的实验室 ， 而且也奠定了乾降，本人的历史威望和FH

怪 。 其实 ， 这种情况在有清一代一向如此 边顶 Flit 然地处

边缘 ， 归国家在E:ìll顿的所作所为对于整个罔家而言非常关

键

乾附在边疆地区取得的胜利们也当 i兑 . 在有些地区

取得的脆利~比其他地区更为明显)不仅构成了他自身

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 而且， 它们也是清帝国扩张中的

重虫草里程碑 ， 因此值得我们给予更密切的关注。 在 F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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舵陆帝

中，我们将详细论述..卡全武功"中发生在 1 8 世纪 50

!f代的T次西征。然后我们会对乾隆纪念这盹目'在利的 l击

多万式加以报斗、f.

进行分析 ，

并对他在挥军之 a.j如何M瞅这吨成功

对西域的征服 第一次平准战役

以 ùUfl vlj J啤(争天的新如!l

rfri 'U'íi岭 在恨$ ht阳.ùE月国内城那!止Îlí:PIf ú i与州jhEiHXRJ

的给人， ]fkhE 右 i"j也知W，成就 它叫骂 d~除!"f l !lt 阻吓I 自1 日口 L~

(rf1' ft"府的 :J~~在，'，付1在州忧泊的哝胁. rf l) 11 .峰、2 纯 j'

次大的'年 !Jì远征，申ta F#:日

个

l'!i 的、 rE'茫的平 11 i!最 fil)斯咔群体陡持人人 r:J f;:J::. q I 1~ i;i使

得中[ 11书liJ平自i ~ Ur 界主|时的类 ff . t I 斗 '1! 如;J，屯的 flfuJ Il.j WJ 

那更λJ紧密

&-fJ1Ul百去明乾隆鸭品求戎马M í'打 ir 1 版J位剖;有llill部的

ìJ'~rJ " 1)丽，这个炮城非，常「大 、人北y.rJ r-}]跨战 20 事

个纬!豆.从东剑内跨毡的经度也有 20 多度. 南jjHi主 160 多

J; 飞F 1J公'ì!.大致榈可于从港基 rl1n意到太平洋沿岸的:xi闰西

部地区的面积 它在历史主曾是横跨欧哑的贸M路线的十字

路口，在 1 8 世纪中埠J .这 -包括tPA 、:>f U豆、徐附!妇 11 J 地

等各种地彤。内的地[;(.吱形形色色的部 t 、 rf ;<U自1必间长

所统治，这种;f:IJ锦:局面对Bß JH;:野心勃勃的11i 二、jJ:J'l-事lt"、 1;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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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帝国的扩大

米i兑无异于一种邀请。 但是 ， 如果有人想在乾隆的著述中找

到类似于"天命论.. (Manifest destiny) ()) 或是他电就决定要

扩张椅韧版图这样的话语， JJ~肯定娃徒劳的 。 相反.能隆之

所以派兵，征服刑域地区，似乎只是想要寻求彻底稳定西北统

治、在战略上消除俄国潜在的灾难性干涉.以及惩罚那些背

叛者所带来的间接后呆。 清朝的许多官员都反对乾隆的仔战

政策，他们认为朝廷不应该t<:期卷入那些地区的事务中，因

为那些并 11'制廷之正业 。 相比乾隆雄心勃勃之 F 的帝国范

畴，那些人眼中的帝国范围非常有限。 ùltJ道光时期，汉人

精英才觉得对西域的征服在政治和历史方面都是很有意义的

(见图 6 - 3) 。

正如第二章中所述，乾隆在 1 739 年时就同意与准噶尔

部首领噶尔丹策零签署条约，以换取西北的和平。 但是，这

种平静局面仅仅维持了六年。 1 745 年，噶尔丹策零之死破

坏了由绰罗斯、杜尔伯特、辉特和和硕特蒙古共同组成的准

噶尔联盟l2l的政治形势 。 这一联盟的领导地位先是传给了噶

ω 天命地 (Manifcøl de时 iny) .卫烽昭昭王命、王命ili! .x命昭自~ .昭.，

正命 、 "江命运由、是国天命由、天赋使命n\、 上帝所命、掉授天

命.命定扩张地、昭示的命运、天赋命运.为惯州t持醉，现沾贵国凭

f~x命M外扩妹、幢幢民主白白的伯:\1: . 其拥妒 1月们认 J均盟问非领土

和1影响力上的扩张不但明显 (Mllniff':fll ). R本语不 uJ 埠il!:t天ti:

( Ot'JIi l;ny) 0 j面栩如 1 9 世纪时的政前警句也盯t来/lV.;句悻榕的历血 41 同

.el且通常带 F型向幢贯jt直制、直达立平作的领土扩张。 撮阳由 1 840

年代杰克逊茸民主的f，';佳所使用。州以商恬矗并今日的 M~地区 . 擅

词子 1 890 年代坦白典和1世直伸者用以在理论上作为;l!同介入北强制

以外事鼻的理由 . 天命诠直到 20 世纪仍在持续E 响丑闻草抽

现. -一译者注

@这些民族有时也世称为"丑忧特\严耕班悦，准噶尔{章为"左

属}只是卫拉特联盟中的一直，但是 n 1 7 世缸韧他们取得了直配性

的地位 战其名字也常用以惜代量个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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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陆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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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6 -3 征服西域 ( 1 755 - 1 759 草 l

世明 伞地凶\l}晴 .1，";

此 I饵， i!~ 1'1) (相幢娟的叶 "1

B护闽西进 唱 2H It( Z 罔制 H 作r. fl业 111

尔)'fW'亨 20 岁的儿 f. 1 但是 南 hi'ül1无道 ， 且年后他

达尔扎( i'，多交山人部也藏族

达尔扎比其创任更 J白无

被改变惟翻.饱的元 K喇

式的名"n 援桥 f 他的地位

道 . 凶此. 1750 年 . 一位著名将领之 F运 tC齐和辉特部首

领阿E主尔萨纳结成了反对喇嘛达尔扎的同盟

尔扎的~罔暴露后 . 他们被迫*l。末久后 ，

由 1500 多么主t'i tf组成的小队伍

都城成功发动袭击夺取 r权力

在推翻喇嘛达

.入聚嗯一支

尔扎在f]t烈的

从 1752 年到 1755 年的三年巾， 1占瓦萍是准哈尔联盟名

义「的领导者 他7手fl'泛的支付，而且还得到 f俄国沙坐

的伙伴 但是 . 曾在 1752 年政变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同盟苦

l 阳市1.:1'11飞前那本 +L勒 一一坪Z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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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帝国 的扩大

阿睦尔萨纳对他一直怀有异心。达瓦齐早先曾向阿隆尔萨纳

承诺共掌权力 ， 后来却食言，两人遂公然敌对起来。 1754

年初 . 双方爆发冲突 ， 并迅速蔓延至放古中部和东部 ， 因为

来自商蒙山的难民涌入了喀尔喀蒙古的领地。 巾喀尔u在蒙占

是消韧的忠实臣民。

事情的发展令乾附感到阻忧 ， 于是 ， 他派出代表前去处

理这一危机。 受到达瓦齐四万大军追击的阿隆尔萨纳也向乾

脆求嫂。 他可能觉得乾隆并不喜欢达瓦齐 ， 因此希望获得皇

帝的同俏。 果真如此的话 ， 那么此时对他而言正是大仔时

机。 达瓦齐从合法继承者手中篡夺了权位 ， 而且更槽糕的

是 . 他后来并没有向乾隆表示要发展与清朝的友好关系以及

请求能隆的庇佑，因此，乾隆对此确实极为不快。当年晚些

时候 ， 当达瓦齐最终派人到北京寻求乾隆的理解和合作，以

继续双方的良好关系时 ， 乾隆对此断然加以恒绝。我们几乎

可以听到乾隆在咆睬. "大清横扫内外 ， 此篡位者焉敢视其

与否等平等 '" 尽管乾隆的多数大臣都为这瓦齐的i兼逊措辞

打动 ， 但是乾陈坚挎己见 ， 认为此时正是清朝势力进入政治

纷争的准仰的大仔 B ，J机。 在 1754 年末发布的一份i俞吕中 .

乾隆严斥了达瓦齐的暴行 ， 将他称为"夷" ， 这个字通常用

来m代那些不忠诚的非汉人臣民。

战备随且11开始。 乾隐在几个月前巳经召集了三万精兵 ，

其中多数是满蒙士兵，汉人兵丁有一万多名 。 乾F革命令地方

官员在他及其谋臣制定的两条主要路线的沿途备仔粮草。后

勤人员也被动员起来 ， 其规模与实际作战的军队人数不相上

τ ， 他们的职主旨是做饭、运货、安营和照管牲畜。 消朝还准

备了 15 万匹马和 10 万头骆驼用来驮载货物，另有 10 万头

牛、羊用以屠宰食用。这里还没包宿 175 万公斤的面和饼 .

131 



乾陆带

这是自巴望如~ ( Barköl) 向伊犁行i茸的硝军的 U粮的一芋，

以及供给军队和其他随役人员的大量粮食，

军队的粮食供给对后勤提出了特殊的挑战。11;巾绝大多

数粮食由内地的产粮区运往边疆地民 g 在一场漫长的战争

中，根本不可能指望士兵能够携带足够的食物主(对清军有

利的一个方而是.他们的马匹可以在内陆现洲的 fJ 场放牧，

而无须像欧洲ij!S作运输草料)第一、第'次 1ft ~ ìZÇ征的

有关数据 _~J~ ;j, 每 次兵部都准备 J 10 力七粮食(}: '!l!桂

肯毫米.迹 fJ 部分人米) ，足以满足挝初 6 个月所对泪的fu

挝的泣，归此事的粮食只;在治制粮食作 l'r. t茸的 -小部分 ，

ji 1- :i:: ~.j仔济造成i:t 甫的负桐，所以政府 Jf 'F缺乏农产品

来"z j牙人沱闸的车学行动，真正的淌主thl将粮食运f卡前线

- 11 购买 f痕食 . 斗之需官能安组织大量驮夫、驴午在H珞驼

7f将粮食运送到 1 700 公罩之外。正豆输货榈咆 r~m粮食购

;;(货用的|侨 乾陀关注的是打败准噶尔 . 对此根本就不

在乎e

在外交前沿 ， 乾隆忙于设宴款待忠城的ZE亩头人， H

向他们阐明他对西部形势的理解祀军事千渺的必些性 最

令人瞩目的时刻桂 1755 年 l 月 23 日，乾隆奋:辰德的边织

山庄宁在见 r阿陵尔萨纳，并举行了盛火的宴会.乾降手下

所 tl 的童安官员都出席了此次昼会。在邀 l占如I除尔萨纳与

其比试 r箭术后 乾院让阿隆 FJE 萨纳斗会 F. 用攻占语向其

l句问阀割』边§晤之巾，乾隆知道.作为地方的贵族 ， 如]睦尔

萨纳对他H有巫耍的政治价值。{日是 ， 他对阿盹尔萨纳也

抱有部分成心 ， 并不完全相信他，归心阿睦尔萨纳可能也

会和他Ii同样的把戏。 乾隆决定让阿睦尔萨纳平其辉特部

为北路先锋 ， 自可靠且经验老 jjlj 的消军将领班第统领。

132 



武 帝国的扩大

当这支军队离京前往边疆肘 ， 乾隆-ñ将他们送到了京师

的城门之外。

这场战争始 r 1755 年 3 月末 ， 很快就告终结。 达瓦齐

军主 JJ iW.然没有料到清军正在向他们挺进 ， 至~年 6 月 ， 洁

军彻底itr 1:出达瓦齐军队。 这瓦齐本人先是向南逃窜 . 去寻求

穆斯林盟友的庇护 ， 却遭到出卖 ， 在一场宴饮i.r被楠 ， 随后

被献给了乾隆的忠臣班第 ， 后者将其押送北京。 不过 ， 乾隆

并未处决他的对手 . 相反 . 他宽容地接受了达瓦齐的归顺 ，

并赐予其头衔 ， 将他及其家人编人八旗 ， 在北京赐予其府

邸一一也吁以理解为将其软禁了起来。 直至去世 . 达瓦齐和

他的 40 名家丁一宦生活在那里。 凯旋的清军受到了皇帝的

嘉奖 ， 皇帝赐予包括阿隆尔萨纳在内的立功官员以头衔和荣

誉。 如往常一样，乾隆创作了 首诗来表达他的得意之情

社宁西极用偏草，天马人归很受欣

每豆夜分遥辙问，所希日继喜相阁 。

有征已是无交战，丰附常称不直芸

乾~It: H在准噶尔部都城伊犁留 F 500 兵 r由班第统率 ，

其余军队班师回朝。 一切似乎都在掌饺之中 . 但是 ， :真实

上，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 一年以后 ， 消~再次向内进

军 。

第二次平准战役

消军在 1755 年的速胜让乾隆打算对阿尔泰地区的政治

形势进行重要的改变。 他任命了准噶尔各部的新首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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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陆、管

阿H布尔萨纳为辉将部载凸首领，并按照咯尔略'表白的政治悦

式将他们纺织起来e 这既尊重了他们保留现有社会和法仰制

度的 E县农.同时也使 T 朝廷监管地/j古务 E然.蛇隆将各

昂首领ürn掌管之1-".足为7蓝免 1 730 午 1九租 1 740 年代

噶尔丹策'主统治 F的准噶尔联盟的再次出现 fJI ;á .准噶尔

各部 lt fJ眨抗中央政府的传缆，各部芮领郁不再7望向~的和j

益轩钻吃Fl;州二号 尽管阿睦尔萨纳 i 一年 f'F J:1 '~t ';也在乾阵的

大帐 I jJ 向屹陀.&矿了他的ì1fti丑' . (且是. j也并不注安屹陈明 F

蚀的￡人们 ， {jll j人 J:1 f也应1安!J.且为新的准噶尔 r I .领导 个吭rii

9先 fn l'lnI (t) 内 iE Ji联盟

在 Wdi"k'ft的 t J( î.iUì3 .问自卡尔伊纳7L f'.:乾阵、ι';k~t 9\'.1l 见

的命斗. JHt ii色应经乾降 IH自jll(E7.M f弘.阿H主尔萨纳 J4

白苟且j3抗申'íJ年的旨意 1755 ，.，坎 叼 n : \1l i非鸣尔前;人~ 日走

「T起未.卢1J.l"，t.'i如n圭尔萨纳.乾院工芷令J1.E:节伺机枫f由这 7、

也1221我 J也讲哈尔rf的人 们是 乾降 i，~快就t且慢地阴 11. 对

j ;1 1草场 iï' iJ}失i弛，他留←的 500 人是i414矿、够的 。 如Hf

尔萨纳占Ut盟友宣布叛乱后.很快就在伊和缆线车队 . 决b

'Ht扎往那唱的满r州军队展卅决战。 蹄-EE 且i 然知 i首情军必

邸( .还是带领六十人的小分队近行突高 . í.且以 ~fl收耐得终

1755 " 11 月 3 f,J .敌人包罔了他的l略目I宫地 . 班。它自却IJ 马

τ1也入主ilIl被杀

这./~-人震惊的'JT件让乾瑾认归到必须派i应λ军ilE拿如j

p吉尔萨纳.以 YJ取远地巩固r古朝付i业部的统的，乾陇 JL 于

1止、飞机立断， J 1 756 午阳J派遣另'交硝军远征，此次的口

的在 r搜寻I\Pl协尔萨纳.扫r肯与 t白蚓对抗的推翻i残余势力。

如往常 '付 这生J军队被分沟i!.!ï、北两路，不cl ， 阿陈flt萨

纳:w然比达瓦齐更难对付。在字越艰苦蛮荒之地、历经-年

fl4 



大 帝国的扩大

多反反复复的战斗后 . 1757 年 ， 清军再次出发 ， 前去捉拿

目标。这次他们运气不错 ， 准噶尔部因内江而削弱 ， 天花的

暴发则造成恐慌 ， 许多人弃岗而逃。而且，以前曾m纳和庇

护过阿眩尔萨纳的哈萨克头人如今也您把他交给清朝当局。

在年轻的满洲将军兆息的不断追击下 ， 加之遭到l其支持者抛

弃 . 11供给缺乏，阿隆iIZ萨纳在 1757 年春逃往俄罔。尽管

蔽终结呆如何j尚属未知 ， 乾隆还是在太庙举行了庆典米庆祝

此次胜利。当俄国当局拒绝遵守遣返逃人的协议时 ， 乾隆给

俄国沙皇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抗议书 ， fR并没奋得到重视。

次年 ， 非{牛得以解决。 阿睦尔萨纳死于天花。 此次俄国

人预先通知了活朝官员这件事 ， 并安排他们前往恰克图边榄

哨所查看尸体。 乾隆对此似乎颇为满意 ， 遂不再计较此事。

他说 : "俄罗斯将阿睦尔萨纳之尸解送与否 . 均可不必深
A .. 

l匕。

阿睦尔萨纳之死和准噶尔联盟的消失是对西蒙古野心的

最后一击。 准噶尔部遭到了灾难性的损失 : 有 60 万准噶尔

入或是死于战争和疾病 ， 或是逃离这一地区 ， 戎是被俘 ， 这

一量生盘接近其人口总数的 90% 。 甚至就连准噶尔这一名称

也消失了 : 1759 年后 ， 乾隆禁止继续使用这个名称 ， 指出

应该分别使用那些残余各部落的名字。 这一转变反映了他自

己内心深处的想法 · 随着这一始于其祖父康熙时期的'lJ件的

终结 ， 一段重要的历史过程已然逝去。正如他在 1755 年 8

月准噶尔首次投顺后所写

从前我立4 、 直考展中提伐，而彼部落藩篱 克 图，

未得机会。 是以暂议撤兵。 边来喇嘛达:t-札达瓦齐等互

相争杀，内乱频仍.. 脱为天下共主，最覆并惜，自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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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幢帝

为之经理游牧，以计长久…. . .一举可成之功 ，犹多苟安

倘更有艰巨过于此者.尚安冀其勇往

满洲旧俗.一间用兵，无不人人踊跃，以不与

不幸承平日久，渐成畏，芭之习，至于如此 是以

情怯，徘徊观望

从事乎

为耻

跃于此大功克就.远夷归化之时.不为之%而为之寒

，￡J 

这 一 i俞门对于孜们理解乾隆在实现不同'甲.)， bl标 11才的 i哇

恕挝伙 f 个f民奸的jj;j L 通过这 i俞旨.我们还E到 . 乾

降j(J J 咛i[咱的抱负与保持 f占l 武传统之间具有多么紧沓的联

41. 也ltlíJ ~Jr "主.后~被乾隐 l人 J) rl 是满洲的独特性所1'1'

征服1喜里木

到 1760 年，战争使得天山周山地怪的居民儿乎丧失殆

尽 然而 . 这早有大面职远合发展耕作和放牧的肥沃十地，

尤其是在天，lJ北缝 。 听任这些地区荒废可能导致出现进一步

的骚乱，如果那样 . 必然会有 些地方部落丘称这是他们向

己的地盘。 乾降权衡之后.子 1762 年决定在这里实行大规

模的移民政策.鼓励动机不同的军‘民定居遥远的茵茵i边

S匾 {t此刺激 F 敛千户贫困的汉民移民 i 此.同时 . 问 .~

投入巨资在这里新建驻防城市，以容纳数千八旗和蒙古兵

r . 他们将携括在此永久定居 ， 保Jl边哥哥

不过 ， 在实行这一移民计划前 . 乾隆必须先后手处理准

噶尔部在天山北部的统治垮台所产生的余破，彻底地消灭帘

同这一边缘地区穆斯林精英阶层的势力并不现实 ; 但足 ， 双

方 J' 1759 年达成协定，在清朝的保护下对这一凰城实行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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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帝固的扩大

规管理。 在某种程度上 ， 乾隆发现自己与穰斯林达成的这种

妥协与 20 年前和准噶尔达成的妥协是一样的。但是 ， 与准

噶尔问题不同 ， 无论是乾隆还是他的子孙都不曾永久解决ì?f

朝统治下的回llIil对中央统治形成的挑战 。

~J理解这些新的趋势，我们必须从不同于大泊处理案古

问题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与准噶尔的历史一样，固

和i的历且:也可以溯源到 1 3 世纪的蒙芮帝国 ， 那时成吉思汗

的儿子察晗台统治着突厥斯坦中郎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 他

对伊斯兰教的阪依促进了伊斯兰教在这-地区尤其是在环塔

里木盆地和令人生畏的塔克拉玛千沙漠边缘的各绿洲城市的

繁荣发展 . 塔里木盆地和塔克拉码下沙漠位于连接中亚和中

国的占老贸易通道丝绸之路的沿线。 到 1 7 世纪中期 ， 宗教

领袖和卓(来自被斯语的 "主 .. )掌管着伊斯兰教义在那里

的传播。 和卓属于名为纳克什班迪( Naqshbandi ) 的苏非神

秘派的一支 ， 由波斯东迁至塔里木绿洲 ， 立称对这些地方拥

何政治权力 。 后来纳克什班迪分裂为两派 ， 分别称为黑山派

[或是伊斯哈克派( Ishaqiyya ) ，以其建立者伊斯哈克

( I s haq ) 命名 ] 和白山派[也称作阿帕克派( Afaqiyya ) , 

以其建立者、伊斯哈克的侄子阿帕克( Afa'l ) 命名] 。 这些

充满纷争的阵营通常会寻求外界的军韦和外交支拌 ， 来确保

他们的宗教和世俗权威。

这种争斗挎续了一个世纪。 到 17 世纪 70 年代 ， 传统上

控制着叶尔芜城的白山派向准噶尔领袖噶尔丹求撮 ， 以抗拒

其对手。 噶尔丹正在找寻机会扩张其领土 ， 肉此欣然同意进

行干涉 ， 帮助白山派将黑山派和卓逐出其都城一一叶尔羌以

西 1 60 公盟的喀什噶尔。 由于与白山派的结盟 ， 准噶尔在接

下来的 80 年中对南部的塔里木盆地进行了阅接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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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陪帝

为保证这吨受jt庇护的穆斯林的fE顺 ， 准鸣尔末仅些求自 I1I

有1点i挂贡 ， 还姿求他们把儿子送到远在北力的准噶尔都城伊

犁充当人质

1757 年.准噶尔部彻底败f清朝U:所谓也]部(指的足

各绿洲讲突厥词的人.并非内地M人)陷入混乱。清朝后

MJ府望能够得rll ú 山有1 !;的效忠 叮 B1I"1I J派以搜罗尼那手11

怪Jt占兄弟为 i 1:: "挂 . 他们一直作为人质在伊却生滔长大，花

F草让他们问主h故 1 日i-2LE . fRff均峻的伯克 不过乾阵也J

fJ) '1!立\ '1:.' i1p' 11 Jl' J 二正式降顺7占 li 但是 . 他们没有放时向屹

陈 先t.J. (费 l't'院院 4J lt 丘 'JL LtJ f、断增氏 1 757 斗 6 月 ， 这

卡l'忧虑~~}.主lJIFvi . LH JE F相 ι 兄弟 E取 i Z;I] ， 杀吉了负 r吁 tl~ i I 
l午 4 写地111托的 tt'j 蚓旷它阿敏边 。 -斗、月内 . 各地纷纷公然

&.颊 。

如件的这才I，t，厅似乎 iyl 乎乾阵之意仆， 民 λl这次他)IJ [ 

→年的时!可.t J韭r;. .~:切准备军事 f-r ijJ他迟的部分原因J:乾

隆决定轮快新的人日前去 他习M f顺受 fI:~ 赖的将军兆惠，

以其运房亲戚雅尔3合举代为出征 雅力zil(t善不像兆崽那样具

有统帅之才 . 他ff带了一万多人前去隅因疲罗尼都和ttrm ~， 

瑕隘的$年域， 尽宵t古军试图将t口卓兄弟国于域内 ， I且 iι 他

们总是没陆illi上 f阿克dd. 并在 ll~ 'f!. !It斗了强大的支付

个月后 . 挫尔l怆祷依然 筹莫展 . 乾隆 j'是解除 f他的统帅

ij!l，势 ， 令他在那咱;;';:1\ ~t息的 fl;来，然b返回必城受'巾(与

之 lì ;J的讷来斗札雅尔哈善后来因玩忽职守被处死)。尚未l且l

剑北京的兆思搜rlJ皇帝的命令 . 遂又折i缸，带着为数不多的

随从l句叶尔羌行边 . rl山派的首领 Êl逃亡Itï就一直i辛(t.jjl\ 烟，

本过 . 由 F缺少m军 ， 兆惠的一世英名 JL乎毁下 4 .E! 0 

兆J恿首次驭这i波罗尼部和军集占的势力就遭遇到了激烈的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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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帝国的扩大

抗 ， 清军损失惨重。 兆惠退回黑7k河边扎营 ， 但很快被敌人

围困。 兆惠心里清楚 ， 也许不久他就会遭到与班第同样的命

运。 他设法让人溜出去紧急求憬 ， 自己则被迫率军留在原

地。 然而 ， 峰回路转的是，清军发现了穰斯林非正规军戳医

下地下的粮食。 和卓军队企图用大水冲垮他们的营地 ， 却让

沽军幸运地补充 f7k的供应。 此外 ， 兆惠命令部下在营地四

周的树木和油水丛中搜叶那些已经Jll过但还可以-反复使用的

子弹 ， 这样.他们稀缺的弹药也得到 f补充。 通过这种方

式 ， 清军坚守了三个月 。 最终 . 段军于 1759 年初自北方而

来 . 与Ë:I 东边而来的适时对白山和卓军队发动攻击的布鲁特

(即柯尔克孜)骑兵-in解了黑水之围 ， 白山派的攻击被瓦

解了 。

自JJr5以后 ， 清军对回部其余地方的征服进展非常顺利。

仲夏时节 咽 白山派头人向西逃窜 ， 穿越帕米尔高原到达今天

阿富汗东北的巴达克山 。 程集 r片被杀，波罗尼部部下大多被

清军俘l芳 ， 他本人贝11请求当地首领素勒坦t少的宽恕。 尽管束

勒且i少对于背弃这个同教者 . 将其送交清军心再犹豫，但他

同时也担心清朝可能会对他发起的进攻。 乾隆曾致信素勒坦

i&、 ， 1吾气隐然带有威胁:

至我大国兵力 ， 尔等当#闯知。 ~F 平定准噶尔由于

传说，若收服叶>t兑、喀什噶尔迫贼数万众，望风奔窜 ，

乃>t等目睹者。 尔幸勒坦沙宜中有定见 ， 勿~人言 ， 将

在~占之尸与波罗尼都送王军前，联必，t手加息赏 。

Q终 ， 紊勒坦沙还是杀了搜罗尼都 ， 并将 一具无头尸体

献给了消军 ， 声称其头被人盗走。 同时 ， 素勒坦t少还将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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盹隆帝

索要的~集占之头颅献给了清军。兆思带着这!电可怖的战利

品班师M胡 ， 在京城举行的有群臣参加的盛大胜刹庆典上

他将这均战利品献给 f申i;隆 显然徨突占和波罗j己部的后人

还会亟斯与清朝展开争斗 . 但是豆豆少目前国部终于平静了

南 局限

征服 f钝后人称/91柯割的伊斯 ~t\íi点之后 . 乾附在内部

的远iE l国j J- r一牛创淌的句弓 乾晚也卡)J l 、 lattmo过-!场FG

|刮 íl 限的战争来拎串IW~吨'1' j. {.' :{ iJt ht:币.tt不市窑的准时:3尔头人 

fRli ， 这炀战争JJJE毛五年 h 巳执估.辆性了放下生命川的H，

f 大+在同阵然'ili! Ijl么 . 乾隆μ、这场战争中 '44导 1'J r什么呢?

蛇|净的这次址服 lt '1:是世界f)J 史的 牛分水岭 在如之

前所述，它不{又被人均扩张 rri， 俩的领上 ， 什Tj 扎也使满洲和|

俄国多年来对中亚的τ池和居民的控制仅的争布进入了最后

阶段在此必须强调两句。 第一 以前由、俄两网 1阔的接触

主搓限T蒙占东部和满11f，地区的北部边疆 ， 乾降向内挫进贝IJ

给沙祟传递了一个清晰的fd号 ， 、斗需要展现其力M并玩弄外

交游戏时 ， 清朝是不能被低估的ε i'1到-百多华后，俄国人

才认为自身已经强火剑 "f以对肾，降在巾亚确定的帝国边揭发

也挑战。 第一 ， 准噶尔这个存卉了 450 多年的践的实体的垮台 ，

标志;f.'曾经主导欧iJl7东部和中部的'干多年的最后一个人的游牧

联盟的i肉? 清帝国制罗曼诺夫带国的扩张意味在欧亚太罕版

的关闭 ， 以及他们对 K期存在的游牧敌人的后终肿利，

乾F非本人并没有忽略清朝征服税个天tll 南北地I义的监货

意义 ， 在当时的.E述中 ， 他将硝以前最后 个对中囚实行了

稳定统r台并对内陆的帕米尔拥有上权的唐朝与滔胡进行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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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帝国的扩大

比。 以下内容选自乾院给军机大臣傅恒的l俞旨 o 作为乾隆最

亲近的谋臣. f卓f亘在对西城作战中.地位仅次于乾隆。

况堂堂大清，兵力全盛 ， 而田部之赋税、也田之收

获，以及沿途贸品、成仓积贮、储骨充裕，不独内地毫

无飞挽愤远之劳，而陕甘两省踊眼之息 . 有加元已，闷

闷初不知有革兴征友 ， 岂 i)t唐宋明诸代疲中国之财力，

而不能得地尺寸者可比 。 今统计用兵不越五年，而西 陆

万余里，戚无不下.众无不降。

乾隆并不想独自居功 ， 无视上天之意，他说."此实仰

荷上苍福佑，得以秦王主伟绩，而人事之因时|顶应 ， 尤不可不

善承之也 。 "

在这些评论中 ， 或许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是，皇帝并不

把讨伐准部、坦l部(这些地方很快就被统称为"新疆，. )视

为平民百姓之事，他反而认为应该尽呵能减少对平民百姓的

烦扰。在乾隆看来 ， 扩大国家领土、平定天下边疆 ， 是统治

者及其满、蒙、汉官员以及其他和大清帝国大业相关者应该

背负的历史责任。 因此，从乾隆的角度出发 ， 打败阿隆尔萨

纳和白山和卓并不是"中国 " 战胜 f它的敌人，而是他自

己的伟大功绩。 同样他也觉得没有必要寻求民众对西域战岖

的支持，因为帝国的扩张并非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 。

这种扩张是要宣扬乾隆本人以及大消国的声誉 ， 并向人们证

明这不仅是清朝皇室及其臣仆之费，而且也和上天的旨意相

关。 同时，也是为了让年青一代的满洲兵丁经受战争的磨

炼 ， 以巩固王朝的统治。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了解到 ， 乾

隆担心"满洲淳朴勇往" 之凤会由于"八旗子弟承平曰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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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耽安i担，偶遇平BE之事 转致不能娴习\ 所以. .. ij关于

此也 . ïE ω:训诲督率之" . 因此，派这吨人去打仗.正好可

以‘{卑助勤劳汗Iii音韬赂

清朝和伊斯兰教

?自制 ltUf~坦l 怖的〉j-个值得注，意的成果是.在经!对了 4

巧、世纪十川对{j限的经;而后 中国与亚洲大UIj A上也义

-fjf)听"证明 j丘人了一个新的、自陡的 K 即i~ 流日.，Uil-

19/ 这 JA眨映t[轮降的个人生活中 . 就是他将·名起14可以族

的 ~.tt.~ 入了 ffIJ . 她 jtt !主容自己 . t74毛的 1月 'U (; ,;f ，\"扣的叫z

x 沪均、 ItJJ 持创" 在 h 年*， ~ζ 千二{夜 Ú J f、划 ìtî 她的?"

'(l 斗含 1) . z l[栋的正口卓世茅。 4Es人人曾"~布鲁特驹k

坦解了兆息的黑水之国 为了*-彰他们的士说.乾::11'， 00号刊 r

这-4{族 1 J 的男性 ， 并 i重 l吉他们来到.It 以 . i￡将他们 27 岁

的生儿纳为妃 f 谷自己式为乾隐蔽沟宠卡的自己 手之一 1也出

外巡税时径'民让她随17 . 并赏赐她大líl:臼且在门哈尔i1t泣的礼

物. 1m葡萄于、葡萄和哈密瓜。更值得指出的检 . 申íJ在也很

尊甲容自己的精丰$生活 . 给也配备了专门的厨师.核照穆斯林

的宗教规定服侍1t饮食.向乾降，本人逐斯也喜欢 t 了这种饮

食 ~自己讼~准牢7J本民族式样的夜 ~fi h f赢得她的欢

心 . 乾附还不 D.'举行突厥凤格的宴会 1764 年 . f也江李令

人ι容自己寝白外内峭的另 侧修建了 -UHrtl 真，!f . 这样地白

丰苍白冲就能听到手宝安;在(穹 fL员)召唤{Z i走礼拜的声音

容自己 J 1778 年去世，被葬于一傅装饰有阿f，z f内文 1，写的~! I 

"经文的中自榨中 2

屹隆对容妃和容自己家族的敬JF.态度加强 [i也与n突锹~，

14 Z 



古 帝国的扩大

民之间的联系 。 但是 ， 乾隆并未能构建起一个坚实稳定的框

架来处理他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 除了新添的对伊斯兰式刀

具的嗜仔以外，他对伊斯气文化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 而

且 ， 他似乎也不太想了解它的那些占老传统哲学、剧学和医

药 h 确实，他命人修订了官修辞恬{钦定清文鉴) ，将察 11&;

台 iE编入其中叫R.J泣 ， 就我们所知 ， 他本人从来学过这门15

3 0 与乾|境对佛教和儒教的强烈l个人兴趣及对欧洲绘画的人

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 他对伊斯兰文明相对米1兑峡乏好奇心。

这是因为内部距离京师太远 ， 所知甚少，以至于无法引足乾

隆持续的关注吗。考虑到乾l噬非常强调回部的经济价值(尤

其桂玉石) ，似乎并非如此。 也许 ， 乾院是觉得伊斯兰教的一

神教教义缺乏统治理念所需的灵活性 ， 因为如果任何统治者

二教庇护者的身份获取政治利益 ， 他都需要改变

宗教信仰、阪依伊斯兰教 ， 乾隆显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 ， 乾隆更倾向于对塔里木盆地实行间

接的统治 ， 主要是边过伯克(相当于西南的土司)来实现 ，

消朝风在肌里驻扎少母的军队。 这种部署与消栩在天111北部

驻扎亟兵j中广泛开展移民屯垦截然不同，表明清朝对这里实

行的士在 一种低姿态的统治。 这就导致新酒没有与乾隆统治 F

的其他地区f良好地整合起来。 而这种政策的局限性将在 19

tlt纪的大规模叛乱中显现出来。

铭刻胜利

对新弱的ÛE服让乾隆的自信极度膨胀，他随即在国内和

① 即~ ft蜡忏句， 1I面 tff 白 ， 肘阿拉伯宇母书写 ， Jt ，卡布ïlM声波斯谓的同

IC. 11 从 13 世纪以来一直为中亚立人所使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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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正自口我们在其写给~.ì主克 I1 :.1;勒妇沙的 fzTzh 所!.II.)

λ:W;;U为 乾降尽其所能对外传播{J这一信息 -JFY朝是世界

上应强大的.ilW. Jfu 'Ji!本人贝 '1草右上吏范与伦比的范爱 在

坠帘的命令 1: ， Jj言行 l到兵、庆功盛 IE iTfA 斗不 fT. 记录征服过

悍的记忆JI-:ú~~~ . 纪念与颂扬它们的 4 郎、 I也到、居住在11 、

径:四川全 1寺 i,;j "fx赋 7;:77得以创制在 十全民功 ' 中 it 余

七次 '/('Ji 1ï rJJ后，也 f吁非似的庆典. f.U. 1牛制悦业小fT} 多。 f、

夸张J也l吐 . I~r'l.降统治的屑、|气 JVl就是才母均胖乎Ij (t:J lli'~ 

Ú jJ;;t1干的主吭，、平rJ，; f记，& rJ旧.有此 1 1j 的''" t\Jt i斗的形

.1'\) H才听 i 1. ÎlÍJff J(、 61 俨 , 15∞ ~芮， ; lt .. f 全.t功 .. tll 元的

占~ 'fr I t ，~;~. l~比 63 民却是乾吃413严闷'在梢，白、 r )[1[. v斗 l iì; f'l 

肉此. 1: ;lr" Ju~;.ttít/)较院所约iJ战争的销'f ':C '1' fh',!, J' '1' 
~主竹 Jdfgr以← l在Jl/(1~~并流传.乾隆i与成盯 1，\ ~'I Jt (t!巳士成贝业

划it乡土λ1.这此作品巾学习.).!:启迪意义 乾阵地dEJ毫 f始 lW熙

111朗的!49尤.编主挥自关证些具指导百的战争的史书 征服，Ili域

的't.. ;!J 'J:.籍l{ (半iE准噶尔fi路). 1770 年Llut关服干1)刽印行

全 1，共 172 '/î; . 包含 干页重新誉写的王军折、 L谕相其他各委

文献.精心i阜 n 与这一世界史上最大的军事行动相关的素材e

不Û . 编111正式的史 t~通常黯婪很长时间 . Ifri 日 . 即使邪

门.也只有"'f:{f ~.会去有这些书 所以 . 这就需坦通过Jtj也力

式米丘炀清朝的1:刀 在这tji旬 . 没有比铭文、 l'畔的雕刻和1

恨不l!!仔的公IJWi\: f 。这丛中国 种主老的传统.t J 山罗马

南囚的装饰传并无区别。在宿制. 就像在【l'国ω史上所旬 IIJ昂l

样 .IH太也1.J饭或是布拉米商量划铭文!止m普娼的。石碑t邱庄

5 向 7 米.被野 fri龟背 t. 石龟IiW'i::击着传说，" '/-\'负荷世界的

伸兽巅顷 站在这样一座巨大的石碑之前 . 人们 uJ以仔到阜上

水仰的i舌iR ， 一向.用汉 ìlJ书写 . 另 而是j前面，有的时候地包

,.J; 



大 帝国的扩大

拆另外两种语言·主主古 lE和藏语。 即使在不懂铭文具体说的是

什么 ， 仅仅是仰视这些难解的文字本身就象征着对大洁的服从。

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英雄驹士像-样 ， 这足纪念个人英雄、铭

刻l政治力主t并激起参观在敬畏的一种做法。

向 1 755 年开始，乾院决定在全国各地安罩这种石碑以

纪念在西域的军华胜利 其中一 些B'.于京。IHg且是京师附近，

其余的则被B'. f所征服的新疆各城。 乾隆本人经常会不E辛劳

苦地米选佯所用的石头.当然 ， 刻在这些笨重石板上面的文

字主要由乾隆木人负责。 由于这些石碑得到Ij[很好的保护，

其巾很多，[jõll!豆豆今仍矗立于原地。 大体来说 . 石碑上的铭文

包含有对其所纪念的特定战役的简述，可以让官兵们回忆起

他们的亲朋好友过去的荣耀和皇帝的英明正确 ， 同时也提醒

地方势力不要和中央政府对抗。 1 758 年击败阿陵尔萨纳后

竖立起的石挂有四米高 ， 上面所归铭文首先m比喻的方式来

说明清朝出兵的原因以及上天之意:"天之所培者 ， 人虽倾

之 ， 不可施也。 天之所驱者 ， 人虽裁之，不可殖也。"随后

又突出强调了准噶尔人的不忠( "睦 t!l准峭尔，何组诈相

延" )和消朝出兵平定准噶尔的正义性。

图化胜利

对这片新用川的帝国领土进行地图绘制J)在乾隆纪念在新

涵所取得的性和l的另一种方式。 当然 ， 地罔绘制与军可E行动

是同步进行的 . 因为这是文武群臣讨论战略决策所不可或缺

的资料。 不过 ， 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通常对边翻地理缺乏必

要的认识， 因为在洁代 ， 多数地图中并没有有关天山地区的

亿息，图中的这一区域几乎是一片空白。 J占朝对新疆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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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酣帝

齿。幸苟乾隐可以去填补这些空白 1756 年 ， 他命令组成 文

J嘻#自l队 ， 包括一名汉人钦天宫、均名满1州官员、两名耶稣会

上以及内j ?'dlj藏喇嘛 . t 派他们前 i剖测趾i非部如I口|部的经纬度 l

他们的J由民'. J:f'J:取得 fiJEIiJ ， 其'" 吨成果被绘入 1760 年的

《内补归到).又M' (申H年十..: I1r同 J 1759 年飞进巧了一次

栩绘 hi执绘市1) -:.'"雯均 l手细的地[到 2 此次~11IJ~ T:用了当 S.J-良

苦f的川1)~主仪术 . 绘出了各种新的地凶 . 有些地阁的I\. ，)巨人

码; 1 -1 J 知长 :Å 6 米的地Jl.嚣'泣 悠 l画]房间才能够辰Jf

阳 FJJl咱，气二21 合刊吨13 fItEI到伯伦 ;1，1) : ft ， 问'1:1 . f也门所m

1)'，到的 îi 注 L主吨 il~' 如; '(j烈的领1i Jfj iu f11旦t)，A f !，i;lj 了欧州扣

J. 1<'1 拥Ib，\i" W.j侠!止 11 伺机也iktJi隔 . iJS Hi Wlj J1: 111 "i'.悄乍

人向外lfif士 [t]f徒丁、4吨地l毛!而他 J ti'H~J. 'L与 JT传M，

气地去l绘把1) 白，硝制，;f ill f 'j- / }j 志的编限，众所周坦L

今门
~ J...t:: 1'1' f专统的中 i丧l均"J h t，足.Jt内容包括地阅、 I到画、机械、

山川、物产以]止地心人吻传，c' 新刺锐 气li主怜的 }j 志《两域

:司文J.~)叫Ij i寸于 1763 生 这主也是-E;以满、汉、交市、陆、

组吾尔初托式蒙古文等，飞科不同主宁 'J就的地名猝书，用以规

范编饿《钦定书定t非国31飞方略} 1，1的术1击 ， 它也 fí助于地/;的

行政管理在《因t岳阳之乙，，)乎IJl丁 19 ' rJ . 内容更 J9全面的

《叫城附.!，，) i斗J 行。(1' <烈域ab E. 味了地延外 . 还有付

新调这地区放ïtiH'.å各域和居民的氏讯介绍 (1出城|司文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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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人性大白为何 i'可在，时 fII 辄止何缸.两科局酬 ù' !J!份制 j.J li TI d 
明古 l四相副附地富帽 向街耶邮告 l 且p，愤阻 (F"! I\ 1)8 It ochn) 在l 傅

f1: #: ( Jo;,('ph d ' F 叩l呻叫 ，向制问由唰喃姓名不 i-f. ~'事 "注

盹降 I rQ句.帽明安阁 ..恤旦 州刊辑 乌fi. j比拍111保甘人'1l成

调拴队，时阐疆i1!忖 f酣睡此在测量H瞌擅菌 f 从iIJ.的晖午 1>1 
也品、胃fI噶尔.叶h、 k 再I 翻iJllWó目也崎以西之瓦罕 巳且克山 纳

fll 、茸茸延非施之间的地区. 埠 r.注



大帝国的『大

平口《西域阁志}均由皇帝出资赞助于1)行 ， 这两部书都有助于证

明国家的统一。 正如乾院在{西域同文占》序言中所说:

今以汉语指天，则日天 ， 时国语指天，则曰阿卡

喀，以蒙古语、准语指天. ~'J 曰腾格里，以西帚语指

夭，则曰那木喀，以回语指天，如l 曰阿思满 。 今回人指

天目告汉人，曰此阿思;涡，汉人必以为非 ， 汉人指天以

告回人，曰此天 . M 回人#必以为非 内 此在一非也 ， 彼

亦一非也，庸111知孰之为是乎9 然 1IP首以望，昭昭之在

上者，汉人以为天而敬之，回人以为阿思满而敬之，是

Up其大同也。 实Iót.同名 ， 亦无不同焉 。

在这里，乾隆向读者们展示了他作为天下共主的公正客

观。 他借助语言来对这些相似性加以强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

印象 ， 例如 ， 尽管其臣民的文化和地域不同，但对天子的敬畏

却是相似的。 这些在官场中传播相当广泛的文献的刊行及其对

大清帝国多元化的促进 ， 在观念上加速了新疆与消帝国其余地

方的整合。 此外 ， 乾隆有意将一下多年前的汉代已经出现的名

利用于他现在所控制的某些中亚地方和城市， 可以说娃借助汉

人知识阶层容易接受的方式强调了他所取得的λ;一统成就。

审视胜利

在传tJ# i白帝国领土扩张的消息方面.图像也是乾隆可以

利用的一种宣传渠道。 与制图一样 . 乾隐也依靠自中耶稣会

士的绘画技艺对这一引人瞩目的成就加以记载。其中一个突

出的例手是一组著名的系列版雨 ， 由 16 块刻有准部和回部

这些雕版乃基于当时随军前

14 7 



随障、恬

师的作品制成.雕版的憔 f完成于 1765 咛.随后被送往出

国巴黎制作雕版 1 775 年，这些雕版完成后与印版 -in被

呈送给乾隆，这样就口; ~，入制作更多的复制品

每隔居住版刻画描绘了 1755 - 1 759 凭战争的J，t一场 22 .

~X:是充满激情的战役，或是敌军向 r白军投降，兆AEi黑水被用

就是其"，的~ rt,J{ 每隔~极的尺寸大致相同.风恪也完全

敛，那!，k JO 1Iï力的透视技巧 :<1Tf自显复杂的'f1件 ， 则以绿

色阳物和IIJ 脉和罔像分串的.:IÏ'-单独的部分堤摘i主 . HJ 部

分 IH\ 们不 I词的分均与2 . 「←某种 Ezz皮 t. 它们悦目k足冈为牛 ruJ

{f';l~而被!缩的 l剧在 从付， Ii，>.的'在直 到 l提砚峭炖 }Jg昂的

人剧l战马的/j，飞叮以行时 . 这 iktt磁'tSi/fll明显受到(10; 1圳人描

绘战争的传统的影响 泊前， 1町甜的"，心PE(El rh 栩军队 11已

决的行抗，'i立、 tttj 、备战这功的场tE. 除战争↑占 \ï外 . 这比

哥拉版ili有Ur!大致的细 i丁.在LI形势的悄然变化 · 人从马 I 坠

落 . 上兵 I1 J箭在1;女上(A!.国 6 - 4 ) 

t高朝 j有这均印t豆:tIJ作了 ì't 多复制品。完整的国性版保存于

乾隆的各个宫殿在1寝11·甲，乾隆还将多套复制品作为礼物赐

予了他曾经留驻的某吨寺庙，矿、同寻榻的是.于业们从-些ìc

载中还获悉，有吨个人曾收到过这样的礼物.他们多 Jg皇室

成b1 、各省λ;屯.曾龟与阀割;战役的'?'f改革巨，气iU~M的满洲

权贤，还有江闹的四{占T;/、人收必者.以E直由H也I1 lInl 飞时正在

1挂行的《四库全书》编禀.L~捐赠书籍 此外，钥鲜也得

到了 套 . 另外{f 些在欧洲以及后米在二是因广为流传 . 它

们和纪念乾陇在金川等地取得胜利的雕版宁边λl叫地收藏省

所有。这均雕版以及乾隆兑1究所写的说明文字.成为残们今

天了解串îp1f~，昌力将这吨边远角鹉地区纳人λ:清帝国统治秩序

的生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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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 6 -4 解放黑水之回

性名结。 1 775 年. 嗣版画. 现藏于巳司要 Jr3电网物馆. 此:Il1X悦前政

府时革开疆地区的旺服战争的 16 幅铜版圄之一，且些具体而生动的印刷品

在中国勒欧制由传樨非常广旺.

同样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有许多描绘那些英勇参战的官兵

的画作。与雕版一样 . 这些画像也使用了一些西方技巧 ， 这

也许足因为有耶稣会士画师参与了绘制) (画作没有署名) 。

这些图像上还有片j汉、 1前两种语言写就的简短说明文字 ， 惜

中的人物因其勇敢行为而受到了特殊荔奖。 在第

次i位嗨尔战争后，乾隆命人绘制了 100 幅这样的画像.称为

"功臣" 系列 ， 被置于边常用来接待外国使臣的紫光阁中 。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家取得更多其他的军事胜利之后 ，

"功臣"系列日益增多，最终紫光阁中共挂有两育六十幅

像 ， 可谓消悯英雄们的班人祠。 今天，这些作品中的大多数

已经遗失，显然是在 1900 年外国军队占领北京期间被作为

战利品掠夺 ， 但是幸存下来的那些画像无可辩驳地说明 ， 它

们是为了纪念勇士精神以及那些为乾隆和大滔之荣耀做出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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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入内w

就↑占1丁和作品价也而言 ， 与这吨画i'F有联系'函切的足.

许多l叫{象画的是乾隆本人。乾陈述是习、夜童之S.I . 就已听说

过很多有关以熙皂帝丰功伟绩的放ifl 康熙本人来自率领 f

对准噶尔芮~~~尔外的13征 . 布了追赶他的对手 . 冒险深入

于li蒙占1在I以深处。毡无疑!可 . 这付乾隆产生了甲~影响。!也

Hi然没有划，宙悦仿IEfH J￡康熙 、非领-"f.队Ìl!; úF西城 . jq是他

(，角 ι给人以这样的阿尔 只要他忠 、 t也就会这么去做 Æ归

功|叫1;>'1 ';;1;& . 他在 l倒i像斗J经常被描绘布自行价与J 1豆 I n1 . 吁E

f仨'LI'r J 心ffl放松μ 辛陆自 . (; l l- W前 ~f心在1毛{也 llpli

i敦巾，们的钊l回i J'乾降射杀究、附扫院的场 :42. 驳 '1工 11'他的

临危 4、 H" JtJr. h， 吕名的一制统毛Ef辑:止白日世宁圆的乾隆骑

马l苦L 蛇附〈二 IX\f吕防似 ll'i切 ihj班~i卡 "J拌 ï忡 1割下的欧洲R

工，画师对他 ~ j F -ì:<; 9Þ.{j1;、 。 在这阳!因ii象'+'. .fl(们-{î到乾降

骑在一iJt;优雅的 11::斑马上.这种 rγ7号午1凶的清朝兵丁所'1Þ.划

的主EJI野马段儿?不同 乾隆盖着 1 1. ι须的面容 hlj寻塔容典雅

他和马的日光都朝向有方，似乎桂安决定该朝哪个力向行ì!l:

乾隆全画iJ战争装备箭在右， 弓在左他的有御街上戴的址

号箭手的主扳指 ; :1r f 紧握缆绳 ， 有 O!IJ捏着-条马鞭。在

布满~Jt茸的盔甲阳茂大的护肩上到处都给有龙;头戴银盔

t加以金色浮雕的陀罗尼 . 顶部足庄严的马届流苏。这i止 企

庆典装备 . 皂帝只钉在为军队送行9XJ主欢迎于队凯旋时才会

这样华 n ifl实上 . .fl( fr J并不知道他何时穹过这句铠甲 .fl( 

们也很知Jì且这幅阴拴在自巾例处。 jl[ hk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象

出，这%11&近于典人大小的作品会恰 F观者 忡什么样的印

驭。它的壮丽与辉煌映射出了-个完全掌控帘国以力和吏下

的英武君王的形象(见罔 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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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6 -5 乾隆戎装骑马困

QII 世宁给 D I7 S8 年. 细本，性包画 . I)l.藏于北南披宫博物院 . 且是阳

布后世的f!:陆H恤 'þ J矗蕾名的一幅. 这幅华茧的副作丘鹏出 I 8 世纪施行于

情廷的 '1' 阿Z术风棉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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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约在iAt. 1￥ i~4之时的乾隆~l"J瞅了他的军华约历.

价自己起 r ..十全老人" 的雅号 导致乾院做出这种坦l勋的

II接原因址，

藏南领十的第

4击军成功击退了廓尔D;> (尼泊尔)军队对泊制

次进攻 街意思的是 ， 这段筒短文字中所体

1, ~~旬关战争的其他著1主中体现ω的件意防扬现出的心绪.

并不尽 111同 相反. 似 f 更多地体现 1\ 了 习、老人的冷静，巴

案，他厌恶了战争， n尘版恶 f征服 他在文中这付写i且·

A武既扬. 必·期扫穴Jf.庭， 不遣一介. #非体上天奸生

之It 即使尽得其地. 而西藏边外， 又敬 . r- 'l'.是二退， 所谓下

可耕而守者. 亦将付ζ他人 /j降旨九降班师， 以藏斯事

乾ß1f: (舌 lfl 中体Eltui 的这种放弃的L] I吻. 显然与 35 年前

这f!;l']"表即7. {也L. lλ i! t JIJ 的门{占初夸υ形成 f鲜明的对比，

他的叹力事完上!止过'限制的 r;过. 前后一致的是. 乾降

他布 1795 年一衍有关直依赖并且桐íJ上天的 tg才与倡伯

其ill位的文章中 J止这样结尾的， 其， I J 反映出他的世界观发生

1 

/J2 

此段'!lrl ( 1 今记' 响立习to.: Wf" f"m jt:f'ri ("阳ha hOfon lw al ,;irnhuhu 11 .. 

dahem l'". urunakû hülh.u )f'阳 I~ 属rlr J"('ml，umf' dul，.自俨mk，. !òf"mf' fun("" f" hufakO 

IUb<iL吨，明 i. IIIU Ilrr;t:I ..bl l&Î 1，1&叩 hutl: ù..ωlluran j1;unin d..ω I&huuu 

\'8bur('n~(' 协 ala utlllli le陀 ha lw 协副 Ihl)u，"" hah" M'mf". wargi dZ8n~ ni 

Jl:l ,.n ‘ 1 IUI f' ~I R,.h ulln mlnWII ba mak l曲uhabl t'ff" ulhal lari(.i oJurnku 

1U wekiyacj ojorakû lIf" htn剧f ka l. jiduji IOU h刷a剧I ~uwn niY81m8 rI俨 bøhab川，附叭

d归.lIal圄 ，，，川lI u h加俨" 施\.， ，'&刷unburi. b剧m舍 daha盯~I勘~ .1 ，川'"附" 嗣a而们 c阳hu h附俨 g汇ω~.咱'

ba，阳t阳a 辆.. 配cω'山h ，η，a曲h川uωh蛐.. r中l'习芷坪为 我可平:，也t~ Jf爬t ，刷』μ、 t出1: [床E倒性的h 量 间此.

苦谓 ;!.jjt i> 1、情陈 捕理醒军蝇，飞，将 Jt 个小困地彻应朝碎 BII 么.i!

-!i咄计时将小企持合 LUf量之. . 因此.即使皑椰此地. (J内tIlz

外且他 H\ (帝网内}不回T阱.守Z地郁棉脏ff. 路究只能:h入所取

瞌阵H盹画画 t 蝇、， )投降，体恤梢 r. 斟约这插曲役



了转变 ·

.
p 、 带 l盟的扩k

如迸如退，品有明言 。 于实服府和敢忘 而每于用

武之际.是切深忠 ， 定于志以合乎i革。幸而五+七年之

间，十全武功.岂非天鼠。 然天既逾，束，于惧益切，不

敢言感 。 惟恐难承，兢兢惶惶，以侠天非，为归政全

人，夫且何古 。①

① 调立本 ~umil !l，"e gùnimlll jühlian de lI U阳 nüclun aniyui sill t'lIll l:'. I 附h刷

gunlJl~ be ju....an mudøn }'ongkirahanggc 刷k. øbkaÎ k r:刷 d t' waka ~m~ 

Iu Uu I't'n!t' Ilbk刷 k咽 i ,11" de Aumm 。日 mini olhomn部~I:' d f' hin~ 帽 1"";

gel hun ako hukûmbî urko bime. damu alime mUIt'rako 町00 81.'me 

fljlllggul 俨 nlt' 81"院gu lem俨 olhoJlome olhuxome abklll fljll!lirt' ht' IluÎrn俨 d ll.!loa ll be 

Illrgalalì }'ong lr. i)üha niyalma ojoro erin be kiceme e rere dabala . gcli ai 

g l!~urt'"' h ，.1>1 时附中文炜为 在暗 {量基 ) S7 年间. ，拉布1 >1远剧作，

成就 f-圭武功 能说这不是上夭蛐凰吗?孟削tI~ .战时 t:Æ主融童

腻 . .JlI不敢回暗地去研知如何占这辑的副章 I 惟l! ~1冉的d 陆与愤恐

主.(，.11祈求上互之幅佑， 若开帝位，唯盼成且I -介全λ . 此外还有什

么可以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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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降 f、rup， 11!J 直j l!:.: ;,} f 1 P 'l:\"性出的 "IZ就.进行 f人

问憾的巡4龄 .|IJHl.企业处理人fJ: 1t~!;H~l， '11 '好 . '(11 [1 ， 产 lt 11 

咐'1:IE 巾，眨:11圭瓦然还将人泣精 f) IE 货{t(ì击缸 l吟 l寺愤 l 吨之

苦的活动上 这旦旦j'lì 护我f]感到 íi l:\ t.;; 1\0, fD, :j:í 1:确丈伽此 2

闲此 . 在1)1 忽院也t F家石来 . 乾附，1'之 I 人的哥324更像是

个文人而，非武将 之吓仁人妇此 . 部分原因。于乾隆的i"l我形

织塑造 . 耶些将乾降描绘E咙ltH持辛毛宅自醉丰轧们'1心l

J布告阴l证正(凶 7 - 1川) 乾隆对高锥义化的f谷f~顾困和耳对Jt恍哇界各地珍

品的收革藏主热f情击也 1成戊就 f放 E古=博物院的t截童品.这可是中国占气

最伟大的文化遗严之 今天.在惊叹 l'这些藏品的同时，

人们仍然可以利用 z∞多汗讪乾降 ip人均写的作细 Iflj准确的

藏品目录 此外 . 乾降iJS希望能够收藏从公元前 l 世纪的 tA

l11l i寺件'董11他统的时期的巾罔所旬的文学、哲学和史学吉普且~.并

对其迸行点i丰 ， 冈此命人整理刊行 r拥有 l仪则 多条目的 (V叫

码:金~).这 nT能是人樊历史上最;EJE的于写4>:丛书

前几章已经阐述了乾隆非常追求咀悦的条理化、理性化

相规范化. 这种迫求内然也会从政治机构和!ì吾 Jf扩展到艺术

15 4 



k 主化巨λ

圈 7 -1 乾隆写字像

aø 世宁与盘延悻(? - 1 767 ) 绘 ， 早 于 1766 年。 水噩纲嗣 . 现藏于Jt

;;;r故宫博物院 . 酬巾的配障屉一个高匮理想化的中国主人陋卑， 一手拈锁，

一手执吧。似iI'沉思巾导准旦啤..It面阳是巾向立人必曲之。 x!.ii四宴 .. 

电睡组砚.

和文学领域。乾隆自认为他的这种做法有益于艺术的传承发

展 ， 希望能够借此成为不朽的收藏家和艺术资助者。 而且，

通过将自己训练为-个艺术鉴赏家和实践者 ， 乾隆想要展现

给众人的是一个理想的君手形象 ， 就其言i荣和行为而言 ， 乾

隆企图在文章与武德之间取得完美的平衡 ， 精通射术并不足

以让他赢得文宫的尊敬，其中一些文官为世家大族，他们拥

街的磁书比皇家的还多。 为了巩固皇权和他个人的权威 ， 乾

隆必须为自己这构一个窑智君主的形象 ， 以显示他和他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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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隆帝

J台 F的臣民一样精通诗歌、艺术、，Jj史和哲学‘这、坦然}f i~ 

易出 在某种徨度上，乾降是成功的; f日从另·力面来舌，

蚀的事}}J冈自负、精狭幸口过激而打了伊拉J ， Æ二过 .ié论glJ人

如何在伴他的文化品味却天分 . 乾附对 I 那 -A.j伏的文化领

域沂严生的影响.并不亚于其在政治领域的影响. 二者都 i牛

不容忽视的

艺术家的形象

申tf1ffU各仲创造性艺术之间民为此梭的联系就吧。1\ lt\' lh

1也万名的 1; 品 {也牛;人认 'JT过各种艺术创作 .fü突 LJ的丛绘

川、 152主 ;L及.f~ r J巳经反li的 l斗歌 这盹都足令人心似愉悦

的消ilH í' jJ. 既能让人放松又能修养身心 乾附 生部在从

币 2主刊的 L H IJ1; .并且留 F 了 ~tit可观的作自" 他的这ltz

{丁均 l上iX们能够从 Jt 他的角度对其本性(吁 24i. 只能是他

所希 'll 恨不 j 人的性格)以及他对左术的何解冻I交边 IT :(,ì'. 

Tl百 身为 t，艺术家，当然还有其他→盹奸处 }j面，他

可以介入肖li艺术京的创咋，因为他沽楚肉己需要什么样的

竹川 ， If以口I以给予这些人更为有效且颇具l剧目力的指导，g

J.\I..并且在艺术品的制作过建中提供·均具体的 i主议 。 另

方:百 . f龙 1号的词句可以吕N也赢得京城、江南和其他文化r(心

的文人发门内心的吨敏 另外 . 作为卢艺术家初1寺人 . 乾附能

从何姓的艺术威品1)1\旦获得史大的\r-毡，也能让他成均 氛

更λJ f斗中再的艺*f卡论家，

我们先从乾院是不擅长的绘画和 ZE E手谈起。申HIf 1 8 岁

时开始学习绘画，他的绘画作品大多布关自然 !;l物(老树

虫L枝足他的最爱) ， 乾隆虽然非常努力. f日从现行 l回[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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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其绘画资质实底平常 。 乾隆本人也承认这一点 肉此他

反对别人对其)J:分的赞沓 . 而他在这←领域也没有取得什么

成就。 不过 ， 他对包彩可能较为敏膛。 比如说 . 在市1)作'自延

服饰时 ， 他禁止使用某种{也不能容忍的深绿色的布料 当官

ψ的 40 多位函。I fi为乾隆绘制lli画像a.j，对于画中乾院与其他

物体之间的关系，乾隆往往会明确表达他的意见。 他会经常

光顾他们在自中的l国l宅 ， 对树木、植物和人物在画中的具体

位置给LLI详细的指示。 在乾隆宫廷内的一位耶稣会士所写的

j，丁件中 ， 描j，ß了另一位耶稣会士王致诫 ( Jean-Denis Attiret. 

1702 - 1768 ) 的绘画悄形 ， 其中给我们提供了有关乾隆直接

参与绘画创作的生动例子

三 日且 ， 皇帝屈尊前来见他。 他想看看那些业已完

成的画作，结果发现两幅关于他的人物品中 ( 一幅是

他骑于马上 . 另-幅别是他坐在马丰土) ，他的身体都

略向后倾 。 他要求立刻纠正这一错误，为了帮助画师，

他甚至坐到王位上摆好了姿势 。 他把自己的想法付访实

施，让画师按他的意见创作 。

有时候，优隆甚至会和圆师一起沉迷于创作之中 。 仍以

上述的王致诚沟例。

这个官员告诉画师(即王致诚) .隆下想要绘制 一

幅画作，画中农观的是一位~和贵族正在骑马追赶一只

老虎，弓已拉开，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他还说，皇帝

希望亲自完成这幅画 。 王致诫遥依皇帝之意行事。 次

日，皇帝来到画宜 。 一个太监手捧皇帝在王致诫所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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盹降帝

略圈上最自 给制 的艇和骑马追Jft.图 皇帝向王致诚展示

了这幅画、 并令王致诚对画中椅手的姿态再加以润色

在略微进行了修改之后 . 这幅画 1呈 主皇帝. 皇帝还想

进行一些 改造 但就在当天晚上， 画 作再次 交给王放

法.立帝命令他完成这幅画作

IL "的 . 乾咿又 1 L.J;付钱:金部j因i Qrji 为;r.绘制苦，i全 ft 肖

像 l叫 ， J也拟 I j r 个样剧也衣 布了't但他的形织 ， (，凹'i

(也 í!'J吐 lι|lJjbJO1 人 ~r 毋庸巨疑 . 1 钝:咕tA足『'申HIf (r'J 

坯 K

';1[, Pf ft εlυh 桂Zfi』 μi' ，丁.:Ìl'!j，] ~赵号 吁 (' IIL & I} ,IH!, J~ 

11) J屹在 UJE:军 4'i;窍 ,/:. I J 比Itl f年』 ， 乾布破?; I阴lYJ KJT 

rJI~ ';z:人白'J Jt;'í' 叼 1虫 n.:' 王村中的 t-( ，唱JFY . 了车i(. l ，叮 叮叮止

伙伴43-r 口Hd;， r.己也的孤寂 2 ，沉，巳 f忖i的 EEIF 山口~J . /1] 这

1X J4 纠l' 1;:幻.d业吱海曾经'Yd- Jt二 '1， !于， rMiA也I'l'企显

示 d\ (也 Ä，J -[!f 句旅实窍'f通虽然切此 . 申H年J:i!止{民节变古

FE;传约他的愉悦. Iflfì!!对于宫中演卖之曲也 1l iE'挑剔 乾f李

窍欢 f均吁 iL范i钊 iR" j乍 api一'初期 ， 他曾让耶稣会的一些 tf

月二'ktJY 叩{古役弟 f 占4主运ìl:这些弟 f 组成-个小规憾的

仨 1J..]'1到幻j、队我 tui欧洲曲Fl ifii在氛围战然不同的收德边只

机地 . 学行宴会a ，tiìíg~的 t，望是自主白叶乐 ， 这l'i

拥lli 描绘 乾附也很喜吹各种戏曲 . λJt:钟爱陆也 在他的

挝H'， ~ ， ~È幽成为京城生是比4丁的戏曲 ， 最此 i商变成jg r.: 1同的

.. iZ剧\!ii然{) 时候他也批1'1'这种缺乐形式们吨轮 fJ5 ， fU 

在出;加 IIj却 I二tiki付?曾问·中的lÎ~[自陪伴 乾除对 I 音乐文化的

另 -小 中-也贡献是对宫廷音乐的缩1(和技对 ， 不仅包销由

曰 ， 远i包1，1; IÎ; i1'i在内‘今天的古乐安专家的确应该r~ i!lj 乾降

I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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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之关注。

在乾隆的艺术生涯中 ， 书法成就让他颇为自 f':; 在占代

中国 . 不悦-1>泣的确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就和 1 8 世纪的每

位士绅斗导 . 练习书法并不只是一种艺术行为，还是一种精

冲修炼 . 它 "1以反映州 一个人的性格和边饱。 乾隆每天都会

练习这种股H文人风范的艺术 . H且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风

格的优美字f，.f，: .jtl，法成就得到了今天的多数艺术史家的赞

赏

f乍 y"一位真正的鉴赏家，除了一盹鲜为人知的作品外 ，

乾隆可以鉴赏出多数书法作品，对于各类名家的评价也颇有

见地。 'Iï实上. f也对-1，法作品的断代初归属的判断人·多吁以

挡得住脚。 他最喜欢的书法家是名垂 F 占的玉裁之 (32 1 -

379) 和米市 (105 1 - 1107) 。 王载之对于乾隆本人的归法

凤格具有最为明显的影响 . 在乾隆心目中占有非筒'重要的地

位。 在得flJ .份极其珍贵的王裁之的 I'Ì怯原作《快雪时陪

帖》后，乾隆归它与王载之家族的其他两位书法家的作品@

走革楼任他最冉欢的养心殿西暧阁书斋中 . H将这个房间命

名为"二括中t\ 还为此赋诗一 首 o 每年冬'寸之时 ， 乾隆都

会j~记载之的作品拿出来赏玩，并且(象许多文人那样在上面

带上自己的印帘 ， 还在四周题字赋诗来形容他的喜悦，比如

下而这首.

长豆，青且闲， J.月回悠池馆 。

革风拂桃笠.梢溪挥玉骨 。

ω 晴在辑主的儿于王献主的〈中狄帖》且 JUf，手王剧的( 1由选

帖) i'事 J厅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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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墨池云，叠叠阜禽版

，生献去已 i革 . 颜柳具i是罕

追革消永昼.徘徊作清伴

3iIJ乾隆去世之时 ， 乾隆已在书铀上毯. r 赋诗 73 处 他

还1上人的 dA E夜之的书法.然后划T石巳，做成打，本，这种

招本就成为共他人可以欣赏和1拖榕的1M/， 而这吨IMI， 凡是

屹附命人以'g.! I 收钱的历 '!-t 名入了中llj州市IJ作成的 70 ~H中法

制，(?!， JJ( 措甲:以帖) )口的 'J 、 {{{H}

人

与 1(. 叫<: 11 . ，;VGf毫也纤 !:í':I'1 Jt I，tJ，作品刊f- 19 r:tl' ì!!ζ

悦仰 ~~f .U:将 ll. {j 151)、 t 的人资转变/} 仲政JfT 资本 ，

lt QII在除夕ζ伐.!也会W\l f销中唔吁1··4山. f:. tt-在众人

l创前吉「自己的t，字 ， 乾降 ".t 曰:的 hH口此同忆. ~L约在

1 770 年u'. f也 ~n ìl:所有曾在 1 756 年前擦边过乾降所赐斗B

?J，作品的'巳-51们将这些作品归还宫中 ， 凶为他的风格已经今

非昔比，他认为早期的那盹作品不再适合继续流传 。 地保证

一定会用其他的替代作品来交换这些归还的书it作品 . 虽然

其中有的作品还是大型的木隘和石碑 ， 从今天可见的大从此

类碑文来行 ， 乾隆 1tr守了他的承诺，在巾周的政治人物巾 .

唯一在扫怯方面可与乾隆榈媲美的 ，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毛洋东，蚀的书法作品下仅为人称颂.而且!司将遍布中国各

地。

i寺人

乾院一生酷爱写i寺，其诗作做最甚生多 r书法作品 E边

然年龄渐增 . 并且总是日理万机 . fE!钝院在位期间，每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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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创作大母的诗作 乾隆的 43000 多首诗先后于 1 749 年、

1760 年、 1 771 年、 1783 年、 1795 年和 1800 年(此时乾降

U经辞世)六次结集刊行 ， 共 282 卷(其登基前的 24 卷诗

作 r 1737 年前日Ilt2干。行)。在数量上 ， 乾降肯定是中国应多

产的 l寺人 . 从 1 0 岁卅始直到 89 岁去世， 平均每天都安创作

两芮 i寺 。 不过 . 卷峡浩繁的诗歌仅是乾陈文学作品的一部

分，乾隆idi写有数以下ìI的上 i俞、散文、序跋以及铭文 。

很难牛I I伯所有这哩诗歌均由乾隆本人创作。① 根据一位

大臣的记载，每天午后 . 乾隆在结束公务之后，先M:'if用午

H善 ， 然后在书斋休息，他会在书斋创作至少一至 气 筒诗歌、

一篇散文 . 式是作画 幅。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 ， 那么署名乾

睐的大部分i寺旦旦许确实是他所作 . 鼓起码可以说多数i斗歌的

基本想法;二乾隆本人的 。 当然 ， 他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乾

隆通常会让内阁官员替写他午后所写的草稿，然后听取那些

高宫的修改意见(这应该是一份棘手的士作 ! )。很多时候 .

乾隆在撞见官员时也会灵光闪现，会立刻停下米大声说出他

的诗句 ， 他丰目信在场的大臣(编辑)能够记住这些诗句 ，

并将其记录 F然后进行修改 。 如果没有关感.乾|檐也会安求

朝中λ;臣闲暇之时沟其寻求诸如妙语绝句式娃经典名言之类

的口I用素材。为此，就像制中留用的JJ~~宫廷商师一样，他

也会在朝中 wi JlJ 一些在当时并不太有名的诗人。 这些人要在

① 近代也有一'也睡前牺呼人置好碍"写作 ， ;l!肉串挠'卡，的蜡 i在西

lJ["1斯 (John Quinc)' Ad"，啊. 1767 - 1848) 有1 I In I虫叮Z 样 "1'

(AI,rIlIUlIl1 Lincoln , 1 8回- 1865 ) 部写诗.而1 串 39 11 盟问且统吉求

卡特 ( Jimmy Carter) 正何在 1995 年出版 f一幅诗靠 在中国领导人

中， 巳楠A，~居一个很好的例子. i也是一个具有天外的 11法草，也是

明个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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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号{乍正式刊行前对 lLi丘仔细致的润色 ， 所二人 ， 修改后的内作

可能会与皂帘E切的的品大相径庭。

在前几审中.4X们已经读过乾降各种风格的诗篇 . 可以

岳出 . 几'1' fτjuJ事物都口rt:.人成为创件的中题。他的大部分作

品吁以归沟由日于儿五 吨崇、纪念( It创每节、军事的手，1 

l佳运 些}司、r，t .r， ~t )、汛抗以及歌颂 . 占2 月] - f中主要丛歌颂

11H口叫什ñl 1. r，~二 13 的"在物 l寺( j主咆 l俨乍 f主 I丰会被瓦应钊

F这Jli;物品·) Jii$1各部~乾隆忖 t I ~!rf'乍 叮 唯免显得略布

'1 6自 C'让勉强. l- 1fti It, (<1J~叫去》就是很好的例 f

A 苗人在结铠齿 ， 点全面垄硕且长

t农此日走回忙，腰t血迹在Il!~岁 1'-

芷 ;(î黄云各成片.密茎随手行行 .tL

扁桃背喝喝檐去.健粥有?告他不足

呼儿晃边飞幸雀，令 F在布 t且收成ff;.

这筒 1 !rf乍 F乾附守轻之BJ. "" 筒 11:'，9;理想化的颂扬农

民劳作之作 OHJ末去芒、日，农民的劳均成黑段终都会成为

号'品的财高) fH~主 .j.)、 l 括， t '可以育出 . 乾院民实并不具Æ 了

解这盹宇:古劳作的农民:这个丧彩的 tt! 原本坦要fl"此丧现

他气;在肖姓的主t-TEF岳 . L口tI.巾l1f1!IJ [f1!! '1农民的iS24EiI离

吗然.屹降有lfS入 1却秃的 l寺f乍还是非常优美的.比如ìÙ

'tL Jt.年迈的老师和侃'正之作 还有，我们在第τ章巾所创 )IJ

的 ~r'iI噬怀念丰贤阜后的，让WJ之作 ， 闪 Jt所:&露出的亲1IIêt，';

'íl.~ . Ìl:我们吁以 iIt主贝句轮隆7f'人 Af.危 υ出这样的l寺f乍， fH 

hl:我们必须指出 ， .(f乾院的所有 l寺件中 . 这种桌↑占iJít露的诗

篇为数极少。对他白言 . 写诗通常并~足一个沉思34E!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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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自问以及不断锤炼语占的艰苦过程。 毕竟 ， 真正杰出的诗

作总是具有颠覆性的 ， 而乾隆根本就不大可能去经历那样的

一个过程。乾院的多数i寺作都是短时间内写就 ， 有时只i牛根

据诗歌涵'串的韵脚、韵律的法则进行 4吨剪裁 ， 还有一些i寺

属于消遣之作 l 在他所召集的宴会上 ， 乾院喜欢设定 个主

题戎者钩脚 ， 然后让宾客即兴作i寺。 更难的爱求则;主写作更

快的韵律i寺 . 在这种情况下，乾隆会 l止官员们事先进行准

备 ， 然后将他们创作仔的阵分发给每位参与者 . 以免有人归

心在现场无法完成。

虽然乾隆的大部分诗都是即兴之作 ， 但毕竟是皇帝的

作品 . 因此写完后总检会由京城的文坛领袖来对这些i寺进

行点评。朝中之人自然火多是奉承皇帝的天资 ; 当时有名

的文人和史学家赵翼曾经赞美乾隆的诗句流畅如 "神龙行

空 . 瞬息万里" 。 欧洲的→些作家也会赞成这种观点 伏尔

泰( Vol! ai町， 1694-1778 ) 就非常欣赏乾隆的文学素养 ，

他在写给用卡特烈 二世大帝 ( Frederick the Great , 1712 -

1786 )的信中谈到 r (盛京赋)，伏尔泰写道 : " :f:!{，很欣赏

乾隆诗中透出的那种转柔和美憾。 我禁不住要问 ， 串t陈统

治着这样大的一个帝国 ， 怎么还能够有时间写出这样的讲

衍呢?" 但是 ， 在看了《盛京赋》后( 1770 年在欧洲己布

法文译本) ， 除特烈大帝只培淡淡地表示此i寺 " 并非欧洲

风格 " 。 多数现代读者在这点上可能会同高:他的观点 。

1吃隆的诗作由于数量巨大，卢名不佳，很少有文学评论

家读过乾隆的全部诗作 . 钱钟 1，曾经批 l'~他的作品 "令人

作岖"。这么说可能街点过于严厉.不过，公允地说，申H主

i寺作的历史意义要大于其文学价值。 而这也不能改变乾隆非

常重视诗歌并认真致力于写l守这样的卓实。他非常尊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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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诗歌 ， 最J1l;织的则是唐宋时期的作品，他会反UI到谈

这些诗词 ， JHI.烂熟于心 1760 年 . 他下旨对中国政苦名

的恃续进行走新编辑i'FÞ 后来 ， 三比 l非策被收法迸下文将

会 l寸论的《四库金 1"> 之中

布

'j'rf 

收藏家

愚弄klt 抒对 r~l.降本人的艺术成就变眨矿、- ， fE3.足 ， f乍

{tZ 术}.lV'f!:必~ ， 乾I哇哇斤f 付 1市划的v: ft传统 UJ献 uIifi

JdU I' I '1<]、欧洲、 fll交di!止 l世界 I Lf世峨厉 打 1 i} JLi 

JJ1 白无放的恬 .(.lr lf!1J作和怀式佟付的足价之专 . 这些部是 J I 仪

}J 的物质 j，j;: !W.. U, I止对!如们主句 λ; 1 地忱的 种认 nT It 

归 . 1 2 世纪初的1· 横习以艺术;lz收磁向 B 称 ， 他也 iLt昆院

议仿的对~(叫生!i . .fl(们必须承认 F徽束在绘画和书i)il

极具天分 . 1"7C 17[包越宿在i宗) 但是 ， 乾隆的收藏品并非JL

子宋代 . hJ45在以后的朝气 由 r清朝人1.:'1] jjj( . 导敛艺爪

品流失极为严重.这就为当时民至IL-r ilυi后的鉴赏家提供
f得天独i早的收藏机会，乾隆的助这本绝(.j;B.t机 . 收集 f数

以 f 计的精美ZA、品 . 如今主姿量在 f'北京、沈阳和什北的博

物馆 . 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JJt..私人收藏必争中也有 l午多。

徐 f前 I由i已经提及的恬1去作品外，申H革的主 .~收戚兴趟

lL绘画 他收般的l叫作有一力多件 . nt l ' 包括宋元月J.J a.t)gJ 的

名家的多数作品 p 申íJ章非帘j桂崇这些画作 . 每天那会在

有斋申对其中·些进行观靡 ， 并且立在会作些挝l寺 ， UJ录他的

暗想、他在tl:l行时 ， 也会经常把-~电画作手持在身边 ， 其中包

恬一些珍稀之作。他仿放汉人的传统 . 也会让人对他段tf欢

164 



七 立化巨人

的一些作品进行临草 ， 以示对原因之敬。 1象其他收藏家一

付，如果他被某幅作品打动，他也会在上面盖上他的印章 ，

以向后人显示他曾经拥有这幅作品，并证明这幅作品是原

作，颇有价值。 这种悄况似乎并不少见 ， 因为今天带有乾隆

印亭的回作有数百幅之多 . 有的l叫作上面甚豆盖有乾隆的好

儿个印章。除了印章之外， r1.多画上还有化隆题写的i寺 ， 旦旦

j主咏叹画作之美 ， 91JL抒发他在-个阴冷的雨天 ， 独'1电

前 . 完全沉浸于HR削圆场中的愉悦心情。虽然艺术史学者有

a.j候认为乾隘的赞誉有些过火 ， 但是 ， 他们也承认乾隆确实

H有良仔的鉴货能力 . 很少出错。

乾隆也收磁同时代画家的作品 ， 他非常喜欢传统固派的

作品 ， 尤其是山水画。 其宫中就有许多这样的画家 ， 他们的

作品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 作为一个文人 ， 这些"高雅

艺术"不仅是他的精神食粮，也是其博学的标志 ， 而这正

是乾隆想要塑造的形驭。业[J前文所述 ， 在好几幅画像中 ， 乾

隆所展示出来的都是一个书斋中的儒家文人形象 ， 其四周是

典雅的回卷和作为文人标志的笔墨纸砚等物品。 饶有兴致的

足 . 在这些因像中 . ~隆往往身着汉族文入宽松飘逸的K:袍

而非满洲宫廷服饰。-#些画像且J!.然借鉴了以前的一些知名画

作 ， 将乾隆明确塑造成了一个和汉人文化精英共同探讨典雅

文化的人物。 (有趣的是 ， 他并没有真正穿过闺中所展现的

这种服饰-一到今天为止 ， 宫廷里还没有发现御用的汉人服

饰。)通过此类画作，乾隆本人似乎进人画作之中 ， 跑出了

收戚家的角色 . :lt形象更接近于汉唐时代极具品昧的富家贵

族。 与此类似 ， 乾隆的形象还出现在宫廷中的很多佛教画作

中，这些画作是宫中藏品一个完全不阔的组成部分 ， 有自己

详细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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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院对肖像画的痴地 ， 导致在拉绘回必♂， 4' 1干lR大·部

分部i丰富廷同师所作 . 前文巾已经提』止其中的儿!阳 段让人

惑到惊奇的可能lUU幸非常钟↑4 1'欧;州绘画的表现 fi去 (f 

f1j1仆的乾降绘画ti:1(品 j 1 .奋几百怕那体fiU乾唯这种l'll轩的

崎岖民族与}也域的世界品味 乾降之所必为两却给l回j 吁fR哇

~ 1 .异域 J又t~ Jt:tt!止 个厚、肉，但更1:'层的似于是因为内心

绘 l网i \!i沟强调 tj1: 两 /J 绘阳l涵过~.j包彩、 i垂削和阴配的大

JT f也 II J.描绘:Il PiHlJ ~川的人物和J 'Ii (宇 . 这种 IXt恪与" ' I到

fG 吃 11 '，\丽的 frJ111 吃碗豆 仆 ，乾陆烦 J) rn上采JI亨fk 4i叭

llill伽 f 眨ru 毛:f&.1I ~ fι 的战均l到灿马、 j句、己也、 7l 导司~ -'1. 

蜒 1 1f~比 咱 -2 ，飞. f旦足. i[H(T i吐)íJ主足 It 在: 1I 1 的人 !L

r1i 山这干Iì人也 忐(1' :阳i ，，1较仰的呗djJ I边i {f 牙能!尘lJ~ J,n'; 
2恨现事物的生hJ Il ll [1J ) J挝 /J [而史乎乎 AA1 人fztE K妇 I ls2 P，~闪

右 '也配早llJ l放在 . 以及协FJ直a .j j ，又f ， '\:.r，ili7i叫编年~中 Url

((J:陆绘tJ;川在二环担~f Fì茸的那些朴'1:而又 ~I人注目的到 1"': "也~

f 蚀的 E14庐 ， 巾此使他血生了 ZJW'也形象的强烈l兴撞 在科

t 杆 ， j舌v.!.rt fIj1 }也J眨现人物、战争、宴会的l到i竹充斥 t f!HL 

内外 . 已经突~~tJ内1;绘画这忡非 !7统的艺才、传统在乾阱 BJ

Wl ;1居 f非常? 擎的地'，1

除绘 Iffii 9~ . 乾附注搜飞鸟了大iJ!tJ;他的主，KA占 儿其是FE

;?;i 札←;Jîi。咆J4 个非市巾色的览器鉴货絮 ， 辰欣前i Uii吨正

与ftlt的宋代览器 在他的多中由呆的~2~战品底郁郁Ú o:rL仰

的怀ìt2 . 这不仅是λJU量达其赞美之↑自 . IdJ 日J 也.&明乾阶，是

这/J丽归正的fT亏在 这些无价之宝陈;;IJ于在巾，以使平帝能

够随时赏悦 1也连在最il!J镇B 帘也制 f各种形态、太小的新

"，~器。景德锁店在江西 . 1.日皇帝还是会定期检查其瓷器 . H

11 fU1自ß主管保rf密切联系 . 就~器的设计提出建议 . 成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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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E器色彩不中其意及瓷器质量不合格81提出批评。

略微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乾隆时期的许多览器 ， 虽然工

艺精采 . 但相比m熙和雍正时期的瓷器 . 却显得过于1谷艳。

因此，带有" i)í隆风格 " 标签的览器经常成为奢侈、华丽

的代名词 ， 就好比欧洲的洛可可( Rococo) 风格 。① 1日这种

风格 )f 不能完全反映出乾隆的品睐。 有一次他曾夸张地评论

iG:"玩物丧志-~~可以概之而有不然者。最古之物朴于

今。 今之物华于山 。 1简朴屏华孰i目阳丧厥饱之失。" 戎者，

用我们更稳悉的言语来说就是"人各有所仔" 。

初之前的时代相比.乾隆时期的姿器虽然略显失色 ， 但

是玉雕艺术则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巅峰，现存的那个时代的很

多玉器都令人印象极为深刻。 比如 ， 有一件描绘唐代白居易

《会吕九老图玉山》的玉雕 ， 重达 820 公斤 ; 另一件作品刻

画的是传说中大禹治水的故事 ， 重达 5000 公斤，重量是前

一件玉雕的六倍多。此外 ， 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精美绝伦的玉

雕作品 ， 如:E杯、玉盘、玉碗、玉壶、王E荣、 E刀、玉柄、

」二腹拍、玉替、 Ji 头饰、五循环、玉珠宝、玉墨台、玉毛

笔、王笔洗、玉桌面屏风、玉茶壶、玉白菜、玉昆虫、玉

盒、玉杖以及玉印 。 乾隆辩称， 之所以耗巨资大量雕刻玉

器 . 是肉λ1玉器制品比其他材料的制品更为实用和经久耐

用 ; 同时他也非常自豪，因为宫廷的玉石雕工所使用的玉石

(包括上述两块巨型雕刻)都来自新近H入清朝版阁的新

挝。 闵此 ， 使用这些玉器也是清帝国的军'ß征服和胜利的一

种艺术表现。

íil 18 世妃娼行欧酬的一种应草草饰、宫内耻 i t 、拴翻lι术风格.她饰品

悴事且章杂过于精巧华丽0 -一撑轩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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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降还收藏 J' 大r.h高如 u铜器、漆器、法琅、Jit硝6fl

llJl、才在具、钱币和欧洲忡表这样的奇珍异品 ， 经不赞l1i ，、
人人

所周知，乾F非非常喜爱欧洲的掉在 3 如果钉西沟宾客的来~t

京佯ìli乾降 . 争tß者 t 吊哩!也iiJo丁二人给他有?一些西方的新，鼠:钟

J占 411:L. 这间人才?恰乾隆的却f上往是 些具有白囡咸丰在di:

X i \i.足欧 i州 阮忠'非中的平国现恪灼物品 店 l-'t并íI':真 ll-. (f.J 

艺术占11 . 儿古拉fJt人悄地 收隆同付出愕欢JT趣哪些专观f吁 ，

ì I 人将 削忖抖Jr应成，Ei世材叶的形态 在n将玉器盼1号行，出

:'机像足自制24 4!Z斗32器烧 3:t戊徐恕的 t1'子.或 1ι扫!JE歧

f离制ji~~器的吓人 ft7111 价 比1岛lE- ， 乾院ili命人tu

'气寸'物 月号人小的LJIF1画 (j):IP lrmnpc ' I'tWil ) . I叫中描绘

的 14l号叫、以!织或 X足身 itJHH j:J 服 i阳的 I'[kl ~正在执邸'!l闲庭

iZ步乾阵之~ti:.让他的'盯住Z 人(千l 几商人)尝 IA新

的 L .-K IX\格 . 'f1l j主吨艺入 t1此也做出二职傲的 1"1 R 就此巾

二.屹f革3才朗的 I 艺成就 uJì胃毛与伦比

坐掬世界

乾隆是如何获得这么多宝物的呢? 个珩瑟的途径丛通

过赠孔 . 其中有 盹来自画外 向; 1761 年的一幅绘画用 ，

J~们可以后到 . 在三节目B大 . 来向外国的4月 ~i"使团正在向y.常

成贡，因巾的人物I贺带 Iλfll的 +L物 大部分礼物都用布包

悔， (日也有'吨不1.'.: . ~日象牙.骏马、[í<背上|兰人:的 I阪丝宝

监 IE瓶以及珍贵的:.il 11j吨而在国内. ~pí串1、I收藏的热怕尽人

皆知1 0 私人收战家会将他们认为的职 t定会再欢的绝i*珍品

进献给皇帘.而他们本人也会因此'祖徘乾院的青睐 每帘大

刻之时，各级官员必须上书庆贺.也是很多官员进献礼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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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仔时机 在乾隆的七十大寿庆典上，一位钥鲜使臣亲眼目

赔了这一繁忙;的场晨 ， 他注意到 . 光是军载的礼物就有三万

多车，让他极为震惊 ， 而人力挑送戎足出马匹、骆驼驮载的

礼物尚未包拆在内。

9'i隆还有其他 些获取宝物的途径.只不过在此类途径

中 ， 人们的参与热情就要大大降低了 。 例如 .. 捐献"， 如果

某人拥有乾院所欣赏的稀世绘画必是玉器 . 申í~I/.:就会暗示此

人可以将这吨藏品主动 "捐献" 出来。 在某电极揣的例子

中 ， 一些做官的戚家冈边法犯罪而被皇帝抄家 . 这时.皇帝

会优先从被抄家寄的传家宝物中挑选一些 ， 以韦帘其宙中藏

品。 还街，如果另IJ无他注 ， 皇室也会从私人手中购买 -些藏

品。 总之 ， 在乾隆统治时期 ， 毡'中藏品得到了非常迅猛的增

长。

如此众多的珍宝流入皇宫，如何对其进行妥善的记录和

保布就成为一个主要问题 。 乾隆'言中负责监管这些艺术磁品

的官员投入了大树的精力对皇上的各种藏品(从碗和青铜

器到砚台和贝壳等)进行描述和分类。 他们对四种主要藏

品进行了详细的编同 ， 即佛教逝教绘固( 1744 年编囚)、青

铜器( 1749 年编自)、世俗绘画( 1754 年编阴)和咨器

( 1 775 年编曰) 0 1793 年和 1816 年又刊行了 H 洪补编。 每

一个条间都对磁品的尺寸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对于三维物

品 ， 会附带绘图以便确认。 如果藏品本身刻有恃作 ， 说明中

也会予以记录。 在蓝蓝品清单中，每样藏品都有其编号(今

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藏品底部粘着这些纸质的小标签)及

其在寓中的收藏地点(内部都进行了精美的装饰) ， 以促进

行盘点和防盗。 乾隆对于戴品的安置地点要求非常严格 ， 对

于每件藏品置放何处都进行了精心安排，绝对不能容忍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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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启，~改换。

这盹详尽细敛的时录反映出此院的一种近于偏执的 itl

/* 他想拥句整个世界，至少.!2tH:弘 L一切东别的 比降

1131 这就好像iat乾降~ι繁禁城内创建 A--. j敬缩的价与平 这

运ZJfF变之 F的一刮IJ求 ， j[白日「目iJtox沪| 皇权的扩张导货

n在>r' 阳吃 F 的 h 吻' 的嗦吻似的涯'巨 ， 而在 Irl I~中凶 .

, 1 '央仪力的扩张选轨 í~itF丰宫、拿大的 lE生絮收藏。、'í 然.

树苗的最大区别少了.在拍击中 ， (J公众 jtt忱的博物俯 "1~~

J性刚出里fZ1hl 吕 d vtJE( 占2足的 J止城市 lG阶级 )LKJ tι1'1' 

H 电 ， 妇对' Jf fl斗、 -zyf、 1十 JU~fI"必川 Ix~fi 于 fJ 仪扣'

人 lEItliH11ztfl zi 'lit 与阜扩收级luJ ~t {+冉的也fJ .JH，.灿l

t也较小的私人I!\( ~~ ， (rJttt . 1'1 rl 20 i时" 20 年代 中国才的

忱 liJ JIj! f 自i 23 众 l到 J [T1'j:磁rz的 1'II:'>:

文化之施主

争ip辈在其统，台卡jJ蜡!曾说过 . "人尤 1，气.即 λI 粗俗' t . 

市井气 . 而币、纠 T 才大夫之林矣 " j:J了 hX 7:J 名令格的文

人 . 除 r费精i!lH寺函、忆;去之外.乾仰还必须要通晓 I~~

这就窍安譬如两1]丽的句:只 . la2 飞的内容 是作白吃物

的 15治本身

在日|司对待绘 IIHJ -样 . 乾F在付 r凶书收藏 tfri- 俱来的热↑自

it定了他必然打1lfl 大陆的藏书 乾隆即位之时 ， 'úliJl中S i.2

然平少 ， 他在此 J，l ílll之「又大大增加了自中藏~数蜒 ， j1S命

人古「丁毯造房间 F以储fr.和保护，仔细绚iT 45 t,j rÄ 单 ， )事刊

行了'由中截拈 H录，乾F辛收藏的最t:~的问标是宋代的精 Ilf

珍本 ， 那时正是中国印刷术的第 次高峰 ， 不过，乾隆对 r

170 



七立化巨λ

t盟集元明时期书籍的兴趣也很浓厚 。 此外 ， 如前文所述 ， 乾

F草还积极资助新祀的刊行 ， 尤其热衷于由宫中刊刻书籍。 皇

帝的这种兴趣与当时全国日益高涨的图书出版热潮可谓制得

益彰 ， 而当时团在价的印刷技术和不断扩张的流iJlj渠边也导致

人们对经书、历史‘ i斗歌、戏剧、故事、小说、文集以及宗

教等各种的籍的需求日益高涨。

就文本而言 ， 乾隆的早期教育U经λ1他华:操 I~本的内容

打 F了良好的基础。 如果想要真正 f解历史和哲学文献 ， 就

必须全身心tQ人到这些经典之中 。 乾隆实现这一同标的方式

与其提高艺术修养的方式如i:l:l 辙 如第二章中所述 ， 乾除

每天都主:HE-定的时间米认真阅读并进行思考。 除了独自阅

读外 . 乾隆还要定期听取宫中那些博学鸿儒i井投占代经典 ，

他们一般会针对fJlj先选好的一些文章进行讨论。边过与这些

博学鸿儒的讨论 ， 乾隧口I以从中获得很大的启发。日益自信

的乾F革开始详细讲述一些重要的篇章 ， 强调道德品行和统治

之间的关系 . 忠诚的价值 ， 以及如何通过严格的社会等级制

度来实现社会的陕序和繁荣。由此， 一些重要的经典解释得

以再刊 ， 其中包含他的最新ìf.注 . 可以反映出皇帝本人对政

治哲学和历史的理解。 此类出版活动均始于 18 世纪 50 年

代 。

由皇家干IJ行的经典及其ì:J1注 ， 融人了盛ir'l n .j JPI 占据主

导地位的理学的芷统观念 . 促进了对经典的l调释。 在接下来

的一个半世纪中 ， 它对准备参加科毕考试的年轻上手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 约在同 -时期 ， 为了让满洲生员获益 ， 乾除还

F 旨规范VY书五经的满1吾翻译并对J占全部予以注释。 此外 ，

他还刊行了诸如《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 ( 1767 年)以

及有关明代历史( 1775 年和 1777 年)之类的著作 ， 阐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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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 j 历史的见解初的制统治令fk性的行法 ， 这":\ -fkfl ) (f H可

I商几章已有论注 J i虚cl这些方式 ， 乾F革对白罔传统绘典的大

)J交怜他得只卢?毛远扬

这 句尤u:体现在规模恢宏的〈阿庄全 tn 项 H 上

III n-t书籍和支年的 fJ 近兴挂在 乾降荷垣 nLl午全归}能

够取'飞以前所育的丛书 . 闷ra，L G所 fitif寻收束自古以 iF 立;

献. fi仓Jtf，j;裁、 IIH\.刷篇幅 . 部号召编然权威的健安 在此

前将近IJi f 守的 E剿，Jj t 巾， .又、屑、卡时J9i的前王. j r <t 
II~ 挤的奇H骂4h'， . I生j命人收 1在 f' '1) 印了 {r 世的!可rff 11 11\ 而

(1'" 14 今 j';) ilT沼乾降11: 传'且扛让球中 [P; tH笑失传统 h Jli 'hZ 
iil 的 I i.)~W:献 .|4 日 j 句:止乾附 nc强臼 E二仪 H f巳 1"' j主 ((a 」 止

f.m - !~j IJ It宇:-fJFE ."书';相吮JiJl主十让自哇币的肉面， >牛 l' , 
~JJ II特征1.，1 ';1， U 1.[ 联系 l .,(l!è t!:l了 I '比 E割的文 H允1什 "

《阴库全书}的缩'耳历史充分 l住阴 7仪 J] 付 i 书籍的在

'lt f乍Ffl '同时也揭平出7皂仪的局限性 门营 i，L，L后守乾附

一直敦促地!J'ú员留心当地大户是否战右唏且~ t'ì11l, ~'H':!J'\ 

圣Fa iL否拥4ZLZ立撰有值得户 h流传之f'F ;且是，只有少数

地方'只员对此有所fYi.应 1771 斗.乾隆再次下民征$稀世

f古籍 此次亦耻唯我地方宫侃的积嵌lill r.\i 0 tl到次年 ， 歧降

;)'~二次卡发严二j . 1俞白 !J ，BI也官员的关注和议论.有人提

;,01 (，且，)~ !(典 成 ir修 lJ 1阜干括主义iI含申iF峰之意 (7j< 

H、 λ:ø~) 编 T 1 5 世纪卡!l Q饲i\:;帮一位阜咐本月.帝统治II-t均!

由 J 1t 11 日以及其中收JJ!: fl 许多稀世因 1\ ， Udf.大典》随

伺为 Ai价之凶书宝库， 4u果不足《取乐λ;典)很多罔拈 uT

能早已不存，但是 ， (，j<，乐大典》只有什、副本 . 且错1J，\白

tl:!; 1E木目1)太多毁于明消换代之际 国此 . 消人认为在?要对

lt进行修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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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并没有用自己的年号米命名这一丛书 ， 而是根据正

在修订中的这一丛书的结构来对其命名(四库指的是经、

史、子、集这lilj f中图书分类)。不过，不久以后. (四J$全

把》的编~理念就发生 r转变 ， 编:a:.!l'不再满足于只是对

{水乐大典》进行-，些简单的修汀 . 而 j牛计划将 Jt发展为

l'I!l更 λJ全刷、质址也更高的从书 以 F 是与《四库全书》

fl:辑相关的一份谕白的部分内容 ，

今内府藏书，拍架不为不富 ， 然古今未著作ζ手，

无底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 ， 正宜及时采集，

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右主ζ盛。 其今且省督抚会同学政

等 ， 通伤所属，加意购访 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

间无用之族谱、尺牍 、 屏悻 、 寿言等类，且其人本无实

学，不过蜂且驰莺，编刻酬 f吕诗丈 ， 琐屑元当者，均毋

庸采取外，其历代流传 1日书，有阐明性学治法，是盖世

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 王若发挥传，主 ， 考核典章，

旁暨九流百革之宫 ， 有梓实用者 ， 亦应备为现择。 又如

历代名人 町 泊本4月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 ， 及近时沈

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 、 陈事且范、任启 i革、沈t章、潜

卑，那各有成绢，并非剿说、尼古可比，均应概行查明 。

!i!帝在 i俞旨 r I r 还说 ， 官府应以合理价格购买囱书 ; 如果

系旧版重印 ， 政府应支付印刷费用 . 如系稀见之作，必须仔

细誉录副本 ， 然后将原本返还搬家。乾隆i俞示 . 第一步先要

握欠一个书目 ， 送到北京汇集核对 ， 然后再做取舍。直到这

时 ， 全国各地辛勤的官员们才意识到皇上以前交代给他们的

任务是不能惟卸的。 各地官员随即开始职极搜求各类图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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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 15>的征1品和编修 I j乍M;于 177 3 年 ， 主 1782

年完成 ， 前后将a.j九年 随后的纠 i5l，苟1誉求副本又作续了十

q.. 1 792 作 17衍以 'li [ 参与 ~~IJI初审杳，的官员 fj 敬+1'，

之多 ， 另有火量立人负责对内容进行l划 i主、编辑和核讨 这

土耳官员每天安枪丘吉妻与《阴库全 1>> 抄写的 1 400 多人所抄

求的内容 这比人冈líi长 1;;注 rflJ被这中 ， 每人每夭哥哥.-Y'tt抄

1; 1000 多 F BFLF章也会约占骂。可7;'门负责监侣:' (四川全书}

事仰的四吁全书处叭 i王任的文-~.l挂 t丁i.L* 11口\R j也 :íU1\! Ú í1 
jn)1'七 Li拚lι ~i 二号-1 ";Í" ')、黎的监管冉的{书 1* . if 将立衣飞i.1:~

位 I飞 {抄 LJ 11 ffl\ !止 1 号的 ， 每 n l.líi4. 货 f白饮食，所以卡h

lJ 汗水身拌 U+'K "r 吨-If1I峰)!i".i.忱戏 h P'-J {I'叫陈个 b} 划

fI~ f , 人 ， :t (", I，j、人典》的一的 . 民们 36000 'fi:. 470 力

t扛.大约 3500 ，;，条门

C IJ ，\';盘)

( (1叫咚今书】的电 F版'南r 'fr: 167 J;t 

也口[司其'也üM 日录 吨.乾降-也吊哼J ([1叫库全-p;)能够

}j j旦使用。闲此，他 l早抖编篡-些与《川军全朽》机!关的配

套书籍‘其中 个 l止《阳库仓书息日键要) . 对 (pqtt全书》

收录的所有书籍以及敖于本未彼其收录的书籍的~Ì1Ìt和提安

进行了介绍 另 个足《四库全书简明日录上这两部:去注很

快横刊行 . jH !,:,; (1'4 rH号书) i司于简!I草庞大而无法 i~J 毫 1]. !i".i. 

后只抄写了七部今大尚存四部每 部棉被收藏 fl/f" ，沟

J t j 主毯的tI!筑小 J~ T防火 . 这吨也i孔都向砖块而斗|木头也

nX: . )中共有良n的il且 Jii.、司马件，以防;1.{ t 1 和发布 Jt 中 l'叫自ßj~':

{j.于北力的粤东民所 l 其他三部分别1&藏在扬州的文汇喝、

主 即fn 卓耻的立帽阳.且'阔. f:' 于 r侯德的主n<闸阳位 1 忧汩的立帽

闹，称自， Jt四阳" 评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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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文澜阁和锁江的文宗阁 ， 以方便南方文人使用。 直到

今天 ， <四库全 In 及《续修四库全书}仍是研究中国古代

文学、哲学和J)j史品为倚苇的标准i共 1 ，

我们很容<M将包罗万象的(PY)牛全书》工程与同时代

法网的百科全书项1=Ii!t行比较 . 这就直援引发出一个问题 ，

民iJ乾陈国何安开启{囚$全 t>> 这样-个U大的工稳9 究

H1hï肉 ， 起码有PIJ ),JA .it主司主要的 '点我们 l .(-f 1:文已经谈到 ，

乾阶希望在儒家圣人殿守主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 1772 年六十

/.i辰庆典l:，乾隆似于已经开始思考其身后之事 ， 这样就可

以解释他为f 1 么坚f守党;在十年内完成《四库全书}的了作。

他15 识到 ， 如巢|颐和l完成 ， (四库全书》将会流传千山 ， 而i

为了确保他可以打效监管整个工程 ， 乾隆当然希望能够采眼

凹陷最终的结果。 第一个原因是 ， 乾隆希望借此增加他的藏

书n 虽然皇宝藏 1，量并不少 ， 但在某些方面仍然不及江南的

岳名截书楼 ， 它们的藏书已经历经了数个世纪，且奇迹般地

逃过 f火灾、恶劣天气、战争和人为的损毁。

稀图书(乾隆熟悉其中很多著名的藏书楼 ， 因为南巡期间

主人曾向他展示过) ， 虽然也 rF无法拥有这些精见之作的原

本 ， f日最起码也可以借此拥有它们的剧本 ， 这必将会使jt藏

l\成倍增长。 f乍兑l 天下之上 ， 乾院希望能够拥有天下所有的

书籍 ， 以备随时瓷1句

编篡《四库金 t>> 的第三个目的是为义人提供精确的

文木。 许多有名的E-ili由于经过儿代人必泣不同藏书楼之间

的传妙 ， iW:存在凶多错误。 有些 1'*在已经不可应免地出现

腐蚀 ， 严重影响了时人对其之理解。 白《问库全书}所选

的书籍 . 都经过了博学之士的仔细瓢逃 . 这吨人可以将这些

文本恢复到他们所认为的原始面貌。 事实上 ， 这正是(Vq

175 



乾陆带

;牛仓 g) ~台价值的地 fj之 - u f且足 . J 虫C Ú;欧洲 ， 巾丁·

在 1，;11击1理 Fl-t (圣纶}某些Ìf'-'幸的不同解 \9:从而导致纷争

拿下.在巾围，对传统经典文革理解的正确~命也导玫对伺

l冒" íF绕恩怠。户尘了争论 而其背F隐含的则是关 rn

可141:啸的严帝分歧 jlfl过给皇帝捉供权殴的版本 ， <凹的句

1 ') )日扑对那岛{~{ {j争议的文本或电也以J'jl解的文[: f' 以

呵'好水i忽地解决 现气有些学占 lf 小认 rn] 乾阱及!也于 1、义人

'~T i\, (tJ !{ ~主自 I的照 4且 也不认为他们的|咽府就 42lt 然

/(1) , !也 l斗 I白? 这ι1) H电乾院时1\)J 11'.'克思出的立术Ll足e;吃 11年 J

\ i \ 叫 l斗今 11，}这JIJj r 色的 札附lí!JJ VL 

"文字狱"之讼

编. (1" 阿全 1，)的事 r.~ /'-..也电占主 t. i、日 f " !Lm 
:JJf销毁、')rf) ;盟有I " ;j('眩目id 岳作 。 满 í;ijl 人人 1 j> I~l 130 年

们，政府依然敛1) r 此 . 表明此日，hZ人~-J的制统惰的态!fI仍

然 i l:i芮 iHi椅关 f( J 郎i惑不安 130 年或11 日 I1司创长 ， fH 以想，

鸦片战争fI.l英法联军劫掠困昕园距今甚 ti更久.却JfI]给 i午多

人留下 f非吊; fh -~.的回忆 ， !1;;1此 ， 可以hfE的民人关与明朝

白面?对于汉人心理造成的巨大冲击.这种历也 [ul tt !'t到屹降
1 i 1 期以jri仍然布在

从乾口市早期的l俞白中 . 我们发叫他从 汗始就知道 . 对

1 "桥、 i[俐的但求:ìt!协会导敛针对 i，木悻j面的l面蜒 . 也 l'i 斗也

会出现以 il " t理夷"的争论 ω 闵此 ， λI fìl 战书来尽快上

交图 4S . 悦 F降:1'， f保:t< il时l证巨不会1对、J忖H他也们1进茸 t斤于{仔于何1惩z罚并会尽快州k检全这

吨|恬§ 尽衍白仙H此 . 肉各省孵佳京城的各种阁恬陆续i远基抵μ叶

的六个月内 . -J在有问题的书也没有发现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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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 年秋天.皇上开始有所怀疑 : "况明季术，造野史者

在毛多 。 J.t阳j毁沓任意 ， 传闻界i司必有诋触本栩之 l目 。 正当及此

一番查办， 尽行销毁 . 址遏邪言 ' 又 i兑 "此次传i俞之后 ， 复

有隐讳存留 . i! 1)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 日后别经发觉 . :It 1在转
不能谊。 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 " 这些话似乎对地方官员产

生了极大的剌激 ， 儿周后 . 皇上就开始收到他所撞到的伪妄之

|3 ， 在楼下米的十年中 . 很多被认为触犯消廷的图书被发现并

饺毁。 我们并不知I泊在这 时期被销毁的此类著作的确切数最.

最广泛的一种说法是大约 2则 部。 因此 t fÜ然乾F革命入编燃

《四库全书》的初衷是随集和保存山今之阁书 ， 但它反而亘fi

导致许多本可以继续流传的图书遭受了灭顶之灾。

在短短几年中 ， 对伪妄满清王朝之书的打fJi行动愈演愈

烈 ， 近 F失控。 官员们既担心无法取悦乾隆 . 又害怕被革

l!R、 . 因此凡在恬中发现一丝的问题 . 就会进行上报。 这一趋

势获至使得有官员将在中国已流传了几个世纪的汉文本

《古兰经}上报给了{四库全书》的审查者(皂上对奏报者

进行了惩处) 许多地方低级官员因急 r向朝廷邀功，以莫

须有之罪名将许多无可互之人也牵扯了进米。 在这种日益疯狂

的形势下 . 4些拌通士绅家庭遭到邻人 liß告 . 被指私藏繁

凹 ， 导致这屿-t绅受到1占疑并因此惨遭厄运 那些诬告?J则

得以从中牟利，通常是得到了他们的回产。 乾隆的态度亦与

只先前的宽伫承诺背渴而驰， 在 50 也与此有关的案例中 .

能降下旨将这均被{也相!为伪妄之 I~的作昌(及其子孙)、收

藏者 ， 有时候甚豆豆还包Jli那些干1)刻者均以~逆罪惩处。有

吨人往往头是因为在诗中i员用了‘明 ' 和 " 清" 这两个字

而被曲解为有谋逆之ZE。 只要卷入其中 ， 所有人那会遭到严

厉的惩罚 · 处死、流放或发配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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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 世纪 70 年气后期和整个 80 年代 . 焚 l'i以兑付那些被

庭旬 f:ú向思想的人的普M迫育行为，呼致全国气氛高度紧张.

乾阵也冈此被白人认为 hl 一个小气、[电守和过分敏感的独裁r， .

他对文学 'JJ务的干f<Ji导放了 场前所未有的文宇llÃ，有些人民

主l人J9乾建造成的这种恐怖局;m序和l:r恩节、的创新 . 并使得中

国思，但如文学史的自协'~j挂在发生了偏骂 3 伍他们看来 ， 乾隆hl

J个反的l人物而非英雄 . fii绚fi: (问库全书}ttl牛屹阱 ilt iî-大

划中坦宜'J K哲汽初文学破坏Jb.均的幌手。

H帆 . i'，事末公亨的判罚 ile E打 n制延的tk EJi丘付的

1 fl1叶 . .曲'宁也 fJ)..; f,l [到 5锁销毁(很喜 1，今Á.仪 (r H 名) , 

ilJ这忡卡能1吨印。[5的欠缺!锐的市 :dll到了乾阶乍人的J让白

宫女 1 .1780 ;P.f 咛兰有人上会提吐必仲íJl ix . (U Ælí' lj )' 

屹阵的拒绝 肉此 ， 灿惧 l人王J乾晚从- lf始就 Eljl且又1 纳f{

《四11'全 1，}束对于F木电l 立学的发!回加以中-t吨 ， iEJ止有'k公

?亡的， rfnfl. 如此人AII刊的ZE?因 13 . 虽然511乾降的报ü心

理有关 . 但是 ， 底层宫门酌然↑古柏!!l[-'L.A及地盯上发生的那

盹匀地 E士绅相关的琐碎纷争至少也应该承扣 101/村的责任

当然 ， 乾隆本M在览中旬所('F均 衣过 . (也7ë )J 对fj[5哇文人

illi过坑 Jl 仪术米 lATLA 人或是学也目的佣人限:t;11 的'吭吭

(同H. 开始他也唯以占，! rJJ ('Yf牛舍M 这-!lÎiH) 也捉

~H飞们，征 18 世纪的 1I 罔 . 即使 j止在申H走这样

势的'，YI 土的统治卜.但仪也Jf' 1，是七限的。

学术风潮

f，[世日lÍt强

{f吨人指责乾fh!者扣在9~阻碍了学术的创新，这 - (Íl]翅(ú

i导 P.:古 J f'以特别的关注。孜们发现 ， 乾F奄阜常介入γ术之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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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更重学遭遇严亟危机。 朝廷支持的《四库全书》这一项

目 . 非常强调忠、孝的重要性。 这一派主要依据的是以朱赚

为首的一批宋代文人对占代经典的l洞释 。 而朱燕之学贝rJ是必

T某些版本的 J， 代经Jl4 . 他认为这些版本最接近孔 F和艾A他

早j饲哲人所使用的经典。 至于自主单的这些经典真栩如何 ， 

ïi存有争议 . 因为它们已经毁于公元前 2 世纪的秦始皇统治

时期。 汉代的学者恢复 f这吨文本 . 而宋代的主任殡及其弟+

使用的正足这些汉代的版本。 但是 ， 至 17 世纪时 ， 对于芮

代汉语的形式和发好的认识相较于 12 世纪已经有了妖足进

步 ， 有关ì!一领域的研究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宋代理学

家所使用的那些版本并不足信。 这一派~渐内掘了 j二凤 ， 他

们令人信服地指出 ， 朱费理学最为俯茧的{尚书》中的一

篇其实是伪造的 。 这就意昧着朱察和其他理学家的阐释相应

也可能是错误的 ， 而全部经典都需要重新进行修订。 因此 ，

整个清代学术界就分成了两派 ， 即支持传统朱照理学的

"宋学··， 以及 " 汉学" 成 " 今义 " 学派 ， 后者认为他们掌

握了必备的语言考证工共 ， 可以深入探寻那些古代经典的真

正含义 。

在编篡{四库全书》的过程中 . 由下每种经典只能有

一种版本被收求其中 ， 两派围绕对经典的|咽持和认知而产生

了冲突 。 编者必须做出艰准的快婷 ， 他在他们内部也存在分

歧。 由于钥廷认定的供士子参加科举J号试的文本ß: ffi :iE统的

"宋字 ' 一派编篡 ‘ 我们可能会认为最终逃定的经典必定是

"宋学" 的版本。 而否在实并非如此。 因为在经历了艰苦的学

术付出 ， 尤其是惯写总同提耍的中层官员中 ， 很多人都拉欣

赏 "汉学" 考证之法的年青文人 . 而 "汉学" 在江南的发展

是为繁荣。 "汉学 " 派在《四库全书》中的主导地位最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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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t>: t改变了此后清朝统r台思想的明建体基调 d 因此 . 此1f t正

Jt泣降统的时期的 个做妙i时刻 ， 为 f"6角保帘罔大业中的国

叹利益与文化精英之|同的iF惜 ， 乾隆必须对两派的十和J)IIA

ì~租

吐， J 明1ll受到fJ压 E口宙飞变此在响 一比于 1号将

4万f t 在1南京《阴!丰全于"t?， FH!t安》 扣的:人'势归咎 F乾降

的同 11.手段 不过 . 4: 央仔细|南 i1、创俏 . {~fil就会发现.是

k内文人'1ι tJ lll:~立 Ih . [而非统1:辛 .':>:人 'j:í飞· . 申íf草Æ在

向lltf也 I1 1 I 土\( f~ti' '-1 之凉 气以t 此战价?丁 fIE鸭 i)X 今 Z约

J-zf民 íJ'J 划， ， 叫'也j11抖也 1'1. 1f将争 Z当 T 1< 1 沟 ifvf4 . !旬 d ，

1也 iFrkfJ"42例|句川 'J 派成此 IfíJ二}， (例也全 In il' H 
vl r tJ [îl\!!. , 'r '巳 . /，、中也的科~'八 i 它没 (j!占 $4〈 HHJιnf'

号'甜的忖气 辰吃 . rt I ì占比仨片':啡，tf主萨纯用的 iY.. l 求所升

~ ;的J1，)fil1全 41. 导 4-44 ￡ 41 界 1f 18 1" 纪 kf耳次展开 '['ii' . 1主

<J f 充满纷争的 19 甘 l t己的中 1<1将会产生 n~大的铲晌 l 屹降

e •1'; f吉、 Z K 句岳:芹的、飞边只Ft被 irií 'f!. {i- !j克是 " 飞J 艺术

1m ~二术'或ti 为汩 1只而知识" 我 4{ ，应该将他i't:J ì.ì!;忡兴

边 . 连同地对 F巡游去口 l到猪的热爱.都饵均{也所追求的帘国

统治问式的-部分 在这种统治悦式中 ， 常王大汁应该掌控

-切这也反映出了乾降付tt统治的世界施加命令 (Æ "1 

扩!眨均所有叹)的欲哇! 。 也口问价望能够巡查全国的每个角

泯」付 屹防也椅也能够对艺术相文学创作成行考察 . 以了

解H臣民的创选能}]JfWJ ←自己的 iôl lJc 总而 J之 这反映

出段;阵的-种普天之 r" 的趋向 ， 这 点íH J{t' 乾降统

治的 tt他 Ijïlii 已经 h 所了解。

1日是一切J并不仅限 l二此。 hf实现这·目标.申ii陕牛;人

必须掌握某些知识戎足技能 ， ;fi' /il l J他在文化领域的二， i在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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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分缸。 换言之.正如l他强调满洲旧远的ilí:'l)!性时 ， 人们

就希望在他身上能够体现出JJr\比满洲素有的男性之德衔'市才I

能力，那么 ， 在他支持以人文人所钟俏的2术、文学和哲学

价值时 ， 人们向然WH;'f乾陆能如W'"入一般行啦。 闵此 ， 乾

隐私仅希望入们将其混为文殊菩萨和尚武之王，也精埋在人

们的心中 ， 他 14一位能遵循芮人之道的平:宅。 他对泰山的朝

圣，对毛宅的使HJ和对书法的理解 . 对艺术、文学和学术传

统的掌握 . 他的历史修养 ， 他的虔诚草心 ， 所有这盹结合在

挝将乾隆塑造成一个儒家统治者的完美典范。 编篡新的经

典从另 个方面l显示出他tR消楚如M成 /g一个伟大的帝王u

在现代人看来 ， 所有这些看上去都是-些过于自我的行为 。

但沽 ， 中罔的帝市IJ历史如此悠久，乾隆作为天子 ， 对内己的

合法性又颇感不安 ， 因此 ， 他自然竭尽所能以使其本人和皇

仪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 我们对此是很难进行谴贞的 。 乾

隆为此付出了品大的努力，虽然最终只JL短暂达到了他所希

望的高度 . 却创造 Ij1 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和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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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的 lfiíft， i<'t 'rï ,', J币二ZE41、I 中JJ革 hipY !Ij:，!'0 ': t、之二 r{; ill. 

t 中4

i r '1[1 芋|非'hf ;1 坠入ff f~ ~d J 'f~Jο.~ f 主 H平阳台立.

1人也做乾Pt:i主悍的Ji 刽乱， Ef用句戎是 fiOLw莹 ml fJ 付 Kt个恍如的

! I i在 .乾院也划1莲在洁明之队今{r{f j'f也 t亘古f tE 

GI t 、 L叮咬口lUÝ俄罗斯 而且也 ili I击楚也对r，占盹苟安根丰

没有丝也的怜和j力，l 占 乾降承认其他国挺的生h ,'L{J(i:. ， 这

点土zj成占!巴户之类的证q~苦的{μ 念颇为卡|叫 . 正如交而与

欧iilJ rl' 恍纪的那~兰同+.句*-皇之间的边ff ， ~r.iI .成占忠if 斗吁

全世界栩栩为此统治泊f，I ， f也确 fJ ， 虽然 l在电国以尚未川人

tt帘 i 吁， fH它们此将并人 可以说 ， te撒)，命有l~历 tlJ大人

命也仆fJ λ;你绝似的现 t!1 . lλ j) f也 fJ ，的领 E 并以 11 "大j食"

i!1 界 . 所有地打必将会n 1 ，昆绕J台之 F 在那个H.l{\:' ， m 少

11 人能够对这种天 F'I\!形成挑战

然而 ， 如If乾院生活的时代，情况L2人小一样 此时的

附属1 . 边猫t2然封闭，疆界已停;\:lj ):Ë， lltll 曾给 1世过 丸

仲|岛 ~lj il'J之广 ， q】华处百分之一\ 民降对这句lst 无疑非常

熟悉。闵此 . 乾降的 iI世夭下观( unÎ\(' r:-.u lit) ) Hi孟 11] r-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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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中的那些小的领地 ， 这些领地中的统治者通过书信、朝

黄以及册主72牙形式 ， 承认清帘的至上君权，但是这种原认有

时仅具有象征，亩义。 虽然乾院在有生之年没能右主11前近代至

近代初期的领十-概念和主权观念之间的矛所发展. (同忌 ， 他

对如何更好地处理清朝和其他外国势力之 |同事务的设想 . 奠

定了 1 8 I韭纪初 19 世纪大部分时期处理相关问题的基调。 而

、']这种处理方式最终出现矛盾之时 ， 也给'1'罔带来了很λ;的

痛苦。 孜们也许会间，乾隐究竟是如何看待清朝之外的世界

的?丑、I下他所生活的 18 世纪的更大的世界 ， 乾隆又了解多

少?在乾隆眼中 ， 应如何构建同这个更大世界的联系'1本帝

将会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 这可以让我们桌好地对乾降及其

帝国与阶界各地的陌生国度和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交流予以l鞠

籽 。

外交关系与朝贡体系

人们已约 f解了消帝国的捐城非常辽阔 .jt古:jji t 远远大

于今天的美国领土 O 不过 ， 在清代帝王石·来 ， 其手持网的统治

范围甚至比这还要大。 比如朝鲜 . 作为一个忠诚的属国 . 人

们想当然认为它应该忠于皇帝 ， 正如乾隐所说(当然 ， 并

不完全正确) : .. 朝鲜世为本制臣仆，子在草都叫 1 至为貌小。 "

在 18 世纪的一些地因中，也忽略了朝鲜独立于 fti朝的这一

事实。 越南同样如此。 此外 . 遥罗、老挝、组i创 、柬埔寨、

琉球(现在的冲绳岛上吕宋和苏禄(今爪哇群岛) . 中亚

的-些民族如]哈萨克、布鲁特(即伺尔先;孜)、巴达克山以

及 1 759 年以前的准噶尔，也都被认为处于活朝皇帝的影响

范出之内 。 但足 ， 精明皇帘并没有对这些国家实行直燎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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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台.也就是说 ， 并未向这些地方派驻r芮朝的官员 ， 而且如果

4、是迫切的战略需求外 他也无意对此模式!m以改变巴比

如 . 1 754 坪 万:1*国王曾请求乾隆恩准苏除 if 式Jt人咋li'l

版习 ， 把JE惊肉人也在式纳人清朝的户籍琶IG制度 乾降答

tL无此必且j . 因为 " 11;国之+地人民即在统'倒照l悔之内 '

l;4咛'i 'f..岛龙卡的仅力 叼 皇帝与上术的特殊关系 ， 皂咐rr

li市的立明和经济力量中占据的品品的卡L仪与政治地优 . ~

比比~i~l全Iif广泛的收认与赞誉 ， 同时.乾降(t:品、iW、东riJiW

以屹， 1叭1. .w ì1f 也 γ~i日内的成1旦、这一 ' 1 1 尘(j' O" lJ rti 训|刊的

1 !iJ咐' t f·:到队 " L 界行 ß.J ~萨市 <(t ~.久以分 !rllJ 、任 l垃 H 

i也- "兰 A 可 11 \且 JJ~ 片 . 1fTl TE 中占l lp 也的就!止 " .(( i~J " 
( ('Î\iliZ f'd) I :Í "'野峦.. ( unc川 li Z'd ) 二'别人所谓‘屯 HiJ

人" PX ..义 It 人\是JF名义-lg EEf克兰 E J 亘人 f 的政治手n

立 It~而呼拟的 ;]1' Jlt:人. 好 ~U人 ，i!rHlci扣等援 J主 DIZ f.'恨水处

I 华夏文化;创之外的可1，间人 文明入会被给 f "L迎，野蛮人

Wrl会受到 1生辱相威胁如果对某些人究竟属 J " :<:圳人

还是 " 蛮夷 " 之列尚存疑问 . 这比人似乎ii且常会因此受(，Ii

我们也可以将这刘区别用为 h 内 " .. 外 " 之圳 ， 或是

叶f " .. W " 之别 如果:且目电视为 l均 " 的 Ij}-: fî il~ 事 . /JI\ 

么被训')" "91、·的 th吃则只有 忡 ， 可1\就屯在心认fZ箭的

H &1î J'(们吁以把1肯惰的身份t'J: J:l • '"包罗 jJ:泣的、 Jè限延

伸的 fr勾 ， (，这个EEF7之 F 有的人~li~中心较近 ， 有的人

则位 j 较垣的边缘 {fI ，，'1:多必少部可以得到他的 i饲护 )t 

中 . 也在此1t密友位于 l'心 ， 这一群体的地位作战'重览.也

1[~~~ι 而位 fj血缘( "-能是其亲属， [D. 安茅1I! i孟)的自1\

!些人 "fftl:会脱离苍巧的阴影，徊不会使这-1l'!' (~分锁 ， 不

过 ， 这可能会触怒泊帝，他们以后一且遭遇闲疵 ， 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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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m ft的中 国与tIt拌

重新回到帝国的;ÞJ翼之下的 。

缺乏因内与因外的严格区分 . 以及诸如 " 内" ..外 " 这

类字眼内在的相对性 . 有助于阐释在传统的中国政治术ið中

λl什么没有统 -的对外关系这悖的概念。 这 一!)1:实常常让西

/j读者感到非由奇怪 . ilffj且中凶的 111 界观存在某些缺陷，日立

足古生后 . μ且是非常闭关自守 ， 以空子并不关注其边界之外的

任何可Tf宵 。 {同战们应该 i己住 ， 这种泌此中仪国家的jf.式国际

关系体系(我们才惯上认为这址 '手l' ..标准的 " 国际关系

体系)直到 1 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豆豆 1 8 14 年维也纳会议

期间 ， 方逐步在欧洲形成 在拿破仑时代以及近代民族国'反

出现之前 .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网家之问的关系仍然是各个

统治苦之间所构建眉来的一种个人关系 ， 其中多数有亲戚关

系 毫不夸张地说 . 在处理与他困在国家层次上的关系方

面 . 乾隆所采用的框架与前近代欧洲所采用的框架大体上丛

相同的，只i主欧洲i有家的这种个人关系 . 在总体上要比中网

同外国的那种关系更加平等戎吝援近乎?} 在中国 ， 一个外

罔统治者与息帘的关系，在礼仪和等级上都更不平等。

通过这样的框架1日作广义的那种外交关系 ， 清朝皇盈帝边

吃起了与钢鲜间长、 i墨罗国玉、安仲]国王和俄国沙空等之间

的关系。 在这些关系中 ， 没有哪 }种关系必然会成λJ其他关

系的范例 . 而且，尽管沽钥努力以一种同等和标准的制度来

m待各国使闭 ， 但ß . 在对待关系远近不同的使园时，依然

存在一些以别 。 比如 . 就各国使凶到消钥的频率而言 ， 制鲜

{史团是一年 次 ， i握罗使团是两年一次 . 缅甸使团则是三年

4次。 而在 18 世纪 40 年代ìfj;鸣尔尚未并入清帝国之前，他

们每三年获准前往北京 一次P 这盹使团的首要目标是认同大

泊皇帝的宗主权，并获得皇帝对同己国王地位的认可。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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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陪帝

的司14个目的({f时候似乎这才是 lt 1't去 H 的)足商业力

丽的 因为出fll!北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贸劫机会。 f口lJ:贸易

最以及使闭规慌部吃到 f 定的限制 . 以避免其过度盈利

禾过 ， 在1f盹善于经营的使臣中 ， 以下的商业fT沟依然非常

捋遍 ， 比如朝鲜使臣 . 通过BZ咋出售商丽参 所获利润叮;.1.

i占 jõm~ Ji'1 1吏[jj费用的 3 句 4 1百 . 向这- '6HIJ 可1' 1民

欧洲与硝栩 1午外交心丽的 JitF tif区别 J，ÎÎ. 当 F以指出 -

UIl在湾朝的 iF;jE . 协主 jfo + tz包含 l占 k口探I'J世界 lH

'~ .恕 J 条约、 '31时 I 古之以的、人系之 t 人 (1 通前认为的[lJ

yf巾的 'j1 15- 均~ ífdH角 ct:二:tfJih 盹却发.【" ~I J 1('; 1m H 

U的说'iJ 细i . E吨，圣叹水旱轩，眨 JtJ、人 仆衍["王的以 P!快

式 flJtrt'址:1< illl:f11 足附带挝;5.jf|l l!' 式 ìd平的 fllJ 

分外 ZE 疗 lFl 丰， ,;,)] ~ mt 1，11.的寸-陪J 1,!s hfP;l帘砖见的比九 1 . 

此毛撞见 ofi旨在东~! bl, J!j 11 的电苦'*~ ri/t1 收仁 电 a.[. 紫光(创

(圳在属丁中丰i梅的部分仍J)接见外 t:约市斐炀~fr) r斗

争人啦，亡的刀~~. ïruj像.异国情，胃 SiJ战争凯旋场畏的印刷品.

以及乾院本人各 1'1 不同姿势的肖像 作为应大庆典的背且

这自然是， I中策略性的炫恨 这向庆典恨据具体活动可土览

分 j)四个步骤 叮候、陶射、赏赐以及饮食。

首先是专~ lJil民彼召见之人在黎明之前就必须剑i主

~'i I荒马县市的 jõl) 米. J函 d;需要等iuL f ，，、时， 7:1是占7j lxa .J 1间

的长短可以体ll\1.ll'他们当时在大 f 向前的地U!.高低@其次比

17 卡L 虽然同 λI "J: t:的目/iiì， . (11.足不同身份的宾客 li iL的动

f1 )止不闷的，有人只是有腿屈膝( j函.;;~只忌叫J' âk 人 . 这

问l'行于Lz;JJf午在 fi再 iE中称为 niyakurambi). 11 人卡脆 ， 有人口口

头(=跪丸叩 ， 满文为 hengkilernhi ) 冉次是近 51 与货吻。

fii使的姓的使自主随身带句很多于L物 ， 企剿!AI. ~.h韭辛给 ti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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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情代的中由与世界

这些礼物包括金、银、宝剑和珠宝 ， 还有一些在中国难以获

得的物品(如高丽参、犀牛角) . 或者使臣所在同的名产

(如珍珠、~习、珊湖、稀有的rn香、大象‘骏马和优质稻

米) 名太监会收下使臣的这KE贡品，然后将其中虽好最

珍贵的那些献给皇帝。 作 J但同赠 . 皇帝也已准备好一些物品

t! oo~使臣 ， fjj上是精美的玉器戎其他贵t在物品 。 þl:赐给使臣

的其他礼物，如丝绸、钢缎、瓷器以及上等茶叶 ， 都堆在撞

见太JJ 树侧的桌乒上 。 段后是赐宴。 在接见结束前，皂帘会

斗牛行盛大的宴席 . ìJ:来宾们品咪精心准备的美味佳肴，欣赏

厅乐并亨:受各种顷乐活动。 皇帝本人则独坐于上座。 沟显示

其恩典仙好在: . } f.借机增进他本人和I宾客之问联系 ， 他会将

自己桌上的菜苟和饮品赐给那些来宾。

在这种非常注重礼仪的接见中 ， i丘献礼物与赏赐非常重

览 ， 凶此 . I芮朝统治下的这种对外关系的实质通常被视为

"创贡体系\ 人人常常将之理解为上(皇帝 . 中国)与下

(他人 . 他国)之间一种严格的等级关系 ， 前者的偏好单，方

面主宰了这种关系 . 并通过这种空洞的、沉闷的仪式来加强

这种关系 从某些角度来说 ， 这种观念比较符俞旧有的那种

将中国作兑1 .. 中央王国" 的形象 ， 其中带有沙文主义、卖

弄、傲慢以'&隔离的含义。 因此 ， 朝贡体系悻常被认为象征

着消代巾罔(戎古代中国)的傲慢和不妥协。

不过 ， 应该注意到 ， 对朝贡体系的恼述也存在两点异

议。 酋先 ， 钥EE体系并不{象想象中的那么严格。 朝页之称源

于|句皇帝迸献礼物 ， 汉语中称为 "贡" 。 自有以民向罗马皇

帘i挂献礼物之例后 .‘ 贡 " 在英 i吾中通常就被译为 " 朝页"

(submit tribute) 。 这种译法使得人们认为 "贡"与 .. 朝贡 "

二者意思完全一敛 ， 但其实并非如此。 事实上 . 任何进献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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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巾的礼物部门H，J称λ) .. Bi" , rfri :{..:仪限 r 外国人进献的 JJII

吨物品 肉此 我们就可能史为准确地将栩y:í体系规布一个

构这~咛rj~ 1 ~轩有 n~比可能前来拜见皇帝的外:在 {f之间的关系

的信架，而这些外任 ~m的是朝廷队的ñJ'个人 . 并不只泣

'品国'f1:. t~ ~的机tE思民.中;fJ人当然也包括tt 内 这一体系

可以边用下币;"商人、泣声 F 公、 flrut 使臣、俄罗斯使~、

均 1听林才放人民 .iFH战喇嘛;J及f牛肉岛、帕米尔，Î:í .r(,( fl1缅甸

k2;克郎jtj法衍恼 王旬在准后面iJi11' ，这N外企 tL仪r ti 会

拢'二哥10 11.1 1.苦地 ;1 'l， üJll~~IFJ ~旷的 ILFE

r占延 <'I ) ζ;:;: (1': jt-叶斗"、 ttJj安7i绒的 f、口1 可';f' til 年的 1 1.

IJ' n '"吁，f，约 f12￥~( (，古 yFftA人 11' )过1

3 点!中 fJ、~'; ,11} ~ , 垂fI王坤H:rF . 口JAFhjjiU主坷 'fJf'it 吨

叭叭‘快怜 fU~V': 切正 1)益 P 'i.., ，~j主仨 Yf?EJ、r-.'应手I'!'t 'r; 
1.':倒悦 ;:1 耘，[互动的.止阳g~皇 "í'i"口、J、 )t 11 A'-人的一钟 ijl←

Psf 啊 '~~I' ， lhJF气」邸盼的i'U 表示BI!li ^'、←l{ i中叮队挺开

户 U粤份的行与 ?既末在水马 1玲的低(我 . 也天刘刚单打面

向 I芮朝放弃 J' 自寸的手IJ位 土归，清朝对安南'/}芬的处理~

~l~山 . 怒气栩 13体系对于较小的国家是有利 oT阁的， 1 7 世

纪 l '叶的 J，t • ß.f刷 . 生活在中国边境附近的安街农民就开始

在边界 ;J .l t 扣臼云南的 个 1 谷小黑 1 一 70 J-牛肝 ， I主事

何以也水面，她 üë起切感到颇习惯25 但是， *' I /.' 1*.] 囚玉
的 -t旨在 11面的 iElfz 孚挝 r 他的 15 火， 1 725 气.也正愉快地

将这 民行予以的~ - (约 670 号力给币)却m给了安 i>}.j

这个制出属固和名义 ι的·臣仆\Jt- ì单 : "安 11)人我钥以

卡 . 冒Z 世恭顺，，f、lr与争尺寸之地J 报止iliì吐，斗电子原来

居 lt在这块 t地 k的巾罔民人 ， 可以肉 18这n. 既 i>T边降成

为交响人，也可选作i1人中国。

1[: FliM' f 古lft(过

188 



八 梢代的 '1' 闺与世再

对涵常所谓的朝贡体系的第二点异议是 ， " 中央之国 "

并非人们普遍想象中的那般与世隔绝。 消朝与外界的联系固

然有限 . 但在 18 世纪时还是较为频繁的。 清朝并没有做 R

本那样颁布官};禁令 ， 禁止与外国的往来 ; 虽然在 18 世纪

的大部分时间里 . II占朝的对外贸占4 只限定在四个沿海城市 .

f口这并没有奶仰的朝对外贸易的繁荣发展 。 欧洲商品在中国

家庭'f1 H (ut普凶 ， 中罔商品在欧洲也越米越多 。 F文将对此

予以详述 。 J壶下米 ， 我们先来关注- f人员的流动。

御用之臣

乾隆时期前来中国的太多数外国人是传教卡、外交人员

和商人 . 他们均为男性(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 ， 才有外国女

性米主1)中国) 。 由于他们的人数有限 ， 所以管理他们的往来

相对安简单一哩。

在前耐的最节中 . 我们已经对 1 8 世纪在中国的那吨传

教上的多市角色进行了 一定的介绍。 他们在肖中扮横右各种

各样的角色 ι 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地质测S师、

艺术家、因匠、乐师、家庭教师和翻译家。 此外还有少数俄

罗斯人 ， 他们.!.á IJ佳 d放准可以长期定居.lt京的欧洲人。 其他

人贝1)只能在澳门长期生活. 16 世纪后期 ， 葡萄牙人获准将

澳门作为他们的JA地 。 澳门位于中国南部，距离广州不远 ，

是当时儿乎所有从欧洲航行来的游客进入中间的第一个停靠

港口 。 在这- 111期传教士(除了罗马天主教教徒之外 ‘

主耍是耶稣会必托钵修会成员)所获得的另一项特仅是可

以学习汉语和满i吾这两门宫廷语言。 作为获得这种特权的条

件 ， 传教士们成了皇帝的臣仆 他们在来到中国之后 . 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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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陆帝

再被允许时纠他们的 f且国 -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f:.，可'T这

准iZ . !'t fl)今天 在北京还可队fJ fl]他们的墓碑

肉此 . 的披上对于清朝均部的一民但务是比较 r僻的。

他们 K 即!生活在这才、国家 . 他们慌得当地的 lt言 . 南1 且 . 1l~ 

事人i￡ td 栩延 f且投舌密切的联系(他们 24 栩7立体系并成有

什么关系) ， ffJ也止闵缸1此 . 他们的行动受到 r 严'峙的监

问 . {j北京平日各省 . tM兄皆是如此 l f专技 t 在北京 [ri]政治咐

吨的联系坞'也他们何将低调 . ifl/ (←外地养衍 . 他们可以修lJl

11('月1. 以丛 |;l城巾!/ ::\; ffl 农民等 !tj f , fl' I{. i'I) *i在J!-'I I忖引 .

中UJU '、内允 id! 伺机+ ill ij传教fJ J丑IJ ， ~j~ 均明\B 11，-;(下在北亏rrrj

HLWL北曲fkl· 告人 J'地正fti:{JrifjEJlr 之咔 .LEiF仇人fI <-t部

分耶做:2i ffLfw、疑此后.尽位 ~t <;1的拉住if uJ ~J 司FJ;

{T :f.! . fU 桂各俨~)飞ZAK ，飞上我 i喜欢 . 民f>l: '~.:也悦文iA~ /" .z 
f二辜的IJ[\盹fkM:商 ι:中日的传教 TP能Udi，'i 皂惰的斟自f 扣 11

展 1 f下 ， 他们蹄H 'f lí有一反可以再度 1金;在他们的 J"，义 fw. 
忌 ， 只'&.'ì，y，小慎微的幸î:p守在位 . 号[\ -天就 f、 "J nal)来

位 F幸并不像他的祖父那样充分1日 l:El!I\稣会寸: [，)i熙件 iE

货大地时间和传教士们何在一起 ， 并且同比利时的神父南怀

( Ft' nlinanrl \ t' rbi ("约 t )建 tI fλ为宗衔的b: i在 ， [，)i照曾邀

il, *J怀{陪同他也~1r.1和凶猎他似乎很壶伺l!I\稣会才T fJ 

咛阶界的小|闯糊!人 . 时nli他本人，f， 1式[刽 I;，J他们学习某吨领域

的知识 战略、非玛1月信传茨-1:.在 1689 在与俄国的谈判中 

/，)i呗任用传~十f8.1:f翻译 ， 最优等iT T U，布楚条约) ， L住

条约 (\1)定了俄罔在1{击倒之间的第一条明确的边界 底熙沁{在

报传教 l'绘市1) r长城、北京地区以及后米格个'指凶的地主l

(然而他确实限制l传教十前往遥远的边洒地区)。乾陪同样

在绘制地回方面有赖于传教上 ， 但他和这些/:1其效劳的传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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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清代的中国与世界

士们似乎并没有建立起紧密的私人关系 。 挝然在欧洲人米访

时 ， 乾隆也会I:E用传教士作为翻译 . 有时还会向他们打探国

外的政治情况. 但是 . 他肯定不会将其作为外交人员。

如果说曾经有一些传教士和乾院关系较为紧密的1击，那

么 . 意太平1J 人自1\ 世宁和法国人将灰十 ( Mi c h e l B enoist ) 呵

以贺，桂其中两位。 在很大程度上 . ~因为他们让乾隆了解 了

欧洲文化 ， 所以乾隆时代的宫廷文化明显受剑了欧洲文化的

影响。 正如孜们所知 ， 乾隆年轻时就认识郎出:宁 ， 而且很喜

欢他的画技 : 他们两个人相识 30 多年 . 可以确定他们之间

在在 定的友谊。 乾隆在宫 中收藏 f郎世宁的很多作品 ， 还

给他设立 f一个画室 ， 在自[\世宁这理可以将其技艺传段给'白

廷中的中国商匠 。 在郎世宁 1 766 年去世时 乾隆曾IJO封其

1寺郎筒 ， 并出巨资予以原葬。 蒋灰1:人宫时间晚于自自世宁 ，

:tt.卢名鹊起 ， 部分是因为他的绘罔和L稳技艺。 在技术方

面 ， 乾隆曾向将灰仁求教 ， 并让他负责圆明园中那些欧洲凤

格的建筑和花同的设计。 这t电装饰有#，-腊风格的圆柱和外观

的宫殿建筑属于洛叮叮风格 . 它们也许比同时代欧洲宫廷所

淫的所有中国园艺部更为真实。 在抖'i'一个大殿的前院 ， 修

姐: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喷泉 ， 属于典型的法国风格 . 模仿了法

国的凡尔赛或是枫丹自窍。 与这些宫殿以及征服印度的英卧

儿帝国在德里修建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皇宫一样 . 诸如承

德和圆明园这样的风员点象征着帝国的扩张、秩序、包~万

敛 ， 以及对异域的迷恋。 '自!殿内部的装饰类似州方的风格 .

陈列了皇帝收藏的大tll:欧洲制造的钟表、镜子、音乐盒和小

饰物。 有些房间的假窗户上绘制的娃想象中的欧洲田园风

景。

虽然在圆明国这一宏大的园林建筑中 ， 西方风格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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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不多 ， 它们却体现出乾隆对于西方技艺租公现风格的兴

趣。它们的存在(不幸的是 . 1860 年 -'R:.法联军对民明园的

劫掠使 tt变成了废墟 1 平仅说明了乾隆对欧洲'J.i物的兴趣 ，

同时也 l垃明了乾院对自Iì t1r宁、将友{:-以及其他传教士的技艺

的强烈关注 尽管归此.孜们必须指出，乾隆的这种意识并

没有能够l t他对其怆内力科技也产!j二!类似的兴量~ . 而且 . Æ

阳 1、史将*i堤及的 . 也未能使乾阵将这种在于苦于延续到晚年、

远方来窑

杜4阳{fy韧的习俗 . 外乞I舌均 LJ 能在 jt ~~、阿阴阳在1采蚀

'ìHï' ï南制成千1 专门的外父邓r~戎#似的叭的，制 JI 凶的!仨

{1í'出卡L古;在l南管理 泼可自 l 丁代清安排机来使凶在 lt泞的f主持f

及 II 在 t币制I鱼肉的凡是所需 ( ìli朝正￡负责对 tt itì反边境ilt

IJ飞护卫) . 可时还必对外交使d的 HE L1 就各F中卡L仪旬'口·中/IlI.

垣进行指导 付唤':j内亚E吁中亚地[攻的宾客的管理自llfJ此小

睛。首先 . 正如第 -E在巾简单所毯 ， 他们出理混l1it而非礼部

管理 l'!1 ì蕃院足一个特殊的满洲机构 ， 最初用米监管那些早

期来到宿似的两磁僧侣平日i装凸王公。后实 . 在哈萨克头人、

沙皇代表以及其他内陆~.洲地仪的宾客开始到束后 ， 理藩院

也负责:?:岱对他们的撞忡lμ宜、内恒的宾客与电 nl手，j !J和内

洋(叮 ß.t使用的大致的分类)的丘'毡:还(-，:在另外 点 ili~

的民另1]. 就是前者被给 F了更太的i在卢IJ特权 尤Jt足íE乾降

统治初期 . 他会迦 h'j蒙古、内酸和中恒的宾客主IJ 他的帐篷

中 . 1听取他们的诉求>>.撞见 ，这吨'在.有: J L乎总是百天来到承

德的避窑 b庄戎木、é lr~!奇 在这里按见他们，不存在北京那

佯的繁文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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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消代的中国'，世怦

随着俄国使团的到访 ，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双方会进行长

期而直接的谈判。 例如 . 1755 年 ， 叶卡捷琳娜二:世指示:It

大臣询问活廷 ， 俄国船只是否可以在东北北部的黑龙江航

行 俄因政府给理溜院去信咨询此'且 ， 乾隆获悉后 ， 断然加

以拒绝噜其答复 l扫泊廷派 ff圣彼得堡的使臣告知了俄罔方

面 此呕辰明 ， 的制与俄国之间的关系显然足一种更为平等

的关系 . 尽何 ~ri隐没有 1日j意俄国女皂的诉求 . 他还是通过正

式的外交渠边ill行了|呵纭 。 毕竟 . i自延曾分别于 1689 年初

1 727 年与俄囚签订 f两个条约 ， 双方还锯要在这方面进行

合作。 清朝之所以要加强与俄国的边界贸易 . 是担心最终会

与俄国在准噶尔问题上发生冲突 。 罩耍的是要保持与俄国的

联系渠道的畅i函洁朝自 1 7 世纪末起允许俄国的贸劫使团

每三年来北京一次 ， 其规模限制在 200 人以内。 此外 ， 为满

足这些俄国人在北京肘的精神所嚣 ， 雍正还允ì'1 俄国人在北

京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俄国东正教据点 其原址如今足俄罗

斯驻华大使馆所在地。 该使团泣唯 '获准在北京居住的外国

代表 ， 他们还负责培训少量汉语和满语的学生 ， 以备将米外

交所需。 通过 k述恨实可以看出 . 清廷对{寺不同外来者的}J

式存在很大的不同 。

巨额财富

与传教和1外交活动相比 ， 与j或外商人的商业交易行为必

多得多。 确实 . 贸易无疑i在沟通消帝国和域外的主要渠迢 ，

其中一部分就是经白俄罗斯的陆上贸Mo 至 18 世纪 90 年

代 ， 两国间每年的皮毛、丝绸、棉花、览器、茶和大鼓咛货

物的贸易额可以达到 500 万句 700 万卢布。 一些汉人家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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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陪帝

过这种贸纺积累 n，额财窝 ， 其中多苍生人来向山附

不过.大部分对外贸易属于海上贸易 ζ 这~贸易完全向

政府控制·原则t，有.人很能同海外商人直接交易，只能ii.!l

过政府指定的代理闹过行 这比 f \': i!l!商巾的很多人那应串IJ扫

大链的阳霄，他们苟安向地方民只汇报所有的经易及其收

益 . 纪的冉由地 j) 口〔 3Ett朝廷 当然.在这一iHll中 .各

级自民那会克扣-RU分-♀帝自己也可k此积哥哥起大陆钱财 .

:Ii 然Jt.;立快会肉上注I'E1 扫地弘蜒的多少 nn rf ÞJr不同 比11

可'Ó ， flj 人正、受到 J zE-步的~I-i ,L:J. I对℃外阳的内自;311fiE1k

iL FiL1it 白凡!个 jtE l J - J 州、 1百 r ' 寸I段也伦 1 r 1I日民 íl 11 1"1 

1ìj 入现 1ft 地 Hi恒的 1 tfj f也 ‘ l由们的 '7JJJ将民iL J J1 会民

埠 "îlnl fJ 此外 . 商人 '1 岂《能Jt人他们从 'J \飞1 局的城·\

巾 !ι i!2 r~J+.专l\ 刀他们t'J<Z此地以治制认与i丰怀 ;E降低吃

牛 iRFE 勺 4、愉快事件的儿革

币制l柿揭外可入手口普通{:!'H生的政策吗5灭了非叫湾人的

执行 吗J\i í芋{即以叫)的呗白白了 18 世纪中 WJ~史越多地

出E且在于彼时，串LP，是j~，心 J;.-1-..，工 l丰71在 U城市会，说布第三个澳

门. 1革命令除广州4外，民地j在 U214西 ir船只停靠 此

后 . 外旧商船只能在每" +月J'IJi非 h 月之间自l 节讲纭1 ， tt 

余时间币1 r 能在精 进行 这种↑~~L 一直行勾、 r 90 1jê左右，

直到 1840-1842 '鸦F'-战 fti~ J义. -中 1世 41;这利'付外贸易体

系发生 f 币大变化此外还有扰他 盹禁令 ， It f.l日严 22 怆:t0.

3与劫 ， 严 fF购 J;u 文冯恪 . 所 úi副主fO.交易部，友涵过海外贸

易代理由III且行，不能亘 11:'与茶农初 1飞他11M 入ì!t 11111喜联

系 . 7i?; 但是 ， 值得1上忘的 l止，广州贸易;j;111监仅4用于两

洋商人，付东南亚的 南洋"商人Jf没有密附l , 

宁彼之所以受到以洲 I商船的欢迎 ， 原因之一是宁;度地丈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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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清代的中国与世鼻

富在征税时更为公平。 这说明在涉外币务中 ， 贸易最容易管

现 . 因为多放贸易部发生在那些远离京师的港口城市。 尽管

乾隆试图对贸易进行限制 . 却无法阻止JJ~比想发:借此机会中

饱私键的地方'自员的敲i乍勒索。 而且 ， 乾隆不仪无}]减少对

外国商人们的l者多限制 ， 也无力在外米商人发现与之进行交

易的那些显赫的代理商们非法侵在于他们的钱财时 . 对其提供

Ml功 。 tt~ 倒没有海军 . 也缺乏一个统管沿海事务的机构在各

个浴U间进行协调 . 而iH也没有中央政府部门记求下这些地

U 的活动。 对外国商人选行管理是地方官员的职虎 ， 这吨地

方官员却认为这都是些琐碎和麻烦的非务。 儿有在荷兰或是

葡萄牙的代表通过礼部的安排 ， 在 " 湖贡体系 " 下前米朝

廷舰见 a，t，中央政府才会与这些海外商贸人员直接接触。

1655 - 1795 年 ， 这样的接触共有 17 次。 这些使囚的成员和

其他来宾一样 ， 都要进献礼物并行跪拜之礼 ， 他们的请求在

朝廷那里并不会得到尊重 ， 而且通常都会被拒绝。 对于皇帝

的这种态度，他们当然没有办法。 在皇帝眼里 ， 他们能够获

准前来消制贸易就已经非常幸运 ， 根本没有资格对此多加计

较。

乾F串喜欢这样的贸易方式 电 他木人经常表示他并不关心

对外贸劫中的利益 乾隆不止-次说 ， 允许臣民与外闺人进

行贸易是帝阁的一种友仔表示 ， 就他而言 ， 这娃一种十慈之

棍 ， 全然无关灾，臣民的福祉。 然而 ， 对这样的声明不能只有

其表面 . 之所以有此FH明 ， 与南方港口出现的一些$情直接

相关。 乾隆通过这种方式卢称他有能力在中因臣民的福祉和

外凶商人的安求之阅取得平衡。 实际上 . 乾隆充分意识到了

对外贸材无论是对栩廷还挂对鲁通百姓都是很有主主义的 。 在

乾陇 1 9 岁到 44 岁这段时间里 ， 约有价值 750 万两白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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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同期]汇啡，均f且两百丘+万英镑)的对外贸易悦收进入

f阜帘的弘入银库。院院后期，这种收栓每年歪少都有 85

万两白银 JE虑到在 18 世纪的大叩分H.tfnj 骂骂 .r州与欧州

4归j约贸易放坪均增长:且都在: 44Efr h ， 幸H1f.边没有JHIJ~

E取笑吨行zuT飞 E 仲~f世您这些叮叮jI收入

总的来说 . 对外访局 :<n吉钥石IA『颇千i'M也 Ø(白万人从

ιi皇后与茶口|、么也 :12 、 fi!llE南j丝剑出~州天的nn r 业 玄吨人

$改郁'仨IEf÷ 巾网咛]巧地，以 从 e 条 J 1759 - 1764 ，.实竹

的自关位划出 LJ'刀目的二?中 . 叮 1 1-1"- 't :""j主串;年 1iilp

taV 延'1:' d况 1，\ ,t J [J' ÿ~t:济的叮咬饨 n "Jj，之hhA 匀人fJL

rh :也 6J 令 J44ttmh llE拦'绸 HUd民怜 V4 1., i也们 l人 jJ 吃外<-t衍，

例的附求对[ιIi与 IJI奇 H'IJ飞 JPii盯长，. I -， IJ 如lili 付此也 i>( 1<;1、 ["J

苔， f [J L 'E .rl i . L ;..'1: 0'" ~分 ffqiv l马但问:.f让 'j ,-t ~H!'" 古Y纲

民 \.I~ 何部在 80 - 100 )J 附. dJ 日-lt? 并'f'f范院低 l对内

市场的丝绸{忖斗 眨 11 -!: pr..o了重<<名纺沙 I 人的也 i十制L

1:i1i之 r"ri变 fit~主 佐降对于.!P"'宜'主饿rl'. n口 F解释 (在 U

Ihil之结.贝:U工 ilJili， "l"钮丝的~;寻利.足无梭于外泞 .fri更

有损于民汁。又 ii可在[)照 :0 她禁 . v..(安卡之1却供天卜之月1 . ι; 

λJ通制使民乎"殉节1 17队前那个-rH 习惯于与耽 J '/'乐有 1

联系的乾降书 Iγ. 这种明白 U，是非;占j f、 fti; {Il "" .乾陪间纯

地址会对l甘家那均叫 U 'MrJ.i寄! 1 Ik.阳也绸、经器、 3号叶等

的币驱性7<不不t构，他先分认识到应该放手让这些T 才[( ik 1!1 

发展 至i吃降ß也斗争时， 111l刮 117 的茶P 111\1][111])" 处囚

马夏尔尼使团

乾隆末期 . 英国-位使臣采访消制.在很大程度上 .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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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清代的中固与世界

当li:t力与茶叶贸易有着紧富的联系。这无疑桂乾隆时期段茧型

的外交事件 ， 我们应该对其予以密切关注。

前面孜们已经提到 ， 乾隆统治时期.中国对欧洲的出

口得到了飞速发展，阜帝本人的财富也冈此得到了大幅m

K 。 在这种贸易中 . 茶叶所占比 t在最大，其次是览器、丝

绸以及棉纺织品 。 包捐法国、瑞典、荷兰和美国在内的很

多国家都参与了这一繁荣的商业活动 ， 但是 ， 与英国在这

一贸易中的市场份额相比 ， 这均国家可 i自相形见销。 自

1 7 世纪 50 年代茶叶被首次引人伦敦之后 . 英国对茶叶的

需求量直线上月 在丘十年内，茶叶逐渐取代了咖啡 ， 成

为英国社会中的一种时尚饮品 ， 到 18 世纪末 ， 为了满足

消费者对于茶叶的需求 ， 英国每年 ill 口的茶叶超过 2300

万镑 o 这些茶叶大部分属于红茶 ， 因为从广州要经过漫长

的海运运抵伦敦浴，唯有已经发酵了的红茶才可以保布那

么长时间 。

英国的茶叶贸易主要由东印度公司等带有平垄断性质的

公司控制。 根据记载 ， 乾隆统治后期，东印度公司等迸出广

州港的船运址年均增长 45% ， 每艘船都会给他们带来可观

的收益。对于英国社会中的某些人来说 . 茶叶进口具有震耍

的政治，吉、义，其重要性可与石油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性相媲

美。 例如 . 伍尔印度公司的业务往来巾 ， 茶叶贸易所占比例

高达 90% : 同时 ， 在 18 世纪末期 ， 英国王室收人的一成来

自国家的茶叶税。 闵此 ， 当时很多人部意识到 ， 在这一商业，

贸易中 ， 由于中囚役和l了世界的茶叶供应 ， 所以中国的地位

应强大。 除中国外 ， ~a.J 世界上只有日本生产茶叶 . 但 H 本

实际上封闭 f对外贸易(印度和锡兰的茶叶工业直到 19 世

纪才开始发展) 。 此外 ， 中国在丝绸市场也占据了主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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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 ri日]品tili垄断了优质览器的牛产 fi:密Æ . 扫过于 ítii崽 ， '或

者梅森" 地区艺人的产品根本就无法与中国的瓷器相提并

论。 f' 1)止 ， 书1对于欧州对中国商品的需求 ， 中国人对T欧州

产品似乎拌没有什么需求 ， 所;;，.销售出国自iA占所获的收

益， 一大部分在来4 又弘贺 [nJ if..缸中国 用于购f'i'国的茶

叶、 'b~器f1:;彷织品 tJ间的国际收.z:年在巨额JI国阜 1775 -

l795 f1 . AJ印度公 r司输入甲囚的货物大约价值 3 100 万两内

:国. Ifl," JJ 出Ll 'p'~ Ilj 的货物却]趟h 5600 7'j屿，几于是东

fl 度去 tn 吐 LJ ì'J中园的 ik物价 {IJiJι 附{古 1'1可i<t: J -1中[' I',fl 
F也沁人干J状态 . ;UJ J 飞经济起rl:( .z: 1章作Il J [fJ此 . 布(

寸 J~~~ry1 坊的 l在 fL F 咱1.ft E囚 [1] I 的批 l斗，. (1 、 E' JlJt公， i] (1 

rxl:{llγ Í1] '1 'i叶派遣使 ltJ的边 l义

I1 11II .7(国内政Ag; Nri吨.他凶的 j. 宠丁的包f.'; : 11: 11飞耕
地加付外714占的港门极佳 ; fJ 尖臼争取 e 俨{组i费 I J Ull样的也

b 使之I戎马J英国经 iih 商贸的基地 ; íJ:.悔改 .. '.r 个商驻北京

的连同代表{同时tE.劝 l注清 #'1 命 个驻英同的代表) ; 

在 '1 q叫λ其是在北，立开辟新的市场 ， 凶为迄今 λ1止中国人

尚不 f解英囚的商品 . 协商制定稳定而具有普 j蝠，由、义的贸

易条款 . 飞 F包恬付所何迸出中国的货物降低关院 为应 iõlJ

i主内口的 . f壶团黯'i1'尽可能地收~与这片十地、 lt居民队及

统治 ti相关的fJ U.il小涉及给济、~ 'I.i和政的等1Mb( fJ, 

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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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自量， Ii Iòt (h 姐ø (JOI.iah \\, ('dg...恤1 ， 1730 - 179S) , '1'> 1" 陶 ι 直-

11\ ' 1: J~伯斯勒嗣( lJ ur!i l f' tn ) 的利丛且时"斯托直( 'itol"，'.un.Trr川 R 

朽的陶S:: \11) 1 哩 dí幽E也 直下非他的陶哇生产 h 式. ~H;创守成

酣伍德陶置了尸'虫且i占!J;立-掘Ufl伍筒事峙的 目 作1> Wr .沾缸
立足他的外孙 . 一-评再注

悔:Q. ( M~I唁电<n ) 仲 Hl! 1唱革扭护 ~ tt 州 ( S!lch、t' 1.) 苗盯檀串斯幢巾

附近.欧圳革但 !Uß -洋.fi注



八 消代的中国与世抨

印度公司为了实现上述吕的 . 为这个代表团提供八万英镑的

赞月1. 1旦哥哥求他们谨慎行事 . 不要触怒乾隆，以免皇帝愤而

取消现有的贸材安排 ， 反而得不偿失。

使团由乔治 · 弓.tï尔尼勋爵 ( Lord George MacarLney ) 

率领 ， 他l止.(市经g~ 丰富的应民地官员，I"l'任职于网印度群

岛和印度，还曾出i:E驻圣彼得CE公(史。乔的 . g，要尔尼是北

爱尔:主人 ， 为 f此次出ìJJ . 他本人沓阅 f所有能够找到的有

关这个东方国家现状的资料 . 并为此ÚE拣了 ì'l 多秘 I~ 、 l究

生、科学家、制度l员以及 位植物学家和一位钟表匠 . 还有

少址的军韦护卫以及-个乐队。 1 792 年秋 ， 马奥尔尼率领

84 人的团队从伦敦出发 ， 他相信他可以说服大清政府接受

他的这些合理的条件。 1793 年 6 月.使团抵达广州。 他们

的三艘船装载着各种礼物 ， 有晴雨表、天文仪器、袖珍地球

仪 ， 以及在英格兰专沟洁朝皇帝精心制作的昂贵的玻璃天象

仪。他们希望这些东 vli能够使乾降宫廷对英国的宫饶和文明

留下深纠的印织 . 或许还能使后者增加对诸如烟斗打火机、

)J儿、幸毛制品和剪刀之类的日常用品的现求。

抵达广州后 ， 他们立即告知当地'自员他们想去北京服见

皇帝。 马莫尔尼在途中就已知道皂帘的生日庆典即将来临 ，

遂决定借此机会前去舰见。 得知有 " 1瑛唁喇" 囚的使者跨

起草盘洋、不远万里前来传递其国王致他的生 H祝福 ， 乾隆感

到非帘高兴，也很欢迎他们的到来。 乾院下令沿海的地方'自

员给英国使团提供一切必需品(皇帝本人支付这哇费用) , 

并从朝中派人前往天津北部的浴u迎接iïl!团 . 然后带领这些

祝寿者前往京城。 使团会在北京获准休整 4段时间 ， 然后前

往iii:德 ， 皇帝将在承德接见他们。 马莫尔尼看到船上迎风招

展的旗子上书写的 " 英国使臣向中国奥响进贡 " 字样 ， 感

199 



盹隆帝

到1民沮丧 ， (11 (也知道.在见到皇帝li可 . 他æt1'、能旬任何的怨

汀，也不能谈及其使命的任何细节。在北京被妥善安置后 ，

q，曳尔尼放其 F属开始忙于准备即将到来的规见 . 他们偶尔

会从中月廷官 bi邪理得豆一些中目互矛盾的指令 马~尔尼括望

能够同京城的那稣会土就如何才能亘古T地行 '1J进行交流 (H 

由 I 使凶在北京的 1ri)}受到限串lJ · 11努力画展受挫

{+.拟 III '!c!jF 1- ，朵糠手的问题是礼仪 (nJ IIm ~日前 l沂地 .

以 lií! ~ß'ιt e42 来 n葡萄址和荷芝的欧「州ft k 凶， luJ 意陆p.\ì

tJI 制i J1 亿的 ...j f付(j日口、人 fL . i击 E王 5EffdtTE:是 [i1 人也白色 /111 Jit 

ifF Iy 嘎尔尼(，比lU~ (乍 ï) 丁~ "1主1 I 委if<均 H 与(i;， -h ' 

1世 h 付 1 的 JiIe 皂 . I.l '!li -f~ 1W ,F 't-'f.:.人 λ>>. '1), (i~因 F 的尊

U . 州'KIF l在遵循，自 iZ的丁 φI'! (11 41:, lt (也仙， , ，日口 '1 (川、F

i71tk f LZ- 界限 1也挂出像 (!i政 19i敏斯特 ( \l ('sllll川叫‘ r ) 

那样币腿一跪没气符口l ‘人 此外 串i; 陆的?: j}j~ .if!飞 ~h Lb 噶

尔尼， f乓 (ñ]人郁不介:t"气愤l#iL 2帘， rTz 嘎尔 1己对此表小

证对 ， 闪 λlf恒的任务是将英闰罔 F 乒泊 世的挺立{占注l~ -1' 
2递给乾陇

约过多次交涉之后 ， 斗可瓦尔尼最终得偿所愿 他不衍安

叩快. iÆ jkÎ位可以靠近皇 1- !ij!见吗1.:.一人平，精心装扮的

马嘎尔巴勺问伴}听电东( George StHunton) 以及使凶凭他成

的 5 l UIJ 收到乾院的营地 斗嘎 ~J、 Il..身着斗这 . 佩戴飞斯勋

京平[ I钻石则京.斯叫东!)lll身着:草地刺绣的采购绒披风 . 以及

宽松、严梢的四质 'i ?古学出版。早上 b ι. l.. ι . 自主乐齐鸣宣dJ

f t;!"巾的王1) 米.‘~B者采轿来到撞w.众人的太;法卢阅 I司帐篷

(hl凶 8- 1 ). 1')，嘎尔尼的颜见足、1'] }.止的 11一项巾务 . U:执

行完美元i~ 这位英国勋爵边上台阶 ， 走近能降，将装有乔

治二二世1>(山的- .个镶嵌省珠宝的金盒递到乾陵 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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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子交给太监 ， 随后赏赐马夏fIt尼两个玉如意以示尊重。马

莫尔尼本人赠送给皇帝一对法}白手表 ， 然后走下台阶 . 坐到

御座旁边的一个低矮的桌子旁(所有宾客都坐在放在地上

的电络上) 随后宴会开始。 席间，皇帝还盛情邀请马墨尔

尼至例座前饮酒 . 并同他进行 f短暂的交谈。

圄 8-1 ..见中国皇帝

戚Jj 亚历山大 ( Wi ll i a tn A le ~8nder ， 1767 - 1 8 16 ) 给.版圄.il>白异

的 断均应 coo:王遣他访问 '1 '国坠帝实最)， 1 797 0 现由于哈佛k学帽顿l明书

俯 ( 1 Iou@hl 011 Libra l"\') u 固定恻坐精者盐JlrmJi:帐 IIHdl且『暨南之1日勋爵的盹

陆且帝 . 后#位于回j，恻 率领一批显贵人斗士等仲翻且.

在乾降看来 . 宴会结束之时 ， 英国使团的任务也就结束

了。当然 ， 接下主任还会有其他一些活动一一使团返回北京

后 ， 可以游览园艺、宫殿、庙宇以及圆明园 。 在皇帝生臼之

时 ， ft团甚至 "T能会同其他几百名宾客一道再次受到皇帝的

接见(对于马奥尔尼在此次舰见时叩头与否 ， 史学家有 1-

直存有争论) 。 不管怎样 ， 清朝已经接待了来访的使园 ， 倾

听了他们的问候 ， 而且也举行了仪式来欢ì!Jl这些远道而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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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 除此之外 . ìf需要做什么呢?

不过 ， 在英罔人吾来 . f吏凶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他们当

然认为皇帝的正式报见非常在垫，而且适当的l董惊也可确 f>Í'

给人留 F良仔的日Jf~ 0 如今这些 "L节已然完成 .tt 乞可以说

非常剧涡 ， 因此该传j臼]手头的'Jï务，就英罔发展与清帝国未

来关系的一系列155求与山耕进行协商了t 马嘎尔厄多次试罔

俯定W'I间 ， 与他认均大仅在挝的 1月制它只( 1:.;是是满洲

人)进行具体的功涌，却多次遭到拒绝 E291 ，马嘎尔也

只Hì吐ik将. (51消啦 . ti面)íl， tí f也所 #TSEFhI的问题交给某

内低级 1\"υ1. 川 [pJ I't ζ济 F宇 间 nJ.他们所 l码，且的那盹从

灾 [Ij-;g' )征的 ~L物lj t且 1 f: 最能引起乾院的~\~ Jm. rfri他们所属驯的

扩火山 '~)I fU菜旧的贸功 Jt凶之 'Il 也，j.:能实现 flf [ 10 JHD , 

EL 千i 付了]f的日益I古晰 . 丐嘎尔巨反 j飞随从改jFi，叫英网了

息帘会f~以 lifj 那样 J; 他们自己备必需Al1 · 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

的便利条件(白 11; <j 奶牛<1 1 艘 i垂送他们的自由 H). fH 

足 ， 他们必须tif 马克 Jf[

噶卅:~t 求的那走， f也抹 i 收到 J'乾璋对1世闭提出的各种

安求的i正式 [ö[复 在给乔治三 llJ的答 ktr[l. 乾降的 U吻如

仲常向外I词曲人 l是论贸均问题对那艇傲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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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并不贵#

惟励精国治，办理政 ff ，奇珍井

~~国王此次骨进各物，念其诚，G i在献，

特谕试管衙门收纳 其:在天胡德成iι被，万囚~王，种

种贵重之物.材，航毕 4晨，无所不有 ;j: ζ正使等所幸

见 然从不肯奇巧.并无且常:r.国制办物件 ，

i6 1N 可能足乾降被引1fJ:IJ主多 ， 也是被误解晨多的 句



八 清代的中国与 世界

话。 乾隆或许是:t/;\要刻意淡化洁制与英国之间的贸M关系对

消制的实际哦婆性 ， 才如此答复英国使团的那些诉求。 假如

当时有人告诉马~尔尼 ， 乾隆其实非常喜欢肉方的琅琅

(中国那时并不生产破璃上年轻时甚至写了三首 i非描述西

方玻璃的魅力和神奇 ， 当 f皇帝后又令人将自中的窗户首次

安上了透明的破硝 . -1'知英国勋爵心中会作何感想?成者 ，

如果马夏尔尼狄准参观串H草收藏的 70 多以英国钟表(例

如，有一只可以前奏英国流行乐曲 ， 还有一只桂丘比特跳舞

报B.J) . 马夏尔尼又该作何感想?但是 ， 带t隐更关注英国在

中国的外交居留问题 : 不允许英国派遣常驻代表 ， 不对英国

开放更多的港口 ， 也不给l'英国- ，j 土地 马量尔尼极其失

望 ， 他怀疑使团任务失败的主要原肉是清廷的阴谋。

只是在南 F广州与等候在那里的英国船只会合的旅途

中 . 马豆豆尔尼的任务方A 有所进展 ， 这让他戚到颇为惊喜。

通过与陪同的活朝官员、大学士松筋的非正式交谈 ， 马夏尔

尼开始对情栩如何处理对外关系有所 f解 . 同时 ， 松街对于

欧洲的外交运作也有了一些认识。 L占夏尔尼终于有机会向一

位既具同悄心又身居朝延安职的听众畅所欲辛。 泊政府能够

降低和规范广州的关税吗?那些扪毡:叮以终止他们的敲诈勒

索行沟吗?商人们可以高接向地JJ官员巾非那些本身就是商

人抱怨对织的捎客们发出他们的怨占吗9 松街承诺将其想法

转告乾隆 ， 并得歪ljJ乾院的迅速 101复 ， 柏:一定会调查这些问

题 ， 并会对所有不规范的行为予以纠正。 在恍州 ， 松筋的陪

伺任务由同为h1t人的两广总督接替 ， 他继续向马嘎尔后保证

乾隆对使团的关照 ， 并向马里尔尼承诺 . 他会尽力让1史团满

意 ， 至少在其有关广州贸易的要求方面。 1日 ;足 ， 马墨尔尼使

团段终取得的具体成果可谓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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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的中国

马要尔尼f世I:L是清刻运用传统 !Ux处理的报后一批西洋

宋丰气: (气十年后 . 又夹了一小 15国使用 ， 饲肉双方未能就

外'x: ìL仪l阜成一致 . 他团根本就没有得到的帘的接见)两

牛矿、同的外交公约体系汗始 f 村1 豆间的援触 . 各肉 IfJt，部句

')<7:1平时的 flr 界观的生:f号 . 而这盹世界观!木4 l'flV r~爬上

又 jJ'~ßI的 l巧也经驴出ftTE 。 ;主 ftÞ 11:'触时怜均 11 . 1.1111 指币

1芷 马 '在尔尼放 μ JTe fJ PT 申H幸自'朗的 iι是中机 í (l，( uT能

3514J ' 机 . ，11\申'L f草丛 ;t 胡 iF1d z丰也 J 电i j'， 18 .哇纪 J。这|叫

马嘎力、 hJj也 It; ，'t 1 r可停d跟j ú] . 112 1' 人歧 1 1.槌I~人罚'喝 }J WI: '1\ 

"飞忡{川忠、 . l4录 LEH仁见汗问 . 向人 tf足tit 叼题严145jt 答:

\.[ qi 灶'但己中 L、有 í.} I I 岁仁的乓同另拽(斯 "i 东之

F- l 会:且'点以 lE ， 住在使'f iB pJ ~因Ilf . lZ 付 J i''j帝国

的了解比从英国出发时二经深入 fl牛事 旬1比之 F. tl';朝对

欧洲的 r解却儿乎没有农得任何迸展 在美阂 ， 他闭旧的JL

个成1)1 IlWI F了 1\面记载 ， 其斗'包括f史Iæ牛的那位回家绘制

的 在绘画件品这些作品在随后儿if先后得以tJ l版 时在

中国 ， q，~瓦尔尼使凶在清朝的精乓扫尸>J2 1.且 ú~ 电;一份哈

胎 ， f[.!ψ 合作品提到自

这并矿、足葵I词人所用l 唱的约，..: ~ -~占嘎尔 f己期E自申tF幸会(最

4 1.且í(1!.t熙 m对手只跑广泛 . 边恋于从那稣会-t ic王~!f I 了解到

的那些内 Jjf斗宁、 I哀伤和数字 J 然而 ， 使团正主终颇为失明 ，

他们的精R礼物并未能搬起乾院的一丝热情， (他们本思i函过

热气球!回示欧洲政新的飞行技术 ， 例是 ， 他们n t'未能获准

装配热气球。)那么 乾隆 ， 或者说消延中所有人缘何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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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尼使团向他们展示的那些欧洲科技成就缺乏兴趣呢?

这个问题非由值得孜们思主靠 这并作肉为乾隆缺乏仔奇

心。 他对宗~启蒙、主术和文学的追求 . 对自然界的喜爱，

对旅行的热点，对西方表现形式的偏好，都说明乾隆求知欲

H~~，虽且思维沼跃 。 所以，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乾隆对 f外部

世界毫无兴徨 确实 . 他对马县尔尼勋爵提出的问题，让人

觉得他对欧洲地理的了解非常肤浅 - 。他问英国距离俄罗斯

有多忌 ， 他们的关系址否友好?意大利和倔j萄牙是沓距离英

格兰不远，址-ä向英格兰朝贡?"但是 ， 如果乾隆能够fill时

间去查询- !'"多年前传教士们为他绘制的地图 ， 就不会问出

这样简单的问题了 毫无疑问 . 就院对于西方地理是非常熟

悉的，他在毛至让科友仁在圆明园一座大殿的埔上绘制l了一幅

世界地图 。 {也知道欧洲出现了大麻烦 ， 即法国爆发了革命 .

也知道俄国宫廷中呜前的阴谋。 乾隆是一个可以不厌其烦地

去纠正他所石到的文字中的语法错漠的人 ， 怎么可能会假装

不知道英国和俄国的相对位置呢?如果乾隆一再提出这样幼

稚的问题 . 川1么他很可能是故意为之。 他是希望给马夏尔尼

留下这样一个印象 . 目IJ伟大的大椅帝国不可能对遥远的小岛

国家英国街任何的兴趣

康熙当然没有采用这样的态度，他虽然自负 ， 但还是常

常会提出问题。 乾附则大不一样 ， 他既向负.同时又缺乏安

全赂。 统治如此多样且巨大的国度数十年 ， 再加上个人的生

活也受到了很多的烦扰，或许乾隆已经因此而精疲力喝了。

如果换成一个年轻的若王，或ì'f会去探寻马皇瓦尔尼那些精美

机械的秘密 ; i吨足乾隆年岁已高 . 无力对此加以关注了 。 而

且 ， 18 世纪 90 年代朝廷的政治氛国(详见第九章)也不适

下进行大胆的行动旦且是激进的观念转变。 党派之争已经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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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朝廷的决策 : IJII吨为放不多的 uJ以向乾隧指'1\这个:民间

it固不同 J'以 11外来使旬的中i EE41 . li想借机加强他们囱己

的政治势力 . 1时斗同材、 如果弓雪白tk平米之十年 . ，，11:，1';-晚

来卡年 . I占栩的网内政治形势没有如此被端 . 或 ;'t ↑白形会有

所不同

但是 ， 乾降 41月之现以对I!}; ì种1 如;l\-龄乏tFFF的兴趣 . ' 比 l年

的H的解H是他对欧洲没育产生仔吁 非是l且乾院对民iHiil

'宫缺之风趣 . 向 EL乾隆觉得恨本就没打jj'J切的必淫去t! ù JJI< 

"H;;!'仨 衷:商时长 . <，(1'，子很注 1';: rdl 1\巴也妃J@的 izL . 响

LJ、会没 nffrlll 剖 i 立二 z'7年 i 业的民也;.:汪会的 1 I 在4JO

λ 、'扒拉科学的 ill 步、 川'非f理竹 的 l 位!"I'口 . 以及 I (, 

形成'i'的 .. 迸j/ " 的 1" 念夺这:哩将 /i1也 '>0"， 个 Iltr'lIÀj~j i

吁欧业大陆员 ':j端的、I~ ，号b t4ttIJE 均 J L 甲 !F个世界的政tf:t7 俨

济的支配窍'由í: 年汇么生也í J jt乙 :11 钝'

从 20 il+fd b的列电乓吾 人'l7W划匈马的崛起土 \T l ' 

ift 界资源的没配 . 立-目月陪着的哥{寸:. _ fZil iR 唯认:RE!，可能

ii2会旬其他 "'1司的发展路泾 . 也 1日唯 i吐思历史为什么足这样

向j I问再样‘ 1H LtL lB 世纪后J91 . 没 {j 人(末光桂英国人 .

ì6i 有其他人)灼见缸很久后的技 1~变股、资财充将以及政

治野心的伦合会最i'~驱使欧洲人及 Jt .i t 芙 λ陆的门生自哈将

n协力'申向所乎， 他们.人为习以服务 H~丰田'严 文明、上'Ìi~... 

A止 " 合理 " 丰rlllm然气人 }J 资源的!lf 界各地 fd , 1':: '>.:! m 
1;';这 WJI\电 '11件的必然纳* 尤 l'~ 足作1;]时然条件、经讲11:

圳、与生{具岖的理作乍~ r 精神 . 还是伸的意志的不可应兔的

后'在 ; 在日~那样的前 . 轨会忽略时机、J'l!念、个人以及偶然

伴在导敛变化发生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决定忡-作用 。

榈反 . 如果后 ill-步 . .fi '下乾隆时代的中罔并思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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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捐代的中国与世界

下乾隐自信的来源(我们已经看到 ， 在那些让人印象深刻

的画作中 ， 乾隆的形象有猎人、军官 ， 也有菩萨和文人) . 

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理解乾隆为例无法预见到来米了 。 在

囚际上 . 消帝国可i胃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实体，其领t让所

有欧洲国家都相形见细。 相比之 f . 除俄国之外 . 欧洲那些

国家更像是消明的单个省份 ， 而且还有在诸多的政治争端。

梢'切的人口相当于当时世界人口总数的 l 此， 是包时欧洲人

μ的 3 倍 。 清朝的国内经济规模同样作常庞大(马奥尔尼

本人估计至少足大英帝国的 4 倍) 。 驶向北方市场的满载木

材的船只常要一天时间才能通过固定的检查站。 地区间的茶

叶、棉花、糖、丝绸和粮食贸易量 . 相当于欧洲的纺织品和

日用品的国际贸易量。从广州这样的南部港口到天津这样的

北方港口的航程有 3200 公里 ， 相当于里斯本到汉堡的航程 .

只不过 . 前者一直航行在中国的内部 . 处于同 个政府的管

辖之下。 (直到 20 世纪末 ， 在欧洲才出现了这种规模的共

同体。)北京和江南沿海城市的奢侈品消费 ， 与伦敦和阿姆

斯特丹的奢侈品消费不相上下。 所以 ， 如果欧洲人或是其他

外国人愿意把全球各地的顶级货物带给乾降 ， 那么乾院还有

什么必要为此去求助于欧洲人或是其他外国人呢?如果只是

出于单纯的商业利益 ， 而没有军事戎足战略方面的意阁 ， 又

有什么必要派其臣属去经受那些周游世界的危险航程呢?毕

竟 ， 即使没有国家的支蛇，成千上万的中国商人及其家桥已

经在向东南亚的很多地方进行非白方的移民了。

在国内政治形势方面 ， 主IJ乾隆~n位时 ， 影响顺治和且1I熙

韧的那些不稳定肉索基本上已经成了历史。 而且 ， 虽然不时

还会出现一些民族怨恨 ， 但总体上满洲的权力是非常牢固

的。 与同一时代的欧洲君主不同 . 乾隆无须面对有人与其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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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隐帝

I.f以 h ， 也不用面对严屯的经济问题， f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危

机 . 也没有经，Jj过经济或政治灾准 ， 这盹危机9)(灾难牛;有可

能会促成 种向其他政治初经济组织悦式的肉觉转变. >rm欧

洲罔家则有可能成为-种端在的馍式米Jlj( 0 ，'i!:飞的米l哇 . 乾降

统治时期(尘少在其前 2/3 统治时期) ，足 牛社会稳定、

经济用 K 、由~十打张、 YV'JJ力量强人、政治问信以及文化繁

荣的时期，冈此 ， 如果乾隆认为他统治 F的这个门给门足的

l'I司 iE tJ:~垂I)j 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日拥有空前的hltM . 我们

!l ili<tnll t ûHj指责的

然 i i 1 1 '我们注JLIHf翌切 i亘 . 申t F夺!正 FJ t! 的 1人 /J ttfl 似的公

l曲同时会 I1延续 H王.尤其丛 ~ffrll存叩电尔 Jt'.如]W 日卜

的制UFFlijE4!J'很多贯峨的迹象。的1 宋能更多地f fE到那盹

陷入副局的.Jt地无业在正在不断加人级t' ， 那么乾;陈及其臣

僚主也许议会倾见剑英同入带到广州贸坊的鸦Jhi会很快得到

扩大。 rl: 19 世纪 30 年气.鸦片大f1tnít人硝帜 ， 导致出制

度甲:有的贸 M Mj)j差开始布巨大的贸易亦7 听取代.乾隆最λ1

扫心的经济失衡问题成了现实 1 数十年中，自中国各港υ流

出 f大量的 (1银，亘r(今天 . 那些流失出去的财富才又返国

r中国:中国的银行已经拥有了价值 33000 亿采兀的外i[ 俯

备

208 



九 期的同家秩序与

1 793 年.马夏尔尼勋爵来到中国的时候，正值乾院 82

岁寿辰。 马'iI:尔尼曾谈到，对于一个如此高龄的人来说，乾

隆看上去依然非常精神. ··他是一个精神鲤练的上了年纪的

绅士 ， 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 看上去还不到 60 岁 。 " 的确.

乾隆甚豆豆在晚年的时候都严格遵守作息时间 ， 所以至少他的

身体看上去非常健康，尚未年老体衰。 他自称从不需要眼

镜.甚至在 87 岁时仍然精力充沛地参加了生前最后-次回

猎。 但是， 1 8 世纪末清韧表面上的风采和活力并不能掩盖

此时国家已经显现的衰落 . 而在很多情况下 ， 乾隆本人已看

不到这种丧落。 作为皇帝 ， 乾隆统治末期的故事不仪是他本

人臼渐丧老的故事.而且也是乾隆统焰全lffi时期的国家秩序

还渐解体的故事。

1主悠的原因很多 。 也许最」二耍的原肉就是臼直在地加的各

级官僚机构的腐败和官员的无能，它摧毁了政治制度的合1击

性。 信念的丧失连同入口的空前增IX:以及随之 rfrî来的社会、

环境与经济压力 ， 导致民阔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 )F爆发了

许多大大小小的起义 。 平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叛乱的行动似

乎永无尽头 . 这进一步削弱了朝廷的控制力。 此外 . 皇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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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陆，y;

人也日渐孤丘 . 号敛{也极易受贺!剧国人的影响 ， 这种情况甚

至布屹降 1795 年退位店也没有发生改变 本章主要叙述了

这…时期主盟的社会和给济趋势以及乾隆在形势H 垣恶化的

怕况下λ1维护ft早年的成就初幻想jfi口进行的努刀 ， 从而使我

们对乾降.形象的划归i更/)丰满

晚期的乾隆帝国

虽然 w乾盛 lit :H ilt 肉 lI - ftld 制依然气势京凡，

尽卒j-7于仆人们!9r .A 布的 -个大m凶hEi岳例钉的特征 怡昨l

能 l 的文武群白辅佐E i注明明之/'t . iVJ li'l'i芮 l止能白、 A

f 、佳人 . λ; 斗的艺术衣、r，fJ'fJ初 l等人 . 恢发的白殿、平关

li直巨资 I '大的园林创选(极舒的环地 4、管非ß~吁各少 . jlt 界

k占主仔的东酒被乾降尽收寝即 受到强烈震撼的向刀人将乾

隐朝廷形容为 · 民日克国ZT' 。 于括国精英的生活ilt一步加强了

两 }j入的这种印象 ， 对 T 前沓来说 . 这是个猎奇、奢华和放

纵的时代。那比最窝有的家族生活极其奢华，他们的府邸中

有精数的'在器、珍稀的阁书、昂贵的家具 . 其中一些家具乃

由欧洲进口 确实 . 当时清朝 I二层对欧洲凤格的追求与同时

期凤服 r欧ilr 人中的对中国a.t尚的m求极为J::似 他们的鼻

烟壶 k有翩翩也饶的法国少女 . *0才钟表有阿尔卑斯牧羊人

和乡村女後跳跃而出 - 那些意欲炫耀的家庭在孩 r娶亲自J会

相借 V~ jj JX\榕的马可1 . 就像今反地{，'[显栋的消货者但借bui是

轿车一样 。

如果乾隆M顾过去，他会对其治下 50 多年甲帘罔发生

的很多变化感到满意 乾隆尤其自豪于那些将准部和刨部并

人常罔版阁的军，恒证服 ， 这均在第六甲:中已经进行了报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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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咂糊的国直性序与在败

军事征服之后 ， 清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统治非常成功，他们通

过当地可信的货族进行管理 ， 并任命八旗官员对其进行监

督 ， 而八旗驻防城市 !j!l J散布于凶北边涵。 这些机构设立之

后 ， 清朝迅速开展移民实边LI乍 . 不惧风险的汉族商民很快

就发现那里布在着极共诱惑的新的发展契机。 消朗对西南边

姐也进行了类似的征服和殖民。与草原和沙漠的情形截然不

同的气候和地形 . 让装备精良、供给光沛的清军拥有的优势

无以发碎。 读者们肯定会想到不幸的讷亲在 1747 斗749 年

第一次金川战争中的艰难经历和悲惨下场 ， 后来是博恒较为

迅速的胜利让乾隐感到欣慰。 但是 ， 仅一代人之后 ， 战争又

在这一险恶的地区爆发。 这次战争所耗时间是上次的两倍之

多 ， 从 1771 年一直打到 1776 年 。 清朝投入 10 万兵力和

7000 万两白银 ， 规模等同于对准噶尔的战争。 清朝的胜利

对乾院来说是一种安慰 . 1771 年时 ， 清军在四年的征缅战

争中由于运气不佳而战败 、 一半清军死于疾病 ， 乾隆曾因此

想要退位。 第二次金川战争的结果显然要砰于 1788 年消朝

对安雨的干涉 ， 在这次战争中 ， 昌然清军暂时恢复了被f佳翻

的黎氏王明国王的王位，但后来实际上被阮氏家族的军队所

驱逐。

乾隆与

与上文那种依靠武力扩大版图的模式相比，西藏则非角

不同 。 正如第二章中所述.在 18 世纪早期 ， 消栩就已经两

次派兵前往拉萨驱逐准噶尔， 准噶尔希望通过控制l藏传佛教

格鲁派最重要的化身达赖喇嘛的继承人来左右西藏政局从中

获利。 1728 年 ， 清政府任命世俗贵族颇罗翻为贝子，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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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

西藏 ， 享有相鸣大的自主权 虽然达赖喇嘛(七份达赖喇

嘛 . 1720 年在青海的塔尔寺受济朝册封)在 1735 年回到布

达拉国 . 但是实际仪力仍由颇岁捕宁主握 颇罗州与各个宗教

阶层和消朝的驻藏大臣(作为皂帘的代表 ， 到:盖在大臣足 J占

朝常驻tt萨的满洲 iZ 只)之间保拎了长达 20 年的友好关

系 . 维持了整个西藏的陆定

1日hl: . 顿罗锦 T 1 747 年去世 . J.t I!R (，ì:由 JL n耻尔'I');特

n~爪所革b I乒袭 ， n尔 ll}; 特DlI爪!沂勒野心勃勃 . 千二撼效忠 r自

朝 ， (也 f{X公开-z价格自 1饭， Ih d栓iM求更大的仪 }J;阳州践

自治 . 闪此 . 他 ;/f~ X r I~ 己的兄弟 并与准则尔J!ì也联系 ，

1Ii! "IfìË ，'巴.Jti毕破上4、人 7，1!ii常在内正在的 :J〈|:统的 在拉萨的 ILiJ

位H~大臣峦切关陀 {j他的 f丁z;lJ . (q 串í: p哇 lf'f~叶("鸣，也局势

Æ也 j 恶化 . k1!豆 ， 他淫斗存在1') 萨的驻军从 500 人减字 100

人 1750 年伙 . 同扩~H~直不也.生E磁大臣觉骂骂 111 ]' J:k尔默

特邪木所勒的极乱计划I 在乾降的默许τ ， 两位驻藏大臣孤

注 战 ， 1茸捕并杀夕F fE幸尔默特那牛4 月F勒 而他们两人在随

后的骚乱中毙命 . 另 4可数十人受伤 . 政府的粮仓也遭到劫

掠ψ 满洲对拉萨布1内战的f先后受到 f威胁。

在这种形势严 ， 乾晚面临苟他的父亲手口值父曾面对的挑

战 . 自 IJ如何才能更仔地构建缸中央政府和拉萨之间的关系 。

乾隆似于已经想付 il'1一场惩罚钟的战争 . 全面占领tL萨Jt， I句

内藏中自由 i丘行销民 ， {E[是 . 乾隆的宗教 ttf 师若必多吉

( Ro1pui Oorje ) 从巾远行?协调， 23必多吉IlIJ m _:世辛茹砰
阁必{引( 1716 川 786 ) . 直口第丰章所述 ， 他是泊11 1;; 1，' 名旅 (!i

佛教领袖. t8ff过马lt íF 串~J走胡同 1)币，扮捕的是指代的节~f以

于八恩已喇嘛那样的角色 他说 ijfH乾隆 ， 作为 ·· EE宗护

法". 乾隆应当放弃这样一场撤烈的军事行动。七世A占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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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晚期的田家秩序与商贩

果断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乾院的困挠，他迅速震建了西

藏的秩序 . Jt.表示愿意与满洲皇帝保扮友仔关系 ， 这样就疏

远了他本人与准噶尔的关系。在这次 '11件之后的协商中 ， 双

方勾勒出了一种新的管理两藏地方的模式 . 即众所周知的

《西战善后审程》十二条。洁明给予达赖喇嘛和班梯更多的

同主权 ; 增加驻必大臣的权力 . 建立一个自贵族组成的噶厦

取代个人的摄政。 J;X方希望这种基于供施关系的理想历史模

式能够确保间藏的长久稳定。 鉴于乾隐在藏传佛教中的长久

兴趣 ， 以及满洲皇帝与文殊菩萨之间的密切联系 . 乾隆在协

商中的态度非常强硬。当然 ， 这并不葱、昧着他对佛教艺术与

建筑的慷慨资助 . 对佛经翻译和印制的赞助以及他对五台山

的巡游只足单纯的政治行为 ， 只不过这些行为与其个人信仰

完全结合在了一缸。

改进后的清朝在内藏的统治体系运转非常良好 ， 清政府

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一直维持到了 20 世纪初。 它遮免了沃

期大规模驻防的 IE费 ， 还给予西藏地方很多的自主权 ， 同

时 ， 也承认了大清皇帝的最高统治权。 或许更重要的是 ， 这

种特殊安排使得乾隆皇帝在西藏的世界秩序尤其是对外关系

中 ， 也拥有 f 自己的独特地位。 在 1 8 世纪 80 年代末 . 这一

点表现得斗1，前明显 ， 当时以尼悄尔为中心的廓尔喀王国企图

向北扩展彩响 ， 但是遭到了满洲士兵而非西战士兵的抗击。

1南朝利用此次干涉 . 对西藏和朝廷之间的关系月1新进行了调

整 . 清政府首次制定章程 ， 要求通过 " 金瓶掣签" 来逃定

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新的重要的转世灵童。不过 ， 根据记

载 . 1792 - 1912 年 ， 仅有十世、十一世和十一世三位达赖

喇嘛是通过 "金瓶掣签" 逃定的。这可以充分说明乾隆之

后 ， 消朝在西藏的统治问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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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陪审

人口与经济

与对领工扩张的高i周宣传忏i比 . 对发生在乾降日.f期的人

n用 沃的 îlf专 00 I 1要低调很多 . 但是 . 人口扩张的市要性H吐J

)1'1二亚下领t的扩张 . 气者主少是旗鼓相当的 18 flt纪的

人U 爆炸(1'本书前儿~;: q，己约有所键及 ， 1700 作 n.l[驾家的

入门约沟 1. 5 fL ， 到 1750 年肘人口钮过 2 亿 . 1800 年 HHII

U届过 3 亿 甩到 19 111 纪中用1 ' 入门增ii; 才行所降低 . 此

时今间的人门已纶尚达 4. 1 fL~有 这种不口I IEI义的熠长flJ

'F ír "\i f、 ulf占 . 对此行句疑-[ ，的谈芮 "1能会认为这必i4 足从

自ÎJ的统 i i 放字过低造成的。

r肯伺{坡以前的i二朝 11 . 强调人门苦盒的重妥性 ， 1:连

人 A丁数字就走基于这些调奄而来 同样 . rb俩也像前 f-t F.怕

那样Jêi主 I!f- iiE人 υ普查的准确性 . 因为;礼仪的人门普查缺乏

现气人口普查中的误差分析 不过 . 迄今为止 ， 研究此问阻

的学育们并不认为清代的人口数据存在很大的谬误 . 民为 ，

不同于前代 ， (舌 tï:并非依据家庭规模来征税 ， 这样就减少了

-个少报人口数的因素。而且 . 更为可信的 20 世纪初的统

计放字人体 t也可以iiE ~1击代的人口数据 简言之 . 扣国人

U 布消代特别是在市H1fa .j WI急剧增长足确幽无误的 ( 20 世

纪后期也出现 f 笔似的人口增长现fM. .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主

80 年代 ， 中国人口数量翻了 Ml ， 'F过 ‘ 我们豆豆今血卡木

宿楚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出现人口的骤然增跃。 斗中可能性

"'" 1 8 世纪的生自率突然上升 fE!是 .i豆今为止有关这·问

题的研究似于尚无法为这种可能性提供合理的解籽 ， 闵 λJ伍

中罔历史上并没何哪个时期的生育率明显高T其他时期 . 旦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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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啦期的国在秩序与 古雕

是高于同时期世界其他地方。 而且 ， 尽管医疗技术和生活水

平得到提高 ， 尤其是在城市中 ， 有口I能会降低由分娩、疾病

导致的死亡 . 但是 ， 并没有确切证据表明死亡率在同时期出

现相应的下降。 也许，促进入U增伏的一个可能因素是像番

湾、玉米和花生这样的新作物的出现 ， 这些营养丰富的食物

可以在相对贫梅的土地上生长。

无论如何 . 人U增长在当时已经引起广泛关注 . jF被视

为皇帝仁政和上天佑助的例证。但是 ， 也有人开始谈及人口

增t<:带来的问题，官员们警告说.人口增加让农村变得拥

挤 ， 没有足够的土地容纳这些新增人 n. 结果是地力耗尽 .

食物短缺 ， 物价上涨 ， 贫困鉴延。

然而情况也许并没有那些人所想的那么严重 ， 即便是在

18 世纪晚期 ， 马夏尔尼使团成员之一的所当东在其记载中

称 ， 他们所到之处 "基本上没有严重的贫困现象 " 。 不过 ，

乾隆依然认识到 ， 身为皇帝，他应该保证国家的和平与繁

荣 ， 关注如何解决这么多人口的衣食问题。他说 ，··安K2， 己

垂裳而听天下之民之有寒不得衣 ， 己玉食而听天下之民有饥

不得食者乎V 乾隆鼓励从东南亚进口粮食，并严禁产粮省

出口粮食。 18 世纪 40 年代 ， 乾隆延续了他父亲推行的一项

政策 ， 强调尽可能开垦新的可耕地的重要性 ， 特别是在山头

地角、河滩和海岸这样的边缘地带。所有士地 ， 不管是坚硬

血口右 ， 还是贫府 、偏僻 ， 都应该得到Jf坠。 为了鼓励农民的

职极性 ， 他将土地无偿给予那些响应他的号召不辞劳苦去开

垦土地的农民 ， 并延长他们的免赋Q.t阅。此外 ， 他坯改变了

一项长期实行的政策 ， 放松了对汉人家庭移民东北和蒙古东

南部这些土地肥沃的边疆地区的禁令 ， 甚至允许他们移民主1)

他所钟爱的承德周边去进行垦驼 ， 结果导致了这一地区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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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隆帝

森林的迅速消失 满洲故地的南部到处都是山东米的元地iX

人农民，他们向盛京的移民→巨作续了一个l*纪之久。

是往国上下 . 人们都在为自己和絮人』找生{j.空!词 ， {+.IJ;. 

南 . J\.批制建入移居台湾 . 在西南 . ~*越多的汉人移民不

断与苗、傣在J!幸亏十者居民发生冲突。在西部，电日前所述.

国家在 1760 年以肩帜破鼓励内地农民移居准部 最初，所号码

的补给大多出 H 南省挝fJ飞 . λl 了减轮tI肃的负担 . 凶'必还在

新郎1m立了斗'也 叼 并在南串通招募 'iA悉 tj ， -æ独特攒溉技术之入

于1 飞， 11 it 邱 . ;1-恢 U这此地 !j (f;J ~业'七产 1740 可 i'l 1774 

:f j~ 35 i十|可 . 纪开哈j'只J I9 J.r;j新功地1 到 1785 气 -q

I +" :.♀咕:旦州的耕地lfIi fl将在 1000 力 L 国. lt 200 多 il' IÌÎi w1 )JII 
f 1点 。 如果!到以(J':J i'Þ!食俯备能够 i均 1ft巾人tt增加 ， 那就此

|训这盹ttz;在 !Uj 之 1J 忱的 乾降早年闪为她得自由价 il~ 附粮

食，段经想'W~ Ii自F.!酒 这才告施也1今Hf也并没盲人大的睡

眼1) .!{]必要了

当然.纵然自国挺的再!吸Tf面，可耕地攸屈;佟究小时能

k限扩大e 般说米 . 养活一个人fZ安囚白地 随着人口的

快i且增长 . 这一比率在乾隆 8.J !91 日益下峰 . 从 1766 年的每

人 3. 35 亩降为 1790 何时的每人 3. 33 白 为了提勾农民的

'1 i击 1)(平.乾F革命人， '] 定了-rIt小册 f·. ，投向农民使用A~新

的柿险、准搅和施肥托尔 1也应我导日 óH J些犬1土新的农作

物和成功的农业革斩 也[J果上他不远合种ffl粮食作物 ， 能|汗

就让地力官向农民说明种也棉7E、来树(用丁养蚕)、民

树、油料作物、袖、烟币或者nl也纶济作物的忏处 ， 同 8'Jr;

，'，~ 11 .也安协助农民寻找r 品销11) 巾场 也绝大多敛悄况卜 .

这盹都不太准办。通过乾降时期的商业网络，各种货物得以

在全国大规模沁涵-一 (，'[ "=期居{下在中国的耶稣教士说 ，

2 16 



儿 幢期的国革性1芋'至 在世

.. 中国国内的贸易tlt如此之大 . 整个欧洲的商业都无法与之

匹敌 ; 中国各省就如同许多国家 . 可以互相交易各自的产

品。 这有平IJ f加强各省民众间的联合 . 也可以促进各地城镇

的繁荣发展 ， 民众的安居乐业' 。

这里提到的地方产业的专门化可以增加践们对某些地方

的特定产业的了解 ， 如江西的姿器(晨1惠镇的瓷帘每年生

产大约 1 00 万件览器)、江南的丝钢、福建的茶叶、云南的

木材、湖南的大米 ， 这只i止其中几个例手。 这些产品以及其

他产品的长途贸材以及与此榈关的船运、经纪业和钱庄 ， 在

国家经济中占据右觅搓位置。 确实. 1 8 世纪中国的粮食贸

易总量是欧洲粮食贸材侵的 5 f击，它更应该被视为是一种大

陆经济。 不过 ， 我们不应肉此而忽略这种给济存在的很大的

局限性 : 据估计 . 30% 的产品和服务部局限在

公里之内 。

160 

乾隆时期贸易繁荣的原因之一是 . 在儒家传统之影响

札国家几乎不对地启贸易征税。 ffi然对国内和国际贸易征

收赋税是国家电耍的收入来源 ， 但是这样的税负在乾降a .j Wl 
可谓微不足i兽 ， 且并不属于国家的正式税收 。 乾陷在其统治

初期，还对小木买卖的税收进行了限制. " 其在府、州、

县、城内 . 入烟银袋 ， 贸易众多，且官员易于f审查者 . 照例

征收 ， 但不许额外苛索 . 亦不i午重复征收。 若在乡镇村落 ，

则全行祭革。 " 国家的上耍收入来源是农业而非商业。 对于

农业税，乾隆的指导鼠贝IJ 也是轻赋。 m赋平均占到w户收获

蠢的 20% .以白银或实物征收，这取决于人们的居住地

(富庶地区所征货币较贫困地区虫，离很多) 。 国库依赖的就

是这种税收，每年共计约 28∞ 万两白银 ， 约占政府收人的

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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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陆帝

因此 ， 乾隐同意进行新的士地调杳 . 但不提高 18 世纪

初制定的田赋的征收标准 ， 这对于乾隆后半期的统治米说 .

其意义可谓司在大 t 因为成朝的税收体制j意味着人们无须隐l益

求证人υ. 113它确实会诱使人们~d摘自己拥有的土地面积

在乾隆时期 包榄行λ1非常普j揭 即人们将自家t地成般为

邻近的士绅家族所有 因为拥有功名.'J "f以少缴赋悦

朝廷正i称新开坠的卡地也免征税负 . 1刻此，随着时间的情

移 .7向日税负的群体就 H益缩小.导致越来越多的京应次iU

l勺'在 这眨.ct .任又拖累 f给t芹 ， jf 给政府带来了新的问钮 ，

fTi然政dî 1 Jt价岛 e~. H1~止 . 币;新 l、'ffrli r，~l ì喂 m财产 . 可以何

hÎ这本吉Er齐1ti fj;]的J.:m. 坪且可以他L人拥有-个lJ.i.加"非爷

的财政基础。 不过. III r [，J.i 熙阜津itr 1713 年宫布ïI<不加以 .

乾降t+i r平泊 ~Ù是钉在 l农 i主千吕施.从而飞去致同京收入减

尘 . rfn i草生是Ifll入以本能够解决因人口创Jl'ji \fi' 5 1 发的更事的证;

由

求

确保民众之福祉

这些政策体现出当a.J多数统治精英认可的一种 fn 念

~n国絮拥有的资产有限，而这比资产rhtii者尽 "f能地广 λJ 敞

发:画联忠d￥ r' x.安 . 民气和 ~r . 仆@('t':朵 ， 英先 l 足议 ，

况大下之财 . IHI'此在立 . 不~\i1 J 上. &1]敝于r: , .. 在串í.'幸统

的时期尤其初期也ff在这样类似的关沌 ， .. I司占致治以?~民

λJ本 ， 而养~之i草 . 必 i吏兴平IJI坊也\ 乾降曾说， " 水旱无

l篷，方能使最巅光灿 .t在急可资\仅，.i<;方面，尽管储家纶

典对于乾陇时jVl经济政策的形成具有影响 . 但是 . 乾陆更J也

关注的是其底线 ， 这种结果是他们所需姿的吗。这均数字究

2 18 



九 晚期的国草性序'王贵赃

竟意味着什么?例如 ， 乾隆总是担心瘟疫或是恶劣的天气 ，

并经常关件:全国各地的降水量。 最让乾隆生气的是官员们对

早期旱灾迹象的瞒IR . 而最让他高兴的1)111 J牛官员们奏称、当地

风调闹顺。 1 744 年春的一天早上 . 自提辅之地下了一场透雨 ，

乾隆撞见群臣时说:"不知百姓今皆险种-ã . 籽种各奋?何

不详恶奏阅，以慰E关怀? "

除此之外 ， 乾隆很清楚迟甲会出现粮食歉收之币 ， 因此

:Gl议政府些提前做好准备。 下面的 I俞令也出自 1744 年 . 其

中总结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

国事继绪百年，至于今日 可谓成平无事 。 然 于无事

之 日，而竟谓无可事事. 则将来必有事随之。 怀安即是

危机. 4豆治 Jr 为乱本。 反幼读诗书，颇谙治理，御极以

来，元目不忠措天下于布隆。 今起视天下，太平采有卑

乎9 目今生齿益众，民食愈艰.使猝遇早干水，且，其将

何以为计 1 我君臣不及时筹划，又将何待?

这些"及时筹划" 中的主要措施是油布全国的发达的

官仓 . 在陀隆统j台 11才期 ， 这些'自仓的粮食贮备翻了 卢游 。 因

Jt:可以稳定粮价 ， 这些官仓又被称为 "常平仓" ，在遇到紧

急亨件时 ， 它们可以行之有放地缓解粮食供应问题。例如 ，

在 1 743 - 1 744 年河北省的饥荒中(乾隆时期fi严重的灾害

之一) . 官员们在进行了实地调研后 ， 根据受灾的严重程度

划分了灾民的等级 ， 为受灾民众搭建包了临时帐篷 ， 祟米:在

粥 . 为 160 万饥民提供了粮食。 此外 ， 军队的粮食供应有时

也会出现问题 ， 常平仓就须额外为军队的运转提供粮食。

应该说 . irJ I，it隆中期时 ， 对于维柿这样一种强有力的国

2 19 



乾降帝

家千颁行为.乾陀似乎有了其他的;\} tli:. f也更倾向于让市均

在 lt巾能够发得越来毯大的你用 B 这 A转变，加之军费逐守

增加和商败 Ri挤严 llt.严重削弱了常平仓的作用，导致 19

IU:纪有1 20 I址到国家对灾古和饥荒的救济远没有乾晚初期那

么有效

IJH智翠疑.对这~灾吉最好的准备足 fljj防灾宫发'1:。对

fI也能有1 旱灾 ， 除 f特殊的祈胞和祭祀(乾~1t.经命进行)

外，儿乎别尼他法。 IH:主 对于自~'i以来约悻 3必:纹的 1共灾，

t?ì i'!/. ì:.t大 J) 习、同 t'<个世纪以来，雨'菜的 l 要职岗之 批J{

IIF I1草地J-IJ!. r.1i Ir.J lK t王战 河务的治l'R住-AiztilIA4 . 冈 λ1 ~与

(uJ ?uj床 i民rÎli.在历 1 卡就MTQ~监 .古l j'nJ LZ品之aj .人JK忏

坊就自u奄，哇哇~ "Í、华北平原 ./171毁 l主 W. i'hl::京市，束时遭到

破坏 . 缸 'KI余炭 申í.P车在 1756 年的 l饲巡山 . ff 机会采眼 H

睹了这-45居IJ.他说. 丁在色睬悠 F见， jzf量鲜72 仅。踉跄L也

无1iii'.艾T辛果油及'

的f'.I!洪水不欠佳建设堤坝和海增 . 还需要挖崩疏通 ρI

i口 ， 及时"'Fi理那比连通4工户I湖泊的水库、容岛;泛澈的问趋平11

l'1r7k i勾粱。们些能员干吏甚至还设法对多余之/K ÎJrr 以引导 ，

以作榄溉新囚之川 治 7K失败将会导致灾唯性的后来，所

以 ， 对T统治者乾隆I而 JJ. 水利治理可谓-个比:It -!眨身手

的竞技场。但是 ， 不同 F遥远边现故事失利. ~口呆4JEjLγk

夫和l 黎民百姓世辈IJ就会有切身体会，唯怪乾降安{级以往那

样将政府年收入的 10% 用于全国防洪工艳的 III设相维护

(乾院南巡的理由之一就是巡视这些公共 TffiL ~n同取得

军，J:i胜利 4般 .串H幸也立 r很多石碑作为治/.1<胜利的标志.

多数人那认为乾隆在这方面取得了意要的成就

在应对水旱灾官方[雨 ，乾隆通常采取的倍施是 F令阉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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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砸期的回事怯序与在歌

受灾郡县的税收。免除那些没有收成的农民一年、两年茹苦

更多年的赋税 ， 是斗中在接减轻受灾家庭负担的办法 . 这位

常符合乾隆所持的国家财富用之于民、国家税负应该往市IJ在

段低水平的?在体理念。 即使在未发生自然灾宫之时 ， 乾隆有

时也会实行这种减税政策 ， 他曾于 1745 年、 1770 年、 1777

年和 1790 年先后[lq次下令在全国范国内恩免赋悦。 他认为

(并斗|所有大臣都如此认为)网库足够充盈 ， 免除部分税收

并不乞于对网库安全产坐影响 . 仍然能够保障悄费支出 。 上

述免税总额高达 1200 余万两 ， 人们由此可以想~乾隆后期

的经济规模多么巨大。 乾隆能够四次而非一次恩免赋税 . 充

分说明在其统治下 ， 国家的财富和自信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

水平。 此外 . 他还怦三次免征国家主要产粮区的消粮(用

于供应京师) ; 无数次免除受灾省份和外|县的赋税 ; 在土地

开发政策中 免征新垦土地赋税。 乾隐之慷慨令人印象深

刻. f8泣 ， 这种慷慨自然也要付出代价 ， 它限制了图家财政

收入的增长 ， 乾隆没能预见到王朝还需要更多的资源以应对

不断增长的人口和不断扩大的版图 。

政板的局限

屹院的以税i& tíi 主'I!!并非出于慷慨或是造讪大众之考

虑 ， 而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 即皇帝以天子之名掌控着非常

重要的资源 . 而且政府的直接开支也相对较少。中央政府唯

一需安承担的永久且重要的开支是向国家预算比前最大的军

如开支 ， 太约要占到 60% 甚至更多。相比之 F . 官员的开

支些小得多 。 在 20 世纪前的中国 ， 完全没有大多敬近代政

府需要维系的庞大官僚机构。而国家需要保卫边弱、 维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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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陪帝

半、执行j拉法相解决危机。它的代表性{王得是树立 ill德典

范，以赢得民众的f;;顿(化F皇宫常强调 " 自占有后人无后

法 . fu治人概 f、多得 .. ) 其他方面则顺其自然 相对于总

人门来说 . 官员数目;很少 . 在 18 世纪中期这一比华平均为

1 : 100000. 1而且俺憬较低 : e 才、县令的忍卒苦苦伴每年只有

45 例 l11旦 因此 . f也只能依靠地方土含JjJ进行宵蹲，这~己地

!;卡幻\Ii H 1.米自有功名的家族 ， 他们在地方却务管理/;位i提

供了很多的财政资助 这种资l.VJ至关申弛 ， 国为地打官Ìl1Í常

',;;; '11' fI t..!. 11-1 \~J} '1，入几 . 包括师码、 1 海‘但J{虫、随从、峭

↑H，，)，止 、T 11 'Jj外.与地启程 ;xl:电 ~f关系 . "r以 1世 riifH'\ v' 
'陪:1 "'!.Im (J'J i r 全mt，'ji兄.有益丁~-t地心的t)~J甲

lLttEU plttI 蚓毡，且官 41 的贪/fÎf fU i监刷职权 if h{f 

蚓延的 1 t;;尼 1叫之内 ， 本主 r影响到同 KJA II 的税收在1衍

立 . 邪么'向民币l地 U计会之间的共生关系就平以放得 K 自l

的民性发展。 ;1，;了滥免穹员'王地方关系过于来近 ， 省级官

员 "':ij二就~边行轮换 ， 巾且.在任何情况 f~ 员们都不能

在自己的絮乡任职(国应制度) 官员一个任期结束时 ， 需

些对其仔职表现做出评估 . 而这种评估会j(Ht 下 个任命

产生ù接影响. !且是 . 在乾隆统的后期 ， 开始出现--LKE令

人不安的趋势 饨 ，明廷任命的rdH 与地 Jj权势人物之

间的联系H 趋ci'; !:'JJ JJ; ...在员之间的关系也 111 r 'f斗段之
间的关系，这两种趋势都l埠明本人与皇帝之间的弘人关系

H 趋松ii'<.阳、 LL rt在乾降统治后半目1.乾仰的仪 }J 开始良

弱，

寄: 个趋势口I以与乾院时期的人U 急通增1:<:联系也可在

因为入门挝然副了 嚣. f日是民事官员的数t!并没有相应增

加 . 与康熙时期的官员放量相差不多 这就导致JJl5盹钮负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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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地方官员如今需要负责管理的地区的人U已经是几十

年前的两三倍。 由于中央政府并没有提供持续的额外财政资

助 ， 地方官们苦恼日增 . 不得不想方设法在当地寻求其他可

能的财源 . 这就导致中央与各级州县地方政府之间产生了隔

脱。 对金钱的需求同益迫切，自然使得他们难以抵制收受贿

赂、敲诈勒索的诱惑 ， 戎者偶尔也会主1<:些阴谋i乍骗。 为了维

捕政府辰低限度的财政支出，这也足泊不得已之啊 。 几乎每

项工程(如修建拚梁、建造神鑫、修缮寺庙等)所需的资

金都需要那些窗户捐赠 ， 当然 ， 这些人也乐于响应地方宦、

政府或是皇帝的号召 ， 尤其是在捐纳可以获得较低的候补官

衔时更是如此，因为这些官衔可以使他们减免赋税。 这种筹

集资金的方式足如此成功，甚至连军事行动也有赖于此。事

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 捐纳的现象非常普遍，后来成

为国家收人的道要来源 ， 而其所占比例甚至高于我们以前对

此的想象。

第二个趋势则反映了清代官僚机构或者更确切地说任何

一个与权力和金钱相关的大机构不太可能避免的特征，即派

系活动。 在前几章中已经提到 ， 在中国 . 朋党政治一般都不

受人信任。 但是 ， 派系活动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 ， 冈为不同

的人对于问题的解决总有不同的看法 ， 有时提至对问IIÆ本身

究竟址什么也存在争论。 另外 . 在中国 ， 急于创业的年轻人

为了得到能够让他们步人仕途的功名 ， 总要经过激烈的竞

争。 幸运的话，他们会成功地赢取卢誉，谋得权力和威望。

在这种氛围中， 一个人绝不可能有太多的朋友 ， 同时， 一个

人也绝不可能知道谁才是他的朋友。 这就使得不同的官员采

取了不同的策略。 一些人选撑碌碌无为和推卸责任 ， 另一些

人则逃梅更为冒险的i革路 ， 他们或者提出太胆新颖的倡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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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弹动他们所察觉到的违规行为 何i对来说.乾陆更喜欢

后者.他会将那些仅会趋炎附势的人革职伫 fUJt 如果乾'1f

发现某 官员行足JÆ，端，或者更为附蜒的 . JTE JE向己的铺设

行为 ， i也会立即对这咆它晏进行惩罚，无论怎样 ， 每位官员

都会发现自己不可脐免地要选民立场 . 叶E那些 l毕件不做选好

的官员，tln'rN会发f电肉 ι陷入孤立无挝、俄边缘化和1缺乏影响

力的地地!

和1申革口妖翔的腐败问题

8 1 快政府的规锁叫 ~l" 手;吉"t- A: . (口皂 ， 蛇阶叫此l.11从斗

加以 1'\ 1'(的 AP志 町 1世 t让台增加剧心 1·P 121 约占Hl.也成 fj 对 11 .

1;ji41:爪 :1'Jzttfft革式ill: 1r )占，t.:的改选 ~I~ -.~ l(i 他1:车、气然 4'会谷

'LJfKofu牛的政党的 Ir tL. 任{由 ílt ， 1在-紧!泣的政党就Jdi!!

本人伯也幸ti降挝仨能容忍的 伴，J.ì.:.t是 'ú' t,i {f j 的严反 i商

败 。 寸自生必须能够i.i iHiI~管理他旷的人.闪 λli主从根本上

反映山的旦他们对皇帝的fu ffl 乾陪G'iìcffi熙后即Ji&同混乱

的教JJII 过 F{- 主主义会滋生默1乍.片 f史阜仪日益分散 (1] 

且.串Ef幸桐1卢官员不 tE会危及皇帘的iHff.地(，'[ . I't IJ 弱手持同行

技施放的能力 。 因此.这种不EE就丰汗马子背叛，足M严豆的

1~1于 ‘ 所以.乾隆鼓励人们归宿 741也汇报 'H R们的可疑行

为 收受精胳、欺诈、何人唯菜、温 11l1fl1.仪和蹒挝等 + 这悖

就fìE (i)!乾阵有妆控制j 自民.确保节;以为 Jt 人Jij空 出门叫

付的服因 . 如果您在层的除政敌. JJII么控告他~2乎1 腐败行为就

ß一个 1非常好的办出 于 r~ìJi的兴假则由 9帘决定，

也在 ':rt降百前的 fiJ: ì胃弥劫案件有款百例，之多，其中绝

大部分邵与挪用国;反资金有关 ， 这 i牛肉 λ1乾降tL t圣}'1;后问

宣称接改变 ，Jt父亲维正 a ，t期的苛刻政策 . 导致很多官员心

生贪腐之念 乾噬愤迫改变阴驭。在其统冶切期坚定 f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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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贪腐之决心 ， 下令任何案件只要涉赃额超过-千两 ， 案

犯就将斩立决，数十名官员因此1';了性命。 这种政策似乎

取得了 J定的效果 ， 一段时间内 ， 以前频繁出现的丑闻逐

渐消失了

不过.到了乾隆统治的后半剔， '自负贪污这一严重问题

再次出现，每隔儿年就会爆出一比ifí大案件。 由于上层宦僚

之间通常总会柑豆包庇 ， 一人被捕不会牵出其他人 ， 因此对

官员不法行为的J揭发和对罪犯的追捕部1日困难 a 而且，由于

贪腐的风险越来越高， U涉案金额相 I J;:Z也越来越大，一般都

高达上万贝克数十万两白银。 乾院企罔扭转这一局面，但同

时 ， ~他发觉批汗的矛头直指他本人的时候，他便失去了耐

心。 1 780 年，内阁大学士尹壮因奏你多数省份的财政收入

都被政府官员无耻侵占 ， 却遭到了乾隆的严厉斥责."若如

尹壮图所奏 ， 贝Ij大小臣工等皆系虚i司贡谋，丽为!吹罔。而陕

五十余年以来竞系被人蒙蔽 . 于外间一切情形全无照察 ， 终

于不知矣0 ..

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起有名的5草件 。 出身显赫旗人家

庭且极有权势的云贵总督李侍尧0'被人揭发贪赃枉法 ， 包括

进行权钱交易、以高价向下级官员兜售低价得来的珠宝、侵

吞国家财产以及通过修建府邸收受贿赂等。 乾隆命御前大臣

和附调查此案 ， 平日那奏称'$1寺尧的部下几乎全部涉案 . 全省

账同需要仔细复查。 经过调查 . 许多官员被革去官职，名望

扫地。 李侍尧名下的主万非法所得银两足以让其被判处死

① 李f~先 1 字钦南 I 二哼伯爵李永芳四世孙 i 汉军镶前赋人 且1李兀

亮担任过户都尚 11 . 拿侍尧在盹障阳年"植乾隆接且，先盯ttti 任草机

处.茧，她同副部统， L部侍郎，户帽恃郎。广州棉车，两广 嗣

广.云贵主肯单督等职 一一谭者注

225 



乾隆帝

刑. ftl，是乾隆犹鲸 f ， 被最信任的官民之一背叛让乾隆非常

烦乱。因此 . 乾l珠怀疑各省督抚中没有能够让他真正信任的

最后 ， 在相蝉的这i立下，乾隆喧担了?在1寺尧，并恢复 f人

其总督之肝、

乾E茸的i辜 'f?为向大家陪矛 .fF边的事帝已经没有当年

的魄力去严25GCi们的法职行jJ (叶妾 F步祀的， L年里 . 越来

越多的贪腐案件Ict 111 水面 1 781 午，就在李侍尧 案结'f

之前，乾:革f哥姐l 以市';<.<1'安-EtI望 Y丑行的甘南舍省官扔在 -fT

'nJl-卡勾伦 . ~údm监 I r t 地弘1lt J)!吏利益最大[七 . 户只

们;ltie司夸人节'盯虫'J P'的l以Ik f号更华约i!l<灾损 . J主 il'就衍'l('N! 

U 名门节丛• HJ ，且非的捐助。向归自;;~nT;L被梭 f' r 1!1 {-~，;;， 

1-4:: • 队 nJ.f朵 lt-i盐't惧. )j 白资格同 IA人自 . 可i自迅i墨放宫之

t走相L 申t降 度感到悦 JJ困惑，足Jf呵 f'l< Id ，Jt这陀的 t1:闲 ñ0}

突然|可会引出自H此事的监生 而且.无ltfz么慷慨大灯 ， 粮

食储备也不干于如此之低 ￡先~L调奇的人被巧地'1=4"员收

:1; ， 所以乾隆尤次获知事情的真相.速将此'再暂时搁置也

来 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甘肃省委拟的全省捐粮总放相当

I 全省粮产量的仁倍还多 . 乾降怎么可能会相信其中没有 H

.tt布政使的价腻呢。乾降兵至远认为 Ir~布政使政绩突 !H rf lJ 

.1吨 F以了贺赏 . 将王胃望由甘南布政地升迁沟浙iT巡砖

最终 . 丰 åfif 有 吨正亘清廉的官员不断对此i挂行 1周

i"f., 7J H昂i"E !l\ f这 阴谋的细节" I Jí实的真怕是，羊头:14

虚构的 ， 向 i '1 多 jf..l监 f'i 洋 îÞ来向忖南 . 巾是米臼 iTr啊，他们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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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充Et肃本地人，利用当地文化教育较为落后、科举较为容

易的机会 . 来当地获取功名。 此次腐败案件的波及范罔可谓

空前。一百多名官员因骗取国家一干多万两银而放军 ， 这些

银两相当于周家年收入的 1 /4 5虽 。 在这一百多名官员中 ， 告'

约 60 人为自己的贪婪巾被斩首。 在这一案件结案之后的一

段时问 . ~r肃全YTiq i多官{也空缺 . 没有足以可信之员来管理

该省~J~务 。

第二年又t提出 r另一个政治丑闻 ， 这 4次桂山东巡抚国

泰与其同党 ， 包括布政使于易筒 ， 卷入一起阴谋之中 ， 他们

涉嫌收受贿赂 ， 导致山东各州县的常平仓全部出现亏空 。 乾

隆再次派和刑前去调查 ， 结果再次证明那些指控所言不应 。

账目上的几百万两白银不翼而飞。 至山东巡抚被处决之时.

惭江又出现了 起类似的指控 ， 当时浙江省的账目中亏空了

一百多万两白银 ， 更多的乾隆亲自逃选的官员被发现卷入其

中。向此以后 ， 一直到皇帝退位 ， 几乎每不到半年就会爆出

新的弹劫案。 谣言迅i卓蔓延 ， 有人被捕、招供 ， 然后是更多

的人被捕 . <北京公报》上不断刊载皇帝愤怒的上i俞悍 ， 则

证实了这些传言并非虚无。 从皇室到市井 ， 政府的腐败成为

人们的日常话岖。

而在乾隆有来 ， 在这些欺诈行为中也得在一些职极肉

索 ， 其中之一便是所有被没收的贪官污吏的家产部流入了乾

陆的腰包 . 大大增加了他的财富。而财政赤字和粮食亏空则

由那均被免官员的继任者负责。 另一个积极因素是满、汉官

员青ß卷入了这种犯罪 ， 这样乾隆就无须f日心存在汉宫通过腐

败来故意破坏国家政治体制的阴谋 。 但是 . 看到那些本应更

加效忠皇帝的满洲官员同样也在做着有损且帘统情之 tJJ 肘，

乾隆也会感到不太舒服。不过 . 好在还街一些值得依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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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 1部明的U 员让乾陆感虱些i午安心.这些人对乾隐总足以

诚和1待，不收受贿赂，不会为 I -己私和j斤Ij欺;f';网上。他们

之中多数是满洲人 . 包括阿拉(他平定了 1 78 1 年 Yi~t的 Jb

l叫 I.二起义)和博恒 . 此一千人均出身显赫. t臼 IIli军机大

臣，战功申著 . 成名远扬 ， 还有舒栋{惠，他凶刚 iI不阿以及

在关键问题 f 放于盲点迸 l卓皇帝而闻名 、可然，另 /i l茧，

也有丰Uf申这样的'"员

fnJ申';:q. J 北京 个普汹DJt人家庭.术资聪颖 ， 9 岁时

就进入 -1-，' y" ij~间向天资的满洲手弟没-，1.的成安白 TZ 并学习

他 1 7 '~II.t娶 f 人，aFL ;Ef革的孙女 J) 1:.这付 111 且1I nlÍ ，丁呵 ì1'/ 

句i if . l材布这ìH也约 1辽 f11 忽仪页， 11 在不 flj 20 岁lI .t就 r且

装了.笃 t{) '4 部 /，M 这 HPJIKi然锋i* Ui>bI. .w会Li:他1liljl:

白马 i 阜帘的俗从之 ýl， 两年后，在!I巾 51包了乾隆的比意

，;.u幸之所以会对1j 轻的和E申产生吗毡. -f中 l兑0，是.丰口

J!j l的一盹细微特11，让皇帝想也了皇后届理在(1(; ~ 'f中说法

是 . 租T申肉其能够背诵出他 年前应~时所作的文市ifri给皇

帝留下 f印象 无论如何 . 和 E申明显受到 f乾陀的关注 ，

1 77 1 年 . 乾隆提拔和!IjJ为三等侍卫 g 在楼下来的儿年旦 .

和即以令人惊异的速度迅速步入政府高层.并丁 1 775 年在

军机处上行走 对 r -Â'-尚无多少资历的 25 岁，j"{牵来说 ，

这种经历真可谓闻所术闻(向位在 60 ~ a.j才成为干机大

臣). n此以后 . 一直到 1 799 年乾隆笃崩和坤的 f t.途 内

部址-帆风回国 ， 不断升辽 儿乎不费吹灰之力 . 这与乾隐时

期的其他太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到 1 790 i卡时，Íf'-仅 40 岁

的他已经出任过几于所有的官职 ， 并获得了几子所有的荣

誉。 9z有其者，这·年 . 和E申之手迎娶 r阜帘liii y"宠爱的女

儿租车:公主， !I昏 fL之舍华让人难以想象(在第二市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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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 这就使和E申合法地成为了宗室成员。

和坤现§且在清钥可i目前所未有。许多人对和冽的成功产

生 f质疑，甚豆有少数勇敢的大臣试阁将其拉 F马 ， 但是皇

帝却 l坚定地逃得支持和刑。 因此 ， 多数官员.(] J.I]和附地位强

大j f 且稳网，都明年?地逃摔站到丁他那一边。结果是 ， 在市t

F皇统治的段日 20 年中 ， 实际上是乾院和和那共同支自己国家

权力 。 如果和坤能够的保皇帝平IH主烹仁那么这种前所未有

之事可能还l'豆 F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但是 ，糟糕的是，初

到在任k可i白为所欲为。一方面，初到对伴乾院极尽i白M1

(朝鲜使臣的记载反映了吗时的流言，他说"皇帝若有咳

吨 ， 和T申以溺器进之 ，. ) . 另一方面 ， 他却一直:夜航乾隆 ，

破坏了皇帘的权威。 乾隆对他这位得力助手的信任使得他本

人根本意识不到派和坤前去调查各省的腐败案件本身就极具

讽刺意昧 ， 国为此时正是和坤本人在带头侵吞罔家财富 ， 也

是和i到1本人化为后来那些因不法行为而不得不予以抓捕的人

提供!比护 ， )1从中温和J 0 乾隆在其统治后期的失误使得他本

人和国家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只有征收陇驾崩之后 . 这种代价的严巫程度A'真正显现

出来。 新皇岛庆为铲除其父之宠臣和1申已经等待 fllH:时

间 ， 在乾陈写崩仅三天之后 ， 和1申就被指1空犯有 20 顶不同

的 '!ll l'， lfri快抓捕 一周后 ， 和E申被赐向尽 ， 和洲的巨额财产

向然归还到了荔庆之 p。 在和坤的财产被开列洁白白i后 ， 其家

产终 F浮H:\ ，](面 . 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八亿两白银 . 比国家

20 年的财政收入还安多，足够再来一次-卡全武功" 。 正如

民谚所i兑 ." 和!JjI跌倒 ， 15庆吃饱" 。 当我们想起 ， 60 年前

的官员仅仅贪污一千两白银就会被处死 ， 而这与和坤的贪污

相比不过九牛一毛 ， 从中足见随着时间的流逝 . 皇权i跑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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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严吼的削弱。我们也可以舌到乾降依赖个人之间的关系

来维系在应关系的局限性 ， 由于缺乏系统的防范和监衍，这

种个人之l时的关系易于走向饭均.我们目睹了乾阱姻亲相E申

骇人口斤阳的仔揭狡iÞ ， 这与皇帝姻弟!w.恒的忠心耿耿形成了

鲜明可比

纷吉L四起

4 屹!革后期，政府办事放非不断降低、" \'员贪嘴 'J.í l'牛牛

l!ir 1的事Jf' I~但如 fU这吨贪官毕竟只处 I 食物悦的低稍.他

们必 ;lij l.:供养'也 I 可i峭的在N'在JJt f也有级 ffLi 另外.人 I I 

川 j) LUiI. ，t怖的民Jli争守的加革51 . 都 bl(Jõ li会日益Ï;M毫不'ι'

的必业肌肉，有关 i也所有叹的争{~骤然用多， rfn这种1'~

汹常会儿命案均斗校1 收场; æPfï务繁~，濒于极限，地

!i官 fi1 几')'- :JC ~I对此i茸行处理 人口的反断外流.尤且是来

的男性(所谓 光中昆) [' j 世代居住的各村向边树新定居点

的不断外流.形成 J新的社会群体，其中缺失了那吨用于联

络乡村生活结构的传统制度二在他们的地盒上 . 出现了非自

力的兄弟会、勺li教和血腥的仇杀 . 所有这些都越 I \ j'国家

的控制泣旧 给济商业化的不断加强带给很多人财富.同样

也侵蚀 f'JI fj tJ JJ 、史 19 -1'人化和史λJ稳固的尖坊憔式 从乾

降巾期开始 ， 物价不断lii* ; 主(T乾附末年. 些地力的米

价U是乾降例句的 --'f吉 卡地所有权材 F频繁 ， ~a Tf田户

郁不知i草i住才 hl真正的地主 . 导致不断发生冈逃税而引发的

冲突。即使是那些境况较好的人也无法承受征税荷不断挝高

的安'求 ε 另外 . 对森林的过度砍伐、 i(of7K资源的l r，意使用以

提.&层十垠的大革t流失 ， 导致自然灾6'频繁发生 ， 最终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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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晚期的固在耻序与曹酣

整个形势进一步恶化。 在自然灾害日益频繁发生之时 ， 用于

赈济灾民的粮食和资金从未能够到达灾民手中 ， 因为负责贩

灾的官员侵否了救灾银的 ， 变卖了所有的赈灾粮食 ， 于是导

致群情激愤。 在乾隆统治后期.抗议、骚乱、暴动频繁爆

发。

可以肯定的忌 ， 在 18 世纪前儿十年 ， 乡村也曾经发生

过骚乱 . 但是其发生频率及严重将度显然无法与以 1 774 年

山东王伦起义为发端的乾院朝段后三 j-年的骚乱相比。 尽管

王伦趋义很快就被镇压 ， 但址 ， 这次起义就发生在皇帝眼皮'

底下，人们有时认为它标志着乾隆韧的气数已尽。 随后 . t3 

肃省于 1778 、 1 781 和 1784 年 ， 山东于 1781 年 ， 河南于

1785 年 ， 湖南和贵州于 1795 年都爆发了起义。 后两次起义

还有以前的反抗者苗人卷入 ， 乾隆在其统焰之初曾与他们进

行过战争。 这里尚未提到当时爆发的两次最大规模的起义 ，

一次是 1788 年的林爽文起义 ， 一次是 1796 - 1804 年的白莲

教起义 o 二者都对中央权威形成了严重的挑战 ， 清朝在付出

巨大的代价和努力后 ， 才镇压了这两次起义。

历史学家对林爽文知之甚少 ， 他们只知道林爽文 1 7 57

年出生于福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 1 77 3 年随其父移民至台

湾以谋求更仔的生活。 林家居住在台湾西海岸富庶的农业区

彰化附近，来自大陆的移民几乎都聚居在那里。 几十年前 ，

在乾隆的允许下，汉人开始移民台湾 ， 尽管如此，台湾依然

是一个边远地区 ， 很多来到这里的人都是目无法纪之徒。 他

们与岛上原住民之间常发生械斗。 清朝在台湾只有一座军

营 . 驻有约 6000 名军纪涣散的士兵 ， 其民事管理能力非常

有限 ， 这就意味着那些移民实际上只能依赖自己的才智来进

行自我管理。 由于岛上并没有建立起大陆那种乡村头人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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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t系肤伏的制度 在火的乡衬性会之间或是乡付毛i二会内部始'

'品发生的1+斗 . 尤其是国绕士地纠纷发生的争斗 ， 通常部;二

以地力关系为基峭的 此外 嗦 F张成员!Ì1JLz:助友爱的天地

会4雯的秘密结让在台湾西部的蛮舵之地也找到 f富饶、适

合的t.~ 。 林爽文与ì't 多人-起加入了天地会 1 7 87 年底 .

彰化知县决定抓捕 J吨闹非者 . 导致暴乱迅iÆ失饺 ， 彰化知|

县和Jt. f也两名1 日被杀 . 谷仓和军械库被枪 ，

此J!'J ， 机~义公开领导剂牢造反 :) {Ull . 造反击从术阴

阳'lJ:LIH r~ 己的'!:.'二-R I;!í降命令刚刚失宠的李传Æi1:同其他M

u; n' 1~1lìíj 仆、F吃饭乱.倒是这~'~. l'气'f晴的1iH￥ fìlUJ 导致的

午'网丁 r岛内儿叫!MIi!l之中 . 岛上事敬地1; lfßii冉人.1< l1，!文 371

t币的 I lJ I1jl队之 F 给过六个月的;ië阵1 ZJ}; ， 屹降挺自得A

f理 1 他宠 1，丁的满洲将领创邸'女(f串f日之{-，皇后宵禁氏之

f主}‘希tEf也能从叛乱~手中夸国对台湾的卡;二制仪 1 788 抨

!成 .KALif安带领-支出六万人组成的新军队抵庄台巧.并立

划技人战斗 (t'令人牛畏的身经百战.曾在新疆、缅甸、金

川作战的梅兰察的帮助下 ， 清军不到一周就，j; i贵 f 叛l'jt主

力，林爽文看到大势已去，使逃往山内，不久在那里被俘 ，

之日被解往北点 ， 很快就被处死。 乾隆接卡来对台湾的'自只

j挂行了清洗，闵λ1这些无能的官员才是此次严i[i骚乱的罪魁

俐的 工 问Il .j ， frf甚 f米的儿个月里， I占马:不断檀f由 IJII吨悴纶

专与l1i乱之人 ， 导致成 T' .t万的人又选副大陆 ， ;ië形小义将

天地会的 t张和组织习惯传到了制建等地 19 世纪 ， 天炮

会在这些地方再次兴起 . 不过那时它在底层社会被称为淤门

l现在二合会.

比林爽文叛乱制造的灾难更让朝廷震惊的是 . 自 1796

年也.在1世jkf克泊中心的华中、华北大部分地区爆发了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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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晚期的国直a序与班败

起义 ， 挎续了几于 20 年的时间。 虽然这些起义之间并无紧

密联系 ， 但;主它们均受到了当时盛行的将民间佛教和道教信

仰结合起来的一个教派一一白莲教教义的感召 。 们莲教信徒

除崇拜无生老付外 . 还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 安为!l.1l将来

临的弥勒佛降临做仔准备 ， 这些准备活动通常包捐宣布新的

秩序这样 '种易被视λl反政府活动的行为。

白;主教的缘居至今尚不消链 ， f旦至少可以适溯到 16 世

纪 ， ;tt宗教体系之在EtE可以造溯至各种各样且名字五花八门

的组织。 白i主教的主张在是为贫穷的社会底层人群中最具号

召力 ， 对他们来说 . 在新的时代得到救赎并过上富裕生活的

原话能带给他们安慰和希望。 教派f~. 'f走来自三教九流 ， 且男

女皆有 ， 其中多为农民和文盲。 阳苟时间的推移 ， 越米越多

的城里人也加入其中 。 教派领袖亦有男女之分 . 不过通常多

由略有文化的人如草药商、武林高 1二、江湖郎中 ， 甚至卖艺

吝担任 . 这些人可以宣讲白莲教为数不多的经文 ， 也可以教

授教徒吟唱白莲教特有的颂歌。 出 T白莲教的经文和颂歌不

在佛教教规认可的j包围内 ， 所以它们常被视为异端邪说 ， 这

就提求白莲教教徒要秘密行动 ， 以免招惹麻烦。 此外 ， 在乾

隆时期 -些白莲教教义中已经增加了反清复明的内容。

向边在教与乾隆后期的其他起义-样 ， 背后都隐藏着同样

的政治、占上会和经济问烟。 人们行足够的理由去饱怨 ， 也有

足够的笔间发展同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志同道合者之间的

联系。在 1796 年爆发第一次起义肘 ， 起义波及的程度远远

超出 f官员们的估计 。 政府镇压白连教的手段残忍且不分青

红皂白 ， 比如封锁整个村子 ， 收受贿赂释放 "无辜者 " tF .

这反而导致教徒们的顽强抵抗 ， 从而给彻底铲除带来更大的

。一般人 ， 甚至那些奉公守法之人也并不同情政府。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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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战术在制延中也d 发了反对应见.在E至还对那些受到和Jj+j

的农民F以同情 1日址 ， 呜叛军开始占领县城、杀悔官员 .

并在鄂西太郎、 111北、决南以及相邻的安徽、河南甘地引发

大面积骚乱时 . t白政府就再不能延续行动或是缓和Tr.炀[ ，

此后 . 给 υj [在6.1八年、范货两亿两臼银的平饭活动后 . to

主Hf以ttc\!. . !旦那时申û幸早已勾脱了.

1[c/J[刊

内u
nv l ( 

(1 乾阵的众多轩ill113. 给人FD级员汩的!á lt )il\(;! 

4J f申{恒的 hl宋徽:Ifl

最后一尊

巧也 1 .吩串H年之外，唯一

1 125 甘 J.; (也) . 他也!止乾隆的艺术典范 乾除称 Jt iJll.{:!动机

， 1是 :lí r 孝uJ.这是众人皆知的 . fH~ . n:们 "f以肯定乾隆

一定在H了行史 1:; 、吁乾院 r 1735 11 ~IJ( ，IB.I. 他使工[布"行

主EfFft ， ， 19在位六十 ij. . R郎F 、吁']'句专位嗣 f

的统治Æïl i过J立1 6ω0 午的t活舌 就会;汀T破f馄且父 E晓挂熙阜帘统t的台 6刷l 年的

l记己录 竹为一个贤列孙、 . 这一里手理呈碑;足&他所不能逾毯的

大部分人可能早就忘记了乾陈年转时的这个承诺

年后的 1772 年 . 乾降再次重申了这-承诺 . 他告诉肉己的

儿子们 . (也会在 86 岁时ili位 ， 不.t:Í . 直到 1778 年时他才公

开市申 f这-意图 . 同时宣布他已络为网絮选定了继承人 ，

门将其名字磁于正大汗阴阳翻肩而 他峰说，的l 来{阳在七八

十岁后冲志梢食." 不能似今之精!lIJ;j(/舍 ". 他也会 tf寸J现

统的六卡年这个H 际之前 jlHír 过了 86 岁生口盯 乾隆更

36 

阴阳 Hl。:认识到束制部描阳快去幢女真主国政院时. :+:.~阳 H

(618 -626 年{r f守}也是摊位的，归并非由于自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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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频繁地谈及即将到来的退位。从 1793 年起，在很多谕令

中都可以看到乾院提到了退位 . 国家权力的n体移交计划亦

在进行之中 。 在节这 -天本该是乾隆统治的第 6 1 年 ， 但在

这一天单行的一个特别仪式上 ， 乾院正式移交了玉笠。 在将

统治权移交给他的儿子时.乾隆使用了 →个新的称号"太

上皇\rtri上一次出现这个称号还是在六个多世纪之前。

然而.正如;民新称号所示， ;;î'c:隆本人其实并不想退位。

1795 年初 . 他给胖臣这样与.道: " 至联仰承吴卷 ， 康强逢

吉 . 一日不豆豆倦勤.即一 日不敢懈弛。归政后凡遇有军国大

事及用人行政语大端 ， 岂能置之不!司?"确实 . 在他于统治

六十周年时颁布的正式宣布新皇身份的阶令中 .乾隆明确说

他仍将负责所有军国亟务。 乾隆说这是为了让新皇能够有一

个适应期。 而且 ， 根据新的方案，"嘉庆"这一年号用于国

家历法中 ， 而 " 乾隆" 则将在朝中继续使用 o 乾降仍如以

前一样居于养心殿，他仍有权发布i俞令.并召见军机大臣 .

斤1j新铸的钱币 !í!IJ-面写"嘉庆通宝"， 一面写"卡全老人" 。

换句话说 ， 清帝因在内年左右的时间里处于两位君主并

存的奇怪形势之下:嘉庆是皇帝，但乾隆继续掌有实权。 这

绝不是一种理想的形势 . 尤其是乾隆身体日益虚弱，其记忆

力也开始减退。 老皇帝绝不能接受他已无力有效地解决全国

各地发生的吸乱 ， 依然不愿意将日常统治权移交儿子。 他从

来搬进自己专门设计的退位后居住的倦勤斋.而是仍然居住

在养心殿。 虽然乾隆也认识到各省之所以遭到破坏 . 从根本

上与其销误统治有关 . 却仍如往常一样关注自己的历史名

声 . 喝力宣扬那些可以与其十全武功相媲美的成功。 他的皇

后去世已经很久 ， 所有的老臣也都巳经离世，乾隆朝最后一

个重臣阿拉亦于 1795 年去世 ， 他的身边只剩下了贪官和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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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和即跻串1) r l、部. j1 的工郎 ， 有时候和f中仔像才是帘凶的继

承Ji. 而 IF搭庆手持 函 政府机构陷人了停精状态，导技新政事

宜~lI:倡议被阔置 -旁线是无限期延迟 。 lZ庆本人是个孝子 .

徐 [I{<父之意行事之外什么郁不能做， k能耐心地守符乾隆

的故去 . 然后再来解决他的困境

1799 怦切 . 这种异常的政治忧于结束 ， 乾 ~:t，在传受了

走向 JL [、到， ' j二、曾孙、玄孙们的新年(nWt之后的次 H. 做

f足儿 I -芮 f斤 1守白 2E豹摄乱 9，叶借来的 I寺 rv、时以后 . .;;t

f年突然变{!Jf扩弱. !ì)i卧 T床上 38 岁的￥i yk 皇帝陪伴疗他

屹|吁|问他的儿 h兑「民盯c.. "J]I[;. H遗留给 EZ庆 !'I~'~rÍ的在辽

J í ，[↓'辰 ;J 、 「歉 tZ. υIJ If!l由"同 64 T tl可他的'非ι弥w/之际的

4l lfEZ帘乌山-样。 次 H → i fl. .书i 降 fTr fE ioj ，气Zfι88 岁

业;献柏: " (~â主)呗盟内 I钉'

JL个月白的 1799 坪 f)(天.乾ii牵被掠 r ..i t ~;i 以东 tltg东阳

中的裕i法 . 他的 ilt父股 EE皇常也挥 T 的尔陇 乾降 n 己指定

了这-地点芥亲自监烧了裕陵的1主选 Jj宇人今天仍可您现位

j 北京东边的这个地h I任陵地面上的建筑全为以族风格，

令人印~以刻-墓地人口处的石位高达九米，建筑十分壮

观! 不过.最特殊的是地启 。 }也肖萌Múl注:人的原有辰，六

米高的摘~t雕刻着精美的纪文 ， 没育'个满文和汉文字

吁，表明串iF幸→生占ßít'敛力于 14书法 ， fiIl'l之上FEf3ilt 色的丝

绸幌帐 . 以句:线刺白梵文咒文 乾隆的白自Z劳Jtjt皇后FZ

察氏的石~~ 他们的怕俘 12地白中仅有的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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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天之骄子，世之凡人

乾陇皂帘离世距今已经二百余年。 在乾隆驾崩 50 年后 ，

其统治时期的很多事件仍结人们的谈资 ， 并且也为各种传

记、私家所(~史书及笔记记载。 1840 年英国坚船幸IJ炮的到

来贝IJ让乾隐时期的余晖日渐暗淡 . 英国人通过武力获得了

40 年前马夏尔尼努力想跟得的外交和经济让步，终结了乾

陇皂帘建立起的贸易制度。 1851 年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 ，

这 一世界史上最lii1l和血腥、规模层大的内战 ， 使得前代的

辉煌成就最终成为历史 。 191 1 年的辛亥革命惟翻了消朝 .

建立 r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 。 但是 ， 中国的民主试验很快于

1915 年遭到失败 ， 之后 ， 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日本人

侵、罔共内战等，让~个国家长期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

中 这些忘昧着在 1915 年之后的 75 年中 ， 乾隆皇帝这个曾

经在东i1I1大部分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 变得与现实拟将

不入 . 罚上去已经完全丧失了他的历史地位。 可以肯定的

泣 ， 教科书中确实提到了乾隆皇帝 . 但是;J.t形~要么;在一个

心胸狭隘而又有迫害悄结的暴君，是向中国文坛投下一枚炸

弹的恶恨 . 是让rl' 国陷入落后和表弱的历史泥坑的人 ， 'Jt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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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院帝

就i在地 F阶级的朋友 . 其本人及其亲信贪婪地哥哥敛财};~ ，在

i&卡年中 λ;肆地对农民和部民进行金剥 . 残酷地镇11:那比违

1Alt誓:脉的人 正是乾隆放侄了黯败横行 . 是他的 q人关 1j

T rt 1因通向外部阶界的大f-: . 忽视了ï!JF，( ，'(:武器的需求 3 简

而言之 . 乾降皇帝总体上代表7满洲人的统治、 YiJ强的入侵

以放H 光地，，\:初 lï 亿 . 气哀 T民族上义的现代化的汉族人所

痛恨的光满屈悖的近代史上的-切 1928 年 . 正在乡闹J t;I) 

似的孙殿处的部队及二日应泪了屹Þ~~在 他们在洗劫陵也01

tIl :.t t!Þ.将乾院的边防肯-:TI一地

20 111 红~) 吃间的巧'已地位发生 flEIA 的变化 l 中 l叫

i1.、产党的领导 L:从政治激溢于立 IftI Ff 济 T lHe 电转变 .

1979 '开怡，. (T I吱革开放政策 .iij渐地改变[ ' 1' 罔人付 18

1:1纪利屹f非常 60 余'f统治的古法 B 全纶主济的迅总 1发￡展使 f川e咔』口

问成沟 1悄廿?界导大同呵司 . ↑k短了中国在尔涩的主自己地í ,'r ; 此时 . 人

们可以[0] D牢 卡此前巾固在世界 t 处于领先的束后时划 . 即

4叶，阵的 aHt.当时的中国同样拥有强大的甲队、政治局由较

为安定、民众创选了大陆的财昌、艾文化为很多人所羡拣 。

冈此 . 在λ;众媒体 t ，对这一时气和这牛人物第一次出现了

刷版的 i'l'价 . )井F且在旅游文学作♂品i和博物馆的 i说兑明文，宁宇tF:

'R新以 4种中赞 1阐司的包E彩5仅Z对11其z进行 f书写 2 在新的学术成果的

影响卡 . 20 世纪 80 -90 年代的电视剧和历史小说将屹降尊

崇为 个仨坦l疲倦的统冶吝 . f也创建了近现代中阁的地缘政

iH ~lâ 凶 . iE jAf世界上挝为精美的艺术品 乾附的名'Y 7f始

出现征得种地力 ， 包 1，5饭馆、游艇、宾馆、 KTV 俱乐部、

茶叶、[' 1 酒、 tx川、中药、 i啕瓷、抛光的、地'国砖、玻璃纤

维77 . 人们占百希到能够将帝国辉煌发扬光大 . 且也是立扬自己

的宏伟 !j，飞11'.或优凶产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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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地 天之盼于 ， 世之且λ

乾隆皇帝重新受到的这种欢迎并不局限于中国。向 20

世纪 80 年代中 JUl开始 ， 欧洲、北美、 H 本和东南亚的博物

馆举办了很多有关乾隆朝的展览 . 游客们在这里感受到了乾

隆时期的文化的巫些性和视觉的辉煌 而数百万前往北京故

自及其周ìl1缺点的游客无论如何都免不 f安面对乾隆的影

响 虽然 " 乾隆 .. 这个名字在内JjJÆ 不是家喻户晓 . 何是

在在逐渐为人所熟知 。

无论足西JJif足东方 . 能够全面透彻地认

代并非易:扛 . 困难之一在下衡制标准。 根据他的经历 . 可以

将乾降的 -生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乾隆的年少时

期 ， 17 11 -1735 年 。 在这一阶段 ， 他接受了正规的教育 ，

并作为宝亲王做好了登基的准备 。 :j'i;们看到的是一个真诚的

年轻人 ， 充满了抱负 . 大清国的未来在他手中 。 由于前~Æ

渐明朗 ， 所以弘历认真地学习 ， 他渴望像记忆中的祖父那样

成功 . 因此努力从书籍和父亲手卡那些'自员的经验中吸取可

能的教训 ， 以11)0出他自己的指导版贝IJ 。

第二个阶段从他 1 735 年登基一 内到 1 748 年富察氏离

世 . 这也许是乾陇统治最为乐观的一个时期。 新皇帝消殉lf

雍正的遗产 . 有效地树立了自d的权威 . 打造了一种更为宽

容而非恐怖的氛网 。 朝廷发布了大盘的i俞旨 ， 劝告大家安关

注罔计民生 ， 切勿骄横。 对新政权的基本评价是 . 所有人租

这个年轮的君主一样 ， 对一切日常中务 ， 如降雨、收成、粮

价和市场状况等.青11充满了激情。 IJ察氏的去世不仅使乾隆

失去了一个亲密的伴侣，也让他在随后闹出的包括其儿 F在

内的很多上层人物并米遵循合乎体统的哀悼礼仪事件中 ， 受

到了彻底的打击。 他好像突然认识到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

那样深切地关注着王朝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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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陆帝

这种经历止他变得\l!沟坚闭与 I&J~ . 这是 1748 - 1776 

年第二阶段的突出特征 在第;阶段.乾降显得精}j 光Ìl/i Inl 

充满问信 他;二-个芋f-.还'r受到了与一群精明能千的文

此m~进行合作的乐趣 正是在这 aJ期.乾隆取得了最伟

大的成功 他在中原民地开始:' -;f, 71J f 宁为人汩的巡游.与

句地文化情快交往. Jj:{c江南1'，性中旬在各种各仰的印 L丘

公共下涅得到仪善 ， 他本人的 131去作品.tHt r f年间林的门
恍i 卡 .rf与i主自1 卡 6000 多匹县.~ '1 [It的足迹。 东刽 11!1.';1，在1#

111 的制手之旅巩固 f他对儒京传统的影响 的I 严i YIJL;: 台山的

巡矶时 IJìd也 í'J以融入 f 可以来的竹轮王的时系之'1' 均 J'1ÌJi

U满洲人的阶伸 'Hrt~ f导口气的 tUF4115 ，屹F非每年都提i挂行

片、 .L I 各I ~，击 ， 炸 1 卡}tJ戊 λ川市帝闪 I J 1.月中的安:耳 他把这些勺在

内北山汹肿\[爪的成取政;在结合白了 缸。 在消除了樵同~~JZ的

峨胁、击败 f扣卓 JL ..:fi并 ~f.( t }J 11 万公吧?由1:Jt-入 iti 栩版

图后 ， 这种政锐的效果达到顶点 ，R.活的外交、创造性的制

度建设何决定性的车'在行动部助r击'问扩大及巩固了任'* r'î 、

西藏和西南i!1涵的1一仅 在全世界都在进行帘国扩张的这样

一个时期.乾F在及其臣民吗然也不例外，

在乾隆统，台的第-个阶段 . 他对文化古业的资助也达到

rn~陈 二 在这方面，他的行为就像一个典慰的 18 世纪的君

J ，在他身边聚集了一太群天布之术~ . 申L降止他们创作了

íU各有关国家 H 常生活的砚觉材件 . 这些部úxλlf也统治时期

的 'i'iJJit2洪， (占帝网的作坊制作的绘画、国住划、览器、絮共

和各种自货充斥丁'自·廷的每个房间 ， 肉沟缺乏足够的房间 .

他又l:h造了吏多的宵殿.其中一盹宫殿~Æ全是两方ul筑风格

的 p 每件物品都被编同并贴上标签。 他对收藏的热爱也让他

拥有了无价的占谊和书以作品 . 非t;降皇帘本人也亲自 j畏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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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诠 天之研乎，世之凡λ

所喜爱的藏品 。 武英殿的印坊无法满足他'\'l'，~印刷l大M占代

经典、佛经、艺术品同录、目IJ例以及卷中央情繁的历史、哲学

作品和包t.!i:tt本人作品在内的 i寺作的需览。 而且 ， 即使是皇

家印坊，也无法印刷乾降的史阵般的《四库全书)这 "r Jil: 

中国历史上放大的人人忆 。

随Z;' 1774 年山东王伦叛乱的发生 . 1776 年乾院任命和

附注1军机大臣 ， 以具 1777 年舵隆q泉之死 ， 乾陆的生活步

人 f第四阶段。 频频发生的叛乱和不断创露出的政府腐败现

~ . 使这一时期成为 I . 个逐步异化和恶化的时期 . 以

1795 年乾隆退位和 1799 年勾崩而告终。 乾隧作为 " 太 k

皇" 的四年标志着这个令人不安的统治时期的奇异终结。

在此期间 . 将这样一个多样枪的帮罔监合在一起显然丽临着

很多棘手的困难。 在上层 ， 帝国的权威在道德与政治层面都

遇到削弱 ， 与此同时 . 在底层 . 村落和1家族制度也受到破

坏 . 暴露出了整个政治、社会系统的脆弱。 物质需求和官员

的贪婪 ， 意味着许多人都会主主机牟利和贪污 ， 只有少数人认

为应该保卫正统秩序所依赖的原则。

作为 18 世纪生产和扩张的驱动力 ， 人口前所未有的翻

墨同样也泣社会日报不安的原因之一。 许多人 ， 尤其是肌肉

民至没有机会成京立业的单身男性 . 看到自己与家族的纽带

变得松弛 . 他转向新的秘密会社贝Hl:民间宗派(官方称之

为 · 邪教 .. )以求得生存及结识同伴。 更为绝望的人贝IJ从赌

博、酒精巾 ， 后来义跑来越多地从鸦片中寻求对现实的边

避。 肉此 . 在 H趋衰落的乾~1t统治的这二日中期 ， 社会开始解

体 ， 经济开始山现夜退 ， 这种有宫的联结将会对 19 世纪的

中国社会造成非常大的破坏。

我们不应把乾隐过分地浪漫化 ， 以免混淆了传说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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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障帝

址:3 因为对 r ïR~层的切史人物 . ，t;.会存在大报戎Hdttf、的[."

论 ， 而且很多评论有 K LL圣互相矛店的，谴责乾隆帝的始行

与赞美他的成功…样容易 更难的址在其a.j 气背黑下对乾限

的农败得出 均均衡的理解 ， 明白它们的长期意义 F面 l企

及的乾隆的五个悖论 . 可;J.让我 {;l 9.!奸地理解乾E量的统治 

!.J~ ì't 也有助 fl申I)ft 18 世纪的巾同所面临的问题 J

吁: . 乾阶强 [1自由111 月112监夷HtE地部殖民的 itt要忡，以JM

}JII iiT事件地的民量U:.:ll'订 ttï手; F快 ìiliJ曾长的人 U : (U (也这付

快， 1Ef戊 f"'l' ， lQn'J13 w . 可t义龄、古lill .c放十r， 'j 代的 'U卢 h

1 f 1 1 严 jL ft内悦 F T可

治 .屹守坏，1ft也 it到茬又;心叫 il且民主的~，iHl: . {I 他 Ý!C

tf 、 4 严 尘 tl号，)< T 巳件、 l才是 ;.'H. 人furi i挝于'1 危机a ，j价够以

飞~I~日京的救助 . t 31 比 I ， ;)U!. t'i(向统 it; 1. {j 斗一事 fFL|114tjj

'1:.'上 ubiFZ败的 !J"" !11的问期 .242些U' b1 的财富正 i主枉向 217

it!Í民众

第三.乾F年毕:t仍在努 U追求一种1' 1面.也轨 l止 'P 放满

州荷英的狭隘利(，~与多在1JJ..人士欠术的必求LI时的币，衡 ， 他

自强L罔 视同{一、在lì皆共生的宿费性 . 10.娃 . 他的 11' J,j,1l 

j;i(那边有利 n高洲人扣满洲'自·矶的。

苇囚 ， 乾隆在地 'L' 勃勃的文化恨 yf , I是人了[，大的时t

}J . 其成果且主1)今走我们仍在?于时 ， ffu11I . 1缸 L也认lll纠~盹

i 科，也毁灭 fl戊时的立学与历史作品，申i阵总大忱地协i).t ;' 

i~$作品中不符(l-(也利益的观点

m五 . 串a牵渴})创造 统 . 并务jJ对他所谓的帝l司 1且组

矿也加价高11.电时很多人都J，这一成就11日欢呼 ;fll同时 在这

一过碍中也有成于上万的人死去必是被;在 . 边有'在生以万计的

人被俘，失去上地 ， 他们的文化也遭到j f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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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天之骗子，世之凡λ

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悖论都是真实的。 其中一些明确

与屹隆个人做出的选择相关 ， 而另外一些 . 乾院 lillJ没有多少

直接的责任。无论如何 . 它们都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 正如

本书所示 ， 其中很多问题都需要乾隆及其群臣考虑 .

第一 . 如何 i'fl.仙人口地氏和经济发展的成本?

第二，如何将才俊纳入政府部门 ， 同时还要保持官员的

诚实可'fîl~ ? 

筑工气 ， 如何在帝国某些族醉的特殊丰IJ 1.ít I 'i普世天 F的帘

囚的关系之间取得平衡 . 以使之成为包罗力级的政体?

第四 . 在文化保护也导致了文化破坏之时 ， 应如何评估

包容性与会而性?

第丘 ， 如何评估帝国统一的成本?

在这些问题中，并非所有问题都必然足乾隆统治 F出现

的新问题 : 尤其是第二个问题 ， 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已经为

之努力了数个世纪。 但是 ， 这些 fnJ题在清朝暴露得非常突

出 ， 同时 ， 这些问题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各国也有凸显。 在今

天的中国 (也不仅仅娃中国) ， 类似问题同样俨突出 ， 只是形

式各异。 因此 ， 在某种稳度上 . 我们或许可以称乾隆为近代

中国的第一个统治者。

然而 . 乾院本人毕竟不是一个近代统焰者 想想乾隆的

统治及其为解决其所面对的问题而付出的努力 ， 我们一定是5

记得乾隆足一位皇帝，而非一位总统或是首相 ; 他并不能代

表人民的政治葱、阪 他的合法性并非来自渔民戎丛公众的选

PF . 向!J:来自 k天对他而言 ， 这意味着他一方面-1'对任何

人负责 ， 同时义要对所有人、所有现象负责。 作为普天之下

的上宰电他认为是上天让他去掌控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 乾

陈自负;也将自己装扮为儒家圣人、上绅文人、艺术鉴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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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I'f帝

名 1 世故的精明政客 . 以及历史上取季不朽的中国帝王的合

徨继J且将 同时 . 他又将自己塑造沟满洲勇上的典范 ， 销 I

满身1.不畏惧πf口j人和猛兽 . 还把自己响选为转轮$1、l'.

个字挥部分佛教教义利佳的虔 i威者. 这吨 iti!那做i!J，非南 Itj

调 lijJ x.令人 tinfL ;"但还手'J i!J I许多半同的污式来 JhJ世界传

播f恒的这比形忽 然!町、乾硅冶理对帝国ì'J 多饥构制度的14

ir ì!J: iï 积悦Í1伐的干 f国却是一个尔可能 J:现的梦也 。 他的热

', ', ìf:i也 ftlalEttm解在i白求 个H你6 ，1 ， urfi~i专科响到占t 'i1

↑ |!h、 (t1' ):fJj , ~f ~IJ 1，也自 fi X'洒 ， I也jf2!止 tEll己 1'， J;j;' r, 
(tJ 白 li竹 ; f'II t i世 bEJD f 守fJ .fIjitl'人败了

竹马， γF♂二t.乾t守所"] ?!Jtt，!I.~ Æ 1 I 'l i安仙 fuI统tit 仆

内的/;" iJ 'JJ t，占匠. {J 向口的<iiHIIJ'!l电平 在13; 11, ídi I捕人 44

,fl j hf}-lk.A主队 iai!EfiL 承白又矿梅止的强化(的 'þ ，c Æ ， Ú 

i也f先厅呗·即:又 1些J'， {同 IJ喝 尽管他送 T伸圣的iE忧 . 也知Uliti

Hl 对't ìll及尚未出 i廿的后代的lJ f:f, {i1 t(, ， 他112ttf给 JL r 
的!;!仪却 H 益削弱 应l岳 i是.乾隆最κ的'^'叹!止，随昔日 J间

的!ít移 iIL帘J京有的统治实权 R益 ift入人小H 员之仁肖 t'

奕忻iTIIJ度 H 位失(ê(让这均官员w新拥有 f特叹 . 他们得以检

查皂白的 fg件 . jf 控制他的消息来两 皇帝偶尔也泌能找到

冽的吼道得到他想提的信息 却 11; Æ、自t:: ，'t:全1jt j空那 rtlid沃的

FI bi 对外.他对人的鉴别能力越夹越萃，导致h'd.'iTi快辜

人， 11 中后 J..; 干1 名的就足和坤 . Jtii J)严 rt 内1) 也.J I ';H)( 0 我
们确丁:习以说 ， 在这之 I :年中 政府向R ItJ i宇 i剧仆 ít 'f'l' 1" 

愤不拔的态度和作风，国家的典章和串'11(t冉来恢复"这 f、{J(

lil!乾-p串帘 ， 也使他以后的'lZ氏帝再也尤1圭激励人们去无4讯地

实践泊例前期的 lJil均政病理想，就此而言 ， 必须承认乾隆帝

平凡削弱了皇仅 . 也削弱了国家也对未来挑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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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由 天之骄子.世主凡人

公平jf口言 ， 中央权力的丧失并不完全能由乾隆个人掌

控。 至少 . 部分原因在于出现在大一统国家中的向心力和离

心力之间的永恒张力。自公元前 3 世纪开始 ， 中国各个王朝

的中央势力总丛不得不与地方势力展开竞争 ， 这些地}j势力

寻求一定程度的同治 . 或是远离中央的统治。 就像月相一

样，有时候中央的 t'l力较大 ， 有的时候则较小。 在很大程度

上 ， 这有助于说明统一和分裂的模式缘何不断重复 。 这种动

力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布在 ， 当代中国是一个与清朝差不多大

的统一政体 ， 因此对清明具有非常密切的认同 。

我们先把这些成就、形象、矛盾和萦绕干胸的疑虑搁置

一边 ， 最后的一个问题是 · 乾隆究竟是个门么样的人?在本

书中可以发现很多的答案 ， 他聪明、勤奋和尽责 ， 虚荣、冲

动和易怒。 他忠 F家庭 ， 尤其是他身边的女性。 他热爱戏

剧、音乐和大理庆典。 他慷慨地奖赏英勇和尽责之人并特别

敬重艺术天才。他会原谅判断失误和过失 ， 尤其是对那些功

臣 . 但是不能容忍愚蠢、怯懦或背叛 ， 因此交替表现出纵容

与严惩。 除此之外 ， 他也许还是个空想家 ， 他相信历史一定

会为他保留一个特殊的位置 ， 并喝尽所能地(也许有些过

于执着地)去实现它。

有一个故事有助下我们进一步了解乾隆的人格 。 乾隆晚

年时 ， 将他做宝亲王时期曾经住过的重华宫变成了一个小的

博物馆。 他令人将这里披照 1730 年代前半期他与富察氏一

起居住的房间原貌进行布置 ， 甚至将当年她的嫁妆之一一一

一个大柜子搬到了这里。 周围摆着他未登基时用过的各种物

品 中间堂屋的东边是康熙皇帝赐给小弘历的礼物 ， 而西边

有两个柜f- ， 展示他父母ZE给他的各种东凶。 1795 年 . 乾

隆下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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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帝

皆A正潜邸常用版物 后世于孙随时检视，手泽口 i辛

是 J'J 幸之大者，存焉. 用以笃慕永忠，常怀继i卓 且不

在多为 崇阜. 以致路礼烦别 乱之戎也

我们Etb午会觉 i:p . 申LF幸E主权自己的纪念堂 . 放IìÐß盹 fI.

人的、对他牛人fJ反革jI主义的物品 . 可能显得过I'rJ负 f二

cl . 这个地};}乎乎是 J) r标榜乾隆的伟大成就 ， 而jl牛为[ 1<

j主地付!t 'L 1.占主币窑的人物的怀念相敬意 _ili原市华'il之

日 . -也还是让他豆]旦时间可八在J在伟 iUU日本采 ~f 的J1-t

ft . [f f也能够缅怀 'Il'tlltf\: 的工;丽':!-' } 1 似于唯有在这个村

吼的地点 . 乾F￥ 1 nj;人;'; 11, r Í'J lJl .a, f.; /}, \'11 { i- 'l: 1 '; 的 TJf 丑、 1'!J

lfl : 假 IlCJ伪、 li J i气的 i巴认 l只找 . h飞 fiJi革't!怅 . 付1飞来说沾'ii

di 的 /j，内部f是中 I 此 . mA; 向这此景人 . JElii 为 f他们I创 ti

南r.'- -Jp f-(I甘心 IIIl " 这也挝但f\: Îi J. -个卡栩 哪怕{哇大

的王制这样!，x功 . 毕 ~ì~ !主 个){皑的 fi!耳 . 而个皂.f(j • 

哪怕像乾隆这悔?72有链 '1..- . 毕 EE 也 iJAL-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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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期大事年表

1711 年 JIíL法(!lF王)和钮钻憬氏的四子弘历诞生 ( 9

月 25 日)

1722 年 弘历陪同康熙前往承德 ; 1 2 月 ， 康熙驾崩 ; 弘

历父亲继位

1723 年 雍正元年 : 秘密立弘历为储

1727 革 弘历与富察氏大婚

1730 年 弘历刊行首部诗集

1733 盖在 雍正封弘历为宝亲王

1735 年 雍正勾崩 ; 弘历登基( 1 0 月) ; 贵州苗民叛乱

1736 年 乾隆元年

1738 年 恢复军机处

1740 年 与准噶尔兹古订约

1741 年 乾隆恢复木兰秋你传统

1743 年 首次北巡路点 . 拜i岛干且庙 ; 河北饥荒

1745 革 鄂尔泰去世 ; 首次宣布全罔税收据E免

1746 革 首次向巡五台山

1747 年 开始首次金川战役( 1 749 年结束) ; 西藏摄政

颇罗翻去世

247 



乾隆帝

1748 年

1749 年

1750 茸

1751 年

1755 年

1756 年

1757 年

1759 年

1760 年

1761 年

1767 年

1771 年

1773 茸

1775 年

1777 年

1780 革

1781 年

1782 茸

1787 年

1788 年

1790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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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东巡奈1I1和曲 i爪 ; D取~2 皇后富祭lct世

处决讷亲 ; 张廷τ 致休

升乌NDßtL氏为息后 ， 拉萨叛乱 ， 州军前 il 中

叛

乾F幸气冲;有巡江南的梢，次

第一次准噶尔战役 . 向自主尔萨纳反i'!í.

;:n "(1\准噶尔战役

问E卡尔萨纳逃i草 ， 人: I、初 ，;3 版自L : 限制广州贸

ib"Ftu? " 25皿

兆必出版Íl I源和l41 E ii也京

未来的以从冉、 l fl fJ阻挠泣生

乾隆λ1 f吐早行t.. j ).lf lkJll! 

缅ÚlJ战役开l1f; ( 177 1 '1 '主柬)

第 1冰:金川战役'1f l1f; ( 1776 j丰约束) ; 皇)，: JG

八十大lj庆典 ; 士尔也特[uJ I坷 ; (钢串!I增订m 业:

鉴》刊1 1T

《阴席全书}编裹上{乍开始 ， 王伦叛乱

和孝公京出生 ; 任命和即为军机大臣，巴黎制

作的西域战争图献 F乾f~

非í:降之时1;世 ， 亨年 84 岁

乾降七十大 /'1庆典 ; 布: rfI- 1息援兑现f咀喇嘛 ; 乍

1寺尧贪f'j案

y j，f~也l民级乱 : +i童男目贪污案

背部《四库全书》完成

林爽文叛乱

第一次廓尔喀战役 ; 安南战役开始

租车:公仨大婚



、

1792 年

1793 年

1794 年

1795 年

1796 茸

1797 年

1798 年

1799 军

乾隆时期大事年在

第二次廓尔略战役

英国马夏尔尼使团来访

湖南苗民叛乱

乾院正式逊位 : 烦攻自IJí也 . 年号呈喜庆

嘉庆元年 ， 白莲教:fIii.乱爆发

阿桂:t世

1&后一次造访京德

乾隆去世 ， 享年 89 岁 ; 和I41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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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介绍

对 dnjf1L-z可也E 宇iF草 lzlvI古 i主怜的币 '1::: DJ'i_ 人物(t'J f: r. fl J而

d - lE?古f-会J遇到材 n.~;: ~ á':J 问题，既 fìM ~(tJ - F 资机
( t!IJ乾降1M r胡平1) 仆的文献). ti!句号手货 q( 后 111: ，t 学家的

吕 li ) !i.曲式 . 付 ff下 foJ 个人而，. fi 1- ì姐 L主元这比u帆

， ;13繁的立:献百多辛苦.关键的问题是 创本就末 1 .' fiB白人能

够 l虫完所旬这盹文献 所以，在写作此书的过电曰，是然r~

参考了很多的原始文献，但是只也必须刘丹JiR多其他史学采

的E迹。涵常我 ~\i i在在剧j圭和参考文献中提及这些史学家及

其存述 ， 在本中SQ1 夜 001) {[下文 l~求 F我对他们的感谢之情

Fz将介绍研究乾隆及拭目 1 1-\: 自1:一比1li婆的!中、始立献.并对

当代学人的相关研究ûti丁慨峰

主姜文献

f才芋'个有兴撞于申Hif帘&J~A'活时代的人"rfri r 1 .相关

部~1取始文献可谓多不胜数 其中绝大多数h汉1岳文献 . 多以

古气汉语写就.直到 20 世纪初期 ， 在文人阶层 . t 代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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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介绍

仍然颇为盛行。 在汉语文献之外 ， 还有一些满语、蒙古语、

藏语和朝鲜活的文献 . 也有一些英语、法语、俄语 、 拉丁语

以及其他语言的辅助文献。 这些文献中的 rr多已经刊印

(有些甚至在清朝时期即已出版上巾l且每年还有更多的文

献出版*发布在互联网上 。 {日桂 . 原始文献的主体是那些藏

于北京、台北、沈阳及其他地方梢案馆和图自馆中尚未刊行

的文件。 魏根深所编的《中国历史手册) ( F:ndymion 

\V ilkin son , Chinese Hi.Hory : A Manual , 2 DC1 ed. , Cambridge , 

M ass. ~ 1-1 arvard A川 Cenle r Publicnlion s , 2000 ) 的相关部分 .

对于消代各种原始文献有非常好的概述。

在已经出版的原始文献中 ， 对于本研究最为重要的一部

是《太清历朝实录J ，这是清朝盲修的一部与国家事务相关

的详细编年史料。 其中乾隆时期的实录共有 1500 卷 ， 涵盖

时段从 1735 年到 1790 年 。 每月的实录分为两卷，每卷篇幅

为 20 - 50 页不等 . 涵常每天都有条目记载。 在实录的编tJ:

过程中 ， 编者参考了大量为此目的而收集的原始文献 ， 在编

篡L作完成后 ， 其中一些原始文献被销毁 ， 但娃很多都被保

存在了'白'中的档案中 。 今天 ， 在我们对这些原始档案文献的

记载与实录中的记载迸行对比时 ， 会发现收入实录中的档案

文献基本上是准确的 ， 不过 ， 篇幅通常遭到了压缩 ， 而且 ，

有时也能够看出存在篡改的迹~ o 因此 ， 学者们在使用这些

实求时 ， 还是应该保拎一定的慎霞。 尽管如此， 由于实录内

容全面 ， 且依据年代顺序排列 ， 所以对于所有研究YE史的史

学家而言 ， 依然忌一音u重要的人门史料。

值得一艇的是 ， 编篡实录的目的并非在于出版 ， 完全是

为皇帝及其臣僚所用。人工誉写的实录副本分gl){果存在北

京、承德和沈阳的五处地方 ， 以备宵中人员随时查询。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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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陆带

占领东北后的 1937 年 ， 必于沈阳的实录剧本被发现，随后

在东京出版了它的精装自I本 . 使得实录首次日I以为全jll:界的

学者所用 1964 年，东京版实录的小阳影印本出版 ，

1985 - 1987 年 ， 北京磁实录的石印本也得到出版 如今 ，

人们还可以在网上汀阅使用台湾巾研院的实求全本 E

除实求外 . 就乾隆研究吁11言 ， 还有太f置其他种主怪的[Ij(始

文献呵以利用 ， 数民λ- 多 . 兹不· 枚2在 这些文献的来源

包16满、 i'<. !J;(始梢案文献和马.本(巾于乾降统治时间很长 .

所以这样的l版始文献板报多i主儿 t h) . Jt 巾 lqJ害部有乾院

作J111 的特1" 1ft外 . 叫然边有串'IJ年数以千计的WILl o tI百首

序、 文平日O!\! t名. 以占主 Kì骂累自主的 I~' I1主 IJ略有1叶1巡 f于纪。这~

ij，没有捉到各忡以典.则f9IJ 、ì!l- '!OJ或 I~ 口 /j 的~书、书

1-1 . 以及已于IJ行的司1. '~:文武 F可以的 JE 述 . 这~号文献为残{Il r 
解乾院及其时代提供 r到1特的视角_ il 文本的资料包f占x数

千i关轮降泣民自廷的绘画作品(有些L'， ú:本刊中进行 T 介

绍 1 、地图、服饰 . 以及很多曾为乾降拥有并藏于宫中的实

物简而言之. 对于后世研究 18 世纪硝创历史的人而言 ，

有充足的原始材料可供使用

fC面来谈谈 v目前文献 . 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乾隆宫廷中那

些耶稣会上的信件 . 他们对「乾隆以及 18 世纪北京的政治

和唯r6具有充分的了解和观察 这些技 J m!Jfi:始文献人多藏

f~ 弓 ， 不过 19 世纪初开始出版法文译本 . 成为当时世界

各地耶稣会 t 文 献 系列《通信m) ( Lettre.. ed泸刷刷刷

cuneωes COI川m01l 1 l'as;e el [ 'Afriqur. 巴黎 . 1838; 米内中国

的信件在第 3 . 4 卷}的一个部分收录 f (北京 f~'i札 .

1722 - 1759 ) ( CorresponduII" de Plkin . 1722 - 1759 , 

GeneV3 , Droz , 1970 ) 的宋君荣( A nloine Gaubi 1 )的信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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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价值。 有关乾隆后期极为延安的另一套史料是马夏尔

尼使团成员所模写的回忆录。 其中最有价值的是马莫尔尼本

人的问记 ， 由 J. L. Cranmer- Byng 整理，名为 {出使中国之

使团 马夏尔尼目h r#出{史怦i晶乾隧帝口 i己 ， 1793 句 1 794) (J. 

L Cranmer- Byng! AII Embassy 10 Chillα: Beijing the Jour冗α1 Kepl 

by ωrd M.αcartney Durillg Hi.~ Em-l川、ssy w the Emperor Ch 'ie" 

tung , 1793 - /794. Hamdcn. Conn . : Archon P町响， 1974 ) ，以

及乔治 . J听当东的{先使渴见乾隆纪实) (George 51aunlon , 

An Authentic Accounl. 01 α fl， Embass)' from the King 01 Greal 

8ritain to Empemr 01 Chiru.且， London , 1798 ) 。 相关文本的英文

译本比比皆是，如在米华健主编的《新清帝国史) (James 

Millward I et al.. New Qing Imperial f1iJ tory I London: 

Roulledge , 2∞4 ) 第内部分 ， 司马黛兰 ( Deborah 5ommer ) 

翻译了固匠王志诚与乾隆的相ìI!ï(相关情况参见本书第七

章) ; 司马黛兰允许我使用这一材料，谨向其致以谢意。

二手文献

清代的传记与通史

有关乾降的工 -p.文献当然也很书寓，其中多数仍是汉文

文献。 正直日本书序言中所说 ， 1987 年后涌现出了相当多的

乾隆传记 . 某中颇具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 . 刘璐著《占稀

天子乾降) ( 1987 ) ， 白新良著{申t;隐传) ( 1990 ) ， 周远廉

著《乾隆皇帝大传) (北京 ， 1990 ) ，戴逸若{乾陇及其时

代) (北京 ， 1992 ) ，孙文良、张杰、郑川水若《乾隆帝}

(长春 ， 1993 ) ， 郭成康、成崇德著《乾隆皇帝全传>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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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1994 ) ，唐文基、罗庆削{; (乾隆传> (北京 ， 1994 人

高翔~. (康雍乾=三帝统治，恩智、研究) (北京 ， 1995) ， 张杰

吝《天朝威福: l占 1句 :11 . 乾隆帝 ， 挝、历) (阶尔漠 ， 1997 ) , 

陈捷先吝《乾隆写真> (忧州 ， 2∞3 ) . 以及事11成康.n (乾

降大帝> (北京 . 2004 ) 关十洲的《乾隆 口) (术津 ，

1999 ) 反入地研究 r乾降皇帝在 1765 年 l 月 28 l:l这 灭的

生活 . 这一目标志着乾附属!i':统治的中点 庄育发有关屹陈

军 'ÞT iJJ 的命而研究 荷品 'iJ 卡全武功研究) (台-It . 

1982 ) . 向王检行关 18 t世纪h'i 惘纶济史的研究{十八世纪

t~l旧的约济发展阳政府政策> (.It.;i . 1995 ) 以及万({，、王

树卿和l 妇J扁平lX向延 '1 r6 的研究 (1古代宫廷~) (1尤阳，

1990 ) 也 HH非常 ij~ 蜒的价值 这些新t行的片述那 !L J，~ r 
h主l束始文献所作 . 对我的研究λ;有褂益 a

除 r这地专苔 ， >1i tl 5X 1'T ì:.\有关乾隆及其时代的学水论
文 . 以及大放出知名人物如一句月 j伊I所写的以乾降b止其臼延 J，!

中心的通俗IJj 史渎物和文学作品 尽管此美~j主乃基于址:实

所作 ， 也颇具口Jì，主性 ， (抖沾 . 官们常常会偏离当时的真实情

况 ， 肉而i对于历史学家的研究来说 ， 就不是特别可信，

在日本学界，有两部口I信!且 i止过时的乾隆传记 : 后 im末

雄J出一{眨降传> (东泞， 1942 ) 及杉忖穷造若《乾隆皇帝}

(东京 . 1961 ) 

在尖iJt世界巾 ， 有关乾隐统治最为综合的描，& 1主亚 Dí山

大 {孟德资键的{乾隆制> ( Alexander Woodside. The 

Ch'川-lu1IC Reign ) ， 载 F毕德!'U.Q (剑桥 [1 ' 国史) :;n九谷可1

-'íß分 ( 18∞ 年前的消τ明) ( 咀' i1 hml J. Pt'te r'Son . TI.町

Ca"吵ridge HislOr) oI Chinα. Volurne 9. Part 1 , The Ch 'iflK 

DJ'w~H) 10 J 8ω. Carnbridge: Cambridg俨 Universil)' Prt"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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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 。 牟复礼在《帝制中国. 9∞句 18∞ 年) ( Frcdcric k 

Motc. Imperial Chinα: 900 - 1800 . Cambridge , Mass . : Ha rv.rd 

U ni vers町 Press ， 1999 ) 中街关乾陀的一章也很有参考价值。

在恒慕义主编的 <1古代名人传) ( Arthur 1-lu l1l lll e l , Entinent 

Chinese 01 the Ch'ing Period , Washin glon , D. C.: US 

Gov{' rnrn('nl Printing Orfice , 1943 - 1944 ) 中，方潮英(宵

i幸， Chao-yi ng rang) 所写的‘乾隆传 " 虽然简短 . 但也非

常巫耍。 《消代名人传》包含了清史各个}j丽的信息，至今

依然娃Ii'l且:专业学生不可戎缺的工具。 在资正 t由主编的

《剑桥中网史》第十卷第一部分 ( 1800 年以后的清王朝}

( John K. l'airbank , ed. , T/,e Cαmbrùlge Hi..s t叫• 01 China , 

V 0 1. 10 , Part 1 , The Ch 'ing Dynαstr Iro", 1800 , Cambridge , 

1979) 中，曼素恩和孔飞力所写的..王朝的表落和报乱的

根源" (Susan Mann and Philip Kuhn I 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 对于 18 世纪的政治成就和问题提供了非

'的全面的论述。

在欧洲各类语言中，唯一一本有关乾隐皇帝的专著依然

注康无为的《帝王眼中的君主统治) ( ll.rold Kahn , 

Monarchy in lhe I:.'mperor￥ Eyes ， Cambridge. Mass. : HarVllrd 

Univt:rs ily Press. 197 1 ) 。在书中 ，威无为对乾陈毅)，~前后的

形像'捏造过稳迸行了考察。 此书之构思和文字部%!优美，给

政们提供了有关清明统治机构的非帘有价值的见解 . 不过 .

它对 j工乾院统治时期的细节缺乏论述。此后 . 孔飞力的

。l叫魂) ( Philip Kuhn , $oulstealers : Th e $orcery $care 011768 , 

Cambridge ,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 ) 可 l词有关

乾隆统治中期时的消朝政治和社会的一部非常吸引人甚至奇

妙的著述 ， 乾隆本人正是故事的主角 。 学术专著的缺乏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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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米大!:t博物馆的精美展品目录的出现得到 r .定程[立的弥

补 . 后者包含有很多与盛活时期宫廷文化相关的柏 :ß.说明 .

忡自己育苦名古'私们接 14的翔实文亭 . 其中跟他得 -1M的是冯

明珠所绚{乾降皇帝的文化大业) (台北故宫博物院 .

2002 ) , 号:*tf J? (fT 译)编{乾隆皇帝·段'自·珍，\1，) ( Zhang 

Hun阳1吨 ， Th俨 Q阳山咱 Empemr: Trp(mLrt'.~ Imm tlw Forbùldell 

Cit" F" linburgh , 2002 ) 何联梅 (Pti辛)、本奈牛，'j • 布朗公

编( , l' 网占t白的辉也!。 乾隆皇帝的光怀统的》 (C huim t' i 110 

and Rt' llllt 'l Hr() I1 ~()n ('d . . 。巧，len山

The Gloru，川 .~ Re情r/ oI f:mperor Qianlorlg ιhi('a~o: "he I-ield 

M U :-i俨 um. 2004) . e;{J吨 t J 毛内 k 莎24kf制 (" ;卡l: Ji休乾

吊I , 1662 - 1795 } ( F. \I'hn Ra锅、 ~i lI ncl J ，'、、 1川I B l川、 、。"川l

Chlnll ~ 1百， Three Emperors 1662 1795. London Hoval 

-\ l'ad t' lll) (l f 也 rt. 2005) 付「能卖tt. 屯的入北 l让 . 111 :t之间

(占 FJi销的( ~，~ r，e剖典》 (北京 . 2002 ) 系列非常 H )IJ , iC中

有两态的内容 LJ古íJ董栩栩斗在

专{于 J古代通史 . 由西方研冗近代山阔的资扣~史学者〈史 ;4

ìLL编的{寻找近代中国》茄τ版 ( Jonathan Sp t>rl('e. Th ,. 

S('a ,dl for \1odern Chirw. 2n~ ed.. l\ ew York 吁orton ， 1990 ) 

巾的前 1 /3 内容;i; n 关 r古代的最白手的概止 kl 部比史与h.f

的i';' j乍且iYJI羊饵Hli ft'!句 IcJ任的教科但iL徐呼约的〈在代中

国之 ~ι〉 可1J〈板 ( Immanu el C \ . 11 咱， The 

\1odem Chwa 1 6阶 ed . , Oxford L川、肝、tty Pr俨怕 1999 ) 

Rüe of 

尽?T

魏主gj:盟的《中华帝旧的辛苦击日 ( F' fN! (' r i (' 啊' ak f' lllan. The F"II 

oJ Imper时 ιωna . Ne、、 \ ork , Fr俨e Pre ro.霄， IY75 ) 1I 内过时，

j l-l 足 ， 此 I~对于盛硝时期秩序的论述足 11'筒'杰出的畸

的 ( 18 世纪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 消吁Î ，型的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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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uerwerker. State ond Society in 18 '~ -centur)' Chilla: The Ch 'ing 

Empire Ùt It ，~ CLυry. Ann Arbor: Universi l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 1976) 同样如此。 而剖面提到的学术水

平极高的{剑桥中国史〉中贝IJ展示了更新的研究成果。 ú'i

lU注意的研究成果还有有关满族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巾的贡

献的讨论， ~I I罗有校的《再观清代 . 清代在中国史的窗、义}

(Evelyn Raw l$ki . R cc nvi s阳刚吨 the Qing: The Signi r.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 sto厅 • }ournal o[ A.fian Stud i.es. 

55 . 4 , November , 1996 ) ， 以及何炳被对此的国应一- (悍

E汉化 : 驳罗有技之 "再观清代 .' ) ( Ping-ti Ho , In defense 

。 f Sinicization : A Hebutta! of Evelyn Hawski's .. Heenvision ing 

the Qing ," JυILmlLl of ASÙL11 Studi时， 57. 1 , F"ehruary , 1 998) 。

王朝更替与乾隆统治初期

段无为的{帘王眼中的君主统治》是一部有关年轻的

乾隆及其所受教育方面的杰作。 而黄培的{乾纲独断·雍

正朝研究> ( Pei Hua吨 ， Autocracy at Work. ßloomington , 

InJ . : In (1川H Univ l' rsit y Press . 1 974) 则给孩们提供了更多的

雍正朝的背践。 不过，史最迁的〈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

( Jonathan Spenre. Treason by l.he Book , New York: Norton. 

2001 )对 H/"年乾隆时期的政治又提供了一种更新的认识。

史民迁有关底熙时期的两部著作〈自寅与股熙帝 奴与主》

( Ts 'ao Yill atld the K'arlg-his Emperor: 8 0ndservant and Master.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66 ) 与{中国的帝王》

( Emperor oJ China , New York: Knopf , 1974 ) 对下理解乾隆

诅父时期的历史趋势依然是极佳的参考。而倪德卫的{和

1申及其控告者 18 世纪的理念与政治行为) ( David Nivi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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盹陆帝

H" 民h俨 n und His 

eds W righl. Arthur and l\I ivison 111 Centu巧， • 18 1h Ihe 

则足Pr俨捕. 1969 ) Cùnjucianism in Act 

有关乾嘉更笛的一部经典f作乍品

清廷的生活仪式与宗教

( F: vt'lyn (~'t 'g' 廷性会史》~街校的《段后的帝王

01 Qing Jmperiαl 80口αI Histor) A Emperors: Rawski. The I,ast 

日erkel町: Pni\'en,ÎI' of Califnrnia Pn'拙. 199日 )InstÙu lÌoTU , 

1-t' 1.Ì'i气'由~岭的介地 III~I书对 (tift d延做了非常奸的论述 .

ili收洪 J f司翠梅和lh! 所所编(! J 网 r山f\:口廷'1'.尤为突 ill

jont'叫 ，.，1. • J.价 ir， the ImperwL 

·盹 l仓艾也非常育J!J .

飞{ιhuime i 11 0 and Che ri r,J; ) 

JEt 旧的Cmlr, (扩 (!t叩 D:l'lI astl CJuna) 

( Proceedings 本的1，为《什佛 fj 然义博物馆纪要〉系列 ι

No. 15 , 3 . Seri阳Valural Hωlor) • 01 ~1useum Dent'f? f ollhe 

平诺曼 · 库彻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哀悼:'Jm'l' rnh t' r J 998 ) 

( Nurmall Kulcher. Mourning in La te Imperial Chinα· LJ囚京》

FiliaLit) αnd lhe 51α le . Cambridge: Carnbridg t> U niversity Press , 

ul 

( A ngela 1. '10. lil Body arzd Brush , 

1999 )对清气的哀悼仪式进行了深人的研究 ， 尤 lt 关注亨

贤坐后死后出现的那些丑闻 而可使安的《身与笔:

纪作J;;文本1 ，炭 í!ll的大祀}

18 

E ightnmth-cenIIU) '" TexrlPe功rmancea.t Sacrifice Grallf[ 

关汁的国1)University of Chicngo Press . 1997 ) China , Chi C' H悍'

lJ瑞霞的《虚静*同:

Empirf> ( PHtnCIR Rerg('r. 

足乾院对于宗放仪式的琴与及态度

的气中国的佛掀艺术和政治仪盹}

。ingIn AUlhorily Political and Arl Butldhist 0/ Empliness: 

对乾隆在Chiflα ， lIonolulu : Univensily of Huwaii Pres!) ,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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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和宗教方面的追求 ， 尤其是他(及其1l}亲)对藏传佛

教的兴趣给予了进一步的阐述。 如果您要了解更多有关满洲

宗教的内容 ， 可以参考狄宇宙的《消廷的满洲萨满仪式》

(N icola Di Cosma. Ma nchu Shamanic Ce remonierõ a t the Qing 

Court. in Joscph Mc Dcrmott. ed. • Stαte αII(L Court Ritllal in 

China. Ca mbrîdge: Cambridge U niversÎly Press. J 999 ) 。 韩书

E端的{北京 寺庙与城市生活) (Susan Naquin , 8 eijing : 

Temples a,nd City Li舟. Berkeley ; Universil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 ) 贝1)对清代北京的寺庙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帝国的机构与统治

有关活朝统治机构变革的最为仅威的阐述 . 当底白彬菊

的《君与臣: 1723 - 1820 年的军机处) ( 8 eatricc S. 

Bartle tt . Monα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 

Ch'ing China , 1723 - /820 , Berkeley: Univers ity or CaJifornia 

Press. 1991 ) 。 欧立德的{满洲之道 : I芮代的八旗及族群认

同> ( Mark C. ElI iott , The Man chu Way: The Eight Ban.l., and 

E l.hnic Ider山t.y 川 La阳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 ity Press. 

2001 )贝IJ对八旗、满洲在中国统治的起源及 18 世纪对少数

族群统治问题的解决给予了介绍。 何娇拖在其《透明镜 :

消代帝同理念的历史与认同) ( Pame la Kyle Cro551町 • A 

Tratulucefil M irror ~ Hω阳ry arllL Idenl叮 ÙI Qing IrnperiαI 

Ideology. Berke ley : Univcrsi ty of Califomia Pres.. 2000 ) 则针

对满洲统治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 并对乾隆时期的帝国思维i茸

行了复杂的评论。 张勉治的《马背上的朝廷 · 帝国巡游与

r南朝统治的构建) ( M ichael Chang. A Court on Horsebαck : 

Imperial l'ourillg Q.nd the Con&truclion 0/ Qing /?ule. Cambrid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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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揭 Harvürd L ni\'ersily \ sia Center Publlcations. 2007) tj 

布莱恩 多特的{认同反射: 清气阳国的泰LJ朝圣〉 ( Brian 

Dott. Idenl.Lh R电f1ections : Pilgrrmages ，。 l10unl Tai /1/ fÁlle 

Imperla[ Chùw. C.mbridge . ~1ass Ilarvard Univer引 t) Asia 

Center Publications. 2004 ) 对于康熙和乾院巡游的，应义提供

了多种理解 巾'米华铿主编的〈新沾帝国史》中的很多文

平上 l层知1才的IjJIJ h二将朝的第一部城承德的政治意义 ，

何关í'î级行政机构及其与 tjJ央政府的关系以及的11;:日员

IJ!.尤 lfî 的 i人 111.

救世界

wI见前述孔 E力的 (11叫魂) 罗哦 li~的《侬

防;2;llf 与 18 'If 纪中茧的精提意识} ( 鸭 illiam

How('. ~'fII iflg Ihe lJiorld: Chen lIongmo /l lIrICI Elit(' Con.\r;ull.\1If'.U 

11/ 18 ，I! *cerllur、 China. Stanford Slanf"rrl UnÎ \t 'Nil\" Pn'崎.

2001 ) kt&锦 OG1日的{官僚机构与 18 tJf纪 r 1/ f司的饥荒》
( pjf'rre-Etienne Will. BureaucraCJ αnd F.α I1lLtte J1I 

n •• 
18 '~ -Cf'flLu门

ChinD t Slanford: Slanforcl Lni、 e刊/t、 Pr('s将. 1990 ) 远博岖的

(n古代中国的帝国权力与巡抚的任命} ( R Kent Guy , 

Imp t..rial Powers and the Appointment of Provinrial Gov俨rnors 111 

Qing China" • 111 Fred t> rÎck P Brandau t" T and Chun-chich 

Huang. t>ds. . Imperiαi Ruler.ship α"d Cultural Change '" 
T，αditional Ch川α.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lon Prt'!'J揭.

1994 ) 文也非常有价值

边疆扩张与军事战役

1l 1.\J安的《巾商的战争文化 . 清朝统治下的帝国与军

~) ( Joanna Waley-Cohen , The Cu/ture 0/ War III China 

Empire αf/d the Mililary under lhe Qi f/g DYnl"ty . London; 

Tauris.2006) 和 {国际历史评论}有关满洲9t'l民亨义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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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 /Tllerrwlional Hi.s IOry Revie-w . J une. 1998 ) 对泊代的军事

文化进行了慨括性的介绍 ， 至于消朝对准噶尔的战争 . 激德

t击的〈中国内进 . 清朝 的征服) ( Peter Perdue , Chinα 

Marches lVest: The Qing Conquest o[ CefltmL Eurmiα. 

CU l1l hridgC'. Mass. : Ha rv urd University Press , 2005 ) 进行了详

细的叙述，并有令人1~服的分析。 的j米华饨的{嘉峪关外 :

rÑ代初1割的经济、族群与帝同> (J ames Millward , ßeyond the 

Pass: Eco flomy , F."uúcúy ， α1tl[ Empire ùt Qi咆 Central Asia. 

Slanford: Sl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8) 则对清朝统治向新

圳的扩张进行了非常好的论述。 在英 i垂世界中 ， 巡没有着述

对 18 世纪消延与西藏的关系进行充分的论述。 f自戴克的

( 18 世纪初期的中国与西藏) (Lucia no Petech , China aflll 

Tibet in the Eαr1r 18" Centurr , 2叫 ed. , Leiden: ßrill , 1972 ) 

以及博格尔的《空虚的帝囡) (Berger , Em/.川re 01 E mptine.u ) 

涉及 f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王湘云(音译)的{清廷与f19

藏的联系) (Xi.ngyun Wang , .. The Qing Cou rt's Tibet 

CO l1l1 eClion." 11αroard JQlLrnal o[ Asiat ic: Stud.ies , 60. 1. June . 

2000 ) 对此问题进行了引人人胜的论述。 乾降对蒙占问题

的处规则是艾尔沃j听考格的《我们大消 : 消代的蒙山、佛

教吁国家> ( Johan Elverskog ， οur Great Qing: The Mongols. 

Buddh i.sm. and the Stale in wte fmp erial China. HOl1olulu: 

Univcrsil)' of H创阳 i i Press , 2006) 的部分主题。

可E于东南边瓢， f?11式拍的《台湾边疆的经世 与政治经

济) ( Jùhan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lical Ecullomy 011 the 

T川剧f/ Frofltier , Slanford: Stanford Univers ity Press , 1993 ) 对

于r白蚓在台湾的扩张和统陷进行 f非常金商的阐述。 劳拉

程j昕泰特勒的{椅朗的殖民大业 . 近代中国早期的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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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 terprωe Colollial Ql1Ig lIostetler. ( Laura 

乾隆帝

与什;1) [剖 .IÇ ) 

Chicago: ~1odem Chwα ， αnd Cartograp"J in EαrL， Elhflograph) 

纪若峻的《亚洲仰现'fI. :Lni\er:, ity of Chicago Pres~l 2001 ) 、

A~ian Gi t" r:-.dl. Patl~白。"( C 的变迁》, 1司 z 品J J.Ù司dt '-\:: 

}Ullflan Chma ￥ Qin of Tran吃formationTh. Rurde rla nd:-> 

2005 ) Pr(>s~ , Har\'ard Uni\ 俨r~ Jl\, 、1 a~sCU ll1bridge. Fro Tl tier 

中国 fEZT 州的筑~>品占尔哑的(z; 马王 之 jb) : 以及约翰

Chwa ‘.~ Colon i.zatioll , s t 1 ., 
1mirl th e Clouds arld ( Jυhll IIt ' fIlutn. 

\~i l..l Ct' nkr , <>}ι /1/:11011 • ιambrid严t". Ma~~. : Ilar\'urd l 川、f' r:-. 川、

.x.. f,-j \ . 蚁 71η 以Jlt ~i 以土 ((0 占 I !兰州 I屯的 1力 t2007 ) 

忧 i号'i'(tJ[11f、、
JJ. 1 、li

'
. .'.j如， .午在 vll ryJÙ'J '1" ji r "，:可 争

吨 tilll' , Qin怀rllt' Dai . ( ) in@.rong 万干 lb174 注1I 人Y. 

Jinc.!J Uil lI tlH' 111 FO f( ' j J .ahnr 飞.1 i1 ita T"\and J\h'r‘ h ..1 川、，

2001 ) !.afe ImperiaJ Ch ina. 22. 2. n俨t' t'll1 ht" f.{、、
础IIlJl al~n、.

18 世纪的社会与经济

( Su san ( 18 [!r 纪的中因社会》销书 f;Þ 采 1 歹有梭的

ι:ighteenth lhe 111 Socict 、Chinese ltawsU , Evelyn and Naquin 

是 fl 关乾19日7 ) Pff"'~响Lniw~ i l) Yal俨e 、
a l } 

Nt 、、Celltu川，

在:ìîJ iHI _经快f.I)ri~非'禹F的概述之P仰自 .j 叩I ， r'; 代采」会的

fiJ ::U Ã， 仁的《户~[] ~或曦的《饱救 lHVA}的 JL~λ!r j1 . 

jJ 对 frl-i代E生，行经济的 ìt ;1*1 .'1,) i.J'佣僚机构 t J it玩)

( KC' IlIlt' lh A; ';}流}〈的在巴虫q辛(' '1:' ((.1 \iJ lt 牛是 巾

the arul 正 urope ，ι:hwa. Dúergence: Creal The PO lTIeranz. 
1 4 mr t E 

『
r , 1 

Prj lH't'Iω11 E("(JIl om) • If urld \lodem <>f the nwking 

此书芋，年.对 18 世纪中国1.;欧洲的μPre抖抖， 2000 ) , Un iv可 rz.. 11 、

邓晦伦贝1 1 t:全 民《囚友i￡ 52 向济发展社行了λ;阴阳]比较分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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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日介绍

家? 1740 汗，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政治进程) ( Helen Ounslan. 

SIαI，e or MerchclII t? Polilical Economy αnd Politicn/ P,ocess ill 

1740.~ China .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 ty Asia 

Center , 2∞6) 中对丁 r芮朝的财政政策进行 fì毡慎的检视

以 F，)!;:述涉及了乾隆时期滔栩社会的其他方面 。 边』号恩

的《内阁中的先生 18 世纪前后的中国女性> ( S"s.n 

Mann , Tcachers 01 the Ifler Chambers: Women i" C/j川的 Long

18 呻 Ct' /Hury. Stanford: Stanford U nìver"ity Press , 1996 ) 打开

了泊中期汀 l何性别研究的一扇窗户 ; 大卫 · 欧恩比的《清

制巾前期的兄弟会与秘密会社.传统的构成} ( Oavid 

Ownby. Brotherlwod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Early and Mid-Qing 

China : The FormatioTl 01 α Tradition. Sla nford: Slanford 

Universi ly Press. 1996 ) 追溯了形成于边弱地区互助组中的

秘密会平上的起源以及国家对其 贯的应制行沟 ; 苏成捷的

(ì古代中囚的性、法律与社会) ( Mallhew 5ornm cr . S凹， Law. 

and SOciClJ' in Lα l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 

/力J I丽丽的影 q晌陆向J ; 旦友t伺 H丽目的《社会权力与1法主律文化 活代中凶

的 i公师> ( Melissa M aca川町 • Social Powcr ancl l..egaL C川nre . 

l.itig(Jlio!t M，tSt f'f.~ irl Lale Imperial China , Stanford: Stanford 

Uni vc rsi ty Press . 1998 ) 分析了 18 世纪的法仰案例，针对社

会与经济生活1\~出了 个自下而上的观点 上述i5边是近二

|年中涌现出的一部分非常重要的有关乾隆时期中囚社会的

学术成果

知识分子与文化趋势

艾尔曼的{从理学 jjrj朴学 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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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hUosaph} From Elman. A ( Benjamin 

性陆带

变化丽面观}

I.ate tn Change 0/ AspeclS SQcial αnd I nl.rllulfl fI 1 Philolog) : 

气jl;JaL niver:o it} lI arvard .\1.吨C.mbridge. Imperial China 

政治和宗族一一中华帝国晚期常和{经学 、1984 ) Center. 

The α nd Kinship: ( Cla.ssicüm. Politics. 州今文经学派研j{)

Imperial Late '" Text COflfucian;sm C1I 'ang-choll School 0/ 'Veu 

今 IHI

J丛~~;

1990 ) . Univ f' rsily of California Prt':-;.:-,. China. ßNkeley: 

1它在 f乾陈a.J朗的上也学术发展AA jt社会Lj JI1I: i白白义

H 华帝[卡|吼:即1 科学 ;jjlJ 吃J 立;‘ 
(正 jlL号白 :U斗轨制度的['i j由

( t Cultuml lI~ton of Ciál .'icn川I r '且》
Bc'r~t.lt'、: l' ni，俨 r"' lI、 nf Californi凶 Prp蝇、 2000 ) IInp,'r;o/ r:JW /(I. 

' L AT fH s t|141Efr 18 Ilf~c . 排不同Fú. a.HuJ跨度 r '.I!. .\ • 

'乾堵了吗民嘻阶只典竹。，《四埠二全 1 ' ff 的 f，丁 U

Ltll!f(l门Th e Coodri('h. ( Carrin~lon ( 1,* z 1I年 II.J响J (1" 

4主 t\~ I坚的外 .1966 ) York. ~e飞、hllllli.s ilion uf Ch ïen -lung. 

Emp俨rurvTh, Gu、.I\.e-nt 《乾隆 ß免 朗的 γ 苦 t ;]哥京> ( R 

岛 hulαrS (J fHL lhe State 川 the Late Ch 'ien-lung Four Tri''O"mrie.\ ~ 

Center. 飞 s ，.L niversity lIarvard Ma...!' C川TI hrid民盯.Em. 

安东写的《说扬什 :剖ln 帘杰出的 若咋也!，81987 ) 

Speaking FinnaJ It' • Antunia 军 J1550 - 1850 应， l ' 罔城市 .

e ph
u 

，
、

r b y ' 'U 
1850 . 1550 CIt 、Clúneu } -0 Ilg::/um '>1 

世给 F 了 18Ma与 s. : Ilan-ard Uni\' e~ity Asia Ccnler. 2004 ) 

币n 句13写雅和周 ~j荣的{中华纪的城巾立化以血挫的意义 .

常国盹! 19 的印刷与书籍文作) ( Cpllhia Brokaw and Kai - win事

Chillα ， Impcnal μIle '" ι:ulrure Book and PrùHtllg Chow. 

关陀的[J!IJ 主Unive r:s ily of California Pn、s. 2005 ) . Ilerkeley: 

也是电时繁蚀的 01 前IJ !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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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H 介绍

对外关系

费正r自主编的{中国的世界秩序) ( John K. F'. irbnnk 

ecl. . The C/t iflese World Order , Ca ll1 bridge. Mass.: I-Ia rvard 

University Prcss . 1970 ) 是一部有关泊代对外'IJ务的总础性

研究者述。 何{韦哑的《怀柔远人) ( Jnmes Hevia 1 Cherishing 

Men 斤。fTl Afiαr: Q川.g GueSI R山皿1 and the Mα(.'(1 rtney E mbassy 01 
1793 , Durh.m , N. C. : Duke Universily Press , 1995 ) 目 IJ 对

《中国的世界秩序》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同时也足

有争议的挑战。在上文所列书目中，对下乾隧朝中耶稣会上

的地位也有详细的记载 ， 此类著作还有卫周安的{北京的

六分仪 · 中国史上的全球潮流) ( Joanna Waley-Cohen , 

Sextants 01 Beijing: Clobal Currents in Chinese Hωtory. New 

Y ork: Norlon , 19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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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后记

正如欧立德教授在本书中文版序言中所说 ， 乾隆这样一

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入物 ， 对于绝大多数西方人来说却

是完全陌生的。 因此，欧立德教授这部英文著述的出版发

行 ， 有助于欧美读者认识和了解乾隆以及那个时代的历史。

欧立德教授作为一位美国的清史学者和新洁史的领军人物，

在这本著述中自然将新清史的一些观念及研究成果贯彻其

中 ， 从而塑造了一个新清史学者视野巾的乾隆形象 ， 可以让

熟知乾隆形象的中国读者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对舵院进行审

视。 正如新清史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f传统的清史研究

一样 ， (乾隆帝}一书的问世对于重新理解乾隆垒帘及其时

代的历史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英文版出版后 ， 承革2欧立i患教授m赠，我即得以拜

读 ， 颇为这一既忠实于历史文献 ， 且具有学术深度 . 又不乏

小说叙')J之生动的乾隐传记所吸剑 ， 书中所塑造的"天之

骄子 ， 世之凡人" 的收;隆形象给我留下了颇深的印象。

欧立德教授希望出版该书的中文译本 . 并请我作为译

者。当时我正参加一个以新清史文献为主的阅读小组 ， 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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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陆帝

此:Jj告栋大絮 ， 众人皆对翻译这本拓表示tH r浓厚的兴趣，

且得到了定:启:庄教峻的大 }J支附 . 我{更欣然应允 . 组织大家

严怡苟手翻译 - FiH人 尔书的副1辛!主集体合作的结果，

分 T如下

巾文版 r)-: ;贾越飞

英文版fF. 贾1主 E

寄:-EE 贸tt ~ 

消审 I'ß~斤吹

11-7元， tι 王，1在

机网币; / Tif司

司1 元币 五惠每1

司1六带回ru ~ 

苇七号l' : ~.fJl鞋

帮八市邱，1M ~1 

m九章邢新欣

结语，百t主 E

雪主主E 文献县东4 贸建飞

全书译稿审饺贾毯飞欧立德

HI本

20门 年末 . 译文初稿完成，我对全部i辛稿远行 f审校

飞时正值我在哈佛大学的学 ， 1t I可我与欧lL德教授就1手稿[ f [ 

的 rn]题进{f f 多次的交流 i.t.f且对以立饱教段在-t~rl] 户vi .&~ 

泊的学术息:您有 r !1n匀的认识.对我的审校 j乍给予 nu大

的帮助。审校完成后 ， 欧立德教授义遂'其Æ句进行 J -.ì灾'中

读 ， f也不仅铠出了很多'È et的修改意见和l.ll议 ， 还补充了译

航中缺失的很多l京始寻|文。

翻译期间 ， 欧立德教段的离足谢健 ( Jonalhan Schles in日"' )

博土也给[. r很多帮助.在此i草对各位译者、欧立德教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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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李肯后坦

定宜庄教授和谢健博士表示诚挚的感谢。

~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哥们的辛苦工作 ， 使得这本

书的中译本得以顺利出版。 另外 ， 欧立德教役在本 1~中文版

版以问题的解决中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翻译从米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主作 ， 往往难于原始创作 。

由于译沓能力有限 . 其中准免存在错误 ， 译者自当承m全部

责任。

贯 建飞

20 1 4 年 l 月 7 日

275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戴据

位院帝/ (卫)欧立健( Ellioll. \1. C. )茬 ; /í (i if. 
一北点·性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 145 (20 14.6 可HfJ ) 

ISß、 978 -7 -5097 -5690-4 

L也降帝 (1711 -m n. 1 欧 2#

~ . ' 1 K827 = 49 
1 . D盹

1799 ) -1专 ic

中间版牛}目拈馆 ι11'散u>:怯宇 (2014) 第 035367 tj 

乾隆帝

以 t. 1t

r. l'. J 眩也噶
rr /南 6

怯 I I'i理飞

R

汗
巾
ψ

lli 版 λ/ .剔民到

出版罚. t!全 f 学吏i'. :j ~~ t-!. 

地 Jillt ;':.f.l!l 城 iai卡 旦中""甲 29 i，防 1 甘悟 'r， t 大噎

IIJß歧编的 100029 

匾
使
阳

i!HI编制 /&j

M任校对'乍

:u任印制/岳

Jt fI部门 进气更铺峰 1

电子f~箱 / jxd@ s..ap 川

J~í 口统筹/徐恩 it

经 销 社告和学立，民出 t豆子i市场营销中、

(0 10 ) 59367081 59367089 

读古咂.t.中 (010) 59367028 

(0 10 ) 59367256 

读 rc服务

'1~/9.25 

敖 /215 l 宇

印

ï' 

(n 1民 吁有也方印"有咱'f ~ .. 1 
JF 伞 I 889rnm x 1194mlll 1/ 32 

版 次 2014 年 5 片草 l 阪

印汰 2014 年 6 喃 2 .夭 ip 幌

H ~J / I气8队 978 -75097 -5690-4 

苦作H仕M
/ I唱宇 0 1 -2013-4474 -1} 

登记可

~价 /49.00 兀

啻恤结甲111\ 眩串\!'I!!!革节妇臼磁娟、缺口司、主是11恼误，满弓革任

国国 版仅所奇 DED@究

• 



画罩 7108
国'tflSl:献旧恨t叩

垣航设计/来 ，寿

@ 

〈瓦



PEARSO牙

Emperor 
Qi乓jllong

::;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寻由一

〔夫
〕
欧
立
筐

里
m
p「
宵
。
回
巨
。
R
H

青

石
译

贯

建
飞
欧

立
德

审
校

作
为
统
浩
者

，

满
洲
人
虽
然
只
是
-
个
人
口
占
少
数
的
民
族
但
他
们
通
过
高
超
的
政
浩
技
巧
和

强

硬
的
军
事
力
量
铸
造
了
一

个
世
界
史
上
的
量
大
帝
国

。

到
了
乾
隆
时
期

，

清
帝
国
的
实
力
达
到
了
顶
峰

.

而
且

3
8

年
五

3
8

年
整
整

8

年
的
统
培

.

也
使
乾
隆
帝

成
为
中

国
历
史
上
在
位
时
间
最
长
的
君
主
主

飞

在
这
部
经
过
几
十
年
等
待
才
肯
在
出
现
的
重
要
传
记
中

.

杰
出

的
历
史
学
革
欧
立
德
简
洁
而
且
生
动
地
讲
述
了
世
界
史
上
最
引
人
连
目
、
最
具
串
响
力
的

λ
物
之

7
1
l

能
陪
审
的
一
生
.

通
过
这
部
作
品

，

欧
立
德
完
全
将
乾
隆
和
他
的
王
朝
放
置
于
世
界
史
的
范
畴
之
中
他
对
这
个
世
界
史
上
异
常
重
要
的
人
物

做
了

简
单
明
了
、

极
为
有
用
而
且
真
实
动
人
的
再
评
价

。

|
|

魁
腾
阳
刚
·
比
播，

怀
卡
托
大
学

(RE
国

E

国
E
E
F

问、坦
问
.
吧
。
』
否
是

可

。
、
=
s
h』E
H。
)

欧
立
德
将
散
落
于

各
种
专
业
论
文
的
研
究
成
果
整
告
到
这
部
具
有
高
度
可
读
性
的
著
作
里
，
并
将
自
己
的

洞
见

和
让
人
信
服
的

关
联
融
入
其
中
。

得
到
的
便
是
这

个
作
为
军
事
领
袖
、
芭
术
量
好
者
、
满
洲
传
统
捍

E
者
、
冷
酷
统
洁
古
和
充
满
热
情
的
施
行

革
的
画
巷
式
的
乾
隆
帝
形
血

l
|
-

个
自
视
甚
高
但
又

企
盼
向
于
民
证
明
自
己

『
中
国

』
身
酷
的
君
主

。

1
|

《
跟
洲
华
尔
街
日
报
}
{
』
巳
信
电
吃
也
h
h
~
E
E足

'
h
E
E
巳

)

www.ssap.co m.cn 

K827.4 
285 

>' | PEARSON 
ISBN 978-7-5097-56904 

定价 49 .00元

www.pearson .com 


	中文版序
	英文版序
	—  登基
	二  当政
	三  家庭、仪式和王朝统治
	四  满洲成功之困境
	五  巡游之治
	六  帝国的扩大
	七  文化巨人
	八  清代的中国与世界
	九  晚期的国家秩序与衰败
	结论  天之骄子，世之凡人
	乾隆时期大事年表
	书目介绍
	索引
	译者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