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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朝，一个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王朝，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惊讶和太多的沉重。
近些年来，以清朝为背景戏说的电视剧大行其道，说明这段离我们最近的古代历史仍然能够引起人们
的兴趣。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清朝被贴上的是腐败、屈辱的标签。
其实，这只是晚清时期一个写照——所有王朝的没落时期概莫能外，大清王朝真实的历史要丰富得多
，也生动得多。
在中国历史上，有五胡乱中华的时代，有蒙古铁骑入主中原的时代，但时问都不长，像元朝就不足一
百年。
而崛起于边地的满洲人，却能牢固地掌控中原三百年，这足以证明了它的不同寻常。
　　我们讲清朝那些事，绝对不能不讲清朝的那些皇帝。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这句话用到古代各个朝代身上也恰如其分。
从秦朝往下数，除了创业的帝王，往下能有一两个干点正事的明白皇帝相当不错了。
但清朝是个绝对的例外，自努尔哈赤以后，皇太极、康熙、雍正、乾隆个个雄才大略。
即使嘉庆以后的几位皇帝比其父祖辈显得平庸，但依然个个勤于政务。
所以在清朝皇权始终至上(慈禧也是皇权的代表)，大臣权力再大，对皇权的威胁也是有限的。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说完帝王，就不能不提后妃和公主。
皇帝的后妃都是有品级的，这说明你不能简单地把她们看作皇帝的大老婆、小老婆，他们是政治生活
中不能忽略的一环，皇宫不大，但掀起的风浪却会波及全国。
清代的后妃总起来讲还是比较守规矩的，但既然被卷进了是非地，就注定成为是非人，或者无法寂寞
，如孝庄皇后，或者不甘寂寞，如慈禧，她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讲清朝那些事儿，还得说说那些王爷们。
我们知道，曾国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差点颠覆了大清王朝的太平天国镇压下去，才不过得了一个
一等侯的封爵，离着王爷的级别还远着呢。
所以，王爷就好比拱卫在皇帝这个太阳身边的一颗颗星星，地位无比尊贵。
但是也正因为离皇帝太近。
稍不留神就被那个“太阳”的巨大引力吸进去，弄得个尸骨无存。
这些至尊至贵的王爷们大多命运多舛，想卖命未必有机会，想逃也绝对逃不掉，就好像全部资产都押
在垃圾股票上的大款，特别有钱，又是个地道的穷光蛋。
　　讲清朝那些事儿，必须讲一讲权相能臣的命运。
明太祖朱元璋因为怕权臣当道威胁皇权，不惜废除了宰相，但以首辅大学士的新名目出现的宰相，并
不比以前的宰相权力小。
还是清王朝的皇帝更聪明，他们把哪怕是最有权的大臣都变成了奴才。
奴才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主子手里，只要你进入了仕途这个圈子，就成了被皇帝牵着的一只风筝，让你
浮你便飞升九重天，让你沉你就得入十八层地狱。
权相也好，能臣也罢，除了兢兢业业地干好自己的活儿，剩下的只能看他与皇帝的缘份了。
　　讲清朝那些事儿，我们要说贪官廉吏们的悲喜结局。
三百年的清王朝当中出了数不清的贪官，也出过一些廉吏。
贪官污吏害国害民，是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去之不尽的毒瘤，也为百姓和正直之士所切齿痛恨。
清官居其位而又不贪其利，他们大多是尽心尽力当差办事的典范，自然应该为人所景仰。
大凡贪官，能以好的下场为自己的人生收尾的人很少，但作为清官，同样未必能得善终。
贪官与廉吏的悲喜命运让我们面对历史的真实(因其真实而更显残酷)不能不掩卷长思。
　　讲清朝那些事，我们不能回避给当下的清官戏提供了不少素材的一个个谜团和异事。
清王朝曾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军事奇迹，同时，在这个少数满洲人统治着大多数汉人的特殊
朝代，也发生了许多奇异的事，出现了许多奇异的人，这些人和事在今天看来有的很有趣，有的很可
笑，有的很无奈，还有的则成了永远不可能解开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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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任何奇人奇事都有其出现、发生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基础，揭开奇的表象，探究其背后的秘密，
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清朝那些事儿，有辉煌，有凄惨，有温情，有血腥，有文治武功，有丧权辱国，有板上钉钉的铁
案，也有难求答案的谜雾。
清朝那些事儿，让我们起敬，让我们心痛，让我们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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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少有的一位学贯中西的皇帝 　　　　中国历史上有学问的皇帝不少，但像康熙这么有学问的皇帝
不多。
他不　　仅精通满汉文化，而且难得地对西方科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进行了深入　　的学习。
放在今天，康熙绝对是个文理兼备、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弄个博导　　、院士之类的头衔不在话下。
　　在康熙皇帝发奋学习的早期阶段，经筵日讲是一个主要的学习方式。
作　　为中国封建社会君主自我教育的两种基本方式，经筵与日讲的主要内容是被　　尊为经典的几
部儒家书籍和有关历代王朝兴废代替的一些历史著作。
其中儒　　家经典如“五经”、“四书”，基本上都是成书于封建社会前期。
由于这些　　书籍的作者或传授者都是儒家阵营中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因而其中所阐发　　的治世
思想，对于封建君主施政，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正是因此，封建统　　治者经过长期的选择，将其确定为社会的正统思想。
宋朝以后，又将之作为　　帝王自我教育的主要教材。
至于有关历代王朝兴废的历史著作，则更为封建　　君主临政治国所必需。
因而，凡是有政治责任心的君主，无不对之加以重视　　并将之作为自我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些封建君主即曾通　　过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并将之用于实际政治而
取得了成功并成为干　　占称颂的明君，可见，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对于帝王自我教育和世道
　　治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早在康熙以前，作为一个新兴的封建政权，清朝统治者即注意学习儒家　　经典和历史著作。
人关前，清太宗垒太极曾先后设立文馆、内三院，致力于　　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的翻泽、学习和应
用；入关以后，多尔衮和顺治皇帝也　　相继对之表示重视。
从顺治_卜四年始，顺治皇帝还仿效历代帝王先例，专　　开经筵，于仲春、仲秋请学问渊博的高级
官员为自己讲解儒家经典。
尽管这　　些活动当时仅仅处于开始阶段，但是，对于争取汉族知识分子的合作，加速　　统-进程无
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康熙时期经筵日讲的全面开展也产生　　厂重要的影响。
　　顺治皇帝去世后，中央政权中保守势力的抬头延缓了自皇太极以来清朝　　统治者学习儒家经典
的进程。
康熙皇帝即位时，清朝政权已基本上确立了其　　对全国的统治，兼之以当时康熙皇帝本人年龄尚幼
，正宜结合其早期教育及　　时举行经筵日讲，使其比较系统地学习各种治国经验，以便日后挑起管
理国　　家事务的重任。
有见及此，康熙皇帝即位半年之后，工科给事中王日高首先　　疏请举行经筵大典，“以光盛德，以
端化源”。
尔后，康熙二年四月和康熙　　四年三月，又相继有福建道御史王鼐、太常寺少卿钱胡等提出了大致
相同的　　要求。
但是，由于顺治皇帝去世后上三旗四辅政大臣掌权，基于固有的民族　　偏见，特别是为了保持自己
的既得权益，以四辅政大臣为代表的满族勋旧将　　重用汉官、仿效明制视为对“祖制”的背叛。
在此思想指导下，对于这些要　　求，他们全然不予理睬。
这样，几年之中，不但由顺治时期开始的经筵活动　　被无形地搁置起来，而且，连一个宫中正式教
读师傅也没有给康熙皇帝配备　　。
康熙六年七月，康熙皇帝开始亲政。
这时，举行经筵日讲以学习传统治国　　思想与方法的问题就愈显现实和迫切，不少臣下又为此纷纷
上言，要求亟开　　经筵日讲。
如康熙皇帝亲政数日之后，吏科给事中蔺挺达即上疏要求他“敕　　下礼部，详议讲读之规”，“慎
选老成清正之臣以充讲读之任，使之朝夕侍　　从，尽心启发”，于听政之暇，取“五经”、“四书
”及《通鉴》等“讲贯　　惰绎，寒暑无问”。
次年三月，福建道御史李棠奏请“亟开经筵，以光典礼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朝那些事儿>>

五月，贵州道御史田六善亦疏请康熙皇帝于听政之暇，“日取汉唐宋元　　四代史册亲阅数条，凡一
切用人行政，黜陟赏罚，理乱兴衰之故，反复讨论　　，庶圣德日新，大智日广”。
康熙八年四月，兵科给事中刘如汉也疏请“先　　行日讲，次举经筵，选择儒臣，分班进讲”。
可以说，举行经筵日讲已经成　　了臣下的普遍要求。
然而，这时康熙皇帝虽在名义上已经亲政，而实际大权　　却仍操于以鳌拜为代表的原辅政大臣之手
。
为了达到长期专权的目的，他们　　把以开发康熙皇帝智力、培养其治国能力为目的的经筵日讲视为
对自己权力　　的威胁，对之仍然采取了不予理睬的顽固态度。
对于在议开经筵日讲活动中　　态度积极、影响较大者，还枪打出头鸟，予以惩处。
如康熙六年六月，康熙　　皇帝亲政前夕，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上疏康熙皇帝，要求他宜趁青年时期
，　　选择道德学问都出类拔萃的知名学者，作为自己的老师，“证诸六经之文，　　通诸历代之史
，以为敷政出治之本”。
康熙七年儿月，他又再次上疏，指出　　“讲学勤政，二者不可偏废，而在今日尤为切要者也”，并
要求康熙皇帝将　　之提到君德成就、天下治乱的高度加以重视。
因为他对经筵日讲态度积极而　　且将其意义也阐释得十分深刻，鳌拜等人极为愠怒。
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　　摘取其奏疏中涉及辅政大臣的只言片语，指为语含讥讽，企图藉此加罪。
这　　样，尽管其时康熙皇帝已经步入青年时期，但是由于鳌拜等人的无理阻挠，　　经筵日讲却仍
像康熙皇帝亲政以前那样迄未举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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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朝那些事儿本来很通俗，只不过有那么一些人做了一些事儿。
因为通俗，所以精彩。
清朝那些事儿本来就这么精彩，剔除后代强加的所谓研究猜测的成分，真实的清史才最鲜活、最好看
。
清朝那些事儿本来很深奥，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隐含着那么大的学问。
因为深奥，所以难看。
清朝那些事儿本来就这么耐看，只要你不把它简单化、庸俗化，就能从故事中读出做人做事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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