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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十二帝疑案》大清王朝296年江山社稷，兴衰荣辱，荡气回肠。
在她如此漫长的岁月中，演绎着一个王朝的如日中天；清王朝的12位皇帝，文治武功各有千秋。
在他们离去的背影中，浸染着一个帝国的沧桑日暮。
那么，清朝何以统治中国长达296年？
它又为何丧权辱国、走向衰亡？
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封建王朝，究竟留给后世怎样的记忆？
那么，他们如何登上皇位？
在那一次次登极大典的盛大、繁华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大清王朝296年江山社稷的根基——八旗制度，究竟从何而来？
它何以缔造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队，又为什么还是它，最终葬送了中国最后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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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阎崇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
专著有《努尔哈赤传》、《清朝通史·太祖朝》、《清朝通史·太宗朝》、《清朝皇帝列传》等20部
。
2005年主讲中英电视台CCTV10《百家讲坛》大型系列节目《清十二帝疑案》，引发巨大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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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顺天而生创一代王朝的“四合”皇帝少年坎坷与含恨起兵三次大捷与十大贡献人生喜剧
与实现四合皇太极——文武谋略兼俱而壮志未酬的性情皇帝少年励志，登上大位调整政策，整合图新
四向用兵，开拓疆域善于学习，长于谋略不善已合，盛年离世福临——重情参佛的顺治皇帝顺治朝功
过的总结顺治同母后的关系顺治同皇叔的关系顺治同受妃的关系顺治同和尚的关系玄烨——开疆扩土
功盖千秋的康熙皇帝康熙的历史贡献康熙的为君之道胤禛——功过是非最引争议的雍正皇帝雍正继位
的前奏雍正继位说雍正继位余波雍正死因诸说雍正的历史地位弘历——文采风韵传奇色彩浓厚的乾隆
皇帝乾隆生身诸说乾隆的重要贡献乾隆的后妃乾隆帝退位颙琰——有仁爱之心无胆识谋略的嘉庆皇帝
承上启下和坤受庞原因果断迅速诛和珅和珅现象旻宁——应当钉在中国历史耻辱柱上的道光皇帝道光
继位疑案禁烟失败与《南京条约》奕詝——令华夏蒙羞的“四无”寡人咸丰皇帝错坐了皇帝宝座临危
逃离了皇都错定了顾命大臣圆明园的兴建圆明园的价值圆明园的焚毁裁淳——受母压制，无为早逝的
同治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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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乾隆的后妃　　乾隆的第一位皇后叫富察氏，雍正五年，他父亲雍正就给他娶了富察氏，当时叫
做“嫡福晋”，就是正夫人，第一夫人。
这一年乾隆16岁，富察氏15岁，都是虚岁，乾隆登极之后第二年，就是乾隆二年册封富察氏为皇后，
这一年乾隆26岁，皇后25岁，他这个皇后富察氏出生于名门贵族，富察氏的曾祖父叫哈什屯，顺治的
时候，做过议政大臣。
她的祖父叫米思翰，做到内务府总管，户部尚书，她的哥哥叫马齐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史记载
，说是“历相三朝”，三朝做宰相，官做到尚书，做到武英殿大学士。
皇后富察氏就是出身于这样一个满洲的贵族名门，但是，这个富察氏不仅仅是聪明漂亮，而且非常贤
惠，严于律己，崇尚节俭，一点也不奢华，深得皇太后的喜欢，也博得乾隆皇帝的宠爱。
乾隆年轻的时候，得了一场病，病得比较厉害，身上长了一种臃疖，经过太医治好了之后，太医说，
必须静养百日，方可恢复。
在这一百天的时间里面，皇后在乾隆的寝宫外面住，日夜侍奉，过了百天之后，皇后才搬到乾隆的寝
宫里面和乾隆一块住，就说明皇后是很贤惠的，但是，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皇后富察氏随驾陪着皇太后和乾隆皇帝东巡，到泰山，到曲阜祭孔，回来的路上，船到了德州，
皇后突然死了，37岁，皇后死得很突然，事先没有先兆，而且是死在德州的这个船这儿了，所以就演
绎出许多的历史故事，野史、笔记、小说、戏曲等等，讲了很多的故事。
　　比较重要的有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就是乾隆出巡，到了德州这个地方，山东的地方官员给皇帝敬
了很多的美女，乾隆跟她们饮酒作乐，有失礼法，皇后看到之后很气，一气之下，投河自尽。
还有一种说法，大家知道台湾有个高阳先生，他写了《清朝的皇帝》，他这本书里说，乾隆皇帝和这
个皇后的嫂子有一些不清不楚的关系，傅恒的夫人是皇后的嫂子，所以经常到宫里边去。
皇后有一次过生日，就把她嫂子就是傅恒的夫人请来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女眷和亲朋，在皇后生日宴
会上，大家饮酒赋诗气氛很热烈，乾隆皇帝就说我们吟诗每人一句，就在那里吟诗，吟到皇后的嫂子
这地方，她说我对不上来，罚酒，乾隆说罚酒不行，你还是要吟诗，大家高高兴兴地又吟诗又作赋，
又喝酒，皇后的嫂子就饮酒过量，稍微有一点失态，就说我需要到一个地方休息一下，宫女就陪侍着
皇后的嫂子到另外一个地方休息去了。
乾隆喝完酒也很高兴，说去看看吧，他这个内嫂怎么样，就去了。
去了之后，乾隆跟这个皇后嫂子，就是情意绵绵、有失礼度，但是这件事情被皇后察觉了。
皇后的丈夫是皇帝呀，她也不能发怒，也不能如何呀，于是，在皇后的内心里面和乾隆的关系上产生
了一种芥蒂，那在乾隆东巡的时候，皇后也随驾跟着去了。
在船上或者又碰到一些其他不愉快的事情，皇后心里头几种情绪交错在一起，一气之下就投河自尽了
。
这是野史，这是传说，这是故事。
　　那历史怎么记载？
从历史上来说，我们只能根据乾隆的实录，根据档案的记载，和其他史书记载，只能说，皇后随驾陪
着皇太后和乾隆东巡回来的时候，三月十一，船到了德州的时候，皇后崩了，死了，仅此而已。
但是许多人认为这里面还是有疑案，到底因为什么死的？
是病死的，还是投河死的？
这样就给了那些文学艺术家、影视剧的作家，一个想像和编写故事的空间，于是就演绎出许多许多的
故事。
　　乾隆的第一位皇后故去之后，就是乾隆的第二位皇后叫那拉氏，乌拉那拉氏，乌拉那拉氏她出身
就比较低微一些，她的父亲官做到佐领，就是比较低级的一个官员，和第一任皇后家庭显宦是不能相
比的，但是第二任皇后乌拉那拉氏，人很漂亮，也很聪明，也善于处事，特别讨皇太后的喜欢，乾隆
对她也很好。
第二任皇后在乾隆南巡的时候又出了问题，因为又出了问题，野史小说就大做文章，大体这么说，就
是说乾隆下江南，到了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和珅陪伴着，陪伴皇帝就到了秦淮河，秦淮河上登上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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舫，当地一些官员、盐商，事先都准备好了，弄一些歌妓美女在这个船上，乾隆就同她们饮酒作乐，
夜里头呢，乾隆还玩得正高兴的时候，也没有回到行宫，那皇帝哪儿去了？
夜里没回来呀，就找，后来第二任皇后就发现乾隆和一些歌妓淫乐过度，皇后一气之下把自己的青丝
，头发剪断了，乾隆当然大为生气，因为剪断头发对女人来说，是犯下了天大的忌讳。
这件事情历史怎么记载？
我刚才说是野史，和小说家编的这个故事，历史记载说“后从上南巡，至杭州，忤上旨，后剪发”。
就这么几个字，乾隆是很不高兴，就命令大臣把皇后送回北京，这是历史的记载。
说这故事发生在杭州，不是在金陵。
　　“断发”这个事情历史有记载，我们再看档案怎么记载的？
档案记载就是这一天吃早饭的时候，有皇后的名字，记得很详细，皇后一块跟乾隆吃早饭，到吃晚饭
的时候，皇后的名字就没了，名字上头贴了一个黄签，以后就不见记载了，就说明皇后出问题了，出
了什么问题？
没记。
皇后回到北京之后被打入冷宫，第二年，皇后死了。
皇后死的时候，乾隆正在木兰围场围猎，从北京的急报到了木兰围场奏报乾隆皇后薨，死了，乾隆照
常打猎，派这个皇后的儿子说你回去料理你母亲的丧事。
本来这个皇后的丧事应当按皇后的礼仪来办，因为你没有废她，也没有降啊，乾隆说要按照妃子的礼
节来办理丧事，到底皇后和乾隆发生了什么冲突？
“忤上旨”怎么触犯乾隆了？
乾隆肯定大怒，皇后一气之下把自己的头发剪断了，肯定是有一个很激烈的冲突，但是历史没有这段
详实的记载。
　　香妃那么多的故事，就是两种版本。
第一种版本，我把它叫做喜剧版本，就第一种喜剧说。
第二种版本叫做悲剧说，喜剧说呢，就是香妃是回部一个女子，因为她的哥哥、家人在新疆乾隆平定
回部之乱的时候立下了功劳，她哥哥带他这个妹妹香妃就到北京来，就把他妹妹献到宫廷里面，他这
妹妹香妃长得是美貌绝伦，倾城倾色，而且身上发出香味，所以叫“香妃”。
乾隆一看很喜欢，皇太后一看也喜欢，就把她留在宫里头了，后来封了妃子，香妃在宫廷里面，乾隆
对她很好，享尽了宫廷的荣华，后来因病而死，这当然是个喜剧故事了。
死了之后，她的遗体还运到了新疆喀什，在喀什修了香妃墓，是一个很完整的喜剧故事，这是第一种
版本。
　　那第二种版本就是香妃悲剧说，很多的野史说香妃是在乾隆平定回部之乱的时候，清朝的将军把
香妃他们家给俘虏了，押送到京城，因为香妃长得貌美，身上又有一种香味，就把她贡献给朝廷了，
乾隆一看也喜欢，皇太后一看也喜欢，说留在宫里吧，但是这个香妃是保持贞节，誓死不从，怀里头
揣着利刃，揣着刀，要刺杀乾隆，为她的父兄报仇，这个事情皇太后察觉了，就把香妃召到她的宫里
头，下令让她自尽，香妃自杀了。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十二帝疑案>>

编辑推荐

　　清朝八旗的“十定”，奠定了清王朝统治中国296年的基础，同时，也埋下了它没落和衰亡的伏笔
。
成也八旗，败也八旗，大清王朝的荣辱与八旗的兴衰休戚相关。
那么，庞大的八旗究竟人数几何？
在清王朝没落之后，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在《清十二帝疑案》将与我们一同回望那个远去王朝的背
影，纵览清朝296年的风云变幻。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十二帝疑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