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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具有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之处。
它先后有过四种皇位继承形态，经历了从不立储君，到公开建储，又到暗定储君，再到不立储君的曲
折变化；它所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解决了皇储矛盾与储位之争问题，是对中国皇位继承制度的重大
改革。
    本书采用第一手材料满文档案，并广泛搜集、运用其他史料，将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嬗变与清朝皇
权的产生、发展、中衰、消亡进程作为一个整体，从历史、政治、文化、心理等不同视角，进行了综
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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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珍，198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曾参加《中国史稿》《清代全史》《清代人物传稿》《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等书的写作，著有《康熙
皇帝一家》，《康熙帝本传》（合著），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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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皇权与皇权传承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依据秦国原有的政治
制度，并吸取夏、商、周及关东六国政治制度之长，创建了皇帝制度，中国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国家。
中国皇帝制度，是以皇帝为核心，绝对专权的官僚政治制度。
从秦始皇建立第一个大一统中央王朝开始，这一君主专制政体，在中国存在2100余年（前211－1911年
）之久。
皇权即皇帝拥有的国家全部统治权。
它的行使及其传承，即行权与传权，是皇权的主要组成部分。
国家统治权的行使中，皇帝对大政方针的决策权乃是重中之重。
皇帝制度下，举凡国家立法、司法、人事、财政、军事、外交、内政、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权力，无不
为皇帝所独揽，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习俗以及思想，也在皇帝不同程度的监控之下。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的诗句表明，早在周朝，人们就已产生一切权力归
于最高统治者（王）个人的思想。
其后，在社会剧烈变动，诸侯兼并战争愈演愈烈，中国的大一统局面日益临近的形势下，经过诸子百
家中一些学派的发展、鼓吹，上述思想终于演变为绝对专权的大一统政治理念，并在秦始皇创建的皇
帝制度中得到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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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自1995年动笔，2001年完成，同年出版。
这是我在吸收前辈与同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个人研究所得，对清朝皇位继承制度作进一步考察
的一次尝试。
本书对清朝皇权的发展历程，用较多篇幅予以论述，因为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演变，与此密不可分。
清朝皇位继承形态的变化，又与满汉文化的冲撞、交流与融合进程息息相关，这也是本书所探讨的一
个重点。
同时，本书对清朝历史中若干涉及皇位继承问题的事件，重新审视，提出一些看法。
今读拙著，深感需要提高、改进处很多。
此次对全书进行修订，并增写了部分内容。
如：依据满文、汉文、英文史料，增加对康熙帝去世前后相关情况的阐述；依据满文档案，对康熙后
期兴建郑家庄行宫与王府、雍正初年弘皙迁移郑家庄及其有关问题做了增补，关于左副都御史劳之辨
疏请复立皇太子、雍正帝第三子弘时在康熙年间的情况、道咸年间汉族士人对于秘密建储制度的看法
等问题，均补充史料，加以论述；利用满文、汉文玉牒，对《爱新觉罗宗谱》中若干记载，予以订正
；等等。
我对书中某些问题的认识，较初版时已有变化。
例如，关于康熙帝称索额图助皇太子允初“潜谋大事”问题，原拟增补“索额图助皇太子‘潜谋大事
’辨”，但反复考虑，感到对这一问题尚须进一步发掘史料，做深入研究，再则考虑到需要保持全书
内容的完整一致，故仍维持原状，未做改动。
此外，书中肯定还有未尽人意之处，这些不足和缺陷，将促使我继续求索。
感谢学苑出版社，感谢孟白先生、徐建军先生、刘涟女士，特别是责编刘涟女士，她的理解和支持，
使我能够尽力订补书稿；本书查找史料过程中，曾得到张玉兴老师、陆成兰女士、田露汶女士的热情
帮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管利用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诸
位女士、先生，为我借阅档案、史籍，付出辛勤劳动；谨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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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修订本之主要增加内容：依据满文、汉文、英文史料；依据满文档案；利用满
文、汉文玉牒：增加对康熙帝去世前后相关情况的阐述；对康熙后期兴建郑家庄行宫与王府、雍正初
年弘皙迁移郑家庄及其有关问题做了增补；对左副都御史劳之辨疏请复立皇太子、雍正帝第三子弘时
在康熙年间的情况，补充史料，加以论述；道咸年间汉族士人对于秘密建储制度的看法等问题，均补
充史料，加以论述；对《爱新觉罗宗谱》中若干记载，予以订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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