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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人公——道光皇帝是一位怎样的君主呢？
在中国历史上，他又曾经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翻开此书，您就能看到抗争与无奈、果敢与踟蹰、勤政与苟安，看到有那么多的东西藏在了历史
的背后。
　　道光皇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后一位君主，又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位君主。
    道光去世于1850年，距今将近一百六十年了。
此间，中国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然而，我们走出了那场发端于道光中叶的社会大变革吗?晚清“
自强”、“求富”的口号，在今天丧失了历史价值吗？
    应该承认，中国人民依然致力于国家富强的努力和发展模式的探索，那场发端于道光中叶的跨世纪
的社会大变革并没有完全结束。
困扰道光皇帝的边疆矛盾、民族纠纷、毒品泛滥、吏治腐败、经济危机、西方压迫等问题，不依然值
得我们深思吗！
    中国两千年皇帝制度中涌现出了像秦皇汉武那样雄才大略的君主，涌现出了像唐宗宋祖那样贤明仁
慈的皇帝，但若论与今天中国联系紧密、影响犹存的皇帝，当首推道光。
真是千年朝堂，鲜有此帝！
    可见，道光皇帝离我们并不遥远，他的王朝就是今天中国的“昨天”。
回顾中国的“昨天”，绝不是为了不忘过去那点事儿，而是要把“昨天”当成“今天”的镜子，把昨
天当成今天进步的基础。
    让我们站在先人的肩膀上，比先人看得更远！
    让我们走近道光皇帝，登上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去感受那充满屈辱而又不乏壮丽的艰难岁月吧
！
感谢先贤，敬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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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喻大华，
    1963年2月生，辽宁辽阳人。
先后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现任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主讲中国史学史、史学论文写作、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等课程。
研究方向为晚清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十余年来，出版《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等著作两部，参编著作近十部，发表论文七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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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祸从天降，陈年老账道光皇帝跟军机大臣翻脸了。
道光登上皇帝宝座仅仅十天，朝堂上就发生了一场大风波，一方义正词严，咄咄逼人；另一方满腹委
屈，不甘示弱。
双方对立的焦点是“乾隆皇帝到底出生在哪里”？
结果自然是皇帝大获全胜，两位领班军机大臣被撵出了军机处。
其实，这场风波并不是为了搞清楚“乾隆皇帝的出生地”，而是道光皇帝对军机处的一次大改组，也
可以说是对政府的一次改组。
所谓“乾隆的出生地”问题，不过是道光找的一个引子或借口。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新皇帝上台，先帝所用的大臣往往要被清洗撤换，严重点儿的恐怕身家不保。
这就是古语所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
当事人一般容易生出“世态炎凉”、“人走茶凉”之类的想法，其实，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每个皇帝的执政风格不同，对大臣的要求自然不一样；而且，新皇帝上台之初豪情万丈，要做一番事
业，总要有一批善于领会、理解和执行的亲信。
以前先帝使用的那帮暮气沉沉的大臣自然在淘汰之列，所以，上台之初的道光皇帝首先改组军机处也
不足为怪。
为什么从军机处入手？
这要从中国的皇帝制度说起。
中国的帝制创立于秦朝，基本体制是皇帝之下设置宰相，总领百官，治理天下。
也就是说，皇帝和文武百官之间隔着一个宰相，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相当大。
打个比方讲，皇帝是法人代表，是董事长，宰相就是总经理。
但是，这个董事长与总经理常常会发生矛盾，董事长对总经理既不放权，也不放心，所以，明朝就废
了宰相，这就成了董事长身兼总经理。
这样一来君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巩固。
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什么弊：累。
毫不夸张地说，从那时起，皇帝就成了天底下最辛苦的人，每天必须研究几十道总共几万字的奏折，
并且要拿出对策，每天还得召见几拨中央及地方官员，这对皇帝智力和精力的要求几乎达到了极限。
繁重的工作无人可以分担，也没人敢分担；又没有人可以诉苦，皇帝就是累死也没人心疼，你给自家
干活，你累你活该，找谁诉苦去？
当然，皇帝若不想把国家治理好的话，另当别论。
累固然难以承受，但更严重的是即使累死也干不完。
所以，明朝后来设立了专门辅助皇帝的机构：内阁。
这样看来，内阁的一把手不就是不叫宰相的宰相了吗？
对，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么说，看来，明朝废宰相废得不彻底。
比较而言，清朝做得较为彻底。
清朝是如何设立军机处的呢？
那是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借口对西北用兵，绕过内阁，设立了一个临时性的辅佐机构：军机处
。
实际上，从那时起，军机处就成了皇帝的私人秘书处，不是国家的正式衙门，举国上下无论中央还是
地方没有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官员归军机处领导，它仅为皇上服务，军机大臣只有六七个人，下
有十几个军机章京，作为军机大臣的僚属，而且军机处连个正式的官署都没有。
军机大臣由皇帝从中央各部长官中指派，保留原来待遇，入军机处办事。
为什么还保留原来的待遇呢？
因为军机大臣本身不发俸禄，依然领取原来的俸禄。
虽然说军机处是临时机构，但直到宣统三年（1911）才裁撤，存在达一百八十二年之久，这大概是世
界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临时”机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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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延续如此之久呢？
因为这个机构对维护皇权，保证国家机器顺畅运转太有利、太有必要了，皇帝离不开它。
军机大臣主要有两个职责：第一，替皇上写圣旨，然后下发各地执行，这个权力不小。
第二，当皇上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可以提出建议，这个权力就更大了。
由此可见，军机大臣直接影响或左右着皇帝。
有了军机处，皇帝的工作量大大减轻，能够从日理万机中解脱出来。
正因为军机处不是个正式衙门，所以，没有一般衙门的暮气；人少，反倒提高了办事效率；没有属官
，就不可能形成和发展帮派势力，从而对抗皇权。
可见，军机处既可为皇上分劳，又不至于威胁皇权；它既是皇权的工具，又依附于皇权而存在。
军机处没有官署，皇帝借给它一间半房，不够，后来又借了三间半，凑成五间。
既然是借，当然不会把好房子借给它，军机处就设在紫禁城里的隆宗门东，乾清门西，一溜平房，紧
挨着皇宫内廷的大墙。
军机大臣昼夜值班，有些十万火急的军国大事，哪怕是半夜，也要请示皇帝，所以，军机处离皇帝的
寝宫：养心殿和“天子正衙”乾清宫都很近。
现在到故宫参观的人看了军机处旧址，无不大失所望，原来威名赫赫的军机处居然这般局促简陋！
其实，前些年这里还是个小卖店，大概五六年前，故宫才恢复了军机处的原貌。
军机处虽然是个临时机构，连办公地方也没有，但是军机大臣却是个炙手可热的职位。
因为一旦成为军机大臣也就意味着成了皇帝的亲信，前途无量自不待言。
虽然待遇不高，仍拿原任职务的俸禄，但哪省督抚进京敢不拜见军机大臣？
天一热，各地官员就会纷纷奉上“冰敬”（降温费）；天一凉，无数笔的“炭敬”（取暖费）争先恐
后地入了腰包。
清朝的政治很特殊，中央官员地位的高低不是仅看品级，而是看他跟皇帝的关系远近。
无疑，跟皇上最近的就是军机大臣了。
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沟通皇帝与全国官员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人
们私底下也称首席军机大臣为“宰相”。
道光继位之初，接收了他父亲嘉庆皇帝军机处的原班人马。
嘉庆在位时，也曾经豪情万丈，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再来一个“康乾盛世”。
虽然勤于治理，但嘉庆治国无方，越忙活，效果越差，加之年龄不饶人，精力越来越不济，最后也就
懈怠了，于是就继续用这班“泥瓦匠”军机大臣，帮他和稀泥，东涂涂，西抹抹，粉饰太平。
道光继承大统后，此时的首席军机大臣托津已经六十六岁，二把手戴均元已有七十五岁高龄。
道光帝多大年纪呢？
三十九岁。
君臣之间年龄相差悬殊，隔着好几条“代沟”。
而且这样一班人能力不大，脾气却不小，经常倚老卖老，对新皇帝也没做到毕恭毕敬。
所以，道光帝意识到军机处得换换血了，这些人非调换不可。
再说，皇帝都更新了，军机大臣也不能亘古不变啊。
但是，撤换军机大臣终究不是件小事，他们哪一个人不是位高权重、根深脉长？
不是想撤就撤，撤就撤得了的。
要想撤得漂亮，总得言之成理。
这个理由去哪里找呢？
出乎意料的是，道光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在登基大典举行完的第十天，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初七日，道光就抓住了“遗诏事件”，以此大做文章
，从而成功撤换了领班军机大臣。
按照惯例，每位皇帝驾崩后，都要以他的名义发布一道“遗诏”，以示对过去的总结和未来的期望。
说是“遗诏”，实际上是新皇帝命军机大臣以先皇的口吻拟定的。
嘉庆皇帝死后，道光皇帝命军机大臣拟嘉庆遗诏。
因为嘉庆死在避暑山庄，故遗诏中免不了提及此地，遗诏中有这样一句话：况避暑山庄为皇考降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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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所谓“皇考”就是皇帝已故的父亲，这里的“皇考”指的是嘉庆的父亲乾隆，此话的意思是乾隆皇帝
生于避暑山庄。
起草者的用意无非是以此烘托该地的神圣气氛，却无意间触及了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乾隆皇帝到
底生在哪里？
是嘉庆遗诏中所提到的避暑山庄吗？
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是翰林院编修刘凤诰。
遗诏经道光皇帝批准颁告天下，文武百官都没挑出什么毛病，一切顺顺溜溜。
可挑刺的人偏偏就出现了。
一个在偌大的京城、官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七品芝麻官：翰林院编修刘凤诰开始发问了，他又怎么会
有如此的洞察力呢？
原来，清朝每个新皇帝继位后，都要主持编写前一任皇帝的《实录》，记载先帝言行功业，以备借鉴
和纪念。
在二十多年前的嘉庆初年，刘凤诰参加编纂乾隆皇帝的《实录》，最早发现了大家在“乾隆皇帝出生
地”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当时，人们多认为乾隆皇帝生于避暑山庄，不少歌颂避暑山庄的诗都曾提到这一点。
刘凤诰一整理史料才知道，乾隆皇帝自称生于雍和宫，且在自己的诗集中就说过三次。
相当矛盾！
一个人不能有两个出生地啊！
于是，刘凤诰将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告诉了皇帝，将球踢给了嘉庆皇帝，请他圣裁。
到底是避暑山庄还是雍和宫，请嘉庆皇帝选一个。
嘉庆皇帝也感到意外，他原来也以为父皇生于避暑山庄，并且嘉庆也写过这样内容的诗歌。
翰林院编修刘凤诰把乾隆诗集中自称出生在雍和宫的地方都夹上黄签，呈送嘉庆审阅。
嘉庆皇帝一看既然父亲自己说生于雍和宫，那就雍和宫吧，于是《乾隆实录》中采用了乾隆出生于雍
和宫的说法。
可以说，嘉庆皇帝根本没有重视这一问题，也没有予以解决，因为《乾隆实录》虽然采用了生于雍和
宫的说法，但《实录》只抄写五部，放于紫禁城、圆明园、沈阳故宫等地，别说老百姓不能看，就连
军机大臣一般也无权查看，而对社会上流传的“乾隆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也未加以禁止、纠正，甚
至连嘉庆公开发行的《诗集》中关于“乾隆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也未作调整修改。
君臣都没拿这个问题当回事，时间一长也就淡忘了。
但是，如今嘉庆遗诏重提乾隆皇帝出生在避暑山庄，这轻松一笔又翻出了陈年老账。
对于乾隆皇帝出生地的分歧，刘凤诰最清楚不过了。
他之所以最终下定决心举报这一问题，还在于他与此时主持军机处的托津有着较深的过节。
刘凤诰是个才子，字写得好，文章漂亮，殿试中过探花。
但是他一副名士派，架子大，又好饮，经常耍酒疯，人缘、口碑都不大好。
嘉庆十四年他主持浙江乡试（考选举人的考试），受人之托，将两名考生安排在相邻的位置，为什么
要安排在一起呢？
说是互相照应，说白了就是作弊。
为此被人告发，经审理，判了流刑（流放之刑）。
关于把刘凤诰流放到哪里，这里面有个小插曲：根据《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本来已经定了把刘凤
诰流放新疆伊犁，不知道谁在嘉庆皇帝跟前嚼舌头，说近些年新疆不比从前了，发展得不错，经济搞
得好，风景也没得说，尤其是维吾尔族姑娘能歌善舞，把刘凤诰流放到新疆，等于为他提供了个疗养
和观光的机会；建议改为流放黑龙江，那地方昼短夜长，野兽出没，冬天冰天雪地，贼冷贼冷的，这
样艰苦的环境有利于锻炼改造。
嘉庆皇帝一听，有理啊，立即决定将刘凤诰改为流放黑龙江。
刘凤诰后来得知，此事都是托津一手操办。
他暗骂托津做事忒不厚道，两人从此结下了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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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诰在黑龙江待了四年才被赦免回京。
大家可能有疑问，官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怎么还能出来做官？
原来，某日，嘉庆帝看到父亲乾隆的《实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一名官员的父亲病危，官员想
见父亲最后一面，但因差事交接不顺，耽误了见父亲最后一面，乾隆帝十分内疚，说了一些表达歉意
的话，这记载在《清高宗实录》里面。
这些话勾起了嘉庆帝对父皇乾隆帝的思念，再一看《实录》的扉页上编者中有刘凤诰的名字，顿时对
刘凤诰产生了怜悯之情，于是下诏：刘凤诰从前恭纂皇考实录，曾有微劳，学问亦可，亦著加恩赏给
编修来京供职。
就把刘凤诰从流放地召回，让他做翰林院编修。
刘凤诰报复正任首席军机大臣的托津，究竟是出于个人恩怨还是出于职业道德？
我认为，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刘凤诰深知自己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人微言轻，于是找到了原来翰林院的老领导，太子太保、体仁
阁大学士曹振镛。
曹振镛，安徽歙县人，自称曹操嫡脉后裔。
他在乾隆一朝就属于国家重点培养的青年后备干部；到了嘉庆朝任吏部、工部尚书，成为国家部院大
臣；在道光朝，自然成为道光帝的心腹。
曹振镛一将“遗诏”之事向皇帝举报，道光帝就暗自叫好，感到日思夜想的机会终于来了，立即决定
向军机大臣发难。
《清宣宗实录》记载着道光帝下诏：七月二十五日，恸遭皇考大行皇帝大故，彼时军机大臣敬拟遗诏
，朕在谅暗之中，哀恸迫切，未经看出错误之处，朕亦不能辞咎。
但思军机大臣多年承旨，所拟自不至有误。
及昨内阁缮呈遗诏副本，以备宫中时阅，朕恭读之下，末有皇祖“降生避暑山庄”之语，因请皇祖实
录跪读，始知皇祖于康熙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生于雍和宫邸，复遍阅皇祖御制诗集，凡言降生于雍
和宫者，三见集中。
因命大学士曹振镛、协办大学士尚书伯麟、尚书英和、黄钺，传旨令军机大臣明白回奏。
此段话的意思是：先帝去世的时候，军机大臣敬拟遗诏，我在悲痛之中，未能看出错误之处，而今看
到如此重大的失误，我也有责任。
想军机大臣多年承旨，所拟不至有误。
但昨天送来遗诏的副本，我看遗诏末尾有祖父乾隆帝“降生避暑山庄”这句话，就找来祖父的《实录
》来对着看，才知道祖父生于雍和宫，再看祖父的诗集，其中说降生于雍和宫的地方共有三处。
遗诏却说降生于避暑山庄，传旨给军机大臣，让他们给我说明白。
此时的军机大臣肯定懊悔到了极点，早知如此，当初何必画蛇添足，说什么乾隆皇帝生于避暑山庄。
但道光已经指着鼻子要他们“明白回奏”，只好硬着头皮解释。
军机大臣的回奏很快呈上了道光皇帝的案头，他们为自己辩护说：“嘉庆皇帝的《诗集》第六卷、第
十四卷两次提到乾隆皇帝生于避暑山庄。
至于《乾隆实录》，藏于内廷，我们看不到，也不让我们看，所以不了解。
”应该说军机大臣的回奏十分强硬，辩驳得也很有力，因为乾隆皇帝的《实录》固然是神圣的文献，
但嘉庆皇帝的《诗集》也同样神圣。
你祖父自己说生于雍和宫，你父亲又说你祖父生于避暑山庄，你父亲和你祖父的分歧，让我们这些手
下人何所依从啊？
更何况《乾隆实录》藏在内府，我们无权翻阅，古人不是说不知者不为罪么。
于是事情就僵在这儿了。
沙锅既已打开，那就要给众人个交待。
不然，朝野之中会有两个关于乾隆皇帝出生地的说法，这有损皇家脸面，而且也太不严肃了。
然而，如果不强词夺理，这个事情就没法解决了。
于是，道光皇帝蛮横地认定军机大臣“误会诗意”，“实属巧辩”，不给军机大臣再次辩解的机会，
立即做出决定：将托津、戴均元两名领班军机大臣予以降四级处分，撤出军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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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皇帝是在借题发挥，从处理的过程来看，其中无理之处不少：第一，关于乾隆皇帝的出生地问题
，乾隆和嘉庆说法不一，这是意见分歧的根源，不能怪军机大臣，最多只能责备他们知识面不宽，没
多找几本参考书读读。
第二，道光皇帝自身有失察的责任，遗诏毕竟已经审阅认可，他没有把好关，将责任全部推给军机大
臣是过分之举。
第三，从常理可知，这道包含有“错误”遗诏的拟定者肯定不是在军机处当头儿的托津、戴均元，应
该是他们的属下、在军机处班次靠后的军机大臣。
托津、戴均元两位领班没看出问题，固然有责任，但你道光帝不是也没看出来吗？
结果那些起草遗诏的人未被深究责任，托津和戴均元却被撵出了军机处，确实难以服众。
或许是出于歉疚，道光皇帝点到为止，再也没有纠缠这个问题。
托津死于道光十五年，终年八十一岁。
戴均元死于道光二十年，终年九十五岁。
而乾隆皇帝出生地的分歧经道光皇帝这番折腾，搞得天下皆知，以致成了清宫疑案，至今无人能解。
此次“遗诏风波”表面看没有掀起大的波澜即宣告结束，所以，读清史的人往往对此有所忽略。
但其实，这绝不仅是君臣之间个人恩怨的反映，更重要的是道光皇帝借机对政府实行了一次改组，道
光皇帝在令托津、戴均元退出军机处之时，命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
三个月后，曹振镛荣升军机处领班、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
从那时起，他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此后，曹振镛执掌军机处达十五年之久，基本上确立了道光王朝的政治风格和用人标准。
今天看来，曹振镛的知名度已经不大，知道他的人不多，因为他是一个做官不做事的人。
但是若论有清一代三百年间，谁当官时间最长，谁的仕途最平坦，谁最会做官，可以说非他曹振镛莫
属。
纵览清朝，无出其右者。
他的仕途堪称一马平川，步步高升，无灾无难，年届八十岁才退休，当官长达五十二年。
然而，曹振镛官场一生基本没有建树。
民国初年纂修《清史稿》，在写《曹振镛传》时，仅用七百多字就描绘出了他的一生。
虽然，他当了五十多年的官，而且位极人臣，可是一提笔才知道，除了一生履历以外，真是毫无可圈
可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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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年12月，“道光”这个节目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立项，于2008年1月至5月拍摄，至8
月8日制作完毕。
2008年10月13日至31日播出，历时三周，共计十五集。
本书根据电视节目内容补充修订而成，但和电视节目又有所不同。
比如：一、每次录制电视节目时，我讲四十五分钟左右，最后剪辑成三十五分钟的节目，有不少精彩
内容必须忍疼割爱。
二、在录制电视节目时，我要用口语化的语言表达，而且可以适当重复，但在写作中却不能这样。
三、为了让观众看得轻松愉快，电视节目尽量“平铺直叙”，即使在录制节目中，我运用了倒叙的讲
述方法，编导也会剪辑调整，剪辑后的节目，观众很难看出痕迹，而写作却以此为忌。
四、此次出书，我又增加了三讲：“天山报捷”、“道光宫闱”、“慕陵盖棺”，其他各讲中也适当
补充了一些内容，力争将道光一朝的史事叙述完整。
在“道光”这个节目立项时，曾有人提出这样的疑虑：怎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冷不丁儿上来就讲
道光？
实事求是地讲，主要是因为我研究道光更深入一些，自我感觉讲道光会更加得心应手一些。
另外，清王朝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紧密相连。
书中提到道光朝的边疆民族、吏治腐败、禁毒销烟、经济危机、列强压迫等问题，不是依然值得今天
的人们深思吗？
从王朝断代的角度来看，道光确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但是，这个时代偏偏遇上了改变中国命
运的鸦片战争。
于是，道光朝就成了中国历史的分水岭，既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语”，又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百
年变革的起点、一个新时代的“序言”。
道光帝：鸦片战争的“头号当事人”，也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了。
我从事史学研究、教学二十多年，史学研究讲的是证据。
比如，我说林则徐进宫候见时，天空正下着雪，这个情节是我查阅《林则徐日记》时的发现；又比如
，我说嘉庆帝驾崩的当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查阴历就知道那是个无月的夜晚。
《百家讲坛》既是一个学术舞台，又需要迎合非专业人士的口味，但是，学术规范是第一位的，这是
我讲“道光”的原则。
2007年11月，《百家讲坛》总策划解如光先生和孟庆吉主编来辽宁师范大学“选秀”，受学生怂恿，
我用东北话讲了一段儿：“道光择储”，没想到我居然被选中，并给我这个四十六岁的“新人”一个
超过十集的大工程。
我感到十分惶恐。
我对《百家讲坛》的坛主：制片人万卫老师以及总策划解如光老师，不是一句感谢就能表达我的心情
的。
然而，我一介书生，何以为报？
只有把节目做好。
但于此，我也深怕辜负他们。
我接触最多的是孟庆吉、王珊、李伟宏、郭巧红四位编导。
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四个印象：①魅力四射；②聪明绝顶；③活力十足；④精力无限。
他们走路像小跑，说话像播音员，琢磨问题像专家。
另外，他们似乎很少睡觉，给我发的邮件往往都是下半夜一两点钟。
本节目播出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金丽红副总编辑找到我，一没问书稿情况，二没了解作者情况，直
奔主题，拍板决策。
金总编说：“万卫老师看中的人，错不了。
”这是一份信任，令我感动。
我冒昧地僭越了众多学术造诣极其高深的学者，惶恐地把这本小书奉献给读者，并向全国关心我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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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观众朋友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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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光皇帝》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道光皇帝的独特历史地位：千年朝堂  鲜有此帝。
一个人因一个时代而愁肠百结，正如晚清之于道光；一个时代因一个人而跌宕起伏，恰如道光之于晚
清。
三千年未遇之变局，历史十字路口之上，道光帝，仰天长叹，犹豫徘徊，艰难抉择。
当尘埃落定，功过是非已有评说，此时再去看他曾经直面的穷途与末路，“鸦片战争当事人”的骂名
，是否值得斟酌，打上历史的问号？
2.作者喻大华：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名牌主讲人，3月9日再次在《百家讲坛》主讲《嘉庆王朝》。
3.《道光皇帝》重量级推荐者：中国清史专家第一人阎崇年、故宫博物院前任副院长朱诚如、百家讲
坛制片人万卫强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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