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雍正帝>>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雍正帝>>

13位ISBN编号：9789570834710

10位ISBN编号：9570834714

出版时间：2009-10-03

出版时间：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馮爾康

页数：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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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雍正帝>>

前言

　　第六章　雍正帝的歷史地位 　　雍正帝在位期間所做的事情，不再多做介紹，本節關注的是他的
歷史評價問題。
他所開創的政治、經濟革新，繼續進行了嗎？
抑或是曇花一現？
蓋棺論定，他是一個怎樣的歷史人物？
他生活在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個君主專制王朝（人們通常所說的「封建」王朝），又不是開國之君，
似乎歷史並沒有給他提供更多的活動空間。
然而，由於他變革「數百年頹風」，所以，我們需要從他所處的時代和歷史長河兩方面加以考察。
在人品方面，雍正帝打從繼位起，就被咒罵，時至今日已近三百年了。
人們為什麼如此不依不饒？
我們亦有探究的必要。
本書篇幅有限，不可能對這些龐大、複雜而極具爭議的歷史問題進行深入的剖析，僅能作出提綱式的
解說。
 　　一、從乾隆初政看雍正朝政事的不可改易　　乾隆帝（弘曆）繼位初年，改變了雍正朝的一些政
策和雍正帝的革新制度，在社會上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翻案風。
其主要表現是：社會政策方面停止報祥瑞和路不拾遺的獎勵；農商方面罷開墾，裁撤直隸營田水利衙
門；對某些欽案局部平反，如允禩、允禟的子孫恢復宗室身分。
對於改土歸流，乾隆帝在骨子裡是反對的，故云「⋯⋯奏開墾，改土歸流，改隸州縣，所云揆之人事
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
可是，雍正末年改土歸流地區發生暴動，皇子弘曆（後來的乾隆帝）被指定為平叛的負責人之一，因
而，此時他不得不將軍事行動進行下去，直到平叛結束為止。
對耗羨歸公及與之緊密關聯的養廉銀制度他也持保留態度。
　　他表示，是減少還是取消耗羨之事，需要從容考慮。
直到乾隆七年（一七四二），殿試策論以此為題，令貢士出謀獻策。
而朝臣們認為，耗羨歸公是善政，可以行之久遠，不能輕易改變。
乾隆帝這時也認識到，那是不得不行的制度，決心堅持。
雍正朝的軍機處，乾隆帝繼位即予取消，及至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十一月諒陰期滿，取消佐理政務
的總理事務王大臣，才恢復軍機處。
可見改土歸流、耗羨歸公、軍機處三項制度，是乾隆帝經過猶豫，甚至廢棄之後，才堅持下來的。
 雍正帝創立的攤丁入畝、秘密立儲、養廉銀等制度，完善的密摺制、引見制，乾隆帝繼位即堅持實行
。
乾隆初政的翻案風，糾正了雍正朝打擊皇族中的政敵、處置各種欽案過嚴的行為，起到了穩定社會的
作用。
乾隆帝開始就實行及猶豫後繼承的前朝制度，使得雍正、乾隆兩朝制度具有連貫性，說明乾隆朝制度
對雍正朝制度的繼承性。
雍正帝創立的各項制度，儘管在乾隆初政期間，有的有所周折，最終大多堅持執行，一以貫之，終有
清一代而未改易。
　　這表明，雍正帝的更新並非曇花一現，而能行之久遠；在傳統社會中，是適合世情的、不可改易
的制度。
 乾隆帝對雍正帝事業的繼承與更易，在於政治理想。
雍正帝的理想政治是實現中庸之道，故令臣工編輯《執中成憲》一書（乾隆初年問世）。
他說：「朕觀堯舜授受心法，惟有一中治世之道，必事事合乎時中，斯為至善。
而歷代史冊所載，帝王之舉動言論，每於中道之權衡未能悉協者，大抵由於時勢之所值不同，而政治
訓詞亦因之而有偏向，後之論者遂不能無疑議於其間。
朕意欲將經史所載歷代帝王之嘉言懿行合於大中至正之道者，採錄編輯，纂為一書，以紹執中建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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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傳為萬世子孫之法鑒。
」他發現前代帝王訓詞有偏向，在於所處的時事不同。
故而，他強調「時中」，行適合於時之政。
儘管他不承認自己為政嚴苛，但也知道寬嚴不協調，認為自己沒有福氣實現中庸之政。
　　他的暴亡，留下了終身遺憾。
他所講的中庸內涵，關涉政策的寬與嚴兩方面。
他實行的是嚴猛政治，他要創造能夠實行寬鬆政治的條件。
寬與嚴，是行政的總綱領。
乾隆帝總結父祖及自己三朝經驗，認為祖父康熙帝實行的是寬仁政治，但晚年出現政事廢弛的狀況；
父親雍正帝過嚴；因而，他就要實行「寬嚴相濟」的方針，以求達到中庸境界。
從寬、嚴對立，到寬嚴相濟，在於時勢，也在於君主對時勢的認知，康、雍、乾三世，總結治理經驗
，代代相承，才創造了那個時代所能有的治世。
 雍正帝的革新，由乾隆帝繼承之後，成為清朝的政治遺產，流傳後世。
實際上，它也變成皇家的、社會的精神財富。
嘉慶、道光年間，君臣、士人都感到社會問題嚴重，朝政難於為繼，希望更新變法，於是就想到雍正
帝和當日的朝政，於是閱讀那時的著述，大加頌揚，從那裡汲取精神營養。
嘉慶帝對祖父的政治作出的概括是：「整綱飭紀，立政明倫。
」他將改革作為雍正一朝的政治總綱予以稱道。
學者章學誠在《上韓城相公書》中，鑒於嘉慶朝有待革新，希望以雍正朝的嚴猛政治和勵精圖治為榜
樣，改善朝政，故云：「康熙末年積弊，非憲皇帝不能廓清至治。
」道光帝頗有向其曾祖父雍正帝學習的願望，閱讀《清世宗實錄》，要求督撫州縣把雍正帝關於「為
政之道，以愛民為本」的上諭恭錄懸於大堂，作為行政準則。
　　他試圖象雍正帝實行耗羨歸公的政策那樣，限制地方官濫徵附加稅，但是沒有成功。
同治、光緒之際，原任御史吳可讀為同治帝爭立繼嗣，上疏推崇雍正帝的儲位改革，謂其「詒謀之善
，超亙古而訓來茲」，請求兩宮太后採納他的意見。
雍正朝以後的清朝人，一想到朝政的振興，往往就追憶雍正帝的改革，心向神往，希望有所借鑒，將
雍正朝的革新精神作為當代更新的一種動力。
　　二、從歷史長河看雍正帝改革的意義　　1、雍正帝整飭弊端的革新綱領精神 雍正帝的施政宗旨
，見於他在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十二月初五日諭旨中所宣布的，「朕勵精圖治，整飭弊端」；同年
正月十七日諭旨說的「振數百年頹風」；同年二月初三日針對科舉積弊說的，「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
，果能盡行洗滌，則天下永享太平」。
他的革新物件雖是現行弊端，但卻是數百年歷史遺留下來的，是以難度巨大而意義深遠。
他在位的短短十三年間，完成了幾件在中國歷史上都堪稱重大的事情（重大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即
創立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攤丁入畝制度、秘密立儲法、軍機處制度，以及大力推行改土歸流、除
豁賤民、保甲制政策等。
這裡不再交待這些制度、政策的內容，只是說明它們的實施意義。
　　2、革除歷史上的制度性積弊分別徵收人口稅和財產稅，是中國賦役史上的一貫做法；而且人口
稅的徭役很重，在歷史上常常成為農民造反的根由或爆發點。
為此，歷代王朝不斷進行改革，如唐代楊炎改變租庸調法，實行兩稅法，令賦役合一，按照包含財產
、人丁在內形成的戶等徵稅，其人口稅在賦役中的比重要比租庸調法有所減少；明代張居正制定了一
條鞭法，統一役法，役銀不再像以往按照戶、丁徵稅，改從丁數和田糧徵納，於是田糧多者役銀增加
，部分地實行攤丁入地。
 雍正帝的攤丁入畝制度，是全面實現人丁徭役稅從土地稅徵收的制度，使得人口稅與財產稅合一。
於是，無地人口，不再有人口稅的徭役負擔；有田產的民戶增加了土地稅額。
所以，攤丁入畝實質上是政府從人口稅、財產稅分徵轉變為徵收單一的財產稅。
攤丁入畝，對於政府講沒有減少稅收；而對百姓講，沒有名義上的人口稅了。
這是賦役制度前所未有的革新，是繼承唐朝、明朝的改革，又是歷史上所有改革家所未能想像、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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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的賦役合一。
賦稅是政府的經濟基礎，政權的維繫及生存狀況均視賦役的徵收情況而定。
賦役制度的改革，關係到政府的命運，被政府視為維繫生存之舉。
 稅外的羨餘，也是歷史產物。
唐代兩稅法時，就有「用度羨餘」，貢獻皇帝。
　　明代實行低俸祿制度，地方官以徵收耗羨自行增加收入，又因明朝後期加派嚴重，鬧得民不聊生
，王朝覆滅。
雍正帝的耗羨歸公同養廉銀制度一併實行，限制耗羨徵收的成數，法定地方官員的辦公費和生活補助
費，於是有效地控制了耗羨的濫徵，解決了歷史形成的耗羨過度徵收的積弊。
雍正帝剔除的是數百年的歷史積弊，很難，但是成功了。
 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治理，歷來是通過喇嘛教首領及其治下的噶布倫機構進行的。
康熙末年派兵進藏，驅逐準噶爾勢力，隨即撤出軍隊，及至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平定阿爾布巴之亂
，派遣駐藏大臣，監督西藏地方政府，並派軍分駐前藏、後藏。
到乾隆年間，由駐藏大臣主持新達賴喇嘛人選的抽籤儀式和坐床儀式，共同處理對外事務，正式形成
駐藏大臣制度，加強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理力度。
雍正帝派遣駐藏大臣和駐軍，是駐藏大臣制度的濫觴，是中央政府加強對西藏管理新階段的開端，意
義非同一般。
 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治理，元朝開始實行土司制；明朝在土司衙門設置輔佐性的流官。
　　雍正帝全面推行改土歸流政策，給予大土司爵祿，讓其離開本地；由中央派遣流官治理該地，使
得土司治區成為中央管理的州縣行政區，從而加強了中央政府對邊疆的控制力，同時有益於當地經濟
文化的發展。
改土歸流是大趨勢，歷經數百年，到雍正帝時期得以實現。
 歷朝政府對民間的控制，主要實行戶籍編審制度，輔助以保甲制，但後一制度只是在特定時期才予以
強調，如北宋王安石變法推行保甲法，明代王守仁（陽明）在贛南地區亦曾實行。
雍正帝實行攤丁入畝制度之後，沒有必要再進行戶籍編審了，而且每次編審的行政成本很高，因此不
再進行；而推行新的保甲制，將調查戶口和維持治安兩項內容合一，突出治安管制的職能，以便控制
民人，穩定地方社會秩序。
　　全面推行的保甲法，改變了政府在州縣之下無機構的狀況。
它同雍正帝推行的另一政策－－族正制相結合，形成了對民間的統治網。
直到民國時期，保甲制仍在實行。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雍正帝的保甲制，是保甲史上的劃時代之舉。
 賤民中的樂戶，始於明初；墮民可能出現於宋元時期，至晚產生於明初；旦戶的產生，不晚於元明。
賤民都有三百年以上的沉淪史。
雍正帝宣布將他們一一解放，雖然不能完全實現，但畢竟有了脫離賤籍的可能。
雍正帝改革的各項制度和社會問題，都是歷史形成的，都有長達幾百年的累積，所以他解決的雖是當
前的社會問題，實際上是清除歷史積弊，是革故鼎新，難度大，意義也大。
　　3、清朝的承前啟後者前面，我們從歷史長河來看雍正帝改革。
現在，再就清朝來講。
雍正帝是清朝盛世的創造者之一，是康乾盛世的承前啟後者。
筆者曾經將康乾兩朝的治績比作兩個山峰，認為雍正朝是夾在當中的又一座山峰。
雍正帝在清朝的承前啟後地位，是國內外史學家的共識，無需多言。
 從疆域底定來說，清朝要想北方、西北、西南邊疆穩定，必須解決新疆準噶爾蒙古的歸服問題。
康熙年間準噶爾是攻勢，搔擾喀爾喀蒙古，狂妄宣稱「以黃河為馬槽」，一度控制了青海、西藏。
康熙帝三次親征朔漠，予以回擊，但清朝基本上是守勢。
康熙帝在西藏底定後，極想出兵準噶爾本土，但未能進行。
雍正帝在平定青海蒙古羅卜藏丹津之亂以後，從甘肅、哈密的西路和喀爾喀蒙古的北路兩路出師準噶
爾，雖未有成效，然變被動為主動，開啟了勝利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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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乾隆帝徹底解決了蒙古問題，擴展疆土，穩定疆宇，曆三代而竟功，此一事即見雍正帝的承上
啟下作用。
 再則實行清查經濟政策，懲治貪風，打擊朋黨，克服康熙晚期的政治危機，充實國庫，成效顯著；制
定秘密立儲法，後來行之有效，創造了有清一代傳位的好方法；以天下一家的觀念批判華夷之辨，適
應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趨勢；在對外事務中，雍正帝繼康熙帝與俄羅斯訂立「尼布楚條約」
之後，簽訂「恰克圖條約」；雍正帝的革新精神，成為後世帝王勵精圖治的精神力量。
如此作為，使得雍正帝成為清朝盛世的創造者之一，是康乾盛世的承前啟後的政治家。
 　　三、傑出帝王 雍正帝 　　雍正帝的各項改革，每一項都有其獨特的歷史價值。
攤丁入畝制度的實行，停止了戶口編審制度，以致乾隆朝正式取消，自此民人可以自由離開鄉里，有
了實際的遷徙自由；除豁賤民，令他們成為平民，有後世所說的尊重人權的意味。
這兩項制度變革，使得政府對百姓的宗法性人身控制削弱，換句話說，就是百姓對政府的依附性減弱
，具有解放生產力、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意義。
　　百姓可以流動於四方，就為商業、手工業提供了大量勞動力。
其時，服務業、手工業有較大發展，發達地區動輒擁有上萬從業人員。
如蘇州染踹業在雍正年間就有踹匠幾萬人，他們大多來自江蘇、安徽的農村，而不是本地人。
江西景德鎮制瓷業的工匠也大多數是外地人。
假若編審制度沒有被取消，這是不可能出現的情形。
 耗羨歸公後，農民納稅比以前減少，經濟上直接受益。
改土歸流不僅有利於中央政令的貫徹，同時也給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可能。
駐藏大臣制是清朝中央集權制下的一種地方行政制度，是因地制宜的有效治理方法。
特別應當看到的是，雍正帝的改革具有某些近代成分。
攤丁入畝，前無古法，是偉大的創舉。
向後看，由有田者交納人口稅，田多者多納，與累進稅制有相通之處－－資產多者賦稅多。
雍正帝的意識大約不會有這種前瞻性，不過其中確有近代賦稅制度的因素；攤丁入畝與養廉銀結合，
固定地方政府的辦公費用，這符合近代行政預算原則；削弱政府對百姓的人身控制，令百姓有了某種
遷徙自由。
凡此種種，筆者認為，雍正帝的改革具有某種近代意義，具有由古代向近代過渡的初始因素。
　　應當說，雍正帝的這些社會改革，適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同時也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在
歷史上起到積極的作用。
他的所作所為，放在歷史長河中，在歷代明君、名臣中，都是應當另眼相看的。
前述楊炎、張居正被譽為歷史上的改革家，但他們的改革都局限在賦役制度一個方面；而雍正帝的改
革涉及社會很多層面，包括賦役制度、職官制度、等級制度、民族政策等等方面，遠比他們廣泛，是
他們所不可企及的。
無疑，雍正帝是務實的、積極的、成功的社會改革家。
其改革中的某些近代成分，更是傳統改革家所望塵莫及的。
 　　筆者的結論是：雍正帝是中國歷史上成功的改革家，是清朝的承前啟後者，是在某種程度上順應
社會發展要求的傑出帝王。
雍正帝自詡「朕非庸懦無能主」，應當承認，他是大有作為的政治家。
他又自云「朕就是這樣的一條漢子」，令人看到他是有江湖氣的皇帝。
要之在歷代帝王評價中，給他好評不為過分，他的歷史是值得大書一筆的。
 此外，筆者還想能否根據雍正帝的一生，概括出一句話或幾句話呢？
試擬幾句如下：批寫奏摺最勤、最多的皇帝；接見（引見）中下級官員最多、最認真的皇帝；才華橫
溢的皇帝；活得最累的皇帝；性格多面而鮮明的皇帝；多面人生的皇帝；朝野議論中心的皇帝；後世
有大爭議的皇帝；毀譽交集的皇帝；有傑出貢獻的皇帝。
　　四、歷史上挨罵的深層次原因 　　雍正帝被罵的原因，先借鑒《紅樓夢》中王熙鳳得到的評價－
－「治世之能人，亂世之奸雄」。
奴才周瑞家的說鳳姐樣樣好，「未免對下人嚴了些」；林黛玉初進榮國府，在她眼中的鳳姐是「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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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威春不露」。
「威」者，含蓄地點出其人的威嚴，事情都落在「嚴」字上，王熙鳳管家太「嚴」，因而遭到輿情的
指責。
對雍正帝之罵，究其原因，可以從三個層次進行分析： 其一，受懲罰者的怨恨。
雍正帝敏銳地指出，賞賜八旗幼丁，他們揮霍之後又會抱怨。
不過，這種抱怨不是這裡所說的政治性抱怨、怨恨。
雍正帝的政績是以犧牲眾多人的生命為代價取得的。
他清查經濟，為向貪官追贓，動輒抄家，甚至令其子孫、親戚幫助賠償，窮追窩藏者。
這同康熙帝的「睜一眼，閉一眼」的方針大相徑庭。
而官員們習慣了前朝的寬大，對雍正帝的嚴厲政策自然不滿，所以輿論說他重用的大臣「嚴刻」，實
際是把矛頭指向了他。
 　　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四月初八日，雍正帝發布上諭說，「近聞外間議論，有謂塞楞額署山東巡
撫事務精明嚴刻者，既加以精明之譽，復加以嚴刻之譏，此皆由於塞楞額蒞任以來，實心辦理數事，
而宵小之人不得自便其私，故造作此語」，以阻擾其認真辦理事務。
接著，雍正帝對號入座，為自己辯解，說他本人並不嚴刻。
如李衛清查李維鈞家產，涉及其婢妾。
雍正帝說李衛不識大體，不講究忠厚，因此不讓他參奏李維鈞的家事，以此表明他的仁愛。
事情的實質是，雍正帝整頓積習，引發了既得利益者的不滿，於是加諸嚴刻的罪名。
妙就妙在嚴刻之前加上「精明」一詞，正是精明，嚴刻就令人受不了了。
受懲罰者是在發洩個人私怨，他們其實是罪有應得，怨不得雍正帝。
　　其二，儲位之爭的後遺症與世俗同情弱者的觀念相結合。
對康熙朝儲位鬥爭失敗的一方，雍正帝繼位之初儘管實行打拉結合的策略，但人們很快發現，他的真
實意圖是打擊、消滅對方，於是議論紛紛，說皇帝「凌逼弟輩」，懲治人是「報復私怨」。
翰林院檢討孫嘉淦上疏，要求皇帝「親骨肉」。
對於皇家內部政敵的打擊，應當適可而止，不為已甚。
雍正帝不懂得這個道理，對宗室成員打擊過分，特別讓人反感，甚至讓人痛恨。
再說政治案件過多，打擊面過大，比如無端懲罰楊名時，令人同情他，而不滿於雍正帝。
這是雍正本身的問題。
他不懂得鬥爭中有理有節的原則，分寸拿捏得不准。
這是雍正帝自身策略失誤造成的被罵，賴不得他人。
就此，楊珍撰文《關於雍正帝毀多於譽的思考》，分析甚為透徹。
　　其三，改革政治和嚴猛的方針政策造成的。
雍正帝棄置寬仁之政，嚴猛為治，觸動的不只是犯法者或被誤認為犯法者的個人利益，從制度層面看
，傷害的是集團利益。
如士民一體當差，就觸犯了士人的整體利益，不是個人不滿，而是群體反對，結果在河南發生了封丘
罷考事件。
這樣，事情就嚴重了。
實行耗羨歸公制度，有錢人就不滿意。
所以，在最早實行的山西，巡撫諾岷、布政使高成齡均受到很大的壓力；山西的京官也不贊成實行這
一制度，可見鬥爭的激烈程度。
嚴猛政治，也為崇尚仁政政治理念的人士所不滿，給予否定。
最早是剛繼位的乾隆帝。
他否定前朝的幾項政策，搞翻案。
四川巡撫王士俊表示不滿，說現在的好上疏是將前朝的案子反過來，他也因為這個話，幾乎遭到殺身
之禍。
　　後世崇尚寬仁政治的學者，責罵雍正帝的模範督撫田文鏡，就是沖著嚴猛政治來的。
集團利益受損者、仁政維護者的反對，與利益受到傷害的個人怨恨不同，應做具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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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革新政治的產生與推進是非常不容易的，是要付出代價的，不宜多所指責。
如果承認雍正朝是個改革時代，就要給予那些政策的制定者、執行人以肯定的歷史評價，而不應咒罵
雍正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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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謀父？
逼母？
弒兄屠弟？
誅忠？
篡位暴君，或明君改革家？
 做人難，做皇帝更難－－雍正帝 從登基到駕崩，雍正帝的傳聞之多，在清代皇帝中排名「第一」。
華人世界最具權威、公信力的雍正研究專家 －－馮爾康，從大量過去不曾曝光的史料中，抽絲剝繭、
全面還原這位謎樣的歷史人物的真實面貎，概括而又有一定深度地揭示雍正帝的功業與為人，從多方
角度呈現這位深知「為君難」的盛世皇帝 關於雍正帝清世宗雍正（1678-1735），姓愛新覺羅，名胤禛
，康熙帝第四子。
45歲登基，在位時間13年，享年58歲。
　　作為帝國之君，他上承康熙，下啟乾隆，奠定「康乾盛世」。
雍正好書法，對雕塑、繪畫有很高的鑑賞能力。
 後世對雍正帝的爭議雍正帝寫了「為君難」一匾懸掛於圓明園中，即日常批閱奏章之殿「勤政親賢殿
」；他對「為君難」思想有著深刻的理解，深知它對君主為人施政的重要性，並將之視為座右銘，時
時刻刻惕勵自己按照君主的準則去行事，做君主應該做、必須做的事情。
從他向臣工問好與祝願、關懷官員的生活與家屬，賜福字、荷包等吉祥物，賞賜物品，賞賜醫藥、關
懷臣工身後，這些事情來看，他應該是個勤政愛民的好皇帝，可怎麼有人批評他是「竊國大盜」？
 雍正有一套獨到的養身見解，他認為心寬念純，不邪魔外道，心繫國家百姓，為他們操勞，將自身置
之度外，自然就可以心寬體胖。
他喜歡說胖，以胖作為健康指標。
　　雍正的死因是中風？
是丹藥中毒？
 雍正帝是中國歷史上成功的改革家，是清朝的承前啟後者，是傑出帝王。
綜其一生：批寫奏摺最勤、最多的皇帝；接見中下級官員最多、最認真的皇帝；才華橫溢的皇帝；活
得最累的皇帝；性格多面而鮮明的皇帝；多面人生的皇帝；朝野議論中心的皇帝；後世有大爭議的皇
帝；毀譽交集的皇帝；有傑出貢獻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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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馮爾康　　1934年生，江蘇儀徵人， 1959年開始執教於南開大學，2002年退休。
現兼任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中國人民大
學清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
著有《雍正傳》、《清史史料學》、《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中國社會史概論》、《中國古代
的宗族與祠堂》、《18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現代轉向》、《顧真齋文叢》，主編並主撰《中國社會結
構的演變》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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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次開篇第一章 雍正帝小檔案第二章 雍正帝的座右銘：「為君難」一、鑄造「為君難」寶印二、「
為君難」觀念的淵源三、「為君難」的核心內容四、虔誠的「敬天法祖」觀念五、各種祭祀天祖的活
動六、體諒臣下與勇於認錯七、強調君臣以誠相待八、對臣工的要求九、以民為本，推行教化第三章 
雍正朝的君臣關係一、雍正初年的股肱之臣二、雍正六年《古今圖書集成》的受賜者三、雍正末年的
寵臣及顧命大臣四、異乎尋常地關愛臣工五、肆意辱駡臣工的劣行第四章 雍正帝的學識與政策、政事
一、妙解經典，重農敦本二、對康熙帝政策的繼承與革新三、雍正朝的「學習」秋獮四、與沙俄簽訂
「恰克圖條約」五、曾靜投書案與全新的國家認同觀六、留養承祀：死刑犯裁決的新類型七、兼顧法
與情的朝審八、《聖諭廣訓》與民間社會的情況九、「異端」新解十、君臣同樂的重陽節賦詩會十一
、雍正帝的著述第五章 雍正帝的性格與養生之道一、不知疲倦的工作狂二、複雜多面的性格三、敏銳
的洞察力四、細緻入微的作風五、雍正帝的年節六、雍正帝的五十大壽七、雍正帝的藝術情趣八、雍
正帝的養生之道與身體狀況九、研製丹藥與服藥第六章 雍正帝的歷史地位一、從乾隆初政看雍正帝的
改革二、雍正帝改革的歷史意義三、成功改革家雍正帝四、雍正帝挨罵的深層原因參考書目後記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雍正帝>>

章节摘录

　　雍正帝是位頗有爭議的歷史人物，自他登極至今，近三百年來，或被咒罵為篡位暴君，或被讚譽
成明君改革家。
他繼位一事被當時人、後世人鬧得沸沸揚揚；是否好死（正常死亡）亦為學術界熱議的話題。
雍正帝究竟為人如何，是什麼樣的帝王，應有怎樣的歷史評價？
　　他寫了「為君難」一匾額，懸掛於宮室；又製作「為君難」寶印一方。
他在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四月初九日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滿文謝恩摺的朱批中說到此事：「『為君難
』數字，朕寫成匾額，鐫刻寶印，時刻置放眼前，心中時常掛記思考。
」（《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這說明，他對「為君難」思想有著深刻的理解，深知它對君主為
人施政的重要性，並將之視為座右銘，時時刻刻惕勵自己按照君主的準則去行事，做君主應該做、必
須做的事情。
　　雍正帝善於用人，有不秩用人的原則，常常用小臣，用新進，有時甚至打破滿漢之別，以得人辦
事為原則提拔人才。
　　他希望君臣赤誠相見，不僅僅擺出姿態、表示態度，而且還以實際行動展示對臣下的情誼，如向
臣工問好表示祝願，賞賜物品和吉祥物，關懷官員的身體狀況及其家屬，給臣下賜醫賜藥，以至關心
臣工身後之事。
更難得的是雍正帝問好的對象，除具摺的大臣外，尚有社會下層的兵丁、跟役。
這是對軍營方面的，對內政亦復如此。
　　雍正有一套獨到的養身見解，他認為心寬念純，不邪魔外道，心繫國家百姓，為他們操勞，將自
身置之度外，自然就可以心寬體胖。
他喜歡說胖，以胖作為健康指標。
在雍正七年之前，他的健康情況尚好。
對於雍正帝的死因，有中風、丹藥中毒、被刺客所殺三種說法。
馮爾康傾向於丹藥中毒說。
但是，服用丹藥，僅僅是促成他的暴卒。
究其根源，在於他勞累過甚，身體透支嚴重，因而求助於補藥，誤食藥石而死。
所以，馮先生的表述是：雍正帝是操勞過度，身體虛弱，小病纏身，誤食丹藥而暴亡。
　　雍正帝每天起得早，睡得晚，吃得少，玩得少，把全部精力、時間都放在朝政上，是個一處理朝
政即興奮的工作狂。
每天從凌晨至傍晚不停理政，晚上還要批閱奏摺，據說一年到頭只有他生日那天休息。
但是工作狂的個性並沒有影響他享受生活，他有許多嗜好，像喜歡研製藥品、喜好精美器皿、愛好書
法，對雕塑、繪畫有很高的鑑賞力。
　　雍正的推行攤丁入畝制度、除豁賤民、耗羨歸公、改土歸流等各項改革都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和
由古代向近代過渡的初始因素。
　　雍正帝是中國歷史上成功的改革家，是清朝的承前啟後者，是傑出帝王。
綜其一生：批寫奏摺最勤、最多的皇帝；接見中下級官員最多、最認真的皇帝；才華橫溢的皇帝；活
得最累的皇帝；性格多面而鮮明的皇帝；多面人生的皇帝；朝野議論中心的皇帝；後世有大爭議的皇
帝；毀譽交集的皇帝；有傑出貢獻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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