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汉化与民族特色 
清全图（1820年） 

清 
这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她的成功从根本上讲
是汉化的成功，是满族统治者全面吸收、运用并发展
儒家文明的成功，是满汉联合统治的成功。 
 
             ——费正清《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 



汉化与民族特色 

入  

关  

之  

前 

1620年，仿照明制，改定八旗将领官衔，
用明朝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
御等名称，替代了原满语固山额真、梅
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诸名。 

皇太极期间，翻译《明会典》、《通鉴》、
《孟子》等书，并以《明会典》为准则，
改革政治制度。1631年，仿照明制，创设
六部。 
命令满洲诸贝勒大臣子弟“十五岁以下，
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 



汉化与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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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之  

后 

“满汉官民，俱为一家”；“满汉人
民，皆朕赤子”；“不分满汉，一体
眷遇”。                                                                     
                              ——《清世祖实录》 

文武官制，“略仿明制而损益之”。 
中央官，多满汉官员同等担任，道府以
下地方官，多汉人担任。 

顺治三年（1646），沿袭明律，制定
《大清律》。 
 
沿袭明朝土地制度，以明万历《赋役
全书》作为征赋税，派徭役的依据。 



汉化与民族特色 

清
代
孔
子
像 

清顺治二年（1645），世祖
福临加尊孔子为“大成至圣
文宣先师”。 
顺治十四年（1657），改称
“至圣先师”。 



汉化与民族特色 

以“

国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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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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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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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
时亲弓矢，惟耽宴乐，则田猎行阵之事，
必致疏旷，武备何由得习乎？”  
 
                                  ——《清太宗实录》卷三四 

官民服饰“俱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大
领衣袖、戴绒帽，务要束腰；女人不许梳
头、缠脚。”  
 
                                       ——《清太宗实录》卷三二 



汉化与民族特色 

乾隆时期，“俱准其用汉字缮写，庶声叙较
可明晰，不致牵混”。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 
 
道光皇帝考满洲高级官员满语，“翻译通顺
及稍有错误者不过十之三四，竟有不能落笔
者过半”。 
                                          ——《清宣宗实录》卷七九 
 
“土人皆用汉语，微特民人无习满语者，即
土著之满人亦如之”。 
                                                        ——《承德县志书》 



族性标志是发展变化的，经过300年的发展，满语和骑
射这些外在文化符号可能荡然无存，但是依托八旗制
度，满洲人心中有分明的旗民划分，他们也明白作为
旗人所享有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意义，这些内
在的思想最终变成一种不可磨灭的内在民族意识。 
                                            ——欧立德（Mark C. Elliott）《满洲 
                                             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 
 

保持满洲人固有习俗和本族意识，这也是从努尔哈赤、皇
太极起，清朝诸帝的共识。清帝的努力与北魏鲜卑族断北
语、易胡服，辽、金、元走的路子不同。而是坚定不移地
培养与汉人平等的满洲共同体的意识，使之具有了近代意
义上的民族特性。所以，从乾隆以降，满洲人虽然汉化的
越来越严重，但强烈的满洲意识却始终存在。 
                                               ——张双智《清代朝觐制度研究》 



汉化与民族特色 

本书不认为汉化是清
朝统治获得成功的主
要原因，相反，本书
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
论：清朝成功的关键
因素是其针对帝国之
内亚边疆地区主要的
少数民族采取富有弹
性的不同文化政策的
能力。 
 
                  ——罗友枝 



汉化与民族特色 

论战： 
罗友枝《再观清代》 
 
 
何炳棣《捍卫汉化》 



汉化与民族特色 

以辽和元朝之有限涵化与金、清朝之较大文化融合
来比较就可知道，区别由两种不同形态的征服者所
造成的两种不同政府社会形态是合理的。这两种征
服者一方面就是游牧民族，另一方面就是拥有牧群
的农业民族。……控制中国北部的金朝统治者，半
农业的女真人很快地就放弃很多他们原有的部落风
俗。这要比甚至占领整个中国本部的蒙古人还彻底，
这种情形也是真的。最成功地兴起，并维持政权最
长久的满洲人，就是征服中国的部落中最少游牧色
彩的一个。  
 
                       ——魏特夫《中国辽代（907～1125）社会史总述》 



汉化与民族特色 

在辽、金、元、清四个北族王朝中，女真人建立的
金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属于典型的汉化王朝。……
生活方式是决定北方民族汉化程度的首要因
素。……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越小，汉化
就越容易、越彻底；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异
越大，汉化就越困难、越肤浅。中国历史上的北族
王朝，对汉文化采取积极接受的态度还是采取消极
抵制的态度，大抵上即取决于此。 
 
                 ——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 》 
                                  见《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 



三、盛世隐忧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1662-1795）都十分注

意发展生产。康熙年间大
力推行鼓励垦荒的措施。
至康、雍之际，全国垦田
数字已超过明朝后期水平。
雍、乾两朝，随着边疆和
山区的开发，垦田数字继
续上升。 

开荒执照→ 



盛世隐忧 

康熙、乾隆时期，重视兴修
水利，特别致力于对黄河的
治理。使得黄河水流渐趋稳
定。这对于安定人民的生活、
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有积极
作用。 

黄河筑堤图 



盛世隐忧 
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这是个经济大幅
扩张时期，因为在这两个世纪里，中国人口增
加了两倍（从1亿—1.5亿增至4.1亿），耕地面
积增加了一倍（从6亿亩增至12.1亿亩）。 
清朝对中国经济最有推动力的变化就是农业从
人口密集地区扩展到了土地过剩地区。  
                         ——王业键《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 

清代粮食生产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地域扩散，即
粮食亩产量在全国广大地区普遍提高，从而导
致了粮食总产量和全国平均亩产量的提高。 
                ——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 
                                                           通史·清代经济卷》 



盛世隐忧 

1700-1820年间世界GDP分布及年增长率 

中国 欧洲 印度 日本 美国 俄国（前苏
联地区） 平均 

1700年 22.3% 24.9% 24.4% 4.1% 0.1% 4.4% 

1820年 32.9% 26.6% 16.0% 3.0% 1.8% 5.4% 

增长率 0.85% 0.58% 0.17% 0.25% 2.72% 0.69% 0.52%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 
             现——公元960-2030年》（第二版）  



盛世隐忧 

吏治腐败 
 
制度性腐败和集体腐败 
 
“陋规” 
“耗羡归公，必成正项，势将耗
羡之外，又增耗羡” 



盛世隐忧 

吏治腐败 
 
制度性腐败和集体腐败 
 
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捐监冒赈案” 
甘肃布政使王亶望每年虚报旱灾，谎称以粟
赈济，私留银两，自总督以下皆有分取，历
时7年才暴露。案发后，从王亶望家中抄出资
产300余万两。此案几乎囊括了甘肃省绝大部
分官员，处死56人，免死发遣者46人。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盛世隐忧 

文字狱和叫魂案 
所显示社会问题 

康
熙 

雍
正 

乾
隆 

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 

曾静、张熙谋反案 

文字狱大大多于康雍两朝，诗文中有“明”、“清”
二字，多被穿凿附会，构成文字狱。 
“问谁壮志足澄清”、“翘首待重明”被视为反诗。 



盛世隐忧 

文字狱和叫魂案 
所显示社会问题 

史景迁  著 

雍正《大义觉迷录》 



盛世隐忧 
一旦官府对妖术的清剿正式发动，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
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已经上了膛的武
器，每个人，无论强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这个权
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
中伤成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利。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
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解脱。
对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任何想捞取
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
恶棍，它是一种权力；对虐待狂，它是一种乐趣。 
弘历的忧惧亦真亦幻。真实的部分在于，他难以打破官僚
体制自我满足、常规裹足的积习。君主要维护巩固自身利
益，就必须不断诉诸于专制和无常的权力，而提出政治罪
指控则是这种权力的最佳机会。幻影的部分则在于，他对
于无法为他所见的势力心存恐惧。妖术当然就是这样的一
种势力，但还有来自谋反和汉化的双重威胁。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盛世隐忧 

孔飞力  著 



盛世隐忧 

乾隆末年马戛尔尼事件所
见“天朝大国”观念 



尔国距中华过远，遣使远涉，良非易事。
且来使于中国礼仪不能谙习，重劳唇舌，
非所乐闻。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
之器，亦不视为珍异。……嗣后毋庸遣
使远来，徒烦跋涉。 
                                  ——《清仁宗实录》卷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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