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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受宠擅权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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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和 是乾隆后期的重要人物 ,其权势之盛, 无人能及。虽先前之张廷玉、鄂尔泰、于敏中等,亦有所不

逮。且和 当政年久,潜弄魁柄, 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清朝社会的中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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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纲独断的乾隆时代, /只有明君, 没有名臣0, 然而和 的政治地位,却不同寻常地直线上升,并长盛

不衰, /宠任冠朝列矣0 [ 1] (《和 传》)。正如《清朝外史》中所云: /和 在乾隆朝为第一权臣, 骄横跋扈, 天下皆知。

岂以弘历之英明老练,而反不觉其奸。直至嘉庆四年,弘历既殁,始由顒琰正其罪哉,此其间盖有故焉。0

一、和 如何得宠于乾隆

在长达 20多年的时间里,和 掌握着清廷的宫廷事务、行政、财政、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大权, 成

为乾隆帝的左膀右臂。和 何以受到乾隆帝如此宠信呢,分析其中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一)封建皇权加强的需要

乾隆帝将君主独裁奉为/家法0。《清高宗实录》卷 323记载, 乾隆帝曾宣称: /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

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盖与其

权移于下,而作威作福, 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 当严而严? 此朕所恪守前规, 不敢稍懈

者。0数十年间, 乾隆帝一直是以加强皇权为首要任务。中央各机构尤其是军机处位处中枢,是乾隆帝整顿

的重点。即位之初, 乾隆帝便通过重建军机处取代总理事务处, 以将主要权力集中于己手。而后对于军机

大臣也一换再换,陆续将亲信或姻亲纳亲、傅恒等拉入军机处。但由于军机处作为国家权力中枢事烦任

重,从处理政务方面考虑,乾隆帝仍不得不把历练政事、功勋较著、威望较高的朝臣选入军机处。纳亲、傅

恒之外,鄂尔泰、尹继善、刘统勋、于敏中、阿桂等所以相继膺选, 原因也即在此。

令乾隆帝不安的是, 这些军机大臣一般都联络广泛,深孚众望,极易尾大不掉,构成对皇权的威胁。乾

隆三十九年( 1774年)七月, 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交结太监高云从案件, 更使这种顾虑得到证实。为此, 乾

隆帝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军机处的控制, 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政治舞台的。和 资历较浅, 容易控

制,且其又有相当的办事能力,能够使乾隆帝满意,所以即使后来他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但如果不是

/善伺高宗意0[ 1] (《和 传》) 、唯乾隆帝之命是从,他是断然坐不稳这个位置的。因此从本质上讲, 和 只是乾

隆帝加强皇权的工具而已。

(二)和 的个人能力和学问

和 本人资质聪颖, 通晓汉满蒙藏四种语言, 这使得他很快成为乾隆帝处理民族事务的得力助手。清

朝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乾隆帝开疆拓土,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和管理。自乾隆四十五年( 17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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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shen, the most impor tant of ficial in the late Qianlong period stepped on the polit ical a-

r ena in the full t ime of the Qing Dynasty. He monopolized the imperial pow er fo r as long as 20 odd

year s af ter becoming the most fav ored of Empero r Qianlong. This art icle mainly analyses w hy he w as fa-

vored and moved to pow er monopolizat ion, and prov ides some informat ion about him and his con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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