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帝王传记的又一力作

一《道光传 》评介

肇宗

近年来清史著述异军突起
,

佳作纷呈
,

专史迭出
,

仅清代帝王传记 已达六类八种之多
,

近 日辽宁教育出版社又推出了冯士钵
、

于伯铭合著的 《道光传 》
,

确是出版繁荣
、

学术兴旺

发达的又一明证
。

《道光传 》共 章 目 余万字
,

除正文外
,

前有序言
,

为著名史学家陈

旭麓先生撰写 后有附录

—
道光纪事表

。

该书叙写了道光吴宁出生于盛世之末
,

乾隆四十

七年 年 八 月初十 登极于内忧外患之时
,

嘉庆二十五年 年 八月二十七 日
,

时

年 岁
,

执政 年 死于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当朝
,

道光三十年 年 月十四 日
,

享

年 岁
。

对他所遇迥乎寻常的国情
、

政情
、

外情
、

军情写得淋漓尽致
,

展示了他的思想
、

性

格
、

家庭
、

施治
、

抗英
、

守业等诸多活动与史事
,

可谓观点鲜明
,

评论得体
,

研讨较为深入

的一部传记新著
。

撰写帝王传记
,

通常是英武有建树的好写
,

荒淫无道败国者好写
,

惟独想有作为而实无

显著治绩者不好写
,

然而该书作者却知难而进
,

勇于开拓探索
,

积多年之潜心钻研
,

在大量

论文的基础上写就此传
。

以确
一

切的史事为依据
,

辩证唯物的探讨了道光曼宁的一生
,

公诸了

不少新成果
。

如将本传与其他清代帝王传记相 比照
,

不无自己的特色
,

读来颇有耳 目一新之

感
,

启迪心灵
,

摧人深 省
。

道光帝虽不英武赫赫
,

但也不属声色狗马无所事事的人物
,

他是励精图治处于清朝历史

转折
、

事变旋涡中的最高 统治者
。

该书把他一生所遇到的宿疾与新敌以及国情
、

体 制
、

军

务
、

内政
、

御侮
、

经济
、

文化等一幕幕活剧介绍于读者
,

从中可 自然领略到道光帝的思想
、

言行
、

学识
、

才干
、

选才
、

用人和决策
,

以及他在处理内政与外事等方面的利弊 得失
。

道光

曼宁 自幼儒学奠基
,

处于宠孙皇储地位
,

登极时而立之年早过
,

不惑之年即至
,

可谓成熟有

为之龄 他 曾目睹康乾盛世之余辉
,

亲历嘉庆朝 由盛转衰的现实
,

应该说他是一位熟知国情

的当权者
,

即位后如何施政以挽颓势
,

本应有所作为
、

有所前进
,

但他胸无远见力有不足
,

没有跳出
‘

奉天法祖
” 、 “

勤政爱民
” 、 “

保境安民
”

那一套祖传的
、

安邦治国之术
。

至于

天朝 以外的广阔天地
,

特别是对西方世界的了解
,

仍属茫然无知
。

依 旧是陈陈相因的闭关锁

国思想统治一切
,

用它内治尚可维持
,

对付东南沿海的
“

夷氛
” 、

世纪的新敌
,

就万万不灵了
。

本书用相当笔墨阐述了道光帝在 内治方面的某些政绩
。

肯定他是一位勤政图治的皇帝
。

道光帝即位后
,

经常强调
“

为治首在得人
,

安民必先察吏
” “

是所圣王在上宵开劳勤
,

不敢 以一人治天下
,

亦不欲 以天下奉一人
,

旁取贤才赞助枢要
。 ”

对清朝基业他 决 心 保 护

好
,

不愿在自己手上有所损耗
。

鉴于王朝之积弊
,

他着实下了一番工夫
,

在整伤吏治
、

求贤

佐治
、

理财杜弊
、

严禁鸦片
、

平定张格尔叛乱等事项上取得了不少政绩
。

他重视防灾恤民
,

恢复生产 恤商兴矿
,

开拓财源 倡导节俭
,

严戒奢侈腐化 曾撰有 《声色货利论
,

阐述



他的节俭观
,

并把它作为修身治国的准则令各级官员予以贯彻 关于道光帝指挥抗英斗争部

分
,

作者写得起伏跌宕
,

具体生动
,

揭示了道光帝在各个阶段上的主张与表现
。

道光帝在鸦片战

争 中的作用
,

作者认为其基水态度是主战的
,

指挥了这场反侵略战争
,

作了他力所能及的努

力
。

改变了过去某些近代史著述中夸大了他颓预虚骄的一面
,

作了客观的求实的 叙 述 与 分

析
,

是令人满意与信服的
。

作者总结道光帝 年施政种种
,

剖析其治国思 想
,

看其利弊得失
,

颇为引人深思
。

道光

帝深居九重
,

尊孔读经
,

不谙世界
,

不 明殖民主义为何物
,

对 内沿袭祖宗成法
,

对外无可奈

何的于禁烟抗英中惨败
。

战前的往事
,

可 以说由于清朝一贯的 自大 自尊和 自我封闭政策造成

对西方世界的无知与蒙昧
,

似乎不必苛求于星宁
。

然而
,

在签订了《南京条约 》之后
,

道光

帝能否立即猛醒
,

认清殖民主义新敌
,

播然变计
,

师夷制夷
,

思想上有个转变飞跃
。

事实恰

不如人意
,

英国的大炮没有使他振聋发碳
,

板结僵化的头脑没有变
,

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没

有丢
,

依然是昧于世事
,

按老样子办事
。

战后的八年 至道光帝逝世
,

他虽也连连颁诏
,

练

兵重振防务
,

整顿吏治财政
,

但这一切努力的指导思想如故
,

正如陈旭麓先生所指出
“

可

惜这些并没有超 出战前所有政令
,

从中见不到一条是由战败得到的新启示
,

不仅林则徐前此

一 探询西事
、

翻译西书没有引起道光的注意
,

连影响 日著的魏源 《海国图志 》也被置若周闻

他不仅未能循战争的败征追踪事变的由来
,

连五 口开放的动向也未能触动他的心思
”

可见道

光帝的思想保守僵化到何种程度
,

这固然与板结了的天朝体制有关
,

但他个人岂能辞其咎

战后的八年没有寻到图强的新路
,

不要说政治上的改革变法他的胸中从无思路构想
,

就连象

洋务运动那样的近代军事工业和军用设施也一概没有
。

战后
,

道光帝仍
“

守其常而不知其变
” ,

不审时度势
,

不研究新情况
,

不采取新对策
,

不放弃祖宗家法与国策
,

其身是随着中国跨进了近代社会
,

然其头脑却留在 了中世纪
,

这样
·

落伍时代的当国者
,

何求社会的发展进步
,

焉能对付殖民主义者的步步进逼
,

何谈实现民族

独立
、

国家富强 研究道光帝的施政思想
,

人们从中领悟到时代
、

国家
、

当权者 之 间 的深

刻辩证关系
,

明确专制主义统治
、

自我封闭是造成国家贫穷落后挨打的内部祸根
‘

前事不

忘
,

后事之师
” ,

历史的教训必须牢记
,

可以化为振兴中华的动力

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