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亦如封建井田，固不可行于近世也"。眇

此时鉴于诸子陆续长成，为防止前朝争储、

夺嫡的斗争再度重演，乾隆帝分别采取了一
系列重要措施。其主要者，一是加强对诸呈子

的教育。据当时入值军机处的著名文人赵翼
记载，每日五更，皇子们便按照规定进入书

房凑书，作诗文，  “每日皆有程课。”做完
诗文后，“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

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对于诗文不佳、

学业不好、骑射不优或不经奏闻而擅自行动
的皇子，则予以斥责和惩罚。对于“平日怠

惰，不能尽心课渎’’的师傅，则予以罚俸或
革职。49二是对皇子们的地位和权势严加限

制，不给其以竞争储位的政治资本。据《清
高宗实录》记载，至乾隆三十年十一月以前，

除了皇四子永城、皇六子永硌因分别出继履

亲王允桐、慎郡王允慧而得赐爵位之外，其
它所有皇子一概没有爵位。对于已有爵位的

那两个皇子也严格限制其器用服饰，规定
“一应服用，仍应照皇子之例。”眇对皇子
限制之严、待遇之低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君

主。三是在没有物色到合适的储君人选以前
暂不秘密建储。乾隆十三年以后，对于储君

人选的标准，乾隆皇帝的要求一度至为苛

严，因而此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个年长
的皇子都因些微过失而失去了被立为储君的

资格。首先是皇长子、皇三子因为临丧不敬

而遭到了乾隆皇帝的严厉申斥。受此打击，
皇长子忧惧成疾，一病不起，于乾隆十五年

三月死去。而皇三子也从此一蹶不振，被乾

隆帝排除在建储考虑之外。乾隆二十年以
后，陆续成人的皇四子永碱和皇六子永珞也
先后失去了乾隆帝的宠爱。@为此，乾隆二

十四年，乾隆帝将皇六子永瑶出继慎郡王允

溥，二十八年，命皇四子永碱出继履亲王允

祠。对于皇五子永琪，乾隆帝的印象一度颇
好并有意于将其定为储君，蟛不幸的是乾隆
三十一年三月永琪因病去世。这样，乾隆三

十一年以后，乾隆帝不得不把建储人选扩大

到乾隆十一年以后出生的几个儿子身上。当
时，乾隆帝共有七子，除了皇四子、皇六子

已经出继之外，可以作为建储对象的有皇八
子永璇(乾隆十一年生)、璺十一予永}壁(乾

隆十七年生)、皇十二子永王基(乾隆十七年
生)、皇十五子永琰(乾隆二十五年生)和

皇十七子永磷(乾隆三十一年生)等五人。

乾隆三十一年七月，皇后乌拉纳喇氏病故。
乾隆皇帝以其南巡途中忤旨剪发，因而命令

按皇贵妃的级别降格为皇后治丧。这一事件

当然会对她所生的皇十二子永王基发生不利影

响，兼之永珐本人在众兄弟之中亦并未引起
乾隆帝的特别注意，因而，他首先被乾隆帝

筛选下去。其次是皇十一子永王星，文理虽然
颇优，但对乾隆皇帝极为注重的国语骑射他
却向不措意。乾隆三十一年五月，乾隆皇帝

发现永i星仿效汉人陋习自取别号，当即对其

严加申斥，必在乾隆帝看来，．{也的这些问题
都属于重大缺陷，当然不能作为建储对象。

再次是皇八子永璇，虽然在当时几个皇子中

年龄较长，但“为人轻躁，作事颠倒”，‘罗
“沉湎酒色，又有脚病，素无人望。"⑩乾。

隆三十五年五月，永璇又因私自外出而受到

乾隆皇帝的公开斥责。掣乾隆帝所定建储标
准本来甚高，咏璇举止行为如此，当然不堪
膺此重任。如此，经过二十多年的考察筛选，

至乾隆三十五年乾隆皇帝六十寿辰时，所有
年龄较长的皇子几乎被乾隆皇帝淘汰净尽。

于此事乾隆皇帝虽然不无求全责备之病，但
却有效地防止了前朝争储夺嫡斗争的重演，
这对于加强乾隆帝的专制统治，对于社会的

安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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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三十八年，乾隆皇帝已经六十三岁，

对他而言，建储一事已迫不容缓。经过反复
的选择，当年冬天，乾隆皇帝以皂十五子永琰

为内定储君，再次秘密建储。由于乾隆帝主

持国家政务已近四十年，政治经验相当丰富，

因而，这次建储，乾隆帝作得十分秘密。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