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乾隆朝贪风之盛，从根本上说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趋腐败的产物，而盛世之下，官绅士子追求豪华生活的社会风气，也为官员贪蠹提供了特殊的环
境。除此之外，乾隆皇帝个人的政治素养、统治作风，以及性格与爱好，也都对时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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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世界各国都把掌握准确的人

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

口分布等情况，作为科学治国和

宏观决策的基础。通过人口普查，

可以全面了解国家人口和住户的

性别、年龄、民族、国籍、受教育程

度、行业、职业、迁移流动、社会保

障、婚姻生育、死亡、住房等基本情

况。这些信息将在各级政府制定

政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统

计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文明古国

中唯一有长期不间断的人口调查记

录的国家。据文献记载，公元前

2200年左右，大禹“平水

土，分九州，数万民”。这

里的“数万民”就是统计

人口。进入封建社会以

后，人口数字的统计方法

更加完整。汉朝有“算赋

法”，隋朝有“输籍法”，唐

朝有“户籍法”，宋朝有

“三保法”，元朝有《户口

条画》，明朝有“户帖制

度”。但历代政府调查人

口都是为了征税、抽丁，

并 不 重 视 保 存 统 计 资

料，因此留存至今的完

整 的 人 口 统 计 资 料 很

少。

古代中国亦曾是人

口大国，但由于政权更

替、战乱等诸多原因，往

往使人口急剧减少。根

据有关专家的考证与测

算，中国最早的夏朝人

口约在1300万左右。到

战国时期，人口总数最

高 时 约 在 3000 万 以

上。但战国时期兼并战

争连绵不断，孟子概括

这一时期的战争是“争

城以战，杀人盈城。争

地以战，杀人盈野”。秦

灭六国后，全国人口总

数估约在2000余万。又

经过秦十多年暴政统治

和秦末战争，至汉初人口

减至1300万，甚至更少。

西汉时国情较为稳定，社会经

济发展较快，中期全国人口约在

5900多万。西汉末年，灾害频繁，

加上连年战乱，人口剧减，到东汉

初期人口约降至2100万。

据《后汉书》记载，东汉的人口

极盛时期大约有 5400 万到 5700

万。东汉末期发生黄巾兵乱，随后

群雄割据混战，曾经繁华的黄河流

域变成“千里无鸡鸣”的无人区。

战争期间，天灾肆虐，疠疫流行，中

原大地生灵涂炭，沦为人间地狱。

东汉末年，至少有2500万人在社会

动乱和灾害、瘟疫中丧身。

公元265年，西晋统一全国后

采取了一系列较为积极的经济措

施，人口恢复到4000万左右。但西

晋后期，外戚专权，宗室强盛，争夺

兵权，致使“ 八王之乱”历时 16

年。后杂居北方的五个较大的少

数民族乘机入侵，使西北地区陷入

长期战乱，史称“五胡乱华”。战乱

中数百万汉人被屠灭，时汉族在北

方几乎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全国，隋

文帝推行经济改革，整顿户籍，人

口迅速增长至4600万。但隋炀帝

即位后荒淫无道，又把社会推向了

大动乱的绝境。唐初丞相魏征说：

伊、洛河以东，“苍茫千里，人烟断

绝，鸡犬不闻”。此时人口估计仅

约1500万。

盛唐时期官方统计人口数最多

时为5300万，唐朝末年，地方军阀割

据，战争频发，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政权多次更迭，社会动荡，国家又一

次受到浩劫。史籍记载，

当时中原至江淮，“人烟

断绝，荆榛蔽野”。至宋

初，人口降至约1628万。

宋朝全国总人口按

专家推算约超过 1 亿。

经金国灭北宋，全国自北

向 南“ 几 千 里 无 复 鸡

犬”。后蒙古灭南宋，又

是“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

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

百不一余”。

宋元以后，历经多次

战乱，中国人口基本上呈

上升趋势。明朝人口又

恢复到6000万左右。明

朝初年，开始实行一种名

叫“户帖”的户口管理制

度。史载：洪武三年 11

月，明太祖朱元璋派军队

介入地方，协助行政官员

开展人户清查，具体做法

是给每户居民印发一本

“户帖”，下面分三项依次

列表填写。首先一项是

户主姓名、性别、籍贯以

及全家人口数。接下来

是全家其他成员的姓名、

性别、年龄、与户主亲属

关系等。最后是“户别”，

即从业性质，按户主从事

行业划分类别，具体标明

该户是属于“民户”“军

户”“匠户”等。

“户帖”填好后，集中起来统一

由朝廷户部管理，建立全国户口档

案。各府州县每年都要报一次人

口增减变化情况，户部据此确定相

关政策措施，有效地行使掌握全国

土地、赋税、户籍和财政收支等职

能。这种“户帖”制度，已与现代

的“人口普查”相当接近。

清朝建立后，社会较为安定，

加上玉米、红薯等农作物的传入，

食物供应增加，200年间人口增长4

倍，达到4.5亿。

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具有现

代意义的人口普查只有两次。第

一次是在 1909 年，清朝政府为了

应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筹备立

宪，下令开展全国人口普查，当时

推算我国人口约 3.7 亿。第二次

是国民党内政部举行的人口普

查。当时由于军阀混战，只调查

了 13 个省份。1931 年发表的全

国47480万人口的数字，是后来估

算出来的。

有清一代，乾隆朝官吏贪墨

之风尤盛，其时，不仅案件多发，

婪赃巨大；而且上至部院督抚，下

至胥吏衙役，几乎无官不贪，尽管

乾隆帝屡兴大狱，然诛殛愈众，而

贪风愈盛。

执政过程中执法不一

乾隆皇帝虽明确规定：凡官

员犯有侵贪、亏空、苛索、贿赂、

欺冒、挪移、盗库等贪污行径，一

经发觉，严惩不贷，强调“不可为

贪官开幸生之路”，并以“斧锁一

日未加，则侵贪一日未止”，实施

严刑峻法。然而，专制政治赋予

了统治者在执政过程中很大的随

意性，故而乾隆帝个人的权力和

意志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其主

要表现为：

其一，因人立法，徇庇亲信。

诸如云贵总督李侍尧，在乾隆四

十五年（1780），因贪赃索贿，为云

南储粮道海宁参劾，由于情节恶

劣，大学士九卿会议斩决，但乾隆

帝 认 为 李 侍 尧 在 督 抚 中 最 为 出

色，遂百计回护，命各直省督抚重

议。但当各督抚多请照初议定罪

时，乾隆皇帝犹欲开脱之，对支持

九 卿 之 议 的 富 勒 浑 等 人 大 加 斥

责，并不顾众意，以“ 罪疑惟轻，

朕不为已甚之事”，下诏将李侍尧

定为斩监候。不久，即降特旨，赐

其三品顶带花翎，起用为陕甘总

督 。 此 后，李 侍 尧 贪 渎 如 故，而

“ 上 终 怜 其 才 ，为 之 曲 赦 ”。 又

如，闽浙总督陈辉祖亦以“能事”

为乾隆帝所器重。乾隆四十六年

（1781），陈辉祖因其弟为王亶望

贪污大案成员，当坐瞻徇情弊罪，

交刑部治罪。但乾隆帝却极力开

释之，他说：“朕断不肯因其弟株

连，遽置重典。陈辉祖尚属能事，

著加恩免其治罪，降为三品顶带，

各留本任。”（《清史列传》卷 18，

陈辉祖传）而且，还委其以查抄王

亶望赃物的重任，陈辉祖借机侵

贪 ，又 酿 成 一 起 侵 盗 官 物 的 大

案。尽管如此，乾隆帝意犹宽容，

降旨改斩立决为斩监候，只因新

任闽浙总督富勒浑、浙江巡抚福

崧等连章劾奏，以闽浙两省仓谷

亏空等情实，证实了陈辉祖为政

之贪。乾隆帝这才迫于形势，赐

令自尽。

其二，以时立法，时宽时严。

乾隆帝在其统治前期，执法尚为

严厉，二十余年中，共处置贪污大

案七起，即兵部尚书步军统领鄂

善案；浙江巡抚常安案；江南河道

总督周学健案；山东巡抚鄂乐舜

案；湖南布政使杨灏案；云贵总督

恒 文 案，以 及 山 东 巡 抚 蒋 洲 案。

这几起案件，犯赃者家被籍没，人

被处死。其中，蒋洲乃前大学士

蒋廷锡之子，亦严惩不贷。为此，

乾隆皇帝还特加指示：“外吏营私

贪 黩，自 皇 考 整 饬 以 来，久 已 肃

清，乃 不 意 年 来 如 杨 灏、恒 文 等

案，屡经发 觉，而 莫 甚 于 蒋 洲 此

案，若不大加惩创，国法安在？”

表 明 了 这 一 时 期 乾 隆 帝 在 执 法

上的严肃性。但是，在更多的情

况 下，特 别 是 到 其 统 治 后 期，乾

隆 帝 惩 贪 则“ 多 从 宽 纵”。 乾隆

四十三年（1778），粤海关德魁亏

空税银，按律应赔两万余两，乾隆

帝谕令全免。浙江巡抚福崧，早

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盘查浙江

省亏空案及平阳知县黄梅贪污案

时，已发现其婪赃之蛛丝马迹，但

乾隆帝未予追查，只将福崧改调

他省。此外，像于敏中、杨景素等

人，皆赃私累累，乾隆帝直到他们

死 后 才 予 以 处 置 。 其 宽 纵 的 结

果，必然为官吏营私舞弊大开方

便之门，“督抚等遂尔无所敬畏，

任意妄行”，酿成乾隆后期一起又

一起的贪污大案。

宠重和珅形成恶性循环

乾隆帝在其统治后期宠重和

珅，当为人尽皆知的故事。他先

后任命和珅为军机大臣、总管内

务府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

领和吏、户、兵三部尚书等官职，

秉政达二十余年之久。乾隆后期

的政治受到和珅的诸多影响。

据记载：“时和公相，声威赫

奕，欲令天下督抚皆奔走其门下

以为快。”“一时，贵位无不仰其鼻

息，视之如泰山之安”，或“恃为奥

援”极力攀附之。故而，随着和珅

官职与官位的不断加升，其家也

开始门庭若市。有人形象地描述

道：“和相当国，一时朝士若骛，和

每日入署，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

立伺道左，唯恐后期，时称为‘补

子胡同’。”补子是官服，说的是官

员奔竞结交和珅的丑态，而时风

可见一斑。至于官员走和珅门径

的具体情形，嘉庆时查办的两淮

盐政徵瑞行贿案可以说明一定的

问题。两淮盐政是一肥缺，为了

保住此缺，徵瑞供称：他于嘉庆元

年（1796），和珅妻故逝时，馈银二

十万两，“彼时和珅意存见少，欲

伊增至四十万，是以未收。而从

前 曾 送 过 和 珅 二 十 万 ，当 经 收

受 。 此 外 和 珅 交 办 缎 匹 物 件 等

项，并奇巧之物，不可胜计”。

和珅婪赃纳贿，直接导致了

两个后果：其一，官员在政治目的

与利益的驱使下，或自上索贿，导

致下官搜刮民脂民膏；或监守自

盗，亏空国帑。其二，上行下效。

和珅恣意贪婪，官吏争相效尤，有

恃 无 恐 。 故 乾 隆 后 期 的 贪 污 大

案，凡情节严重、手段卑劣者，多

与和珅有关。

和珅为了满足乾隆帝的挥霍

欲望，还挖空心思，在乾隆四十五

年（1780）推出“议罪银”制度，规

定凡官员坐罪，可以通过缴纳银

两的方式得到豁免或减轻处罚，

议 罪 银 所 得 款 项 均 入 内 务 府 各

库，它增加了皇室的收入。然而，

官员的贪污行径更加肆无忌惮，

有人在缴纳议罪银后旋即再去婪

脏索贿，形成恶性循环。

太平君主的纵情奢华

就乾隆皇帝的个性而言，他

除了“日励自心强不息”之外，还

好大喜功，醉心于盛世太平君主

的享乐中，纵恣奢华。其突出表

现有两点：

一是大量收受贡纳。凡逢年

节、寿诞、庆典，地方官员都要向

皇帝献纳，称为“土宜物件”。虽

然乾隆帝多次发布上谕，要臣下

勿进或少进贡品，但却从不停止

收受，甚至还有以摊派的形式强

征的事情发生。如乾隆五十五年

（1790），乾隆帝八十大寿，“内外

宫殿，大小物仪，无不新办。自

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

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

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营

办之资无虑屡万，而一毫不费官

帑，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员俱有

进 献 ，内 而 各 部 院 堂 官 悉 捐 米

俸，又以两淮盐院所纳四百万金

助之。” 这次庆典所用经费共计

白 银 一 百 一 十 四 万 四 千 二 百 九

十 七 两 五 钱 。 其 中 地 方 官 报 效

数额占 62%，均“按其通省养廉数

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缴十

分之二五”。

二是巡幸无度。乾隆在位期

间，六次南巡，七次东巡，五次西

巡，至于近畿京郊，车驾时出，数

不胜记。凡巡幸所经，虽有赈济

灾民、治理水患等惠政，但供需之

侈，费耗之巨，亦是人所共知的。

如每次南巡，随行人员多达 2500

多人，在车驾往返 5800 余里的行

程中，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百

余辆，水路用船千余艘。而巡幸

的准备工作，早自前一年便开始

进行，并由亲王任总理行营事务

大臣，负责勘察道路，修桥铺路，

修葺名胜和兴建行宫等等。排场

上极尽扬厉，饮食上也相当讲究。

乾隆帝的纵情骄奢，必然影

响到时政和时风。首先，大小臣

工为迎驾纷纷效尤。仅以各地给

皇帝搭盖的彩棚为例，最初是因

乾隆帝回京经由山东、直隶时，天

气已渐炎热，需搭棚避暑。后为

取悦帝意，各地争相攀比，便一律

搭棚接驾，以至竟成千里御道彩

棚相望之一大景观。又如苏州的

狮子林，本已荒芜多年，地方官自

第一次南巡后开始修复，历经十

年，至三次南巡时，终成一座风景

秀丽的江南名园。

其次，巡幸直接加速了吏治

的腐败。地方官无论贡纳还是巡

幸办差，都要耗费巨额银两。这

给地方官办差造成巨大压力，并

成为其贪污的口实。

乾隆朝贪风之盛，其原因是

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封

建官僚政治日趋腐败的产物，而

盛世之下，官绅士子追求豪华生

活的社会风气，也为官员贪蠹提

供了特殊的环境。除此之外，乾

隆皇帝个人的政治素养、统治作

风，以及性格与爱好，也都对时政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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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育部项目。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婚姻一

直实行的是“纳采、问名、纳吉、纳

征、请期、亲迎”的六礼之仪。19世

纪末，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

和西方婚仪的东渐，一些追求时

尚的国人开始参酌中西礼法，既

吸取西式婚仪的隆重、热烈、简便

的优点，又抛弃其在教堂举行等

宗教习俗，创造了一套中国式的

“ 文 明 结 婚”仪 式 。 这 种 新 式 婚

仪，改变了旧式婚礼的许多陋习，

带来了不少方便，从而逐步为民

众接受、欢迎，绵延至今。

新式婚礼受到欢迎

新式结婚在清末已出现。徐

珂的《清稗类钞》记载了当时“文

明结婚”的情况：“迎亲之礼，晚近

不用者多。光、宣之交，盛行文明

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

之。礼堂所备证书，由证婚人宣

读，介绍人、证婚人、男女宾代表

皆有颂词，亦有由主婚人宣读训

词，来宾唱文明结婚歌者。”这种

新式的文明结婚，不仅大大简化

了结婚礼仪，而且尊重了男女双

方的意愿。

新式婚礼简单隆重的特点逐

渐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其相关

报道也日益增多。1907 年 10 月

13 日，天津塘沽张小田与北京慕

贞女子书院的贾玉莲，在教堂由

牧 师 主 持 举 行 文 明 婚 礼 。 报 载

“中西往贺者甚众。鲍太太按琴，

男 女 学 生 唱 诗，一 时 颇 形 热 闹。

礼毕，新夫妇乘双马车往北门外

蓝家胡同张君本宅，并有成美学

馆袁牧师夫妇及路矿等局诸友，

均乘马车送新夫妇回家。”

到了民国初年，这种新的婚

姻仪式更为流行。文明结婚者，

男女双方不会去命馆合婚，也不

必要什么龙凤帖，而是到婚丧用

品 服 务 社 买 两 张 印 好 的 结 婚 证

书，填上新郎、新妇的姓名、年龄、

籍贯，在举行婚礼时，由证婚人、

介绍人和男、女双方主婚人用印，

就算礼成。

当时，社会上有专门租赁文

明结婚用品的商店。经营范围包

括文明结婚用的花马车、花汽车、

乐队，以及礼堂里的陈设，新郎新

妇穿的礼服、花篮、手花、胸花，甚

至印好的结婚典礼的仪式单。婚

礼 证 婚 人 是 男 女 双 方 共 同 邀 请

的，一般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在群

众中有威望的长者；主婚人则是

新人双方的家长。结婚典礼可以

在家里举行，也可以在饭店里举

行。事前由双方家长出帖，邀请

亲友前来参加婚礼。

蔡元培主持制定《婚礼草案》

源于中国传统的旧式婚俗和

源 于 西 方 的 新 式 婚 俗 包 含 了 不

同 的 婚 姻 观 念 。 着 红 装 、拜 天

地、拜 父 母 及 祖 先 的 旧 式 婚 礼，

往 往 与 不 自 由 的 婚 姻 和 家 族 主

义相联系；而身穿西服、用印、致

词的新式婚礼，较多地体现了自

由婚姻、法律婚姻的色彩。事实

上 ，在 新 旧 婚 制 尖 锐 冲 突 的 同

时 ，新 旧 婚 礼 的 冲 突 也 时 有 发

生。当时的报刊记载，新式婚俗

的 变 化 和 与 旧 婚 制 的 冲 突 主 要

发 生 在 上 海、北 京、广 州 等 接 受

西方文化较多的城市，农村及偏

僻城镇的婚俗尚无明显变化。

民国初期，文明结婚仪式仅

具雏形，传统的旧式婚礼仍占上

风。所以，文明结婚的婚礼从形

式到内容都不免新旧混杂，不甚

规范。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礼

制服章审订委员会及大学院院长

蔡元培、内政部长薛笃弼，以各地

行礼自为风气，或仍沿前清旧习，

或滥用缛节繁文、新旧庞杂、漫无

标准为由，将所拟现行婚礼草案

会呈国民政府，请核定颁布。该

《婚礼草案》的中心是：矫正奢侈，

消弭诈伪，破除迷信，提倡质朴，

并 酌 情 采 纳 旧 的 礼 仪 制 度 中 的

可用部分。

《婚礼草案》无疑是将旧式婚

礼与新式婚礼杂糅之后制定的，

基本上是以旧式婚礼的程序为基

础，革除了旧式婚礼的繁琐，吸收

了新式婚礼的俭朴和热闹。而在

结婚仪式上，则基本采用了新式

婚礼的程序。它是当时新旧婚俗

调和的产物，既是一种改良，也是

一种变通。

蒋宋婚礼令白色婚纱风靡

新娘身穿白色婚纱，新郎身

着西式大礼服，是新式婚礼的基

本要求。民国初期，大礼服和白

色婚纱虽已传入中国，但采用的

并 不 普 遍 。 1927 年 12 月 ，蒋 介

石、宋 美 龄 在 上 海 举 行 的 婚 礼，

真正使白色婚纱风靡全国。

1927 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

美龄在上海昆山路景林堂宋宅举

行了隆重的婚礼仪式。下午，婚礼

舞会在外滩大华饭店举行，并在蔡

元培主持下再次举行新式婚礼。

青帮首领杜月笙负责维持秩序，

1300多位各界名流以及美、英、日、

挪威、法等 16 国领事出席婚礼。

新式婚礼现场，台上置有孙

中山画像，边缀国民党党旗和中

华民国国旗，中间悬挂“福”“寿”

两 字 。 婚 礼 由 白 俄 管 弦 乐 队 奏

乐。蒋介石与宋美龄入场时，蒋

着 西 式 礼 服 ，宋 穿 白 色 长 裙 婚

纱 。 新 人 向 孙 中 山 像 及 来 宾 行

三鞠躬礼。这次婚礼，在当时可

谓花费浩繁，费用达数百万元。

当天，蒋介石发表文章《我们

的今日》，称他们的婚姻是“神圣

的结合”。随《我们的今日》一同

见报的，是蒋介石与宋美龄两人

的 一 张 新 婚 照 。 照 片 上 的 宋 美

龄 身 着 白 色 婚 纱，风 姿 绰 约，光

彩照人，令无数青年女子仰慕不

已。此后，白色婚纱在上海滩广

泛流行起来。

集体结婚让人耳目一新

民国时期，新式婚礼得到进

一步的发展，而且开始为南京国

民政府所提倡。但是，对一般民

众来说，新式婚礼仍有费时费钱

费 力 之 缺 憾 。 为 了 弥 补 这 方 面

的不足，一些进步人士致力于婚

仪改革活动。于是，有了一种更

新鲜的婚姻方式——集团结婚，

也 叫 集 体 结 婚 ，或 集 团 婚 礼 。

1935 年，上海市政府为响应国民

党政府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彻

底 变 革 传 统 婚 嫁 仪 式 ，去 奢 从

俭，公布了以简单、经济、庄严为

宗旨的《上海市新生活集团结婚

办法》。

4 月 3 日下午 3 时，全国首届

集团结婚典礼在上海市政府大礼

堂举行。出席盛会的除了 57 对新

人外，还有证婚人上海市市长吴

铁城、社会局长吴醒亚，另外还有

包括杜月笙、王晓籁等在内的各

界人士、新闻记者近万人参加，盛

况空前。57 对新婚夫妇按统一要

求着装，新郎均着蓝袍黑褂，新娘

均着粉红色软缎旗袍，头披白纱，

手持鲜花。在军乐进行曲中，新

人随着引导挽手步入礼堂，男女

分列两行，司仪宣读新人名单，新

郎新娘按照名单顺序，轮番登台，

先向孙中山像三鞠躬，然后新婚

夫妇双方相互鞠躬，再向证婚人

鞠躬。最后由身着蓝袍黑褂的证

婚人吴铁城致训词。

礼成，由证婚人向新人赠送

结婚证书和纪念章。结婚证书事

前已盖上证婚人、主婚人、结婚人

的私章，置于锦绣小圆筒内；纪念

章以银质材料精工制成，盛于红

丝绒盒中，并刻有“上海市新生活

集团结婚纪念品”字样。吴铁城

亲手颁发结婚证书，吴醒亚专发

纪念章。礼毕，57 对新人在音乐

声 中 步 出 礼 堂 ，到 广 场 摄 影 留

念 。 在 整 个 集 团 结 婚 行 礼 过 程

中，上海电影界、美国派拉蒙、米

高梅等影片公司及各报记者抢拍

了新闻片与镜头。

与面向家庭的结婚相比，集

团结婚表现出较强的社会色彩。

婚礼上，政府部门的代表承担了

家长的部分职责，当然双方家长

和介绍人也都出席，以示家庭对

婚礼的支持。

上海首届集团结婚的这种隆

重、热烈、简朴、文明的做法，给人

耳目一新的感觉，一时要求参加

者甚众。上海市政府遂确定每年

举行 4 次集团结婚，是年全市即举

行了 5 届，参加者达 300 余对。

（选自《近代中国的新式婚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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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乾隆帝八旬万寿图卷·西洋点景建筑》可见太平君主生活的纵恣奢华。

1935 年 4 月 3 日，57 对新人在上海市政府大礼堂举行了全国首届集

体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