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室經歷康、雍、乾三朝後，國家進入鼎峰時期。但正所
謂「盛極必衰」，乾隆晚年，國勢漸走下坡，轉趨衰弱。

清朝盛世背後卻伴隨著種種政治、軍事及社會危機，加上西力
東漸，步入中衰亦無可厚非。

乾隆帝在位時用兵邊疆，四出征戰，在位60年間，用兵達40多年。

乾隆時期的軍費開支遠不及和珅聚斂的財產多。和珅是
誰？他就是乾隆在位時的寵臣。他非常懂得揣摸皇帝的心
意。看！他在乾隆帝八十大壽時，除了成為生日派對的總
負責人外，更絞盡腦汁，在乾隆帝的御制詩文中選出120
句刻有「福」、「壽」字樣的文句，再刻成印章作為賀禮，
贏盡乾隆帝歡心。

而清統一後，人口急劇增加。康熙以後生齒日繁，乾隆中期時
人口已超過二億。同一時期全國根本無可能增加如此多耕地。
在土地兼併，民生困苦下，社會出現大大小小的民變。

此外，由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事亦橫越了半個中國。而
這個玉璽上的「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反映他以宗教作為
號召群眾的手段。而璽文旁四周的雙鳳朝陽紋和龍紋，更反
映他對皇權的追求。

不講不知，原來洪秀全堂弟，即干王洪仁玕在未任職太平天
國前曾經暫居香港，更一度在英華書院任教中文。

其中嘉慶年間的白蓮教起事，政府花了超過8年時間平亂，死亡
人口達千萬。

而天理教發動的「癸酉之變」，轟動朝野，教民竟然在皇帝外出狩
獵時，進攻紫禁城，激戰中，噢！隆宗門的門匾竟被射中。而清
朝統治者在亂事後亦沒有拔走箭頭，可見事件對他們衝擊很大！

乾隆帝對他寵信有嘉，甚至縱容他納賄營私。事實上，清
代的貪官不止和珅一人，當時貪污舞弊已經是常見的風氣。 

即使驍勇善戰的八旗兵，在入主中原後，因為長期養尊處優，逐
漸失去昔日勇武之風，大大削弱了清廷的軍事力量，成為清室由
盛轉衰的重要因素。

「十全武功」確實換來更大的版圖。

但伴隨而來的，除了「十全老人」歲月催人的皺紋外，還有過億兩
的軍費開支，沉重的軍費負擔成為了清室中衰的一大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