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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孤儿弱主

第一节 幼小台吉

明万历四十年 ( 1612 ) 十月二十五日，天还没亮，在赫图阿拉 ( 今辽宁

省新宾县永陵村境内) 的一间木房里，妇女奔走不息，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努

尔哈赤又多了一个男孩，这就是他的第十四个儿子多尔衮。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体重不逾十斤，双眼仍然紧闭的小小婴

儿，竟然能在三十一年以后，率领八旗劲旅，击败敌军百万，统一全国，主宰

天下。同样，人们也很少知道，这个后来叱咤风云追尊成宗义皇帝的皇父摄政

王多尔衮，在其父亲的心目中，并不如他的兄弟多铎那样重要，政治地位亦低

于亲兄阿济格和幼弟多铎，并曾一度处于孤弱无依的艰难困境。人生的道路，

确实是崎岖不平的，政治风云更是变幻莫测。多尔衮的一生，就目睹和参与了

很多次惊心动魄的场面，渡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经历了高入云霄和打入地狱

的巨大的兴衰变化。

这些都是以后的事，在其出生之日，他的家庭正处在兴旺发达、蓬勃向上

的阶段。父亲努尔哈赤，原本是建州女真几十个部落中的一个小部头人，部众

只有几十名，而海西女真的叶赫、乌拉、哈达、辉发四部，都是人多势强的大

部。努尔哈赤从明万历十一年 ( 1583) 以父遗甲十三副起兵以后，全家同心

协力，艰苦创业，南北征战，到多尔衮出世之日，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

吞并了辉发、哈达，成为辖地广阔、臣民众多的女真国聪睿恭敬汗了。他还被

明朝万历帝封为建州左卫都督，加龙虎将军勋衔，使其 “长东夷”，为女真之

主。

多尔衮出世前的一个月，努尔哈赤带兵三万，亲征乌拉布占泰贝勒，取其

临河六城，火焚粮谷。多尔衮快满一百天时，努尔哈赤又领兵三万，进攻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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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这可是与多尔衮有着重大关系的切身问题。

从整个家庭来说，攻打乌拉，灭掉乌拉，是势在必行，获利极大。乌拉在

海西四部中，强于辉发、哈达，地广人众，兵精马壮，布占泰又精明能干，骁

勇善战，素怀称雄各部的野心。乌拉与建州长期为敌。当努尔哈赤起兵不久，

其势正方兴未艾之时，乌拉便与海西女真叶赫、辉发、哈达等八部联合，发兵

三万，于明万历二十一年 ( 1593 ) ，杀向费阿拉，欲图倚强凌弱，以多压少，

一举消灭努尔哈赤家族，踏平新兴的建州。不料事与愿违，惨遭失败，建州大

胜。这个布占泰，就是参加了九部联军的乌拉贝勒，曾在古勒山之战被努尔哈

赤部下生擒活捉，乞求饶命。监禁三年释放回国以后，布占泰虽然一方面三娶

努尔哈赤之女为妻，盟誓和好，同时又竭力招兵买马，日夜训练，暗与建州对

抗。明万历三十五年 ( 1607) ，乘建州舒尔哈齐 ( 努尔哈赤之弟) 、褚英、代

善领军护送来归的东海女真时，布占泰突然发兵一万，拦路袭击，又被三千建

州兵打败。虽然一再失败，布占泰仍不甘心，总想除掉建州努尔哈赤这一新兴

势力，便与叶赫金台石、布扬古二贝勒联系，共同对付建州。

因此，不打败布占泰，不灭掉乌拉，努尔哈赤就不得安宁，就不能完成统

一女真各部的伟大事业，也不能壮大军力征讨明国，当然也就谈不上进驻辽东

入主中原了。

可是，这个布占泰，这个乌拉国，与多尔衮的关系又很密切。布占泰是多

尔衮的亲舅爷。多尔衮的母亲乌拉那拉氏，名叫阿巴亥，是乌拉贝勒满泰之

女。满泰死后，布占泰继为乌拉国主，为示报答不杀之恩，明万历二十九年

( 1601) 十二月，将侄女阿巴亥送与努尔哈赤为侧福晋 ( 即侧妃) 。乌拉，是

阿巴亥的娘家，布占泰是阿巴亥之叔，是多尔衮亲舅爷。杀了布占泰，灭了乌

拉，阿巴亥就失去了强大的后盾 ( 如果她不是 “强国”乌拉贝勒之女，就当

不上侧福晋) ，就成了败国之奴，无依孤女，政治地位就一落千丈。在当时子

以母贵的具体条件下，多尔衮也将受到牵连，地位亦将下降。

由此可见，进攻乌拉，对多尔衮，对多尔衮的亲母阿巴亥，就成为一个难

题，既有利 ( 爱新觉罗家族发展了) ，又有弊，而且弊大于利，得不偿失。最

理想的方案是，布占泰率领乌拉部众归顺建州，成为努尔哈赤的 “开国元

勋”，这样一来，阿巴亥、多尔衮就不会失去后方，便可凭此优越条件而不断

高升，努尔哈赤也就排除了统一女真各部的障碍，顺利扩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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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皇天是不会依照阿巴亥愿望来安排一切的。

努尔哈赤及其弟兄子侄也不会听凭阿巴亥的摆布，迁就她个人的私利，牺牲全

家大局，而按兵不动。就在多尔衮出生以后的八十多天里，一场鏖战发生了。

明万历四十一年 ( 1613) 正月十七日，努尔哈赤带领代善、阿敏和额亦

都、费英东、扈尔汉、何和礼、安费扬古五大臣，统兵三万，直奔乌拉，当天

就攻占了孙扎泰、郭多二城。第二日，布占泰贝勒也领军三万，前来迎敌。努

尔哈赤考虑到乌拉是与己“同等的大国”，如同一棵大树难以一下子就能弯曲

砍倒，需用利斧一斧一斧地砍伐，先取其外面的小城、小堡，消灭了村寨，火

焚了粮食以后，再攻取都城。可是代善、阿敏、五大臣和其他领兵的贝勒坚决

反对，要求立即进攻，努尔哈赤才决定披甲上马，下令进军。双方激烈交战。

史书上记载这次恶战说: 两支大军互相射出的箭，“犹如急风卷雪，蜂穿花丛

一样”。努尔哈赤亲自冲杀，大获全胜，杀了一万敌兵，获甲七千副，攻下都

城，停留十日，抢掠人畜，“夺取全部国人”，将归顺的部众编成一万户，带

至建州。数代相传的海西女真“强国”乌拉就这样灭亡了。① 布占泰被迫落荒

而逃，投奔叶赫，寄人篱下，愤怒忧愁，几年以后，凄惨而死。

消息传来，建州兵民，奔走相告，举国大庆。谁也不会去想，在这万民同

欢的日子里，多尔衮的母亲阿巴亥是多么难过，她朝夕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十一年前，这个年方十二，稚气犹存的小姑娘，告别了母亲、家人，离开故

乡，由叔叔布占泰伴送，到了建州，嫁给了一个年长三十一岁的女真国淑勒贝

勒努尔哈赤。虽然上有大福晋富察氏 ( 尊称为滚代皇后) 占据正宫，又有丈

夫的爱妻小福晋叶赫扬吉努贝勒之女孟古格格 ( 皇太极的生母) ，但阿巴亥毕

竟是与建州同等的大国的娇嫩公主 ( 时称格格) ，自然与众不同，蒙受优待，

因而封为侧福晋。现在，故国灭亡了，叔叔布占泰落魄了，母亲从高贵的国母

沦落为阶下囚，阿巴亥也就成为亡国之奴无依孤女，处境急转直下。在这人情

冷暖、世态炎凉的社会里，一个没有娘家的小媳妇，一个怀抱幼婴、手携八岁

孩童 ( 阿济格) 的年轻母亲，怎样在姬妾成群的聪睿恭敬汗宫中生活? 怎样

与大福晋、小福晋相处? 她的两个儿子如何能与权势赫赫的兄长们一起活动?

一句话，怎样才能生存下去，使自己不致打入冷宫，或贬降为婢，娇儿亦不会

三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 1; 《武皇帝实录》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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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欺凌沦落为奴? 难，难，难，做人真难，尤其是帝王家中，做人更难。当

然，局面的如此大变，处境的极端艰难，刚刚来到人间八十多天的无知婴儿多

尔衮，是一点也不明白的，他还是如同往常一样，只知道吃奶、玩耍、啼哭和

吵闹。家破国亡前途渺茫的巨大痛苦，全由其母咬牙忍受，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的艰难重任，仅由阿巴亥一人承担。

说来也难以令人相信，奇迹终于出现了，阿巴亥居然没有受到什么牵连，

仍然高坐侧福晋的玉座，渡过了难以逾越的重重难关，并且还逐渐高升，愈加

得到汗夫的宠爱。原因何在? 也许是努尔哈赤一贯执行的优待降顺女真的政策

在起作用。前有哈达为例。哈达蒙格布禄贝勒，也曾参加了古勒山大战的九部

联军，一再与建州对抗，但明万历二十七年 ( 1599 ) 被努尔哈赤俘虏和杀死

以后，其子乌尔古岱被收为“额驸”，娶汗女莽古济格格为妻，后来当上了后

金国的总兵官，一度成为具体处理军政要务的第一督堂。哈达部的其他贵族大

臣，也多为努尔哈赤委任官职，统军辖民，佐理国政，不少人成为清朝的“开

国元勋”、“佐命功臣”，世袭爵位，岁领厚禄。

在这以后，又有叶赫之例。叶赫从纳林布禄、布寨，到其弟金台石、其子

布扬古贝勒，一直想除掉努尔哈赤，铲平建州。布寨是九部联军的主帅，战败

被杀以后，金台石、布扬古依靠明朝，多次发兵攻打建州。叶赫灭亡后，努尔

哈赤“不念叶赫贝勒以往之罪恶”，将其国贝勒、大臣“尽行收养”，“不论叶

赫国中之善人、恶人，皆全家不动”，编户带回。① 许多叶赫人身居要职，封

授爵位，叶赫贝勒家的那拉氏，成为清朝满洲八大著姓之一。

乌拉灭亡时，也编了一万户民户，归入八旗。阿巴亥的处境依然如故，是

否也是由于与哈达、叶赫一样的原因?

另一方面，可能是阿巴亥本人的才干在起作用。关于阿巴亥的详细情况，

记载太少，难以尽悉，但可以肯定，她是非常聪明的。史书记载说: 她“饶丰

姿”，“有机变”。虽只寥寥六字，却也可以使我们了解到，阿巴亥既是妩媚多

姿的佳人，又是聪明伶俐的才女，当然会想出办法，应付险局，博得汗夫的欢

心，从而稳定了局势，渡过了难关。

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阿巴亥安然无事了，还是丈夫喜爱的福晋。这样

四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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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的地位也就定局了，成为女真国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的爱子，进入了高

贵的“台吉”行列。

随着光阴的流逝，多尔衮一天一天地大了起来。他自幼好学，聪明机智，

喜练骑射，知识越来越多，本领日益高强。不久，更因政治风云的变化，再上

一层楼，从一个幼小台吉，晋为“和硕额真”了。

第二节 “和硕额真”

一、母晋大福晋

( 一) 诸贝勒之誓

天命五年 (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 ) 九月二十八日，后金国发生了一件

震惊八旗官将的重大事件。这一日，在汗宫中，八旗贝勒、大臣济济一堂，正

在等待英明汗宣布一项重要决定。不一会儿，努尔哈赤说话了，让大贝勒代善

和诸贝勒、众大臣对天盟誓，互相和好。代善的誓词如下:

因为我不恪守汗父教导之善言，不听取三位弟弟一位虾阿哥之

言，而听信妻言，以致丧失汗父委托于我指挥之大政，我乃杀掉我之

妻子，手刃我之过恶，日后若仍以是为非，以恶为善，怀抱怨恨和敌

意，我愿受天地谴责，不得善终。

众贝勒的誓词如下:

……今日尔之过恶，为汗父知悉，非徒听信一人之辞，……此

后，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托、济尔哈

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八贝勒为和硕额真，为汗之人，受取八

旗之给与，食其贡献。政务上，汗不得恣意横行。汗承天命执政，任

何一位和硕额真，若欲为恶，扰乱政务，其余七位和硕额真集会议

处，若该辱，则辱之，若该杀，则杀之。勤于政务公正为生之人，即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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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治国之汗出于一己私怨，欲乱行降革，其他七旗之人，对汗可以不

让步。①

代善的誓词，众贝勒的誓词，是后金国十分重要的政治文件，涉及许多重

大问题，这里只就与多尔衮有关的两个问题说说。为什么多尔衮能够当上和硕

额真? 为什么大贝勒代善要杀掉朝夕相处同床共枕的妻子，而且还十分惋惜地

说丧失了汗父委托治政的大权? 二者之间有什么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先说被立为“和硕额真”之事。和硕额真权力之大，地位之高，留待后

面专述，从众贝勒誓词中谈到立为和硕额真的人来看，名为八和硕额真，实为

九人，其中，有努尔哈赤第五子莽古尔泰、第八子皇太极、第十子德格类、第

十二子阿济格、第十四子多尔衮、第十五子多铎，还有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之子

岳托，努尔哈赤之侄阿敏与济尔哈朗。努尔哈赤一共有十六个儿子，在天命五

年九月诸贝勒立誓的时候，皇长子褚英已死，第十六子费扬古还在母亲腹中尚

未出世，余下十四个儿子，只有莽古尔泰等六人被立为和硕额真。为什么阿拜

等其他七个皇子不能进入和硕额真的行列? 是因为他们年龄太小、乳臭未干、

不懂人事吗? 不像。第三子阿拜，第四子汤古代皆生于明万历十三年

( 1585) ，此时已三十五岁。第六子塔拜、第七子阿巴泰同生于明万历十七年

( 1589) ，时三十一岁。第九子巴布泰二十八岁。第十一子巴布海二十七岁。

第十三子赖慕布倒是小孩，才九岁，可是也比多尔衮、多铎大。多尔衮此时刚

八岁，多铎才六岁，若论年岁，他俩肯定是不能立为和硕额真的。查看阿拜等

人生母的情况，观其地位高低，才明白他们未入选的缘故。原来，他们的母亲

出身都不高贵，封号都比较低。努尔哈赤第三子阿拜之母兆佳氏，仅封庶妃

( 当时还无此封号，这是后来追称的) 。汤古代、塔拜之母钮祜禄氏，巴布泰、

巴布海之母嘉穆瑚觉罗氏，赖慕布之母西林觉罗氏，也是庶妃。阿巴泰之母伊

尔根觉罗氏，地位要高一些，称侧妃，即侧福晋，但比立为和硕额真的几位皇

子之母，又要低一些。莽古尔泰与德格类，同为富察氏所生，其母早在万历二

十一年 ( 1593 ) 九部联军来攻之时，已是 “大福晋”，史书尊称为 “滚代皇

后”。皇太极之母叶赫那拉氏，是叶赫贝勒扬吉努之女，甚为汗夫喜爱，被努

六

① 《旧满洲档·昃字档》。此处所引用的《旧满洲档》，系摘译日本冈田英弘教
授用罗马字转写的材料，并参考了冈田所写《清太福晋宗继位考实》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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