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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 尔 哈 赤

1.遗甲十三副，起兵打天下

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①，女真贵族家庭出身。他青年时代，

祖父觉昌安任明朝女真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父亲塔克世是觉昌安的

第四子，任女真建州左卫指挥使。他本人也在建州卫当兵，后被俘没

入明军辽东总兵李成梁部②。努尔哈赤年轻时勤于接触汉人，爱学汉

文典籍，尤喜读兵书。但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一

是外祖父王杲被明廷处死，二是祖父、父亲同时被明军“误杀”。

努尔哈赤外祖父王杲，原为明朝女真建州右卫都指挥使，屡犯

明边。先后杀死明军指挥、把总数十人。明隆庆六年（公元 1572

年），其部属三十余人投降明朝，王杲屡次向明廷索要。这些人遣返

肯定会被王杲处死，明廷拒绝遣返。明万历二年（公元 1574年），王

杲为了报复，诱杀抚顺备御裴承祖等朝廷命官。明军辽东总兵李成

梁率六万骑前往镇压，王杲失败。次年，王杲藏身于阿哈纳寨，再次

① 《清史稿·太祖本纪》努尔哈赤译为“努尔哈展”。

② 努尔哈赤年轻时，究竟是从军来到明军辽东总兵李成梁部，还是被俘后没入李

成梁家为杂役？有三种说法：一说，《中国军事通史》载：“青年时期，努尔哈赤

投军于明辽东总兵李成梁部。”二说，《清史稿·太祖本纪》载：努尔哈赤祖父和

父亲同时被害后，“太祖及弟舒尔哈齐没于兵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

三说，《清代通史》引用《通纪辑要》资料载：当时努尔哈赤与其弟同时被俘，被

留在李成梁家当杂役，努尔哈赤装得很殷勤，“以自媚于成梁”，终于骗得李成梁

信任，命其复领祖父、父亲留下的“残众”（《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页）。从后

两种说法看，努尔哈赤被俘后被没入李成梁家当杂役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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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犯明边，被明军俘获，押送京师处斩（《清史稿·王杲传》）。

王杲被杀，激化了明朝与建州女真的矛盾，王杲的儿子阿台屡

犯辽沈。阿台是努尔哈赤的舅舅，明军前来镇压阿台，导致努尔哈

赤祖父和父亲被“误杀”。在这起“误杀”事件中，夹杂着女真内部的

矛盾冲突。明万历十一年（公元 1583年），女真苏克素护河部（苏克

苏浒部）图伦城城主尼堪外兰，暗中勾结明军辽东总兵李成梁前来

进攻阿台。李成梁授予尼堪外兰兵符，让他率领辽阳、广宁明军去

攻打阿台所在的古哷山寨（也称古埒城，地点失考）。努尔哈赤祖父

觉昌安担心孙女——阿台的妻子（努尔哈赤的舅母，同时又是他伯

父的女儿、他的堂姐）被害，就同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一同去救援。

觉昌安让塔克世在城外等着，他独自进城，“欲携孙女归，阿台不

从”。塔克世久等不见父亲和侄女出来，进城去看个究竟。由于古

哷城傍山而建，阿台守得顽强，尼堪外兰久攻不克。李成梁斥责尼

堪外兰“起衅败军”之罪，尼堪外兰惧怕，表示愿意亲往招抚。尼堪

外兰向城内大喊道，官军既然来了，不能空手而还，谁能把阿台杀

了，官军就任命谁当城主。“城中人信其言，遂杀阿台以降”。李成梁

“诱城中人出而屠之”，尼堪外兰又挑拨明军把觉昌安、塔克世父子

杀了。其实，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早于“嘉靖三十八九年即通款

于明”，是明军的“内线”。这一次，觉昌安不仅是为了去救孙女，他

和儿子也是去为李成梁部当向导、并去劝降阿台的。可是阿台拒绝

投降，于是双方交火，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亦死于火”，父亲塔克世

“为明军所杀”（萧一山著《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2页）①。

当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血气方刚，祖父、父亲同时被杀，他激愤

无比，诘问明军为何“滥杀”？明军无法回答，只把他父亲的尸体、从他

① 萧一山著《清代通史》（五卷本），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华书局曾出版过影印本，

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简体字横排本。本书引用的是华东

本。作者萧一山（1802—1978），江苏铜山人，清史学者。1924年毕业于北京

大学，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48年去台湾。《清代通史》

从他在北大上学期间就着手撰写，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版时，孙中山为之题签

书名，梁启超、李大钊等人为之作序。初版后几十年间，新史料不断发现，作

者不断订正错讹，并新增内容几十万字。由于《清史稿》卷帙浩繁，使用不

便，故《清代通史》出版后广受重视。本书优点是史料丰富，史事覆盖面宽，

但叙事条理不甚清晰，某些评论性文字也显偏颇，语言风格不够晓畅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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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抄获的赐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退还给他，并任命他接替父亲的指

挥使职务。努尔哈赤要求明军把害死他祖父和父亲的罪魁祸首尼堪

外兰交给他，明军表示办不到，并威胁他说，你再提过分要求，朝廷就将

为尼堪外兰筑城来统治你们。女真人信以为真，宁古塔（今黑龙江海

林西南）诸贝勒子孙，包括努尔哈赤家族的堂兄弟和他们的儿辈们，都

反对努尔哈赤，“而媚尼堪外兰”。尼堪外兰乘机来招降努尔哈赤，努尔

哈赤愤怒回答道：“尔，吾父部下人也，搆明兵，害我祖、父，恨不能手刃

汝！”努尔哈赤家中突遭如此重大的打击和变故，对他的刺激可想而

知。他在回家途中“遇额亦都，以其徒九人从”（《清史稿·太祖本纪》）。

当年五月，努尔哈赤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攻尼堪外兰”

（《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页）。努尔哈赤起兵的资本就是“遗甲十三

副”、“徒九人”。英雄伟业，从此开始。

2.统一女真各部

建立清朝的满族，同此前建立金国的女真族，既有联系，又有区

别。真正的女真族建立金国后已南迁，多与汉人杂居，渐渐与汉人

融合。而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山林和河滨地区，还散居着许多

属于女真族系的、更原始的氏族、部落，受金国统治。

元朝时，在混同江①南北建立了五个军民合一的万户府：桃温、

胡里改、斡朵怜、斡脱怜、孛苦江，分领当地军民。

明朝的女真：

明永乐年间，开始在辽东建立卫所，管治当地女真人。这一时

期女真的大体分布为三大部分：

一、建州女真。主要分布在浑河、苏子河上游（今辽宁新宾满族

自治县境内）。共有五部：苏克苏浒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哲

① 混同江：古代所指不一。辽、金指今吉林、黑龙江二省境内之松花江；《大明一统

志》指今黑龙江省东部之牡丹江；明《寰宇通志》、《辽东志》指今黑龙江省境内之

黑龙江（见《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混同江》）。清代指今吉林境内之黑龙江，即现

黑龙江下游。清初黑龙江以北大片土地尚属中国，行政区划与现在不同。黑龙

江省在西，黑龙江在该省中部，南岸与北岸地幅差不多大小；吉林省在东，黑龙江

下游属吉林省，该省区划北部直到鄂霍次克海（北海），包括库页岛等（见《中国历

史地图集·清时期一》）。此处所说混同江，应指今黑龙江省境内之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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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部。另有长白山三个分支：讷殷部、鸭绿江部、珠舍哩部。明永乐

元年（公元1403年）在凤州（治今吉林公主岭北）置建州卫，以猛哥帖

木儿（努尔哈赤先祖）为建州卫都指挥使。后来又增设了建州左卫、

建州右卫，合称建州三卫。

二、海西女真。主要分布在松花江流域，东邻建州女真，西接漠

南蒙古各部。海西女真共四部：叶赫部①、乌拉部、辉发部、哈达部。

海西女真又称扈伦四部，叶赫部以四部首领自居。明永乐元年（公

元 1403年）向明朝入贡，明朝在此设立兀者卫。以后又增设了塔山

卫、塔木鲁卫。

三、野人女真。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中下游至库页岛等地，分

布着更为原始的部落，明朝泛称他们为野人女真。明永乐元年，朝

廷派遣使者邢枢、张斌等至奴儿干（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黑龙江口附近地区），招抚各部落。第二年在该地区设立奴儿干

卫。明永乐七年（公元 1409年），明朝在此设立奴儿干都司，以东宁

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率领辽东兵

二百人管治该地区。

明朝对女真各部落、氏族首领分别授予都督、指挥使、千户、百

户、镇抚等职，给予敕书和印信，以示授权统领各自部落。后来，建

州女真成为最早向外掳掠扩张的势力，“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

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

辑第30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统一建州女真：

明万历十一年（公元 1583年），努尔哈赤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

兵，首先向挑唆明军错杀父祖的尼堪外兰发动进攻。尼堪外兰逃离

图伦城，逃往嘉班城寨。努尔哈赤进攻嘉班，尼堪外兰又逃往鄂勒

浑城，努尔哈赤立即追到鄂勒浑城，不仅杀死了尼堪外兰，而且兼并

了以他为城主（首领）的苏克苏浒部。

努尔哈赤对建州各部采取“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两手策

① 叶赫部：海西女真四部之一，但叶赫部是蒙古族，其始祖姓土默特，因居璋纳

喇地，改姓纳喇（那拉）。后金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为努尔哈赤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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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至明万历十六年（公元 1588年），他成功地统一了建州女真五部

（建州三卫），“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清入关前史料

选辑》第一辑第301—306页）。

第二阶段，统一海西女真：

努尔哈赤对建州女真各部取得节节胜利，引起海西女真各部贝勒

恐慌。以海西女真四部首领自居的叶赫曾派人向努尔哈赤施压，向他

索要土地，令他归顺叶赫，结果遭到努尔哈赤无情的嘲笑和坚决回击。

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 1593年）九月，海西女真叶赫部贝勒布

寨、纳林布禄，纠集海西女真四部，长白山女真珠舍哩部和讷殷部，

以及漠南蒙古科尔沁部、锡伯部和瓜尔佳部，组成九部军事联盟，兵

分三路，向努尔哈赤发动进攻。努尔哈赤拥有兵力一万五千人，九

部联军兵力三万人。努尔哈赤以寡击众，毫不慌乱，首先派人侦察

情况，然后对部将分析形势说：“来兵部长甚多，杂乱不一，谅此乌合

之众，退缩不前”，“伤其一二头目，彼兵必走”，“我虽兵少，并力一

战，可必胜矣”（《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16页）。

古勒山之战：

努尔哈赤选择地形比较有利的古勒山（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上

夹河乡胜利村）布阵，道旁伏兵、山崖备石，严阵以待。叶赫部贝勒布寨

领兵冲在最前面，努尔哈赤一声令下，布寨被一箭射死，叶赫部顿时大

乱。努尔哈赤下令对叶赫部穷追猛打，并擒获了乌拉部贝勒布占泰。

其他各部争相溃败而逃。这一仗，成为统一女真各部的关键之战。

乌拉部贝勒布占泰三年后获释，但他并不死心，又在暗中勾结

海西女真叶赫、辉发和蒙古几部谋划报复努尔哈赤。明万历三十五

年（公元 1607年），努尔哈赤派遣舒尔哈齐和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前

去征讨野人女真，途中遭到布占泰袭击，发生了乌碣岩之战。努尔

哈赤察觉布占泰已成为海西女真乌拉部新的头目，下决心除掉他。

四十一年，努尔哈赤亲率三万大军征讨乌拉部，攻克乌拉城（今吉林

永吉北乌拉街满族镇），布占泰逃往叶赫部，乌拉部灭亡。以后又经

过几次战斗，四十七年，努尔哈赤统一了海西女真各部。

第三阶段，征服野人女真：

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努尔哈赤派遣长子褚英率领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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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攻属于野人女真的东海女真，攻占了二十多个村屯。到明万历

四十三年（公元 1615年），努尔哈赤基本征服了东海女真，取代明朝

对东海女真实施管辖。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多年准备的基础上，

出兵征服了库页岛附近的一些小岛，黑龙江野人女真相继归附。

努尔哈赤从明万历十一年至四十七年（公元 1583—1619 年），

三十六年奋战不息，终于统一了建州、海西和野人女真各部，“诸部

始合为一”（《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58页）。

3.建立后金政权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为他建立后金政权奠定了基础。他

为筹建后金政权办成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创建八旗制度。“旗”是建制单位，最早记载出现在明万

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古勒山战役（努尔哈赤攻打海西女真纠集

的九部联军）。努尔哈赤创立的八旗制度，开始属于奴隶制社会的

兵民合一制度，后来发展为军、政、民合一制度，以军为先。

第二件，创制满文。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命

额尔德尼和噶盖两人借用蒙文字母，按女真语音，拼读成句，称为“无

圈点满文”或“老满文”。文字的创造，不仅是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重

要标志，而且是推动一个民族走向更大发展进步的最重要的工具。

第三件，筑王城。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后，就在费阿拉（今辽

宁新宾满族自治县西南）筑城称王，但名义上仍属明朝建州左卫。

征服长白山三部后，于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迁都至赫图阿

拉（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老城）。

努尔哈赤在完成统一女真各部之前，表面上一直向明朝称臣纳

贡。当他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之后，便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

1616年）正月初一，在赫图阿拉正式称汗登基，建立了大金政权，史

称后金。

努尔哈赤登基称汗的场面，《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中华书

局影印本，十卷本）是这样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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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辰（后金天命元年，明万历四十四年）春正月，壬申朔。

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及八旗贝勒大臣率群臣

集殿前、分八旗序立。上升殿、登御座。众贝勒大臣率群臣

跪。八大臣出班跪进表章。近侍侍卫阿敦巴克什额尔德尼接

表，额尔德尼跪上前宣读表文，尊上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于

是上乃降御座焚香告天。率贝勒诸臣行三跪九叩首礼。上复

谨御座，众贝勒大臣各率本旗行庆贺礼。建元天命，以是年为

天命元年。时上年五十有八。

这是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改过的官修本，多了许多美誉之

词。据成书更早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故宫博物院排印本，

四卷本）记载，文字要简练得多。

4.八旗兵

努尔哈赤创立的八旗制，来源于女真人原始的牛录制。牛录，

即基层小头目。女真人出兵校猎时，以族居村屯为单位出动，各村

屯出十人为一组，每组出一人为“大箭”，率领另外九人，“令毋离队

越次”，这位小头目称“牛录额真”，牛录即“大箭”，额真即“主”。随

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人众大量增加，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

1601年），“努尔哈赤始编三百人为一牛录”。不久，牛录额真改称牛

录章京（佐领），每五牛录章京之上又设一位甲喇章京（参领）。随后

又在每五甲喇章京之上设一固山额真（都统）；每固山额真配备左右

两名梅勒额真（副都统）。这样，就形成了每三百人设一佐领，五佐

领设一参领，五参领设一都统，每都统设副都统二，领兵七千五百

人，为一旗。这是八旗兵制的纵向组织系统。

八旗兵制的横向组织，就是把以牛录制为基础的军事组织，分

编成八个兵团，以旗帜为标识。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 1606年）设

黄、白、红、蓝四旗。至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 1615年），后金随着军

队数目增加，又增设四旗。仍以原四旗为底色，各镶一条边，即为镶

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编制序列为：正黄、镶黄、正白、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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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共八旗。以后又增设蒙八旗、汉八旗①。

每旗设总管大臣（即固山额真、都统）一人、佐管大臣（即梅勒额真、

副都统）二人。中下层仍由甲喇、牛录掌部属。由于清兵入关前女

真族仍处于奴隶社会阶段，各旗所属官兵对旗主属于人身依附关

系，下级对上级自称“奴才”。

八旗兵军服，坚甲为铁甲，轻甲为棉甲。铁甲以缎或木棉做衣

裳，以一寸四分至二寸的薄锻铁片连缀成衣里，可防箭矢锐器。轻

甲衣里没有铁片，但分不同阶别样式，以便于战场识别上下级关系

（《清代通史》第一卷第56—57页）。

八旗兵已有初步的军规军纪，后来逐步完善。如行军之法，地

广时八旗分为八路行进；地狭时八旗分为一路行进；八旗军士不得

混杂穿插，士兵禁止喧嚣，等等。

努尔哈赤重视研究兵法，他强调“不劳己，不顿兵，智巧谋略为

贵”。攻城时，强调“视其可拔则进攻之，否则勿攻，若攻之不克而

退，反损名矣”。八旗兵的列阵原则，披坚甲执长矛大刀者，为前锋；

披轻甲善射者，从后冲锋；精兵立马他处，相机接应。八旗兵战阵，

“死兵（敢死队）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敢死队）披重甲，骑双马，冲

前，前虽死而后复前，莫敢退，退则锐兵从后杀之”。八旗兵冲击明

军时，明军以弓矢急骤射击也很难抵挡（《明实录》万历四十八年正

月熊廷弼疏）。

由于八旗兵组织系统严密，军规军纪严格，已完全不同于女真

人原始状态下作战的散漫冲击，因而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5.萨尔浒战役

随着努尔哈赤实力不断增强，明军错杀他父祖之仇，他渐渐压

抑不住，时时想爆发。

① 皇太极时期，随着军队不断扩编，又增设了“蒙八旗”、“汉八旗”。满、蒙、汉

各编八旗，共二十四旗。后金皇太极天聪九年（公元 1635年），分设蒙古八

旗，兵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人；大清皇太极崇德七年（公元 1642年），分设汉军

八旗，兵两万四千零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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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事件：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前后，边境上又连续发生了以下事件：

（一）由于双方边境沿线军民争执一直不断，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

1608年），努尔哈赤与明辽东副将及抚顺备御订立盟约称：“敢有窃

逾者，无论汉人、女真，见之杀无赦，若见而不杀，殃及不杀之人”，并

将此盟约“建碑于沿边诸地”。这是一个过于简单、生硬，十分原始

的处事方式，其结果不仅杜绝不了越境事件，反而极易促使矛盾激

化。更何况，女真是明朝藩属，怎能同努尔哈赤订立这样的盟约？

可见明末边疆大员处事能力之低下。（二）当时海西女真叶赫部尚未

被努尔哈赤征服，明辽东军派炮兵帮助叶赫部守卫，以牵制努尔哈

赤。努尔哈赤当然极为不满，投书明军抚顺游击李永芳交涉，未

果。（三）由于此事，努尔哈赤停止对明朝进贡蜂蜜。明万历四十二

年（公元 1614年），明辽东巡抚都御史郭光复刚到任，干了一件很不

得体的事。他派辽阳材官萧伯芝（萧子玉），冒充都督，“盛具仗仪”，

前往建州，扬言天朝来使，如不郊迎，将责问无礼之罪。努尔哈赤与

属囊鞬“迎道左，供具甚丰腆”，萧伯芝大喜，“相与甚欢”。萧伯芝

问，为何停止进贡蜂蜜？努尔哈赤从容回答说，女真人的蜂蜜等于

中原人的五谷口粮，本部五年来花疏蜜少，无蜜可贡。等来年春枝

花满，蜂蜜收成好了，将恢复纳贡。临别时，努尔哈赤送了不少东西

给萧伯芝，并骑马送他。在马背上，努尔哈赤拍拍萧伯芝的肩，笑着

说：“汝是辽阳无赖萧子玉也，安得伪称都督，来我郊境？我非不能

杀汝，顾不忍贻大国之羞耳!为我致意巡抚，后毋再作诈事！”没落朝

廷养了一些荒唐官，办出这等荒唐事，磊落大方的反倒是努尔哈赤。

（四）明朝边民每年到了一定季节，都会越界去采挖人参、采集山珍、

伐木、采矿等等。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 1616年），即努尔哈赤建立

后金政权的天命元年，他下令后金大臣扈尔汉执杀越界盗采者五十

余人。努尔哈赤派遣纲古哩、方吉纳去见明朝广宁巡抚李维翰说明

此事。李维翰把纲古哩、方吉纳二人及随从九人都抓了起来，遣使

去给努尔哈赤回话：“吾民出边，宜解还，何遽杀也？”努尔哈赤强调

按以前刻碑盟约行事；李维翰则强调必须交出杀人凶手抵罪，否则

这事完不了。努尔哈赤无奈之下，只得把抓获的叶赫兵十人押至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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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杀掉；李维翰才将被扣之人放回。从此，双方对立情绪越来越大

（《清代通史》第一卷第73页）。

明末，朝政腐败，起义四起，灾荒连年，国库空虚。明军上层吃

空饷现象十分严重，辽东军编制员额十多万，实际只有三四万。边

备不修，兵员不训，将领不和，士气低落，难以为战。

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

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 1618年）正月十六日，努

尔哈赤召集诸贝勒讨论兴兵伐明之事。议毕，努尔哈赤说：“今岁必

征明矣。”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誓师伐明，以“七大恨”控

诉对明朝的仇恨，激发后金军队斗志。他所说的“七大恨”各种史书

记载不尽一致，主要内容如下：（一）我祖宗与南朝守边进贡，忠顺已

久，忽于万历年间将我二祖无罪加诛，恨一也！（二）我与北关（海西女

真），同是外番。北关九部联兵攻我，南朝袖手坐视；北关进入南朝大

肆掳掠，南朝毫不加罪，恨二也！（三）南朝启衅，我欲修好，刻碑盟约，

越境者斩。南朝违约，责我擅杀，挟取十夷偿命，恨三也！（四）建州与

北关，同是属夷，缘何卫彼拒我，良可伤心，恨四也！（五）明越境以兵

助叶赫，使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五也！（六）些河、三岔、抚安三

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收获，逼令远退三十里，

使我部无居无食，恨六也！（七）我国素顺，并不曾稍倪不轨，忽遣备御

萧伯芝，蟒衣玉带，大作威福，百般欺辱，恨七也！“怀此七恨，莫可告

诉，辽东上司，既已尊若神明，万历皇帝，复如隔于天渊，踌蹰徘徊，无

计可施，于是告天兴师”（参见《清代通史》第一卷第73—74页）。

抚顺、清河之战：

抚顺、清河之战，是萨尔浒战役的前哨战。努尔哈赤进攻的第

一个目标是抚顺。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四

月，后金兵分两路发动进攻：左翼四旗攻取抚顺以西的东州、玛哈丹

等城堡寨子；右翼四旗由努尔哈赤亲率进攻抚顺。抚顺是建州女真

与明朝互市地点，后金派先遣队五十人假扮成商人迅速接近抚顺，

送信给明抚顺守将李永芳，威胁利诱，劝其投降。李永芳得信后“冠

带立城上”，下令士兵准备守城战具，但心中已经发虚。后金兵开始

搭云梯攻城，李永芳立即剃发投降（八旗兵作战条规规定，投降者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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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剃发）。努尔哈赤马上允诺把第七子阿巴泰的女儿嫁给他，授予

他总兵头衔，命他“统辖降众”。于是抚顺、东州、玛哈丹三城沿边五

百多台、塞、堡，均被努尔哈赤攻克，他留下四千士兵捣毁抚顺城而

去。明广宁巡抚李维翰“贪而寡谋”，急令广宁总兵张承允①赴援，张

承允仓促分兵五路驰援抚顺。后金兵佯退，将张承允诱入伏击圈，

以万骑合击，明军将领张承允、颇相廷、蒲世芳、梁汝贵等均战死，明

军全军覆没。努尔哈赤缴获明军战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兵仗器械

无数。五月，后金兵攻克抚安、三岔、白家冲三堡，把存粮全部运

走。广宁巡抚李维翰遣使与后金“修好”，索还俘虏。努尔哈赤不

允，言和未成。六月②，后金兵攻开原。七月，后金兵入鸦鹘关（今辽

宁新宾满族自治县西南三道关），攻清河堡（今辽宁本溪满族自治县

东北清河城镇）。清河堡在山岩中，号称天险，“副将邹储贤，以兵一

万固守”，后金兵冒矢石攻克清河堡，邹储贤与一万兵被全部歼灭

（《明史纪事本末》第四册第1409—1411页）。

萨尔浒战役：

抚顺、清河之败，明朝上下震动。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 1618

年）四月，朝廷起用废将李如柏③统摄辽东之兵，以兵部侍郎杨镐任

辽东经略。朝廷从各处调兵增援辽东，至四十七年二月，已有九万

多明军云集辽阳（号称二十万）。兵分四路向后金进攻：

一、杜松（山海关总兵）率都司刘遇节等从抚顺关出塞，经辽阳

攻其西；

二、马林（开原铁岭总兵）率游击麻岩、丁碧等从靖安堡出塞，经

开原、铁岭，及都司窦永澄督北关之众攻其北；

三、李如柏（辽东总兵）率参将贺世贤等从鸦鹘关出塞，向清河

堡攻其南；

① 《明史纪事本末》为张承允，《清代通史》为张承荫，《中国军事通史》据《明神

宗实录》为张承胤，实为同一人。

② 此处《清代通史》将五月、六月错印成“五日”、“六日”，致使前后战事无法贯

通（见《清代通史》第一卷第75页）。

③ 李如柏（？—1620）：前辽总兵李成梁次子。朝鲜之役，随兄李如松赴朝作

战，收复开城。以疾家居二十余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萨尔浒

战役中重新起用。

努

尔

哈

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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