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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人物

爱新觉罗塔克世（？－１５８２年），觉昌安第四子，

努尔哈赤的父亲，曾担任建州左卫指挥，１５８２年塔克

世与觉昌安被尼堪外兰害死，后来被尊崇为清显祖宣

皇帝。

尼堪外兰，明朝末年出生在建州部加哈（今新宾

满族自治县上夹河镇附近）地方。尼堪在满语中是汉

人的意思，１５８２年，尼堪外兰害死了努尔哈赤的祖父

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从此与努尔哈赤结仇，后又阻

碍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大业被其刺杀。

皇太极（１５９２－１６４３年），又称为阿巴海，满族，爱

新觉罗氏，努尔哈赤第四子，正白旗，清朝的建立者，

史称清太宗，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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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这个问题困扰了

人们几千年。直至今日，尚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其实，到底谁造就了谁，连上帝也说不清楚，即使说清楚

了，对我们也没有多大意义。对我们有意义的，是当年的

那些在各个领域叱咤风云的巨人们，于谈笑之间，对人类

文明进步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这才是后人享用不尽的

宝贵财富。正是这一股股伟力凝聚而成的合力，改变了

我们现在的生活。

而我们更迫切想要知道的是，他们的力量到底从何

而来？是怎样的成长过程让他们脱颖而出，从而站到了

时代的浪尖上长袖善舞？于是，人们对介绍伟人生平的

传记作品趋之若骛，希望从他们的言行、个性、思维方式

中，参悟到一些成功之道。

正是为了给读者打开这样一扇窗户，编者们经过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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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努力，终于向读者奉献了这套《希望文库》丛书。

本套丛书所写的百位传主，涉及了政治、文化、经济、

军事、科技等领域，编者通过真实可信而又详尽的资料，

既完整地介绍了传主波澜起伏的精彩一生，又不时地通

过深刻的心理描写和独具见解的议论，对传主的性格发

展脉络进行了清晰的梳理。让读者不仅看到扣人心弦的

故事，更从传主在故事中的表现，看到一些成功的端倪。

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常常对传主的坎坷人生唏嘘感

慨，更对他们异乎常人的品质叹服不已，比如他们不达目

标、绝不罢休的坚毅隐忍，比如他们面对机遇，毫不犹豫，

立即采取行动的果敢姿态，以及运筹帷幄、处乱不惊的高

超智慧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我们也真诚希望，读者

朋友们在阅读过程中能得到比编者更大的收获。

当然，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请

朋友们不吝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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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沛流离

距今４４０年前，即明嘉靖三十八年（１５５９年），在

明建州左卫苏克素浒河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西

南赫图阿拉老城），一个女真男孩呱呱坠地了。这个

与其他的婴儿并没有什么两样的男孩，长大成人后干

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成为满族的民族英雄和

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他，就是清王朝的

开创者和奠基人———清太祖努尔哈赤。

女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先秦时期

的肃慎、东汉时期的挹娄、南北朝时期的勿吉，都是女

真人的祖先，到五代时才改称女真。

女真人世世代代劳动、生息在我国东北辽阔的士

地上，据《大明一统志》记载，女真人生活区域东濒日

本海，西接兀良哈（蒙古一部，东界嫩江支流裕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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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邻朝鲜，北至奴尔干北海（今鄂霍茨克海）。明代一

般把女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

部：建州女真居住在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海

西女真分布在松花江流域；野人女真是指居住在建州

女真、海西女真以北、以东的女真各部，大体分布在黑

龙江流域和库页岛等地。

明初，为了经营东北地区，明廷先后设置辽东都

指挥使司（治所在今辽阳）和奴尔干都指挥使司（治所

在黑龙江下游亨滚河口对岸的特林）。都司下分置卫

所，如巡东都司领二十五卫、一百三十八所、二州、一

盟，奴尔干都司领三百八十四卫、二十四所、七站、一

寨。卫所的官员由朝廷委任各族首领担任，授予都

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官职，发给敕书，

让他们各自统管所属人民，并按规定的期限赴京朝贡

述职。正是通过这些卫所的大小官员，明廷有效地对

包括女真人在内的东北地区各族人民进行管理。

努尔哈赤的祖先是元代女真斡朵里、胡里改等部

的后裔，原居牡丹江人松花江江口一带。明洪武年

间，他们为了躲避其他部族的袭扰，相继溯牡丹江南

徙，移居图们江、绥芬河流域。在明廷的招抚下，胡里

改部首领阿哈出于永乐元年（１４０３年）十一月首先归

附，因其住地绥芬河流域为唐代渤海地方政权率宾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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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建州故地，明廷即于其地设

建州卫。其后，建州女真又辗转迁徙，大约于正统年

间在婆猪江（一称佟家江，即今浑江）、浑河支流苏子

河一带定居下来。为便于管辖，明廷先于永乐十年增

设建州左卫，又于正统七年（１４４２年）分设建州右卫。

这样，建州女真就分为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

史称“建州三卫”。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号淑勒贝勒。他的祖父

觉昌安（一称叫场）是苏克素浒河部的一个小首领，有

敕书３０道，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经常率领数十人到

抚顺关马市贸易；父亲塔克世（一称塔失）是建州左卫

指挥。塔克世有三个妻子，正妻是阿古都督的女儿，

姓喜塔喇氏，名额穆齐。喜塔喇氏生有长子努尔哈

赤、三子舒尔哈齐、四子雅尔哈齐和一个女儿。塔克

世另一个妻子李佳氏，生次子穆尔哈齐；继妻纳喇氏，

生五子巴雅喇。

努尔哈赤生在这样一个女真贵族家庭里，童年生

活充满了快乐和幸福，每天不是与小伙伴做游戏，就

是手握榆柳制作的小弓骑马射箭。由于努尔哈赤是

塔克世的长子，又天资聪慧，骑射技艺在同龄人中出

类拔萃，深得父母的欢心。

然而好景不长，努尔哈赤美好的童年生活早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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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在他１０岁的时候，生母喜塔喇氏不幸早逝，

继母纳喇氏心术不正，对他缺少爱心，常常在父亲面

前拨弄是非。遭受丧母之痛的努尔哈赤在家中得不

到温暖与关怀，失去了往日的欢乐。小小的年纪就挑

起了生活的重担，他跟随大人进入深山老林，挖人参，

采集松子、榛子、蘑菇、木耳，再赶到抚顺等地出售。

大约在万历元年（１５７３年），１５岁的努尔哈赤带

着１０岁的弟弟舒尔哈齐离家寄居在外祖父王杲家。

王杲机敏剽悍，通晓东北各少数民族和汉族语言文

字，具有较强的组织才能，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实

力，尽管没有得到明廷的授职，却是建州三卫事实上

的领袖人物，所以有“阿古都督”的称号。努尔哈赤的

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也依附于王杲，成为他的部

将。王杲十分疼爱两个外孙，教他们读书识字，练习

骑射，也让他们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在这里，

努尔哈赤那受伤的心灵总算得到了慰藉。

然而厄运又悄悄地逼临努尔哈赤兄弟。原来王

杲自恃兵强马壮，雄长各部，不断骚扰边境，与明边臣

为敌。觉昌安、塔克世父子曾经跟随王杲扰边作乱，

被明廷边臣骂作“贼首”。不久他们就认识到，长此下

去，终归对自己不利，于是便暗中投靠了明辽东边将，

一心一意地为明朝做事，后来干脆公开地站在了明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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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积极配合官军作战。万历二年十月，觉昌安父

子引导明辽东总兵李成梁部讨伐王杲，王杲退入古勒

寨坚守，明军乘大风时纵火，攻破城寨，残杀寨内１１００
余人。王杲在寨破时慌忙逃出，努尔哈赤兄弟滞留寨

中，双双被俘。李成梁因为没有捉到王杲，大为光火，

即将觉昌安扣作人质，令其子塔克世寻查王杲的踪

迹。努尔哈赤十分清楚自己的险恶处境，所以他见机

行事，一见到骑着高头大马的李成梁，立即跪在地上，

双手紧抱马腿，痛哭流涕，请求赐他一死。李成梁见

努尔哈赤口齿伶俐，聪明可爱，顿生怜悯之心，就把他

和舒尔哈齐都收在帐下。努尔哈赤开始做随军杂役，

有意讨好李成梁，处处事事小心谨慎，不但手脚勤快，

而且谦恭有礼，所以很快就博得李成梁的好感，做了

他的随从，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至于李成梁晋京时也

要努尔哈赤随侍左右。

尽管努尔哈赤受到李成梁的信任和器重，但仇恨

的种子已深深扎根于他心中。在他被俘的第二年，逃

到海西的王杲被哈达部首领王台缚献给李成梁，努尔

哈赤眼看着外祖父被装在囚笼里送往北京处死的情

景，撕心裂肺般的悲痛和满腔的愤恨之情交织在一

起，一个卧薪尝胆为外祖父报仇的念头也在他心头萌

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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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万历五年，努尔哈赤离开李成梁，回到自

己的家乡。继母纳喇氏仍然不能容纳他，调唆塔克世

与儿子分家，但分给他的家产却很少。就在这时，努

尔哈赤与佟氏结了婚。佟家世居辽东，本是汉族，却

已经女真化了。努尔哈赤对父亲和继母已经没有多

少留恋之情，甘愿入赘佟家，改姓了佟。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努尔哈赤一直以佟为姓，起兵之初，在给明朝

的文告中，他也称自己为“佟努尔哈赤”。而佟氏家族

则由于追随努尔哈赤，归入满族，佟氏也就改为佟佳

氏。努尔哈赤婚后，夫妻恩爱，第二年就生了女儿东

果格格，２２岁时又有了儿子褚英，生活中不乏欢声笑

语。但是，夫妻俩却不时为生计所困扰。为了生活，

努尔哈赤曾外出佣工，无工可做时就上山打猎或者采

集山货，带到抚顺、清河、宽甸、叆阳等关市上出售，换

取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

万历八年，努尔哈赤又投到李成梁麾下。这时，努

尔哈赤已经是一个２２岁的小伙子，身高体壮，武艺超

群，勇敢机智，阅历丰富，每有军事行动，总是冲在最前

面，屡立战功，越来越受到李成梁的赏识，后来成为他的

心腹，连军机大事也让努尔哈赤参与筹划。由于这个原

因，努尔哈赤经常出入李成梁的内宅，逐渐与其爱妾产

生了爱恋之情。万历十年九月，隐情暴露，努尔哈赤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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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离开李成梁部，逃往海西。他游走于女真各部，寻求

帮助，终于得到叶赫部首领扬佳努的垂青。扬佳努将爱

女许配给他，又送给他马匹、甲胄等物。后来在叶赫兵

护送下，努尔哈赤回到了建州。

从１０岁到２４岁的十四五年间，努尔哈赤备尝了

生活的艰辛，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对于任何一

个欲有所作为的人来说，艰难困苦不但意味着不幸，

同时也是一笔无价的财富。努尔哈赤正是在磨难中

逐渐成长起来。一方面，苦难磨炼了努尔哈赤的意

志，使他养成了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坚忍

不拔的品格；另一方面，由于勤奋好学，他在社会这所

大学校里，学到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开阔了眼界，增长

了才干。他熟悉蒙古等少数民族的语言和风土人情，

了解辽东各地山川形势、关隘要塞和道里远近。他在

与汉族各阶层人士的交往中，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

掌握了汉语言文字，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从

中学到了诸如吸纳人才、管理军队、用兵作战等知识。

他曾随李成梁到过京师，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

方面情况都有所了解。多年的军旅生涯，不但使他掌

握了军人应当具备的军事技能，而且颇有谋略，成为

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所有这些，都为努尔哈赤日

后大展宏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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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恨起兵

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在人生道路上又遇到了一

件不幸的事情，他的祖、父双双惨死于明军的兵火

之中。

万历初年，女真社会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各种

矛盾复杂尖锐，动荡不安，出现了“各部蜂起，皆称王

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的局

面。明廷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为了防止

因女真的强大而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对女真各部采取

“分而治之”的策略，从而加剧了各部之间的矛盾冲

突。在建州女真诸部中，王杲部势力最强，屡屡犯边，

终于引来了杀身之祸。海西女真各部中，则以哈达部

和叶赫部势力最强。哈达部首领王台因缚献王杲有

功，被明廷封为龙虎将军。王台虽得到明廷支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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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建州女真和海西叶赫部均有积怨。当初王杲逃到

海西想投奔王台，王台却将王杲缚献李成梁。王杲死

后，他的儿子阿台（阿太）、阿海（阿亥）继承父业，分据

古勒寨和莽子寨，与哈达部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与

此同时，叶赫部的清佳努（逞加努）和扬佳努（仰加努）

兄弟也因王台之叔王忠杀害了自己的父亲祝孔革而

欲向哈达部报仇。万历十年，王台死，阿台等乘机联

合叶赫清佳努、扬佳努兄弟进攻哈达部。明廷决定扶

持王台长子虎尔罕，集中兵力重点打击阿台，以根绝

“祸本”。

万历十一年二月，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督率官兵自

抚顺王刚台出兵，分两路讨伐阿台、阿海兄弟。辽阳

副将秦德倚率兵一部，顺利攻克莽子寨，杀阿海。李

成梁亲率主力，在苏克素浒河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

导下，疾驰百余里，直捣古勒寨。由于该寨倚山险修

建，寨墙陡峻，壕堑深广，易守难攻。明军施火攻，急

攻两昼夜，射死阿台，攻破古勒寨。明军大肆屠城，

２２００余居民先后被杀。

在古勒寨之战中，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

塔克世均死于寨内。自从觉昌安、塔克世父子投靠明

朝，特别是在万历二年引导官军攻剿王杲以后，两家

的关系就疏远了。阿台曾将觉昌安拘押至古勒寨，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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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归顺，共同扰边。觉昌安执意不从，因为觉昌安毕

竟是自己妻子的祖父，阿台万般无奈，只得把觉昌安

放回。当得知明军围攻古勒寨时，觉昌安不顾年老体

弱，让儿子塔克世陪同他去营救孙女。经李成梁同

意，塔克世留在外边，觉昌安独自一人进入被明军包

围的古勒寨，去劝说阿台归顺。塔克世在寨外等候多

时，不见父亲出寨，经李成梁允准，也进入寨内。但事

与愿违，阿台不但不听劝告，还把他俩分别关押起来，

结果觉昌安被战火烧死，塔克世则在破城后的混战中

被明军杀死。

噩耗传来，努尔哈赤异常悲愤，想到祖、父一贯忠

于朝廷却落得如此下场，他按捺不住满腔怒火，找到

明朝边关将吏理论，“我祖、我父无罪，为什么被杀？”

明边将自知理屈，声明实系“误杀”，绝非有意加害。

为了安抚努尔哈赤，送还尸首的同时，给敕书３０道，马

３０匹，又给了都督敕书，还让他升任建州左卫都指挥

使。明廷的安抚和封赏并没有抹去努尔哈赤心中的

仇恨，但因暂时无力与明朝对抗，努尔哈赤便把一腔

怒火都倾泻到尼堪外兰身上。他对明朝边官说：“我

祖、父被杀，实际上是尼堪外兰唆使的结果，只要将尼

堪外兰交给我，为我祖、父报了仇，我就心甘了。”明朝

边官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威胁说：“事情已经处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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