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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清

以
史为鉴，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可以把握中国社

会治乱兴替的内在规律，洞悉修齐治平的永恒智慧。

然而，中华上下五千年，人物事件众多，神话与传说并存，

正史与野史交错，头绪繁多，内容庞杂。方方面面的内容

如果未经梳理就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往往会使读者一头

雾水。除了典籍和史料所承载的历史之外，文物、遗址、古

迹、艺术作品等，也同样反映着历史的真实。如何把这些东

西有机地组织在一起，让广大青少年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历

史，进而洞悉历史的真实和智慧，无疑成为编辑出版《中国

通史》（少年彩图版）一书的缘起。

《中国通史》（少年彩图版）按照不同的历史分期，通

过科学的体例、模式来整合讲述中国历史。全书以历史编年

为经，以各个时代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为

纬，经纬交织，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中外交往、艺

术、思想、科技、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全书共分10卷，

精心选取了600余则故事，2000余幅图片，生动、真实、客

观、全面地再现了中国历史的精彩瞬间和丰富内涵。

每一个故事都蕴含了或高亢激昂或哀婉悲壮的场景，

不断唤起人们内心尘封已久的记忆，促使人们与中国历史

再次进行亲密接触，深入探寻历史中所蕴藏的民族智慧和

民族精神。正文中随机穿插的花絮、专题和附录，有机

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知识信息更为密集，从而营造

出一种全息的知识镜像。通过文字，可以感受历史镜像；

而通过图片，则可以直观解读历史。图片与文字相得益

彰，全景式再现五千年文明的华美画卷，展现中国历史

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使广大青少年读者深刻感

受中国文化的底蕴，从而产生思想上的震撼和启发……



目
录

⊙天下第一廉吏/46

⊙雅克萨之战/48

⊙落第才子的鬼狐世界/50

⊙康熙帝南巡/52

⊙三征噶尔丹/56

⊙雍正帝改革/60

⊙《大义觉迷录》/64

⊙乾隆大帝/66

⊙郑板桥当县官/68

⊙吴敬梓和《儒林外史》/70

⊙赊酒食粥著《红楼梦》/72

⊙土尔扈特回归祖国/74

⊙乾隆帝六下江南/78

⊙编纂《四库全书》/80

⊙马戛尔尼来华/84

⊙大贪官和 /86

⊙专题：清朝妇女服饰/24

⊙明末清初三先生/26

⊙达赖五世进京朝觐/28

⊙科场舞弊案/30

⊙郑成功收复台湾/32

⊙少年康熙智擒鳌拜/36

⊙历法之争/38

⊙三藩之乱/42

⊙统一台湾/44

⊙努尔哈赤建后金/8

⊙萨尔浒之战/10

⊙皇太极建清/12

⊙福临登基/14

⊙吴三桂开关引清兵/18

⊙定鼎北京/20

⊙李自成败死九宫山/2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虎门销烟惊中外/90

⊙三元里抗英/92

⊙金田起义/94

⊙农民军构想的理想国/96

⊙曾国藩屡败屡战/98

⊙天京事变/100

⊙火烧圆明园/104

⊙专题：皇宫与皇家园林/106

⊙垂帘听政/108

⊙洪仁 与《资政新篇》/110

⊙李鸿章创办兵工厂/112

⊙红顶商人胡雪岩/114

⊙福州船政局/116

⊙左宗棠收复新疆/118

⊙天津教案/120

⊙镇南关大捷/122

⊙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124

⊙张之洞与汉阳铁厂/126

⊙爱国诗人黄遵宪/128

⊙中日甲午战争/130

⊙《马关条约》割台湾/132

⊙严复和《天演论》/134

⊙公车上书/136

⊙百日维新/138

⊙光绪帝被囚瀛台/140

⊙义和团廊坊大捷/142

⊙八国联军进北京/144

⊙张謇实业救国/146

⊙詹天佑和京张铁路/148

⊙孙中山成立同盟会/150

⊙鉴湖女侠秋瑾/153

⊙五大臣出洋/155

⊙武昌起义/157

⊙帝王世系表/159



清
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由满族贵族建立。1616年，努尔哈赤

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推翻明

朝统治，明崇祯帝自杀。清军乘机入关打败农民军，同年，多尔衮迎福临（即

顺治帝）入关，定都北京。清廷先后镇压了各地的农民起义和南明抗清武装，

逐步统一全国。

清初为缓和阶级矛盾，实行奖励垦荒、减

免捐税的政策，内地和边疆的社会经济都有所发

展。至18世纪中叶，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

峰，史称“康雍乾盛世”。于是中央集权

专制体制更加严密，国力强大，秩序稳

定，清朝人口至18世纪后期，已达到3

亿左右。康熙年间，统一了台湾，并

与俄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

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乾隆年间，

平定准噶尔、回部，统一了新疆。

这不仅一举解决了中国历史上游牧

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旷日持久的冲

突，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发展

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交通，

巩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增强了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清朝版图最大时达1200多万平方公里，疆域西起巴尔

喀什湖和葱岭，东北至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东至海，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

屿，南起南海诸岛，西南到广西、云南、西藏，包括达拉克，北至漠北和外兴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 成崇德教授

公元1644年～公元1911年



安岭。在文化上，康乾时期编纂了几部集大成之作，像《古

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对清理和总结中国历史文

化遗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清朝尽管取得了这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它的发

展并未逾越中国传统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轨道。经济

上，仍然以农立国；文化思想上，提

倡封建纲常礼教，屡兴文字狱；对外

关系上长期闭关自守，盲目自大。因

此，与同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

展的形势相比，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所取

得的这些成就则相形见绌，中国已落后

于世界发展的先进潮流，并且正在拉开

越来越大的距离。

清中叶以后，由于承平日久，各种社

会矛盾日益暴露，反清斗争接连不断，其中

历时九载的白莲教起义结束了清朝的全盛时期。

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此后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清廷与侵略者分别缔结了一系列

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损害，满族失去了早期那种积极进取、富有朝气的精神，

政治腐败，思想僵化，懦弱自卑，步履蹒跚地进入了它的衰落时期。人民负担

更为沉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由此而爆发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运动，如太平

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等。为挽救自身命运，统治阶级内部亦进行了一些改革活

动，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

变革，使中国走上富强独立的道路，但皆以失败而

告终。无数的仁人志士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浴血奋

战，前仆后继。爱国主义的浪潮，在中国近代史

上汹涌澎湃，空前高涨。1911年，辛亥革命爆

发，清朝被推翻，从此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

封建帝制，中国历史翻开了一个崭新的篇章。清

朝自入关后，共历10帝，2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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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度的形成

女真人早在原始社会氏族制度时

期，就存在着一种叫“牛录”（箭的意

思）的组织。出猎或行军时，参加者按

族寨（满语称为“嘎山”）结合，10人

为一“牛录”。“牛录”作为一种临时

的组织，出行则合，归寨则散。这既是

当时女真部落涣散条件下的产物，又反

过来延续了女真族的分裂。 

在统一女真各部的军事行动中，努

尔哈赤把不断合并的诸申、伊尔根（自

由民）编入“牛录”，并把它加以扩

大。规定300人为一牛录，每一牛录设

置一名牛录额真 （主的意思，汉译为

“佐领”）；5个牛录组成一“甲喇”

（汉义“世、代”的意思，汉译为“参

领”）；5个甲喇组成一“固山”。每

固山以1旗为标志，所以固山为旗，固

山额真就是旗主（汉译为“都统”）。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

哈赤正式建立黄、白、红、蓝四旗。万

历四十三年（1615）又增设镶边的黄、

白、红、蓝四旗，这样就形成了满洲正

努尔哈赤建后金
时间：1583～1616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创建了八旗制度，主

持创建了女真文字，建立了“后金”政权。

01

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

镶红、镶蓝八旗。八旗之间，各树己

帜，互不统属；努尔哈赤为八旗最高统

帅，亲领正黄、镶黄两旗，其他六旗由

努尔哈赤的子弟掌领。

八旗制度不仅是军事制度，还兼有

征赋、服役的职能。后金国筑造城寨、

运输物资等力役，都按旗分派各牛录人

丁担任。官用谷粮、战时急需的战马和

舟船，也由各牛录备办。同时，八旗制

又是后金进入辽沈之前特殊的政权组织

形式。八旗的各级额真既要执行汗的命

令，派人夫屯田服役，统率士兵作战，

又要尊奉汗谕，统辖下属人员。

八旗壮丁平时耕猎放牧，战时披

甲出征。努尔哈赤、皇太极平素重视军

队操练，严格军纪，屡颁军令，奖勇惩

懦，经常举行操练和检阅，还以身作

则，奋勇冲杀。在君汗的激励和带动

下，八旗军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屡败

强敌、所向披靡的劲旅，先后大败明兵

于萨尔浒、平阳桥、松山，多次入关，

千里突袭，直抵北京城下，为进取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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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奠定了坚实基础。

创建满文

长期以来，女真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只好讲女真语，写蒙古

文，这日益成为女真社会发展的一个障碍。努尔哈赤遂倡议并主持创

制了满文。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努尔哈赤令当时最有学问的

额尔德尼和噶盖参照蒙文字母，结合女真语音，拼读成句，创制出了

满文。这种草创的满文，没有圈点，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

“老满文”。从此，满族有了自己的拼音文字。满文制成后，努尔哈

赤下令在统一的女真地区推行，成为维系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精神纽

带。后金建立后，统治者用满文大量翻译汉文典籍，大力汲取汉文

化，特别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经验，加速了后金政权的封建化，促

进了满族文化的进步。同时，满文记载和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丰

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

建立后金政权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注意策略，远交近攻，武力

征服与和平手段结合：拉拢蒙古、朝鲜，表示和睦；对明朝表示恭

顺，多次亲赴北京朝贡；建设赫图阿拉（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

县境内），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初步厘定法律；同明朝加

强贸易，换取粮食、布匹、铁器等生活和军事物资，加强补给和储

备；注意延揽人才，选贤任能。经过一系列的准备，明万历四十四年

（1616），努尔哈赤称“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定都赫图阿

拉，建立金国政权，年号天命，史称“后金”。

清八旗军服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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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战萨尔浒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初，

明廷任命杨镐为经略，出兵10余万，

号称20万，分四路进攻后金，同时出

兵的还有朝鲜的军队和女真族叶赫部

的军队。明军原计划四路军合围后金

都城赫图阿拉，但由于赫图阿拉地区

大雪封山，再加上明军长途跋涉，极

其疲惫，没能按照原计划如期合围赫

图阿拉。努尔哈赤听说明军来了四路

人马，笑着说：“任他几路来，我只

一路去。”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

破。同年三月，明军总兵杜松所率的

2万多人的西路军到达萨尔浒（今辽

佛郎机大炮

明嘉靖九年（1530）十月开始制造的佛郎机

大炮，造成后分发各边镇，称“大将军”。

萨尔浒之战
时间：1619

努尔哈赤建后金后，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发布指斥明朝“害

我祖、父”、“逞兵越界”等“七大恨”檄文，向明朝宣战。随后，努

尔哈赤率领大军突袭明辽东重镇抚顺，又攻克清河堡（今辽宁抚顺东

南），让明朝朝廷感到无比震惊。明朝君臣开始筹划讨伐后金。

02

宁省抚顺市东大伙房水库所在地），

在山麓扎下营寨。随后，明军派出部

队攻击驻扎在附近一座小山上的少数

后金军。此时，四贝勒皇太极带领的

后金先头部队赶到，两面夹击明军，

明军大乱。当天下午，努尔哈赤的大

军赶到，立刻冲击明军的营垒。明军

只这一路人马，在人数上并不占优

势，再加上地形不熟，远道疲惫，渐

渐抵挡不住，结果杜松这一路人马全

军覆没，杜松死难。

此时，明军北路马林部已经进

驻尚间崖。第二天，努尔哈赤带领军

队进攻马林的军队。努尔哈赤本想让

自己的军队登上山顶，试图居高临下

攻击明军。可此时明军已经列好阵势

准备冲击，努尔哈赤赶紧命令军队停

止登山，列阵准备迎战。大贝勒代善

不等努尔哈赤下令，

带领自己的部队冲

向明军。二贝勒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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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敏、三贝勒莽古尔泰不甘落后，也带

领本旗人马冲入明军阵中。后金军其

他六旗已经来不及布阵，纷纷催马杀

向明军。后金军各路人马已没有了

配合，只是各自为战，明军在后金军

人马的冲击下也失去了章法。几个贝

勒从明军阵前直杀到阵后，又从后面

往回杀，形成后金军两面夹击明军之

势，明军彻底崩溃，马林只身逃走。

之后，后金军又击溃明朝的第三路

军，第三路军的主将阵亡。明朝的第

四路军闻风丧胆，不战而走。萨尔浒

之战历经4天，后金军集中兵力，逐个

击破明军四路人马，歼灭明军6万余

人，迫使援明的朝鲜军投降，叶赫部

的军队逃走，后金军大获全胜。

战役影响

萨尔浒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

多的典型战例，显示了努尔哈赤卓越

的军事指挥才

能，也显示出

后 金 军 的 锐

气。努尔哈赤

集 中 优 势 兵

力 、 速 战 速

决 、 各 个 击

破，取得了辉

煌的战果。

萨 尔 浒

之战对于后金

萨尔浒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来说是极其关键的一战。此

战，明朝出动的只是部分军

队，而后金军出动了它的全

部精锐。此战如果败北，后

金就会面临着亡国的危险。

乾隆皇帝后来评价说：由于萨尔浒之战

的胜利，才能“克辽东，取沈阳，王基

开，帝业定”。

萨尔浒之战后，后金军先出兵灭

掉了女真族叶赫部，实现了女真族的统

一。在后方安定后，努尔哈赤于后金天

命六年（1621）三月，开始大举出击，

攻破明朝沈阳城，斩杀明军7万余人；

又乘胜在辽阳城外大败明军五路人马，

以里应外合攻克辽阳。辽阳是明朝的

关外重镇，辽阳一失，辽东各城堡受

到震动。数日间，70余城堡纷纷投降

后金，辽河以东都成了后金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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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新政”

皇太极即位后，逐渐调整国家政

策，不再像努尔哈赤那样只注重武力征

服，而是开始以明朝的体制为参照，建

立自己的政治架构。

一是改变了对汉人的政策。努尔

哈赤时期，特别是后金军占领辽河平原

以后，后金大量移民，强占汉人田地。

努尔哈赤把被俘的汉人分配给女真人做

奴隶。种田的汉人，每13个劳力被编为

1“庄”，给女真人当财产。在这种剥

削制度下，辽东汉民或逃亡，或反抗，

女真人也因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一

时间，后金国内丁壮锐减，田园荒芜，

民不聊生。皇太极即位后发布命令，规

定汉人的“庄”直接属于金国的汗，由

汗选派汉官来统治。同时皇太极还规

定，汉人与女真人同样纳税，汉人犯法

与女真人受同样的处罚。

二是一些汉官开始受到重用。

因为后金统治下的汉人越来越多，是

女真人的数倍，汉官更了解汉族的

习俗，也更容易为汉人所接受，其中

范文程便是一个例子。范文程极受皇

太极的重用，每逢议事，皇太极总是

问：范章京知道吗？

三是举行科举考试，在汉人中选拔

人才。科举考试至明朝时最为完善，明

朝的官吏基本是科举选拔的。努尔哈赤

时期杀戮了许多明朝生员，对所谓“通

明者”或处死，或充当女真人的奴仆。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即位不久，

就下令对这些为奴的生员进行考试，

各家主人不得阻挠，结果得中者共200

人。皇太极对这些考中者加以奖励，并

让他们恢复自由身。后来皇太极又举行

汉人生员考试，取中228人，从中录取

举人，加以重用。同年，皇太极还设立

了一个文馆，专管译书和记录政事。天

聪七年（1633），又将文馆扩为国史

院、秘书院、弘文院，称为内三院。

四是改革并完善政权机构。天聪五

年（1631），皇太极参照明朝的体制设

立了六部，每部由“管部大臣”主持。

皇太极建清
时间：1626～1636

努尔哈赤时期是一个朝代的初创和奠基时期，努尔哈赤后半生大

都是在马上度过的。到了皇太极时期，关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为后金所

有，皇太极开始调整统治政策，并考虑建制问题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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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大臣下面设立“承政”（尚书），有3人，分别由女真人、蒙古人

和汉人担任。皇太极还仿效明制设立都察院，又创设蒙清理藩院，以

专门处理民族事务。这样，就形成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构

成的所谓“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架构，基本完善了政府组织的体

制和结构。

五是废除同三大贝勒并坐制，改为皇太极“南面独坐”。这可不

是简单的坐与不坐的问题，这是涉及君权的问题，而君权的问题是皇

权时代的中心问题、根本问题，“南面独坐”是一个体制的象征。

满族与大清

通过以上种种措施，后金政权在北方的统治逐渐稳固下来。于

是，皇太极做了两件彪炳青史的大事：一是改族名，二是建大清。

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皇太极发布改族名为满洲的命

令，满洲族（简称满族）正式作为一个民族出现。天聪十年（1636）

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皇宫大政殿举行即皇帝位

的典礼，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

在即位典礼上，由和硕贝勒多尔衮代表满洲捧满字表文，由土谢图

汗济农巴达礼代表蒙古捧蒙古字表文，由都元帅孔有德代表汉官捧

汉字表文，皇太极称“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定国号“大清”，

改“金”为“清”，可以淡化汉人对数百年前宋金对立历史的记

忆，读音与“金”相近的“清”字，含有“廓清”、“扫清”之意，

符合女真贵族兴兵灭明、统一天下的思想；统一族名为满洲，改掉明

设置的卫所名“建州”是为回避历史上与明的臣属关系。皇太极称

帝，表明了他不满于做地

处一隅的女真族首领，而

是要做统一大国的君主的

政治抱负。

马术图·清·郎世宁

郎世宁（1688～1766），意大

利人，康熙年间来到中国，成

为宫廷画师。此图反映了清前

期八旗兵尚武的状况。



14

清
朝

各路势力

清入关以前，继嗣不是由皇帝生前在皇子中指定，而是由贵族诸

王议立。当时，大清皇朝中比较有权势的亲王、郡王共有七位，他们

是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武英

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多罗郡王阿达礼。

代善是皇太极的兄长，握有正红、镶红两旗，可他当时已经60多

岁，已没有了年轻人的雄心，而且正红、镶红两旗的力量在八旗中也

是最弱的。

济尔哈朗功勋卓著，屡建奇功，当时掌握着镶蓝旗。皇太极抱病

在身，军国大事便经常委托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这两个亲王共同处理。

可济尔哈朗只是努尔哈赤的侄子，基本上没有继承皇位的可能。

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时年34岁。豪格自幼年时就追随父亲皇太极

征战于沙场，颇有战功，当时已被晋封为亲王，与伯叔辈平起平坐。皇

太极在世时直接拥有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的势力，

其中正蓝旗由豪格统领。这三旗代表皇权势力，

而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因此三旗大臣

都主张立豪格为君。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

子、皇太极的异母弟弟，比豪格

小3岁。在皇太极当政时期，年轻

的多尔衮作战勇敢机智，很快以其

卓越的战功、出众的才干和对兄长皇太

极的忠心，超越几位兄长，被封为睿亲王，

昭陵琉璃影壁上的彩龙

福临登基
时间：1643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皇太极突然去世。由于他生前对后事未做任

何安排，于是围绕着皇位继承问题，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开始了。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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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决军国大事，在军中享有赫赫声威，地位已跃居诸王之上。据说多尔

衮相貌最像其父努尔哈赤，深得父亲喜爱，努尔哈赤曾有意将其作为

自己的汗位继承人。可努尔哈赤去世时，不满15岁的多尔衮无力争夺汗

位，这才让皇太极继承了汗位。当时，多尔衮身边人才济济，武英郡王

阿济格是多尔衮的同母兄，豫亲王多铎是多尔衮的同母弟，多尔衮三兄

弟握有正白、镶白两旗，两白旗都主张立多尔衮为君。

剑拔弩张

就这样，清廷内部形成了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

两派的严重对立，礼亲王代善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则是没有

争位之心的中间势力。争夺双方都握有重兵，一时间剑拔

弩张，各不相让。但是双方又各有顾忌，一旦刀兵

相见，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于是，双方都加紧

了私下的活动。

两黄旗的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巩

阿代、鳌拜、谭泰、塔瞻等人齐往豪格家，策

划立豪格为君，索尼等六人更“共相盟誓，

愿死生一处”。豪格又派人去探听郑亲王济

尔哈朗的意向，济尔哈朗当即表示愿立豪格

为君，但要与多尔衮商议。

此时，多尔衮也在探询两黄旗各大臣的

口风。索尼等人非常干脆地说：“先帝有皇

子在，必立其中之一，其他非我所知也！”

看到两黄旗的人很团结，也很坚决，多尔衮

感到压力很大。他想，济尔哈朗与自己地位相当，平时就有竞争，想

争取到济尔哈朗的支持有困难。弄不好，济尔哈朗还会倒向豪格一

边。代善老谋深算，绝对不会做出得罪某一方的行为。考虑到此，多

尔衮决定另谋出路，以变通的方式掌控大权。

渔翁得利

皇太极死后的第四天，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在崇政殿议立新君。

当天黎明，两黄旗大臣在大清门盟誓，派精锐部队包围宫殿，宫内

清世祖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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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紧张。会议开始，索尼等人就抢先发言，力主立豪格为君。阿济

格、多铎则针锋相对，异口同声地说：“请睿亲王登临帝位。”多尔

衮长于审时度势，没有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多铎见兄长迟迟没有发

话，干脆站起来说：“哥哥推辞，如果众位没有意见，就该立我，我

的名字当年也在太祖（努尔哈赤）的遗诏中。”多铎的争立增加了斗

争的戏剧性，使局面更加混乱。多铎见多尔衮仍未明确表态，又说：

“要不立我的话，论年长，当立礼亲王代善。”多铎的意思很明确，

就是不能让豪格继承汗位。

这时，代善坐不住了，他站起来说：“我已年老体

衰，力难胜任，睿亲王若应允，实是我国之福。否则，

还是应当立皇子。”代善提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意见。

这时，济尔哈朗仍然默不作声，多尔衮也不作声。

政治斗争，既需要勇气和智慧，还需要耐心，要沉得住

气。多尔衮沉住了气，济尔哈朗也沉得住气。他们两人似乎下

定了决心，不到关键时刻，决不吐露自己的心声。

豪格沉不住气了，他“呼”地站起来，怒气冲冲地说：

“我福小德薄，不敢当此重任。”说完竟拂袖而去。

这时，两黄旗的将领们都佩剑上前说：“我等食于先

帝，衣于先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如果不立帝子，我等愿

从帝于地下。”言下之意，不立豪格就要与两白旗拼命。

代善见形势不对，劝说双方：“我虽然是先帝之兄，但

早不预政，又已经年迈，与此议不合。”说完代善也走了。

多尔衮看到与豪格相比自己并不占优势，两黄旗与正

蓝旗坚决支持豪格，镶蓝旗主旗济尔哈朗、正红旗主旗代

善也倾向于立豪格，在这种情势下，如果自己勉强称帝，

必将引火烧身。于是，多尔衮说：“诸位王爷说得都有道

理，但豪格情愿退出，没有继承大统的心愿，因此我建议

立福临为帝，由济尔哈朗和我辅政，等福临年长之后，当

即归政。”

福临为皇太极的庄妃所生，当时只有6岁。皇太极共有

11个儿子，其中4子早夭，皇太极去世时，只剩下7个儿子。

在这7个儿子中，有地位的后妃所生的一共两个，他们是6岁

象牙雕罗汉双耳瓶·清

此瓶扁圆体，有双兽耳，

耳下镂雕活环。有盖，盖

纽圆雕五子闹弥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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