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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卷·导读

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 1616 ) 居住在中国东北

部的女真族的统治者努尔哈赤建立了大金( 史称后

金) 王朝，定都兴京( 今辽宁新宾县境内) 。明崇祯

九年( 1636 ) ，努尔哈赤的第四子皇太极，改国号为

“清”，明崇祯十七年( 1644) ，皇太极之子福临即位，

年号顺治，由睿亲王多尔衮摄政，率兵攻打山海关，

在降清明将吴三桂引导下，于 6 月进入北京，建立中

央政权。经过四十余年，到康熙二十二年( 1683 ) ，

郑成功在台湾坚持的抗清斗争失败，清王朝才完成

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大变动、大激荡的年代，出现了大批叱咤风云的

政治军事人才，清初的统治者，如康熙、雍正、乾隆

等，都是一些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明主”，而辅佐

他们打下江山、坐稳江山的满汉臣子，如多尔衮、范

文程等等，也都是一些身手不凡，文韬武略的杰出

人才。



清朝统治者在武力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在思

想文化领域也实行了严酷的统治。明末清初，是中

国思想史上最活跃的历史时期之一，以顾炎武、黄宗

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都曾从事抗清活动，并

对封建统治有所抨击。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

已矣。”“自秦汉以后，凡帝王者皆贼也。”为了加强

文化专制，于是清廷大兴文字狱，康、雍、乾三朝大狱

达七、八十起之多。

乾隆朝时，开“四库全书馆”，征求遗书，抽、毁、

删、改部分著作。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大

多都收载进《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

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它的问世进一步确立了汉学

在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对我国古典文献的保存与流

传起到了积极作用;它的编定，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

规模空前的一项盛事，而作为总纂官之一的纪昀，其

功也不可泯没。

清代文学与发展的标志主要表现了在小说领域

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作品，对

封建社会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无愧为传统的文

言小说和通俗小说的集大成者，而其作者蒲松龄、吴

敬梓、曹雪芹也是本卷所要重点评介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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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 ( 1559—1626 ) ，即清太祖。后金 ( 清) 创

立者，满族。爱新觉罗氏。先世受明册封。青年时，常到

抚顺互市。通汉、蒙文字。万历十一年 ( 1583 年) ，以祖、

父遗甲十三副起兵，后逐步统一建州各部。

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我国东北最古老的民

族之一，曾被称为肃慎、挹娄 ( yìlóu) 、勿吉、靺鞨，到

了五代以后，才被称为女真。女真族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

政权中惟一两度进入中原进行统治的民族，第一次是在公

元 1127 年，女真族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建立的金政权，灭了

辽和北宋，在中原地区曾领风骚百余年，然后被南宋和蒙

古联合灭亡。第二次则是公元 1644 年进入中原的清朝，其

创建者是清太祖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出生在建州女真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祖先

自元朝被封为万户开始，便世代为官。到明朝年间，努尔

哈赤的六世祖猛哥贴水儿被明成祖封为建州卫指挥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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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部落南迁到图们江下游 ( 今朝鲜会宁) 定居。女真部落

间互相征伐兼并的事情延续不断，到努尔哈赤出生的时

候，女真各部之间仍进行着激烈的争斗，努尔哈赤便获得

了建功立业的良好时机。

努尔哈赤 10 岁的时候，母亲喜塔纳刺氏病逝，继母

纳刺氏刻薄阴毒。因此，努尔哈赤在 15 岁那年带着 10 岁

的弟弟舒尔哈齐愤然离家出走，投奔了外祖父王杲

( ɡǎo) 。

王杲是个汉化较深的女真人，在他的影响下，努尔哈

赤也结识了不少汉人，并学会了汉语和汉字。努尔哈赤当

时最喜欢看的两本书是 《三国演义》和 《水浒传》，看到

精彩处，努尔哈赤常常是情不自禁地拍手称赞，对英雄业

绩的向往溢于言表。

王杲是建州女真部落中著名的首领之一，凭借着自己

雄厚的实力，逐渐与明王朝作对。公元 1574 年，明朝辽东

总兵李成梁率兵消灭王杲，王杲及其家属被杀，机智的努

尔哈赤当即跪在李成梁的面前痛哭流涕，因而被李成梁收

为随从和侍卫。此后，自幼便练习骑射的努尔哈赤因在战

斗中奋勇冲杀，屡建战功而深受李成梁的赏识和器重，待

努尔哈赤也形同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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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对外祖父被李成梁所杀而怀恨在心的努尔哈

赤借口回家成亲，离开了李成梁，并在结婚后另立门户，

永远离开了那个令他伤心的家。此后的六年时间里，努尔

哈赤游历于辽东地区，生活阅历和军事才能都得到了充分

的锻炼。

到了 25 岁时，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在一次明军讨

伐女真部落的时候意外被杀。噩耗传来，努尔哈赤悲痛欲

绝，愤然责问明朝驻边官吏，为何杀死他一向忠于朝廷的

祖父和父亲。那官吏自知理亏，一再抚慰努尔哈赤，并让

他袭任祖父之职，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尔哈赤强忍心头

怒火，接受了明朝的抚慰，从此与明朝结下深仇大恨。

此后，努尔哈赤以 13 副遗甲起兵，除掉了仇人女真

图伦部的尼堪外兰，接着乘胜平定了哲陈部、完颜部。在

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努尔哈赤相继打败了建州女真界凡、

萨尔浒、董嘉、巴尔达四城联军和漠河、章嘉、巴尔达、

萨尔济、界凡五城联军，并攻破了安图瓜尔佳、克贝欢和

托漠河城。之后，努尔哈赤南征北战，到公元 1593 年，努

尔哈赤完成了建州女真的统一。在这期间，努尔哈赤于公

元 1587 年在烟筒山下建赫图阿拉城称王。

将建州女真收归麾 ( huī) 下后，努尔哈赤的目标又



4

盯上了海西女真。海西女真主要的叶赫、哈达、辉发和扈

( hù) 伦回等部的首领，对努尔哈赤的强大非常恐惧。其

中的叶赫部自恃拥有强大的实力，企图将努尔哈赤的扩张

消灭在萌芽状态，顺便自己也征服建州，称雄女真，于是

率先与努尔哈赤开战，先后纠集了海西女真、长白山女真

和蒙古族等九部共三万人马向建州进攻，结果被努尔哈赤

率军击溃，叶赫部的贝勒布斋也在战斗中被杀。

此战过后，努尔哈赤实力大增，征服海西的雄心日益

高涨。这时，海西女真中的哈达部和叶赫部发生冲突，哈

达部首领便以自己的三个儿子为人质，请求努尔哈赤出兵

援助。天赐良机，努尔哈赤求之不得，立即派两千兵马前

去救援。没想到，哈达部的首领孟格布禄在叶赫部的威逼

利诱下，竟然想反戈一击，努尔哈赤勃然大怒，亲率大军

攻陷哈达城，生擒哈达首领孟格布禄。此战受到与哈达关

系密切的明王朝的重视，于是命令努尔哈赤恢复哈达部。

努尔哈赤深知自己的实力还无法与强大的明朝抗衡，于是

恢复了哈达部，但是到了公元 1601 年，还是将其灭亡。

随后，努尔哈赤于公元 1607 年派人化装成商人潜入辉

发城，里应外合，一举攻灭辉发。公元 1611 年，努尔哈赤

攻灭扈伦回部。并于公元 1619 年剿灭叶赫部，从而将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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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收归自己麾下。在此期间，努尔哈赤还使用征伐与招

抚两种手段，将东海女真各部统一。

公元 1616 年，努尔哈赤称帝，建立后金。随后将大部

分精力用于发展后金的社会生产上。

努尔哈赤首先发展的是农业，将游牧的女真各部组织

起来，进行屯田，并扩大农耕范围，使建州大片荒芜之地

得到开垦。他还非常注重发展手工业，建立了能够炼铁、

采矿并制作精良兵器的作坊。在此基础上，努尔哈赤与汉

族地区积极展开贸易，以弥补建州经济上的欠缺。

努尔哈赤对女真政权作的重要贡献便是建立八旗制度

和创制满文。八旗制度的雏形是女真部落的狩猎组织，后

来成为女真贵族发动掠夺战争的工具，但一直都是临时性

的组织。努尔哈赤把它改造为常设的社会组织形式，公元

1601 年，他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为标志，后来随着兵力的不

断增加，又增设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色旗，从而

建立了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一种军民一体、军政合一的

社会组织形式，它的实行，提高了女真的战斗力，也促进

了满族社会的发展。创制和颁行满文，是满族文化发展史

上的一个里程碑。满文主要是参照蒙文，结合女真语言拼

读成句，从而完成了满文的创制。这加强了满族内部和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6

汉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进一步促进了满族社会的封

建化。

后来努尔哈赤与明军作战，占领了辽河流域。努尔哈

赤便将都城于公元 1625 年迁到沈阳，以便巩固对辽河流域

的统治，并推行了“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制度，将

辽河流域荒废的土地分给后金士兵，并将所有被俘获的汉

人奴隶编入田庄，使庄田变为官田。这标志着后金初步完

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努尔哈赤还与蒙古各部互

相交好，对蒙古各部实行以抚为主的政策，为日后统一蒙

古诸部奠定了基础。

努尔哈赤与明朝之间的战争是从公元 1618 年开始的，

这一年的春天，努尔哈赤在精心准备后，率领众军民，祭

祖告天，宣读了 “七大恨”誓词，宣布伐明。这 “七大

恨”: “一恨是无端杀我父祖; 二恨是撕毁盟约，出兵助叶

赫; 三恨是明军连年入境掠夺，并扣使臣 11 人，逼我杀

10 人换取; 四恨是将原许配于我的叶赫之女改嫁给蒙古;

五恨是发兵驱逐我部所统的三地民众，不让三地民众种田

收割; 六恨是我奉天征讨叶赫时，明偏信叶赫之言，遣使

对我辱骂; 七恨是明逼我把所俘虏的哈达人退还，结果被

叶赫所掠取。”这 “七大恨”之第一恨，只能算是努尔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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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个人的恩怨，其他六恨尽是些芝麻大小的事情，努尔哈

赤只不过是为了伐明而选择一个很好的借口罢了。宣布完

誓词后，努尔哈赤又申明军纪，然后率大军南下攻明。

努尔哈赤的目标首先便是明朝的军事要塞和互市的重

要场所，位于临浑河边的抚顺城。努尔哈赤智取抚顺，又

将前来援救的明军全歼，缴获了大量武器辎重①随后又智

取清河城，杀死守将和军民万余人。明朝当朝皇帝，昏庸

不堪的朱翊 ( yì) 钧坐立不安，派明军 10 万人分四路进攻

赫图阿拉城。明军各路大都行动迟缓，只有明将杜松一路

按时赶到了萨尔浒。

在敌我军事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努尔哈赤决定发挥后

金军队运动作战能力强的优势，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消灭的

战略手段，设计包围并全歼了萨尔浒的明军，明军主将杜

松也力战而死。随后又策马北上，歼灭消极防守的北路明

军，仅有主将马林及等少数人逃脱。之后，努尔哈赤听说

另外两支明军同时从东、南两个方向逼近赫图阿拉，为避

免与两支明军同时交战，努尔哈赤又心生一计，将缴获的

杜松令箭让明军降卒去催促东路军前来作战。然后将东路

① 辎 ( zī) 重: 行军时由运输部队携带的军械、粮草、被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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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诱进埋伏圈，一举全歼，其主将刘铤也力竭身亡。得知

另外三路大军被歼灭的消息，胆小怯弱的南路军统帅李如

柏带着士兵落荒而逃。

萨尔浒战役堪称军事史上的又一以少胜多的经典战

役，尤其可贵的是采用了运动战术，在运动中集中兵力消

灭敌人的军事策略，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萨尔浒之战

后，后金与明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努尔哈赤

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随后，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军队于公

元 1621 年春在辽沈之战中取胜，取得了整个辽东地区，后

来几经征战又夺取了辽西地区。从此，努尔哈赤将进攻的

矛头对准了山海关。

明朝在屡次大败后，明崇祯帝任用了名将袁崇焕，参

与对后金的防守。袁崇焕走马上任后，向当时的主帅孙承

宗提出了守山海关必须先守宁远的建议，并重建了宁远

城，以及锦州、松山、杏山、右屯等城池，分别派兵防

守，这样一条以宁远和锦州为中心的防线建成了。

后来，明朝内部党争又起，孙承宗被魏忠贤的同党高

第取代。高第上任后，就下令撤走了锦州等地的守军全部

退回关内，只有袁崇焕坚持留在宁远。努尔哈赤在完成迁

都事宜后，得知明军撤换主帅全线后撤的消息后，决定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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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出兵。公元 1626 年年初，还没有过完新年的努尔哈赤就

亲率 10 余万大军向辽西杀来。后金军队长驱直人，直攻

到宁远城下。被连续的胜利冲昏头脑的努尔哈赤认为此战

必胜，于是采取了先招降后用兵的战术，结果袁崇焕拒绝

了后金的招降，与不到 3 万的士兵坚守宁远城。努尔哈赤

征战多年，第一次败仗就是败在袁崇焕的手下，他以 10

余万兵力攻打宁远城，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结果是后金

士兵死伤无数，努尔哈赤自己也受了伤，但宁远城在袁崇

焕的坚守下，依然固若金汤，巍然屹立。

在寒风中，努尔哈赤眺望着暮色中的宁远城，长叹一

口气，率领残兵撤回了沈阳。

这次平生未有的失利令努尔哈赤难以接受，撤回沈阳

后不久，年近七旬的努尔哈赤一病不起，于公元 1626 年病

逝享年 6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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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

皇太极 ( 1592———1643 ) ，即清太宗。努尔哈赤第八

子，满族，爱新觉罗氏。天命元年 ( 1616 年) 封和硕贝

勒，在四大贝勒中依序称四贝勒。十一年继位后金汗后，

分编满洲贵族所属部分 “奴仆”为 “民户”。颁布保护农

业的法令。积极吸收汉族文化，翻译汉文书籍。仿明官

制，设立六部，同时废除四大贝勒共理政务旧制，自掌三

旗 ( 正黄、镶黄、正蓝 ) ，加强专制统治。天聪十年

( 1636 年) ，改后金为清，称皇帝，年号崇德。又增编

“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继续完成对今黑龙江和吉林东

境女真各部的统一，进一步加强对东北边疆各少数民族的

统治。为夺取全国政权，曾屡次对明用兵。

皇太极的名字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父亲努尔哈赤的

特意取名，竟和汉族皇位继承人的皇太子的音相似，而蒙

古人把王位继承人叫做台吉，并习惯于在台吉前面加上

黄、红等颜色名称，也与皇太极的音相似。用宿命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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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来说，皇太极刚一出生，就注定他必然是将来清王朝的

第二个皇帝。

皇太极的生母叶赫纳喇氏很受努尔哈赤的恩宠。子以

母贵，她所生的儿子也得到了努尔哈赤的疼爱，在努尔哈

赤众多儿子中，皇太极是很早就接受教育的一个。以至于

在努尔哈赤军中众多的战将几乎都是不识字的文盲，只有

皇太极够得上一个粗通文墨的“秀才”。

由于连年烽烟不息，父兄经常出征作战，皇太极 7 岁

以后，努尔哈赤就把大部分家政交给了他。努尔哈赤拥有

众多的妻妾、子女、奴仆和财产，并且当时国事和家事之

间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要处理这样繁杂的家政，对皇太

极来说是副不轻的担子，也是个极好的锻炼机会。而皇太

极根本无须父亲多加指点，就能把繁杂的事务干得井然

有序。

公元 1612 年秋，年方 21 岁的皇太极第一次跟随父兄

出征作战，从此以后逐渐成为父亲麾下一员能征善战的大

将。皇太极也在戎马生涯中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军事才干。

努尔哈赤于公元 1616 年称帝后，命令年青的皇太极和

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等四人负责管理国家

政务。皇太极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逐渐成为努尔哈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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