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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故事提要

满族，又叫女真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

一员，是生活在我国东北部白山黑水之间的一个古老的民

族。早在周、秦时代，这个强族就在吉林省东部和牡丹江流

域生息繁衍，史称“肃慎”。

１６世纪下半期，满族在其首领努尔哈赤的领导下，开始

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

当时，满族经过多年的部族间的分化、战争以后，其中称

作建州女真的一部在今辽宁的东部，以赫图阿拉为中心定居

下来，人口逐渐从１０万人发展到四五十万。建州女真居住

的区域是浑河和它的支流苏子河汇合的地方。是一个最宜

于农业生产的大平原。这时候，满族社会已经以农业生产为

主，以畜牧业为辅，通过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交流，满族的耕

作技术不断得到提高。

１７世纪初，满族进入宽甸、辽河平原及开原地区。在进

入这一地区的过程中，满族俘虏了大量的汉族农业人口作为

奴隶。满族贵族奴役、驱使汉族奴隶从事农业耕作，满族人

民也利用锄、镰等铁农具进行生产，因而较奴隶制更为先进

的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形成。为了维护满族内部新的封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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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努尔哈赤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公元１６１６

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即皇帝），正式建立了封

建地方政权“大金”。为了区别于与宋代同时的金政权，历史

上称其为“后金”。

当时，明朝政府在东北地区，一直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用

武力屠杀女真人，并分裂其备部的团结。努尔哈赤的祖父、

父亲都死于明军之手。明朝的暴戾，激起了满族人民的痛

恨。公元１６１９年，努尔哈赤以对明朝的“七大恨”为号召，率

领满族军队，在萨尔浒打败了来进剿的明朝大军，占领了开

原、铁岭一带，使后金地方政权得到进一步因巩和发展。公

元１６２５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备部，将后金政权迁到盛京

（今沈阳），从此，这一地区便成为满族的统治中心。

满族向汉族学习，在经济上实行了“计丁授田”的制度，

出现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赋税制。在社会组织上，建立了

八旗制度。这实际上是兵民合一即军政合一的制度，是适应

满族向封建制过渡的封建等级制度。从这些制度的建立可

以看出，满族社会正朝着前封建社会继续深化。

公元１６２７年，皇太极继位。他于公元１６３６年改国名为

“清”。皇太极废除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四大贝勒共同处理国

家大事的规定，并依照汉族的封建政治制度，建立了内三院

（内国史馆、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的六部（工、吏、刑、礼、兵、

户部）。在经济上，满族内部出现了贫富分化，汉族劳动人民

摆脱了农奴地位而成为农民。封建中央集权制得到加强，满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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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封建制已趋于成熟。

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人的努力，满族统一了整个

东北地区。从此，满清王朝凭借着东北地区雄厚的物质基

础，以他们刚刚进入封建社会的勃勃的民族朝气，沉重地打

击着腐朽没落的明王朝，最终于公元１６４４年，长驱直入山海

关，入主北京城，取代了衰落的明王朝，建立了统一全国的大

清王朝。

清王朝入主天下以后，镇压农民起义，竭力摧毁南明小

朝廷，残酷地镇压汉族人民的抗清斗争，甚至制造了“扬州十

日”、“嘉定三屠”等历史惨案。在清王朝的残酷镇压下，全国

各地的抗清斗争逐渐平息下来。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建立起

满、汉地主阶级相联合的封建统治。

此后，清王朝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停止圈地、更改地名、

蠲负钱粮、地丁合一、改土归流、平定三藩、消灭民族分裂势

力、打败殖民主义扩张，等等，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推动了社

会的发展，维护了民族的统一，巩固了祖国的边防。一度出

现了“康乾盛世”这样的政治局面。

但是．封建统治者从来也不放松对人民，特别是对知识

分子的思想文化的钳制。清王朝恩威并施，一方面大开科

举，编纂古籍，延揽知识分子，出现了《古今图书集成》、《康熙

字典》、《四库全书》这样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屡兴文字狱，

迫害、摧残和杀戮稍持异端的知识分子。在“康乾盛世”中，

杀戮汉族知识分子之多之惨，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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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土地兼并与土地集中现象日益严重，阶级矛

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始终此伏彼起，封建统治日益腐败，其

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上开始出现、并缓慢发展着资本主义的

萌芽。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加紧扩张，并东进中国，随之而来

的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和科学技术对我国文化思想界的影

响日益加深，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封建社会总的危机即

将爆发，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没落时期。

清朝前期，我国的文学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出

现了很多不巧的巨著，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如孔尚任的《桃花扇》、洪昇的《长生殿》等戏曲作品；曹雪芹

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长篇小说；蒲松龄的《聊

斋志异》等短篇小说等等，都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之中

的璀璨明珠。诗、词、散文等传统的文学样式的创作，在清代

也较为繁荣，出现了众多的优秀作家。在书法绘画领域里，

也是人才辈出，为后代留下了不少精美的作品。

本书描写了从明嘉靖年间（公元１５００年）努尔哈赤诞

生，到清道光年间（约公元１８４０年）清王朝开始衰败这三百

余年历史中的社会风雨历程。

４



书书书

清
代
卷
︵上
︶

目　录

清太祖开创基业 １……………………………………………

努尔哈赤用兵 ５………………………………………………

满族文人达海 ９………………………………………………

洪承畴兵败被俘 １６……………………………………………

多尔衮入主北京 ２４……………………………………………

多尔衮治理朝政 ２８……………………………………………

豪格西征张献忠 ３４……………………………………………

骨肉相残豪格丧生 ３９…………………………………………

清初三大思想家 ４４……………………………………………

台湾抗清英雄朱一贵 ５３………………………………………

画僧老莲和八大山人 ５７………………………………………

四大臣辅政 ６４…………………………………………………

康熙亲政诛鳌拜 ７３……………………………………………

削除三藩 ７９……………………………………………………

康熙帝东北拒俄 ８６……………………………………………

康熙亲征噶尔丹 ９２……………………………………………

１



清
代
卷
︵上
︶

争帝位手足相残 １０１…………………………………………

改土归流和地丁合一 １０９……………………………………

乾隆盛世 １１７…………………………………………………

乾隆皇帝下江南 １２１…………………………………………

纪昀与《四库全书》 １２５………………………………………

《儒林外史》和《红楼梦》 １２８…………………………………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１３３……………………………………

文字冤狱 １３７…………………………………………………

贪官和珅富可敌国 １４５………………………………………

嘉庆朝天理教起义 １５４………………………………………

洋人来朝 １５８…………………………………………………

道光朝鸦片败国 １６３…………………………………………

邓廷桢难绝毒患 １６８…………………………………………

林则徐赴广东禁烟 １７３………………………………………

“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１７９……………………………………

２



清
代
卷
︵上
︶

清太祖开创基业

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１６１９年）正月的一天，一匹快马

箭一样地射出山海关，向东北飞驰。关外的隆冬，冰封雪飘，

天寒地冻。马蹄踏在冻得硬梆梆的土路上，蹄声分外清脆。

马上的人汗流满面，他要按指定的时日，把一封重要的信件

交给金国的大汗。

这位金国的大汗不是别人，正是当年被明总兵李城梁的

夫人放走的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脱险之后，一路夜奔，天色欲曙的时候，来到了

嘉木瑚寨寨主穆阿通的家里。穆阿通看见努尔哈赤双眼通

红，疲惫不堪，大吃一惊。一问才知道他遭了大难。穆阿通

连忙吩咐摆上酒食给他压惊，还陪着流了好多眼泪对他进行

劝慰。

他们正在喝着酒说着话，从屋外走进来一个十八九岁的

青年人。努尔哈赤猜想这位英姿勃勃的青年，一定是穆阿通

的儿子，便连忙站了起来，问道：“这位是……”穆阿通请他坐

下，介绍说：“这是我的内侄，叫额亦都。”

额亦都已经从家人的口里听说了努尔哈赤的事，觉得他

很了不起，特地进来相见。原来，额亦都也有一段不平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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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他出生不久，父母就被仇人所杀，他被人抢到邻村藏

了起来，这才幸免于难。他长到了１３岁，听说了这段冤仇，

就怀揣一把利刃，找到了自己的仇人。把他们都杀了。杀人

之后，原籍不可居住，他就投奔到姑姑家里。

两个刚烈如火的青年英雄，当下施礼相见。一经交谈，

分外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饭后，额亦都走进姑姑的屋子，对姑姑说，他要随努尔哈

赤去干一番大事业。

听说他要去，看着他那稚气未脱的脸，姑姑的眼泪“吧

嗒，吧嗒”地直往下掉：“你这苦命的孩子，这一走，万一有个

三长两短，叫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父母啊！”

看见姑姑哭了，额亦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坚定地说：

“大丈夫怎么能在世间碌碌无为地活着？我这次去，是死是

活您就别管了，我是去定了！”

就这样，额亦都领着他手下的九个人跟着努尔哈赤回到

了俄朵里城。

回到家里，努尔哈赤领着他手下的十几个人，穿上他父

亲留下的１３副铠甲，发誓为祖父、父亲报仇雪恨。

努尔哈赤果然是个勇敢非凡的英雄，在此后的几年里，

他领着人，到处捉拿尼堪外兰。每一次打仗，他都冲在前边。

有一次，他爬在房顶上向敌人放箭。敌军中有一个叫鄂尔果

尼的箭手，箭射得非常准，只一箭就射中了努尔哈赤的脑袋。

努尔哈赤忍着痛，从头上拔下箭来。伸手抹去糊住双眼的鲜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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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把那支带血的箭搭在弓上，对准了一个敌兵直射过去，把

他射死了。突然，敌军中另一个叫尼科的箭手又从旁边射来

一箭，一下射中了努尔哈赤的脖子。努尔哈赤拔箭的时候，

箭镞把脖子上的肉都勾下来了。旁边的人看了都疼得心里

直颤，努尔哈赤却神情自若，继续参加战斗。

还有一次，努尔哈赤领兵去征伐一个部落，不巧遇上山

洪，只好带兵返回。走到浑河边，发现对岸有八百多敌兵列

阵而待。努尔哈赤的部下有些害怕，有一个为了逃得快，还

把自己的铠甲脱下来扔给了别人。努尔哈赤见了非常气愤，

痛斥他说：“你平时在部族中称王称霸，怎么今天一见这阵势

就吓成这样？你走吧，我不要胆小鬼做我的部下！”说完，他

挑了三名胆量大、武艺高的将领，跨上战马，杀过河去。他们

上了岸，横冲直撞，指东打西，一下就砍倒２０多名敌兵。剩

下的敌兵看见他们这么厉害，吓得兔子似的逃跑了。

回来的路上，努尔哈赤别提多高兴了，他兴高采烈地说：

“今天，咱们四人打败了８００多人，真是老天保佑啊！”

努尔哈赤不仅作战勇敢，度量也很大。有一次，他们在

战斗中俘虏了鄂尔果尼和尼科，他们两人一人一箭，曾经差

点把努尔哈赤射死。努尔哈赤见俘虏了他们，不仅没杀他

俩，反而摇摇他们的臂膀夸赞说：“真是壮士啊！”并马上给他

们授了官职。

努尔哈赤的胆略和大度，赢得了很多女真族部落首领的

钦佩。有的首领就率领自己的部族投奔了他。不愿投奔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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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尔哈赤就派人去劝说。反抗他的，努尔哈赤就带兵攻

打。就这样，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努尔哈赤的队伍从无到

有，由小渐大。他不仅从明军那里讨回了仇敌尼堪外兰，将

其斩首，报了自己的家仇，而且逐渐地统一了女真族，成了女

真族一位杰出的领袖。

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１６１６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

建国称汗。他把国号定为大金，表示不忘先祖；把年号定为

天命，表示自己的政权是顺承天的意旨所建。即位不久，他

把赫图阿拉定为国都，并改其名为兴京。

历史上，为了与辽、宋时代的金国相区别，把努尔哈赤所

建的金国称为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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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用兵

努尔哈赤建国两年以后，开始攻打明军。他在兴京举行

了“告天”仪式。公布了他与明朝结下的“七大恨”。“告天”

完毕，他就率兵围抚顺，攻清河。抚顺总兵开城投降，清河总

兵顽强战死。努尔哈赤首战告捷，一连拿下明朝两座关外

重镇。

后金犯边的消息传到京师，朝野上下一片震动，明神宗

一筹莫展。众大臣议了几天，也没提出一个退兵之策。这

时，有人提议让杨镐担任兵部右侍郎兼辽东经略，带兵去讨

伐后金。明神宗立即同意了，还赐给他一把尚方宝剑。

杨镐接到任命，志得意满，根本没把后金放在眼里。他

要显示出大国泱泱之风，准备先礼后兵。他派使者到努尔哈

赤那里，要努尔哈赤主动撤出抚顺和清河。故事开始说的那

位冒着严寒单骑出关的人，就是杨镐派出的信使。

没过几天，这位信使带回一封努尔哈赤的信。信中的大

意是：恫吓不怕，撤兵别想！

杨镐接到了努尔哈赤的信，又气又恨，马上统帅２０万大

军气势汹汹地出山海关，向后金国都兴京杀来。

送走了杨镐的使者，努尔哈赤料到明朝会大兴问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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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他命令日夜备战，还派出侦探四处侦察。到了这一年的

三月，侦探回来报告说：“杨镐２０万大军已经出关，他自己坐

镇沈阳，把大军分为四路向我逼进，由杜松率领的东路军已

经占领了抚顺东边浑河南岸的萨尔浒，由刘铤率领的南路军

也开进了董鄂。”

努尔哈赤听了报告，不慌不忙，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他命令诸贝勒领兵先行，分头抵御明军。

努尔哈赤的儿子，四贝勒皇太极领兵赶到界凡，界凡的

战斗已经打响。他令骑兵冲下山坡，咬住正在渡河的明军后

队。只见刀光闪闪，箭镞横飞，明军伤亡不少。等到明军回

过神来，掉头要打这些骑兵时，他们却捉迷藏似的跑回吉

林崖。

守卫萨尔浒的明军总兵杜松听了这个消息气得嗷嗷直

叫，他留下大队人马守城，自己带着１０００多人来援助界凡的

明军。

这时，努尔哈赤悄悄地来到太兰，观察双方战斗情况。

他见杜松去了界凡，立即派出重兵打萨尔浒，截断界凡明军

的退路。

守卫萨尔浒的明军因主帅不在，抵抗了一阵，很快被后

金军击溃，后金军得手之手，气都没喘一口，马上包抄杜松的

后路，举刀横枪向界凡杀去。

吉林崖上的后金守军，见到自己人抄了杜松的后路，一

个个欢呼雀跃，士气大振。他们拔刀跃马，从岸上冲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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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时，吉林崖下，旌旗猎猎，战鼓咚咚，呐喊声、拼搏声震动四

野。杜松军陷入了前后被敌夹击的境地。

入夜，杜松手下的几员副将纷纷战死。杜松支持不住，

带着残兵败将拼命向北逃去。努尔哈赤挥师猛追，一直追到

了北边的勺琴山才停住。就这样，杜松这一路明军被努尔哈

赤击败了。

另一路明军由马林率领从东北方杀过来。后金大贝勒

代善知道后，分出３００名骑兵去阻击。马林比杜松聪明多

了。他在地上挖了好几条大壕沟，沟上架满了火炮。看见后

金的骑兵冲了过来，想先用大炮轰击，再冲出去拼杀。

马林正要开炮，努尔哈赤追击杜松回来正巧路过这里。

他一看有战斗，连忙率军登上附近的一座山，指挥后金军从

山上向下猛冲。这时，代善领兵也赶到了，一见努尔哈赤从

山上杀了下来，赶快指挥军队从平地掩杀过去。后金骑兵冲

到跟前，马林的火炮失去了作用。明兵躲在沟中，犹如瓮中

之鳖，任人从上砍杀。

马林看到大势已去，丢下败军仓皇逃窜了。

比前两支明军幸运一些的，是由刘铤率领的第三路兵

马。一开始，他们还在宽甸打了个胜仗。吃掉后金军５００多

人。努尔哈赤听了报告，命令儿子皇太极立即率领大军前去

抵御。

到了上布达里冈，后金军遇上了刘铤的１万多精锐骑

兵。皇太极一看形势，命令骑兵抢占制高点，上了上布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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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代善则命令自己的部队换上杜松军的衣服，打起杜松军

的旗帜，混入刘铤的大军。

一声号角，后金军在明军内部动起手来，明军顿时大乱。

皇太极在上布达里冈上见状，连忙指挥部队冲下山来，虽然

刘铤武艺高强，但也顶不住内外夹击。他挥舞大刀，左冲右

突，终因寡不敌众，被后金兵包围杀死。

坐镇沈阳等待捷报的杨镐，忽然接到三路大军一齐败溃

的消息，这才知道后金军的厉害。他连忙发出火急命令，叫

李如柏带领第四路明军火速撤回沈阳。

李如柏接到命令，不敢怠慢，马上回师。队伍撤到虎栏。

被后金的一小股骑兵发现。这股骑兵登上山冈，有的呜呜咽

咽地吹起螺号，有的大声乱喊。螺号声，呐喊声，震得山谷

呼应。

早已被吓破了胆的李如柏和他的士兵们，风声鹤唳，以

为遇上了后金的千军万马，吓得掉头就跑，队列顿时大乱。

山中道狭窄，队伍又失去了指挥，你挤我，我压你，自家人践

踏自家人，一下子死了１０００多人。

只花了四天时间，就歼灭了明朝三路大军，吓跑了一路

人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萨尔浒战役”。

这个战役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从此，在东北战场上，

明军丧失了主动，开始处于守势。而后金则掌握了战争主

动，逐渐控制了整个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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