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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智取襄阳

１６３７ 年， 由于明军的猛烈围攻， 张献忠当初在湖北谷

城接受明朝的招安， 他并不是真心投降， 而是暗暗积蓄兵

力， 准备东山再起。 明朝将领发现张献忠的不轨图谋， 便

准备派兵镇压。

张献忠先发制人， 于公元 １６３９ 年 ５ 月， 在湖北谷城再

一次起义。 他先杀掉在谷城的明朝县令， 焚毁了官衙， 重

新打起了起义的旗号。 不久， 罗汝才也起兵响应。

接着， 张献忠又将明朝总兵左良玉率领的进攻部队打

得落花流水， 左良玉带着余下的几百名残兵败将没命地逃

回去了。 崇祯皇帝恼羞成怒， 气得将主帅熊文灿和总兵左

良玉都革了职。 崇祯皇帝又派杨嗣昌到湖广围攻张献忠。

杨嗣昌率领十万人马， 一路雄纠纠、 气昂昂地来到襄阳。

他派左良玉等将领把起义军四面包围起来。 张献忠被迫转

移到玛瑙山， 这时起义军队伍里混进了奸细， 情报被杨嗣

昌掌握， 起义军陷入包围圈中， 最后被左良玉军打败， 张

献忠的妻子、 儿子也被明军俘虏。

张献忠带领一千多骑兵突围出来， 从湖北转移到四川。

杨嗣昌跟踪追击， 来到四川重庆， 到处张贴告示： 有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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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张献忠， 赏给黄金万两， 并封他为侯爵。 谁知第二天，

在杨嗣昌的住处， 就发现许多标语， 上面写道： “有谁能斩

杨嗣昌的头， 赏白银三钱。” 杨嗣昌气急败坏， 派出大批官

军到处追剿。

而张献忠起义军却行踪不定， 忽东忽西， 使官军捉摸

不透。 直到第二年正月， 明军才在开县追上起义军。 这时

的明军将士已被拖得疲惫不堪， 起义军却绕到背后， 发起

猛攻， 全线崩溃， 将领刘士杰被起义军杀死。

公元 １６４１ 年， 张献忠乘明军襄阳兵力空虚， 率精锐部

队直取襄阳。 杨嗣昌在重庆得知消息后， 连夜派使者传令，

命襄阳明军严加防守。 使者走在途中被起义军发现后抓了

回来， 并在他身上搜到了盖有杨嗣昌行辕的大印和文书。

张献忠安排他的义子李定国打扮成杨嗣昌的使者， 带

了几名 “随从” 和令牌、 文书， 大模大样地混进了襄阳城。

混进襄阳城的兵士趁夜间人们安睡之际， 分开在四处放火，

惊醒了熟睡的百姓， 顿时全城乱作一团， 起义军趁机打开

城门， 大队人马赶到， 一举攻克了襄阳城。 张献忠一面派

人打开监狱， 救出被俘的兵士和家属， 一面直奔襄王府，

活捉了襄王朱翊铭， 并下令将朱翊铭斩首示众。

襄阳一战， 缴获了明军储存在那儿的大批粮饷兵器，

又将襄王府金库里的十几万两银子分发给当地的饥民，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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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们听说张献忠处死了恶贯满盈的襄王朱翊铭， 都载歌

载舞， 杀鸡饮酒， 高兴得像过年一样。

杨嗣昌在重庆得知襄阳的消息后， 寝食不安， 丧魂落

魄地从四川又逃窜到湖北。 脚跟还没站稳， 又听说李自成

起义军趁河南兵力空虚的时候， 攻破了洛阳， 并将福王朱

常洵杀死。 杨嗣昌如五雷轰顶， 像丧家之犬， 感到自己的

末日已经来临了， 便抽出战刀， 刎颈自杀， 得到了应有的

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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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景山自缢

公元 １６２７ 年， 文盲皇帝朱由校死了， 葬于德陵。 他没

有儿子， 遗诏由他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位。 这便是大明王朝

的第十六位皇帝， 也是最后一个皇帝崇祯。

崇祯帝很聪明， 很有心计不轻意地相信别人， 因而好

独断专行， 他很想搞好朝政， 使朝纲振兴起来， 但又不肯

听取大臣们的意见， 连皇后的意见也不听， 成了真正的孤

家寡人。

朱由检是个不走运的皇帝， 他一登基就处在东边的大

清国， 西南面的起义军的夹缝中， 如果他能听取大臣意见，

能够任用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忠臣良将， 也许还能挽救败局。

然而他不听别人意见， 自认为聪明， 了不起， 结果造成大

错， 把像袁崇焕、 洪承畴那样的军事家， 杀的杀了， 降的

降了， 致使局面越来越糟， 弄得国库空虚， 义军蜂起， 大

顺军威胁京师。 当时有人劝他迁都南京， 有人劝他速召山

海关总兵吴三桂回师勤王， 他都迟疑不决。

直到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 大顺军已兵临城下， 他

才在皇宫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现在南迁已经来不

及了， 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也没赶到。 兵部点齐了城内的守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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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一共还有 ５ 万多人。 北京内城外城一共有 １５ ４ 万多个

城堞， 守军全部上城， 一人得摊 ３ 个， 这能守得过来吗？ 再

说也不能白天晚上连轴转呀！ 皇上没办法， 只好在十八日

那天， 先下个 《罪己诏》， 承认以前都是自己不好， 请老百

姓原谅。 接着又下诏停征 “三饷”。 跟着又下第三个诏书，

乃是 《亲征诏》， 诏书说： “朕今亲率六师以往， 国家重务

悉委太子。 告尔臣民， 有能奋发忠勇或助粮、 器械、 骡马、

舟车悉指军前听用。” 还答应偿还 “决不食言！”

十八日下午， 李自成坐阵彰义门， 开始对北京城全面

进攻。

当天晚上， 朱由检无法入睡。 他登上皇宫后面的万岁

山 （即景山， 又称煤山）， 遥望四面城外的满天炮火， 他在

山顶徘徊了一阵， 回到乾清宫。 吩咐太监把太子朱慈和

另两个儿子定王朱慈炯、 永王朱慈， 分送给外戚周氏和

田氏家。 这时周皇后走来， 垂泪对朱由检说： “妾事皇上一

十八年， 一句也听不进去， 致有今日。” 说完便自杀了。

长平公主已经六岁了， 她牵着父亲的衣襟， 眼泪不停

地流着。 朱由检咬咬牙， 叹口气说： “你为什么偏偏生在我

家！” 他把公主推开， 拔出墙上的宝剑， 左手用袍袖掩面，

右手举剑砍去， 砍下了公主的左臂。 公主惨叫着摔倒了。

朱由检还想再砍， 但手软无力， 只好作罢。 这时他身边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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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十名太监， 为首的是王承恩。 朱由检手执三眼火铳，

大家骑上马， 拿着斧头， 直奔东华门。 守门的卫士不认识

皇上， 准备抵抗。 一伙人只好又奔到安定门， 但这座门已

经封闭， 无法开启。 这时远处近处都传来喊杀声， 太监们

都丢下马匹逃散。 朱由检也只得下马， 看看身边就剩下王

承恩一人。 王承恩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 朱由检问他： “你

带笔了吗？”

“奴才随身带着。”

“好， 你随我来！”

君臣二人又登上万岁山。 朱由检见城内也已经到处是

闪耀的火光， 便脱下外服， 要过王承恩的笔来， 借着月光，

在白缎衣里上写下了他的最后一份诏书： “朕自登基十有七

年， 东人三侵内地， 逆贼直逼京师。 虽朕薄德匪躬， 上干

天咎， 然皆诸臣之误朕也。 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 去

朕衣冠， 被发覆面， 任贼分裂朕尸。 勿伤百姓。”

朱由检把衣服挂在树上， 将冠摘下， 解散了头发， 披

在脸上， 这才在山脚下的一棵树上自缢而死。 王承恩对皇

帝的尸体拜了三拜， 吊在了另一棵树上。

崇祯皇帝直到临死， 仍然不思自责， 将国破家亡的罪

责， 全都推到众多文臣武将身上， 而摆出一副代人受过的

样子， 其实， 他自己的罪责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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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死了， 北京被李自成攻破。 传国

２７６ 年 （公元 １３６８—１６４４ 年） 的大明王朝覆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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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朝

清朝 （１６４４～１９１１） 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

建王朝。 １６１６ 年东北建州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建

立后金政权。 １６３６ 年皇太极即帝位后改国号为清。

顺治元年， 即 １６４４ 年 ５ 月明朝灭亡后入关， 定都

北京， 逐步统一全国， 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统一的

封建国家。

清朝政权实行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满、 蒙、

汉封建阶级联合专权， 政权组织沿袭明代， 并创

设军机处， 为处理政务的最高权力机构， 是中央

集权专制的高度发展形态。 一省或数省设总督，

各省设巡抚， 掌握地方的一切军政大权。 北京设

顺天府， 盛京设奉天府， 由中央直辖。 全国的政

治、 经济制度的确立， 促进了清王朝的巩固， 使

它得以稳定和发展。

清代城镇繁荣超过明代。 清雍正、 乾隆两帝

统治时经济兴盛， 商业发达， 手工业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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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农村集市贸易更加普遍。 人口也从清初的数

千万增加到三亿， 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国家。

清朝前期， 我国的疆域， 西跨葱岭， 西北达

巴尔喀什湖北岸， 北接西伯利亚， 东北至黑龙江

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 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

岛屿彭湖列岛、 西沙群岛。 疆域辽阔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为边疆的开发和各民族人民经济文化联系

的加强，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清代文学艺术在专制主义文化统制下取得了

难能可贵的成就。 曹雪芹的 《红楼梦》、 蒲松龄的

《聊斋志异》、 吴敬梓的 《儒林外史》 等均为优秀

的古典小说。 清代绘画有了很高的成就， 出现了

扬州八怪等著名画家。

１９ 世纪中叶后， 清朝政局腐败无能， 灾害不

断， 民不聊生， 国内发生太平天国、 捻军等起义，

同时西方列强纷纷入侵， 中国迅速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１９１１ 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发动

武昌起义、 推翻了清王朝统治， 结束了中国两千

多年的封建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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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引清兵入关

崇祯帝眼看李自成的大军攻入北京城， 在煤山一棵槐

树上吊自杀。 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 宣告灭亡。

大顺起义军攻破北京， 大将刘宗敏首先率领队伍进城，

接着， 大顺王李自成头戴笠帽， 身穿青布衣， 跨着骏马，

缓缓地进了紫禁城。 北京的百姓像过节一样， 张灯结彩欢

迎起义军。

大顺政权一面出榜安民， 叫大家安居乐业； 一面严惩

明王朝的皇亲国戚、 贪官污吏。 李自成派刘宗敏和李过，

勒令那些权贵交出平时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赃款， 充当起

义军的军饷， 拒绝交付的处重刑。 少数民愤大的皇亲国戚

被起义军抓起来杀头。

有个大官僚吴襄， 也被刘宗敏抄了家产， 并且逮捕起

来追赃。 有人告诉李自成说， 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

山海关总兵， 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 如果把吴三桂招降了，

岂不是解除了大顺政权一个威胁。

李自成觉得这个主意很有道理， 就叫吴襄给他儿子写

信， 劝说他向起义军投降。 吴三桂原来是明朝派到关外抗

清的， 驻扎在宁远一带防守。 起义军逼近北京的时候，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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