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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

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

会科学院文库} ，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

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

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

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

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

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

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

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

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

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

工具书等。

为迎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我们将历届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中的部分获奖著作重印出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的首批图书向

建院三十周年献礼。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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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全史} 1993 年 7 月初版， 1995 年 2 月第二次印刷时，对初版纸

型进行过少量挖改。其实在 1993 年 7 月之前， 1-6 卷还印过一次，所以有

的书在版权页上可以看到 "1991 年 7 月第一版"及 "1991 年 7 月第一次印

刷"字样。

《清代全史》这次再版，按常理说，是一次推出修订版的大好时机。但

在和出版社洽谈时，我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内容不作修改。这倒不是自认为

没有修改必要，而是没有充裕的修改时间。与其匆匆修改，不如不改。当年

同甘共苦的同事，有 7 位已先后离开我们，目前健在而且有精力从事笔耕的

同志，手头都有繁重工作，请他们立即腾出手来修改旧作是有困难的。

《清代全史》所定的奋斗目标是，写出一部反映现阶段我国清史研究

水平的学术著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争有新的突破。经过十几年的

检验，现在可以说，达到了立项时所定的奋斗目标。

《清代全史》邀集了祖国大陆几十位学有专长的研究人员，其中大多

数是高级研究人员。他们虽然都不是通才 但对清史中的一些领域，有长

期从事专题研究的基础。分工承担《清代全史》中的相关章节，写来自然

能反映那个"现阶段"我国清史研究水平。

这个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主管，由我负责具体的学术组织工

作。立项最初几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拨给研究经费，从 1987 年起

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申请资助。当时国家经济还不富裕，科研经费很少，

平均每年不过两万元。我们开会，是在近代史所的招待所，不论名望高低，

都是两人一间，吃饭都在近代史所食堂。各分卷主编，要承担大量的学术

组织工作，除了自己应得的一份稿酬外，没有拿一分钱的主编费。所有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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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与马

稿人除了资料费和文具费外，没有其他开销。艰难玉成了我们，也是前辈

的敬业精神激励了我们，使我们能顺利地按期完成任务。

清代的历史，和以往最大的区别，是中国被突然卷入了世界潮流。一

个以弯弓跃马崛起的满族建立的大清皇朝，面对着以战舰火炮先后崛起的

几个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

日本、俄罗斯。这些陌生的来客崛起后便到中国叩门，频繁使用通商、外

交、传教、战争等手段，对中国巧取豪夺。用什么样的政治智慧应付这种

局面，是摆在清政府面前最严峻的难题。应付这种局面的历史，就成了我

们今天的研究对象。中国何以落后挨打?这是清代历史中头等重要的研究

课题。中国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清代前期几个帝王治理国家的政策有何

重大失误?中国国防力量为何如此脆弱以致几千侵略军就把一个庞大帝国

打得屈辱求和?早期觉醒的志士仁人图富求强的改革为什么总是陷于失败?

《清代全史》就这些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见解，至于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翘

首以待未来的清史论著。

民族问题，是清代历史中最重要而且最复杂的问题。清代是我国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时期，而且在这个时期最终奠定了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坚实基础。《清代全史》用了较多的篇幅，叙述中国境内各

兄弟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等多方

面的关系。对清政府的民族政策，正确的和错误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都

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索性的叙述。

《清代全史》用了将近十分之二的篇幅叙述清代的经济，而且是由长

期研究清代经济的专家们撰写的。广泛涉及清代经济的各个方面，对各地

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区域经济、部门经济、行业经济，边疆经济开

发，以及对外贸易，都有比较充实的内容。

在《清代全史》立项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人们习惯于把清史的下限定

于鸦片战争，道光中期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历史，则属于中国近代史。由于

这个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40 余年，还没有→部完整的作为断代史的

清史问世。而中国近代史，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

式，以几次重大政治事件为主体结构。《清代全史》作为→部完整的断代史

奉献给读者，首先必须突破多年来形成的近代史模式。这种突破，其真正意

义在于为此后编写完整的清史断代史提供了一种探索性的见解O

几十位专家学者的大协作，最明显的优点是每一位撰稿人在自己的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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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领域内有长期的积累，有较丰富的专题研究成果作为起点，为我们在前

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也存在着不利的因

素，最主要困难是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如何消除分歧保持一致。我们在摸索

中采取了一种办法，现在看来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经常召开分卷主编

会议，并邀请出版社的负责人参加，讨论涉及全书的重大理论问题。通过

讨论，亮明各自的观点，发现分歧所在，寻求协调一致的途径 O 现在看来，

是一个有价值的尝试。

我们也碰到过一些虽说不大但很难办的问题。外国国名、人名、地名、

书名，兄弟民族族名、人名、地名、书名，有各种不同译法，史籍中各行

其是，很不一致。凡加了引号的直接引文，原则上是不改的。但对兄弟民

族的蔑称所加的"苦"字偏旁，对外国国名、人名所加的"口"宇偏旁，

我们径直改正不加说明，这是学界惯例。但有一些译名，例如人名，哲布

尊丹巴，又称哲卡尊丹巴，又称折卡尊丹巳，也称泽卡尊丹巴。再如地名，

"勒通"藏语汉译为理塘，又译里塘或李塘。再如国名，现称俄罗斯，过

去称鄂罗斯，或称罗刹。如果以为"罗刹"不雅(特别在佛经里)改称俄

罗斯，那《平定罗杀IJ方略~ ，该改成什么书名?如何全书保持一致，有惯

例可循的好办，没有惯例可循的，我们只好按史籍原文照录，不去强求一

致。我们遵守了这-规则，却违犯了另一规则，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撰稿过程中，我最忧心的是学术质量问题。待到快要完稿时，我最

忧心的却是出版问题。那时正是经济转型时期，学术著作出版非常困难，

申请出版补贴那时还没有先例。在这个存亡关头，辽宁人民出版社慨允资

助出版。现在想起来，当初如果不能出版，几十位学者辛勤工作的成果，

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在《清代全史》再版时，饮水思源，我们要对辽宁人

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再版，需要重新录入，进行电子排版，编辑工作，一切从新开始。

但在电子排版中存在一键之差，往往错成一片的情况。工作量大，时间紧

迫"方志出版社的李沛同志、徐宏同志和颜伦琴同志，为此书的再版辛勤

工作了几个月，有时甚至节假日也要继续工作，我对他们的敬业精神，表

示真诚的敬佩和感谢。

王戎笙

2007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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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清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便酝酿组织

全国力量，编写-部大型清史，后由于"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止。"文化

大革命"结束不久，这项工作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但由于前辈学者有的已

经去世，有的年迈体弱，这项工作便落在我们这-代人的肩上。某种意义

上说，我们是在完成前辈未竟之业。

1983 年以前，曾设想组织全国各省市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的力量，编

写→部 1000 万字左右的清史，并按这个设想拟订了规划。经过反复讨论，

鉴于大量的清史资料特别是清代档案正在整理，专题研究还不够深入，修

篡大型清史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个规划一时难以实现。

1983 年在长沙史学规划会议上，重新讨论了清史编篡规划。这个规划

的要点是:自 1983 年起，到 1990 年，即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以 8

年的时间，完成一部十卷本的《清代全史> (当时暂名为《清代通史>)和

大约 20 卷的《清代人物传稿》。

《清代全史》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研究经费。书中的观点，是

我们探索性的学术见解。编撰人员完全是自愿结合。项目负责人邀请一些

朋友，分别担任各卷主编，再由各卷主编聘请学术界同仁组成该卷的编写

小组。第一卷主编李询、薛虹，第二卷主编王戎笙，第三卷主编郭松义，

第四卷主编王戎笙，第五卷主编韦庆远、叶显恩，第六卷主编喻松青、张

小林，第七卷主编龙盛运，第八卷主编~汝成，第九卷主编徐彻、董守义，

第十卷主编刘克祥。

本书不设总主编，采取分卷主编负责制。这是一个尝试。目的在于充

分发扬学术民主，有利于发挥撰稿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持不同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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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可以心情舒畅地一道工作。为保证本书具有较高学术水平，我们经常

举行分卷主编会议，除了讨论工作中的问题外，主要是讨论重要学术问题。

例如，清朝前期的历史地位.清朝面临的国际形势以及清政府应付这种新

形势的能力，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各地

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边疆地区的开发，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

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种种特征，这些问题在分卷主

编会议上都交换过意见。我们的写作过程，是互相学习、互相砾踞的过程，

也是全书在重大理论上保持完整体系的过程。

我们的目标是编撰一部反映现阶段我国清史研究水平的学术专著。因

此，我们力求放眼世界，注意信息，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吸取海内外学

者的研究成果。"学如积薪我们力争有所前进、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许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以及海外同行们以

各种形式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以出版《清史研究丛书》享有盛誉的

辽宁人民出版社热心地接受本书的出版，并慷慨地给予出版资助。该社的

袁间琅编审、徐彻副编审、高虹编辑，为这部书的出版尽了很大的努力 C

对此，我们由衷地感谢。我们学识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海内

外的朋友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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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戎笙

1990 年 7 月



目录
常吃出非非芷芷守军γ 毛丑且在在叮非非桦4略立守节

再版前言…………………………………………………………………( 1 ) 

前言……………………………………………………………………( 1 ) 

绪论·

第一章 清朝的建立和民族矛盾的激化………………………………( 10 ) 

第一节 明朝的覆亡与全国阶级斗争的新形势…………………( 10 ) 

第三节 山海关之战和清朝人主中原……………………………( 21 ) 

第三节 在清军打击下大顺、大西政权的相继覆亡……………( 32 ) 

第四节 清初民族压迫政策和满族社会地位的变化……………( 44 ) 

第二章 抗清民族运动的兴衰与南明的覆亡…………………………( 56 ) 

第一节 南明弘光政权与"联虏剿寇"政策的失败……………( 56 ) 

第二节 隆武、浙东政权与抗清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69 ) 

第兰节 永历政权与抗清运动的第三次高潮……………………( 87 ) 

第四节 孙可望"国主"政权与抗清运动第三次高潮…………( 97 ) 

第五节 郑成功抗清及收复台湾…………………………………( 114 ) 

'第六节 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 122) 

第三章 清初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及各项政策………………………( 133) 

第一节 清初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 133) 

第二节 对汉族官僚地主的控制与笼络…………………………( 146) 

第三节 对蒙藏等族的控制与笼络………………………………( 157 ) 



回国 II~ 圃害自文库·清代全曳(第二者)
咄咄晦非农11!M 阴阳帽响陌制阴阳

第四节 清政府面临的经济问题和它所采取的措施……………( 167) 

第四章 清初的统一大业………………………………………………( 177) 

第一节 三藩割据势力的形成……………………………………( 177) 

第二节三藩之乱…………………………………………………( 183 ) 

第三节平藩战争的胜利…………………………………………( 191 ) 

第四节 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 (202 ) 

第五章 清初的政治制度……………………………………………… (215 ) 

第一节 中央行政机构…………………………………………… (215 ) 

第二节地方行政机构…………………………………………… (227 ) 

第三节兵制……………………………………………………… (236 ) 

第四节刑法……………………………………………………… (244 ) 

第五节财政制度………………………………………………… (253 ) 

第六节 学校和科举制度………………………………………… (265 ) 

第六章中外关系……………………………………………………… (273 ) 

第一节 中俄关系………………………………………………… (273 ) 

第二节 中国与西方殖民国家的交往…………………………… (282 ) 

第三节 中国与亚讲|诸国………………………………………… (292 ) 

第四节 传教士来华和西方文化的输入………………………… (298 ) 

第七章清初的思想文化………………………………………………( 317) 

第一节 清初学术的发展趋势和基本特征………………………( 317) 

第二节 清初的主要思想家及其成就…………………………… (329 ) 

第三节清初的史学……………………………………………… (352 ) 

第四节清初的文学……………………………………………… (364 ) 

第五节清初的艺术……………………………………………… (372 ) 

后记…………………………………………………………………… (378 ) 

2 



绪论
市币2与市把扩川~性非幸与注拉边边U以守W品在3

满洲的兴起和清朝的建立，大体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同时。 17 世纪

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 O 革命

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从而也为英国建立世界工商业霸权奠

定了基础 O 资本主义兴起之后，资产阶级就用暴力并辅之以其他手段，在

亚洲、非洲、美洲|广泛进行殖民扩张 O 明末清初，中国所面临的正是这种

前所未有的国际形势。

对华武装侵略，明末已在沿海发生。明正德年间，葡萄牙人来到中国，

接着是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是当时

称霸海上的西方强国。他们倚仗先进的海上交通工具和铸造精良的火枪火

炮，在亚洲、非洲、美洲l土著部落中，创造一系列不可战胜的神话和令人

战栗的恐怖世界。可是在中国，当时的明王朝虽已腐败没落，但仍享有文

明古国的声戚。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农业和手工业，科学和技术，

造船、航海、冶金等都曾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这些新崛起的殖民势力，在

士业革命之前并不比中国强盛，当然没有把握战胜这个文明古国，当然也

不敢像对待士著部落那样肆行无忌 O 当初葡萄牙人居留澳门是要向中国政

府缴纳租银的，虽然为数甚少 但毕竟表明主权属于中国，暂时还不敢攫

为己有。

接踵而来的是西班牙人，主要是从菲律宾来福建贸易，限制在漳厦地

区，规模也不大，但冲突时常发生，而且发生了大规模惨杀华人的事件。

16 世纪末，荷兰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跃居世界首位，它的殖民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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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亚洲是最强大的。万历三十二年 (1604 年)和天启三年( 1622 年) , 

荷兰舰队两次侵入澎湖并攻掠福建沿海，均为中国军队逐出 O 以后侵占台

湾，在台湾实行了 38 年的殖民统治之后为郑成功逐出 O

明崇祯十年 (1637 年)英将约翰·韦德尔(John Weddle) 率领船舰

在未获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自行进入珠江，与虎门炮台守军发生三次

战斗。

正当葡、西、荷、英等国的船舰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岛屿的时候，在

北方，沙俄在征服西伯利亚汗之后，急速地向东推进，崇祯十二年

(1 639 年)到达鄂霍次克海。崇祯十六年 (1643 年)哥萨克头目波雅克

夫( V. D. Poiarkov) 率领百余人侵入精奇里江，抢劫杀掠。这伙吃人恶

魔，在中国领土上无恶不作，遭到我国黑龙江地区居民的誓死抵抗 O 这

伙入侵者不抱任何商业或传教的目的，甚至也不需要这样的伪装 O 他们

一开始就以狰狞面目出现，屠杀、抢劫、吃人肉，扩张领士的狂热使他

们敢于冒险犯难 o }I顶治七年( 1650 年) ，哈巴罗夫 (Erofei Pavlovich 

Khabarov) 率领两百余人，带着以武力相威胁的致清朝皇帝的信，并攻

占了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城。哈巴罗夫的后继者斯捷潘诺夫( Steparov) , 

于顺治十一年(1654 年)深入松花江下游。这仅仅是沙皇俄国侵占我国

领土的序幕 O

这是清初面临的国际形势 O 这样的国际形势是严峻的，也是前所未有

的。欧洲人到中国虽从唐初就开始了，但在新航路发现以前，欧亚交通不

便，来华者只有少数传奇式的人物，或献身宗教事业的布道者，或追逐高

额利润的商人，或在好奇心驱使下的旅行家。他们不使用武力，也不以武

力相威胁，没有领土野心，没有蔑视或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对中国的稳

定和安全不构成危害。但是， 16 世纪以后，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

和新贵族采用种种血腥手段，实行罪恶的原始积累。在国内，迫使生产者

脱离生产资料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雇佣工人;在海外，实行殖民掠夺，对

殖民地人民进行血腥镇压，掠卖人口，搜刮资源，垄断市场。西方列强的

贪婪目光，正注视着幅员辽阔、资游、丰富的中国。

当时国防尖端技术主要是造船、航海、冶铁、火药，而这几项正是中

国古代文明的骄傲，在 16 世纪以前，中国一直是遥遥领先的。横搜印度洋

实现洲际航海的郑和，率领的船队规模之大，造船技术之精巧，航程之远，

复航次数之多，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远非几十年后称霸海上的葡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