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亡清兴六十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明亡清兴六十年>>

13位ISBN编号：9787101059472

10位ISBN编号：7101059473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阎崇年

页数：56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亡清兴六十年>>

前言

　　《明亡清兴六十年》是我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CCTV-10）《 百家讲坛》主讲系列历
史讲座48讲的讲稿。
讲稿有四种稿本：一是文案稿 ，二是播出稿，三是录音稿，四是综合稿。
本书就是取前三种稿本优长而 成的综合稿，稍加润色，结集出版。
《明亡清兴六十年》先以上下分册推 出，现经重新审定，修正疏误，补充史料、彩色图片，整合而为
彩图珍藏 版问世。
全书讲述的时间跨度，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 到清顺治元年(1644年）福临定都北
京，其间整整60年。
这60年历史的特点 是四个字——“明亡清兴”：乃胜乃败，斯兴斯亡；兴亦悲壮，亡亦悲壮 。
为什么呢？
我想起了贤哲释迦牟尼。
 释家三世佛的哲学是：要用三双眼睛看世界——过去、现在、未来。
 这是智者的思维，也是贤者的思维。
因为六了解过去，就不能科学地认知 现在；而不了解现在、也就不能科学地认知未来。
历史学正是认知过去的 学问。
所以，在文明的时代，智者应学历史，不学历史不能成为智者；贤 者应学历史，不学历史不能成为贤
者。
那么，中国历史的江河，源远流长 ，曲折回旋，日夜不息，奔腾向前，为什么要选取明亡清兴这段历
史来学 习呢？
 明亡清兴的60年，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解、山谷陵替、格局剧变、悲 欢离合的时代。
在明亡清兴的历史舞台上：格局，雄伟壮阔；人物，群星 灿烂；事件，繁复跌宕；故事，生动有趣。
人们都在表现，也都在表演： 真与假、善与伪、美与丑，智与愚、勇与怯、廉与贪。
明亡清兴的60年， 又是近世社会的缩影。
凡是近世社会的重要元素——贫与富、夷与夏、官 与民、中与西，都在这里展示；求民生、求自由、
求平等、求民权，也都 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
明亡清兴的60年，亦如《尚书·大禹谟》云：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就是说人心不安、道心不明。
正义者不安其死 ，不义者鸡犬升天。
而治国平天下，应当明道安民，道明则民安，民安则 国泰。
 300多年来，人们在思考：明朝何以亡？
清朝何以兴？
其道其理，亦显 亦隐。
一个人、一个群体、一支军队、一个民族，其兴衰、其成败，虽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却都可以从中
找到自己需要的结论和答案、经验和教 训、思考和启迪、聪明和智慧。
所以，每位后来人——不同年龄、不同性 别、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民族
、不同宗教、 不同肤色、不同国籍，都可以从明亡清兴60年的历史中，学到宝贵的智慧 并找到自己的
影子。
 在灿若星汉的人物中，我选取袁崇焕作为一面折射明亡清兴的历史镜 子，是因为他所身历的大喜大
悲：喜，惊天地；悲，泣鬼神。
袁崇焕值得 后人景仰的仁、智、勇、廉，及其浩然正气和爱国精神，既是其时志士仁 人的典范，也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30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袁崇焕，出 版了《袁崇焕研究论集》、《袁崇焕资料集录》(合）、《袁崇焕
传》和《 袁崇焕》，多次倡议或主持袁崇焕国际学术研讨会，考察全国同袁崇焕相 关的历史遗迹，
及其在海外华人圈的影响。
也出版了《努尔哈赤传》、《 清朝通史·太祖朝》、《清朝通史·太宗朝》和《满学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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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从明 与清两个视角，加深了对明清之际60年历史的考察与思索。
 在明亡清兴历史的背后，西方一些国家正在兴起。
我们重新阅读这段 历史时，应当既看到中国，又放眼世界。
要避免两种认识上的误区：或持 敖自矜，或过于悲观。
应取的态度是：既不能盲目自大，也不可妄自菲薄 ；既讲求历史的科学性，又力戒历史的片面性。
 真实是历史科学的生命，玄幻则是历史科学的肿瘤。
历史的大众传授 要深入浅出，只有深入才能浅出，否则的“浅”是浅薄；历史的大众传授 要雅俗共
赏，只有大雅才能大俗，否则的“俗”是庸俗。
观众和读者需要 的是浅明而不是浅薄，是通俗而不是庸俗。
表述史学的著作忌长——能省 一个字，就不多一个字。
知理虽易，实行则难。
一部儒家经典《大学》才 1753个字，字字推敲，句句雕琢。
一部《史记》太史公司马迁说它不过 526500字。
无论历史的学术表述，还是历史的通俗表述，有一个共同点， 这就是它的真实性与科学性。
 我说过，历史应当受到敬畏：为什么要“敬”？
因为吸取前人经验， 会得到宝贵的智慧；为什么要“畏”？
因为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 惩罚。
这里补充一句：对历史的传承与表述，也应当采取敬畏的态度。
 本书的旨趣在于同广大读者进行“求知、求真、求励、求悦、求鉴” 的对话。
 ——求知，历史会提供丰富有趣的知识； ——求真，历史会提供江山风雨的真实； ——求励，历史
会提供修齐励志的经验； ——求悦，历史会提供赏心丽目的愉悦； ——求鉴，历史会提供参政资治
的通鉴。
 我们应从明亡清兴60年的历史中，学习胜利者的智慧与修养，记住失 败者的愚蠢与骄纵。
 阎崇年 2007年11月1日 于四合书屋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亡清兴六十年>>

内容概要

从1583年到1644年，几股政治势力在中原舞台上你争我夺，“亲民学者”阎崇年为你讲述这60年来历
史的血与火。
与上部相比，下册更为精彩，场景更为波澜壮阔。
勾勒出各色人物形象，如蒙古林丹汗、闯王李自成崇祯帝、毛文龙、皇太极、多尔衮和吴三桂等。
  　本书不仅写了以明、清双方在辽东地区的一系列决定生死的大战，还写到了双方议和，写到明朝
的朝政危机，宫廷三案，炽烈党争，并生动鲜活地勾勒出那个特定时代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画像⋯⋯
这些人物、这些事件，构成了那个天崩地解、浓墨重彩的时代，通过解析这些人物和事件，作者为我
们揭示出明朝何以衰亡、清朝何以兴盛的历史宝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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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袁崇焕研究会会长，北京满学会会长。
论文集有《袁崇焕研究论集》、《燕史集》、《燕步集》、《满学论集》共4部；专著有《袁崇焕传
》、《袁崇焕资料集录》（合）、《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天命汗》、《清朝通史&#8226;
太祖朝》、《清朝通史&#8226;太宗朝》、《清朝皇帝列传》、《正说清朝十二帝》等28部。
主编《袁崇焕学术论文集》、《戚继光研究论集》、《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学术丛刊《满学
研究》第一至七辑等14部。
先后发表明史、清史、满学论文200余篇。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亡清兴六十年>>

书籍目录

序第一讲 崇焕之死第二讲 万历怠政第三讲 朝政危机第四讲 成梁守辽第五讲 满洲崛兴第六讲 辽事初起
第七讲 四路丧师第八讲 开铁失守第九讲 明宫三案第十讲 沈阳失陷第十一讲 辽阳陷落第十二讲 广宁迎
降第十三讲 传首九边第十四讲 英雄家世第十五讲 单骑阅塞第十六讲 营筑宁远第十七讲 帝师督辽第十
八讲 宁远大捷第十九讲 觉华兵败第二十讲 巡抚辽东第二十一讲 宁锦大捷（上）第二十二讲 宁锦大捷
（下）第二十三讲 阉党专权第二十四讲 遭讦辞职第二十五讲 崇祯登极第二十六讲 平台奏对第二十七
讲 天聪新政第二十八讲 宁远兵变第二十九讲 督师蓟辽第三十讲 斩毛文龙第三十一讲 北京危机第三十
二讲 保卫京师第三十三讲 平台落狱第三十四讲 阉孽翻案第三十五讲 崇焕死因第三十六讲 崇焕精神第
三十七讲 大寿降清第三十八讲 林丹大汗第三十九讲 建立大清第四十讲 松锦大战第四十一讲 总督降清
第四十二讲 中原悲歌第四十三讲 睿王摄政第四十四讲 闯王进京第四十五讲 三桂降清第四十六讲 山海
关大战第四十七讲 顺治迁都第四十八讲 兴亡之鉴附录 对话阎崇年（访谈）跋感谢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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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平台落狱 明崇祯二年即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十二月初一日，崇祯皇帝在北京 紫禁城平台
（紫禁城建极殿即今保和殿居中向后为云台门，其两旁向后为云 台左门、云台右门，又名平台），召
见袁崇焕，传谕是要“议军饷”。
 袁崇焕当时的职务是：明朝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
蓟辽 督师的全称是督师蓟、辽、天津、登、莱军务，就是说袁崇焕是兵部尚书 、右副都御史兼督师
蓟、辽、天津、登、莱地区的军事防务，负责抵御后 金军队南进，守卫山海关，保卫北京城。
袁崇焕的驻地在宁远（今辽宁兴城 ）。
 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并没有同他议军饷，而是当即下令将 他逮捕下狱。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话要从头说起。
这年十月，后金天聪汗皇太极，亲率八旗大军和蒙古 骑兵，绕过袁崇焕的防区，就是关（山海关）宁
（宁远）锦（锦州）防线，通过 蒙古，突破长城，攻陷遵化，直逼北京。
袁崇焕巡视到山海关时，得到了 皇太极进攻北京的军报。
他心焚胆裂，愤不顾死，急点九千兵马，“士不 传餐，马不再秣”，就是行军途中兵不再吃饭，马不
再喂草，日夜兼驰， 赶在皇太极之前，到了北京广渠门外。
 时值寒冬，大营露宿，缺乏粮料，兵饥马饿，而袁崇焕率领援军，在 这样极度不利的情况下，背依
城墙，先后在广渠门外、左安门外，打退皇 太极军队的猛烈进攻。
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甲胄上布满箭镞，如 刺猬皮一般。
当时场面，马颈相交，挥刀厮杀，险象环生。
一个后金军勇 士一刀砍向袁崇焕，幸亏袁崇焕手下的副官用刀一格，才使他幸免于难。
 皇太极与袁崇焕有着难解的仇恨。
想当年，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就曾受 挫于袁崇焕固守的宁远城下，百战百胜的神话就此破灭，不久郁郁
而终。
 还有说法认为努尔哈赤是在宁远城下被袁崇焕的红夷大炮打伤后饮恨而死 的。
后来，决心雪耻的皇太极又在宁锦战场上败给了袁崇焕。
两次兵败的 奇耻大辱，父亲丧命的深仇大恨，使得皇太极不能善罢甘休。
 在北京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战之后，皇太极的八旗大军没有撤退，等待 时机；袁崇焕也在休整兵马，
准备再战。
皇太极一面伺机向北京城发动更 强大的进攻，一面使用“反间计”，离间明朝君臣。
 此前，后金大军在广渠门战败屯驻南海子时，俘虏了明朝提督大坝马 房太监杨春、王成德。
据《崇祯长编》记载：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 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
万岁爷养马的官儿”。
 第二天，皇太极命将杨春、王成德带到德胜门外，指派副将高鸿中，参将 鲍承先、宁完我和巴克什
达海等，对他们加以监守。
高鸿中、鲍承先等按 照皇太极的旨意，夜里回营，坐在两个太监囚室的隔壁，故作耳语，秘密 谈话
。
他们在谈话中明示袁崇焕已经与皇太极有密约，攻取北京，城下之 盟，很快可以成功。
太监杨春、王成德假装卧睡，倾耳窃听。
 二十九日，高鸿中、鲍承先又受命故意放走了杨太监、王太监。
杨太 监等回到紫禁城，将窃听到的高鸿中、鲍承先的密谈内容，奏报了崇祯皇 帝。
崇祯帝既惑于阉党的蜚语，又误中后金的反间计，决定在平台召见袁 崇焕“议饷”。
 隆冬时节，大地冰封，袁崇焕率领的军队，露宿城外，无粮无草。
此 时听到皇帝要议军饷，袁崇焕自然非常高兴。
这里面还要插个一块面饼的 故事。
袁崇焕治军十分严明，在军队无粮无草，人饥马疲的情况之下，仍 明令：不许官兵抢老百姓家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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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饥，不许砍伐老百姓的树木点火取暖 。
但是有一个士兵实在是饿极了，就偷了老百姓家的一块面饼。
袁崇焕知 道后，为了严肃军纪，含泪把这个士兵当众斩首。
军队缺饷已经成为当时 的最大问题，袁崇焕急不可待地要入城“议饷”。
有的军官提醒说，这里 面会不会有别的事情？
袁崇焕没有理会。
 袁崇焕来到北京城下。
北京这时是九门戒严，城门禁闭。
城上用绳子 吊一个筐子下来，袁崇焕就坐在筐子里被提到城上。
堂堂大明兵部尚书、 蓟辽督师，居然不能从城门进去，要缒（zhui）城而入。
袁崇焕到了平台之 后，崇祯皇帝严肃地坐在那里，没有议军饷，而是下令将袁崇焕逮捕。
这 件事情，学者张岱在他的《石匮（gui）书后集》里面有记载，《崇祯长编》 也记载，说：“逮督
师袁崇焕于狱。
”就是逮捕袁崇焕下狱。
计六奇的《 明季北略》记述较详：“著锦衣卫孥（na）掷殿下。
校尉十人，褫（chi）其朝 服，杻（chou）押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
”袁崇焕被剥 掉官服，身受刑具，押送到锦衣卫大狱。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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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展现了明末清初六十年间的历史风云。
作者对明朝和满洲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平行观察，力图总结明朝何以衰亡，满洲何以兴起的
历史经验与教训。
在叙事手法上，以袁崇焕个人的命运起伏为推进情节发展的线索，又增加了其背后广阔的社会历史内
容，所以既有可读性，又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天崩地裂、改朝易代、浓墨重彩的60年，明清之间生死对决，精彩博弈。
这是让人热血沸腾、让个性表露无遗的舞台，努尔哈赤的坚毅，皇太极的进取，万历帝的怠惰，天启
帝的庸顽，袁崇焕的忠烈，魏忠贤的奸诈，东林党人的绝望抗争，阉党群丑的擅作威福⋯⋯这些人物
，这些事件，述说着那个正邪对立、忠奸并陈的时代，见证着清之勃兴、明之将亡的历史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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