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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孟森先生是公认的中国近代明清史研究的杰出奠基人之一，王钟翰先生称其相关著作“代表了近代清
史学科第一代的最高水平，是近代清史研究发展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清史讲义》分为二编：第一编分为清史在史学上之位置、清史体例、清代种族及世系、八旗制度考
实四章；第二编分为开国、巩固国基、全盛、嘉道守文、咸同之转危为安五章。
这部书为明清史研究开拓者孟森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原是孟森先生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
授课时的讲稿，它不是一味抄掇史料，其中多有孟森先生个人研究的发明创见。
孟森先生具有实际的政治经验，所以在评论史事时，常常有精辟独到的见解，本书也因此长期以来作
为各大学的教材使用。
孟森先生在北京大学专教明清史，两年轮授，今年讲明史，翌年讲清史。
讲义也分作明史、清史两部。
这本讲义原是孟森先生授课时由北大出版组铅印发给学生使用的，但排校不清，孟森先生在讲授时，
也是随讲随改。
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由商鸿逵教授整理的《明清史讲义》，使这本讲义有了一部具有现代标点的善
本。
（商校本删去了第一编第四章八旗制度考实、第二编第二章第三节取台湾及鸦片案以后诸章节。
）后来，多家出版社单独抽出《明清史讲义》中的清史部分，定名为《清史讲义》，印行于世，成为
现在普遍通行的本子。
为更方便当代人阅读，此次出版，对原书的体例格式做了相应调整，并在此基础上作了个别修订；补
足了商校本所删的诸章节；参考多个版本，分别校勘，择善而从，对其中一些讹误疏漏之处进行了改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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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史讲义》是盂森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稿，是有关清史问题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孟森先生利用《清实录》和Ⅸ清史稿》，又兼采清廷档册及《朝鲜李朝实录》等鲜为人用的史料，以
乾嘉学派扎实细密的功夫考订清之先世源流，揭示八旗制度原貌，剖析了清代历史的诸多核心问题。
本书主要分为《开国》、《巩固国基》、《全盛》、《嘉道守文》、《咸同之转危为安》五章，对清
朝前期二百年之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简要叙述，为研习清史者之入门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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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森（1869-1937），世称孟心史先生，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清史研究的杰出奠基人，他在传统方法基
础上吸收了近代史论研究方法，开创了明清断代史研究之先河，其著作是近代清史研究第一代的最高
水平。
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评价说，其“不过三十余年，而撰述之富，成就之大，影响之深，自非后辈未学
所能望其肩背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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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是为后金国又进一步之君主政体。
是年为明崇祯八年，即天聪九年，得传国玉玺于元裔插汉林丹汗之太妃苏泰所。
明年四月，遂废后金号，改号日清，亦创年号日崇德。
以前天聪皇帝乃与太祖之天命同为尊号，用以纪年，乃相沿借用。
至是则有年号，以天聪十年四月以后为崇德元年矣。
是为更进一步公然成立之君主政体。
太宗始被推为八贝勒首，袁崇焕遣使来吊，以觇金国内情。
太宗以礼报使，而明廷哗然，谓崇焕通敌。
太宗以其间与明相周旋，而急攻朝鲜，以绝其从后牵掣之患。
朝鲜事明最忠，太宗取城下之盟，多所约束，使朝鲜不为明助。
旋以袁崇焕约和无成，遂回军指中国。
明廷论方指摘崇焕，太宗乘机以反间中之，兵越山海关大路，由蒙古地入大安口，攻龙井关入遵化，
京师戒严，崇焕入援。
明廷有右毛文龙者，有不慊于通吊建州者，并为一谈。
虽无反间，崇焕犹将不免。
太宗之用间杀崇焕，直袭小说中蒋干中计故事，本极拙劣，明之君臣自有成见，与相凑合，坏此干城
，而崇焕被杀，为清室驱除矣。
太宗兵下遵化，在崇祯二年十一月，明能战之将，赵率教、满桂先后战没。
清兵薄德胜门，起前大学士孙承宗视师，清兵退，历破京东各州县，大掠数月。
至崇祯三年五月，仍由遵化出边，永平、遵化及所属各城皆复。
时山陕乱势已炽，清兵又屡侵扰，明廷大困。
明崇祯九年，即太宗天聪十年，四月，遂定有天下之号日清。
天聪十年四月乙亥朔，越十有一日乙酉，黎明，太宗率诸贝勒大臣，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
，建国号日大清，改元崇德。
即以是年为崇德元年。
追尊始祖为泽王，高祖为庆王，曾祖为昌王，祖为福王，上太祖尊谥日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
孝武皇帝，庙号太祖，太后尊谥日孝慈昭宪纯德真顺承天育圣武皇后。
定太庙制：前殿安奉太祖太后神位，后殿安奉正中始祖，左高祖，右曾祖，左末祖各神位，右末安奉
皇伯祖礼敦神位。
礼敦亦于是时追封为武功郡王。
太宗建立清代时之意识，据《东华录》所载如此。
此合后来纪载，有可考证者数事：（一）太祖时已定国号为金，或称大金，亦称后金，是犹以女真先
世帝号为荣，欲为绍述而已。
至是乃辟而去之，直以金之半壁天下为未足，易一号以自标帜焉。
顾其金之改为清，意义何在？
余向者持论，谓清即金之谐音，盖女真语未变，特改书音近之汉字耳。
闻者驳之，谓金清非同音字，金为侵覃韵之合口音，与庚韵之清大不同。
吾以为女真何知音韵之学，从其效汉语时所肖之音，音近即取之，故效汉语呼夫人，则曰夫金，旋作
福金，又作福晋。
金与晋固非音韵学家所谓同音，金与晋及人字，不更相距尤远乎？
而满汉译文可以相通，何必金之不可为清也？
然此究为无据之空谈。
近乃得一确证，满人金息侯梁，撰有《光宣小纪》，亦称清即金之谐音，并举沈阳抚近门额，汉文称
大金天聪年，其满文即终清世之大清字样。
是可知金之为清，改汉不改满，有确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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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宗追尊先代。
太祖本已用汗与帝并称，显祖以上，乃仅称王号。
后至顺治五年十一月，始定肇、兴、景、显四祖之称。
在太宗时，惟以始受明都督官职者为始祖，谓之都督孟特穆。
其近代则自高祖起，为追尊所及之限，故此时所封庆王，后来所尊为兴祖，不必有何勋望。
无庸疑其为建州左卫以外，别有传说。
（三）当太宗时，高曾祖考，俱在四亲之内，不应祧法。
其以高曾祖三世，与始祖俱安奉后殿者，以别于手创大业之太祖而已。
后世乃以后殿为祧庙，此中国士大夫之礼学，实非太宗所知，顾一成不改，遂为清一代之庙制。
自雍正以后，显祖以上适在可祧之列，遂以后殿为祧庙耳。
（四）后殿神位，原有五座，武功郡王礼敦，俨然与四祖并尊。
此亦当时草昧之制。
后于崇德四年八月，退礼敦为配享之列。
此惟见《清史稿·礼敦传》，而清史于乾隆间补武功郡王等列传，直以礼敦为崇德元年即配享太庙，
配享则应在两庑。
且《东华录》对崇德元年，亦明言配享者为费英东、额亦都两人。
时但有功臣配享，未知有宗室配享也。
盖至崇德四年而稍悟庙制之非，后殿乃独存四祖矣。
（五）崇德建元，实是纪元之始，以前天命、天聪皆尊号，非与一国臣民纪年之用。
说已见前。
太宗之建清国，其动机在上年八月，得元代传国玉玺于元裔林丹汗之苏泰太后。
林丹汗为元顺帝后，居察哈尔逼明边，明谓之插汉，自以为蒙古大汗。
虐视近边蒙古诸部，为诸部所不附。
清于天聪八年，以兵逼林丹汗走死，逾年得其传国玺，乃定立国之计。
先由诸王贝勒偕已附之蒙古部落劝进，并告朝鲜，使预劝进之列。
朝鲜忠于明，不肯从。
太宗既改号，首伐朝鲜，灭其国，胁其君伏罪而复置之，自是朝鲜不敢复通于明，称臣质子，永为清
属国矣。
明方苦于内乱。
崇德二年，即明崇祯十年，既下朝鲜，明年即复入塞，明督师侍郎卢象升战死。
又明年，移蓟辽总督洪承畴御清，内乱益炽。
承畴与清相持于宁锦，太宗攻之累年，以崇德七年二月克松山，承畴降，遂下锦州。
冬十一月，又入蓟州，连下畿南山东州县，至明年四月乃北还。
时为明崇祯十六年。
李自成势力已遍及中原，明祚岌岌，而太宗以其年八月初九日庚午崩，世祖以六龄嗣位，遂为代明有
国统一华夏之主。
第三节 世祖世祖名福临，太宗第九子，以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丁亥袭父位。
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从叔父郑亲王济尔哈郎同辅政。
诏以明年为顺治元年。
事既定，即以兵乘明之扰，累犯关外诸城，然不能薄关门也。
顺治元年三月十九曰丁未，李自成陷京师内城，帝自经。
自成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
四月初四日辛酉，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启摄政王入定中原，略言：上帝潜为启佑，正摄政诸王建功立
业之会，成丕业以垂休万撰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
中原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
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
明之受病，已不可治，大河以北，定属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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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孟森（1868-1937），字莼孙，号心史。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
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
1929年，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主讲清史课程。
1931年受聘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主讲满洲开国史。
他被史学界誉为我国近代清史学派的开山祖，著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对史实进行考订，
多有创见，对明清史的研究有较深远的影响。
《清史讲义》是孟森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堂上所发的讲义。
后经其弟子商鸿逵先生整理，与《明史讲义》合刊为《明清史讲义》，于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2006年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也出版了该书。
后《清史讲义》由中华书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多次出版。
此次出版的《清史讲义》，以2007年9月中华书局版为底本进行整理。
本着尊重原著、力求保持作品原貌的原则，在编辑过程中未对民国用法的文字做任何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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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孟心史先生以考证方法施之于清史，成绩超卓，以材料之多，任何问题均可作定论。
　　——历史学家 顾颉刚迄至目前史学界均十分肯定，孟森是我国近代清史学派的开山祖。
　　——历史学家 王钟翰回首百年，给清史学贡献最大的，首推孟森。
他给清史学提供的新的东西，至今无人能及⋯⋯这是百年中涌现出的一位令人景仰的清史学大师。
　　——知名学者 何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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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史讲义》：跟大师学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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