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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明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出比它更有趣、更好玩、更神秘，也更荒诞
的时代了。
这是一个没落王朝的垂死挣扎或回光返照，但是没有汉末的英雄，没有宋末的悲壮，有的只是倾轧、
内斗、偏安、逃命⋯⋯加上一点黑色幽默。
一时间，李自成、张献忠、多尔衮，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朱由崧、朱聿键、朱由榔，华丽丽各领
风骚一两年。
当年明月没有写南明的事儿，实在是一件憾事。
本书作者用同样幽默的文笔，续写了南明的历史，带给你同样精彩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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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心有方鸣，原名田耀，1984年出生，河北辛集人。
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现就职于一家律师事务所。
痴迷历史和军事，业余时间进行创作，颇有重写中国历史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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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山海关大战   山海关大战是明末清初影响中国局势发展最关键的一场战役。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吴三桂接连反叛明朝和大顺，投降了清朝；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如日中
天的李自成兵败如山倒；也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清军把“铁蹄”伸到中原。
总之在这一个月里，风云变化太快了，快得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第二章 李自成之死   李自成最大的战略失误就是：当他当了中国最大的地主的时候，他的思维还是老
农思维。
第三章 朱由崧称帝   当朱由崧进入南京城时，人们看到他的衣服是半旧的（角巾半污旧），手里拿着
扇子（手摇白竹扇），纷纷说他有隐士的风采（有陇亩风）。
这时人们都暗暗高兴，认为他会是个好皇帝。
而事实是，人们的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朱由崧不是个好皇帝，而是昏到极点的皇帝，比刘阿斗还刘阿斗，吃喝嫖赌样样都拿手。
第四章 弘光时期的政治   在各地的将领拥兵自重的时候，弘光朝廷内部也没有消停，出现了党争。
这其实不算什么新闻，在明末党争是很严重的，南明也继承了明朝末年党争的“光荣传统”，南京的
大臣也继承了北京大臣窝里斗的“优秀品质”。
南明的党争甚至比明末还严重，因为武将也参与了进来。
第五章 北使   弘光政权对“北使”并没有充足的准备，北使团既然是去和清朝谈判的，那北使团就应
该知道谈判的底线是什么，到底拿什么和清方讨价还价，清方要的什么条件可以答应，什么条件不能
答应。
当时南明的官员在许多方面都达不成一致的意见。
但有一方面的意见却出奇一致，那就是朱由崧和顺治的关系。
当时朱由崧已经是奔四的人了，而顺治还没有成年，如果让朱由崧叫顺治叔叔那可就雷人了，所以弘
光朝廷下了死命令，什么丧权辱国的条件都可以带回来，就是不能让朱由崧认顺治为叔。
在南明看来，什么都可以丢，面子还是不能丢的。
第六章 弘光三大奇案   在朱由崧散播崇祯的三个儿子都遇难的时候，东林党人也没闲着，弘光在位的
一年时间里，南明先后发生了“妖僧大悲”、“假太子”、“童妃”三大案，矛头直指朱由崧继承皇
位的合法性。
而这些事件的背后指使就是东林党人。
虽然这三大案没有明末移宫案、梃击案、红丸案轰动，但也可谓名噪一时。
第七章 扬州之战和南京失守   就这样，史可法在扬州牺牲了，南明最后的哨兵就这样走了。
他用自己的生命写下了什么叫不屈，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明朝的忠诚。
他是铁血战士左光斗的学生，他学到了左光斗所有的优秀品质，对得起当初屈死在监狱中的恩师。
第八章 弘光灭亡   据说南美的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北美也许就会形成一场风暴，这叫蝴蝶效应。
以后朱以海和朱聿键这两条小鱼还会掀起一场小鱼效应，千万不要小看小人物，小人物也可以改变历
史。
第九章 清政府的统治和反清斗争   清政府下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死命令，华夏子孙们就
发扬了“头可断，发不可剃”的抗争精神，于是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场又一场保卫头发的斗争。
第十章 朱聿键与朱以海   在以后的日子里朱聿键和朱以海相互挖墙脚，总想策反对方的大臣。
双方为了收买人心，拼着命地封爵位，公爵和伯爵满天飞，也许一个小县令都可能是伯爵。
第十一章 后隆武时代   有一个小幽默，问誓言和谎言有什么区别，答案是誓言是说的当真了，谎言是
听的当真了。
这次博洛招降郑芝龙就是一个誓言和谎言的游戏，博洛给了郑芝龙一个谎言，而郑芝龙却给了博洛一
个誓言。
郑芝龙全当真了，而博洛是全没当真。
第十二章 大顺军改编   大顺军没想到明朝还有如此有胆量的官员，对堵胤锡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到了大顺军的大营，堵胤锡不卑不亢，给大顺军先讲了当前的形势，又讲了朱聿键“一致抗虏”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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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还讲了清军对汉族人民的民族压迫政策，最后讲民族，讲大义，反正什么容易让人头脑发热，堵
胤锡就讲什么。
堵胤锡讲得非常慷慨激昂，大顺军听得也热血沸腾，有了种找不到北的感觉。
第十三章 大西军   孙可望等人到了云南，大西军才算有了一块真正意义上的根据地。
从崇祯三年（1630 年）开始大西军就处在流动作战状态，一直流动到了顺治四年（1647 年），当年跟
着张献忠的小伙子们都成了中年人，大西军才算有了一块能立足的地方。
辛辛苦苦打拼了许多年，现在终于有了“家”的感觉。
第十四章 永历朱由榔   对于永历朱由榔，人们的期待还是蛮大的，但是朱由榔一登上历史舞台的表现
就让人大跌眼镜。
对于朱由榔来说倒霉的日子只是刚刚开始，对于南明的历史来说精彩的已经结束，更加精彩的即将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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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山海关大战　　崇祯自杀　　文人自杀为忠，武将自杀为烈，女人自杀为贞，大学生自杀
那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还有可能是为失恋。
那皇帝自杀是因为啥呢？
崇祯自杀是向命运宣战。
他不是个昏君，正如他所说：朕并非亡国之君，却处处有亡国之象。
他的意思是：我很勤奋，不是昏君，只有昏君才应该亡国的，为什么现在内忧外患战火不断，国家到
处都是灭亡的征兆呢？
　　其实崇祯皇帝的运气很差。
明朝的皇帝有不上朝的，有搞行为艺术自己封自己官的，还有当木匠的，这些荒唐的皇帝没有亡国，
偏偏并不荒唐的崇祯皇帝亡国了。
这哥们不是运气差，这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运气差到极点了。
　　崇祯其实也想当个好皇帝，可是轮到他当皇帝的时候，中国出现了超级大旱灾，接着又是超级大
瘟疫，后来又是超级大旱灾。
因为崇祯的前几任皇帝基本上年年用兵，打海盗、打倭寇、打日本、打缅甸、打女真，明朝后期真正
消停的时候没几年。
其实战争就是砸钱，谁能砸，谁能砸到最后，谁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这些年的战事把明朝国库的银子基本上都用完了，明朝内部还有窝里斗，再加上东北女真的迅速崛起
，崇祯的运气是真够差的，基本上什么坏事都让他遇到了。
　　本来皇帝根本就轮不到崇祯坐。
他的老爹泰昌皇帝朱常洛皇帝还没当一年，准确地说才当了不到一个月，就吃了红丸，丢下大明江山
这个烂摊子驾鹤西去了。
我个人估计当时红丸的原料应该是汞的氧化物，朱常洛是重金属中毒而死，而许多历史学家说那两颗
红丸只是泻药，还有一部分史学家说红药丸含铅，老皇帝是铅中毒。
不管是什么中毒，反正泰昌老皇帝是死了。
崇祯的老爹死后，他哥哥朱由校当了皇帝。
他哥哥当了七年的木匠皇帝也挂了，而他哥哥本来有三个儿子，可是都被魏老人妖（以下简称魏老妖
）给害死了。
国不可一日无主，所以天上的馅饼就落到了崇祯的嘴里。
后来崇祯发现，天上掉的不是馅饼，而是烫手的山芋。
在那个时候当皇帝可是个危险的职业，原因就是魏老妖，魏老妖也挂念着皇帝这个职业。
当时魏老妖的权力太大了，如果魏老妖给皇帝点面子他会说：皇帝老大，我老二；如果魏老妖不想给
皇帝面子他完全可以说：老子老大，皇帝老二。
当时皇宫里和皇宫外都是魏老妖的人，万一魏老妖也给崇祯来上几颗“红药丸”、“蓝药丸”的，崇
祯不挂才怪。
而当时魏老妖确实有毒死崇祯，而且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的能力和实力。
　　就在魏老妖九千九百九十九岁的时候——注意，这时候魏老妖离万岁只有一步之遥了——崇祯对
魏老妖动了手，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如果崇祯年间上演的是一出喜剧的话，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奸臣除了，然后君臣一心，出现盛世的景
象。
然而崇祯年间上演的注定是一出悲剧。
把魏老妖除去后，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大灾，崇祯想拨款赈灾的时候，却发现家里没钱了。
所以在陕西出现人吃人的时候，崇祯一点办法也没有，老百姓的死活没人管，所以老百姓只能反。
后来中国大地上的农民起义就像洪水一样扑向崇祯，一句话，这就是天要灭崇祯，劫数呀，劫数。
　　其实崇祯是可以不自杀的，那时即便北京被李自成占领，在南方还有　　南京呢。
当时南京有六部的设置，可以说和北京的政府机构没有差别，只是没有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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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完全可以逃到南方，把南京当成陪都，本来南京就是明朝的首都。
而且南京也不必从零开始，现成的六部都摆在那儿，崇祯只要把案子一支就能办公，可崇祯偏偏在北
京上吊了。
　　我看崇祯得了现代人最容易得的心理疾病，由于工作压力大，还经常受挫折，以致对生活和人生
失去了信心，再加上心理素质低，于是自杀了。
当时史可法就在南京等着崇祯来组建新政府，可等来的是崇祯的死讯，辜负了人家史可法的一片忠心
。
　　为什么崇祯在煤山（即现在的景山公园）上吊？
皇宫离着煤山也不近，在皇宫里上吊多方便，偏偏要去煤山。
原因在崇祯遗书中写得很明白：朕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
也不知道崇祯是太蠢还是太精明，他死了之后，莫非不入祖坟？
什么叫自欺欺人？
这就叫自欺欺人。
　　吴三桂降顺　　李自成这时候早已经建立了大顺政权，主要控制着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
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以及湖北、江苏、安徽北部的一小部分地区。
皇太极在崇祯九年（1636 年）改女真国号“后金”为“清”，年号改为“崇德”（原来的年号是天聪
）。
皇太极死于崇祯十六年（1643 年，崇祯自杀前一年），皇太极死后顺治继位，此时女真部控制着东北
三省，包括外兴安岭等地区（今属俄罗斯）和内蒙古东部一部分。
秦岭淮河以南（就　　是今天大家所说的南方）除湖北、江苏、安徽北部（属李自成）和四川（属张
献忠）外，还在明朝残余势力的控制下。
　　每次说到清朝国号的时候，我都想多说两句废话，虽然加上这些废话会打乱全文的整体性。
清朝的国号由来据说是因为有一匹青马救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为报答青马的救命之恩才改国号为清
。
我可以告诉大家这纯属胡说八道。
国号对于一个朝代来说有非常深的寓意，是非常之大事，可不是儿戏，改国号是有讲究的，任何一个
朝代绝对不可能为了一只软毛畜生而改国号。
在清朝的记载中有许多动物救努尔哈赤的故事，像什么马呀狗呀的，凡是有灵性的动物基本上都会出
场，好像努尔哈赤就是天命所归，其实这些玄之又玄的事都是假的多真的少。
女真在建国初基本上算是游猎民族，打猎是必要的生存手段之一，而打猎时有狗和马帮助会更容易得
到猎物，也更容易脱离危险，因此女真人对马和狗出奇喜爱，甚至还忌食狗肉。
对马和狗的喜爱是当时女真人的生存环境所决定的，同马和狗救过努尔哈赤一点关系也没有。
　　李自成是陕西人，陕西农民起义最开始的时候，李自成的义军并不起眼。
当年在陕西农民军中李自成的绰号叫“闯将”，而当时的“闯王”是高迎祥。
使劲地抬李自成，李自成在农民义军队伍中的地位才能排到四到九位。
后来在明朝政府的镇压下，高迎祥和其他地位比较高的人不是战死就是投降，最后义军队伍就剩下两
支，一是李自成的队伍，一是张献忠的队伍，所以“闯将”李自成才有机会升级到“闯王”李自成。
有许多人都认为李自成是高迎祥的血亲（据说高迎祥是李自成的舅舅），即便不是，李自成和高迎祥
也有姻亲关系（李自成的老婆也姓高），其实李自成和高迎祥只是上下级的关系，至今也没有确切的
史料直接证明他们两个人有亲戚关系。
　　1644 年李自成进了北京。
在李自成进北京前，崇祯皇帝曾下令天下兵马进京勤王，要说离北京最近的武装力量，就是驻守辽东
的吴三桂和驻守山海关的高第，他们总共有五万多人。
可是李自成打到了北京边上，吴三桂没有任何反应，李自成进了北京，吴三桂的大军才慢慢腾腾地到
了山海关。
　　不是吴三桂勤王不积极，而是吴三桂小算盘打得当当响。
1643 年陕西总督孙传庭的军队被李自成歼灭以后，许多明朝的将领纷纷倒戈归顺李自成，李自成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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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政权有取代明朝政权的势头。
吴三桂这时想的是，如果李自成被打败，吴三桂再进京勤王，反正山海关离北京最近，到时候第一个
出现在北京的军队就是吴三桂的军队，那时他不用费一兵一卒，就成了扶大厦于将倾的功臣；而如果
李自成占领了北京，大顺取代明朝，他还可以像唐通那样归顺李自成，也不吃亏。
此时他按兵不动，就是为了将来做一笔不赔只赚的买卖。
　　吴三桂出生于军阀世家。
他的父亲是吴襄，舅舅就是祖大寿。
在北京被李自成包围前，明朝辽东军即吴三桂部奉命撤入关内勤王，辽东军在吴三桂和辽东巡抚黎玉
田的带领下，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三日（1644 年4 月19 日）全部撤入关内，驻扎在昌黎、滦州、乐亭
、开平一带（今唐山、秦皇岛一带），从此以后东三省再也没有明军驻守。
明军撤入关内等于把关外全部拱手让给了女真，女真部也捉住了这个占领东北全境的机会，趁机派郑
亲王济尔哈朗占领了所有的关外地区。
夺取东北全境一直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梦想，但是有松山、锦州、宁远几颗钉子在那里钉着，努尔
哈赤和皇太极都只能把这个梦想带进了棺材。
现在在李自成的帮助下（至少是间接帮助），清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1644 年4 月25 日），也就是吴三桂撤入关内的第六天，崇祯皇帝朱由检
在煤山上吊。
吴三桂知道明朝在北方已经完了，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军队（除吴三桂外）已全部被李自成收编，
再继续效忠明朝是极其不现实的，那样的话，他就会成为清和李自成双重打击的对象。
而当时吴三桂的地盘夹在清和大顺之间，两边谁也惹不起，只能干受夹板气。
这时摆在吴三桂面前的就是一道选择题：A. 要么降清，要么降顺，这样可以活下来；B. 继续当明朝的
“忠臣”，这样他一面要抗清，一面还要抗顺，结果是只能在黄泉路上和崇祯做伴了。
这道选择题太复杂了，把它简单化就是A. 生、B. 死。
这样一来就好选择了，只要不是傻子和一根筋，我估计连三岁的孩子都会选A，吴三桂既不是傻子也
不是一根筋，他当然也会选A，既然选了A 还有一道选择题，那就是到底是降清，还是降顺的问题。
　　清对吴三桂的招降是比较早的，早在崇祯十五年四月，清军攻克松山、锦州后，皇太极就写信给
吴三桂，告诉吴三桂，他的舅舅祖大寿、哥哥吴三凤等人已经降清了，劝吴三桂能早日归顺。
当时吴三桂就驻守在宁远城，对于清来说，吴三桂这颗钉子很讨厌，招降吴三桂就是为了得到东三省
。
后来皇太极又命令吴三桂的老哥吴三凤和其他的明朝将领如祖可法、张存仁、裴国珍、胡弘先、姜新
、陈邦选等以亲属、旧友、下属、同僚的身份写信给吴三桂，劝吴三桂降清。
当时吴三桂没有任何表示，他也不敢有任何表示，要是表示错了，后悔药都没地儿买。
　　十月，皇太极再次写信给吴三桂：我（大清国皇帝）给你（宁远城吴大将军）写信，今天的崇祯
皇帝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明祚衰微），你应该非常清楚，我和你没有仇恨（素无仇
隙），你的亲戚都在我这儿为我做事呢，你不为我做事可惜了，白瞎你这个人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希望你能好好考虑考虑。
　　皇太极怕不保险，又让吴三桂的舅舅祖大寿给吴三桂写信：宁远和锦州相距很远，好几年没有联
系过你了，不是我不想你，都怪该死的战争。
前不久松山、锦州相继被清军攻克，我认为我一定会被皇太极给杀掉，可是人家大清皇帝不计前嫌，
是仁明之君，不但没有杀我们，还给了我们很多好处。
我这一大家子，都跟着沾光了。
许多降清的将领在皇太极这儿都受到了优待，自从到了沈阳（当时清的都城），我们一大家子的衣食
住行，大清给我们做了最好的安排，也不知道老家现在好不好。
我给你写信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大清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老天让大清兴，将来大清一定会大有作
为。
你也算得上是当代的豪杰，应该知道这其中的道理，正所谓大将保明主（正豪杰择主之时），你若是
此时来降大清，以后一定能封侯拜相（定有分茅裂土之封），有功名富贵在等着你，你不要有后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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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来吧，来吧，相约大清。
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这有我的一把虎骨小刀，你见过，以此为信物，证明这信是我给你写的（虎骨
靶小刀一柄，是贤甥素常见者，故寄以取信）。
　　第二年（1643 年）春天，吴三桂给祖大寿回信：我正在考虑，还不知道怎么办（犹豫未决）。
　　皇太极知道后又给吴三桂写信：你快点来吧，现在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时间可不等人（急图归
顺，勉立功名），来晚了就没机会了。
现在来能分肉吃，以后再来就只能啃骨头了。
　　为什么皇太极要费那么大的劲招降吴三桂？
就是因为吴三桂守卫的地方叫宁远，“松锦之战”后宁远成了明朝在东三省最后的一颗钉子，也是最
硬的一颗，拔起来很费劲，不拔又不行。
　　要么说吴三桂的鬼心眼儿多，他知道当时正是风云突变的时候，到底以后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
现在要做的就是保存实力，大明、大清都不能得罪，以后才能左右逢源。
如果现在选择一方，就把以后的路给堵死了，现在回旋的余地还很大，要给自己留足后路。
因此在1643 年到1644 年一年的时间里，吴三桂就这样敷衍着清朝，也不说归降，也不说不归降。
人们对大汉奸吴三桂的印象都不好，都认为他先反明，后反清，是奸臣中的奸臣，是汉奸中的汉奸。
其实吴三桂是先反明，再反顺，最后反清。
我对吴三桂的评价是：此人人品不好，但智商很高。
　　李自成占领北京，崇祯皇帝自杀时，吴三桂正驻守在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今唐山、秦
皇岛一带），听说这一消息后一反“犹豫未决”的常态，三月二十二日（崇祯自杀第三天，吴三桂撤
入关内第九天）在永平府（今河北省卢龙县）宣布归顺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
　　吴三桂归顺了大顺，而且没谈任何条件，这和吴三桂老奸巨猾的性格极不相符。
之前吴三桂在投靠哪股势力上总是犹犹豫豫，而这次是这么痛快，让人匪夷所思。
其实这是必然，他要么降清，要么降顺，要么去死。
去死是吴三桂所不愿意的，所以他到现在就有两个选择，要么降清，要么降顺。
　　首先再怎么说女真也算是外族，中国古代把南方的少数民族叫南蛮，把北方的少数民族叫北夷，
在明末可没有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的说法，要是真降了清，这个汉奸的帽子是想摘都摘不下来。
降了顺最多落个不忠于前明的罪名，降了清那可是不忠于民族，不忠于祖先，还得落个民族败类的罪
名，我想谁也不愿意和秦桧先生齐名吧。
　　第二就是吴三桂以前的老同事们（如唐通、白广恩、姜瓖、马科等）大多数都降了顺，现在降了
顺还能和以前的老同事们共事，喝喝酒，聊聊天。
降了清和以前的老熟人见个面都难，别说喝酒聊天了，再见面估计只能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战场上
了。
　　第三就是自己在辽东和大清打仗打了很多年，不久前他还和济尔哈朗干了一仗，在多年的战争中
吴三桂杀了他们不少的人，今天皇太极“不加诛戮”，明天呢？
后天呢？
毕竟自己曾是清最大的敌人。
而自己和李自成一点恩怨也没有。
这一点是许多史料解释吴三桂一开始降顺的主要原因（以清兵仇杀多次，不欲返颜，乃修表谋归李贼
）。
　　第四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虽然吴三桂的一小部分亲属降了清，但吴三桂的父母、老婆都在李自
成手里，再怎么说祖大寿、吴三凤他们也是旁系亲属，而自己的父母、老婆可是直系亲属，根据法学
上的亲等来说，还是父母、老婆重要。
退一万步讲，吴三桂降了顺，祖大寿、吴三凤他们是不会有危险的，但是吴三桂降了清，父母、老婆
是一定有危险的。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李自成许诺给吴三桂封侯（盛夸自成礼贤，啖以父子封侯），这可是一个大馅
饼，天上也许就只会掉这一次，要珍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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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最大的弱点就是太喜欢权力了，而日后多尔衮也是利用了吴三桂这个弱点。
只是多尔衮开的价更高，李自成只封吴三桂个“侯”，可是多尔衮却封了吴三桂一个“王”。
而吴三桂的这个弱点把他送到了鬼门关，当一个“王”满足不了吴三桂对权力的欲望，他会干什么？
他会想当皇帝，他会造反，最后吴三桂真造反了。
造反这个事业可是“上天入地”的事业，成功了，人们会山呼你万岁，你就能上天；失败了，人们会
说你是反贼，你只能下地狱。
真可惜，吴三桂造反事业没能成功，他“入地”了。
　　综合以上几点吴三桂决定降顺。
　　就这样，吴三桂和山海关总兵高第、辽东巡抚黎玉田归降了大顺。
李自成派前明降将唐通接管了山海关的防务，黎玉田被任命为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与明朝投降大顺
的总兵马科一块去收复四川。
这些明朝将领这边刚归降李自成，那边就被派去四川打张献忠，当炮灰，到底不是亲娘生的。
　　三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张贴告示：我所率领的人马，已经归降了李自成，现在要去北京接受改编
（朝见新主），我们去北京这一路上，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过秋毫无犯），大
家不必惊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不必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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