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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不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查考历史，也不是一律的歌功颂德。
本书从一开始就在努尔哈赤和他的弟弟舒尔哈齐之间的内斗中，通过舒尔哈齐、褚英、代善的悲剧收
场，让我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的真实政治肖像。
　　清史研究论者素有“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若非雍正整饬，满清恐早衰亡”的论调，然而，当我
们通过对康熙一朝的皇族政治斗争史的细心考量之后，便会发现这位“宽大者”的背后隐藏的是团团
杀机。
至于乾隆，更难以隐藏他刻薄寡恩、阴毒狠忍的内里；雍正皇帝到底是像以往史料考证出来的那样残
忍不堪还是像后来翻案者描绘的这般皓月当空？
他是一个屠戮骨肉的能手还是保全善类的冒险者？
而所有有关他即立前后的谜团都在该书雍正朝的皇族斗争历程中予以了详尽的叙述。
嘉庆、道光两朝，因为封建大家庭的式微，皇权维护者的目光已经转向外延。
但是，咸丰皇帝甫一咽气，分布于朝野各派中的角斗重又走上前台。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某些研究者认为恭亲王奕?内通枢密、外达时务，只有在他的庇护之下才会有曾
国藩、李鸿章等人的现身⋯⋯本书在还原历史的同时还原了咸丰的本来面目。
　　这部书无意流于翻案，更无意哗众取宠，它只是在陈述历史的平静和波澜，就在这时起时伏的跌
宕中让你感受到历史的一抹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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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温相，曾在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供职。
参与起草《中国资本市场十羊发展纲要》，拜在《人民日报》、《金融时报》、《金融体制改革》、
《文史知识》、《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等大型报刊、杂志上发表专业论文三百多篇，其中部
分文章获奖，有的文章先后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从1997年开始在新华社所属的大型国有报刊上开设个人专栏，专栏文章先后被《辽宁日报》等一些省
级报刊转载。
代表作包括《当代中国资本市场纵横谈》 《中国国债市场面面观》《毛泽东研究》《晚年林彪》《清
代皇族政治斗争史》等。
 
    目前担任国际间金融合作组织协调发展委员会常任理事兼中方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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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南面独尊　　第一节 皇太极崭露头角　　1.如此“宠儿”　　皇太极生于明万历二十年十
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592年11月28日），是努尔哈赤和叶赫那拉氏孟古的亲生子，按照齿序皇太极排
行第八，按照政治排名，他是后金政权的“四贝勒”。
关于皇太极的本名有几种说法，一说是叫阿巴海（又作阿渤海），一说是叫黑还勃烈。
皇太极的生母孟古与努尔哈赤的婚姻还很有一番来历，孟古的父亲也就是叶赫部首领杨吉砮，生前很
看好这位来自建州女真的年轻人，他认为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眼前的叫努尔哈赤的年轻人会有不
俗的表现。
于是，他主动对努尔哈赤说要把小女儿嫁给他，努尔哈赤有点不解地问：“您不是有大女儿也未嫁人
吗？
何不把她许给我呢？
”杨吉砮解释说他的小女儿品貌出众，惟其如此才能配得上你。
当时努尔哈赤远没有声名显赫，听到女真大部落叶赫部首领的如此嘉许，自然心花怒放。
以后杨吉砮被明辽东统帅李成梁杀掉，叶赫也还遵守前言把孟古嫁给了努尔哈赤。
皇太极支系编撰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盛赞叶赫那拉氏孟古的美德、人品，显系溢美，不过，孟
古给努尔哈赤也的确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孟古病死以后，努尔哈赤特将四个奴婢给孟古殉葬，还为之素食斋戒了一个多月。
因为孟古死前要求见生母一面得不到叶赫部的回应，努尔哈赤还以此为借口在孟古死后不久发兵讨伐
叶赫，俘获人畜两千余。
皇太极“子以母贵”，当然在努尔哈赤的贵宠之列，“嫡子”的身份给皇太极以后加入到竞争储位的
斗争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努尔哈赤诸子中不乏骁勇善战之辈，但读书不多、不通计谋也是他们这些人的短处所在，皇太极
不同于他们的地方就是早在青年时代便开始寻求谋略的帮助，特别是通读《三国演义》给他很大的帮
助，这一途径并非皇太极独创，而是在努尔哈赤时代便开始了，有清一代统治者把这部“三国”看得
如此之重要，和他们开国的两位祖宗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大有关系。
应该说把“三国”当中的谋略、手段上升到实际的政治斗争这点上，皇太极无疑是一个活学活用的典
范。
继承努尔哈赤的大位以后，皇太极仍旧保持读史的习惯，《清太宗实录》中记载他读史的地方随处可
见，这也是他能够顺利制服统治集团内部的异己势力的原因之一。
　　本来，皇太极的生母在女真集团内部还是很具有一定地位的，但因为她的早死不可能对皇太极的
起步有多大的帮助。
8岁丧母的皇太极完全凭借着自己对周围事物、人以及他们的活动的观察，一点一滴地积累了必要的
经验。
仅就此而言，他和努尔哈赤的青年时代有着一定程度的共性，也就是这个共性让皇太极很快就对不择
手段地打击乃至消灭对手的一系列戏法融会贯通起来。
比起代善、莽古尔泰、阿敏、德格类、阿巴泰这些成年的兄弟们，皇太极显得更有城府，也更为阴险
。
他以“阴柔”的面貌出现在储位争夺战中，在第一次废立褚英时，他积极厕身其中却能够不显露痕迹
，并且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帮手那就是莽古尔泰。
莽古尔泰的生母富察氏衮代并不很受努尔哈赤的宠爱，莽古尔泰为了固宠反倒和叶赫那拉氏孟古及其
生子皇太极走得很近，兄弟二人虽不是一母所生却也关系一度融洽得很，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莽古尔
泰并非完全的一勇之夫，偶尔也流露个把心计出来。
可是，这点把戏当然瞒不过皇太极的眼睛，他认定这位“五哥”（莽古尔泰行五，在他之前有褚英、
代善、阿拜、汤古岱）异日可以成为他为储位奋斗的挡箭牌。
皇太极的这一看法后来很快得到验证，在诬陷代善这件事上，莽古尔泰很快扯下遮羞布，率先和努尔
哈赤站到了一处，几乎不留痕迹地表露出他在倾轧斗争中的本来态度。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帝国杀戮>>

而皇太极虽然比莽古尔泰小了4岁，可心思却比乃兄缜密得多，他没有像莽古尔泰那样表现得迫不及
待，反而有些惺惺作态，这给努尔哈赤多少有些错觉，似乎眼前的这位四贝勒心地纯然，殊不知从阿
巴亥送饭给代善和皇太极的那天起，皇太极已经开始在酝酿有关这起桃色事件的主题了。
虽说在打击褚英、代善这件事上，莽古尔泰和皇太极阵线一致，但此二人内心的计议却南辕北辙，在
莽古尔泰看来，努尔哈赤有过“使弟越其兄长而执政怎么行呢？
”见《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三第一分册第18页。
的明言，一旦褚英、代善垮台，按照齿序，储位就该轮到他莽古尔泰了（阿敏虽属“二贝勒”，但不
过是努尔哈赤的侄子，不可能和大位有缘）。
而皇太极则早就看出来努尔哈赤心中根本就没有莽古尔泰的位置，这主要是和莽古尔泰本人勇则勇矣
却谋略不足，不能承担治国的重任有关。
也就是说在皇太极看来，褚英、代善倒掉以后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他皇太极，而越是如此，他就越要莽
古尔泰挡在前面，给努尔哈赤和其他兄弟们造成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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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王朝二百六十七年皇族内部残酷斗争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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