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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孝庄与海兰珠是皇太极生命中重要的女子。
姐姐海兰珠因丧子之痛，遽然离世。
妹妹孝庄却因诞下了皇九子福临，在后来的大清开国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
皇太极剿灭北元林丹汗；松锦之战，放手与大明一搏！
孝庄乘势说降大明战将洪承畴，从而奠定了大清军事的绝对优势。
只可惜皇太极英年即逝，英雄壮志未酬。
大明的崇祯帝也有过重振河山的机会。
只可惜他在面临着中原的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内忧，与关外的满清八旗军外患之时，长期鼠蛇于和
战的两端。
大明的局面，便在崇祯帝的手上一点点地烂了下去。
大清的后皇太极时代，由于多尔衮、豪格的帝位之争，一度曾走到内战的边缘。
当时，孝庄以娴熟的政治手腕，平衡内部的政治势力。
最终，使自己六岁的儿子福临，登上了宝贵的帝座。
由于大明朝的政治窳败，李自成从小民壮大成为敌国。
1644年，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崇祯帝无奈上吊，收拾胜利果实的、却是多尔衮满清八旗军。
当然，这一场壮观的清兴明亡大挑战，最终把所有的好运气，都归结在了顺治帝与孝庄太后的母子身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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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厚英：女，浸润文字二十余年，文字散见于国内诸多报纸杂志，为天涯“煮酒论史”热度写手
，尤长于历史类、女性类细腻文字的描写。
著有民国历史《尘埃里开出的花》《尘埃里开出的花之二》等作品。

　　著名清史专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李治亭专为《两个女人 一个清朝》丛书题词
　　大清王朝，汹涌澎湃，终不免覆亡。
开国轰轰烈烈，因为有孝庄而更添精彩。
百年盛事，转瞬化为历史尘埃。
末世衰败，慈禧欲挽狂澜，但无力回天，是非功过，任凭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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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林丹汗像一朵花儿似的谢了
　　北元林丹汗跟皇太极骁勇斗狠，却轻轻地断送了自己的一条性命。
察哈尔林丹汗倒下后，给皇太极的个人生活带来了一种人意山光的喜态，这便是庄妃姐姐海兰珠的入
宫。

第二章 生若白霜，死若流星的海兰珠
　　海兰珠是皇太极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女人，曾经给皇太极带来了许多的欢笑。
可是，宸妃和庄妃人生的走势却是红花易衰，绿叶常青的。
宸妃海兰珠生的皇八子夭折，小庄妃布木布泰生的皇九子却健康地活了下来。
由此，红颜薄命的宸妃海兰珠遽尔痛别人世，生命有时真的比露珠还脆弱啊。

第三章 崇祯时，昙花一现的国内大好战局
　　大明崇祯的国内军事也有过柳暗花明的明媚，当时，在对付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大股农民
军的内线战场上，像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这样的大腕军头俱是大明国引领风骚的军事高手。
所以，大明进剿西北农民军的战事一度打得相当顺手。
但是，崇祯在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却换上了大而不当的熊文灿，这为大明朝的未来种下了致命的隐
患。

第四章 于和战首鼠两端的崇祯政府
　　皇太极起先想在经济上壮大自己，于是向崇祯提出了议和。
杨嗣昌顺势提出了“攘外必须先安内”的政治主张。
可是，杨嗣昌的主张却在明朝的清议与浊流之间引发了一场血腥的政治内斗。
这场政治斗争，虽然借了郑鄤的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勉强把黄道周清议一派的气势压了下去。
可是，崇祯再跟皇太极讨论明清和谈的议题时，便有一点首鼠两端了。

第五章 卢象升，一个死于理想的末路英雄
　　卢象升讲仁讲义、忠君爱国，他似乎天生就为一种阔大的理想而活着。
而杨嗣昌在政治上，则使用一种亦正亦邪的武林路数。
这两个人都是崇祯朝的忠臣。
可是，他们对付外线的清军时，合作却相当不愉快。
后来，鹰派的卢象升在主和派杨嗣昌的羁绊下，明知其不可为而勉强为之。
卢象升成为了一个死于理想的末路英雄。

第六章 松锦之战，大明对大清的终极一战
　　崇祯十三年（1640年），大明朝有格调的军事人才是杨嗣昌、洪承畴二人。
洪承畴在辽东战场上，与皇太极展开龙虎斗。
松锦会战，洪承畴也曾有过一个明亮劲直的开局。
可是，在崇祯朝廷的一味催战以及皇太极清军的凶悍逼抢之下，却以惨败收官了。
这是明清军事史上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

第七章 洪承畴拜倒在孝庄的石榴裙下
　　洪承畴、祖大寿最终束手就擒。
洪承畴在庄妃的甘言美色诱导之下，最终叩头向皇太极请降。
后来，孝庄太后曾经深有体会地讲过一句话：得洪承畴者，即赚得了后来南明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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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蛤蚌相争，孝庄把儿子推上了皇帝宝座
　　皇太极遽然驾崩后，皇位的争夺主要围绕着多尔衮、豪格二人来展开。
豪格的特点是勇猛有余，智谋不足。
他虽为皇长子，却不能子以母贵。
多尔衮则聪慧过人，善于自处。
双方的形势剑拔弩张。
可是，政治的底牌全面揭开之后，孝庄六岁的独子福临却意外地坐上了大清国皇帝的宝座，这真是有
如神佑的一件美事哟！

第九章 多尔衮，忘不了她一低头的温柔
　　野史中，常常把孝庄与多尔衮男女间的一种好感，演绎到野火春风，这固然是不足信的。
可是，许多人仍然相信孝庄与多尔衮之间应该有过“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虽然，他们的开始似乎没有赶上东风融和的春好天气。
只是，十数年的光阴恍然流去，有一种棹楫之声相闻的风月美感，还是浅浅地在彼此的心中留下了一
个影子。

第十章 “倏忽萎死”的杨嗣昌
　　杨嗣昌是一位政治军事天分很高的能臣，杨嗣昌的“川东鸡笼中捉贼”之聚歼张献忠计谋真的是
好的。
只是，一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大明军队，它的窳败已经从底色中透了出来。
如此，杨嗣昌的结局，便只能是“如紫花为犁所割，如山上水仙为牧人所践，倏忽萎死”。

第十一章 阁臣滥觞已极
　　自崇祯十四年（1641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朱由检连斫薛国观、周延儒两员当朝宰相。
当时，薛国观、周延儒两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却曾经鞍前马后地、积极地为崇祯出过计谋。
此后的国事维艰之际，朱由检再想让阁臣们帮着出主意，阁臣们脸上便摆出一种很“囧”的样子，半
个字也不肯说。
这样的局面，倘使薛国观重生，肯定要生气地说：“阁臣滥觞已极！
”
第十二章 从小民壮大成敌国
　　崇祯十三年（1640年）秋冬，李自成向河南突围，在他的身后，迅速聚起了多达十数万人的饥民
。
于是，李自成发奇兵破了洛阳城，杀掉福王朱常洵。
接着打响明末战争史上著名的三围开封。
在这个过程中，李自成以开封城为诱饵，先后消灭了傅宗龙、汪乔年所率领的两支大明的生力军；朱
仙镇大战，更把左良玉明军精锐打得落花流水。
这样，李自成便一步步壮大成为大明国的头号敌人。

第十三章 李自成，一步之遥的帝王之梦
　　孙传庭是大明国对付李自成的最后一张王牌。
孙传庭“柿园之役”，全军受重创。
这以后，孙传庭再也不敢轻易出潼关邀战。
可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孙传庭在朱由检的强力压迫下，再次冒险中原。
孙传庭身死潼关，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一个唯我独尊的大顺政权。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开始东征北京。
大顺军一支疲惫之师遇上了朱由检的一座空城。
结果是朱由检上吊，李自成进入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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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发展有时就是这样的诡异。

第十四章 跌倒的李自成，吃饱的多尔衮
　　李自成刚住进紫禁城，感觉是好的。
可是，不久李自成做了两件没出息的事情：一件是侮辱死去的崇祯帝；另一件是对前明官员缙绅执行
全面的“追赃助饷”清算政策。
李自成的优势便一点点地流失了。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山海关一役，吴三桂与多尔衮联手，大顺军失去了全部的精锐。
李自成一失足成千古恨。
当时有一段民谣，概括了这段历史：“朱家麦面李家磨，做得一个大馍馍，送给隔壁赵二哥。
”朱家是朱由检，李家是李自成，隔壁赵二哥指的就是多尔衮，白白便宜了打秋风的多尔衮。
当然，这一场龙虎斗的所有运气，最后都归结在了孝庄太后那七岁的儿子顺治帝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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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达延汗确定的蒙古分封旧制所造成的尾大不掉之弊端很快就显现了。
随着汗与台吉们在达延汗直嫡子孙间继承次数的增加，草场与人民也是不断地被细分到各自的子孙，
封国愈来愈多，封地则愈来愈小。
诸蕞尔封国形成了各自为政的自大局面，贵族间的联系不过是一种极其涣散的联盟而已。
北元的晚期，渐渐地要回到从前一盘散沙的游牧状态了。
1603年，达延汗的五传继承人林丹汗，一位未经人间风浪的小男孩继承了汗位。
因此，最初的小林丹汗，一种萧瑟的秋天的气息，就构成了他生命中的底色。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时，明朝的兵部尚书萧大亨在谈起这位确立不久的北元新汗时，曾经用一种
漫不经心的口吻说：“幼憨嗣立，懦弱未威。
”那样的语调，真仿佛在谈论着秋天的一片吹落在窗户上的落叶，忧愁又如何呢？
十年之后，已经长成为一个英武青年的林丹汗，在巴林部的阿巴噶哈喇山修建了一个瓦察尔图察汉城
（又称自城，即今天内蒙古的赤峰市），作为自己的行政中心。
林丹汗任命永谢布万户的却热斯塔布囊，提领本部军队守在现今的呼和浩特一带，监管右翼三万户的
蒙古各部。
又以内喀尔喀五部中乌齐叶特部的锡尔呼纳克洪台吉监督左翼三万户。
这样的影响力其实都是有限的。
最初的林丹汗，只好死死地抓住了左翼三万户中的察哈尔八鄂托克，一刻也不能松手。
内喀尔喀的巴林、扎鲁特、巴岳特、乌齐叶特、弘吉刺特等五部有一段时间对于林丹汗也颇乐意效鞍
马之劳。
这个阶段，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传人却在深刻地改变着蒙古人的生活。
明万历六年（1578年）五月十五日，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传人索南嘉措与阿勒坦汗在青海湖畔
的察卜恰勒庙前举行了在藏传黄教历史上意义重大的法会。
蒙古族地方豪强与藏僧最高领袖在这里第一次言洽意浓地握手言欢。
索南嘉措活佛毫不吝惜地赐予了阿勒坦汗“转千金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封号。
这是一个与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大汗同等尊荣的封号。
阿勒坦汗则欣然地给索南嘉措活佛敬上了“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尊号。
这好像便是黄教中两大活佛之一达赖喇嘛（另一为班禅额尔德尼）的最初尊称。
在索南嘉措达赖喇嘛（即达赖三世，前二世是追认的）与政治强人土默特阿勒坦汗的大力鼓吹下，黄
教在蒙古高原上的传递速度令人惊讶。
为了巩固黄教在蒙古族地区的传教成绩，1600年，索南嘉措达赖喇嘛在蒙古哈喇慎部圆寂时，立下遗
嘱：立土默特阿勒坦汗的曾孙为他的转世灵童。
这就是黄教中唯一一位的蒙古族达赖喇嘛，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了。
云丹嘉措身为蒙古黄金家族的成员，而转世为黄教的两大活佛之一——达赖喇嘛，这为黄教后来在全
蒙古乃至像满族这样的一些其他民族，打开了一道传教的金光大道。
后来，黄教便笼罩了蒙古许多部落的政治、经济的诸多方面。
对于伊始走上政坛的林丹汗而言，他最初的道路是无可选择的。
林丹汗是一株幼苗般的新主。
他必须利用丹朱明黄耀人眼的黄教，来扩大自己作为北元大汗的政治影响力。
因此，林丹汗刚上任，为争取黄教僧侣上层的政治支持，迎接了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所派遣的迈达
里呼图克图札阿囊昆噶宁波（大慈诺门汗），作为蒙古地区的黄教总代表。
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赐予林丹汗“林丹呼图克图汗”的封号。
可是不久，林丹汗对于黄教在政治上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冲击力，有了一种无可释怀的担忧。
林丹汗对于黄教僧侣上层的不快，仍在于达赖喇嘛对于散居于全蒙各地的首领们封号过于泛滥。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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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男权社会，男儿玩政治才有正当性，女子当国，被蔑视为“牝鸡司晨”。
有意思的是，在清王朝开国之初与即将终结之际，帝国的掌舵大权却掌握在两名女子手里：孝庄与慈
禧。
郭厚英的《两个女人一个清朝》从这两位太后切入对清王朝的考察，别开生面地呈现了中国王权政治
较为隐秘的一面。
　　——《隐权力》作者吴思历史可以写得浩瀚博大，可以写得波谲云诡，也可以写得隽永悠长，罕
见是写得如此细腻温婉，从女性视角写女人的历史，在清史的惊涛骇浪中欣赏百媚横生，这是一本适
合放在梳妆台上阅读的历史书。
　　——《世界历史有一套》作者杨白劳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男人的角力场在殿前，女人的表演秀
则在后宫。
后宫政治源远流长。
能脱颖而出的女人极为少数，清朝的这两个女人，却将中国历史后宫政治推向了高峰，完成了最后的
巅峰之作，可敬可叹，可悲可喜、　　——《那时汉朝》作者月望东山有时候我也在反思，是不是太
迷恋一种端庄肃穆的纯学术叙述，出处引用佐证逻辑性严密性一个不能少，为什么不能像该书写的那
样，如流水般婉约清浅，如春花般摇曳生姿呢？
毕竟文学性强烈的叙事才能更为人接受。
只是还是有点怕模糊了文学和历史的差别。
不过，历史和文学究竞有多大的差别呢？
多重阐释空间的存在，才是一种文化资源的生命力所在啊。
　　——网友太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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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两个女人 一个清朝:大清开国与孝庄太后2》：大清王朝，汹涌澎湃，终不免覆亡。
开国轰轰烈烈，因为有孝庄而更添精彩。
百年盛事，转瞬化为历史尘埃。
末世衰败，慈禧欲挽狂澜，但无力回天，是非功过，任凭后人评说⋯⋯郭厚英编著的。
《两个女人 一个清朝:大清开国与孝庄太后2》从女性视角写女人的历史，在清史的惊涛骇浪中欣赏百
媚横生，是一部现代人私阅清史的最佳读本。
历史题材最具生作品第一部上市后即受百万“清粉”追捧清史专家李治亭作序精彩点评多位文史作家
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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