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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乃一面古镜。
    清史亦如此。
余弱冠之年一夜读毕末代皇帝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竟一头“扎”进其“后半生”，进而对“晚
清”痴迷不已，遂撰九部“末代系列”。
弹指之间，已近半个世纪。
乃至不期与向斯、叶赫那拉·根正二位晚清学者被学界戏称“晚清三剑客”，犹惭学识浅陋。
    纵观面世的清史类作品，不可谓不多矣。
然而，纵观民国以来文史领域，基于晚清史实而以清新诙谐笔法所撰“文史大散文”并不多见。
窃以为，此书将散文的“形散神聚”融进清史，兼或细腻准确的点睛评述，读来轻松洒脱而不失严谨
。
除却作者文字功力扎实、别致，更多了一分新时代蕴涵的敏锐与灵俏。
    数年前，欣阅任秋平发表在《西城文苑》的文史作品，尤感于其行云流水般文字，暨对清史的解析
深度和趣味——似以文字作彩绦，不经意间串起一颗颗散落的文史珠玑。
尤难得的是，且使拂然蒙尘的陈年“老珠儿”璀璨耀目，颇透新意，亦顿使枯燥的清代历史变得霍然
轻松，数成字长文读来，丝毫不令人感到晦涩，而颇享愉悦之快。
    前车之鉴，后人收益。
这是史学研究之目的。
如何以真实而生动的阐述使后人参悟历史，则须练就绕指柔般功力。
作者于此点把握得张驰有度，不疾不徐，洁净洗练，尤值荐之。
    期冀更生动的清史表现形式，以丰富文史，亦擦试历史这面不可再得之古镜。
    兹为序。
    贾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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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掌控大清的帝后权臣》由任秋平所著，《掌控大清的帝后权臣》的作者用清新诙谐的笔法，独特深
度的解读，带你回到真实的清朝，“亲历”掌控朝野的心术与玄机，揭开帝后权臣的神秘面纱。

情非得已的“容忍”
石破天惊的“守候”
缠绵悱恻的“刀锋”
指点江山的“红袖”
隐忍、胆识、慎独、抉择
他们是掌控大清的帝后权臣
进退平衡，步步为营
刚柔相济，苦待良机
性格与命运，选择与成败
这里有你不曾了解的历史
解码大清主宰者的处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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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秋平 逻辑证史学研创人。
祖籍河北，长于京城，自幼酷爱清史。
著有摄影诗集《偶露峥嵘》及传记随笔多篇，被“三冠才子”范光陵誉为“大手笔”、榜书家协会主
席张百成赞为“文字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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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话说十二帝的文化“裉节儿”一、天崇“汉化”二、顺康“科场狱”三、雍乾“文字狱”四、
西学“兵临”嘉道咸五、外患“既济”同光宣六、“末帝”一生第二章青苹煮酒话“太后”一、草原
公主VS胡同小妞儿二、情非得已话“绯闻”三、危机应急论“手法”四、“归宿”之后话归宿第三章
四大名妃一、紫禁城中的“倾城之恋”二、年妃――夫兄政治“寒暑表”三、“香妃”――西风绕紫
禁四、瑕瑜互掩道珍妃第四章紫禁城的洋师傅一、“通玄教师”汤若望二、“通天给力”南怀仁三、
艺盖三朝郎世宁四、末代帝师庄士敦：爱到尽头覆水可收第五章大清名臣一、麻状元的“西游”人生
二、于成龙版“天下无贼”三、刘统勋疾呼“吏制惊天”四、于敏中：情商挑战“圣明”五、龚自珍
诗境中的“政论”与“人论”六、沈葆桢、刘履芬――喋恨乱世两名臣七、晚清“三杰”话纠葛八、
状元界的圆满“句号”第六章恭王府过客之和坤一、聚财进府看“妙招儿”二、力挺“禁书”《红楼
梦》三、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第七章义薄云天老太监一、鲜为人知的秘史披露二、“秃老太太”的
家国之变三、八宝山的“前世今生”四、深宫点滴外一篇一、阻止“烧锅刘”反戈西太后二、勇擒匪
首三、火场救人四、力阻干戈后记一、浩叹流光速二、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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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努尔哈赤自封“天命汗”，皇太极年号崇德。
起事之初归纳的所谓“七大恨”，与其说是对明朝的刻骨仇恨宣言，不如说是发动战争的借口和鼓舞
士气的“洗脑剂”。
再看内容，除杀死父祖外，其他内容包括偏袒叶赫、争地杀人等，都比较勉强，基本是在强词夺理。
结构上也是夹来缠去，理据不清，缺乏根本上的说服力。
    当然此时的努尔哈赤还是一派游牧打法，行文言辞不得要领，引经据典的汉式“煽情”还没掌握到
收发自如。
满洲虽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金朝的女真文到明中期已经逐渐失传，公文则用蒙古文或者用汉
文。
到万历二十七年，也就是一五九九年，努尔哈赤命人借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创制了满文，属于无圈
点满文，就是通称的老满文。
到了皇太极时代，这才改进成为有圈点满文，也就是新满文。
这“七大恨”书写时，老满文刚刚形成不到二十年，文义蹩脚在所难免。
    早在其称汗之前，建州女真地区就有不少汉族工匠农商。
据朝鲜史学记载，在赫图阿拉城内外，上述汉族从业人员“络绎往来者”几乎占到人口一半，当地人
包括努尔哈赤本人不可能不受任何影响。
从智力上讲，努尔哈赤绝对是个聪明人。
但制定拉拢招降多数汉人政策的初衷，应该是借技借力为主，天命汗的目光不太可能超前到把汉文化
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既然自封为王，努尔哈赤便也逐渐具备王者情怀，至少明白利用比杀戮要实惠得多。
据《清史稿·太祖本纪》记载：天命三年，也就是一六一八年，攻下抚顺后，首次发出戒杀令——“
勿杀，皆抚之”。
所得千余户降民，“父子兄弟夫妇俱无离散。
至于六亲失散者，查给伊亲；奴仆失散者，查给本主。
又予房田、牛马、衣食、牲畜、器皿等物。
”期间增设的管制，仍然沿袭了明朝制度。
努尔哈赤的管理理念，至此也算有了质的飞跃。
    三年后，对丹东地方非但不降、反而斩杀来使的过激做法，努尔哈赤再次采取了宽容态度。
第二次招抚时表示“尔镇江居民因杀我使臣，惧我复仇，故不敢降⋯⋯且辽东全境既已属我，而我犹
妄行剪屠，是自残肢体以为快也。
”这番说得人情人理，化解了对方害怕报复不敢妥协的心理，尤其把满汉相伤比作“自残肢体”，也
算把感情牌打到了上风头。
结局相当不错，只劝说当地把四五个首犯送来，于是英雄不念旧恶，其余事体一笔勾销。
这次兵不血刃拿下一方，无论心理把持还是行文，较之几年前的“七大恨”，各项指标已是不可同日
而语。
    接下来几年间，对归顺的汉人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职位。
明朝边将第一位降后金者、抚顺游击李永芳就是个典型例子。
攻陷旅顺后，李永芳率部投降，被授三等副将，还娶了努尔哈赤的孙女。
在后来的萨尔浒之战中献计“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努尔哈赤悉数采纳，以多胜少打败明军。
    深度感受了汉人的智慧及亲和力，沈辽大捷后努尔哈赤下谕：  “如斯死战获得辽东城之人，尚皆不
杀而养之，各守旧业⋯⋯此乃长远之利矣。
”至此，珍惜生命、发展经济的理念渐趋成熟，战后千疮百孔的辽东得到了全方位发展，为后续子孙
的一统天下做了个小小的“示范”。
    所谓天才，就是放对了地方的人才。
努尔哈赤打仗绝对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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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正式向明朝宣战，明朝辽东辽西的军事重镇，大批落人后金之手。
八旗铁骑一路南下，势如破竹⋯⋯戎马倥偬四十四年，总共打过十二次大胜仗。
古勒山之役、萨尔浒之役、叶赫之役、沈辽之役等，都足称后世经典。
至于统一女真、制定满文、创建八旗、建立后金、迁都沈阳等战略性举措，无不验证着天命汗“打天
下”及“治天下”的超级水准。
    然而关键时刻，也就是一六二六年，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在宁远城遭遇了一个“蛮子”的顽强抵抗
，兵退沈阳，不久撒手人寰，为子孙留下了未竟的大业。
    关于努尔哈赤的死因，虽也流传着不同的版本，但是无论“毒疽”还是炮伤致死，都与袁崇焕刀兵
相见、兵败宁远息息相关。
因此，与其说努尔哈赤的死因是伤病，不如说死在战无不胜的神话被一举打破的郁闷里，而且打破神
话的竟是一介汉族文官！
伟大的天命汗估计至死都在费解：袁崇焕，你的身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难以破解的密码？
    同乃父一样，皇太极继任汗位后，起初也“折”在袁崇焕手里。
遵化、蓟州、通州等阻截战，都让皇太极领教到了什么叫“折戟沉沙”。
在女真人眼里，汉人就是这样，军事胜败不大直接形容，喜欢用些比较含蓄的词儿来概括。
更可怕的是，汉人有文字、重文化，前人写下打仗经验供后人借用。
此外，前人元素还直接导致了汉人心性的复杂，这些“传承”都在袁崇焕对后金的又打又和、吊唁供
粮上得到了具体体现。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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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浩叹流光速    往事如烟。
写过曾祖，便忘不下外公。
伴着时光的流逝，记忆中很多东西渐渐淡去，童年的一切也慢慢变得模糊而遥远⋯⋯但那一大片无际
的碧水多年来却一直荡漾在我的梦中。
    天气晴好，虽已下午四点多，空气依然暖融融的，没有风。
老家位于河北雄县、任丘、安新三县交界的白洋淀最东部。
水已是少而又少了，虽说春水初生，草长莺飞，但周围的草树因为缺水依然有些枯黄，那些冒出水面
一米多高的干芦苇，经过了一个寒冬朔风的肃杀，一样细细弱弱地挺不直腰身。
    看着面前的一切，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三十多年前⋯⋯    十一岁那年，也是在这样一个清明前的下
午，外公教我    读书有些累，便带着我搭了一段牛车来到这里。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白洋淀是那么净蓝的一个大湖——骤然涨出的春水仿佛经历了一冬的沉寂，亟欲
挣脱土地的束缚而一袭青天！
浑然有力的波纹仿佛一双双有力的大手，把岸边干硬的土地揉搓得柔软湿润，从而让草和树也变得翠
绿葱笼⋯⋯经年的干芦苇也无从稍露风姿，早被大水没过了不少，只是露出一点点芦芽。
就这样，天和水相对着蓝下去而对恃着不遑多让！
    “丫头，这么好的景致不可错过！
跟外公做诗吧。
”外公低下头问着矮矮小小的我。
    “丫头不会。
”背了好几年的诗诗词词，小小的心灵中所装的依然是一个玩字。
    “日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试试看，外公说完你来接，浅一点。
”我接得很慢，从读过的诗词中找到差不多能套用的，居然也断断续续接了几句：    天赐春波蓝，    
拂舟芦芽短。
    极目水如云，    近看鸭成点。
    煦风裁嫩柳，    斜阳映远帆。
    渔郎愁日暮，    锄翁惜禾田。
    浩叹流光速，    煮鱼多放盐！
    东张西望中我看见靠岸的小船上，一个人用鱼叉扎着一条跟我的枕头差不多大小的鲤鱼，就随口来
了一句。
外公哈哈大笑起来：“丫头，这么俗啊？
”    “是啊，上回外婆炖大鱼忘了搁盐啦！
别提多难吃了。
”我指着那条大鱼。
    “好好，先对到这，以后再整理。
不过那‘近看鸭成点’最好是‘近观’，看字太具体太着痕迹了，写景要若即若离才好。
最后一句嘛，也怪外公转得太快了，回头再说。
整个来说稚弱突陡了点，可还是比你小舅强多了。
”    外公买下了那条大鱼，回家亲手烹做。
老人家吃东西讲究原味，说不能象贾府吃茄子，又煎又炸，还要佐以多味。
只是加入葱姜和酱油，微火炖至将糊半焦，细嫩的鱼肉有一股轻微的焦味，吃到嘴中的那股鲜香让我
多年来一直都不曾或忘。
时下北京的水煮鱼和干烧鱼的麻麻辣辣，倒有些类似贾府的茄子。
    第二天父母就赶过来接我回北京，等到我秋季回来时外公已经病人膏肓，看到我只是嘴张了张，指
了指书架上的那一大叠线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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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民国年间外公随全家从江南迁来河北时带来的。
而我与外公乱做的那几句诗文竞成最后的戏作！
    岁月弹指，年届中年的我在这个季节还站在这个位置，仰望苍天，想到再见不能的外公外婆，禁不
住泪如雨下。
这水、这树、这禾田⋯⋯你们还记得一个老者携一个小姑娘为你们做过的诗吗？
    二、心语    止笔于此，仍觉意犹未尽，还有本次成书尚未表达的那份感恩⋯⋯    来自曾祖基因中那
份心灵的宁静与澄澈；来自外曾祖血液中对文史的那股痴爱与狂热；来自外祖父孜孜以求的国学熏染
。
    成书过程中，贾英华老师提笔作序，向斯、那根正、纪连海老师学术支持，王铭珍伯伯慷慨供书。
此外，家兄德胜、德旺鼎力相助，还有我的先生在逻辑证史方面的学术定位。
极感盛情之际，又想到小时候外公教过的第一首五言，也就是王维的那首谜语诗，谜底为一幅画：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
    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想来人生何尝不是谜语，山有色、水无声、花还在、鸟不惊⋯⋯真真假假的表象之后，又藏匿了多
少世间繁华与落寞？
但没有了这些表象，一切全成不争的事实，世界又会多么乏味？
后人茶余饭后拿什么当谈资？
    感谢各位助我成就谜诗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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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纪连海：    清史之所以受到各方人士的普遍关注，一是因为作为距离今天最近的、中国历史上最后的
一个封建王朝，它的成败得失自然会引发普遍思考；二是因为如此浩瀚详实的史料，也会引发人们从
多种角度贴近观察与思考，得出观点各异的结论。
任秋平女士的《掌控大清的帝后权臣》，给了我们一个观察与思考清史的全新视角。
    晚清三剑客   贾英华：    纵观民国以来文史领域，基于晚清史实的“文史大散文”以及清新诙谐的笔
法并不多见。
窃以为，此书将散文的“形散神聚”融进清史之中，间或细腻准确的点睛评述，读来轻松洒脱而不失
严谨。
除却功力扎实，文字别致，更多了一分新时代蕴涵的敏锐与灵俏。
    晚清三剑客    向斯：    以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用文学的语言文字，从太后、权臣、名臣到老太监
和洋师傅等八个方面，解析清史，煮酒清谈，娓娓道来，《掌控大清的帝后权臣》是一部视角独特的
作品，实属难能可贵。
    晚清三剑客    叶赫那拉·根正：    任秋平女士的这部《掌控大清的帝后权臣》，自始至终既保有史
书的庄重严谨，又兼具散文的优美流畅，在大量详实的史料基础上，纵笔古今，穿越自如，见解独特
，点评深刻到位，使我瞬时就被那种深刻灵动的语言传递出的历史真相与真相背后少有人能发掘出的
厚度与深度形成的巨大冲击力深深打动，感觉中已与作者是老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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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史之所以受到各方人士的普遍关注，一是因为作为距离今天最近的、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王
朝，它的成败得失自然会引发普遍思考；二是因为如此浩瀚详实的史料，也会引发人们从多种角度贴
近观察与思考，得出观点各异的结论。
任秋平女士所著的《掌控大清的帝后权臣》，给了我们一个观察与思考清史的全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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