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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主人公吴三桂，集明清改朝换代诸矛盾于一身，反复无常：先由明入清，助清夺天下，功高震主；后
反清自立，威震华夏。
他不断改写历史，最终自取灭亡。
本书是吴三桂丰富多彩的人生翔实记录，是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说到底，就是一部人生教科书，它
给人的警示和启迪，不知要用过多少口头说教！
    新颖，奇特，宛转起伏，有时像长江大河，奔腾澎湃；有时如涓涓细流，曼语轻声，不管读到哪里
，都扣人心弦。
这就是本书给人的强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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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治亭，1942年1月生，山东莒南人。
1965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分配到原东北文史研究所研究明清史。
现为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历任副所长、所长。
从事专业研究近30年，出版《吴三桂大传》、《清太宗全传》等专著与主编《关东文化大辞典》等各
项成果15部，发表《康熙处理三藩问题辨》等论文共100余篇。
其中两项获国家、三项获省优秀成果奖。
以优异成绩于1985年破格晋升研究员，1994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喜读文学名著，好览古迹，寄情山水。
广交朋友，热情豪放，以诚相待，助人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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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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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三桂命书吏起草了一封自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请兵的信，全文如下：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
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
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
    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
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
灰烬。
今贼首僭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安)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
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
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
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
    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
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
，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
夫锄暴剪恶，大顺也；拯顺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
也。
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
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
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
，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
本宜上疏于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礼，不敢轻渎圣聪，乞王转奏。
    书毕，三桂特遣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为使臣，大约在四月十一二日，离开山海关，星夜疾驰沈阳
请兵。
    这封信颇形诸于绘声绘色，把三桂对农民军的仇恨和请兵急切而诚恳的心情都写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封请兵或“借兵”的信，不是请降的信。
何以见得?    第一，三桂以“亡国孤臣”的名义，恳请清朝出兵，帮助他报君父之仇，以图明朝“中兴
”，恢复其统治。
此无意降清甚明。
    第二，三桂称清为“北朝”，与“我国”——明朝对称，南北两政权“通好”二百余年，但泾渭分
明，即使明朝已亡国，他仍属明朝，与清无涉，这又明确自己的立场不容混淆。
    第三，三桂给清兵规定了进兵路线，一从“中协”即喜峰口、龙井口等处，一从“西协”即墙子岭
、密云等处入口。
这两条路线是清兵经年屡次人口征明的旧路，三桂却牢牢地控制着“东协”即山海关与界岭口等重要
关隘。
从山海关至京师便捷，独当正面进兵。
从西协、中协走，已属侧翼，要绕路，误时日。
显然，三桂自为主，而把清兵置于“客兵”的地位。
从三桂的这个安排，也看不出他与清为一家之意。
    第四，最后，三桂郑重声明，“我朝”报答清兵“兴亡继绝”的扶助之功，不只给财物，还将“裂
地”即割让领土酬谢。
三桂俨然以明朝的代言人许以优厚的条件，此与降清毫无共同之处。
    通览全信，丝毫也看不出三桂欲降清的蛛丝马迹，迄今，有的把三桂的请兵说成是降清，未免言之
过早。
    且说李自成在北京为三桂降而复叛已深感不安。
及至他的使臣被杀、三桂斥父的信传来，知道事已无法挽回。
这时，每天都有一次、多至四次快马飞报三桂募兵声言“规复京师”的消息，他更是心烦意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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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官多次“劝进”，他也无心即位，一再展期，他最担心的是，如果三桂投向清朝，造成吴军与清军
的合势，直人北京，后果不堪设想。
招降的路已堵死，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以军事手段解决吴三桂问题。
于是，他调集部分骑兵先行。
    李自成决策出师山海关，遭到他的几位重要谋臣将领的反对。
李岩提出四项主张，其中一项主张是：“吴三桂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
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
主上不必兴师，招抚三桂，许以父子封侯，仍以大国封明太子，奉明祭祀，世世朝贡，与国咸休，则
一统之基可成，干戈之乱可息矣。
”力主政治解决，不宜派兵攻打。
自成看了他的奏疏，很生气，拒绝了他的劝告。
牛金星也劝自成：“我新得京师，人心震叠，彼必不敢轻动，亟即真而颁爵赏，示激劝，编师往击，
未晚也。
”宋献策一言挑明：“皇爷(指自成)去，皇爷不利；三桂来，三桂不利。
”这些意见，自成都不听。
开始，自成并没有想到与吴三桂打仗，更没想到与清军打仗，乃至决定出师，也没有做认真准备，对
打大仗缺乏足够的估计。
他以为占领北京，大局已定，“天命”归己，只需再派一支部队去山海关，便可马到成功，三桂束手
就擒。
因此，他打算派刘宗敏、李过出征。
不料“诸伪将耽乐，殊无斗志”，在讨论出师时，“仓皇无定”。
四月十二日，自成集群臣再议东征吴三桂，“刘宗敏等逡巡未应”。
自成无法，只好“亲行”出征。
他授明降臣张若麒为“兵政府尚书”，随他到刘宗敏等诸帅处，敦促他们出征。
这些因素已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在自成决策出师的当天即十二日晚，为“绝内患”，将勋戚大臣、锦衣卫堂上官、大学士陈演、定
国公徐允贞、新建伯王光通、博平侯郭明振、清平伯吴遵周、永宁伯王长锡、平江伯陈治、都督袁祐
、周，铭、周铎、周铉等共60余名明朝大员，斩于西华门外。
李过将“中吉营”拷讯的明官员彭瑭、李逢甲、申济芳等53人全部绞死。
自成将尚未处决的原明诸官员都集中到刘宗敏处，“紧紧坐路侧，按籍次第杀之。
”到二更时，才停刀，释放了其余的人。
就在这天夜里，北京城外到处张贴吴三桂讨伐农民军的檄文，约“士民缟素复仇”，有的人秘制素农
，准备迎接三桂进京。
    吴三桂檄文至北京，“近京一路尽传”，人心越发惶惶。
同时，谣言纷起，更助长了人心不稳，连自成的谋士宋献策也私下对人说：“我主马上天子，惜其杀
戮太过，益造祸耳。
尚有三年富贵，过此恐予术未必验也。
”此话一传，“贼心益摇”。
    十三日，天刚亮，李自成正式出师，共计马步兵六万，先出东长安门，他亲率精兵七千，“擎刀牵
马，列长安街”。
在大将刘宗敏、李过等一批将领的簇拥下，自成出正阳门，留守京师的牛金星、宋企郊等官员送至金
水桥。
百姓闻讯，多跑到东西长安街上观看⋯⋯    在李自成和他的重要将领后面，还有几位引人注目的人物
，他们是崇祯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娘、永王、定王，以及三桂的父亲吴襄，各骑一匹马，随后而行
。
自成把他们挟往山海关，目的还是指望利用这几个重要的人质，对三桂作最后一次的争取。
自成要让三桂亲眼看到亲生父亲还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如念父子之情，投降还不算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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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也暗示，如仍迷途不返，他会随时将吴襄处决。
自成携带明太子及二王，也是出于同样的用意。
三桂通过使臣和散发檄文，已向自成提出索要他们的强硬要求。
三桂意在把太子控制在自己手里，以为“中兴”之计，一旦把太子朱慈娘拥上皇帝宝座，他自然就成
了拥戴的元勋。
自成是要三桂确信，太子及二王还健在，如愿效忠故主，就乖乖归顺。
他们各怀有个人的政治目的，能否如愿，还是让事实做出回答吧!    李白成率大军经通州，至密云，过
永平，浩浩荡荡，朝山海关进发。
一场关系命运的决战正在日益临近。
P.9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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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吴三桂大传》的可贵之外在于它不是简单地翻几百年的历史旧案，全书采取了写实的笔法，尽
量让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再现于读者眼前，使读此书的人的可以直接看到吴三桂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也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及命运的追求和思考。
    吴三桂这个人，在明叛明，在清叛清，因其反复无常、见利忘义而备受人们谴责。
然而明清之际的历史相当复杂，他处在这个历史大环境中，又有着那样特殊的经历，所以在思想上也
不可能那么单一明了。
    从康熙时代开始，一直把这场战争的责任全推到吴三桂身上，这有违历史事实，是不公道的。
而康熙又因这次事变而全部抹杀吴三桂前期所做的贡献，同样是不公正的，倒是他的孙子乾隆颇有点
求实精神，他对吴三桂的评价是：“功者功之，罪者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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