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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孟森（1869-1937），公认的中国近代清史研究的杰出奠基人，其著作是近代清史研究第一代的最高水
平。
　　张中行先生回忆孟森：也就因为潜心治学，在明清史方面有突出的造诣，学生有时候形容他，说
现时白菜多少钱一斤他不知道，可是成化或雍正年间，谁打谁一个嘴巴，他必记得清清楚楚。
　　孟森治史，在传统方法上吸收了近代史论研究方法，开创了明清断代史研究之先河，清史专家王
钟翰先生评价说，其“不过三十余年，而撰述之富，成就之大，影响之深，自非后辈末学所能望其肩
背者也”。
　　《清史讲义》虽为残稿，但对清朝二百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述评，史实详尽，
论析缜密，被史学界誉为我国近代清史学派的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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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森（1869-1937），世称孟心史先生，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清史研究的杰出奠基人，他在传统方法基
础上吸收了近代史论研究方法，开创了明清断代史研究之先河，其著作是近代清史研究第一代的最高
水平。
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评价说，其“不过三十余年，而撰述之富，成就之大，影响之深，自非后辈未学
所能望其肩背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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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总论　　第一章 清史在史学上之位置　　清未有史也，而有《史稿》，《史稿》为辛亥
革命后政府所修。
若以革命为易代之限，则《清史稿》与史有同等效力。
然革命后同为民国，而政府之递嬗，意义有不尽同。
故前一期政府之所修，又为后一期政府之所暂禁。
今犹在审查中，卒蒙弛禁与否未可知。
要之，吾辈今日之讲清史，犹未能认《清史稿》为勒定之正史也。
则于史学上，无一定之史书可作根据。
但论史之原理，一朝之经过，是否有为修正史之价值?能统一国土，能治理人民，能行使政权，能绵历
年岁，则能占一朝正史之位置，意义全矣。
政府之意，亦非谓清不当有史，但未认《清史稿》即为《清史》。
然则于清一代史料之正确者，悬设一正史之位置处之，史料极富。
《清史稿》为排比已有具体之一大件，亦应在悬设正史之位置中，参加史料之一席。
真正史料，皆出于史中某一朝之本身所构成，馊闻野记，间资参考，非作史之所应专据也。
　　清之于史，自代明以来，未尝一日不践有史之系统。
中国史之系统，乃国家将行一事，其动机已入史，决不待事成之后，乃由史家描写之。
描写已成之事，任何公正之人必有主观，若在发动之初，由需要而动议，由动议而取决，由取决而施
行，历史上有此一事，其甫动至确定，一一留其蜕化之痕迹，则虽欲不公正而不能遇事捏造，除故意
作伪之别有关系者外，国事之现象，如摄影之留真，妍媸不能自掩也。
有史之组织，清代明时未尝间断，故有史之系统未尝差池。
民国代清，独未尝留意此事。
及今而始议保管档案。
保管档案，乃抱残守缺之事，非生枝发叶，移步换形，而皆使之莫可逃遁之事也。
中国有史之系统，严正完美，实超乎万国之上。
由科钞而史书，由史书而日录，而起居注，而丝纶簿，清代又有军机处档。
具此底本，再加种种之纂修，《实录》又为其扼要，分之而为本纪，为列传，为方略，为各志各表，
史巳大备。
易代后就而裁定，其为史馆自定者无几矣。
《清史稿》即就此取材，故大致当作清史规范。
而其原件之存在，因印刷之发达，流布尤多。
故以此大宗史料归纳之为《清史》。
而此《清史》之在史学上位置，必成正史，则无可纠驳矣。
　　近日浅学之士，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
既认为仇敌，即无代为修史之任务。
若已认为应代修史，即认为现代所继承之前代，尊重现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代，而后觉承统之
有自。
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
明初代元，以胡俗为厌，天下既定，即表章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孙不能遵守。
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
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
　　第二章 清史体例　　清史今皆只可谓之史料，未成正史。
惟《清史稿》为有史之轮廓，后有修订，大约当本此为去取。
则《清史稿》之与前史异同，其为斟酌损益之故，即吾辈治清史所应讨论者也。
纪志表传，四大总类，仍前不变。
纪有十二，最后为《宣统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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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金梁《校刻记》，言初拟为今上本纪，后改定。
今上本纪之名，自为不合，称《宣统纪》，亦属变例，宣统乃一国纪年之号，非帝身所独有，若称宣
统帝，犹为宣统朝之帝，否则以逊国而称逊帝，亦尚相符。
古有易代而前代之君存在者，修史时其君已亡。
则由后代为之追谥，而即以谥入史，若汉之献帝，元之顺帝，皆是。
清逊帝独在，而史稿已成，无谥可称，似当以逊帝名纪。
志目十六：曰《天文》《灾异》《时宪》《地理》《礼》《乐》《舆服附卤簿》《选举》《职官》《
食货》《河渠》《兵》《交通》《刑法》《艺文》《邦交》。
其《交通》《邦交》两志，为前史所无，今以时政重要，专为作志。
其《灾异》则所以变前史之《五行志》。
时宪即历，清避高宗讳，改历书为时宪书，其实时宪乃清历之名。
历代历皆有名，且或一代数名，而历之公名不变。
清改明之《大统历》为《时宪历》，至历字成讳遂去之。
《史稿》作志，《历志》竟称《时宪志》，假如明之《历志》，岂可作《大统志》?但文字因避讳而流
变，其例亦多，姑不论。
第其志中全载《八线表》，篇幅占全志三之二。
夫《八线表》为步天济算之用具，习算者人人挟之，且充用之《八线表》，亦无需密至七八位。
清修《明史》，已用新法列图，即具八线之法，而不必尽推其数。
今何必于志中括其用具?若果为便用计，则岂不更有《八线》《对数表》乎?学校习算之生皆挟一表，
书非难得，史志又非便人工作之文，不应浪费篇幅。
以《灾异》变前史之《五行》，不可不谓为进步，又仿明《五行志》，削事应之附会，似皆取长去短
；然所载事目，仍拘于五行之分项，岂非矛盾?夫果以灾异而后志，则必有关于国计之盈绌，民生之登
耗，若水旱、饥馑、疾疫之类，载之可也；一时一地之物异，一人一家之事变，载之何为?尤可异者，
狂人、服异二事。
人之狂为生理中之事，以医学为统计，人之狂者正多，何时何地不有狂人，而《志》独裁雍正三年七
月一狂人，云：“灵川五都廖家塘，有村民同众入山，砍竹不归，一百四十余日始抵家，所言多不经
。
”清一代二百六十八年，只有此一狂人，其狂之程度又甚驯善，若在世俗言之，乃小说家所谓遇异人
得道者。
以此列入《灾异志》，当是清国史馆原有《五行志》，曾列此事，今不知抉择而随手采入，未免苟且
固陋。
服妖之说，尤非有政刑之国所应为。
朝不信道，工不信度，有此现象。
若谓国无法度即是灾异，则又不当终清之世仅得一事。
《志》云：“道光十七年，崇阳乡民好服尖头帽鞋，站步不稳。
识者以为服妖。
”由事实言之，叔季之世，奢靡之乡，服之妖者占多数，何可胜载!其人疴一事，以一产三男占篇幅十
之七八。
此事古或以为祥，清代功令，亦在优待之列。
此云入疴，岂节育家言乎?至《艺文志》之为目录学家诟病，则在疏漏，较之《时宪》、《灾异》两志
，常识未具，犹为有间。
表目十：曰《皇子》《公主》《外戚》《诸臣封爵》《藩部》《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
《疆臣》《交聘》。
《军机大臣》为前史所无。
《部院大臣》即《明史·七卿表》。
而衙门加一理藩院，官职列至侍郎。
其军机、理藩院之增加，乃应合时制，侍郎之添列，则用意周密，殊便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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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其事者为职官制表专家吴君廷燮，亦人存政举之道。
《疆臣》一表，比之方镇。
清中叶以来，实有外重之渐，即其初，设督抚为专官，已有兼辖军民之柄，位尊地重。
史列年表，亦应时代而为之。
而驻防之将军、都统，亦列疆臣，又清之特制也。
《交聘》有表，与《邦交》有志相应。
传目十五：曰《后妃》《诸王》《诸臣》《循吏》《儒林》《文苑》《畴人》《忠义》《孝义》《遗
逸》《艺术》《烈女》《土司》《藩部》《属国》。
其中《畴人》一传，前史所无，古岂无明习历算之人，一艺之长，史家为之类传，无庸另标专目。
九数属之保氏。
经生不通算术，本不得为全材。
孟子言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
可见其视此为学问之余事，不过孔门六艺之一耳。
清代经师，能治历者甚多，既文达偶然创作《畴人传》，并非为史立例，《史稿》乃沿之，似亦多事
，并入《经学》。
为宜。
《儒林》一传，沿清代学风之弊，以词章为《文苑》，考据即为《儒林》。
考据中专究文字学者，明明文苑耳，而亦与尊德性饬躬行者并驱争先，且形容以身教人者为迂腐，为
空疏，人心风俗，于是大坏。
此亦非《清史稿》作俑，旧国史馆《儒林传》已立此例。
盖为乾嘉以来学风所劫制，不自知其舍本逐末，而卒为世道之忧也。
此皆其可议者也。
　　第三章 清代种族及世系　　三代以前，皆推本于黄帝，秦亦由伯益而来。
封建之世，渊源有自，数典不忘其祖。
其可信之成分，较后世为多。
汉附会豢龙之刘累，仅凭左氏之浮夸，半涉神话。
唐祀老聃，明尊朱子，则皆援引达人，以自标帜。
宋更捏造一神人为圣祖，所谓赵玄朗者，终亦不甚取信于子孙臣庶。
元自附于吐蕃，蒙古源流一书，究属荒幻。
惟清之先，以种族论，确为女真；以发达言，称王称帝，实已一再。
肃慎与女真，古本同音，中间以移殖较繁之所在，就其山川之名而转变，遂为抑娄，为勿吉，勿吉又
为声（韦未）揭，唐末仍复女真。
故知其本名未改。
中国史书屡改其名，而在彼实一时之部落名义，非全族有废兴也。
女真既为清之先固定种族，唐时成渤海国，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为海东盛国。
不但疆域官守，建置可观，即其享国年岁，由唐开元十七年乙巳，大武艺建号改元，至后唐同光三年
乙酉，为辽所灭，传国一百九十七年，亦可谓根深蒂固之一国家矣。
此族虽暂屈于辽，而元气未漓，犹能自保其种，契丹不足与同化，女真不自混他族。
未几又乘辽之衰，与辽代兴，金一代自有正史位置，不劳缕述。
所谓一再为帝王者如此。
元能灭金，不能灭女真之种，仅驱还女真故地，仍不能直辖其种人，举其豪酋，世为长率，有五万户
之设。
其中斡朵怜万户，后遂为建州女真。
清之始祖布库里雍顺，居俄漠惠之鄂多理城，盖即此始受斡朵怜万户职之女真部酋长，故推为始祖。
时在元初，余别有《清始祖考》，不详述于此。
据《朝鲜实录》，斡朵里为金帝室之后，其余图门江流域女真，即建州全部女真，尚为金之平民，迤
北之兀狄哈女真，在金亦为同种而别族，然则清为金后之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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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与渤海发迹之地，同在女真南部，接壤高丽。
清又承金，是其种族之强固，千年之间，三为大国，愈廓愈大。
　　建州女真，既为女真中最优秀之部分，初因居渤海时之建州，谓之建州女真。
自元设五万户时，建州之名，必已存在。
元亡归附于明，明就其建州部落之名，授以土官卫职，而即名建州卫。
先授建州卫职者，为元之胡里改万户阿哈出。
由阿哈出复招致斡朵里万户童猛哥帖木儿，授以建州左卫指挥之职。
清之初系，为明之建州左卫。
始授左卫职之猛哥帖木儿，又因其姑姊妹中，有入明宫为妃嫔者，因内宠之故，至陆都督职衔，《清
实录》谓之都督孟特穆。
乃以布库里雍顺为分族之始祖，孟特穆为肇基王迹之祖。
故后开国建号，尊孟特穆为肇祖，以记其得国实由孟特穆承明宠待而来。
孟特穆即猛哥帖木儿，而去其童姓不著。
孟特穆距布库里雍顺约三四代，太祖责兀喇贝勒布占泰，谓其于己之祖先为天女所生，乃十世以来之
事，岂有不知。
则太祖为孟特穆六世孙，并其本身为第七世，其前亦不过三世。
元享国短，元初授布库里雍顺万户，不及百年，已入于明，其间亦只应有三世时限。
孟特穆袭职或已入明初，或尚在元末，俱未可知。
而其父名挥厚，亦为万户，见《朝鲜实录》。
再上即必有名范察者，当为布库里雍顺之孙。
孟特穆尊为肇祖，其子为充善，为褚宴，明作董山、童仓，童为其姓，仓当即褚宴之合音，朝鲜则谓
童仓即董山。
董山之弟，朝鲜则名“重羊”，或“充也”，或“真羊”，或“秦羊”。
充善之子妥罗、妥义谟、锡宝齐篇古，妥罗继充善袭建州左卫职。
而锡宝齐篇古，“篇古”二字为职名，或云即“万户”之译音。
锡宝齐原作石豹奇，《清实录》谓为充善之第三子，《明实录》为重羊之子，名失保。
明人谓清太祖为建州之枝部，《清实录》亦谓兴祖福满系石豹奇之子。
惟太祖确为建州左卫酋长，朝鲜明著之。
且太祖尝以建州左卫印信文书致朝鲜，其为石豹奇之后，则非世袭左卫都督者。
明人谓失保受指挥职，又谓太祖之先，世为都指挥，则其说皆合。
兴祖一世，不见于明实录，以其时建州方弱，妥罗之后，世奉朝贡，其枝部酋无他事接触中朝，遂不
著录。
清之尊为兴祖者，在太宗崇德元年，初用帝制，追尊四亲之世，兴祖为太宗高祖，适当四亲之首，故
上不及石豹奇，而适以此不见《明实录》之一代，为追尊所亲之始。
若肇祖则缘始祖而尊之。
以故充善、石豹奇两世，以亲尽而为追尊所不及，入关后因之。
但兴祖以下，一世景祖，二世显祖，即太祖之祖若父，在《明实录》亦载其事实。
后来兴、景、显三祖以亲尽而祧，太祖则不祧，祧庙中遂永奉肇、兴、景、显四祖。
致论清事者疑其世系之不确，则未尝深求其故也。
太祖为开创之祖，清世自应不祧。
今先将太祖以上世系，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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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史讲义》特色：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促生了中华教育的圣地；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规范
了中华学子的心路；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强化了中华学术的骨骼；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延续了中
华文化的血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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