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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献忠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
长期以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论调。
有人说“张献忠是杀人不眨眼的大恶魔！
”有人则说“张献忠是从未乱杀人的农民起义领袖！
”　　争论不休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少关键性的历史真相并不广为人知。
虽然距今仅三百多年，许多历史问题已模糊不清，充满“谜案”和神秘色彩。
　　近几十年来，在明末农民起义和李自成、张献忠的研究方面，其明显特点是一味采取肯定、赞扬
的做法去“拔高歌颂”、“任意妆扮”。
　　正如学者南炳文教授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中所言：“现实政治生活中逐渐产生、发展
起来的‘左倾’倾向也不能不影响史学工作者。
这些客观条件使得整个中国史学界间或发生将古人现代化、过分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立论偏激
等‘左倾’现象⋯⋯部分研究者学风不正，在读书不够、心得不多的情况下，勉强著书立说，导致粗
制滥造，谬误迭出。
”　　“不隐恶、不虚美”，是中国史家传统精神。
研究历史，不能“先人为主”（先贴标签、定好框框）、“以论代史”（以评论代替史料根据）、“
实用主义”（为现实需要而去演绎历史）⋯⋯　　过去的几十年中，一些研究者因为现实生活中“阶
级斗争”的需要，先将张献忠定性为不容人置疑的“农民起义英雄”，再寻求史料依据和“改造史料
”，去曲解甚至伪造史料。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献忠剿四川真相>>

内容概要

　　《张献忠剿四川真相》是第一本全面剖析著名历史人物张献忠真相的专著真实披露明末清初时期
一段少为人知的惨烈历史。
四川学者郑光路耗时数年的心血之作《张献忠剿四川真相》。
以翔实可信的史料，通过剖析家喻户晓的著名历史人物张献忠的种种“真相”、“谜案”。
极真实地解读了明末清初四川大毁灭的那段惨烈异常的历史，是一部以独特视角研究张献忠和明末清
初历史并填补空白的力作。
　　书中真实再现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张献忠“大西国”的建立及其消亡过程。
书中破解了许多历史谜团：张献忠究竟剿没剿四川？
怎样剿？
恶果是什么？
张献忠究竟剿杀了多少四川人？
史书记载他杀了“六万万”是真有其事还是所谓的污蔑？
书中还以独特史料，讲述了外国传教士同张献忠密切相处的惊险岁月；张献忠耽酒好色之谜（有妃嫔
三百名）、“藏宝”之谜、死亡之谜⋯⋯讲述了浩劫幸存者的种种离奇故事：有人屠刀下侥幸脱逃，
有人周游“地狱”般而幸存，有人变成野人、飞人、白毛人和“鬼怪”⋯⋯　　书中还真实再现了明
末清初历史上罕见的四川“人吃人”现象、令现代人难以置信的四川“虎患”、可怕的大瘟疫、天府
之国变为千里无人的荒漠⋯⋯种种惨烈的历史真实画面，令人读后惊心动魄。
书中还以独特视角。
讲述了清王朝对四川艰难统一的全过程，及“湖广填四川”这一影响中国历史的大移民运动的来龙去
脉。
　　作者追求一种“大俗大雅”，即学术性、趣味性和通俗性的完美结合。
作者在许多方面有重大的史料发现，较之前人的研究有许多创新、突破。
《张献忠剿四川真相》既可使广大读者真实了解明末清初那段难以说清的历史，也是一部研究中国明
清史、中国战争史、中外交往史、中国人口史、四川地方史等方面极有价值的学术性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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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光路，长期“以研究历史的严肃学术态度进行文学写作；以文学写作的方式去研究历史”，其
作品具有材料独特、新奇、大题材等个性特色，融学术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形成其“文史结
合、雅俗共赏”的独特写作风格。
　　曾在省级、国家级学术刊物发表有影响的文史类文章六十余篇。
已出版的长篇著作有：《气卷神州》；《中国当代热点问题透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之特
殊内战》(海外出版)、《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斗之喧嚣怪状》(海外出版)；《四川旧事》；《成都
旧事》；《川人大抗战》等。
其作品广受专家学者好评并多次获奖。
　　海内外不少人士评论作者的诸多成果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空白。
多部著作被中国863计划图书馆及美国国家图书馆等国内外馆藏机构正式收藏。
　　郑光路创办有“中国独特文学网”网站(国际一级域名：http：//www．tstcwx．co m．cn)，电子邮
箱：ZGL706@263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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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师”4.礼部尚书吴继善之死／162张献忠的“骂娘”诏书，别有用心举荐传教士，吴继善全家的
惨死，大西皇帝的“反社会型人格”5.南明势力在四川的死灰复燃／174王应熊、樊一蘅誓师遵义城，
双方拼死拼活、斗智斗勇／反抗大西国者风起云涌第五章 治国无方的大西皇帝 ／1851.骇人听闻的各
种酷刑／185杀江鼎镇、龚完敬两尚书， “强盗逻辑”和装神弄鬼的“天书”之谜／是“农民英雄”
还是“封建帝王”／“剥皮酷刑”和“手掌记功”2.“杀鸡取卵”一样的“打粮”／199“流寇”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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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详情／究竟杀了多少读书人，侥幸逃生者和乱杀扩大化第六章 屠杀“七亿人”的历史谜底，2301.大
西皇帝身边的外国传教士／230张献忠亲谈为何憎恨四川人／张献忠对天主教的态度／传教士亲历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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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张献忠疯狂变态和部众复杂表现3.屠杀“六万万”和“七亿”的历史误读／249张献忠究竟杀了多
少四川人／史籍中“共杀男女六万万”不是造谣／张献忠杀了近二百万四川人4.“五马先生”亲历州
县的大屠杀／258从“兵不甚扰民”到滥杀无辜／目睹大西军残酷“草杀”／掳人虎口后的所见所闻／
逃离“鬼门关”惊险万状／亲历者们关于暴行的相同记录第七章 张献忠死亡真况全记录 ／2731.欲离
四川“江口”大败／273穷途末路欲离四川／什么要大规模屠杀部下／东走“江口”折戟沉沙2.末日疯
狂摧毁成都古城／281青羊宫中张献忠凄惶拜神／血腥“屠城”和军眷“尽皆杀绝”／张献忠为什么要
烧光、杀光／张献忠“藏宝”之谜／后人寻觅“藏宝”的悲喜剧3.圣谕碑、七杀碑之谜／295一路滥杀
和大西皇帝的圣谕碑／“七杀碑”是怎么一回事4.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屠杀部下暴行／301顺庆浩劫后疯
狂屠杀部下，张献忠是“抗清”民族英雄吗⋯⋯第八章 大西军余部的彻底消亡／338第九章 近于毁灭
的天府之国／363第十章 浩劫幸存者的种种离奇故事／380第十一章 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段“痛史”
／405附录：有关张献忠的相关文献和参考资料／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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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巴山夜雨浮图关 崇祯十七年(农历甲申)五月初六(1644年6月10日)，山城重庆。
 重庆府衙内，一片惊恐气氛。
专到重庆的原四川巡抚陈士奇，成为明军 首脑。
他每天焦头烂额地同关南道兵备副使陈缥(羽白)、重庆知府王行俭、 巴县知县王锡等人急谋御敌之策
。
 还有一个大人物，就是从汉中逃难到重庆的瑞王朱常浩。
他是明神宗( 朱翊钧)第五子，母端妃周氏，建藩南郑。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开始在汉 中修建“瑞王府”，历时26年方告建成。
朱常浩于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 ，去南郑就王位，享不尽的富贵荣华。
同蜀王朱至澍一样，也是个酒色昏庸 之徒。
 崇祯十六年冬十一月十九日(1643年12月29日)，李自成破汉中前，瑞王 由陈缥护送狼狈不堪出逃。
陇西官吏、仕绅等数万人挈妻携子、哭声连天跟 着瑞王一齐逃亡重庆。
 四川百姓不愿让瑞王把祸水引入川，故瑞王在川北保宁(今阆中)很滞留 一阵，把专司此事的四川上巡
道葛奇祚弄得“抑郁成病”。
后来瑞王好歹到 了重庆，葛奇祚终卸大包袱，哀叹一声：“我事完了！
”咽气而死。
葛奇祚 是清官，囊无余物，被士民敛钱埋了⋯⋯ 朱常浩已五十多岁，身体高大却肤黄浮肿。
他如丧家之犬，已无藩王傲 狂，每天也降尊纡贵到府衙打探消息。
 陈士奇安慰他说：“总兵曾英忠勇足恃，谋略过人，有劲兵数万。
标将 李占春、余大海、胡鸣凤等皆娴熟军事⋯⋯李占春威名尤著，外号‘李鹞子 ’，是大将才。
我命曾英守万县湖滩，刘麟长守丰都观音滩，赵荣贵守梁山 白兔亭⋯⋯防御可称严密，王爷勿忧！
” 此时长江正春水陡涨，湖滩水险，曾英以兵扼守，张献忠难攻。
 农历五月，江水稍退。
张献忠大军攻湖滩，连战三日，曾英抵抗顽强。
 张献忠大怒，命令都督马元利、张化能等督阵：“兵卒胆敢后退者格杀勿论 ⋯⋯攻不下湖滩，你们
提头来见老子！
” 张献忠连杀几员无功将军后，大西军将士冒死冲锋，都督马元利五月二 十六日(1644年6月30日)攻据
湖滩。
 但明朝猛将“李鹞子”李占春和曾英，仍在万县湖滩上游，以舟师列阵 拼死抵御。
 大西军一时不能冲破明军江中防线，便取道梁山陆路力攻白兔亭。
明将 赵荣贵以木石哗啦啦滚下抗击。
大西军死伤甚多，仍疾攻不退。
白兔亭关上 矢石俱尽，赵荣贵只得弃关逃走保宁⋯⋯ 其后大西军在涪州水路大败明军，一箭射中明
军亲自督战的总兵曾英脊 背⋯⋯曾英惨叫一声败退望州关，又被追来的大西军砍伤面颊，惨号着手杀
数人，好不容易和守道刘麟长逃走川南⋯⋯ 大西军先锋精锐十余万，后勤负载者二十余万，置横阵四
十里，江左为 步兵，江右为骑兵，水陆三路直扑重庆。
 六月初八日(1644年7月11日)，大西军攻下涪州(今涪陵)。
十一日(1644 年7月14日)，大西军溯江而上，陆路取道南川等县。
 张献忠百余艘大战船，都悬挂“澄清川岳”的杏黄大旗，江中绵延数十 里，鼓角震天⋯⋯ 史料记载
，大西军即将兵临城下时，重庆城内惶恐万状。
 这天瑞王朱常浩吓得面色发青地赶到府衙，声音颤抖说：“陈大人，不 好了！
我手下人已飞马回报：张献忠命令各路贼兵，要在六月十八日会合于 重庆城下。
陈大人，孤怎么办啊？
” 陈士奇凄然说：“我已多次急檄石柱县土司女将军秦良玉援兵来救援重 庆，奈何久盼不至啊！
”瑞王喃喃哀叫：“孤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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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如何是好？
” 巴县知县王锡等人都瞧不起这个流亡藩王，讥刺说：“朝议早命龙文光 为四川巡抚。
陈大人在四月将归家乡，而京师告变。
陈大人抱‘必报国仇’ 之志，舍安趋危到重庆督师抗贼。
王爷乃大明嫡宗，大不了像先帝一样殉国 罢了，何惧之有？
” 瑞王霎时软瘫一团泪流满面，喃喃哀叫：“孤不想死！
孤不想死啊！
” 重庆知府王行俭不觉垂泪，转身对陈士奇说：“陈大人，你乃被先帝早 罢职谢事之人，并无守土
抗贼之责，何必同我们职官同守孤城待死？
趁现在 还有路可逃，陈大人，你速速离开重庆吧！
” 陈士奇惨笑一声说：“士奇既决心到重庆，就没想到惜此残躯。
我逃去 ，何以对君父？
我誓与四川共存亡，早晚追随先帝于地下罢了⋯⋯行俭，莫 说丧气话，跟我速到浮图关前线督战！
” 浮图关为嘉陵、长江两水相汇最近之地，为攻守重庆双方之必争地。
 陈士奇到浮图关上，走到始建于唐朝的“夜雨寺”中。
遥望苍茫江山、 狼烟千里⋯⋯陈士奇悲从中来，喃喃吟诵唐朝王维写巴县的《晓行巴峡》诗 ：“水
国舟中市，山桥树梢行。
登舟万井出，眺迥二流明⋯⋯” 关南兵备副使陈缥低声对巴县知县王锡说：“唉，大敌当前，尤谈诗
文 ⋯⋯难怪人皆说陈巡抚‘有文名，不知兵’！
”’ 重庆知府王行俭对陈士奇道：“浮图关‘夜雨寺’是以唐朝李商隐《夜 雨寄北》名诗而修，乃
渝州名胜，可惜乱世破败不堪了！
” 壁间青石上有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翦西窗 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陈士奇摩娑诗碑，喟然长叹：“如太平岁月，吾当 暮宿夜雨寺，领略商隐之诗情画意，何其快哉⋯
⋯惜兵荒马乱，我已再不能 回福建漳浦家乡，与老妻翦西窗之烛、共话巴山夜雨了！
” 众将吏听了鼻酸，无不垂泪⋯⋯ 大西军攻陷重庆城 大西军于甲申年(1644年)六月抵重庆下游约四十
里，明朝重兵防守的要 冲铜锣峡。
 此处江峡险要，历代守川者都在这里“锁江御险”，峡口石壁至今犹存 拦江铁锁的旧痕，确实“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
 娴熟军事的李定国向张献忠建议：“长江素称天险，而舟船水战中以矢 石、拍竿、冲撞、接舷等为
主。
居上水的一方很占便宜，胜多而负少。
故三 国时晋灭吴、隋灭陈，都是先攻占上游巴蜀或荆襄，而后才顺流东下攻敌⋯ ⋯铜锣峡硬攻不易
。
我们可奔袭重庆上游，再抢舟顺急流而下，一定势如破 竹，攻下重庆指日可待！
” 大西军果然声东击西，以舟师佯攻铜锣峡。
张献忠则亲率精骑在南岸登 陆，由山中小道西进，绕过重庆城疾驰约一百五十余里，攻下重庆上游的
江 津县，夺得明军船只；然后下令水陆两路反扑重庆西南陆上门户——浮图关 。
 佛图关险，矢石齐下，击死大西军甚多。
但明军腹背受敌，大西军终于 在六月十七日(1644年7月20日)一举夺关。
 明兵簇拥着督阵的陈士奇，仓皇撤回城内。
下游驻守铜锣峡的明军见归 路已断，不战而狼狈溃逃⋯⋯数十万大西军立即过峡，合围重庆。
 重庆城墙古意盎然。
这是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的指挥使戴鼎，在宋 城基础上砌筑的石城。
重庆城“高十丈，周长十八里”，环江为池、因山筑 城，居高临下，气势雄伟。
城门十七座，九开八闭，暗合九宫八卦。
“九开 ”城门是朝天门、东水门、太平门、储奇门、金紫门、南纪门、通远门、临 江门、千厮门。
 张献忠率大船百余艘，鼓角连天鱼贯而上。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献忠剿四川真相>>

每只船上“澄清川岳”的黄 旗在江风中哗啦啦响⋯⋯张献忠在黄葛渡登岸，战将马元利、孙可望等在
白 岩渡抵岸。
数十里江岸大西军旗帜如林。
 张献忠威风凛凛，乘马与众将重庆城下往来审视形势，到长江、嘉陵江 汇合处的朝天门。
汪兆龄指着城楼上“古渝雄关”的题匾说：“这是重庆正 门。
因朝廷圣旨须经此门送城内，故名朝天门。
” 张献忠说：“重庆是川东重镇，老子要在四川称王称霸，弄烂顶个尿用 ？
先派人进城劝降！
”于是劝降者手执白旗，明朝守城门军士放进。
各官纷 纷问：“张献忠三番五次扰我四川，意欲何如？
”，劝降者狂傲传达了张献 忠原话：“暂以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
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则老 幼不留！
” 陈士奇大怒，骂道：“我等岂是怕死之辈？
来人呀，拖出去砍了！
”劝 降者血淋淋的脑壳，骨碌碌从朝天门城楼扔下。
 张献忠大怒，又摆“阴门阵”，抓来一些妇人光溜溜地裸体在城下辱骂 ，城上也不理会⋯⋯张献忠
怒发冲冠大吼：“攻城！
攻城！
” 这时城中士绅富家早纷纷逃出城外。
瑞王朱常浩哀求陈士奇：“陈大人 啊，孤自汉中避贼来，哪晓得在重庆更吓人！
如今献贼攻城紧急，孤也赶快 逃出城去吧！
”陈士奇厉声说：“四城皆围，王爷怎逃？
况你仓皇出逃，岂 不大乱军心？
” 朱常浩哭哭啼啼问：“那贼至城下，你能退贼兵吗？
” 陈士奇茫然无策，只说：“新任四川巡抚龙文光正在顺庆(今南充)聚集 援兵，奈何久不至⋯⋯且听
天由命罢了！
” P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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