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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是已经逝去的社会生活的总和，而逝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社会生活又总是前后连续的，不顾
前便不能知今，更不能瞻前。
所以，鲁迅先生有言：“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测将来，洞若观火。
”（《鲁迅全集》第四卷）历史是有思想、有灵魂的人类的生活史、奋斗史、发展史，就其本质的主
导方面而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从历史哲学的层面来看，“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
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如此认识，中国的古圣先贤早有滥觞，只要在古籍中稍加搜寻，就不
难找到很多。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论语》）“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易经》）“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学史。
”（龚自珍《尊史》）如此等等，读来无不深受启迪。
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的表述则更为激昂和切当：“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
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重视历史，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
”（恩格斯《英国状况》）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历史意识强烈而又有大量史籍史迹遗存的国家，目
前正处于一个振兴的时代，历史对国人的现实意义，自不待言。
然而，浩如烟海而又书之以文言的正史、杂史、野史和史论著作，很少有人能够通读。
仅以一部《二十四史》或《资治通鉴》，若无旷日持久之备，寻常人莫敢问津。
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些有见识的学者一直在积极地为广大青少年编写各种通俗历史读物，渐渐地蔚然
成风，至今已有相当的积累，如《上下五千年》等较为大型的历史读物也有多种问世。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电视台开办的旨在满足大众趣味的历史讲座，还有一些历史剧，都获得了相当可
观的收视率。
一时之间，兴起了一个温度不低的“历史热”。
无疑，这对于普及历史知识，提高历史意识都大有裨益。
当然，如此规模宏大的文化活动不可能尽善尽美，一无疏漏，存在某些不足也在情理之中。
众所周知，“每个新的一代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重写历史”，每一次重写历史都是承续这筚路蓝缕的
一环，但是我们有责任尽全力跨越疏漏的草创阶段，奉献给炎黄子孙有关本民族发展脉络的最好的读
物。
基于这样的宗旨，我们首先将自己的叙说视为历史的还原和本来面目的恢复，坚决屏弃“戏说”或“
演说”式的眩惑。
要做到这一点难度颇大。
历史不可能重演，记载史实的文献零碎而各有其选择性。
为了把一件史实叙说得清楚而完备，我们往往不得不参阅多种史料，反复对勘、比较、分析，然后将
最接近史实的文字以现代汉语表述出来。
在这部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主要以《二十四史》为底本，辅以《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系
列史籍，参用历代笔记野史，择善而从。
即便是以某一人物传记为主的故事，我们也没有简单地将史书中形成的传记译成白话充数、一般都要
爬梳诸书，并在“书”、“志”和其他相关人物传记中钩稽史料，加以充实。
其次，我们深知，历史是一个大的系统，人物与人物、事件与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其间都存在着复杂
而有机的联系。
作为一个不断运动的进程，每一历史事件都有前因后果，决不能从中割断开来。
所以，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尽量避免孤立地叙述一人一事，尽量避免儿童故事式的简化叙事或茶余饭后
式的猎奇叙事。
于是，读者才能看到这套丛书中囊括的一千多个倚伏钩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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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其次，记载历史事实的文献鲜不受撰史者、评史者的制约，一些有名的评议常被附在文献上，与之
同在。
这很容易造成重写者叙说的偏离和歪曲。
显而易见者如《二十四史》传后的赞语，《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日”之类，这是较易于识别并处理
的。
而渗入历史人物与事件中观察角度、材料取舍和各种隐性评价，即所谓的文献的“选择性”，则是很
难剥离和剔除的。
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区别，常常就表现在这里。
为此我们颇感踌躇，既不免效法李卓吾（明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李贽）与古人对话，又不
能不勉力追随学术前沿的骏足，行文之间难免不呈露匆遽之态，唯望读者理解。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只有站在现在的顶峰，才能解释过去”，这是治史者的箴言，也是叙史
者的高标，我们愿以此与同好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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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部《二十五史通讲》的编写过程中，编者主要以《二十四史》为底本，辅以《资治通鉴》、
《续资治通鉴》等系列史籍，参用历代笔记野史，择善而从。
即便是以某一人物传记为主的故事，编者也没有简单地将史书中形成的传记译成白话充数、一般都要
爬梳诸书，并在“书”、“志”和其他相关人物传记中钩稽史料，加以充实。
　　《帝制的尾声（二十五史通讲）》为其中之一的《帝制的尾声（南明清）》分册，讲述了明朝、
清王朝的兴盛与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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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朝多尔衮当政迁都北京两路夹攻兵败身亡志如铁石滴酒不沾起兵发难扬州抗敌薤发令江阴之战嘉
定三屠英雄末路捉弄幼主掘墓鞭尸南明隆武政权与郑成功势成水火少年英雄拥兵自重节义千秋隆武终
结父子分道舟山陷落三入长江江上霹雳刀劈御座功败垂成收复台湾英雄之死浩然正气永历政权与李定
国抗清两帝相争携手抗清桂林大捷诱敌深入兄弟阅墙磨盘山血战永历遇难顺治帝亲政以后整顿吏治杀
一儆百为民做主直言敢谏讲官设座尊老爱贤正直不欺“满汉一家”难觅佳偶红颜薄命英年早逝少年天
子除权臣度过劫难四臣辅政鳌拜专权忍辱负重计擒鳌拜康熙帝勇平三藩御门听政顺水推舟哭陵起兵天
下震动三藩并叛针锋相对孤立魁首吴氏败亡平台湾一统天下两度降清两次失利黯然收场请求“专征”
定战澎湖海不扬波捐银助战弃守之争两面抗击定疆域沙俄入侵雅克萨之战再攻雅克萨唇枪舌剑签订条
约大破骆驼阵皇帝亲征真假达赖清军入藏誓不什清与文字狱书生抗清漫游天下出钱撰史平息风波血流
成河黄培诗案操志高洁忠臣孤子隐居深山选择死亡死而后已《南山集》案康熙一朝的能臣廉吏幕客奇
才靳辅治河御前辩论建祠纪念一代完人以德化民青菜总督重节轻财第一清官雍正即位前后的诸多风波
精心栽培初废太子再废太子蹊跷之事平藏建功第一闲人胤稹即位大闹灵堂罄治诸弟从飞黄腾达到阶下
囚青海平叛极度恩宠一手遮天不知收敛家破人亡私藏“玉碟”雍正朝大兴文字狱悬首十年辱之不杀祸
起命题池鱼之灾假誓诱供吕留良案大义觉迷捕风捉影雍正朝的是是非非严惩腐败耗羡归公腰斩酷刑李
卫捕盗贪名被杀参劾属员杀一留一三省总督改土归流密折制度密诏建储乾隆皇帝的文治武功围猎射熊
达赖理政金川建功册封容妃万里回归木兰秋弥平定台湾两征廓尔喀严查伪稿案大兴文字狱开设四书馆
纪昀总编纂和珅的发迹与败亡平步青云大肆侵吞惩贪抄家英使来朝挂名皇帝自莲教起义和坤跌倒从嘉
庆到道光惩治贪官天理教起义张格尔叛乱节俭皇帝禁烟法令虎门销烟封关禁海英军入侵三元里抗英太
平天国的建立与衰败初创拜上帝会捣毁神庙金田起义咸丰即位突围北上奔袭长沙定都南京督办湘军悲
壮北伐屡战屡败转败为胜破围之战败亡前兆天京事变翼王出走大渡河畔力挽狂澜安庆失陷淮军扬威天
国覆灭搞政变慈禧胜出“六不”总督大沽口得胜血战八里桥火烧圆明园辛酉政变安德海丧命重修圆明
园光绪登基挣扎中徘徊的光绪朝抬棺出征马江之战镇南关大捷甲申易枢慈禧寿典甲午战争旅顺大屠杀
水师覆灭出使日本惩治珍妃酝酿变法“规范”变法袁世凯告密慨然赴死义和团进京对外开战攻陷北京
名妓赛金花封建帝制寿终正寝孙黄会面安庆起义秋瑾就义帝后归天溥仪登基北上行刺连遭挫败黄花忠
魂武昌起义清帝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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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顺治元年（1644）五月二日，那是李白成离开北京的第三天，多尔衮带领清兵耀武扬威地开进北京
城。
在此之前一直率领关宁铁骑在前边为清兵开道的吴三桂，却接到多尔衮的命令，让他绕过北京城继续
向西追赶李白成。
吴三桂提出进城祭奠一下崇祯皇帝与被李白成杀死的父亲，也没有得到多尔衮的批准。
实际上，多尔衮所害怕的是吴三桂带着明太子进京，当时北京城内外盛传吴三桂将要拥戴太子回京登
基，如果太子真的露面了，说不定会引出大乱子。
清兵进入北京后，城里的人就惶惶不可终日，不知从哪里传来的消息，说是清兵七八月间离开前，除
了儿童，要把全城的人都杀光。
这个传言并非无稽之谈。
多尔衮占领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迁都北京。
可是在迁都这个问题上，满族的王公贝勒们意见分歧很大，很多人留恋东北故土，反对迁都。
多尔衮的哥哥阿济格就是一个坚定的反对派。
他公开扬言说，我们刚得到辽东的时候没有屠城，可是汉人杀了那么多八旗兵，现在应该趁这个机会
杀光北京人，痛痛快快地报仇，然后冉派亲王或者郡王在这里驻守，大军退回山海关或盛京（今沈阳
），这样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多尔衮坚决反对这样做，兄弟二人为此吵得很凶。
多尔衮见难以说服阿济格他们，不得不搬出了皇太极，说皇太极生前留下话来，拿下北京后就要迁都
，然后再图统天下。
既然是先皇遗命，谁也不敢违抗，多尔衮当即拍板，决定迁都。
既然做出了决定，多尔衮立即付诸行动，以安定民心，平息谣言。
他下令从盛京提取一百余万两白银及各种物资运到北京，大力修建残破的皇宫和城墙，还让辽沈地区
的人民加快迁往北京。
人们看出清人打算长住，京城的局势也就渐渐稳定下来。
同年八月二十日，年仅六岁的顺治帝在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护卫下从盛京启程。
十月初一清晨，顺治帝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来到天坛宣读告天礼文，举行隆重的庆祝开国大典，正
式宣告清王朝对中国的统治开始了。
两路夹攻清朝入关初年，多尔衮位高权重，成了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诸王大臣给朝廷的奏本
，都要先交给他过目。
顺治帝进北京不久，便封他为叔父摄政王，还把他兴邦建国的功绩刻在石碑上，传之后世，后来又封
他为皇父摄政王。
他的权势至此达到极点，诸王不得与他平起平坐，他入朝时，还出现诸臣跪迎的场面。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废掉小皇帝自立可以说是易如反掌，可是当时情势不容他有非分之想。
清朝全国的兵力不过五六万人，而它的西面有虽然溃败但实力仍在的四十多万大顺军，南面有五十多
万南明军队，吴三桂的力量虽然可以借用，但他这个人靠不住。
对于执掌大权的多尔衮来说，当务之急是如何荡平海内，横扫天下。
顺治元年十月十九日，多尔衮封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部征讨大顺军，吴三桂、尚可喜率部从征。
十月二十五日，多尔衮又封多铎为定国大将军，挥师南下，孔有德、耿仲明随征。
多铎的队伍还没有出发，李白成就在河南境内向怀庆、卫辉两城发动进攻。
如果让李白成占领了黄河渡口，和黄河以南的农民军合兵一处，就难以制服了。
多尔衮果断地命令多铎停止南下，与阿济格两军夹击，将农民军彻底打垮。
其实，李白成组织的这次反攻不过是个尝试，当清军南北两路一起杀来时，李白成及时改变部署，率
部向西安方向退却。
多铎率部紧紧追赶，一直来到潼关。
大顺军列阵迎战，多铎没有马上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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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天后，清军主力带着红衣大炮赶到了，多铎这才下令进攻。
顺治二年（1645）正月十三日，清军以红衣大炮轰破潼关，农民军将领马世耀投降。
潼关一失守，西安就失去了屏障。
李白成料定西安守不住了，便放火焚烧宫室，向商州撤退。
按照事先的约定，多铎和阿济格两军分路攻打陕西，在西安会师。
阿济格是先出发的，应该先到，可是多铎打进西安后，却连阿济格及其部下的影子也没看到。
原来，阿济格在进军途中，擅自跑到蒙古草原卜，随意索取当地驼马，把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
兵败身亡攻下西安后，多尔衮命令多铎按原定计划向江南进军，剿灭大顺军残部的任务交给了阿济格
来完成。
阿济格先前犯了军律，这次不敢怠慢，连忙带上吴三桂等人紧紧追赶李白成。
顺治二年三月，李白成拔营南下，奔向湖北，进驻武昌。
清兵尾追而至，把武昌城包围了起来。
这时候大顺军还有几十万人，但从上到下都无心作战，逃亡的人数每日剧增，还有不少人干脆投降了
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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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十五史通讲:帝制的尾声》是文学名笔，字雕句琢，讲炎黄子孙，一千余瑰丽多姿之故事！
《二十五史通讲》的编者主要以《二十四史》为底本，辅以《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系列史
籍，参用历代笔记野史，择善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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