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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代重要高级将领的众生相，在国内首次以“回忆录”的形式书写，在诸多形式的历史叙述中，这是
我们了解历史、感悟历史的一条新途径。
在作者笔下，清代将军在战场上的智慧与力量，在官场上无休止的尔虞我诈，在生活中的表表里里，
以及清代太臣与皇帝的磕磕碰碰，都用惟妙惟肖的语言、节奏不一的情节和亲切可人的第一人称写法
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们的想象中。
清代的战争似乎是刀光剑影，血肉翻飞，但事实却不仅仅如此。
当仔细读过这些大臣的“回忆录”之后，我们会从更生动、更具体的历史图景中，了解清代将军的军
事指挥艺术、军事斗争思维，以及他们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的生存之道。
他们有的贵为藩王，有的贵为督抚，权势首屈一指，地位高不可攀，然而，在不可逆转走向衰亡的清
廷官场上，他们也往往表现为做官难，做大官更难，做一个爱民如子又能不遭人妒忌，权大又不招皇
帝猜疑的大官难上加难。
在文字狱泛滥、秘密政治盛行的年代里，他们无缘书写自己的历史，无法留下自己的真实想法。
对于这一切，让我们通过“回忆录”尝试着揭开这个中的难言之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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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唐博为清史编纂委员会成员，长期从事清史、中国近代史研究，师从戴逸本书通过对清代著名的
九位封疆大吏、名将人生的梳理，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将其戎马生涯，与官场争斗娓娓道来，是一部
普及、通俗易于人理解的关于清代权力与战争的历史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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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博，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工作人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师从戴逸教授。
长期从事清史、中国近代史研究，近年来发表各种论文、译文四十多篇，出版《我们这辈子：清朝皇
帝回忆录》、《权臣回忆录（清代卷）》等多部专著和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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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卷一  吴三桂回忆录  　舍身救父一身胆  　山海关大战：明清历史的转折点  　我与陈圆圆（上）
：相识之恋  　我与陈圆圆（下）：富贵之恋  　我与清朝（上）：合作的岁月    　我与清朝（下）：
从合作到反目  卷二　洪承畴回忆录  　逐鹿中原  　松锦惨败  　总督府的尴尬  　收降孙可望  卷三　
鄂尔泰回忆录  　能攻心反侧自消：改土归流  　我与雍正皇帝（上）：知遇之恩  　我与雍正皇帝（下
）：举贤任能  　乾隆时代：我与张廷玉的明争暗斗  卷四  阿桂回忆录  　西北：征战与治理  　金川鏖
兵  　大清头号全省贪污案  　与和中堂斗法  卷五  福康安回忆录  　解围诸罗：统一与治理的交响曲  
　跨越雪山：保家与卫国的进行曲  　名门之后：荣耀与遗憾的沉思曲  　传言与真相的狂想曲  　品味
遗憾：西洋与大清的对照图  　尾声  卷六  林则徐回忆录  　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
银  　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卷七  叶名琛回忆录  　力
挽狂澜，苦撑危局　经营广东，名利双收　亚罗事件，与敌周旋　势单力孤，成阶下囚　替我皇上，
身背黑锅卷八  曾国藩回忆录  　投笔从戎的成长烦恼：草创湘军  　统筹全局的成功战略：鏖兵安庆  
　旧瓶装新酒：跟洋人打交道  　刺马案的主谋：是为了投名状，还是为了军权  卷九　左宗棠回忆录  
　血染的红顶子：镇压太平天国　海防塞防之争：明确国防战略　十年焦愁苦恨：抬棺椁收复西北　
中国不败而败：奇怪的中法战争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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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卷一 吴三桂回忆录舍身救父一身胆崇祯元年（1628年）的一天。
锦州城。
黄沙蔽日。
探马来报：辽东团练镇总兵吴襄所部五百人，奉命出城执行侦察任务，在城外数百里处遭遇数量众多
的后金骑兵围攻，情况不明！
城内，中军大帐里气氛凝重，谁都不敢吭声。
主帅祖大寿更是一言不发，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而站在众将队列里的我早已耐不住性子，连忙出班跪倒，请求祖大帅发救兵。
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冷冷的拒绝。
吴襄是我的父亲，每次出征，我都与他同行，唯独这次例外。
事到如今，我的肠子都悔青了。
如果能和父亲一道并肩战斗，我就是战死也心甘情愿！
中军帐里的沉寂被探马的最新奏报打断：父亲且战且退，已经回到城外几里，仍未摆脱八旗军的包围
。
众将获悉最新战报，纷纷登上城楼张望。
肉眼可见的远方，尘土蔽日，可以听得到令人胆战心惊的喊杀声。
黑压压的八旗军将几百名明军士兵团团围住。
不过仔细观察，我却发现八旗骑兵在摆弄虚招式，围而不打，似乎在等着父亲请降。
父亲当然不会束手待毙，更不会屈膝投降。
然而，他率部“急奔”，敌人就“急围”；他率部“缓奔”，敌人就“缓围”。
这样的战斗态势，让我颇为奇怪。
我偷眼看了看祖大帅，渴望他在看到父亲浴血奋战的悲壮场景后，能够当机立断，发兵增援。
可是祖大帅的脸上，早已没有了坚毅的神情，留下的只是为难与恐惧。
我一下子失望了。
祖大帅在辽东与后金交手多次，深谙用兵之道。
后金军围着父亲而不打，不仅是要将父亲逼降，更是要拿父亲做钓饵，想把城里的明军诱引出来，聚
而歼之，而后乘虚夺取锦州城。
祖大帅手下只有三千人马，兵力单薄，且秉承辽东明军最高统帅袁崇焕的命令，坚守不出。
无论是从力量对比的角度考虑，还是从遵守上司命令的角度考虑，坚守不出，在战略上都是对头的，
至少是丢卒保车，不会犯错误。
然而，父亲是祖大帅的妹夫，从亲情的角度考虑，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
战况渐趋激烈，我似乎感到父亲已难支撑。
他需要我，我必须挺身而出，不能眼巴巴地看着父亲陷入绝境。
情急之下，我便跪下来哭诉：“总爷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死之！
”祖大帅下意识地“嗯”了乎声。
反应敏捷的我当即高喊：“得令！
”而后起身大喝：“吴家家丁，随我来！
”二十名家丁随我冲向城外。
城门大开，十八名家丁分成左右两翼，两名家丁随我左右。
后金军大概觉得出城的明军人数太少，可能有诈，便闪开一个阵口。
将我以及麾下的这二十名家丁囊入阵中。
就在敌军还未将包围圈重新闭合上的时候，我率轻骑兵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冲向敌人，连续放箭，敌
兵应弦而倒。
此时，一名敌将挥刀冲了冲了过来。
我迅即　搭弓放箭用尽气力，将他射倒。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们的戎马生涯>>

敌将中箭落马之后，我迅速拍马赶到跟前，下马准备取他首级。
不料此人重伤未死，在我举刀之际，突然抄起随身的短刀，奋力跃起，冲着我的面门刺来。
霎时间，我的鼻梁被刺中，鲜血直流。
杀红了眼的我已经不顾一切，手起刀落，将他首级砍下，并扯起他身上别着的红旗，撕下一角，胡乱
把鼻梁上的伤口一裹，而后飞身上马，继续厮杀。
冲至重围中心，见到父亲，喜极而泣的我大喊一声：“随我来！
”父亲和他麾下的骑兵似乎受到了这突如其来的鼓舞，获得了无穷的力量，纷纷向包围圈外拼命冲杀
。
后金军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又担心是诱兵之计，纷纷避开我的刀锋，也不敢追赶。
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那一刻，我和父亲已经冲出重围，回到了锦州城。
当城门重新关上的时候，我长出了一口气，对着父亲傻笑。
而父亲早已泪流满面，不知是激动，还是感动。
祖大帅先是被我的孤注一掷惊呆，接着，又被我舍身救父的行动感染。
我出城之后，他一直在擂鼓助阵，我回到城中，见他就拜，他也无比欣慰。
从此，我的孝勇之名达于关内外，“夷夏震慑”，连后金君主皇太极都赞我为“好汉子”，且不无遗
憾地称：“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
”这一年，我十七岁。
这是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
我出奇制胜的智慧和以少敌多的胆识，在战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鼻梁上的伤痕见证了这场血与火的考验，也见证了我对父亲真挚的爱。
这是一部我的“成名大作”。
从此，“吴三桂”的名字在辽东战场如雷贯耳。
在舅舅祖大寿的栽培下，我的战功越来越多，官职也节节攀升，终于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就任宁
远团练总兵。
由于宁远是明朝在山海关外硕果仅存的几个军事据点之一，因此担任这里的总兵，自然成为大明王朝
的封疆大吏。
这一年，我二十八岁，仕途一片光明。
固山海关大战：明清历史的转折点大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外的石河。
这里硝烟弥漫，空气凝重，十几万大军在此对峙，大战一触即发。
这是一场决定命运的战役，它不仅将改变我的政治生涯，而且将改写中国历史。
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战役呢？
这场战役是怎么打起来的呢？
它为什么会具有决定意义呢？
还是从这一年春节之后发生的事情说起吧。
宁远是明熹宗天启年间袁崇焕大帅修筑的城堡，与锦州、松山呈犄角之势。
袁大帅曾在这里用大炮将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打得大败。
然而，就在两年前，锦州、松山先后失守，舅舅祖大寿也归降清朝。
宁远一下子陷入孤悬关外的境地，只能凭借坚固的城墙继续着它的尊严与荣誉。
在这里，我每日厉兵秣马，枕戈待旦，随时做好防御清军的准备。
京里传出旨意：起用父亲提督京营。
喜悦之余，我也有些纳闷：十几年前，父亲曾因战斗中擅离前线而被撤职。
可以说，朝廷对父亲一直不甚欣赏。
为何此时把拱卫京城的重任交给他呢？
莫非京城出了什么大事？
果然，几天后，京城送来了十万火急的勤王令：农民军首领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国后，统率百万大
军，一路上势如破竹，直逼京畿。
皇上加封我为平西伯，并令我放弃宁远，集中全部兵力入关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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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关头，皇上已经顾不得关外的另一个重要威胁——清朝了。
 在明军的护送下，数以万计的辽东百姓含泪告别了他们世代生活的宁远城，缓缓撤入关内。
这座英雄的城池，却以这样的方式拱手相让，我觉得很窝囊，更对不起袁大帅的在天之灵。
就在我打算挥师勤王之际，京城的探子报告：各地将领无视朝廷的勤王令，或拥兵自重，或隔岸观火
，或畏缩不前，几乎无人挺身而出。
我倒吸一口凉气，为这些胆小如鼠、见风使舵的将领感到羞耻，为自己所处的险恶环境感到担忧，更
为京城和父亲的安危捏一把汗。
倘若我老老实实地去勤王，一定会跟大顺军正面交战，这样非但救不出父亲，保不住北京，而且会拼
光血本，当冤大头；倘若我也当缩头乌龟，那就对不起皇上的知遇之恩。
思前想后，军事利益战胜了个人情感，我也干脆按兵不动，来个后发制人，见机行事。
由于居庸关守将唐通献城投降，李自成兵不血刃，便打开了北京的西大门。
皇上的勤王令一道道地送过来，十万火急！
我这才拔营起寨，向京城缓缓开进。
行至直隶丰润，噩耗传来：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占领北京，皇上在煤山（景山
）上吊自杀。
延续了二百七十多年的大明王朝轰然倒塌。
皇上已经殉国，勤王已无必要，赶紧回山海关吧！
可是父亲吴襄还在京城里，这可怎么办啊！
我回到山海关，得到了两个消息：其一，皇太极死了，满洲贵族在一场权力博弈之后，选择皇太极第
九子福临当皇帝，改年号为顺治；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担任摄政王，成为清朝实际的决策者；
其二，李自成派唐通携带四万两银子，到山海关劳军，顺便跟我谈收编事宜。
李自成不仅开出了金银无数和加封爵位的优厚价码，而且还派人捎来了父亲劝我投降大顺的亲笔信。
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和唾手可得的官爵，挂念着父亲的安危，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李自成的招安。
几天后，全军将士缟素举哀，为崇祯皇帝及其后妃发丧，以表达我不忘旧主之心。
接着，我亲率数万铁骑，向北京进发，准备参见这位从未谋面的李闯王，而山海关则移交给唐通守御
。
大军行至永平，几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拦住去路。
部下将他们带到中军，我仔细打量一番：原来他们是父亲的家丁。
“将军，我们是从京里逃出来的。
京里出大事了！
”为首的一个气喘吁吁地说。
 “什么大事？
老爷子怎么样？
”我焦急地问道。
“回将军，老太爷被李自成他们抓走了！
”其中一个家丁哭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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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跨越古代和近代的一个重要王朝。
本书选取的九个人物，都是清代具有杰出政治、军事才能的将军。
他们不仅为清王朝的统一、疆域的开拓和政权的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在清代政治、经济、文化诸
方面卓有成就。
某些人的经历，对清代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们所面临的社会形势不同，社会阅历各异，官场结局也有差别。
其中部分人物的形象已经在电视荧屏前亮相，比如吴三桂、洪承畴、福康安、林则徐，受到了广大观
众的关注；还有一些人的知名度很高，比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已经为广大读者耳熟能详；但还有一
些人物，知名度小，但他们的业绩和影响同样巨大。
正是他们风格各异的精彩演出，为17－19世纪的中国社会贡献了一出出回味无穷的大戏。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
没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恐怕很难体会和理解他们当时的生活和思想，也很难把握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
。
因此，本书希望通过回忆录的方式，给这些将领搭建一个展示个性与是非的最佳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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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大清名将的荣耀与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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