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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和后金政权的建立、萨尔浒之战及辽沈地区之战、满族封建制的确立和发展、皇太
极初期的内外政策及第一次侵朝之役、皇太极对漠南蒙古的统一、松锦的军事相持与几次深入腹地的
斗争、皇太极的改革与后金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封建化等。

清代的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专制主义王朝的历史。
一九一一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三千多年的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从此就结束了。
郑天挺、南炳文主编的《清史（套装共2册）》是从一六四四年清兵入关到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前
的清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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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天挺（1899-1981），福建长乐人，生于北京。
1920年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为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
20年代在北京大学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1933年任北大秘书长、中文系教授。
抗战爆发后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总务长、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
抗战胜利后仍任北京大学秘书K、历史系主任，国立故宫博物院清史部专门委员，北京大学文科研究
所明清史料室主任。

1952年，奉调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明清史研究室主任。
60年代，参与全阅历史教材编写工作，任历史组副组长。
晚年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全同学位评议委员会历史组组长。

南炳文，1942年生，河北广宗人。
1966年南开大学历史系五年制本科毕业，先后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开大学任职。
现任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及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中
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曾先后赴日本、韩国、加拿大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进行学术访问、讲学、参加国际会议和博士论文
答辩。
主要从事明清史教学与研究工作。
著有《明史》上下册（合著）、《清史》上册（合著）、《南明史》、《清代苗民起义》、《中国通
史》第八册（合卷）、《二十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等，主编有《清史纪事本末》十卷。
曾出版论文集《明清史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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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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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
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①清史是我国整个历史的一部分，清史研究除了一般研究历史的作用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它的意
义与作用要更为直接、更为显著。
这主要是由于清代距离我们今天的社会时间较近。
清朝之灭亡距今天不过近百年。
虽然今天的中国社会绝非清代之可同曰而语，但是，今天和清代在具有本质性区别的同时，还有密切
联系。
今天的一切都是从清代直接、间接演变来的，要想认识今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等
是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样子的，就必须追溯到清代的历史。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今天省、地、县的行政划分，与清代省、府、县的设置有密切关联；今天
的许多现代化工业部门，其起源乃在清代后期的各种近代工业的开办；清朝灭亡后中国外交关系的变
化，其基础正是清代历史上外国帝国主义所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
可见，清代的历史与今天息息相关。
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们今天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地进行四化建设，就是要扫除清代以来的历史所遗
留下来的贫困落后的面貌，使我们的民族为世界的发展作出无愧的贡献。
研究清代历史除了具有上述现实意义之外，还有不可轻视的理论意义。
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清代，已经进入了晚期阶段，如果没有外力的干涉，将要逐步进入资本主义阶
段。
但由于外国侵略势力来到中国后，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阻止了这个发展过程；中国没能向资本主
义阶段发展，而是逐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样的历史状况，既包括一种社会形态的自然发展过程，又包括一种社会形态在外力干扰下的另一类
型的发展进程；对其进行研究，就能从中体会到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又可探讨出外力干扰下的
特殊规律。
这对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理论，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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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史(套装共2册)》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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