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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著的《清朝全名》是第一部全面叙论清朝历史的学术著作，对清朝的历史地位作
出了比较公允的评价。
这部学术名著，曾一九一四年出版，对学术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贡献，从它问世至今，一直受到学界
重视，被学者惠家作为权威性的引徵之据，在学界长期享有它应得的学术地位，梁启超将其列为嘹解
清史的必读书，梁漱溟、萧公权等也都程引及之。
　　作者有深厚的学养，以时间为经，以清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事件为纬，完
整清晰地展示了清代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所记的史料十分丰富，尤其是对历史细节的描述，更为他
书所罕见；所述文字，精细、形象、生动、绝无拖泥之书。
　　《清朝全史》问世近一个世纪，至信信旧闪烁着学术光芒，但学界同人已看见此书；即使少数图
书馆藏有此书，也是作为珍藏品保管，欲阅者应难见，如今认应学界的热切要求，我社根据上海社会
科学院图书馆所藏版本影印出版以飨读者。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朝全史（上下）>>

作者简介

稻叶君山，近代日本学者，清史研究专家。
著有《清朝全史》、《满洲发达史》等，编有《朱舜水全集》等。

　　但焘，民国学者、翻译家。
字植之，湖北蒲圻人。
历任孙中山总统储秘书兼公报局局长、唐绍仪内阁国务院秘书、国民党政府秘书等职。
著有《日语古微》、《海外丛谈》《观物化斋诗集》等，译有《清朝全史》、《蒙台梭利教育法》等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朝全史（上下）>>

书籍目录

上卷　第一章　总说　第二章　明代对于满洲之策略　第三章　女真种族之迁徙　第四章　女真叛服
之大略　第五章　马市问题　第六章　明与女真之交涉　第七章　清朝之先祖　第八章　奴儿哈赤勃
兴于建州　第九章　金汗国之创业　第十章　明国之内政紊乱　第十一章　夺取明国之辽东　第十二
章　太祖死于疮痍　第十三章　　第一次朝鲜战役及其经过　第四章　太宗伐明　第十五章　金国诸
王之不和　第十六章　内蒙古之合并　第十七章　汉人之来归　第十八章　太宗改国号　第十九章　
国史编纂及文馆之设立　第二十章　　第二次朝鲜战役及其历史　第二十一章　与明国之对战　第二
十二章　闯贼李自成　第二十三章　太宗之死及皇位承继　第二十四章　明国亡于流贼　第二十五章
　北京迁都　第二十六章　明人恢复事业之悉败（上）　第二十七章　明人恢复事业之悉败（下）　
第二十八章　明末清初时日本之位置　第二十九章　睿亲王之死　第三十章　三藩之平定　第三十一
章　台湾人清领　第三十二章　创业期之财政　第三十三章　康熙大帝　第三十四章　清俄关系之始
　第三十五章　外蒙古之并合　第三十六章　喇嘛教之利用　第三十七章　西洋文明东渐　第三十八
章　外人传道事业之失败　第三十九章　康熙朝之庶绩　第四十章　雍正帝禁抑宗室　第四十一章　
颠覆清朝之思想　第四十二章　满汉思想之调和　第四十三章　雍正帝及其政绩　第四十四章　清俄
通商及恰克图条约　第四十五章　扩大外藩及治藩事业　第四十六章　盛运期之财政下卷　第四十七
章　文运大兴编纂《四库全书》　第四十八章　乾隆帝及其政绩　第四十九章　嘉庆时之民乱　第五
十章　八旗生计渐穷　第五十一章　内外发生叛乱　第五十二章　新疆回教徒之骚乱　第五十三章　
西南最初与外国关系　第五十四章　乾隆帝与英大使马加特尼卿　第五十五章　广东外国商馆与公行
　第五十六章　拿皮楼及其对等权之主张　第五十七章　英国之沉默政略及其放弃　第五十八章　鸦
片问题　第五十九章　钦差大臣林则徐及其政策　第六十章　鸦片战争及其经过　第六十一章　学风
诗文绘画及戏曲小说之变迁　第六十二章　太平军之大起　第六十三章　曾国藩起湘军　第六十四章
　太平军乱中之上海　第六十五章　平定太平军　第六十六章　对于曾国藩之评论　第六十七章　平
定捻党　第六十八章　满洲之封禁破除　第六十九章　英法联军入北京　第七十章　同治中兴　第七
十一章　黑龙江之割让　第七十二章　清国衰弱之影响与日本之关系　第七十三章　对外思想之不变
（创设总理衙门）　第七十四章　日本全权大使副岛种臣之来聘　第七十五章　回教徒之扰乱　第七
十六章　雅克布白克之叛乱　第七十七章　伊犁事件～　第七十八章　丧失安南之宗主权及其影响　
第七十九章　清日初期之关系　第八十章　西藏问题之发生　第八十一章　教案之频起　第八十二章
　清日俄三国之朝鲜角逐　第八十三章　革新及革命　第八十四章　宣统帝退位附录一　太平党之扬
子江日记附录二　国际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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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卷第二章 明代对于满洲之策略明初经略满洲辽河流域多屈曲，西发源于内蒙古之克什克腾部，东北
流经杜默特旗之北境，折而南下，从开原北境，向西疾趋，入于辽东之海。
明初从山东渡海入辽东，夺取辽河沃土，此洪武四年春事也。
从北京之东北出喜峰口，更进而北，略辽河之上源，前元之故府大宁治，今察罕城。
明以常胜之势，攻掠此等地方，辽河流域之首尾，皆为汉族所得。
然其中部地方，即今朝阳府东北，为其经营所未及。
当时国力之强盛，于此可以想见。
明既取燕京，洪武四年，纳元平章刘益降，置辽卫于今之得利寺附近，定辽东都司于今之辽阳。
二十年夏，纳前元将军纳哈出之降于金山，当时所在之处，不无反侧，然开原以南，皆帖首内响。
明驭满州之基础，实定于此。
太祖经略之情形，略可推知者，先封燕王于北京，使治理北方；又封韩王于开原，宁王于今喀喇沁之
新城，似以控驭辽河之首尾；更封辽王于广宁，扼东西辽河之孔道。
此种设备，无非保护辽河流域之开拓，以堵鞑靼、女真之内犯。
其初，宁王府之兵力，不独对于辽东，为联络之计，西与宣府及大同之守备，亦相应援，此可考见者
也。
太祖为边防处置，对于北方劲敌，即蒙古之集团，所谓朵颜三卫者，远却之于西喇木伦河北，命其游
牧，其用意可谓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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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是学界公认的第一部全面论述清朝历史的著作，面世之后受到较为广泛的关
注，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其观点和史料曾被许多著名学者如梁启超、梁漱溟、萧公权、柳诒徵征引为
据。
时至今日，这部著作仍然受到学界的重视，为众多学人所搜求和引据。
乾隆帝甚耽汉人之文化，御制诗至十余万首，所作之多，为陆放翁所不及。
又好鉴别书画，尝获宋刻《后汉书》及九家杜注，甚爱惜之，命画苑之供奉画其像于书上。
帝于书法酷爱董其昌，与康熙相似，惟帝之异于康熙者，在西洋科学知识之缺乏是也。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三编第八章 征引（雍正《大义觉迷录》）不特对《春秋》内外之义避
而不谈，不足以折船山、晚村之所号召揭橥，即其所说诸端，亦多抵牾含混，不能自圆其说。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编第十九章 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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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朝全史》问世近一个世纪，至信信旧闪烁着学术光芒，但学界同人已看见此书；即使少数图书馆
藏有此书，也是作为珍藏品保管，欲阅者应难见，如今认应学界的热切要求，我社根据上海社会科学
院图书馆所藏版本影印出版以飨读者。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朝全史（上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