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末农民战争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明末农民战争史>>

13位ISBN编号：9787511217257

10位ISBN编号：7511217257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光明日报出版社

作者：顾诚

页数：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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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末农民战争史>>

前言

　　明末农民战争，是我国封建社会里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反抗地主阶级暴虐统治的武装斗争。
它距离现在不过三百多年，保存下来的各种文献资料庞杂得很，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正处于方兴未
艾的阶段，许多问题都还在探讨当中，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部拙稿，自然不可能是成熟的作品。
只是由于它在某些方面比起前人略有进展，关心的朋友认为公开出版将有助于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和推
动进一步的研究，我也就不揣谫陋拿了出来，衷心地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我以为，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接受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否定错误的说法，澄清模糊的
论述，是学术上有所长进的表现。
但愿我能够对自己写过的东西经常作检讨，不是随风转舵，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唯真理是求。
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后来者理应居上。
如果拙著对于年轻一代治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同志，能够成为攀登高峰途中的一块踏脚石，我就十分满
意了。
　　本书原拟写成上、下两卷。
上卷自这次农民战争爆发的背景写至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的失败；下卷包括以农民军为主体的抗清斗
争，至康熙三年夔东抗清基地被摧毁为止。
计划这样写的原因是，论述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无法同农民军余部二十年的抗清斗争割裂开来。
后来又考虑到，农民军的抗清斗争是在联明的旗帜下进行的，在叙述这些篇章时势必涉及南明的基本
史实。
为了读者利用的方便，不如把原定的上、下卷分别成书，即至李自成、张献忠牺牲为止的《明末农民
战争史》和以农民军抗清斗争为主的《南明史》。
由于上面已经说过的原因，明末农民战争的作用和历史意义只有放在本书的姊妹篇—《南明史》中一
并论述。
　　最后，我谨向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国家档案局第一档案馆以
及其他一些单位的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
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
　　作者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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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末农民战争史》是顾诚先生的第一部专著。
顾诚从1977年开始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事，1982年冬写成此书，1984年出版发行，广受学界和读书界
推崇，初版已脱销多年。
本书从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叙至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失败。
基于对史料涸泽而渔式的爬梳（仅方志就参阅了近千部），作者屡有不刊之论推出，尤其对几成定论
的所谓“流寇主义”、“起义军封建化”，以及“李自成败退北京的真正原因”等重大历史问题，均
有精深独到的见解。
另对李岩其人的证伪，对“荥阳大会”的解构等，均不独谨严，亦颇具趣味。
初版之后，顾诚本人曾对书中错漏之处做过一番校订，对书末所附《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表》等做了大
规模增补。
本书再版之际，将上述内容完整呈现；并以代序的形式，收录作者的一篇逸文《我的治学经历》。
经家人同意，还精选了数幅照片置于卷首，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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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诚（1934.11—2003.6)，江西南昌人，有国际声誉的当代明清史专家。
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
生前仅有两部专著面市：《明末农民战争史》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南明史》获
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顾先生生性耿直，视学术为生命，孤灯长夜，治学谨严，是当代考实之学的杰出代表，在明帝国疆域
管理体制（卫所制度）、人口、耕地及明清易代史事（南明史）等领域均有精深独到的研究，学术成
果和历史结论在明清史学界具开创和奠基意义。
先生还是学界公认的“三好”学者：外语好、学问好，文笔好。
翻开一部专著或论文，即开启了一段美好而难忘的史学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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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明朝在覆灭前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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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大顺政权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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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说明
（一） 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表
（二） 大西政权地方官员表
（三） 山海关战役后三个月内官绅叛乱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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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的治学经历（代自序）　　⋯⋯1977年10月，在我坚持下外研所让我回到历史系。
系总支书记景存玉同志要我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去，理由是该室既缺人，我又懂英语（其实我的英语
水平只能勉强阅读）。
我说：“我的专业是明清史，如果系里一定要我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那我还不如留在外研所。
”她见我态度坚决就笑着说：“你就说你的兴趣是明清史，不要说专业。
”意思是我并没有专业，只是勉强同意我到中古史教研室工作。
为了证明自己在明清史方面有一点基础，立即动手把我在李岩问题上探讨的结果写成文章，这就是《
李岩质疑》。
77年底把稿子送到《历史研究》编辑部，发表在1978年5月号上。
当时刊物不多，研究成果也不多，文章发表后反映颇为强烈，支持的人不少，反对者甚多。
因为历来都认为李岩确有其人（只是清初河南文人郑廉在《豫变纪略》中以亲身见闻指出李岩为乌有
先生；康熙《杞县志》和康熙《开封府志》里收有《李公子辩》一文坚决否认杞县有李岩。
但是即使在清初各种更加著名的相关史籍里还是有多少不等的李岩“事迹”，可以说这是当时人的共
识。
到乾隆四年钦定《明史》颁布以后，李岩的“事迹”被采入李自成传，遂成定论。
1944年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中以大量篇幅叙述李岩，且给以高度评价；这篇文章在延安被定为整
风文献，解放区各级干部都得认真学习，李岩的故事得到了空前的传布。
） 1964-1965年学术界曾就李岩评价问题展开过讨论，一时颇为热烈，发表的文章不少，一派认为李岩
是李自成起义军中正确路线的代表，另一派则认为李岩是地主阶级分子，在起义军中起了破坏作用；
自然也有些折中的意见。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都发表了综合报道，后来在香港结集出版，书名就叫《李
岩评价问题讨论集》。
我的文章基本论点正是根本否定李自成起义军中有过李岩这个人物，所谓的评价自然就毫无意义。
我发表这样的惊人之文，决不是耸人听闻，也不是仅据郑廉和《杞县志》的旧说；而是花费了大量时
间查阅过有关史料，其中仅地方志就多达千部以上，何况还有时人文集、档案等资料；数量相当庞大
，可是就是没有一条能证明李岩存在的确切材料。
1984年出版的《明末农民战争史》的附表前面有一段话“过去在一篇关于李岩的拙稿中谈到，我们现
在对许多职位很低的大顺政权文武官员都查得了可信的史料，为什么名声仅次于李自成的'核心人物李
岩'却始终未能找到一条真实材料？
我愿意借此机会建议对李岩问题关心的同志多做一些史料的发掘和鉴别工作，不要在不分真伪的'有史
料依据'的水平上停滞不前。
”现在，又过了十几年，查阅的书更多，仍然没有发现李岩的可靠材料。
请同行学者想想，按通常的说法，李岩是崇祯十三年参加起义的，这正是李自成起义大发展时期，起
义军先后攻克的大城市就有洛阳、襄阳、西安、太原、大同、北京等地，李岩既是制将军又是主要谋
士，当时各方面的人都密切关注李自成起义军的情况，再说李自成军在北京停留了四十三天，在京的
明朝官员就有两千多人，其他识字的人还多得很，为什么就没有人见过李岩并留下哪怕一条记载呢？
至于野史中出现的大量李岩“事迹”，我在《李岩质疑》一文里已经作了论证，是由小说的虚构情节
混入史籍的。
明朝后期党争和绅衿纷斗非常激烈，编写小说和传奇作为斗争手段是常见的事，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
清初。
由“葫芦道人”、“懒道人”编写的《剿闯小史》在1644年秋天就已经在江南书店内发买了，这时弘
光帝已经即位，所以书中寄希望于弘光中兴，而且李自成也还在世，小说的编者除了收集一些广为人
知的大事外，还杜撰了不少情节以增加趣味并弥补自己见闻的不足，其中就包括了有关李岩的创作。
入清以后，《剿闯小史》曾多次改名，如《定鼎奇闻》、《新世宏勋》。
康熙十年计六奇编成《明季北略》，其第二十三卷（补遗）就是以《新世宏勋》为底本删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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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人们以《明季北略》为史书加以引用，并未想到其中竟有小说家之虚构；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
年祭》就是大量采用了《明季北略》卷二十三，以至李岩其人其事广为传播。
1978年5月《李岩质疑》发表后，7月1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王赓武教授夫妇和美国耶鲁大学郑培凯先生
来我校访问，由何兹全教授和我接待。
当时，我很少说话，到上午快结束的时候，郑先生问我：“顾先生发表了什么文章？
”我回答：“最近在《历史研究》上有一篇文章。
”他突然想起来问道：“是不是《李岩质疑》？
”我说：“是的。
”他回到美国后立即告诉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Buffalo）分校的戴福士教授（Prof.Des Forges）。
戴福士教授研究的重点是河南省（史学界的一种分区研究方法），他阅读过郑廉《豫变纪略》等书后
也对李岩的真实性表示怀疑，1977年冬曾来过中国访问，找到上海的杨宽教授等人交换意见，可是这
些人谈的都是对李岩的评价，同他的本意不一致。
于是，他回国后自己继续研究，正在这时他因郑培凯的推荐读了我的《李岩质疑》，立即来信表示同
意。
不久，他就寄来了自己的长篇打字文稿The Puzzle of Li-Yen（李岩之谜），此文后来在美国刊物上发表
。
　　1978年底，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史学界学术讨论会，即中国农民战争史
讨论会，尽管条件较差，到会的各地代表却非常踊跃。
正是在这次会上认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谢国桢、王戎笙、白钢等八位先生，华东师大的谢天
佑、王家范，兰州大学的赵俪生，郑州大学的高敏，山东大学的孙祚民，陕西师大的孙达人，河北大
学的漆侠，当时在上海师大的王春瑜，还有很多同行，记不清了。
会上讨论得非常激烈，主要是围绕着一些观点争论不休，自然是各持己见，得不出什么结论。
会议发起单位华东师大还组织与会者在上海参观了党的“一大”会址、豫园，到苏州游览了拙政园、
虎丘、寒山寺；会议结束时成立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选举了第一届理事会，我也当选为理事。
在八十年代农民战争史研究还处于高潮，两年一次的年会颇受史学界的重视，由谢天佑、王家范主编
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辑刊》和白钢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论丛》不仅能顺利出版，而且有
相当影响。
在这两种刊物上，我发表了一批有关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专题研究文章，澄清了不少问题。
到1982年冬终于写完了专著《明末农民战争史》，1984年该书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印量达
一万六千册，早已脱销。
　　在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上，取得的进展主要为：　　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背景。
对明朝末年阶级矛盾的极度激化，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除了奋起反抗别无生路，引用的典型史料
颇能说明问题，从而论证了起义的正义性。
　　二、李自成早年当过放羊娃，参加起义前是米脂县银川（银字当写作方框内加言字）驿驿卒（马
夫）。
吴伟业《绥寇纪略》和《明史》等书说他同侄儿李过一道投入明朝官军，后来在金县起义的记载完全
不可靠（参见《李自成起事考》）。
　　三、李自成参加起义后是在王左挂部下，编为八队，绰号“闯将”。
王左挂投降后，李自成即成为一支独立的队伍，人称“八队”。
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错觉，以为“闯将”是“闯王”高迎祥部下的一员将。
其实，“闯王”、“闯将”、“八大王”、“闯世王”、“点灯子”、“乡里人”等等都只是参加起
义的人为了避免暴露真实姓名以连累家庭和亲属而随口起的绰号，一般不存在从属关系。
李自成也从来不是高迎祥的部将。
根据明末残档，崇祯五年冬李自成（闯将）已在山西的各支起义军中名列前茅，为明廷所关注。
许多书上说，崇祯九年高迎祥被俘牺牲后李自成才“继为闯王”，根本不对。
据我的查考，李自成的绰号只有“闯将”，崇祯十五年为各部首领推举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将军”
，次年在襄阳又被推举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他自己并没有称过“闯王”；“闯王”的称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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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百姓。
　　四、李岩的问题，已如上述，不赘。
　　五、荥阳大会的问题。
在许多史籍中都记载了所谓“荥阳大会”，据说崇祯八年起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会集于河南荥阳，决
定“分兵定向”；李自成还在会上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讲话，为许多史著甚至通俗读物所引用。
其实，这个重大事件完全不可靠，它出自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却同许多第一手材料相抵触。
早在“文革”以前，浙江方福仁先生就撰文首先指出“荥阳大会”纯属虚构（方文大概发表在《光明
日报》上）。
我完全赞同方福仁先生的论断，并用当时任职兵部尚书张凤翼的《枢政录》、河南巡抚玄默的《剿贼
图记》、河南巡按金光晨的《两河封事》以及清初《荥阳县志》等第一手材料加以证实。
　　六、李自成起义军大发展的经过。
　　七、李自成建立政权的经过：崇祯十五年冬在河南各地建立地方政权；十六年春建立襄阳政权（
开始有中央机构）；十七年（1644，即大顺永昌元年）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同年大顺军占领整个黄
河流域（包括北京在内），从西北到山东沿海都派设了各级地方官员。
　　八、不同意所谓的李闯式“流寇主义”。
　　九、不同意把大顺军失败归因为进入北京后的“腐化变质，追求享乐”。
　　十、支持并补充论证了李自成牺牲于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麓，认为李自成出家的说法根本不信。
　　以上详细论点见《明末农民战争史》及相关论文。
　　《明末农民战争史》交稿后，立即开始了《南明史》的写作。
由于在《明末农民战争史》前言里说明了要续写《南明史》作为“姐妹篇”，出版社也同意，并签订
了合同，约定交稿时间。
大约写了一半左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史编辑室突然通知我，邓立群指示他们集中力量出版《当
代中国》丛书，其他书一律推迟，南明史可以“慢慢写”。
正好我早就对明代的卫所问题非常关心，既然《南明史》可以推迟交稿，集中一段时间来探讨卫所问
题未尝不是个机会。
于是，在教学之余把科研的重点放在卫所的问题上，继续搜集材料进行研究。
从1986年起，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四篇文章，
题为《明前期耕地数新探》、《论明帝国的管理机制》、《谈明代的卫籍》、《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
革》。
在这几篇文章里基本上描绘了我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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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末农民战争史》为历史学家顾诚生前第一部作品，《南明史》是其姊妹篇。
该书自1984年出版以后，断货多年，除在图书馆查阅之外，早已难觅踪影。
《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出版，为农民战争史研究另辟实证蹊径，广受好评。
《明末农民战争史》从农民战争爆发的背景写至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的失败，史料极为详实，曾获得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为其题写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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