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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史稿》为“二十五史”中的最后一部，是记录清王朝历史的重要史著。
民国初年，为编纂清史，特设“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并主编，因其书为“急就之章”的未定稿
，故名《清史稿》。
　　《清史稿》为纪传体，设有纪、志、表、传四部分，共536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
一百三十五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
在历代正史中，篇幅仅次于《宋史》。
其记事上起1616年努尔哈赤称帝，下至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为止。
其中一些列传还涉及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张勋复辟、溥仪离宫出走天津、王国维投北京昆明湖自杀等事
件。
《清史稿》的编撰，自1914年开始，至1927年大体完稿，除主编赵尔巽之外，先后参编的有缪荃荪、
夏孙桐、柯劭态等一百多人。
因修史之人都为晚清学者文人，故《清史稿》的思想体例基本与以前的正史无异。
又因《清史稿》成于众人之手，编写之时难以彼此照应统一，完稿之后又未能复核审定即刊行于世，
所以体例较为混杂，内容自相矛盾，材料繁简失当等问题相当严重，往往事件发生时间、事实经过以
至涉及人名、地名等均有讹误龃龉，甚至有文理不通之处。
　　尽管如此，《清史稿》毕竟是对清朝一代大部分重要原始资料的一次大型汇集与整理，其主要依
据《清实录》、《宣统政纪》、《清会典》、《国史列传》和一些档案资料写成，对有清一代的历史
人物、重要事件、典章制度等均作了详细记述，使得一般读者能够比较详细地了解清朝的历史状况。
另外，有些参编者还适当采用了其他一些非常见的史料，为后人了解和研究清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因此，《清史稿》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研究清史的最主要参考文献之一。
　　《清史稿》最初刊行于1928年，初版共印一千一百部。
其中四百部被运往东北发行，即世人所称“关外一次本”。
后来清史馆发现经办人金梁对原书稿私自作了一些改动，史馆之入不同意金梁的增删，于是对存放于
北京未发行的《清史稿》又进行了抽换，这批抽换本即被称为“关内本”。
以后东北又对《清史稿》进行重印并作改动，此重印本则被称为“关外二次本”。
因此，《清史稿》流传于世较早的三种版本互有不同，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校点本以“关外二次本”
为底本，而以其他两种版本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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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满族的先世情况如何？
2．关于满族始祖布库里雍顺有什么传说？
3．建州三卫是怎么回事？
4．努尔哈赤是如何统一女真各部的？
5．努尔哈赤提出所谓“七大恨”是怎么回事？
6．努尔哈赤是怎样建立后金政权的？
7．抚、清之战是怎么回事？
8．萨尔浒之战的经过和意义如何？
9．努尔哈赤为什么要进军辽东？
10．努尔哈赤为什么要迁都辽阳？
11．广宁是如何失守的？
12．后金为什么要迁都沈阳？
13．后金为什么会兵败宁远？
14．满族的社会制度是如何逐渐变化的？
15．努尔哈赤是怎样死的？
16．皇太极是如何登上汗位的？
17．皇太极即汗位后进行了哪些重大改革？
18．皇太极是如何扩大后金疆域的？
19．后金为什么要两次征讨朝鲜？
20．后金为什么要改国号为清？
21．清与明朝的松锦之战胜负如何？
22．皇太极死后清延内部发生过什么斗争？
23．吴三桂投降清军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
24．山海关之战的过程和结局如何？
25．“冲冠一怒为红颜”是怎么一回事？
26．清军入关定鼎北京是怎么回事？
27．南明弘光政权是如何灭亡的？
28．弘光政权覆灭后，又有哪些“南明政权”与清廷对抗？
29．清军是如何打败李自成和张献忠的？
30．大顺农民军的结局是怎样的？
31．大西农民军余部是如何抗清的？
32．大西农民军余部的抗清斗争是怎样失败的？
33．江南人民是如何展开抗清斗争的？
34．清朝是如何恢复社会经济的？
35．清朝入关后是如何调整满汉关系的？
36．清朝初年对边疆少数民族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
37．所谓的“朱三太子案”是怎么回事？
38．顺天科场案是怎么回事？
39．河南、山东、山西的科场案是怎么回事？
40．所谓的“奏销案”是怎么回事？
41．所谓“三藩”是怎么回事？
其分镇之初对清朝统治有什么积极作用？
42．所谓的“西选之官遍天下”是怎么回事？
43．后来“三藩”对清朝统治有什么影响？
又是怎样发动叛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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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清廷平定三藩之乱采取了什么军事措施？
45．三藩是怎样平定的？
46．雅克萨之战对捍卫中国领土完整有什么意义？
47．噶尔丹叛乱是如何平定的？
48．多伦会盟具有什么历史意义？
49．和硕特蒙古是怎样归顺祖国的？
50．康熙统治时期是怎样捍卫西藏的？
51．罗卜藏丹津叛乱是怎样平定的？
52．噶尔丹策凌叛乱是怎样被平定的？
53．郑成功是如何抗击清军的？
54．郑成功是怎样收复台湾的？
具有什么历史意义？
55．郑锦、郑克填是怎样统治台湾的？
56．清朝是怎样统一台湾的？
57．康熙皇帝是怎样铲除鳌拜的？
58．康熙帝是如何改定赋役制度的？
59．康熙统治时期是如何治理黄河的？
60．康熙统治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有什么发展？
61．所谓“摊丁入亩”是怎么回事？
62．雍正时期君主专制制度是否有所加强？
63．改土归流是怎么回事？
64．雍正时期清政府是如何改革西南土司制度的？
65．“盛世千叟宴”是怎么回事？
66．乾隆时期的社会经济有何发展？
67．乾隆时期国家财政收支情况如何？
68．乾隆末期为什么社会动荡加剧了？
69．大小金川战役是怎么回事？
70．乾隆时期平定准噶尔之役的胜负如何？
71．清朝是怎样平定“回部”叛乱的？
72．清军与廓尔喀战争的详情如何？
73．清军为什么要进攻缅甸？
74．清朝为什么要发动对安南的战争？
75．土尔扈特部是怎么回归祖国的？
76．回疆张格尔叛乱是怎么回事？
77．乾隆时期西藏实施了哪些变革？
78．我国人口在乾隆时期增长情况如何？
79．所谓的“字贯案”是怎么回事？
80．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状况如何？
81．清延为什么要严禁鸦片的输入？
82．林则徐禁烟取得了什么成果？
83．中国和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实力对比如何？
中国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中失败？
84．《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85．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关、中法不平等条约是如何签订的？
86．“亚罗”号事件是怎么回事？
87．大沽之战的过程和结局如何？
88．英法联军为什么要焚毁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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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北京条约》的内容是什么？
90．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有什么影响？
91．沙俄是如何侵占我国东北和西北领土的？
92．中国边疆普遍危机开始于何时？
93．“马嘉理事件”是怎么回事？
94．《中英烟台条约》是怎么回事？
95．同治初期的八大臣辅政是怎么回事？
96．叶赫那拉氏发动政变的目的是什么？
97．汉族官僚实力派是怎样走上政治舞台的？
98．洋务运动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99．洋务运动具有什么积极意义？
100．左宗棠收复新疆是怎么回事？
具有什么历史意义？
101．清政府是如何向沙俄交涉并收回伊犁的？
102．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是如何侵略我国台湾的？
103．光绪时期英国和俄国是如何觊觎我国西藏领土的？
104．中法陆路战争的过程如何？
105．谅山事变是怎么回事？
106．中法海上战争的过程及结局如何？
107．清朝在中法战争中获胜后为什么反倒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
108．中日甲午战争是怎样爆发的？
109．中日甲午战争的过程和结局如何？
110．《中日马关条约》是如何签订的？
111．台湾军民是如何反抗日军占领的？
112．为什么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加剧了？
113．所谓的帝党和后党是如何形成并争斗的？
114．为什么清末会出现改良思想？
115．戊戌维新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116．维新派提出了哪些主张？
117．维新派与顽固派进行了怎样的激烈论战？
118．变法运动为什么仅仅维持了一百天？
119．义和团的历史渊源情况如何？
120．义和团运动是怎样蓬勃发展的？
121．清政府为什么对义和团从镇压转为利用？
122．八国联军是如何攻占北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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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建州三卫是怎么回事？
建州三卫是明朝在东北地区建州女真聚居地设置的三个地方军事行政机构的合称，包括建州卫、建州
左卫、建州右卫。
明初，原居于牡丹江与松花江汇流处的女真人胡里改部和俄朵里部开始向东南迁移。
胡里改部迁至原渤海故地，即今绥芬河流域。
永乐元年（1403），明政府在此置建州卫，委任该部首领阿哈出（明廷赐名为李承善）为指挥使。
俄朵里部迁至图们江流域，永乐九年又迁至绥芬河流域，依附了建州卫。
据载，不迟于永乐十四年，明政府在其地置建州左卫，委该部首领孟特穆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
正统三年（1438），建州卫迁至浑河上游的苏子河流域，以今辽宁新宾老城镇为中心住牧。
正统五年，建州左卫亦迁至此地。
正统七年，明政府从建州左卫中分出建州右卫，委孟特穆之子董山掌左卫，委董山异父弟凡察掌右卫
。
建州三卫由此形成。
自正统年间至明末，建州三卫基本上定居于浑河上游和苏子河流域，其活动地区东北至图们江流域，
西南至鸭绿江下游，西至开原至辽东明朝边境一线。
初隶属于奴儿干都司，但实际上多受辽东都指挥使司统辖。
其首领受明政府册委，其军队听从明廷征调；各级首领每年都至京师（今北京）朝贡。
三卫以狩猎为主，还通过互市，以其马匹、人参、貂皮、松子等土特产换取内地的服饰、粮谷、铁锅
以及耕牛、农具等。
明政府于成化三年（1467）、成化十四年，两次征调朝鲜军队与明军夹击建州三卫，使其遭受严重的
挫伤。
其后约六十年间，建州三卫对明保持着朝贡与互市。
三卫首领的世代承袭，大体为父死子继。
嘉靖二十年（1541）前后，群雄争长。
先是王呆自称建州右卫首领，以古勒城（今辽宁新宾古楼）为中心，统治三卫，遭到明军的攻击，王
杲于万历三年（1575）被擒，死于京师。
同时王兀堂自称建州左卫首领，崛起于今桓仁一带，其统辖之地北至清河，南抵鸭绿江下游。
万历元年，明朝边将李成梁筑宽奠六堡（今辽宁宽甸），危及建州女真的生计，招致王兀堂掠边。
万历八年，王兀堂为李成梁击败。
万历十年，王呆子阿台重据古勒寨，数次犯边，翌年又被李成梁击杀，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均死于
该役。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史观天下-清史解读（上.下）>>

编辑推荐

《读史观天下:清史解读(套装上下册)》是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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