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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中深有所感地说：“皇帝是历史的奴隶！
”这种惊世骇俗的议论令历史学家们拍案叫绝。
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权力无边的，不仅可以向任何人发号施令，也可以向历史发号施令
。
其实不然。
正如托翁所说，人类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却在无意之中成为达成全人类历史目的的一种工具。
皇帝也不例外。
历史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集团生活，将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间当做是达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为自己而
利用这个道具。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是历史的奴隶。
文学家在小说中以艺术的手法演绎历史，历史学家在史著中以实证的手法展现历史，两者给予人们的
启示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这本崇祯皇帝的传记，写了他的一生三十几年的历史，如果要概括成一句话，那便是：一个并非亡国
之君的亡国悲剧。
清朝编纂《明史》的史官们，曾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万历)”的感叹。
明清史的一代宗师孟森把这种感叹加以引申，从一个宏观的视角议论道：“熹宗(天启)，亡国之君也
，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
思宗(崇祯)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这实在是精辟之极的见解！
历史让崇祯皇帝演出了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他成了历史的奴隶！
当时他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危机，内忧与外患的任何一方都有足够的力量灭亡这个具有两百多年
历史的衰朽王朝，要他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抉择中挽救行将衰亡的王朝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
崇祯在有明一代，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
只是时运不济，他接手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衰亡的征兆在他出生之前早已初见端倪。
他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最终未能成功。
这是一场悲剧，个中缘由错综复杂。
历史，波诡云谲变幻莫测，它提供了帝王们驰骋的舞台，让他们施展才干，但时机稍纵即逝。
消失了的历史，再也不可能重新作一番演绎，使后人对历史发展格局所作的任何假定变得毫无意义。
不过，人们带着这种独特的视角去审视十七世纪上半叶这段令人感慨欷歔的历史时，可能会有一些新
的感受。
崇祯是一个有棱有角、锋芒毕露的人物，十七年的政治生涯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
复杂多变的形势，层出不穷的棘手难题，需要他去面对，强大的压力使他的品格发生裂变。
在他身上，机智与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着，兼而有之；他励精图治，自律甚严，但求治之心
太切，结果适得其反。
他深知用人为第一要务，不拘一格起用人才，但用而不专，疑神疑鬼，翻脸不认人，从阁部大臣到封
疆大吏，更调频繁，惩处随意，搞得臣下畏首畏尾，离心离德。
他勤于理政，事必躬亲，常朝从不停辍，召对时时举行，十七年来未稍懈怠，但刚愎自用，自以为是
，终于成了孤家寡人。
及至魂归煤山，陪他而去的只有贴身太监一人，愿为他的社稷殉葬的也不过寥寥数人而已。
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令人感到震撼，思绪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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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的勤勉超出了明朝任何一个皇帝，在位十七年，日理万机，财色酒气皆无，竟致国破家亡！
历史让崇祯皇帝演出了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当时他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危机，内忧与外患的任何一方都有力量灭亡这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
衰朽王朝。
    崇祯十七年的政治生涯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强大的压力使他的品格发生裂变。
在他身上，机智与愚蠢、胆略与刚愎，兼而有之。
他求治之心太切，结果适得其反，最终魂归煤山。
    迄今三百多年来“甲申祭”最为沉痛，改革除弊者最宜借鉴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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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树志，籍贯辽宁沈阳，1937年出生于浙江湖州。
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
代表著作有《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万历传》《崇祯传》《国史概要》《晚明史（1573-1644年）》《
权与血——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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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受命于危难　兄终弟及，八年内第四任皇帝  不动声色，计除魏忠贤  清阉党，毁《三朝要典
》  昭雪冤狱，弘扬浩然正气第二章　误杀袁崇焕的前后　五年平辽，原来镜花水月　同室操戈，毛
文龙之死　己巳之变，不仅是反间计第三章　太平何日可望  事事堪忧，虎狼药焉治　恃一人之聪明
，臣下不得尽其忠　夙夜焦劳，难获旦夕之效　出尔反尔，还是信太监第四章　摆不平的党争内讧　
钱谦益案　钱龙锡案　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倾轧　“遭瘟”第五章　举棋不定的抚与剿　全陕无宁土  
倏抚倏叛，杨鹤之败　大开杀戒，洪承畴荡平陕西  祸火东移，山西告急　渑池渡：一发而不可收拾
　车箱峡：陈奇瑜重蹈覆辙第六章　十年不结之局　凤阳失陷，祖陵蒙辱　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舁
督剿东南　孙传庭：“设伏出奇，具见调度”  “恨用卿晚”：杨嗣昌十面张网　功成在望，似可结
局第七章　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　“剿兵难撤，敌国生心”　清兵深入二千里　玛瑙山大捷　福王
、襄王被杀，杨嗣昌油枯灯灭　“灭寇雪耻”成泡影，洪承畴降清　和议泄密，陈新甲被杀第八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周延儒复出与赐死　顾此失彼：李白成与张献忠势如破竹  一筹莫展：出征、南迁
、勤王　“朕非亡国之君”　最后的时日　闯王进京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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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后金军队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终于导致兵临京都城下的已巳之变。
崇祯初年，明朝的北方边防形势颇为吃紧，除了要对付辽东的后金，还要对付漠南的蒙古，他们的铁
骑随时可以从山海关至居庸关一线威胁北京。
因为这个缘故，思宗在任命袁崇焕为督师出山海关处理辽东军务的同时，根据袁崇焕的推荐，任命三
朝元老王象乾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督师行边，抚驭漠南蒙古，总督宣(府)大(同)。
当时漠南蒙古的插汉虎墩兔攻掠哈喇慎、白黄台吉、卜失免诸部，危及宣府、大同。
思宗在平台召见王象乾时，讨论了这一形势。
思宗说：“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见卿矍铄，知督师袁崇焕荐举不差。
有何方略可面陈来？
”王象乾以他多年之经验，力主招抚插汉虎墩兔，建议把他们安插在蓟镇沿边住牧，为我藩篱，东拥
关门，以断右臂，则永无边患。
思宗不无担忧地问：“插汉如不愿受抚，怎么办？
”王象乾答：“从容联络，抚亦可成。
”思宗仍感疑惑，说：“御虏当恩威并济，不可专恃羁縻。
”这时，在一旁的阁臣刘鸿训插话：“闻虎酋知王象乾至，退六百里。
”思宗立即追问：“退去在何地方？
”刘鸿训答不上来，王象乾接话：“退去直北砂碛中。
”思宗又问：“倘款事不成，如何？
”王象乾便向皇上悄声密语一番。
思宗听后很高兴地说：“卿年虽逾八十，精力尚强，朕心甚悦。
卿抚插酋于西，袁崇焕御敌于东，恢复成功，皆赖卿等之力。
”显然，他对于任用袁、王两位督师是很满意的，对他们寄予很大的期望，一东一西联手御敌，以求
恢复成功。
为此，他特意叮嘱王象乾，去和袁崇焕共同协调边防大计。
王、袁二督师计议的结果，不谋而合，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抚西以拒东。
这个道理很简单：“西靖而东自宁，虎(墩兔)不款，而东西并急。
”抚西以拒东的战略方针自有可取之处，使明朝可以集中兵力于辽东；但是也透露出王、袁二人对边
防缺乏信心的内心世界，不得已而求其次。
文秉对此的评论是有道理的：“崇焕原知辽不可复，冀以款羁縻岁月耳。
观其举荐象乾意可知矣。
盖象乾专主抚也。
”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的方略并未奏效，因为皇太极也深知漠南蒙古地位的重要性，极力拉拢，又
是联姻，又是盟誓，又是封赏，力图为其南下寻找更多的突破口。
双方为争取漠南蒙古展开竞争，看来皇太极的抚驭手段略占上风。
这就使明朝北方边防出现了隐患，后金武装随时都可能乘虚而入。
辽东明军内部同室操戈，袁崇焕杀毛文龙，为皇太极发兵南下提供了一个极佳时机。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下旬，皇太极率后金兵与蒙古兵约十万之众，避开袁崇焕在宁远、锦州一线的
重兵，绕道辽西经由哈喇慎部，选择明朝边防薄弱环节下手。
他们早已侦知：蓟门一带“兵马瘦弱，钱粮不敷，边堡空虚，戈甲朽坏”。
因此，很快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长城边隘大安口、龙井关、马兰峪——乘虚而人，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
效的狙击，就兵临长城南面的军事重镇遵化城下。
遵化县城距北京不过二三百里，满洲铁骑不日即可威胁京师，这一惊非同小可！
十一月初一日，京师宣布戒严。
长城以南遵化至蓟州一线，属于总理蓟辽刘策的防区，关内防守疏虞，刘策负有直接责任。
袁崇焕此时“治兵关外，日夕拮据”(思宗语)，自顾不暇，但他毕竟身负督师蓟辽的重任，从广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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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整个顺天府都在蓟州镇的防务辖区之内，他当然是责无旁贷的。
于是他立即派遣总兵赵率教前往救援。
赵率教原任蓟镇总兵，现已调任山海关总兵，是一员骁将，又熟悉蓟镇一带情况。
他接到命令后，火速驰援，三昼夜抵三屯营(蓟州镇驻地)，总兵朱国彦不让他的部队人内，便策马而
西。
十一月初四日，赵率教在遵化城下与满蒙骑兵激战，身中流矢阵亡，全军覆没。
赵率教为将廉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劳而不懈，与满桂并称良将。
思宗获悉赵率教阵亡，痛为哀悼，下旨赐恤典，立祠奉祀。
次日，敌兵包围遵化县城，城中起火，守军崩溃，巡抚王元雅自缢，三屯营副总兵朱来同等挈家眷潜
逃。
总兵朱国彦愤怒至极，把逃跑将领姓名张榜于大街，然后偕妻子张氏上吊自杀。
思宗得报，十分气愤，在平台召见廷臣，责备边防无效，询问御敌方略。
袁崇焕获悉敌兵来势凶猛，便于十一月初五日亲自督率副总兵张弘谟、参将张存仁、游击于永绶、张
外嘉、曹文诏等，进关增援。
次日，又调参将郑一麟、王承胤、游击刘应国及总兵祖大寿接应。
袁崇焕向皇上奏报了入援部署：以前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
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还镇，护诸陵；
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扼其西下；保定总兵曹鸣雷、辽东总兵祖大寿驻蓟州，遏敌；袁崇焕自己率
大军居中应援。
思宗接到袁崇焕的奏报，立即表示赞许：“卿部署兵将精骑，五枝联络并进，蓟兵总属节制，分令剿
袭，一禀胜算。
宁镇守御，当有调度，相机进止，惟卿便宜。
卿前在关忧蓟，遣兵戍防，闻警驰援，忠猷具见，朕用嘉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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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历史传记，并非文学创作，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朴学古训。
然而在写《崇祯传》的整整三年中，我始终感受到作家们所说的“创作冲动”，那并不是“塑造”这
个人物形象的冲动，而是恢复这个人物本来面目的冲动。
阅读了数以千万字计的历史资料后，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对长期以来各种不同政治背景下的史家们
不太公正客观的评价，深感不满，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三年时间断断续续写出来的东西，当然谈不上一气呵成，但我写每一章每一节时都有一种新鲜感，想
写出一点对历史的新思索，写出一个有别于以往史著中流行的反面人物的形象，努力使人们对崇祯皇
帝的认识向历史的本来面目大大靠近一步。
人们对以往历史的认识，正如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一样，有待于不断深化不断更新，这是一个漫
长的永无止境的过程，每一代人都应在这个过程中作出自己那一份努力。
《崇祯传》是在完成了《万历传》之后写的，积累了经验，写得比较自如。
不过认真计较起来，崇祯朝的历史要比万历朝的历史难以研究，最显著的原因就是没有完整系统的《
实录》可以利用，只有一点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而又极其简略的“长编”，要把崇祯一朝的史事整理清
楚，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顾诚教授曾对我说，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确实是深知其中甘苦的肺腑之言。
另一个显著的原因是这一时期正好处在改朝换代之际，正如汤因比（Amold J.Toynbee）所说：“历史
是胜利者的宣传。
新王朝建立者对这一段新旧交替的历史的诸多方面，作了或多或少的掩饰、歪曲，到了清末民初又一
个改朝换代时，那些激于义愤的史家们又一次从另一个角度使这一段历史蒙上一层感情用事的色彩。
这就为研究晚明史与南明史带来了困扰和迷惑。
大的框架当然是明白无误的，但一涉及某些历史细节，往往需要从爬梳与考订史料人手。
我利用了前人在这方面的成果，还有不少难题，需要自己花工夫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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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庄列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
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张廷玉（《明史》总纂官居）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
　　——孟森（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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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崇祯皇帝传+成吉思汗(经典图文版)》：一曲江山风雨，万世惕厉警心。
勤政亦亡国，明史权威正解“甲申祭”的教训。
领导者诫：成大事亟须会“用”——用人、用权故京陵树多遗恨，鼙鼓暮笳奏斜阳这是云诡波谲的皇
帝政治生平。
也是最值得推敲的管理决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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