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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继元朝之后的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中国的朝代。
从开国皇帝清太祖努尔哈赤至末代皇帝溥仪，共历十二帝。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
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陷北京，明崇祯皇帝自缢，李自成建立了大顺。
此时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听说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将掳去，“冲冠一怒”之下引清兵入关，成全了
文人笔下的又一红颜祸水。
清朝入主中原，多尔衮扶幼主顺治登基，至1912年溥仪退位宣告灭亡，历时296年。
    有关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至今学界仍存在较大争议。
一派认为，清朝自入关以来积极推行儒家思想，定都北京，同时清朝基本上保留了明朝的统治机构来
统治人民，以儒家传统和中原正统的继承者自居，并且在近代，清朝与西方列强的外交文件和公文中
，常以“中国”指代清朝，在国际上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所以清朝是中国的一个正统朝代。
而另一批学者则认为，清朝消灭了代表中国正统的明朝，是一个外族政权，不能算是中国正统。
自清朝入主中原后，中国实际上已经亡国。
    说清朝入主中原之时就是中国亡国之日，这种说法笔者不敢苟同。
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还是明末建州左卫枝部酋长，也是明朝的臣子，效忠明朝。
在觉昌安死后，明朝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即便后来清朝取代明朝，中国也无亡国一说。
商是中国，唐是中国，何以清不是中国？
历朝历代，只是中国的代名词罢了。
    历史上的很多是非，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清朝自康熙起大兴文字狱，牵强附会、捕风捉影，文人碰上“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真是无可
奈何。
乾隆时期更是以修《四库全书》为名，查办禁书，把许多书籍烧之毁之或篡改，毁掉了许多宝贵的书
不说，也使后人更难得知前朝的庐山真面目。
所以，历史未可全信。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后人可根据形势需要重新诠释它，可以说，历史永远为现在而写。
但是，历史毕竟是一面镜子，看过去可知未来，所以有“以史为鉴”之说。
    当然，这些都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本书的编写目的，不过是借书中或有趣或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
，增添看官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怡情而已。
    编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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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运用作者自己独特的语言，有选择性地讲述清朝时期的历史。
语言通俗而有张力，在平静的叙述中蕴含着幽默。
对于清朝这段历史，进行了有趣的解读,内容上尊重中国正史史料，并且具有很大的原创度，侧重于文
笔上的发挥和历史事件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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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官，真名陈东旭，男，网站VIP作者，擅长玄幻、穿越历史和悬疑小说，曾创作过多部作品，
悬疑小说《白色恐怖》近期将签约出版。

　　启航，真名洪梅抒，女，
1998年起在《泉州文学》、《泉州晚报》、美国《侨报》、江苏《服务导报》等发表毫无意义的文章
近20篇；09届福建省文学艺术高级讲习班学员，新浪论坛百样文学09年度12强作者之一，北大中文论
坛2010年度小说作者12强之一；著有杂文、随笔、小说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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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从努尔哈赤说起
辽东总兵李成梁攻打古勒寨时误杀了觉昌安和塔克世，杀父灭祖之仇不共戴天，在努尔哈赤的心中埋
下日后反明的种子。
但是，光靠他老豆留下来的那点微薄的家产十三副铠甲就想灭了明朝是否异想天开？

1?十三副铠甲起家
2?满族人有了自己的文字
3?杀褚英，怎一个痛字了得？

4?“七大恨”起兵反明
5?失意的男人：宁远之战
第二章皇太极称帝
当袁崇焕派人向努尔哈赤假惺惺地吊丧，皇太极一直冷眼旁观；当努尔哈赤的那一些能征善战的儿子
们正在为进入明朝抢东西忧愁，皇太极的心里已经有了将明朝当成自己家的想法。
于是，明朝将面临一个比努尔哈赤更加可怕的敌人。

1?皇太极对决袁崇焕
2?清朝的诞生
3?征讨朝鲜
4?生死存亡：松锦大战
5?皇帝也多情：皇太极的生死恋
第三章入主中原
皇太极虽然伤心过度，在清朝最需要他的时候挂了，正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没有了他，清朝入
关似乎也并未受到什么大的影响。
而他前脚刚走，崇祯只慢了一年，也跟着去报到了。
多尔衮将在大明的天空龙腾虎跃。

1?冲冠一怒为红颜？

2?少年得志多尔衮
3?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4?清初暴行之扬州十日
5?清初暴政之嘉定三屠
第四章两朝国母孝庄的是非
从秦朝开始，一直到清朝，男人、女人、太监一直活跃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如果按照活跃程度来划
分，自高到低，似乎应该是男人、太监、女人。
清朝严禁后宫干预朝政，却有两个女人在国家大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说到这里，读者的脑海中一定出现了慈禧的身影，毕竟她离我们最近。
剩下的一位，不用说就是孝庄太后了。
孝庄和慈禧一个在清初，一个在清末，一个忙着建设，一个忙着破坏，都十分不简单。

1?毛遂自荐，劝降洪承畴
2?多尔衮摄政
3?影响顺治帝一生的女人
4?死后不合葬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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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康乾盛世下的阴影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制度放出的最后一道灿烂光芒，在它之前，有汉朝的文景之治、武帝中兴，唐
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更有明朝洪武之治和永乐盛世等比较大的强盛局面。

如果要让这一些各朝各代的盛世局面来一场大PK——由于时代在进步，我们能发现，这盛世的局面也
在进化，康乾盛世时期的人口、GDP、军事实力等综合国力，也只有明朝的永乐盛世可以望其项背了
。

光芒照射得人睁不开眼，使得我们看不到太阳底下那巨大的阴影⋯⋯
1?国姓爷：炮击荷兰军
2?亦功亦罪说鳌拜
3?平定三藩
4?以土地换和平：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5?九子夺嫡
6?施琅收复台湾
7?千古第一园——圆明园
8?两定金川
9?撰《四库全书》，兴文字狱
10?乾隆的败笔：闭关锁国
第六章帝国的没落
嘉庆是个比较倒霉的皇帝，史书说他上承“励精图治、开拓疆域、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康乾盛
世”，下启“鸦片战争、南京签约、联军入京、帝后出逃”的“道咸衰世”。
清朝社会的固有矛盾已经积累了180年，嘉庆皇帝扮演了大清帝国由极盛转为衰败的历史角色。
把清朝由盛转向衰的账记在他的头上，有失公允，毕竟康乾盛世水分不少。

1?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2?白莲教起义
3?大内遇刺
4?天理教起义
5?嘉庆之死：天打雷劈？

第七章炮火轰开了大门
嘉庆在1820年挂掉之后，清朝没落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事实上，嘉庆挂掉的这一年，叛乱又发生了
，而这一次的叛乱，相比于之前，多了一股势力。
之前我们闭关锁国，关在家里意淫，这回是人家用坚船利炮把你的家门轰开了。

1?张格尔叛乱
2?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3?近代第一战：鸦片战争
4?中华民族的耻辱：南京条约的签订
5?多事之秋，一杯怎样的苦酒
第八章逃亡天子的杯盘狼藉
明朝是一个有骨气的朝代，这一点，被无数的仁人志士证明过，在明朝最后要灭亡的时刻，崇祯没有
逃，说完最后的绝唱：“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在万寿山自杀了。
清朝吧，也出过几个有骨气的皇帝，不过，等到洋人打进来的时候，就扔掉北京开跑，扳着指头算一
算，还跑了不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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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洪秀全起义
2?抬棺出征的“常胜将军”
3?八里桥之战
4?火烧圆明园
5?回天乏力：北京条约的签订
第九章太后夺权的岁月
时势造英雄，当然也造枭雄。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女人悄然登场，她叫慈禧。
说起来，她能走向清朝末期的权力最高峰，还是跟清朝皇帝登基时普遍年龄偏低有着极大的关系。
纵横清朝政坛几十年的慈禧，在近代史上不能被绕过。
除了谋权，这个女人私下里又是什么样子呢？

1?垂帘听政夺大权
2?同治选后
3?洋务运动主将：曾国藩
4?洋务运动主将：李鸿章
第十章理想主义者的悲歌
落后就要挨打，挨了打就会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你变得强大，虽然不一定要去打人，但至少自保有余。
事情是做出来而不是说出来的，在慈禧夺得大权后，皇帝就成了寄人篱下的孤儿，仰人鼻息的光绪又
能有多少作为呢？

1?改革科举制度
2?马关条约：洋务运动的破产
3?百日维新，理想幻灭
4?近代革命：义和团运动
5?光绪与北大
第十一章不得不说的女人：慈禧
慈禧是咸丰的妃子，咸丰死后，她篡改了遗诏，发动辛酋政变，扳倒了辅政八大臣后垂帘听政，历经
同治和光绪两朝，掌握朝政将近半个世纪，却是无所作为。
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需要的是一个政治家而非只会弄权的女人。

1?一个丧权辱国的名字还是大清的顶梁柱？

2?“斩立决”促成中国史上第一个殉职记者
3?安分太监李莲英
4?孝庄VS慈禧：兴也太后，亡也太后？

第十二章末代皇帝的挽歌
光绪被毒死以后，隔一天，慈禧也死了，国可以一日没有皇太后，却不能一日无君。
1908年，刚刚3岁的溥仪成了清朝的新一代皇帝，也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他的路，在各股势力之下走
得踉踉跄跄，不过，虽然一生坎坷，也算得以善终。

1?辛亥革命的爆发
2?三度称帝，三度退位
3?末代皇帝的坎坷婚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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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杀褚英，怎一个痛字了得？
    爱新觉罗·褚英是努尔哈赤的长子，在他6岁的时候，母亲佟佳氏病逝。
10岁那年，努尔哈赤和胞弟舒尔哈齐并称贝勒时，褚英被称作“台吉”。
据《清史稿》记载，褚英在这一战中“取屯寨二十以归”，深得努尔哈赤赏识，赐他“洪巴图鲁”的
美称，也就是“大勇士”的意思，封贝勒爵位。
    自古“共患难易，同富贵难”。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屡立战功的舒尔哈齐，因不满努尔哈赤专权，曾向
朝鲜来使申忠一说：“日后你佥使(官名)若有送礼，则不可高下于我兄弟。
”言语之间，是想与兄长一较高下，礼也不能比他送少了。
兄弟之间出现裂痕。
时隔四年，建州出兵哈达，将士们冲锋陷阵、英勇杀敌，舒尔哈齐却在城下畏缩不前，被太祖当众一
顿怒斥，恼羞成怒，兄弟间的情谊每况愈下。
    哈达被消灭后，女真各部只剩下建州、乌拉和叶赫，而叶赫经过明朝多次打击，已呈衰颓之势，乌
拉贝勒布占泰这时如日中天，是唯一能与清太祖一较高下的人。
事实上，那时的布占泰收取藩胡，士卒、军械极其精健，已超过努尔哈赤。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一场大战无可避免。
1607年，努尔哈赤派胞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大臣费英东等率兵三千，到东海瓦尔喀部
斐优城护送新归附的部众回建州，路上遭遇布占泰的大军，双方在图们江畔的乌碣岩(今朝鲜境内)大
战一场。
扈尔汉、扬古利领兵二百在前锋作战，褚英和弟弟代善各领兵五百，分两翼夹击。
褚英身先士卒，冲锋陷阵，锐不可当，大败乌拉军。
这一战后褚英声名大振，努尔哈赤封他为阿尔哈图土门。
见儿子已能独挡一面，努尔哈赤也不怕与弟弟撕破脸，下令将舒尔哈齐的两员大将常书、纳齐布处死
。
舒尔哈齐苦苦哀求后才免了死罪，只罚了些财物。
此后，努尔哈赤又找机会削夺了舒尔哈齐的兵权，舒尔哈齐常出怨言，积怨更深，据《满文老档》记
载，在1609年，努尔哈赤将忠于舒尔哈齐的大臣乌尔坤吊在树上烧死。
不久，舒尔哈齐也被幽禁，随后被杀。
    舒尔哈齐死后，褚英身价看涨，地位迅速上升。
乌碣岩大战后一年，被授命代父执掌国政，那一年他29岁。
虽然褚英在军事上不失为一个人才，但在政治上先天不足，缺乏谋略。
或许是因为早年丧母，缺乏教养，不能像他父亲努尔哈赤一样识文断字，熟读汉文，更不知读心术和
攻心计，远不及他父亲老谋深算。
掌权后的他变得狂傲自大、目中无人。
对跟随他父亲南征北战、屡立战功的“五大臣”，也不放在眼里，出言不逊。
就连褚英的弟弟们努尔哈赤“爱如心肝”的子侄——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和八子皇太
极这“四贝勒”，也不满他主国政。
褚英非但对“五大臣”缺乏谦恭，更想趁汗父在世时，对“四贝勒”削权夺财，巩固自己的权势。
四面树敌的结果必然是众叛亲离。
“五大臣”和诸弟人人自危，于是两相联手，共同扳倒褚英。
    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使得努尔哈赤不得不在褚英和“五大臣”与四个子侄之间作出抉择。
利蔽权衡后，努尔哈赤决定疏远褚英，不再派他出征。
褚英并未悔过，而是焚表“咀睨”，甚至说：“我即位后，将诛杀与我为恶的诸弟、诸大臣。
”于是在1613年，努尔哈赤下令将褚英幽禁，两年后将他处死，死时36岁。
《满文老档》中有详细的记录，《清史稿》记载较简略，如下：    褚英屡有功，上委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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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恤众，诸弟及群臣想於上，上浸疏之。
褚英意不自得，焚表告天自诉，乃坐咀咒，幽禁，是岁癸丑。
越二年乙卯闰八月，死於禁所，年三十六。
    杀掉爱子褚英，可以说是清太祖一生最后悔的事。
努尔哈赤更为痛惜的，料想不只是囚兄弟、杀褚英，而是手足相残。
因此，162l年，清太祖召集诸子侄孙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
岳证等，对天地神祗，焚香设誓：    今祷上下神祗：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
开杀戮之端。
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
若此者，亦当夺其算。
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坏(怀)礼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
似此者，天地祜之，俾子孙百世延长。
所祷者此也。
自此之后，伏愿神祗，不咎既往，惟鉴将来。
    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其实权势对英雄的诱惑更是致命的。
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皆为名利。
真正能做到“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漫天云卷云舒”者又有几人？
有权力的地方就有纷争，任他是谁也改变不了人类贪婪的本性。
这次的信誓旦旦，也不能阻止日后手足相残的一幕登台重演。
    延伸阅读    褚英是第一个被清太祖废掉的太子，代善继褚英之后成为第二个被废太子。
关于代善被废，史料记栽有三点理由。
最先动摇代善的太子之位的，是他与父亲的大妃乌拉纳喇氏阿巴亥(多尔衮之母)的暧昧关系被揭发。
努尔哈赤当众老泪纵横，可见十分伤心。
代善的威信也自此一落千丈。
其次是1620年，后金国准备从界藩城迁居萨尔浒城，太祖即视察并指定各贝勒兴建府邸的宅地。
代善看到他与前妻的长子岳托的宅地比自己的好，假意请汗父住他的宅地，然后向莽古尔泰和阿敏请
命说他与努尔哈赤住的宅小，想趁机霸占岳托的宅地。
清太祖只得仍住回自己的宅地。
第三次是代善虐待前妻之子岳托和硕托。
天命五年九月初三，代善次子硕托突然失踪。
代善一口咬定他是“叛逃”到明朝。
后来在找到硕托后并问明他没有叛逃之心时，代善还是固执己见，数次请求汗父杀他。
这个请求遭到驳斥，随后，太祖下令废掉代善太子之位。
    P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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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千年封建帝制，启繁华康乾盟世，却只不过是封建王朝的回光返照。
雄才大略的帝王臣子，刀光剑影的宫廷斗争，此起彼佚的农民起义，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失败尝试
的维新改良⋯⋯是是非非，真真假假，悲欢离合且看史官和启航编写的《话说清朝那时候儿》一书一
一道来；曲曲折折，兜兜转转，是非功过尚需细细品鉴。
    《话说清朝那时候儿》讲述了一部充满权力与智慧的斗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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