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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个古老而真实的故事。
它发生在三四百年前，离我们很远很远；其中的惊涛骇浪、酸甜苦辣、人间真情，又在我们身边，离
我们很近很近。
    故事的主人公姓博尔济吉特，名布木布泰(或译为本布泰)，蒙古族，明万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日(公
元1613年3月28日)，出生在科尔沁蒙古部落中段西辽河之滨、今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
花吐古拉镇浩日彦艾力(汉译王府屯)的蒙古贵族世家。
她天真活泼、无忧无虑地长到十三岁(虚岁，下同)，按照当时早婚的习俗，1625年根据满蒙联姻的需
要，嫁给后金(清)汗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四贝勒皇太极。
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即汗位，她被封为西宫福晋。
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她被封为次西宫永福宫庄妃。
随着她的儿子福临(顺治皇帝)、孙子玄烨(康熙皇帝)相继即皇帝位，她先后被尊为皇太后和太皇太后
。
1688年1月27日病逝，享年七十五岁。
尊谥为“孝庄仁宣诚献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简称孝庄文皇后或孝庄皇后。
    布木布泰嫁到后金最初七八年，直到二十岁以前，主要是在后金汗宫学习祖制家规、宫廷礼仪、满
语等，也阅读经史之类书籍。
同时，在皇后(也是她的姑母)的吩咐和带领下，做些后宫管理方面的事，是姑母的好助手。
按照这个程序，她随后的人生之路，是要做一个合格的妻子、母亲。
没有人料到，她日后会与朝政结下不解之缘，并成为后人称赞的杰出女政治家。
    她的丈夫皇太极是最先发现她、培养她的人。
皇太极即汗位后不久，大权独揽，需要一批亲信之人协助他办理朝廷事务。
其中，他也选择了聪明好学、善于思考的西宫福晋布木布泰。
于是，在皇太极的授意和指导下，她初涉朝政，协助皇太极做一些具体事务性工作，也曾向皇太极奉
献建议和计策。
这些，对于她来说，是边做边学，并不很难，也没有太大的压力。
    1643年，皇太极突然逝世，她立即被推到政治的风口浪尖上，并从此改变了她的命运。
她曾为丈夫的死痛不欲生。
可是，她没有死的权利。
在皇权之争激烈复杂的严峻形势下，既要立她的年仅六岁的儿子福临即皇帝位，又要教会他当个好皇
帝，帮助他处理那些纷纭复杂的事件，辅佐他掌理好朝政。
尽管这对于一个年轻女子来说，难于上青天。
可是，这副担子，她能挑得挑，不能挑也得硬着头皮挑起来。
她依靠皇太极打下的基础，依靠两黄旗大臣、诸王贝勒对皇帝的忠诚，依靠科尔沁蒙古的支持，发挥
自己的睿智和才能，把福临扶上宝座；训育他成长；与摄政王多尔衮擅权篡位阴谋作斗争；指导并辅
佐顺治帝亲政。
顺治帝渐渐成熟起来。
大清在顺治朝，从东北一隅突破长城，跨过黄河，飞越长江，成为统治全中国的王朝。
    不幸的是，一场天花无情地夺走了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皇帝的生命。
作为母亲、作为皇太后的她，又一次痛不欲生。
但八岁的幼孙玄烨(即后来的康熙帝)继承皇位，用稚嫩的肩膀担当国家大任，她不能撒手不管，只好
又一次选择坚强。
历经磨难的她，业已经验丰富，成竹在胸。
康熙继位后的前七年，四大臣辅政，她在处理重大国务中起主导作用，同时训育康熙成人，指导康熙
学习掌理朝政。
康熙亲政后，她指点文治武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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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的成长令她欣慰备至，大清进入兴盛时期。
    她就这样被推着、被逼着走上了政治家的道路，为大清为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是历史的需要、历史的选择、历史的造就。
    孝庄文皇后是一位值得崇敬和赞美的人物。
她先后拥立两位小皇帝登基；协助三朝(天聪一崇德、顺治、康熙)皇帝掌理朝纲，发展和巩固满蒙民
族团结，为奠定和发展大清江山的恢弘伟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她不愧为我国古代一位功垂青史的杰出女政治家。
可是，她不像武则天，没有皇帝头衔；也不像清代另一位在政治上有影响的皇室女性、成丰皇帝奕泞
之妃、同治皇帝载淳之母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1835—1908)，拒绝垂帘听政。
她只以一位妻子、母亲、祖母的自然身份，在皇帝背后默默地奉献心血、智慧和才能。
她劳苦功高，受到朝臣由衷地赞颂，但她对个人荣誉不感兴趣，从不自我表功，且常以“予居深宫，
不闻外事”，淡化乃至否认自己的作用。
不论她做出多么大的贡献，都全部归功于她的丈夫、儿子和孙子。
    她贤良卓识、高瞻远瞩，才华出众。
在民族矛盾及蹒洲贵族内部斗争都十分尖锐、复杂的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协助皇帝创下宏伟业绩
。
她胸怀博大，知人善任，对诸王大臣、朝廷官员及其家属、后宫妃嫔和侍女、旗民百姓，有情有义，
仁厚宽容。
她贵为皇妃、皇太后、太皇太后，地位崇高，拥有全中国财富支配权，却不尚虚荣富贵，平实无华，
节俭一生；节省宫中开支，把大笔大笔的银两拿去救济贫苦百姓。
她一生跌宕起伏，备尝一个女人在政治漩涡中苦斗的艰险和苦涩，但始终挺拔自立，披荆斩棘，不屈
不挠，无怨无悔。
    她的故事有许多许多值得我们后世深思和学习之处。
    从古至今，围绕着孝庄皇后生平，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说，诸如：下嫁小叔多尔衮、委身明朝降将
洪承畴、杀害丈夫皇太极、顺治出家当和尚等等，造成后人心中不少谜团。
有些通过史学界同仁的考证研究，逐步澄清；有不同见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继续讨论。
有些属于虚构的、强加于人的诬蔑不实之辞，广大读者自会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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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孝庄皇后》姓博尔济吉特，名布木布泰(或译为本布泰)，蒙古族，
明万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日(公元1613年3月28日)，出生在科尔沁蒙古部落
中段西辽河之滨、今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镇浩日 彦艾力(汉译王府屯)的蒙古
贵族世家。
她天真活泼、无忧无虑地长到十三
岁(虚岁，下同)，按照当时早婚的习俗，1625年根据满蒙联姻的需要，嫁
给后金(清)汗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四贝勒皇太极。
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
，皇太极即汗位，她被封为西宫福晋。
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
，她被封为次西宫永福宫庄妃。
随着她的儿子福临(顺治皇帝)、孙子玄烨(
康熙皇帝)相继即皇帝位，她先后被尊为皇太后和太皇太后。
1688年1月27
日病逝，享年七十五岁。
尊谥为“孝庄仁宣诚献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 简称孝庄文皇后或孝庄皇后。

这本《孝庄皇后》以作者孟昭信查阅多方史实为依据，讲述这位杰出 女政治家的一生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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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昭信（1931-）男，汉族。
辽宁法库人。
历史学教授。
1960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
曾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吉林海史学会理事。
现已离休。
科学研究以清代政治史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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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最主要的还是努尔哈赤和阿巴亥所生三子中，除阿济格二十二岁已成年外，多尔衮
时年十四岁、多铎只有十二岁，均未成年，需要母亲抚养，按通常惯例，不会令其殉葬。
努尔哈赤比阿巴亥大三十一岁，孩子小，他早已考虑身后事，曾打算自己死后委托代善关照他们母子
，说明他的关爱之心。
何况，孩子刚刚失去父亲，努尔哈赤怎能忍心令诸王立即杀掉他们的母亲？
 问题不在于努尔哈赤有无遗嘱，而在于皇太极容不下这位有相当实力的大福晋。
阿巴亥作为后金汗的大福晋，平时皇太极等诸王都以“母亲”相称，先汗去世，新汗即位，她作为皇
太后，位在诸王之上。
她原是两黄旗的女主子，即使皇太极将原两黄旗改为两白旗，分别属于她的三个儿子，有她这位母后
在，两白旗就有凝聚的轴心，形成一种天然合力，足以与皇太极抗衡，她能不干预朝政？
因而成为皇太极的一块心病，不除不快。
如果除掉阿巴亥，可对两白旗分而治之，便不足以对皇权构成威胁。
 有一种说法，努尔哈赤曾留下遗言：由多尔衮即汗位，代善辅佐。
多尔衮也一直说皇太极夺了本属于他的汗位。
努尔哈赤生前刚刚定下规矩，立新汗必须八旗集体共议确定。
他不可能自食其言。
但这个传说的源头在哪里？
是不是阿巴亥？
她的嫌疑最大。
努尔哈赤的最后时刻，她在身边；也许她希望自己的儿子继承汗位而制造舆论，试图对拥戴新汗会议
施加影响。
不论阿巴亥真的制造了传言，还是被怀疑制造了传言，都会被认为她在替儿子争夺汗位。
这也促使皇太极非除掉她不可。
 皇太极是一位心计超群的人，他不会明目张胆地做蠢事，而是用先帝“遗嘱”的名义，堂而皇之地逼
母后自尽。
然后把努尔哈赤自领的十五牛录给了不务正业的多铎；如果给了阿济格或多尔衮，他们的实力就会增
大。
这样做，既为自己扫清道路，又为自己脸上贴金。
 阿巴亥身后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她本来有力量保护自己和三个儿子：两黄旗女主子的身份就非同一般。
努尔哈赤生前已经不动声色地为他们母子做了妥善安排，将自己领有的两黄旗给了她亲生的、三个年
纪最小的嫡子。
努尔哈赤病重期间，把阿巴亥召到身边侍候，实际也是表示对她的信任。
即使她的儿子年轻没有能力与皇太极争夺汗位，她也不该轻而易举地被公开杀掉。
但她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努尔哈赤在世时，她作为两黄旗女主子，从不过问本旗的事，与旗下大臣也
无任何交往，一切依靠夫君，未能抓住时机，建立起女主子的威信及其与旗下大臣的密切联系。
她更缺乏应付宫廷复杂而残酷斗争的能力，不曾预先做周密的准备，努尔哈赤一走，局势骤变，她不
能发挥两黄旗女主子身份的优势，既得不到诸贝勒的支持，也未得到原自家两黄旗大臣的认真帮助，
孤儿寡母，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在你死我活的严峻时刻，只能任人摆布。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孝庄皇后>>

后记

本书是在《辅佐大清三代帝君的幕后女人孝庄皇后》一书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
修改时，参阅了史学界近年新成果。
其中，尤其是杜家骥先生馈赠新著《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包·赛吉拉夫馈赠大作《哈撒儿研究》
、包毕力格先生馈赠颇具地方特色的《孝庄文皇后与科尔沁左翼中旗》等大作，对本书订正差错、充
实新的内容，帮助很大。
    书中图片除拙著中原有者外，新增图片资料来源于：包毕力格先生提供的插图照片、包·赛吉拉夫
著《哈撒儿研究》、阎崇年著《正说清朝十二帝》和《康熙大帝》、胡忠良著《康熙王朝》、内蒙古
通辽市档案馆编《孝庄文皇后》、张秀华著《蒙古族生活掠影》、赵海山主编《科尔沁左翼中旗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张苍水集》等著作。
图片翻拍工作，大部分由孟忱完成。
    本书资料工作由孟忻负责。
吉林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和文科教师参考室、古籍所资料室、历史系资料室等单位都为借阅图书及核实
资料提供方便。
我的夫人陈瑞云教授参与了本书的写作和修改。
    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杨华女士对本书的出版给予积极诚恳地支持，并对本书风格、内容
、文字及插图的配置等，进行了全面指导和审定。
    在此一并致谢。
    孟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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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孝庄皇后》由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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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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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