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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朝是帝制中国最后的一个朝代，也是中国由旧变新的转捩时期，中国由主权完整到沦为半殖民地，
由帝国到民国的一番转折，也都是在这个朝代里发生的。

 清朝是中国少数民族中的满族所建立的统治王朝，但也是最后、最成功的一个朝代。

清朝统治时间从入关之后算起共有两百六十八年，在此期间，对中国疆土的扩大、民族的融合，贡献
都非常的多，对中华文化的整理、保存与弘扬，也作出过不可磨灭的功绩。

清朝不仅是满族崛起、兴盛、衰亡的历程，也是中国多民族的发展、创造、求生、图存的历程。
中国各族人在这段苦难挫折中探索奋斗，提出无数的理想计划，讨论过很多解决国家内外问题的主张
，留给后世人极为丰富的珍贵遗产。

清朝确是一个有承先启后作用以及重要历史地位的朝代，而这个朝代的创造人就是本书要论述的主人
翁——爱新觉罗·皇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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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捷先，江苏江都人，1952年生，1956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59年获台大历史研究所硕士，后
应邀赴美加入哈佛大学访问学人计划研究，返台后曾任台大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
1980年应聘为美国麻州大学客座教授，1990年荣获韩国圆光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95年退休，移居加拿大，现任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南开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
专攻清代史、满族研究、方志学、族谱学，著有《满洲丛考》、《清史杂笔》
(一至八辑)、《清代台湾方志研究》、《东亚古方志探论》、Manchu ArchivaJ Materials、The ManchtJ
Palace Memorials,及中英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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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推荐人的话：我读《皇太极写真》
前言：杰出帝王皇太极
一 先谈本书主人翁的名字
二 皇太极的家世
三 皇太极的生母
四 孟古哲哲有没有当过大福晋?
五 少年不留白
六 第一次上战场
七 荣膺和硕贝勒
八 抚顺、萨尔浒战役立奇功
九 驰骋辽河两岸
十 家变中的获利者
十一 汗位之争
十二 两黄旗易主
十三 面临内外难题
十四 调整治汉政策
十五 开始深度汉化
十六 与明朝议和
十七 第一次征朝鲜
十八 消灭林丹汗
十九 建立盟旗制度
二十 绕道攻打明朝
二十一 计杀毛文龙、袁崇焕?
二十二 皇太极与《三国演义》
二十三 “南面独坐”
二十四 改国号大清
二十五 参汉酌金定礼仪
二十六 建立仿明的政权体制
二十七 优礼汉官汉儒
二十八 明将纷纷来归
二十九 “问开皇将相复何人?”
三十 铸造红衣大炮
三十一 成立八旗汉军
三十二 纵兵华北
三十三 再征朝鲜
三十四 松锦决战
三十五 明清最后的和议
三十六 黑龙江边区的征抚经营
三十七 皇太极与喇嘛教
三十八 皇太极与蒙藏喇嘛
三十九 皇太极与萨满教
四十 改革满洲陋习
四十一 皇太极成就的文化工程
四十二 新满文与老满文
四十三 皇太极时代满文史料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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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 皇太极之死
四十五 身后政争
四十六 皇太极的妻与妾
四十七 皇太极的子与女
四十八 皇太极的占梦术
四十九 皇太极的眼泪
五十 皇太极的安息地——昭陵
结语：我评皇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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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三皇太极的生母满洲人是女真族的余裔，他们早年的婚姻习俗与汉人略有不同。
他们行氏族外婚、同姓不婚制，因而在上层贵族之间，婚姻往往是一种政治行为，一种政治需要。
权贵之家常借新的婚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与机会，使家族得到更多、更大的利益。
在明朝末年，女真诸部林立，互争雄长之时，这种出于政治需要的婚姻就在部族首长间经常出现了，
努尔哈齐与皇太极生母孟古哲哲的婚事就是其中显著的一例。
孟古哲哲出身于女真叶赫部的首领之家，父亲杨佳努与伯父清佳努同掌叶赫部。
叶赫邻部哈达，由于得到明朝的支持，一度成为辽东女真的总领袖，尤其哈达的部长王台曾被明朝封
为龙虎将军，真可谓威风八面，盛极一时。
清佳努兄弟也恭顺地依附过他，并把胞妹嫁给了王台，杨佳努又娶王台女儿，亲上加亲，以加强政治
上的联合。
后来王台死了，清佳努兄弟便又脱离哈达的控制，甚至设法离间王台的子孙，力图取代哈达的地位。
在叶赫与哈达争权的时候，杨佳努看上了建州部的新兴领袖努尔哈齐，而努尔哈齐也在统一建州诸部
斗争中需要外部的奥援，两部联婚水到渠成了。
祖大寿投降后金不久，毛文龙的一些部将也来投顺。
毛文龙在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被袁崇焕处死后，“毛家军”的势力随之瓦解。
毛文龙的部下孔有德、耿仲明原是“辽东地方小人”，后来成为毛文龙的亲信将官，孔、耿二人为了
效忠毛文龙，竞分别改名为毛永诗与毛有杰，自称是毛文龙的“养孙”。
毛文龙被杀后，他们被明廷调往山东服役，但受到地方势力排挤，致使孔、耿心生不快。
后金兵围大凌河城时，孔、耿被派北上出关增援，可是他们的大军在半途因兵食不继，部队哗变，孔
、耿也随之叛乱，后于天聪七年五月，自登州渡海奔旅顺，向后金投顺。
皇太极乃派范文程、刚林等汉满官员往迎。
孔、耿带来的部众、家口、兵器包括火炮等，足足装备了几百艘大船。
皇太极除了派兵护送他们到辽阳、沈阳，并下令说“此辈⋯⋯涉险来归，求庇于我，若仍前骚扰，实
为乱首，违者并妻子处死，必不姑恕”外，也以接待祖大寿一样的优待礼仪接见他们，与孔、耿行抱
见礼，封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
凡有朝见都与后金贝勒们于第一班行礼，列坐于皇太极左右，礼遇他们可谓无以复加。
同年十月间，毛文龙的另外一个部将尚可喜也派人来与后金当局谈判投降问题，到第二年正月，皇太
极接受了尚可喜来归事，从此“毛家军”的主要势力也都成为后金的战斗力量了。
孔、耿、尚的先后来降，对皇太极而言，无异是增加了一大笔发展事业的资本，而且是不易获得的资
本。
因为“毛家军”除富有作战经验外，他们都装备有当时先进的武器，如火炮、鸟铳等，同时他们有兵
船，是海军，这是后金兵种缺乏的，最需要的。
在天聪五年至七年之间，皇太极由于政策运用得宜，先后收编了“祖家军”与“毛家军”，使得辽东
地区的明朝军队精锐，都变成后金汗国的大军，而这些外籍兵团在日后的对朝鲜与入关诸战役中，作
出过很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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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历史是镜子，历史也是艺术。
（陈捷先教授的皇太极写真）是部清朝开国史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清史的学术艺术之作。
不论是学界司行，还是广大读者，都值得一读，以丰富文化知识，丹阔心胸格局，得到艺术享受，汲
取学术营养。
　　——满学会会长、清史专家 周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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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皇太极写真》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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