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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口只有数万人的满族是如何逐步强盛起来的？
康乾盛世到底有着怎样程度的繁华富饶？
盛世之后清朝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了衰落？
刘仲华编著的《一本书读懂清朝》从细节出发，采用由点到面、繁简结合的编排和写作方式，立体呈
现清朝历史全景。

《一本书读懂清朝》分上下两编，上编“清朝历史大势”，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以兴起与入关、恢复
与发展、盛世与阴影、困局与自强、救亡与覆灭为线索，梳理清代历史兴、盛、衰、亡的过程；下编
“清朝历史专题”，从制度、经济、科技、思想、文学、艺术、习俗等方面，揭示清代的社会风尚与
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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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仲华，男，1973年11月生，新疆焉耆县人。
1991年至1998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本科、硕士。
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
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学术文化史，著有《清代诸子学研究》、《纪晓岚传奇》，并在《清史研究》、
《安徽史学》、《兰州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试析清代考据学中以子证经、史的方法》、《清代
苟学的复活》、《王源交游及其遗民子弟的一生》等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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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皇太极 &ldquo;南面独坐&rdquo;　　1626年　　八月十一日，天命汗努尔哈赤背疽发作，在距沈
阳四十里的叆鸡堡离世，年68岁。
　　九月，四贝勒皇太极被诸王贝勒推为新汗，是为太宗天聪汗。
　　1627年　　皇太极攻宁远、锦州，被袁崇焕击退，时称&ldquo;宁锦大捷&rdquo;。
　　1630年　　皇太极幽禁阿敏，夺其所辖镶蓝旗给济尔哈朗。
　　七月，皇太极接受宁完我等人提出的&ldquo;请设六部&rdquo;等建议后，仿明建制设立六部，皇
太极指示&ldquo;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rdquo;。
　　1636年　　四月十一日，皇太极称帝，改后金国号为&ldquo;清&rdquo;。
　　1640年　　明清松锦大战开始。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欧洲近代史拉开大幕。
俄罗斯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开创了强盛局面，而真正建立清政权、为入关做好准备的则是他的儿
子&mdash;&mdash;皇太极。
　　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天命汗努尔哈赤死后，35岁的四贝勒皇太极被诸王贝勒推为新
汗，是为天聪汗。
崇祯三年即天聪四年（1630），皇太极幽禁二贝勒阿敏，次年又革去三贝勒莽古尔泰的爵位，后来又
打击大贝勒代善的势力。
以上这一系列事件，表面上看像是一场权力斗争，实际上却是顺应满族社会发展和向外扩张需要的重
大政治变革。
为什么这么讲呢？
　　原来，皇太极即位时，所谓的&ldquo;金国大汗&rdquo;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皇帝，皇太极需要和
其他三大和硕贝勒（大贝勒为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二贝勒为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次子阿敏，三贝勒
为努尔哈赤第五子莽古尔泰）共治国政，一起坐在上面接受大臣的朝拜。
努尔哈赤生前虽以四大贝勒共同治理国政，但依靠个人威望，决策权实操于他一人之手。
皇太极即位后，没有父亲那样的威望，而且他在四大贝勒中齿序居末，此时只得与三兄长共坐，一同
接受年轻贝勒、大臣们的朝拜。
更令皇太极难堪的是，他身为一国之汗，到年节时，还要按传统向三位兄长行三跪九叩头的大礼。
这使皇太极相当郁闷。
　　为了增强自己的汗权，皇太极即位伊始，便把削弱诸大贝勒特权作为当务之急，接连处置了二贝
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扫清了独尊汗权道路上的重要障碍。
　　阿敏是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次子。
因权力之争，舒尔哈齐被努尔哈赤囚禁两年后死去。
舒尔哈齐被囚时，次子阿敏23岁，他侥幸免于一死，从此随伯父努尔哈赤南征北战。
阿敏作战勇猛，战功卓著，在四大和硕贝勒中位居第二。
皇太极即位后，与阿敏的矛盾迅速激化。
　　由于父亲的死，阿敏内心深处始终对伯父努尔哈赤和堂弟皇太极抱有怨恨。
努尔哈赤生前，他畏惧伯父威严，不敢流露异志，但皇太极继位后，他便无所顾忌。
有一次，他居然对皇太极说：&ldquo;我与众贝勒共议你为汗。
你即位后，可让我出居外藩。
&rdquo;阿敏的非分要求令皇太极颇感震惊，在他和众贝勒的一致反对下，阿敏的谋划没有得逞。
阿敏怨怒之余，在众贝勒中扬言：&ldquo;我怕谁？
他（指皇太极）能把我怎么样？
&rdquo;这些桀骜不逊的话，矛头直指皇太极，其间还夹杂着对先汗的宿怨。
　　天聪元年（1627），阿敏奉命率师征朝鲜，与朝鲜议和后，阿敏并不急于退兵，而是打算据其地
自立，遭到包括其弟济尔哈朗在内的其他随征王公的一致反对，阿敏慑于一旗势单力薄，难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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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改变初衷，同意退归。
退兵前，他为了泄愤，纵兵大掠三日。
　　阿敏生性卤莽，口无遮拦，常在大庭广众中散布怨言。
他曾说：我何故生而为人？
我还不如山上一木或坡上一石，它们即使被人砍伐为柴，或被野兽浇上一泡尿，与我相比，也强于我
的处境！
这些话不仅是牢骚，也是对皇太极的影射。
阿敏的所作所为，为皇太极借机清除他埋下了种子。
　　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统大军征明，连克山海关内永平、滦州、迁安、遵
化四城。
次年三月，皇太极派阿敏率军前往驻守。
阿敏刚到永平不久，明兵大举反击，城池危在旦夕，阿敏决定弃城而逃，而且滥杀无辜。
出城之前，阿敏下令将城中降官降民全部屠杀，财产洗掠一空。
皇太极乘此机会，公布其十六条罪状，将其囚禁。
十年后阿敏死在狱中，终年55岁。
他的命运与其父几乎如出一辙。
　　皇太极既将阿敏下狱，次年八月，又借&ldquo;御前露刃&rdquo;案除掉了莽古尔泰。
此事起因于当年皇太极亲率八旗军进攻明军据守的大凌河城，在前线与莽古尔泰发生争执，皇太极指
责莽古尔泰的正蓝旗不肯尽力攻城，莽古尔泰反过来抱怨皇太极随意征调正蓝旗，两人发生激烈争吵
。
情急之下，莽古尔泰拔刀相向。
这场意外冲突，给皇太极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经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等会议商定，将莽古尔泰革去大贝勒爵位，降为一般贝勒之列；夺五牛录属员
；罚银一万两。
莽古尔泰积郁成疾，一年后暴卒。
他死后，皇太极又对莽古尔泰的亲信大开杀戒，正蓝旗最终也被皇太极、豪格父子吞并。
　　两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相继遭到整肃，三大贝勒只剩代善一人。
皇太极见时机成熟，提出废除国人朝见、汗与三大贝勒并坐受拜的旧制。
但诸贝勒会议时，仍有一半人主张维持旧制。
最后，代善出面支持皇太极的建议，才决定此后由汗一人南面独坐。
数年后，皇太极又打击了大贝勒代善的势力。
　　经过这番斗争，皇太极通过打击以其他三大贝勒为首的满洲贵族特权集团的势力，以阿敏、莽古
尔泰事件为契机，成功地改变了努尔哈赤生前创立的&ldquo;旗主共管&rdquo;体制，加强了汗权，加
速了金（清）政权向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转变过程。
　　相关链接　　皇太极改革　　皇太极是一位非常有魄力的改革家，他在独尊汗权的过程中，参考
明制，对国家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以适应满洲国家急剧发展的需要。
　　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设立翻译典籍、记注政史的文馆，命儒臣分值。
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改文馆为内三院。
各院由大学士一人主管，下设学士、主事等官，分别由满、蒙古、汉人充任。
内三院成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聪五年（1631）七月，皇太极仿照明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每部由一贝勒兼任主管，下设满承政2员、蒙古承政1员、汉承政1员，参政8员，启心郎1员。
崇德元年（1636），又设都察院，掌管监察之权。
　　在官职改革之外，皇太极起用汉官、考选儒士；翻译汉籍、倡导文教；移风易俗、革除陋规。
随着后金政治、军事实力的发展，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宣布废除&ldquo;女真&rdquo;称号，定
族名为&ldquo;满洲&rdquo;。
次年四月，诸贝勒、固山额真、六部大臣，及藩部蒙古恭请上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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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去汗号称皇帝，定国号为&ldquo;大清&rdquo;，改元&ldquo;崇德&rdquo;。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mdash;&mdash;清朝，正式建立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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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仲华编著的《一本书读懂清朝》选取近百个历史故事，以点带面，深入浅出地解读清代历史。
以历史故事为主，附以大事年表、相关链接、小常识和历史图片，各部分相互映衬，形成点、线、面
相结合的立体性风格。
选材得当，注意历史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力图反映宏观历史的新陈代谢。
　　《一本书读懂清朝》以&ldquo;兴起与入关&rdquo;、&ldquo;恢复与发展&rdquo;、&ldquo;盛世与
阴影&rdquo;、&ldquo;困局与自强&rdquo;、&ldquo;救亡与覆灭&rdquo;为线索，梳理了清代历史兴、
盛、衰、亡的过程，试图为这些问题给出答案。
从清承明制、满蒙联姻、满汉关系、重农轻商、闭关锁国等方面来深刻挖掘清朝历史演进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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