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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魏斐德教授的史学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匠心独具，把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中的一环——明
清嬗代过程，作为运思课题。
此书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国防诸方面的宏大背景之中，对一个帝国如何最终陷入不可
自拔的困境、另一个帝国又如何重建秩序走向强盛的过程，作了总体的解剖和透视。
它使人看到，中华帝国的体制与秩序中天然包含着走向衷微的因素，而王朝更替则构成了重建秩序的
机制与途径；满人入主，在此被视为一种重建秩序的特殊动因。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洪业>>

作者简介

魏斐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哈斯基金教授、美国艺术科学院成员和美国哲学家协会会员。
曾任美国国教育中国顾问、中国文明研究委员会主任、美利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主任
，以及美国学术协会委员会/美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主任，还曾任美国社会科学院院
长、美国历史家协会会长、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院院长。
除已发表的百余篇学术文章外，其著作还包括：《大门外的陌生人》(1966)、《历史与意志》(1973)、
《中国帝制的衰亡》(1975)、《上海警察1927—1937》(1995)和《上海歹土》(1996)以及最新出版的《
间谍王：戴笠和中国特工》(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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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范承谟到福州上任后不久，就得到了吴三桂叛乱的消息。
当耿精忠表现出反叛迹象时，范承谟便立即着手组建一支总督自己的军队：他要求皇上收回解散该省
军队的命令，建议在总督的监理之下实行军屯，并要求命令耿精忠拨两营兵归他亲自指挥。
但是，范承谟很快就意识到，耿精忠很可能会在这些措施得以实现之前就采取行动。
范承谟想将全省各地驻军的将领召至福州，借口是新任总督要会见他们；他甚至企图逃至漳州或泉州
，以躲避耿精忠的部队。
然而，1674年4月21日，耿精忠在福州起兵反清，自称元帅，并宣布恢复明朝旧制。
在将范承谟及其左右逮捕并投入监狱后，耿精忠派曾养性率领一支军队进入浙江，并于6月攻至沿海
地区；自己则亲率另一支军队进入江西，于1674年7月底抵达鄱阳湖。
与此同时，即1674年5月25日，总兵刘进忠也在其南面的广东潮州起兵响应耿精忠。
　　康熙帝的对策最初是安抚。
7月4日，他颁布了一道特谕，答应耿精忠如果投降便可获得宽赦和高位。
当然，康熙帝最担心的是耿精忠会与台湾郑经的军队联合。
幸运的是，耿精忠与郑经不可能结为联盟；事实上，在1674年和1676年，由于以往的争执，郑经的水
师袭击了福建沿海的厦门及其他城市。
但在耿精忠初起兵时，这并不是可以预料的；此时清廷则焦虑地等待着耿精忠的答复。
1674年7月28日，清廷未见任何回音，遂将江南绿营兵调往杭州，并令努尔哈赤之孙、康亲王杰书全权
负责平定耿精忠。
然而，总兵曾养性的部队对浙江北部的进攻势如破竹（到年底只有杭州还在杰书的手中）；耿精忠也
在江西东部连获大捷，致使康熙帝不得不考虑对台湾郑氏政权作出让步。
1674年夏、秋，是清廷占领北京30年以来最不景气的时期。
华南大部分地区落入叛军之手；吴三桂甚至建议康熙帝或者自杀，或者返回东北（在东北“准”其攻
占朝鲜）；达赖喇嘛则提出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
　　这段时间被康熙帝称之为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经历之一，但当时他毫不动摇。
1674年4月，他下令动员所有满、汉、蒙军，最后集结了20万八旗军和40万绿营兵，以武力镇压叛乱。
5月18日，吴三桂的书信传到北京，书中语气傲慢，并自夸已收复了原明朝领土的1／3。
康熙帝大怒，下令处死被扣为人质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
但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
在山路崎岖的四川，总兵王屏藩叛变，并宣布与吴三桂结盟。
康熙帝令陕西将领王辅臣（原来也是吴三桂的部将）进攻四川，但他反于1674年12月叛变，并于次年
初攻占了甘肃东部地区。
由于兰州落入叛军之手，清廷与甘肃西部忠于清朝的张勇的部队失去了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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