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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于采采编著的《顺治出家之谜》为“清史探秘系列丛书”之一。

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九子，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公元1638年3月15日）生
于盛京皇宫之永福宫，生母为庄妃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文皇后。
而他的卒年，正史记载为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公元1661年2月5日），享年24岁，被继任的康熙皇帝
尊谥为“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庙号世祖。

但是，关于顺治皇帝的最后结局，历史上一直有许多争议。
人们说：这位大清入关后的第一代天子，并没有在24岁那年去世，而是削发出家了。
这位皇帝与佛教的亲近记载，以及历史资料中他生前身后的诸多疑点，似乎都在印证着这一点。

重重迷雾之后，真相究竟如何呢？
请看《顺治出家之谜》分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顺治出家之谜>>

书籍目录

第一篇  顺治出家的传说始末
第一节  痴情天子的出家传说
  1.顺治皇帝与董小宛
  2.野史传说里的顺治出家故事
第二节  史料里的线索与轨迹
  1.《世祖实录》、《遗诏》与《玉牒》
  2.天花
  3.天子之丧：顺治皇帝的后事处理
    第二篇  龙椅上的小娃娃
第一节  天上掉下来的皇位
  1.福临降生
  2.太宗驾崩留下的权力乱局
  3.礼亲王代善
  4.睿亲王多尔衮
  5.皇长子豪格
  6.各方博弈的结果：福临六岁登基
第二节  幼主与权臣
  1.摄政王
  2.在权臣阴影里长大的小皇帝
    第三篇  少年天子
第一节  亲政
  1.多尔衮的身后结局
  2.难愈之伤：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3.恶政：圈地，投充，捕逃，剃发，易服
第二节  励精图治
  1.苦学与纳谏
  2.剿抚并用
  3.仁德之政
    第四篇  顺治皇帝的感情世界
第一节  孝庄太后
  1.亲爱的母亲
  2.孝庄与多尔衮
第二节  后妃
  1.纵欲生涯
  2.废后风波
  3.新的皇后，仍旧的博尔济吉特氏
第三节  亲密爱人
  1.董鄂妃
  2.深情挚爱
第四节  顺治皇帝的信仰历程
  1.汤若望：金发碧眼的洋玛法与他的天主教
  2.天主与喇嘛的PK
  3.最终的畈依：禅宗
    第五篇  不堪重负的心灵
第一节  帝业艰难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顺治出家之谜>>

  1.满汉之间
  2.延平郡王郑成功
  3.御驾亲征风波
第二节  天子寂寞
  1.董鄂妃之死
  2.寂寞如斯
第三节  悬崖撒手
  1.紫禁城里的剃度仪式：龙袍换却紫袈裟
  2.无处可逃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顺治出家之谜>>

章节摘录

　　第一节 天上掉下来的皇位　　1.福临降生　　到崇德三年福临出生的时候，庄妃博尔济吉特·布
木布泰已经渴望一个儿子太久太久了。
　　作为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塞桑的小女儿，她的婚姻本来便寄托着联结后金和科尔沁的使命。
而一个有着双方血脉融合的儿子，才是实现这种联结的有力纽带。
因为皇太极的正妻、布木布泰的姑姑哲哲没能生儿子，她才嫁了过来；可是，从天命十年（公元1625
年）、时年13岁的她与皇太极成婚开始，她一次又一次失望。
　　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庄妃17岁，生皇四女，后来受封为固伦雍穆长公主；　　天聪六年（
公元1632年），庄妃20岁，生皇五女，后来受封为固伦淑慧长公主；　　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
庄妃21岁，生皇七女，后来受封为固伦端献长公主。
　　五年间三次生育，可见其时皇太极和她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
可是，和皇帝亲近的机会不少，却全生了女儿，她的失望与焦灼，可以想象。
　　而早在她的姑姑哲哲嫁过来之前五年，乌拉那拉氏就为皇太极生了长子豪格，两年后又生了第二
子洛格，同年，钮祜禄氏生下一个儿子，名洛博会。
洛博会夭亡，豪格和洛格，年纪比布木布泰还要大好几岁，已经跟着父亲沙场征战了。
　　她嫁过来的第二年，后金的年号从天命变成天聪，皇太极从四贝勒变成大汗，“儿子”的重要性
更上一层，有可能，那便意味着一个帝国的继承之人啊！
　　而且，庄妃的竞争者在不断出现，皇太极的宠爱有太多人来分，她怎么能不着急呢？
　　天聪六年正月，皇太极声明：现在已经册立了中宫皇后和西宫妃，惟有东宫未备，闻听蒙古扎鲁
特部博尔济吉特氏戴青之女有贤名，特遣使前往下聘。
新娘子顺利嫁进来了，她出身于蒙古的黄金家族，被册封为东宫妃，皇太极当时曾大宴诸贝勒，以示
郑重。
中宫皇后哲哲尊贵依旧，西宫妃布木布泰的位序却后移了。
女真民族居室尚东，东宫妃的地位高于西宫妃。
　　布木布泰心里当然不会很开心。
　　当年，她的婚礼也得到过极高的重视，科尔沁贝勒的世子吴克善把妹妹送到了辽阳，皇太极亲自
去半路上相迎，大汗努尔哈赤率领着自己的妃子和贝勒们摆下仪仗，出城十里迎候。
人城后，“设大宴以礼成婚”。
——她的姑姑哲哲嫁给皇太极时，仅是“太祖命太宗亲迎，至辉发扈尔奇山城，大宴成礼”罢了。
　　可是，她脸上没有半点不悦流露到别人眼中。
这是好事，要祝贺大汗，要跟新来的姐妹和睦相处⋯⋯她已经不是那个初嫁的十三岁女孩了，这些年
，跟在皇太极身边，她学会了许多东西，包括忍耐。
　　幸好，那位素有贤名、出身高贵的东宫妃并未构成太大的威胁，她进宫后于天聪七年和天聪九年
两次生养，也都是公主。
　　这些年里，哲哲也生了三个女儿。
　　庶妃颜扎氏生下第四子叶布舒，侧妃叶赫那拉氏生下第五子硕塞。
　　到了天聪八年，皇太极的事业发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
　　皇太极一直声称要与明朝议和，原因之一是为了对付强大的漠南蒙古察哈尔部，阻止察哈尔部与
明朝的联合。
　　当时的漠南蒙古，东到吉林，西至贺兰山，南邻长城，北距瀚海，在这广阔的土地上生活的部落
，大多是元朝的后裔，其中最强大的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
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代，黄金家族的后人，被蒙古各部族奉为共主，称蒙古大汗。
公元1604年林丹汗登上汗位时，只是个十三岁的少年，但他和皇太极一样雄心勃勃，立志要重振祖业
，找回往昔一统天下的光荣。
十数年来，他卧薪尝胆，积蓄力量，终于具备了号称十万铁骑的强大武力，蒙古各部无人能及。
他试图循着先祖成吉思汗的足迹，统一蒙古，争雄天下，于是横行于草原诸部间，不断征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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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同样雄心勃勃的男人同时生在草原上，自然是要一争雌雄的。
　　成吉思汗并不是容易做的，此时的蒙古的局面，也与成吉思汗时代已经完全不同。
　　皇太极恩威并施，许多部落纷纷摆脱林丹汗，归附后金以求得保护。
这样一来，察哈尔蒙古与后金的敌对更尖锐了。
　　皇太极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对察哈尔部的强力打击，先后在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天聪六年（
公元1632年）和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三次亲征，取得大胜。
林丹汗先败遁西土默特部，后又逃奔青海，天聪八年病死在青海的大草滩。
　　皇太极终于灭掉了这个老对头，除去了他进军中原、完成大业的最大后患，后金国势大张，举国
欢腾。
　　皇太极的后妃们包括庄妃，当然也一样兴高采烈。
　　但是很快，她们发现自己笑不出来了：与胜利同时到来的，是后宫里竞争者的突然增多。
　　林丹汗兵败远逃，病死在青海大草滩，他的部下和后宫妻妾们，纷纷率着部众投奔后金。
　　第一个，是林丹汗的窦土门福晋。
天聪八年八月，窦土门福晋率领众多部属，由察哈尔贵族多尼库鲁克护送，在皇太极的军营行幄拜见
了皇太极，然后移往木湖尔伊济牙尔地方驻扎恭候，要归嫁天聪汗。
皇太极有点犹豫不决，大贝勒代善鼓动诸贝勒合词奏请皇太极应允，认为只有将窦土门福晋选人宫闱
，才能抚慰众心。
　　收纳窦土门福晋有利于笼络察哈尔部众，皇太极决定前往迎亲。
他的这个决定让护送窦土门福晋来的多尼库鲁克为此十分高兴，说皇上肯纳窦土门福晋，则新附诸部
和护送诸人都不胜踊跃欢庆之至。
　　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二月，皇太极授命贝勒多尔衮、豪格、岳托、萨哈廉率精兵一万西征，
进入河套地区，消灭了林丹汗的残部，路上遇到前来归附的林丹汗多罗大福晋囊囊太后，又说降了林
丹汗妻苏泰太后。
　　四月，大军班师回沈阳。
皇太极亲率诸贝勒远迎至阳石木河。
跟苏泰太后一起来的，不但有林丹汗的嗣子额哲，有大量部众，还有元朝的传国玉玺。
这实在是皇太极梦寐以求的瑞祥和喜兆。
　　后金国上上下下，一片欢腾，觉得天命所归，人心大为振奋。
　　皇太极设大宴款待来归之众。
宴会上，烈酒助长着人们的兴致，使他们更为兴高采烈。
乘着酒兴，诸贝勒纷纷奏请，说囊囊太后乃察哈尔林丹汗多罗大福晋，既归我朝，必应使得其所，只
有汗王纳娶，最为适宜。
　　两位太后都带来众多的部众，囊囊太后有一千五百户，苏泰太后也有一千户，察哈尔林丹汗作为
大元朝的直系后裔，保存和搜集的财富也很可观。
皇太后应允了臣子们的提议，纳娶了囊囊太后。
　　窦土门福晋、囊囊太后有部众、有财产，维系着蒙古的人心，是皇太极打天下的助力，她们的出
身及影响力，决定了她们在后宫中的地位，让原来的后宫嫔妃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而此时，科尔沁蒙古也给皇太极送来了一个女人。
　　随着后金征战的马蹄，他的女人正和疆土一起增多，而哲哲和布木布泰仍然没有生下儿子来，在
布木布泰婚后的第九年，她的哥哥吴克善坐不住了，他给皇太极送来了科尔沁的第三个女子，已经二
十六岁的海兰珠。
——亲姐妹同嫁皇太极，海兰珠比布木布泰大五岁，嫁来时间却晚了九年。
这个年纪，应该不是初婚，以科尔沁格格的身份来说，嫁的不该是无名之人。
有人推论，海兰珠的前夫，很有可能是察哈尔蒙古的人，甚至有可能也是林丹汗。
　　或许科尔沁的博尔济吉特家已经找不出合适的女孩了，也或许海兰珠的确美得无人可比。
反正科尔沁的王公们对海兰珠寄予厚望，期待她获得皇太极的宠爱，生下溶合着爱新觉罗与博尔济吉
特血脉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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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太极的后宫里，一下子增加了三位尊贵的大福晋。
她们是：林丹汗窦土门福晋巴特玛，林丹汗多罗大福晋囊囊太后娜木钟和布木布泰的亲姐姐海兰珠。
　　这对原来的中宫皇后和东西二宫妃的地位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皇后哲哲毕竟是元配嫡妻，哪怕没有儿子，哪怕皇太极有再多的女人，她的地位总是不会轻易动
摇的。
而布木布泰的地位就没这么稳固了。
　　本来，她的地位仅次于哲哲，多次生育未能得子也没有影响皇太极对她的宠爱；后来，来了东宫
妃戴青之女；现在，多了这三位，一下子就把她挤到了五大福晋的末位。
　　而皇太极对海兰珠的热烈情爱，让布木布泰倒吸一口冷气。
　　科尔沁的王公没有送错人，皇太极恋爱了。
这个已经人到中年、历尽世事的君王沉入对海兰珠的热烈情爱之中。
　　他对哲哲有结发之情，他对布木布泰亦曾看重宠爱，他还拥有过很多女人并且跟她们生儿育女。
可是他对海兰珠的感情不一样，他真真正正地，爱上了她。
　　自从海兰珠进宫，皇太极就变得儿女情长了，一颗心全放在了她的身上。
朝夕作伴，形影不离，三千宠爱一身专，六宫粉黛无颜色。
　　布木布泰从来没有见过丈夫这个样子。
或许，根本没有人想到过，他们的大汗，会这么样爱一个女人。
　　朝鲜臣服，察哈尔蒙古灭亡，元朝传国玉玺到手，汗位汗权空前强大，沈阳皇宫建成，皇太极志
满踌躇，于公元1636年，正式登基为帝，称“宽温仁圣皇帝”，将国号由后金改为大清，并改元崇德
。
　　七月初十日，皇太极在崇政殿举行大典，册封五大福晋，她们是：清宁宫中宫大福晋哲哲，为国
君福晋，称皇后；东关雎宫福晋海兰珠为东宫大福晋，称宸妃；西麟趾宫福晋娜木钟，即原察哈尔多
罗大福晋囊囊太后，为西宫大福晋，称贵妃；。
东衍庆宫福晋巴特玛，即原察哈尔窦土门福晋，为东次宫侧福晋，称淑妃；西永福宫福晋布木布泰为
西次宫侧福晋，称庄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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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三百年扑朔迷离，宫闱疑云朝野逸闻；秘而不宣悬而未解，史正定论事有起因。
　　由满族人建立的封建王朝，在近三百年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大清虽然灭亡了，但却留给我们多少难解的悬疑谜案、多少震撼历史的人与事，至今犹令市井津津乐
道玩味无穷？
皇帝出家，是史实还是演义？
于采采编著的《顺治出家之谜》给你一把探秘的钥匙，剥开裹挟在历代档案、史料中的重重迷纱，寻
求历史的真相，极富趣味。
让你在大清的历史迷宫中徜徉徘徊、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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