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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明的历史在我国史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包括了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及随之而来的清兵进入山海关
问鼎中原以来一直到康熙三年（1664）夔东抗清基地覆灭的各地反清运动的历史。
从不同的角度看，它是群雄争霸，又是明朝的延续，也是清初历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称之为南明，是因为以崇祯皇帝朱由检为首的在北京的明朝廷业已覆亡，这段时期的战斗主要在南方
展开，又是在复兴明朝的旗帜下进行，而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
但是，抗击清朝的暴虐统治，并不仅仅局限于南方，陕西、甘肃、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抗
清运动连绵不断，波涛叠起，清廷统治者多次感到患生肘腋，不得不动用重兵围剿。
这是就地域而言，南明史的覆盖面并不只限于南方。
如果就时间来探讨，南明史的上限过去和现在的史学家大抵是以弘光朝廷在南京继统为标志，本书作
者认为南明的历史应该从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顺军攻克、崇祯朝廷覆亡开始。
这是因为朝廷虽然覆亡，明朝政权仍然控制着江南半壁江山，尽管在具体时间上（即1644年三月至五
月）相差不远，但我们应该着眼于全国形势的演变，而不能拘泥于南明帝位的继统。
如果因为甲申三月十九日到同年五月初三日明朝统治区没有皇帝（或监国）而把这段时间排除在南明
史以外，就会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弘光帝被俘在1645年五月，隆武帝继统在同年
闰六月；隆武帝被擒杀在1646年八月，永历帝继统在同年十月，其问都有一两个月的帝位空缺。
“国统”三绝不等于南明史三绝，这是稍加思索就能明白的道理。
同样理由，南明史的下限不以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被俘杀告终，而是以李来亨茅麓山战役作为结束。
当然，把南明史的下限一直拉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进军台湾，郑克壤、刘国轩投降，也是
一种认识和叙述的方法，因为郑氏家族在台湾始终奉行明朝永历正朔，虽然皇帝和朝廷早已不存在。
本书没有采取这种方法，原因是康熙十二年到二十年（1673—1681）发生了三藩之变，其问郑经是参
与了的。
三藩之变同明清之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密切关联。
三藩（若考虑到原定南王藩下的孑L四贞、孙延龄夫妇、缐国安等人，也可以说是四藩）的形成实际
上是由于满洲贵族因自身力量不足以征服全国不得不笼络一部分汉族军阀，而且这次变乱也确实带有
民族斗争的色彩；可是把三藩之变同南明史扯在一起毕竟不大合适。
所以，在本书中叙述郑氏家族事迹仅限于郑成功去世为止。
    这本书同过去各种南明史著（自清初以来）相比较，有两个主要的特点。
一是它基本上是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
而不是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的兴衰为中心。
二是贯串全书的脉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汉族和其他民族（如西北等地的回族、西南等地的多种少数民
族）百姓反抗满洲贵族征服斗争终归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严重分散、抵消了
抗清力量。
多尔衮、福临等满洲贵族不仅代表着一种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且兵力和后备兵员非常有限，单凭
自己的八旗兵根本不可能征服全国，汉族各派抗清势力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
说得准确一点，明清易代，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是骠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结汉族
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
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以后，在较为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下，自身发展取得阶段性的飞跃。
清王朝在一段时期里是朝气蓬勃的，国势相当强盛，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奠定起了重要的积极
作用。
然而，就另一方面来说，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国内政局大动荡，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
正常进程，也是不容忽视的。
    历史进展的事实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中国在明朝中期以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期以后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已经逐渐落后，但是直到明
朝末年中国同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被大顺军推翻的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统治时期还是孜
孜于引进西方科技，特别是火器和历算，不少士大夫也抛除畛域之见，注意吸收西方的新知识，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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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挽救行将灭亡的明帝国。
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
乾盛世。
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
“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照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
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
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
本书作者在所著《明末农民战争史》中以确凿的事实证明了大顺军推翻明王朝接管整个黄河流域几乎
对社会生产没有造成什么破坏，并且扫荡或狠狠打击了那些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官绅势力。
如果这一势头不被满洲贵族和变节的吴三桂等汉族军阀官绅所打断，中国社会将在明代已经取得的基
础上实现较快的发展，近三百来年的历史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
“以史为鉴”是中国的传统，可惜过去绝大多数史家制作的镜子里，侏儒们被拔高了，坚毅挺拔的形
象被歪曲了，甚或被挤出了镜框以外，成了道地的哈哈镜。
本书作者力图运用可靠的史实，重新描绘明清易代的这段历史；由于材料的不足，肯定不能尽如人意
。
希望通过这部书的出版，给读者提供一些较为接近真相的描述和论点。
    也许有人在看了这本书以后，会断言作者批判的锋芒只是指向清朝统治者（包括满洲贵族和汉族官
绅中的拥清派），而对起自农民的大顺军和大西军则出于偏爱而处处掩饰。
这是不正确的。
因为书中首先批评了李自成领导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在政治上和军事部署上犯下了难以挽回的大错
，后面又指出了在李自成牺牲以后大顺军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领导核心，长期各自为战，未
能在抗清斗争中发挥更大作用。
对张献忠的非议在《明末农民战争史》内已说得很清楚；孙可望在前期是位出类拔萃的人物，后来飞
扬跋扈，导致大局逆转，终至众叛亲离，仓皇出降，本书毫无回护之处。
至于南明政权的腐朽、内讧本书同样作了如实的揭露。
读者不难发现，书中不仅鞭笞了朱由崧、朱常涝、朱由榔等南明统治者的昏庸懦弱，对一些直到现在
仍备受人们景仰的人物如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郑成功都颇有微词。
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你对南明许多杰出人物是不是指责得过分了一点？
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这些著名人物都像历来的史籍描写的那么完美，南明根本不会灭亡，这些人也
将作为明朝的中兴将相名垂青史。
    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学界长期关心的问题。
在我看来，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
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于偶然因素。
只不过人们太习惯于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就本质而言，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顾”没有多
大区别。
明朝自万历中期以来。
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顺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
能是孙可望掌握实权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较长时间处于分裂的局面。
本书作者着重分析的是各派势力的成败得失，而以哪一种势力取胜对中国社会生产破坏最小，最有利
于推动我国社会前进为褒贬的标准。
讲必然性，我认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明朝覆亡以后，中国仍将建立一个封建王朝，社会仍将处于封
建制度的框架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或萎缩将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或破坏而定），只有这一点是肯定的
。
差异在于各派势力实行的政策和手段不同，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也将不同。
如果把既成事实都说成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学习和研究历史就没有多大用处。
历史科学的万古常青，就是教导后来者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避免重蹈失败的覆辙，使我们的事业
做得更顺一些，不要倒行逆施，为中华民族的兴盛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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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髦了一阵的“史学危机”论可以休矣，明智的中国人将从自己丰厚的历史遗产中汲取教益，把振兴
中华的宏伟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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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明史》本书特点是基本上以大顺军、大西军余部及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贯串全书的脉
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的抗清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抗清势力内部矛盾重重，严重分散，抵销了抗清力
量。

　　南明的历史，包括了大顺军攻克北京及清军入关问鼎中原以来，直到康熙一年夔东抗清基地覆灭
的各地反清运动的历史。
它是群雄争霸又是明朝的延续，也是清初历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称之为“南明”是因为以北京为都城的明朝业已覆亡，这段时期的战斗主要在南方展开，又是在复兴
明朝的旗帜下进行，而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
但是，抗击清朝的暴虐统治，并不仅限于南方，陕、甘、晋、冀、鲁、豫等地的抗清运动连绵不断。

《南明史》史料扎实，内容丰富，被誉为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曾获中国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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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诚（1934—2003），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历史学家，明清史专家。

顾先生学识渊博，学风严谨，著有《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等专著，均为明清史研究领域最
高学术水平的著作。
《明末农民战争史》一出版，为农民战争史研究别开实证蹊径，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
等奖。
尤其是他所著的《南明史》一书，十多年时间的呕心沥血之作，是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在海内外已
有广泛的影响，并荣获了中国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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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镇中高杰、黄得功兵力较强。
高杰、刘泽清是望风而逃的败将，本应受到朝廷的惩罚；黄得功、刘良佐在甲申年间也无“功”可录
，只是由于他们以兵力作后盾使朱由崧得以如愿以偿登上皇帝的宝座，都成了定策功臣。
五月十七日，黄得功进封为靖南侯、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东平伯、刘良佐广昌伯；世守武昌的左良
玉虽然没有参加定策，但他兵多将广，也进封为宁南侯。
正因为四镇的形成本不是在为明室收复“失地”中作出过什么贡献，而是在策立上对朱由崧个人有功
。
就弘光、马士英而言，需要凭借他们的兵力慑服江南士绅；四镇也自恃有功，“天子乃我辈所立”，
从此骄悍跋扈，一味唐集于南直隶江北地区争夺“善地”以自肥，进而挟制朝廷。
关于四镇封爵的问题，种根于迎立新君上的分歧。
具体情节各书记载不完全相同。
应延吉记甲申十一月史可法对他说：“天下事已不可为。
先帝变日，予待罪南枢，分固应死，转念天下国家之重，庶几主器得人，希绍一成一旅之烈，不意决
裂至此！
揆厥所由，职由四镇尾大不掉。
为今之计，惟斩四臣头悬之国门，以为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济。
昔之建议而封四镇者，高弘图也；从中主张赞成其事者，姜日广、马士英也；依违其间，无所救正者
，余也。
”②黄宗羲的说法是：“马士英既借四镇以迎立，四镇遂为士英所结。
史可法亦恐四镇之不悦己也，急封爵以慰之。
君子知其无能为矣。
”③姜日广记：“先是，封事起仓卒，诸将条上事宜，上许焉。
一切诛戮、署置、盐课、商税以及正供之赋，俱得便宜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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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南明史终于交付出版社了。
说来话长，1982年写完《明末农民战争史》，就开始了南明史的撰作。
大约写了一半草稿，由于一些原因曾经一度搁置。
原因之一是我感到明代的卫所制度和相关问题非常重要，值得下功夫去探讨。
于是，在教学之余集中时间收集有关卫所的资料进行研究，从1986年起发表了一组这方面的论文。
卫所制度的探讨刚有头绪，关心南明史的朋友经常询问书稿的进展情况，出版部门也来联系。
自己在《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前言里许下诺言要出《南明史》作为“姊妹篇”，姐姐早已出世，妹妹
却不见倩影，岂非失信于读者。
这样，不得不翻出旧稿，重新开手。
    本书的初稿在1990年底以前就写出来了。
可是，总觉得不满意。
尽管热心的出版社编辑催稿信多达数十封，却迟迟未能交稿。
南明史牵涉面太广，头绪太多，史料既庞杂又往往在关键问题上缺乏可信的文献，弄清事实真相殊非
易事。
经过反反复复的查找材料，增删修改，许多章节是改乱了重抄，誊清后又改，一拖就是五年。
自己也陷入矛盾的境地，南明史不交稿，腾不出手来从事其他问题的探索，熟悉和未曾谋面的朋友不
断催促，又形成一种压力，拖延下去不是办法。
然而，南明史中确实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继续作深入研究，凭借个人绵薄之力想查个水落石出，可谓不
自量。
何况，我还发现在反复加工中有时会花费无谓的劳动。
清人袁枚说过：“因忆四十年来，将诗改好者固多，改坏者定复不少。
”真是经验之谈。
那么，就这样交稿吧，敬听读者的批评。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多得内子何龙素从旁协助，谨此致谢。
    顾诚    199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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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明史(套装上下册)》：历史学家顾诚先生扛鼎之作，十几年坐稳学术冷板凳、悉心打磨的精品。
书中引用方志达237部，引用书目达579种，几乎遍查南明义军所至的每一州县，可谓“言必有据”、
“无一字无出处”，解开了许多历史死结。
竭泽而渔的治史方法，严谨求真的朴学精神，真实活现的历史情节，拨开反清复明运动的阵阵迷雾，
重现有功有过的历史人物。
《南明史(套装上下册)》见识通达，文字精炼，深入浅出，读来津津有味又发人深省。
曾获得中国国家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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