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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代全史》1993年7月初版，1995年2月第二次印刷时，对初版纸型进行过少量挖改。
其实在1993年7月之前，1-6卷还印过一次，所以有的书在版权页上可以看到“1991年7月第一版”及
“1991年7月第一次印刷”字样。
　　《清代全史》这次再版，按常理说，是一次推出修订版的大好时机。
但在和出版社洽谈时，我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内容不作修改。
这倒不是自认为没有修改必要，而是没有充裕的修改时间。
与其匆匆修改，不如不改。
当年同甘共苦的同事，有7位已先后离开我们，目前健在而且有精力从事笔耕的同志，手头都有繁重
工作，请他们立即腾出手来修改旧作是有困难的。
　　《清代全史》所定的奋斗目标是，写出一部反映现阶段我国清史研究水平的学术著作，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力争有新的突破。
经过十几年的检验，现在可以说，达到了立项时所定的奋斗目标。
　　《清代全史》邀集了祖国大陆几十位学有专长的研究人员，其中大多数是高级研究人员。
他们虽然都不是通才，但对清史中的一些领域，有长期从事专题研究的基础。
分工承担《清代全史》中的相关章节，写来自然能反映那个“现阶段”我国清史研究水平。
　　这个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主管，由我负责具体的学术组织工作。
立项最初几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拨给研究经费，从1987年起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申请资助
。
当时国家经济还不富裕，科研经费很少，平均每年不过两万元。
我们开会，是在近代史所的招待所，不论名望高低，都是两人一间，吃饭都在近代史所食堂。
各分卷主编，要承担大量的学术组织工作，除了自己应得的一份稿酬外，没有拿一分钱的主编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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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全史(套装共10册)》共计10卷内容如下：《清代全史(第1卷)》内容简介：本卷叙述清代前
期的历史，包括满族的先世，满族的兴起和后金汗国的建立，努尔哈赤统治时期的后金汗国，女真各
部的统一。
皇太极统治时期后金国社会的变化与政策的调整。
入关前的社会状况.明与清之间的战争与双方实力的消长。
皇太极之死与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
本卷共分满族的先世、金国努尔哈赤时期在辽东的统治、金国在天聪时期的发展、入关前夕清朝势力
的形成等五章。
　　《清代全史(第2卷)》内容简介：本卷叙述顺治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44～1683年）间的历史，
包括清政府通过军事手段建立对全国的统治，遍及全国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抗清运动。
清初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
清初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以及中外关系。
本卷共分清朝的建立和民族矛盾的激化、抗清民族运动的兴衰与南明的覆亡、清初统治集团的内部斗
争及各项政策、清初的统一大业、清初的政治制度、中外关系、清初的思想文化等七章。
　　《清代全史(第3卷)》内容简介：本卷主要叙述康熙中后期的历史，内容包括康熙加强中央集权统
治的措施，康熙的经济政策及其成效，清朝统一漠北、青、藏的进程。
反击沙俄的武装入侵和《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顺、康时期的典章制度，吏治与财政。
学术文化与科学技术，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
本卷共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康熙的经济政策及其成效、统一漠北与青海、清朝驱准保藏的斗争、康
熙中后期的中外关系、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及租佃关系、康熙后期的储位问题和吏治废弛、各地的抗租
抗粮斗争和武装反清、康熙中叶以后的学术文化等九章。
　　《清代全史(第4卷)》内容简介：本卷叙述雍正元年至乾隆六十年（1723～1795年）的政治史、包
括雍乾时期中央集权的高度强化、军机处的设置与执掌、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以及生活的日趋腐化。
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进一步统一，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
概况。
本卷共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进一步加强、统治阶级的日趋
腐朽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少数民族地区的进一步统一、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概况等五章
。
　　《清代全史(第5卷)》内容简介：本卷叙述雍正元年至乾隆六十年（1723～1795年）的经济史，包
括这一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赋税制度的整顿与改革，租佃关系的发展变化，采矿业的空前发展，官
私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人口增长。
清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以及这一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本卷共分社会生产的发展与劳动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商品交换的形式与内容、对外贸易与对外关
系、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基层社会组织与乡绅等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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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清代全史(第1卷)》目录：再版前言前言绪论第一章 满族的先世第一节 元末以前的女真第二节 明朝
和女真的关系第三节 明代女真的社会和经济第四节 女真族统一的历史趋势第二章 女真的统一和金国
的建立第一节 努尔哈赤征服女真各部第二节 金国的社会和政治第三节 对明的战争和灭叶赫统一女真
第三章 金国努尔哈赤时期在辽东的统治第一节 金国对辽东地区的军事征服第二节 封建农奴制度的确
立第三节 金国同朝鲜和蒙古的关系第四节 宁远之战和努尔哈赤死亡第四章 金国在天聪时期的发展第
一节 皇太极继位后金国社会的变化与政策的调整第二节 明金间的议和活动第三节 明金间的战争与双
方实力的消长第四节 金、明、蒙的相互关系与金国对蒙古及黑龙江等地的控制第五章 入关前夕清朝
势力的形成第一节 清帝国的形成及其“汉化”过程的加强第二节 入关前夕清国的社会状况第三节 朝
鲜成为清国的属国第四节 明清间进入决战第五节 皇太极之死与全国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后记《清代
全史(第2卷)》目录：再版前言前言绪论第一章 清朝的建立和民族矛盾的激化第一节 明朝的覆亡与全
国阶级斗争的新形势第二节 山海关之战和清朝入主中原第三节 在清军打击下大顺、大西政权的相继
覆亡第四节 清初民族压迫政策和满族社会地位的变化第二章 抗清民族运动的兴衰与南明的覆亡第一
节 南明弘光政权与“联虏剿寇”政策的失败第二节 隆武、浙东政权与抗清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第三节 
永历政权与抗清运动的第二次高潮第四节 孙可望“国主”政权与抗清运动第三次高潮第五节 郑成功
抗清及收复台湾第六节 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第三章 清初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及各项政策第一节 清初
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第二节 对汉族官僚地主的控制与笼络第三节 对蒙藏等族的控制与笼络⋯⋯第四
章 清初的统一大业第五章 清初的政治制度第六章 中外关系第七章 清初的思想文化后记《清代全史(
第3卷)》目录：再版前言前言绪论第一章 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第一节 整顿吏治奖励清官第二节 巡视地
方“周知民情”第三节 实行“乾纲独揽第四节 抑制朋党第五节 朱三太子案和《南山集》狱案第二章 
康熙的经济政策及其成效第一节 垦荒第二节 改革赋役制度蠲免地丁钱粮第三节 治河和水利第四节 商
业政策第五节 手工业政策第三章 统一漠北与青海第一节 厄鲁特蒙古的强大与喀尔喀蒙古的分裂第二
节 喀尔喀蒙古南迁与多伦会盟⋯⋯第四章 清朝驱准保藏的斗争第五章 康熙中后期的中外关系第六章 
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及租佃关系第七章 康熙后期的储位问题和吏治废弛第八章 各地的抗租抗粮斗争和
武装反清第九章 康熙中叶以后的学术文化后记《清代全史(第4卷)》目录：再版前言前言绪论第一章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加强第一节 雍正即位第二节 加强对统治集团内部的控制第三节 军机处的
设置与职掌第四节 雍正的施政第五节 加强政治思想控制第二章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进一步加
强第一节 乾隆时期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第二节 经济、文化政策及其成就第三节 乾隆后期的统治第四
节 厉行政治思想控制第五节 政权机构和政治法律制度第三章 统治阶级的日趋腐朽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第一节 统治阶级的日趋腐朽第二节 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和武装反清起义⋯⋯第四章 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的进一步统一第五章 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概况后记《清代全史(第5卷)》目录：再版
前言前言绪论第一章 社会生产的发展与劳动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第一节 社会生产的发展第二节 社
会生产的组织形式第三节 劳动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与新生产关系的萌芽第二章 商品交换的形式与
内容第一节 市场中心的等级与功能第二节 商品的长途贩运第三节 货币金融与物价第四节 商人与商业
资本第三章 对外贸易与对外关系第一节 雍乾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第二节 开海贸易与“独口通
商”第四章 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第一节 官营经济⋯⋯第五章 基层社会组织与乡绅后记《清代
全史(第6卷)》《清代全史(第7卷)》《清代全史(第8卷)》《清代全史(第9卷)》《清代全史(第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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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明初对女真各部的招抚　　明建国后，元退回蒙古故地，史称北元，仍拥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同
明朝对峙。
在东北的几股残余势力盘踞各地，控制朝鲜；西北方面甘肃以西仍在北元掌握之中。
北元的力量如同一把长铗，从东到西钳制和威胁着刚刚建立的明朝政权。
经略辽东，招抚女真，割断北元同高丽的联系，是朱元璋巩固明初政权最紧迫的课题。
　　洪武四年（1371年），占据得利赢城（今辽宁复县得利寺山城）的元辽东行中书省的平章刘益，
悉举其地“兵马、钱粮、舆地之数”降明。
这是明朝取代元朝在东北统治权的开端。
自此，明不断用兵东北，消灭北元残余势力，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采取以军统政
、军政合一的体制，废置州县，下辖25个卫。
辽东都司是明代北边防御体系的九边镇在最东边的重镇。
　　明代辽东以辽阳、广宁、开原三城掎角，构成辽东军政统治的体系。
　　辽阳（今辽阳市），为东北最古老的名城。
从战国到明代，一直是东北政治军事的中心。
秦汉均为辽东郡治襄平的所在地，唐代为东北最大的军事据点辽东城，辽金两代均为五京之一的东京
，辽阳之名便始于辽代。
到元代，为辽阳等处行中书省的治所。
明代为辽东都司驻地，屯有重兵，定辽中卫、左卫、右卫（明后期迁置于凤凰城）、前卫和东宁卫均
设在辽阳城。
东宁卫主要控制长白山地区和鸭绿江流域的女真各部，联络朝鲜，保护朝鲜来京师（今北京）的通道
。
　　广宁（今辽宁北镇县城），为辽西历史名城。
自西汉置西部都尉以来，历代皆为辽西重镇。
元代为广宁路治所，广宁之名始于元代。
明朝辽东巡抚、辽东镇守太监、辽东总兵官等衙署皆设在此城。
凡在兀良哈蒙古和女真各部设置的羁縻卫所，以其首领为职官的升降、承袭，敕书的改换补发以及朝
贡事宜的管理、监督和奏报，均在此城办理。
广宁城还是辽西军事要冲，屯集重兵，以备辽东各地紧急之需。
广宁、中卫、左卫、右卫、前卫均设在此城。
防御蒙古，拱卫京师，保障辽西通道。
广宁马市在广宁城北从白土厂关入市，接待兀良哈蒙古朵颜、泰宁二卫来市。
　　开原（今开原县城北之老城镇），辽为咸州、金元为咸平府，元代开元路治设于此城。
本名开元，因避朱元璋讳，改为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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