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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群雄争霸，相同的历史条件，为何独独努尔哈赤能够戎马倥偬，统一女真，百战创业？
 古勒山之战，萨尔浒之战、辽沈之战⋯⋯清初几场大战，以少胜多，场场精彩；“太子”被废、大福
晋被迫殉葬⋯⋯清初九大疑案，扑朔迷离，惊心动魄。
 这是一部雅俗共赏的社会科学普及作品，在知识含量大的基础上，力求大众化，摒弃戏说，准确表达
，引人入胜。
读此书如读“三国”。
　　本书全方位立体描述了努尔哈赤的一生，从他的成长过程写起，直至统一女真各部、创建八旗制
度，促进满族形成、建立后金政权、制定抚蒙政策等，并告诉您努尔哈赤如何成长为一个杰出人物所
必备的素质：一位政治家应有的智慧和韬略；一位军事家应有的勇敢和计谋；一位民族英雄应有的襟
怀和远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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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洪匡失国第四十七章  袁崇焕守卫宁远努尔哈赤兵败宁远城下  第一节  袁崇焕守卫宁远的方略和措施
 第二节  袁崇焕取得宁远保卫战的胜利  第三节  宁远之战中后金的伤亡及失败的原因第四十八章  对蒙
古的战争与和平及努尔哈赤的政治遗嘱  第一节  努尔哈赤发动对巴林部和炒花部的战争  第二节  努尔
哈赤礼遇奥巴  第三节  努尔哈赤的政治遗嘱第四十九章  努尔哈赤病逝皇太极即位  第一节  努尔哈赤病
逝  第二节  皇太极即位  第三节  关于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的评说第五十章  努尔哈赤的十六位后妃第五
十一章  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第五十二章  努尔哈赤的诸女：八女、一养女、一养孙女第五十三章  清
代的关外三陵  第一节  兴京永陵  第二节  沈阳福陵  第三节  盛京昭陵  第四节  附录：辽阳东京陵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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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满族的先世——从肃慎到女真第一节 唐以前的满族先世和唐朝渤海国的建立居住在我国东北
广大地区的满族先世在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和中原地区具有密切联系。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黑龙江省呼玛县十八站鄂伦村人民公社境内，首次发现了距今约一万多年的
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石器一千零七十件，其类型和加工技术，与在华北地区发掘的一些旧石器有许
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我国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更加密切。
在我国东北的北半部，陆续发现了大量古人类遗址，出土了许多磨制的新石器和其他人类使用的器物
，这些器物和中原地区、特别是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器物十分相似。
以上旧石器和新石器器物的发现，说明在远古时代，黑龙江流域的文化就和中原地区的文化存在着紧
密的联系，二者甚至存在着交流的可能性。
我国满族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肃慎人。
明朝人严从简辑录的《殊域周咨录》说：“女真，古肃慎之地，在混同江之东，后汉谓之挹娄，元魏
谓之勿吉，隋唐日黑水棘鞨。
唐初，渠长阿固郎始来朝，开元中，以其地为燕州，置黑水府。
其后，粟末靺鞨强盛，号渤海，黑水往属之。
及渤海浸弱，为契丹所攻，黑水复擅其地，即金鼻祖之部落也。
初号女真，后避辽兴宗讳，改日女直，臣属于辽。
部族散居山谷。
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国日金，灭辽伪都于渤海上京。
至海陵，改为会宁府（又名合兰府）。
金亡归元，以其地广阔，人民散居，设水达达等路军民万户府五，以总摄之。
”这段简练的文字概述了女真先世肃慎至元的发展大略，为我们研究女真族的来龙去脉提供了一条明
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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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拙著《努尔哈赤编年体传记》在搜集资料、写作过程及定稿打字阶段，得到不少亲属、朋友和学生的
大力帮助，我认为必须把这些无私的帮助讲清楚，才能感到心安神宁。
2003年10月15日，我独自一人来到梨树县叶赫镇，围绕着叶赫东城的内城残存城墙转了一圈，深深地
为遗址的庞大规模所震撼！
第二天，我在梨树县政协有幸结识了文史办主任田奎臣先生，经他与叶赫镇的干部“刘哥”（我至今
不知道其名字）联系，得到一套《叶赫历史文化丛书》，该丛书包括《叶赫史话》等四册，编著者为
苏景春先生。
其中《叶赫史话》一书对我弥足珍贵，它就是我要寻找的突破性资料。
赵东升先生是吉林省的地方史学家，我至今与他尚未见过面，可他于2004年和2005年两次无偿地给我
寄来他出版的新书：《扈伦四部研究》、《满族历史研究》。
这两本书与苏景春的《叶赫史话》一起构成了我写作本书的起点。
我的儿媳妇赵坤的双胞胎哥哥赵鹏会同他的朋友到北京图书馆，硬是用笔抄写了徐乾学的《叶赫国贝
勒家乘》四十页、《叶赫列传》一册一百五十八页，寄到了新宾。
后来赵鹏又从北京寄来《筹辽硕画》卷十一百页的影印件。
我在辽大历史系的同学、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赵东辉先生用特挂邮递给我寄来了由研究员张玉兴提
供的吴文衔《关于扈伦四部南迁》一文的复印件，这篇文章是打开扈伦四部南迁历史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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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努尔哈赤编年体传记(上下卷)》是一部雅俗共赏的社会科学普及作品，在确保学术水准的前提下，
尽可能采用生动活泼的叙述方式；在知识含量大的基础上，力求大众化，以通语言，摒弃“戏说”，
准确表达，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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