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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关外》

内容概要

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幅铠甲起兵，亲手缔造了八旗军。在统一女真诸部
的行动中，及后来与明朝的作战中，八旗铁骑所向披靡。到了清太宗皇太极继位期间，又组建了攻坚
能力极强的炮兵，试图摧毁明军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这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军队先后在萨尔浒
、辽沈、大凌河、松锦等一系列大战中取胜，歼灭了大量明军主力，竭尽全力地逐鹿关外。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从纯军事的角度，客观详实地讲述了八旗军在关外通过一系列重要战役发
展壮大的经过；为读者提供了一幅问鼎中原之前，八旗军历经战火锻炼，终于成长为当时中国最有战
斗力部队的生动而清晰完整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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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湖光，图书管理员，草根明史研究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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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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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比明清战争史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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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东北，满清龙兴之地，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期的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明清两国在此争雄，从辽河
两岸打到长城内外，北京城下，可是，大明朝最终还是先亡在农民军的手中，三百年后，郭沫若写了
甲申三百年祭，此后的共产党军队也是在东北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并且和满清一样，由关外而关内，
坐收鹬蚌相争之利，明朝官军和流寇打的不可开交，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军也拼的鱼死网破，李自
成一度被打的只剩一千人，躲在深山中“打游击”，共产党的军队一度也被圈在陕北的贫瘠地区，来
自关外的战事同样救了李自成和共产党，长城最终没能抵抗住满清和日本人的铁骑，最大的心腹之患
永远是内部的。看完此书，几个想不到，第一：满清军队虽然火炮装备的比较晚，但是士兵的铠甲装
备居然远超明军，这是第一个想不到，说明满清的冶铁技术很发达。等到他们获得了火炮铸造技术，
再配合轻重马步兵，简直就是所向无敌了。第二：袁崇焕之所以能守住宁远城，很大程度上是红衣大
炮的功劳，之前的守城大炮居然连清军攻城的木板防护车都搞不定，也难怪老被攻破城池，但是红衣
大炮的威力有了质的飞跃，破了清军的楯车，那其他步兵也就不在话下了。第三：崇祯帝的人品值得
重新思量，此皇帝虽然勤政，好像显得异类，但是性格确实有重大缺陷，即所谓的刻薄寡恩，滥杀无
辜，要知道，他杀的可不只是袁崇焕，多少文官和武将死于他的追责，尤其是与清军和谈的兵部尚书
陈新甲，那简直是替皇帝背黑锅啊，崇祯皇帝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和谈就和谈啊，有什么大不了的
，江山都没了还要面子干嘛啊，而且自己死后还好意思说是大臣们对不起他，说的好像他多对得起大
臣们似的，真怀疑他是不是摩羯座的啊，死不认错的臭毛病啊要不得。第四：长城修的再坚固，终归
是工具，关键还是看人啊，满清五次绕过辽东防线从蒙古破边墙进攻北京，所谓的长城没有一次能挡
住敌人进攻的，我曾在宁夏红山堡看到过无比精巧细致的长城防御工事，可那又怎样，这么长的一字
长蛇阵，只要有一处软肋，那就全部崩盘，很多人在夸耀某处长城的险峻，多么的易守难攻，可是要
知道，长城防御是符合木桶效应的，他的综合能力不是看最险峻的部分，而是看他短板的长度，也就
是短板的长度决定了它的蓄水能力，所以，不管是抵抗八旗军队也好，或者后来的日本人也好，只要
有一处被攻破，其他关口的后方就失去了保障，整个长城防线就失去了价值。山海关再坚固也没用，
随便一绕，北京城还不是门户洞开。所以最厉害的还是满清啊，康熙皇帝曾夸耀，我朝满蒙一家，不
需要修长城！明朝修长城，方向从一开始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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