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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战争史》

内容概要

* 第一章 明末农民战争的背景
* 第二章 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
* 第三章 起义初期明政府的对策和义军主力转入山西
* 第四章 起义中期的千里转战
* 第五章 明末农民战争一度转入低潮
* 第六章 张献忠、罗汝才重举义旗和杨嗣昌督师的惨败
* 第七章 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的大发展
* 第八章 李自成起义军南下湖广和襄阳政权的建立
* 第九章 张献忠起义军的进军湖广、江西
* 第十章 孙传庭部的覆灭和李自成西安建国
* 第十一章 明廷在覆灭前的挣扎
* 第十二章 明王朝的覆亡和山海关之战
* 第十三章 大顺政权的失败
* 第十四章 大西军在四川
* 第十五章 弘光政权的覆亡和南方的阶级斗争形势
*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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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战争史》

精彩短评

1、阶级斗争味很浓，但史料齐全
2、时代所限，顾诚千方百计为李张等的改朝换代洗地称赞他们的革命性情有可原。下到诸藩上到崇
祯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看似令人困惑，因为他们连Acemoglu-Robinson式的one time redistribution都不愿
意。但如果不把统治集团和他们的暴力机器看作铁板一块，恐怕就没那么奇怪了。
3、李、张二人之死，不得其所
4、终于买到老先生的南明史了⋯⋯
5、No.60。比他的《南明史》差了些，里面阶级斗争的东西多了些。
6、清楚的显示即便是在意识形态担纲的时期依然可以有优秀的历史著作出来，全书论据充分翔实的
写出了明末土地兼并导致的民不聊生揭竿而起与紊乱军纪和杀良冒功的结果，以及党争，奸阉和无可
挽救的吏治，明末乱局可以说是上下五千年最糟糕最无能为力的一部分，此外此书虽然写在推崇农民
战争的年代，对张献忠屠蜀事件完全不加回避，秉笔直书，令人心折，此外这书在李岩存在与否问题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李自成张献忠分别在局面不利但仍旧拥兵数十万的情况下轻骑出探死于杂鱼之手
的事太过诡异，不得不认定那段时间漫天的运气都站在爱新觉罗一边，还有，明廷的督师为了抢东西
把自己的城池攻破实在是太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爱新觉罗得天下，着实十分简单
7、一本自1984年之后就没有在出版但是研究明末社会都会读的书
8、史料剪裁随心，道德褒贬太重且肤浅。
9、顾先生自己说过 写历史必须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凭顾先生言必有据
的治学态度 我相信顾先生是严谨的...在那个年代敢对农民起义写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已属非常不易...
10、为了突出阶级斗争观点，作者的词语选用十分让我难受，对农民军的反人类罪行似乎都一笔带过
，相较于作者的《南明史》真是相距甚远。
11、好书，脉络清晰，剖析详尽，有理有据有说服力
12、毛时代写的吧，都是阶级斗争的味道
13、今天回初中看老师，说起我最近在看顾诚的历史书。。。然后老师和我聊了二十分钟顾城杀妻的
故事。。。我当时被老师那种不但看书，还了解作者写作背景的精神深深的打动了。。。后来才发现
，操，原来老师说的是那个写诗的
14、书中内容阶级斗争味道太重，开口就是诸如“反革命份子”“封建文人”“XX竟然”“XX顽固
不化”，这大概跟成书的时间有关。此外，本书关于明末农民起义内容描述十分详尽，引用必有出处
，显示了作者的严谨治学态度。
15、作者治史之精令人钦佩，作者的史德亦令人钦佩。
16、不如南明史写得好 不过依然秒杀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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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战争史》

精彩书评

1、主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评析，偏农民军倾向明显，整体水平不如《南明史》。但要了解明末农
民战争全过程，还是推荐必读。当然，我完全理解顾老的苦衷，毕竟成书是在八十年代，如果再过十
年的话效果应该会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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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战争史》

章节试读

1、《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笔记-第136页

        （李自成攻占洛阳，诛杀福王后）一天，朱由检去朝见其庶祖母刘太妃，坐下后不久就打瞌睡，
一觉醒来感到有失体统，忙向太妃道歉说：“神祖时海内少事，至儿子苦枝梧多难。两夜省文书未尝
交睫．心烦懑，辄废餐。自以年才逾壮，为国事磨耗，蚤困劣。在太妃前惽然不自持一至此。”“太
妃为之泣下，上亦丸澜者久之，诸宫人莫能仰视。”

2、《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笔记-第20页

        这里说明了灾荒的普遍性。再看万历四十三年山东青州府推官黄槐开的一件申文：
“自古饥年，止闻道殣相望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耳。今屠割活人以供朝夕，父子不问矣，夫妇不问
矣，兄弟不问矣。剖腹剜心，支解作脍，且以人心味为美，小儿味尤为美。甚有鬻人肉于市，每斤价
钱六文者；有腌人肉于家，以备不时之需者；有割人头用火烧熟而吮其脑者；有饿方倒而众刀攒割立
尽者；亦有割肉将尽而眼瞪瞪视人者。间有为人所诃禁，辄应曰：‘我不食人，人将食我。’愚民恬
不为怪，有司法无所施。枭獍在途，天地昼晦。”

3、《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笔记-第15页

        关于明代赋税的加派，一般只讲主要的几次。万历末年，辽左用兵，每亩加银九厘，一共加赋五
百二十万两。这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以前朝廷加派的饷银。崇祯三年，再按亩加征三厘，加上万历
年间的九厘，每亩共征一分二厘，统称辽饷。这是在明末农民战争刚开始时加派的情况。此后，崇祯
十年，根据杨嗣昌的建议，天下按亩加粮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共增赋二百八十万余两，称为剿饷；
崇祯十二年又以军费无着，加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先后共增饷银一千六百七十多万两，超过常年岁
入一倍以上。直到明王朝灭亡才停止了崇祯年间的加派。

4、《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笔记-第20页

        水利失修严重地削弱了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而政府的一味追比钱粮迫使农民大批逃亡，又
加重了灾荒的破坏性。明朝后期留下了许多关于饥荒惨状的描写。直到现在读起来仍然令人怵目惊心
。万历年间的记载说：
“数年以来，灾警荐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
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展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

5、《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笔记-第10页

        当时的漕运总督李三才在疏中说：“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
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
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又说：“闻近日章奏，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
亡所关。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鹜，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
屋，谁为守之？”朱翊钧对此也置之不理，依然行其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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