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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上下）》

内容概要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美国魏斐德教授的史学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匠心独具，把中国历
史上王朝循环中的一环——明清嬗代过程作为运思课题。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国防
诸方面的宏大背景之中，对一个帝国如何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另一个帝国又如何重建秩序走向
强盛的过程作了总体的解剖与透视。他使人看到，中华帝国的体制与秩序中天然包含着走向衰微的因
素，而王朝更代则构成了重建秩序的机制与途径；满族入主，在此被视为一种重建秩序的特殊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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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上下）》

作者简介

魏斐德教授1937年生于美国，1965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多年从事东亚历史和
语言的教学与研究，曾担任该校东亚研究所的主任，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近代上海和中国历史研究的论
文和著作，其中关于17世纪中国满族历史的专著获得了美国东亚研究学会的莱文森奖，他是美国最著
名的中国问题和中国历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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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上下）》

书籍目录

导言
第一章 北部边防
明朝的卫所制度 汉族边民与满族奴隶 努尔哈赤的崛起 吞并辽东 满汉种族冲突 新式武器和进攻策略 努
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第二章 崇祯朝廷
士大夫的社团 科举生涯 温体仁当政 复古派与边防策略之争 周延儒的荣与衰
第三章 满族势力的扩张
汉族合作者 大凌河之围 祖大寿投降与复叛 边民与海盗 皇太极称帝 攻克松山 洪承畴之降 锦州的陷落
第四章 北京的陷落
李自成起兵问鼎 南迁之议 崇祯皇帝的末日 大顺的臣民 合作者中的儒生士大夫 吴三桂 多尔衮决心介入
大举南下
第五章 南京政权
史可法与军阀 明朝的皇室贵族 皇位继承危机 四镇 党争复起 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顺案 政治迫害 南
京政府的困境 扬州的忠臣 和谈
第六章 清朝统治的建立 地方合作者 山东的投降 北人与南人 清除明代弊政 部分改良 满人的弊政 旗地
与奴隶 满人的种族分隔与社会控制政策 保卫京城 抵抗活动的再起 李自成的最后失败
第七章 南京的陷落
勤王选择 献身与妥协 满人渡河 童妃案 伪太子 左良玉兵变 进攻扬州 史可法与多尔衮 扬州十日屠 史可
法功过评价 弘光帝出逃 南京的投降 大赦 改换门庭
第八章 江南的抵抗运动
乡绅们的矛盾心理 江南地区的经济分化 社会依附关系 阶级矛盾 农奴暴动 合作恢复秩序 剃发令 地方
抵抗运动 嘉定的崩溃 太湖义军 第一次松江起义 遁世隐居
第九章 北方中国的地方控制
盂乔芳和陕西的初步平定 山地的“带发”人 山东的清剿 地方官与胥吏 保甲制 有区别的恩赦
第十章 “危时计拙”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溧阳、淮阳起义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陈子龙与松江兵
变 兜捕文人学士 淮安之谋 清廷的猜疑 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 万寿祺和顾炎武
第十一章 北方的最后平定
榆园军 刘泽清案件 1648年的回民起义 姜壤之乱 征服西部 陕西东南与汉水高地 山西山匪 总督、缙绅和
乡长
第十二章 多尔衮摄政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多尔衮专权 南北之争 弹劾冯铨事件 满汉两头政治 指控亲王 文人关系网的重建
多尔衮的威福及其薨殁
第十三章 顺治朝
皇帝亲政 吏治改革 清洗都察院 抑制贵族 了结旧账 吴伟业复兴文学党社的努力 皇帝与殉难者 索贿者
与吏治腐败 考课与朋党 任珍案 仿效明初之制 矫枉过正：朝服事件 对陈名夏的最后审判
第十四章 专制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南明海军的威胁 顺治皇帝的南人臣僚 清廷专制与满人至上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清廷信用汉人的后果 
郑成功的进袭 社会与政治的均平 赋税制度改革 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击
第十五章 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
最后的明朝忠臣 公德与良知 三藩之乱 范承谟的殉难 清朝的忠君思想
附录
A．出仕两朝的大臣 B．1644年的“贰臣” C．地方政府中的旗人官员中文、日文引书目录西文引书目
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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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上下）》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北部边防　　明朝的卫所制度　　卫所是明太祖称帝前在南京创建的，是明朝军队中最为
重要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是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朝军制的某些内容而形成的，属于自给
自足的军屯类型。最初，每个军士受田15亩以维持生活。1365年，长江中游一些惨遭战火洗劫的地区
被辟为军屯区，每个26军士受田50亩，给耕牛农具，并免其田租徭役。这种制度，使各地卫所军士在
明初25年中，每年都能生产约3亿公斤粮食，足以供养100万军队，从而使朝廷无须从国库按月拨发粮
饷便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边防力量。　　卫所军士皆由身份永远不变的世袭军户充任。卫所军官也世袭
其职。这样，卫所制度一方面表现出朝廷有决定其臣民之身份的权力，同时也展示出封建化的巨大潜
力。世袭的军士会因其身份相同而形成牢固的个人联系，因此必须尽力防止将领与军士的关系过于紧
密，并对整个军队组织加以严密的行政控制。各卫之事务由三司分掌：都指挥使掌兵，此外有布政使
司和按察使司。所有军户的户籍皆由五军都督府管理，军队调动权则在兵部文职大臣手中。当卫所军
队被征调作战时，其27军士便脱离了卫所军官，由都督府指定的总兵官统领，而总兵官则向通常由朝
廷大臣出任的统帅负责。　　要使这种精心设计的自给自足的军事制度永久存在下去，必须维持世袭
军户的素质和义务。但15世纪后期，意味着该制度走向衰败的不祥征兆却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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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上下）》

编辑推荐

　　作者正是出于这些疑惑，以一个历史学家敏锐的目光，透视其中的缘由，并力图为大家找到答案
。《洪业：清朝开国史（上下）》立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国防等诸因素，对明清嬗
代的过程做了深刻的分析和解剖，书中既有史实的叙述，又有理性的论说，既有纵向的中国古代史的
追述，又有横向的与外国古代史的比较，视角开阔，观点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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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上下）》

精彩短评

1、小错挺多，没看下去。里面引《扬州十日记》里描写扬州城破的一句“突有一骑自南而北，撤缰
缓步，仰面哀号；马前二卒，依依辔首不舍。至今犹然在目，

恨未传其姓字也。”
2、怎么说呢，看看注释就行了，不要太当真，这本书其实离新清史更远，又走回了传统史学的窠臼
，海外汉学往往就是在这种不中不西之间左右为难。话说薄小莹是番茄王的小妹，也要做这体力活来
赚钱么。——《明代人名辞典》，听着哪里高大上了！！！
3、还是魏斐德 比较靠谱
4、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  翻译的也很好 可读性很强
5、看过这本书 没有一丝对清代“洪业”波折与壮丽的触动 反而对古代王朝失望不已 最可悲的其实不
是发现我们最后一个民族王朝在命运的终结点变成了一个泥足巨人 而是发现那个战胜它的力量 其巅
峰也不过是一个被大地及其子民束缚住的家伙罢了 与其说是统治 不如说是禁锢 所以当时代更迭 古老
的东方无法挣脱一切 绽放新的力量 只能在那个泡了三千年的泥潭中不可自拔 让我辈后代徒自神伤
6、现在历史出在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要么写的太过专业，要么写的太过弱智。
7、明清擅代，也是西方汉学家关注的重点之一。明帝国的衰亡与清帝国的崛起，是17世纪最重大的变
革之一。清帝国的崛起有其必然性，也是值得深思和探讨的永恒话题。
8、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经济、政治、精神史。重读需关注经济基础。
9、老外对明亡清兴的研究
10、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11、创业如同人生,需要强大的信念,和各种机缘的巧合
12、6.29-9.14
13、真正的明亡清兴全记录
14、可惜的是，封面的英语就打错了
15、对早期女真人和清初的秩序的建立基本是肯定的
16、关于明清之际总论性的史著，没有比这本更好的了。
17、好书！
18、清朝开国。看似简单容易，顺理成章，不是简单的因李自成引起的内乱而乘虚而入。
蛮夷鞑子，能征服华夏，并且统治二百多年，华夏汉人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撕裂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
有助于满清的统治，满清也很好的利用了这点。
19、因为是开国史，所以着重的是与明朝，李自成部，以及南方的一些内容，有点想看建州女真与海
西女真，还有蒙古之间战争关系变迁方面的书。。。
20、金鳞岂是池中物 一遇风云便化龙
21、原来，中国历史写的最好的不是中国人。
22、读了两个月，中间佐以相关小说影视若干，人事呼啸，异彩纷呈。只史料一脉，此书真可谓历史
著作的标杆；兼叙议从容，浓淡相宜，更为难得。
23、明清嬗代过程，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宏大背景之中，对一个帝国如何最终陷入不
可自拔的困境、另一个帝国又如何重建秩序走向强盛的过程，作了总体的解剖和透视。它使人看到，
中华帝国的体制与秩序中天然包含着走向衰微的因素，而王朝更替则构成了重建秩序的机制与途径。
24、2017.12.B
25、西人治清史，或不长于材料考证，实有宏观的历史论证与清晰的历史观念。
26、鲜活的历史，另外翻译的不错
27、2011.01.27——2011.03.22 上部完成
2011.03.24——2011.04.05 下部完成

28、历史总是如此周而复始！
29、上册比下册好看
30、江山易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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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上下）》

31、我读的是更新的版本，是单行本，但豆瓣上没有。魏斐德治史严谨啊，把明清嬗变梳理得非常好
，可读性极强。
32、另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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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上下）》

精彩书评

1、一个板荡的历史基点一三六八年，出身贫寒的朱元璋没有错过历史所赠予的最高荣誉。经过十二
年功夫，他所率之部已基本控制住帝国大部分地区，再无有任何实力与之抗衡，新朝诞生。此后凡二
百七十六年，朱明王朝由盛到衰至一六四四年结束。此前数十年间，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间
。经过几代经营，北方边境的满州女真人，完成入主中原的准备。北京，一个天意之城。无数的统治
者在这里发号施令，接受臣民觐见。忽必烈在这里开疆拓土，树立权威；永乐给这里建筑辉煌，出使
使臣；李闯王也曾在此一夜风流；康熙则掌握它六十一年，并梦了一觉千古一帝。不幸的是，后来八
国联军和日本人不请自来，也到过这里。现在，一六四四年，这痤伟大的都城在观望，等候这个帝国
新的信仰。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就如黑格尔所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实和人物，可以说都
出现两次。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用史无前例结束生命的方式，自缢于内苑万岁山寿皇亭边的一颗树上
。衣襟内用血写下，“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不敢终于正寝。”此时身边仅有太监王承恩，而数百年
后，清代的末代皇帝溥仪死后用的方式也是史无先例——火化。明朝气数在朱由检最后的呼吸中消失
殆尽，八旗满人如愿登上紫禁之巅。这一过程就像二百七十六年前的蒙古人，只不过是在相反地角色
下完成。大势已去的蒙古人开宫门北奔，满人则从北奔来推开宫门。“满人由北向南，自东向西的进
军方式正是遵循了中国的地形特征，同时也顺应了将名区域政治经济中心紧密融入新的国家结构的需
要。” 这样全部的过程，“在中国经历了二十世纪的长期分裂后，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统一全国时选
择的进军时机和路线可谓满人入关的惊人再现。”（《追寻现现代中国》史景迁，上海远东出版社，
四页）在朱由检通往煤山红阁的海棠树之路时，大明王朝已步入它的黄昏。此刻千苍百孔的帝国江河
日下，已是强弩之末。北方的满人虎视眈眈，南边李自成的势力日益壮大，整个大明的江山仿佛就只
剩下一痤紫禁城，在孤独的等待那不可捉摸的命运幻影。面临着紧逼的局势，群臣却都束手无策，崇
祯不由愤怒悲痛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然对这种境势，崇祯并不认为这是自己
的罪过，他把过错归咎于他的廷臣，“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臣之误朕也。”事实上，此前
他手下最得力的将领袁崇焕，出于猜忌和受满人离间，被他凌迟处死。袁崇焕生命的提前结束，加快
了清军南下进军的步伐。相比北方取得胜利的顺利，清政权在南方因为受到的众多抵抗则麻烦多了。
如果说北方的民众还在观望，那南方众多的反清人士已经起义抵抗。对清政府来说，南方的众多省份
难以统治，“相比于这一像百衲布一样拼凑起来的社会，北方的大平原和单纯的社会结构是多么的顺
从而易于统治。”（《洪业》六八零页）然而抵抗没能持续更久，在满人强势的军事力量下，复明运
动与南明政权经过短暂努力以失败告终。满人用强硬的高压政策去平息不顺从的地区，但另一方面，
也以怀柔的姿态来笼络士绅阶级。对受降的明朝官员士子允以厚待，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既没有受
到以往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
《洪业》四七五页）正是有了这些人的服务，他们多被委以中下层官员，清廷得以在短时间里重建皇
朝的新秩序。清朝真正的太平天下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来完成，但帝国的管理形式已归中央集权。此后
的统治过程，清朝武功扫平边疆，国土较明朝大了近一倍，间接让民族融合有一个更高的结合；内治
在康雍乾三朝中达到历史的新高度。一个多世纪里，统治再无任何势力与之挑战。但是，同一时期的
外部世界，在欧美、在日俄，由于军事与经济引发的革命，新工具的出现改变了一切，军事技术，经
济生产，政治体制都进行了更合理化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却缺乏与世界同步的愿望性，因此远远落
在后面。然而失去这个时代机遇的原因，某种程度上是当初取得的成功过于彻底。“清初统治者在运
用相当进步但属传统类型的制度与技术以恢复政治稳定的过程中，获得了彻底的成功。权力高度集中
，而未得到彻底合理化改革；君主的权威提高了，官僚政治的积极作用却下降了。”（《洪业》七二
九页）“一句话，这种体制长于防范，而非有所作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九十一页）（
《洪业》，六九五页）满人宏伟事业徐徐展开走向强盛的历史，魏斐德先生用《洪业》重演这一幕新
秩序重建的过程。作者这次往历史真相航行的努力，既是对清朝开国史的历史构建，也是作为历史学
人构建自身学术价值体系的重要一环，成一家之言的释义。魏斐德的著述以史料扎实著称，对证据的
重视和对证据来源的尊重都在《洪业》中体现于内。他曾向他的学生推荐马克布洛赫，我想，布洛赫
的治学态度一定是影响过魏斐德的。魏斐德问学态度相近似布洛赫，但在历史观念上，魏氏的历史哲
学大概不出柯林武德。魏斐德向历史深处远航也许不仅是在柯林武德的海域上徘徊。但什么是真正的
历史，历史真正发生过什么。或者历史真相是一个谜，历史作者根据自己世界观的知识结构释谜。结
果呢？只是在神秘与不朽两者之间多出一个寓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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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上下）》

2、以下是三次大地震的日期。汶川512海地112智利227看完了？有没有看出什么端倪？那么请竖着看
。很诡异是吧？玛雅预言：2012年12月21日的黑夜降临以后，12月22日的黎明永远不会到来。看最后
的数据 512121121222722大家来讨论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巧合呢？真的是玛雅预言还是巧合？1.打
开google earth，位置锁定成都，保持同一经度直接往北飞180度，你发现了什么？会路过海地，到达智
利。 三者在同一经度圈内。2.汶川经纬度为：北纬31度 ，东经103.4度。相应地球另一端的经纬度为：
南纬31度，西经76.6度。这个位置在南美洲智利以西的太平洋沿海。智利震中与四川盆地震中几乎完
全对穿。3.汶川地震与智利地震时间：均为东8区14：30左右。4.有资料考证，5.12汶川地震期间，智利
火山运动相当频繁.24小时内琉球群岛共地震22次，最大震级7.3级。南极洲5.5级，智利8.8级，环太平
洋火圈全面点燃5.北京时间2010年2月27日悉尼报道：重10亿吨、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的冰山从南极“
梅尔兹”冰川脱落，正在向澳大利亚移动。巧合?2012年是不是世界末曰我不知道。但大家可以在网上
搜索看看。科学家们认定2012年为太阳分子活跃巅峰、期间可能造成全球通讯瘫痪。科技可能倒退几
十年、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不管真也好、假也好。趁着社会还美好、多陪陪家人、朋友。当然、还有
你的恋人。现在开始、珍惜身边的人吧。不要像电影里那样、瞬间什么都没有了。看完的转载吧、让
身边更多的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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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上下）》

章节试读

1、《洪业（上下）》的笔记-第三章 （内） 边民与海盗

        按照魏斐德的观点，随着1631年大凌河的投降和辽东海盗集团孔、尚、耿等人的归附，由汉军组
成的汉八旗开始成为满洲军队的主力。所谓明满战争，其实变成了关外军阀集团与关内军阀，以及改
编义军间的较量。
旁证顾鸣先生的《南明史》，可见南征过程中，满人往往以固山额真职统军，牛录、甲喇、将军等职
汉人居多。尤其是1648年后，在攻打湘闽桂粤等地时，满军几乎全然指望不上，汉军更是绝对意义上
的主力。
随后在1648年以后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包括南方的金声桓与李成栋反正，北方的姜瓖之乱，以及
刘泽清联结曹州榆园军案，明显的特点是四人在降清前都是军阀身份，这连串事件也可以看作关内军
阀在被关外军阀改编时的一种排斥反应。另一个有趣的反例是洪承畴坐镇南京时虽然有很多证据将他
与南方的复明事业联系起来，却最终没有受到太大的处罚，这也与他降清时是明朝大臣，而非军阀的
身份有很大关系。

2、《洪业（上下）》的笔记-第368页

        对多铎本人来说，纪念这样一个已经埋葬了的忠贞不渝的义士，有助于把这场疯狂的掠杀变成一
种庄严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从抽象的价值观来看，史可法对于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承担
的儒教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满人与汉人的冲突。
这一段分析很精辟啊。

3、《洪业（上下）》的笔记-五

        可怜扬州！

4、《洪业（上下）》的笔记-第十四章（重要）

        P653
因为在东南地区有强大的军实力量（海军）威胁南京，在江南地区又有着可怕的反叛迹象，顺治皇帝
不仅对一部分汉军旗人和北人对陈名夏等南僚的攻击置之不理，同时还对国内最有声望的一名江南士
大夫吕宫表示特殊的甚至可以说是象征性的恩宠。
——不仅仅因为他是江南人，还因为他是“新”汉人官僚之一：在本朝进士及第，而非明朝科举及第
者，也不是贰臣。
——在清除了陈名夏（担心他会造成明朝末期党争局面）之后，顺治皇帝转而倚重的就是这些新人，
以图抑制旧南方士大夫的影响。
顺治帝一面说“朝廷立贤无方”——关键是官员的现在表现，而不是政治或地域集团过去的行为，但
在不久之后（可能部分由于南明海军攻势有所缓解，顺治帝不必再为疏远东南重要士大夫而不安），
皇帝确实开始转而反对他以前庇护过的许多贰臣（比如发配陈之遴）。

P659
顺治十五年，陈之遴被放逐，宁完我也死了——两位最有代表性的南人贰臣和参与了满人登上北京皇
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同时退出政治舞台。其中陈名夏和陈之遴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
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
一定程度上，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
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等
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框架——1658年8月顺治改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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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上下）》

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同明朝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大
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一个部曹。
——顺治帝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
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控制。
（虽然师生同门关系网仍然存在，但顺治帝希望通过加强他与臣子们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
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证，这
也是其父祖的传统）
——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的关节
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族统治者的特点——统治者与大臣们形成一种特殊的个人关系，
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然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
（当然紫禁城与皇太极的盛京小别墅那样的宫殿相比不一定能产生同样的亲近感，但顺治设法对高度
礼仪化的汉人朝廷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
皇帝对臣子的亲近，自然期望其直言尽忠以作为对其知遇之恩的报答——这样的君臣之义是非常明确
的，超越任何形式的道德义务，也超越了晚明党社运动中那种政治理想。此后清朝君主继续不断的促
进君臣之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是围绕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
。（比如康熙帝的南书房、雍正的宫禁密奏，比如雍正帝与张廷玉、田文镜的关系）
summary——顺治帝先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都察院吏科
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内廷秘书帮助制定政策控制六部）；然后，为了防止官员以权谋
私，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如陈名夏）从他的近臣中清除出去；最后，重
用1644年之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汉军旗人在清初各行省
总督的位置上保有绝对优势——正是他们而不是满人自己作为总督承担起了扫清南部中国南明军队残
余的责任）——终于把满洲氏族制得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和谋臣之间形
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同时坚决制止官僚朋党的形成。

P671
重用汉人的后果
（当时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征服南部中国的）
1、授予了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无法抑制的权力（清朝终于出现了贵族势力的威胁，但并不是像
统治者之前担心的会来自于满洲内部，而是在汉人军事贵族身上体现出来，吴三桂的亲王地位以及私
人军队正是多尔衮和顺治都拼命避免使他们的亲王贝勒得到的割据力量）
2、满人对军权的垄断地位的丧失（皇帝允许汉人参与制定军事政策，反映了汉人在战场上实际领导
地位，同时也进一步坚定了皇室早已形成的一种决心：不把满洲贵族和旗人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特等
阶层、不要在中国内部形成了凌驾于皇位拱卫者智商的食封阶层——邻国日本的食封官僚体制：军事
贵族服从于一个翻过的封建法令，同时又作为其国君的官员领受俸禄和食品——维持了封建军事阶层
的伦理责任：武士道精神，时时谨记自己是国家的卫士社会的主宰）
但是满蒙汉旗人不可能在儒家的文官体系中长期担任一个官僚角色而不放弃其军人身份（这是因为皇
室需要将满洲贵族、汉人藩王以及新的汉军旗人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需要一个永久存在的文职官
僚体系），因此，霸气贵族必须与另一种文职政府的代表分享中央与地方的军权，同时不得不再同那
些与自己有区别的官僚竞争时接受其价值观念。
文官体系是深深植根于儒家政治价值观之内的——只要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依然存在，士大夫的美
德就会占据优势（他们学识渊博、谙熟伦理道德、精通书画，兼文人与官僚于一身）；另外，清廷支
持儒学盟友
——结果：军人去竭力模仿文臣。（比如将武将依据举重、舞剑、开弓的本领划定等级，就是在体力
上对八股文进行的东施效颦的模仿）
——18世纪中叶，大部分旗人已经不会骑马也不会狩猎。居住在北京的大多数人成天以饮酒、赌博、
看戏、斗鸡度日）
——29世纪20年代，占城市人口不少的北京旗人职业五花八门，但无权无势，但他们就是当年曾在中
国大地上纵横驰骋的武士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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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上下）》

P680
杨雍建
宗派和朋党并不是产生于政府内部，而是由在官僚体系之外的社会组织派生出来的。实际上是缙绅家
族统治的一种体现，它与由地方名流把持的的非正式组织相关，阻碍着皇帝与其臣民的直接联系。同
时朋党还显示出一种自卫能力，这种能力损害了中央政府利益，维护缙绅阶级自己的经济利益。
（朝廷中的政治朋党是地方文人社会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朝廷的朋党又反过来维护地方缙绅的经
济利益。因此对缙绅党社的打击与对缙绅经济特权的打击是一致的。P688）
而作为统治者如果失去了与国内最富生产能力的农业人口畅通无阻的联系，无法在这些地区行使意志
征收赋税，就会发现自己软弱无力。
——需要改革赋税制度（使士绅们无法为投靠者提供逃避赋税的保证）P685
——1652年禁止组织盟社

从此之后一直到20世纪清朝统治最后几年，官府都有力的制止了中国文人参与自发的政治运动——清
廷以明初严厉的君主专注主义的名义，否定了明朝后期政治运动中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理想主义。
虽然法律和秩序得到恢复，但是以正义的奉献与自主的社会批评为代价的。
（清朝就这样抑制了一心治国安民的缙绅阶级的自主行为以及结盟立社之习，使他们过一种只寻求个
人利益的生活。因此在明朝方志中处处体现的缙绅们的地方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在清朝方志中不见了
。）

此章日后重读。关注缙绅阶级的经济基础。

5、《洪业（上下）》的笔记-第751页

        谈迁的笔记著作《枣林杂俎》，误作“杂俎枣林”。

另，本书大约作于20世纪80年代。其后大陆方面有一些明清笔记的整理工作，突出的如中华书局的“
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明清笔记丛刊”，以及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排印一套明末清初的笔记作品，似乎
和“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有较多重叠，但是质量较差，也许是原书字迹不清之故。

6、《洪业（上下）》的笔记-第499页

        注2当时如皋两个最著名的人物，剧作家李渔和诗人冒襄，都竭力避开这种活动。⋯⋯冒襄与其妾
董小宛的隐居生活，使晚明欢悦女色之风因之不绝。⋯⋯冒襄剧团的演员中有一个名叫徐紫云的漂亮
男孩，冒襄将这个少年交给陈维崧照护，他歌咏徐紫云表演艺术的韵文成为中国文学中著名的诗篇。
海外中国研究，不管是文学还是历史，视角都比较奇特，嗯。
一般历史学家写明清史，虽然大约会提到追查扬州的复明运动时关于如皋的部分，但是不会神展开地
叙述到冒襄的爱情故事什么的吧。
陈维崧的著名诗篇，其实不是歌咏紫云表演艺术的⋯⋯最有名的“努力学、藁砧模样”，《花随人圣
庵摭忆》里因为冒广生辑巢民年谱并云郎小史，还专门记了一笔。

7、《洪业（上下）》的笔记-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P527
清朝与纳贡各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
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
——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翰林院四译馆主事）这样的前明官员决心重建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
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地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
领的战略意义，同时也表现了多尔衮要担当在努尔哈赤崛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经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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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角色的决心。
影响——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并维持了外盟秩序，宣布了新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也不容置疑的引
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甚至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

P563
清朝统治阶级从金人的历史中得到教训：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于自相残杀，极其危
险。——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会助长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计
划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
对于满洲人来说，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只派系复杂的官吏队
伍。

议政王大臣会议——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它作为一个皇帝的咨询机构
被小心的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
内院——文书机构——更多的象征皇权及其决策作用。

P566-567
调整奏折制度——行省大臣应对打算上奏的事情提出处理意见，递交相关的部曹，由该部请旨定夺。
如果部曹不同意，此件就应该提交都察院，由都察院代表官员再做一次陈请。最后，军国机务则直呈
皇帝自己的内院。
问题——发生紧急情况怎么办？征服战争的紧急军务不允许行省当局与中央政府官员间没完没了的协
商。
由此，内院的地位必然得到加强。因为只有像内院这样接近皇帝，以至于成为绝对可靠的传递者，才
能迅速将机密要件呈递皇上以便迅速裁决。

P577-588
满汉官僚
简单的用官僚阶层的次序和等级，并不能完全取消征服者的特权。
陈名夏取得多尔衮的支持，礼仪化朝廷人际关系——以儒教的排场来取代较为平等的军营 伴侣关系以
及部落贵族对文职官员的随意蔑视。

8、《洪业（上下）》的笔记-第615页

        本书几处不当用二手材料。如引述侯方域诗文均注《壮悔堂集》，而此页引吴伟业词却注西里尔
·伯奇（即白芝，Cyril Birch）《中国文学论集》⋯
前581页述马国柱奏章亦注引自傅路德《乾嘉时期的文字狱》，殊不当。而译者亦未注明原始出处。

此页引吴伟业《临江仙·逢旧》，当为卞玉京而作。末句云“绿窗人去住，红粉泪纵横”，《琴河感
旧》中亦有“青山憔悴卿怜我，红粉飘零我忆卿”之句，红粉是梅村熟语。

9、《洪业（上下）》的笔记-第561页

        脚注居然引了高阳的《明末四公子》。 

10、《洪业（上下）》的笔记-第八章

        P389
钱谦益
关于他为清政府合作——他对自己另投新主显然也有矛盾心理，但是他可以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
：只有他这样的大臣情愿不顾名节之累而与敌人合作，其他中国人才能得以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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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上下）》

一方面他相信投降使他能够保护那些被怀疑忠于明君的文友们
另一方面他为非暴力评定江南付出的名誉代价其实是他自己的光荣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乡绅在社会秩序的稳定中都会得到好处。
然而，在从特定阶级利益角度考虑通过与新政府积极合作而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同时，这些乡绅让然还
保持着他们忠于前朝的传统，因为那个王朝使乡绅处于很高的社会地位。
表达这种忠臣，并同时解决社会利益和个人信仰之间的种种冲突，一个办法就是献出生命。
1644年江南地区自杀的案例特别多。
集体自杀在家族内部、社群之间很常见——一个亲人自杀了，便又以新的悲痛刺激了其他家庭成员。
一个特别狂热的文人自杀了，他的榜样可能会鼓舞其他人。
——这种对灭亡了的王朝坚定不移的责任感，显然是社会地位所赋予的义务，而不仅仅是一个人个人
良知的问题。
另外，成为勤王者并投入武装抗清运动，也是士大夫的一种政治的道义上的报恩之举。

P421
尽管钱谦益等人做了很大努力，但并不是所有士大夫都会相应他们的呼吁。
尽管合作立场取决于士绅们的社会利益，尽管钱的呼吁看上去冠冕堂皇——服务于新王朝对平民百姓
更有好处。但在士大夫当中，有一些人感到对更高的道德要求负有义务，这些人常常来自被视为最高
层的绅士阶层，他们认为自己在士大夫阶层中属于精华部分，具有负责维护古代崇高道德与文化准则
的贵族意识。他们的父辈可能参加过东林党运动，或者是复社成员。他们是国家的富有激情的理想主
义者，当个人名节与政治妥协相矛盾的时候，他们中大多数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

P424
剃发令——多尔衮下令改变原先只对军人剃发的法令。
长发和对长发的小心保护成为文人官僚形象与风度的一部分。剃发被看作是一种野蛮行为，一种对文
明的亵渎。对一个文人来说，剃发是儒者尊严的堕落。部分原因是剃发有悖于孟子关于身体发肤受之
父母的主张。剃发近乎于阉割——是一个名节扫地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
剃发令同时也激怒了百姓——有人煽动说剃发会失去老婆。
远离都市的农民很容易接受新的统治者，但在这些夷狄的命令下改变汉人习俗，却是一种耻辱。

——这样，原本希望满汉融为一体的努力，却首先使得中国中部和南部地区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冲突
先背搁置。（这一时期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原本非常激烈P408）

P430
嘉定三屠
（参考《1644，帝国的疼痛》中《江阴的玉碎》）

P443
1645年抵抗运动之后，一大批士大夫被杀害，而死里逃生的人们，旧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为了逃避当
局迫害，也为了表明对异族统治的消极抵制，避世成为一种普遍行为。
万寿祺
“国变后，隐居不仕，儒衣僧帽，卖卜佣书，逍遥吴楚间，与诸畸士遗老吊半壁江山，续六朝之昔梦
”
——儒衣僧帽这种不伦不类的外貌象征着那些在江南的征服中想方设法活下来的大多数文人的命运。
儒生装束——让人想起他们曾经是明朝的士子、并为这个王朝揭竿而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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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上下）》

僧人帽子——表明了目前的处境，以及他们为自己的忠君行为所付出的代价。

11、《洪业（上下）》的笔记-第574页

        正是他（按：指陈名夏）首先使多尔衮注意到江南诗人李雯。不过也就是在这一事件中，人们感
到他的荐引越格，因为他想直接授予李雯以新置的翰林院之职。
《行状》说是曹溶、金之俊向多尔衮推荐李雯，而上引此说出自黄之隽等《江南通志》一六六卷。不
知何说为是，俟考。
目前多认为宋征舆所写行状记李雯生平事迹最详又确，如生卒年皆不误。然舒章之被荐属秘事，时直
方尚未仕进，所得消息或者不实，亦有可能。

12、《洪业（上下）》的笔记-第九章

        P464
清政府果断的果断的裁剪冗员的同时，还要求提高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并加强监察措施和防止贪污
腐败。这样尽管地方长吏的僚属人数大为减少，但在更大压力下，长吏的行政效率却要比以前更高。
——这意味着地方长吏不得不更多的依赖他的私人助手——胥吏。
胥吏和地方长官最大的区别在于：
地方长官是朝廷命官（比如科举得胜者），相对于一个地方来说，他们其实是外来者；而胥吏则是局
内人，是谙熟具体政务的专家。
——一个专管税收和司法的胥吏队伍的产生，的确使明朝的行政管理趋向合理化，使受儒家思想熏陶
的地方长吏得以致力于礼治，而由胥吏来执行法律典章。
问题在于，中央政府拒绝为这一批人提供俸禄。
这就逼迫他们寻找法外收入，比如贪污受贿。

P465
仅仅强调任命可靠的人选充任地方官的重要性，并不足以保证地方政府的廉政。
最后的解决办法仍然是更加看重必不可少的地方官的作用——强调他们自身的廉洁，以期用这样人格
上的力量去控制他们的下属（胥吏），其实跟整个封建统治体系中皇帝的作用类似——中国几千年来
一直期望出现圣君一直呼唤青天，以为这样就能太平。
缺乏制度的保障性。

另一方面：地方官个人承受的压力也许发展到了近乎难以忍受的地步，但是其政务却由于严格的规章
而变得效率极高。这种规章可以说在近代以前的官僚政治中十分突出，它试图限制官吏举止行为的每
一个方面。

13、《洪业（上下）》的笔记-第477页

        477、478两页，“王云”俱当作“王沄”。是陈子龙学生为其续年谱者。简单问题而译者校者皆
失查，真是可惜。

14、《洪业（上下）》的笔记-第十三章

        P614
吴伟业
曾出任南明政府，很多人也认为他仍怀有忠君复明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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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上下）》

吴伟业在得知崇祯皇帝的死讯时曾认真考虑过自杀，当时他在南方的陪都人文选的郎中，但他没死，
在福王手下任职如故，加轶一等。不过他在任只两个月后，就深信马士英和阮大钺毁了收复北方的一
切希望。于是私下里认为“天下事不可为”的吴伟业，以需要照看年迈的双亲为理由，返回原籍隐居
。
起初因害怕参加过复明运动而被捕，所以深居简出，谢绝来客，也不出访。但他作为一名浪漫诗人的
声望日高，使得他的隐居生活难以继续下去。1652年开馆授徒。1653年孙承泽再次像皇上举荐，这一
次他极明显的表明了他的意象：担任高官则接受。
——大家认为吴伟业跻身于内三院会给东南文人带来一个决定性的机会，以恢复他们自1644年以后所
丧失的对朝廷的影响力。而倘若江南的精英想要再次支配政府，那么各地区文学党社的关系网也必须
复兴。但这样的努力终于失败了——原因一：在同满清合作的问题上，士人中一直有意见分歧。（如
：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原因二：政府对江南这些文人活动的反对。
事实上，如果坚定的复明分子感到与臭名昭著的贰臣们誓盟结义无法忍受，那么中国各大州府的缙绅
们要结合成像过去东林党和复社运动那样的政治党社，就更加困难了。

明初君主政体成功的缔建了一个强大帝国，是因为基本的道德感，它的基础是一切文人学士共同遵奉
的孝敬之德。有才能的人不是一心于科举，或是研读后人对经籍的注疏，而是靠经籍的本文进行自我
修养，在明初每个省的训导都特别承担起培养文人学士效忠竭力的使命精神，同时还指引学生务于实
学——这就是为什么明初涌现了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他们同时也是正直的臣子。

陈名夏
陈名夏之流总是动辄被指责为政治投机分子，而这类指责既不会针对宁完我或范文程这样的在满人征
服天下的过程中归降、并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旧臣，也不会针对17世纪40、50年代的全新臣僚。
顺治皇帝和陈名夏
他对这位大学士的品性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怀疑他不光明正大，又欣赏他异常的博学。
对陈名夏最后的审判P644
最后被绞死。
顺治”陈名夏终好“。

15、《洪业（上下）》的笔记-第四章

        反观晚明史，其实有不少关于“全球化”的内容可供咂摸。好的一面来讲，番薯、玉米等农作物
的引进确实解决了耕地减少与人口激增的矛盾。坏的一面则似乎更为致命。先是17世纪开始后西班牙
霸权的衰落导致明朝白银流入的急剧减少，遂使银本位的纸币流通发生恶性的通货膨胀，社会动荡加
剧。到了1643年，北京一带爆发了鼠疫与天花，军力与户口达到了减半的程度，无疑为1644年的朱家
王朝合上了棺材板。

16、《洪业（上下）》的笔记-第358页

        史可法报睿亲王书，《明季南略》里已经写的很清楚，是史可法的另一个幕僚所作，因笔记不在
手边，名字记不清了，大概是叫做林亮工的。为什么学者还是一直含糊地说“可能是侯方域起草的”
？

17、《洪业（上下）》的笔记-第648页

        陈名夏恐怕并不是满族统治的殉道者。确切地说，在当时公众心目中，他恐怕倒应该算是一个精
明的投机家⋯⋯
清初的很多变节者，如前文某处所说，无论其有名无名（其实所谓“有名无名”，也只是在后人眼中
所见），都因为死而获得了最后一点谅解和宽宥。在这一点上看，陈名夏才是个确实的悲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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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上下）》

18、《洪业（上下）》的笔记-第581页

        柳氏后来帮助他编辑了一本明朝女诗人的诗选。
其实应该是指《列朝诗集》的编纂工作吧，柳氏编“闺秀”一门的。

19、《洪业（上下）》的笔记-第171页

        注1引帕拉福克斯觀點，認為明末官員投降大順，“易於變節是由於其中缺少貴族”，顯然又是用
近代知識分子的觀點考察東方歷史。

而如果魏斐德也治中國近現代史，恐怕他會像批評李雯一樣批評錢锺書。又及。

20、《洪业（上下）》的笔记-第206页

        第一行”四方之率“当作“四方之卒“，见前页。

21、《洪业（上下）》的笔记-第134页

        注1第八行開頭處，“科爾泌”當作“科爾沁”。另外隨手翻到185頁，“吉川廣次郎”當作“吉
川幸次郎”（這也太粗心了，前面有引文里翻譯正確的⋯⋯）。
上午目錄學研究課上還講校書之難，匡亞明先生作《孔子評傳》，前後校對十七遍，付印後仍發現有
三處錯誤。這就看到實例了。（以後走投無路了就去做校對吧⋯⋯）

22、《洪业（上下）》的笔记-第四章末

        这里有两组数据。第一组是北京城破后自杀殉难的21位文官的籍贯，第二组是投降大顺政权的168
位文官的籍贯，由多至少排序。

1、   浙  江  6           南直隶   31
2、   南直隶  5           北直隶   21
3、   江  西  2           陕  西   17
4、   河  南  2           山  东   16
5、   山  西  2           河  南   15
6、   福  建  1           江  西   13
7、   湖  广  1           山  西   12
8、   四  川  1           湖  广   10
9、   北直隶  1           浙  江    9
10、                 福  建    7
11、                 四  川    6
12、                 广  东    3
13、                 云  南    1   
14、                 广  西    1

（南直隶大致相当于今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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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玩味的有几处：

甲）死节官员以长江流域及江南人士居多，共16人，占76%。其中一个原因是崇祯朝取士多为东林党
与辐射人士，故南人本身就占官僚集团中较大比重，并多台阁重臣。

乙）投降官员中黄淮士人不少，共计81人，占48%。反观甲之结果，北人出仕者少，则其投降的绝对
数和比重都不算低。要说原因，可能与留恋故土家小财产有关，可是南人就不想回家吗？

丙）有两个省份值得注意，陕西与山东两省是投降大户，分列3、4位，但是无一人死节。大顺皇帝是
陕西人，同乡情谊可以理解。可是山东官员实在有点那个。自古山东出豪侠义士，可仗义大了也不是
味道，五胡乱华、金吞北宋、清亡大明，乃至日本侵华，山东基本都是无战之地，纵有民军也往往首
鼠两端，择木而栖，可惜了施耐庵一直生花妙笔啊。

23、《洪业（上下）》的笔记-第十章

        P473
南京陷落、钱谦益等人投降满人的时候，清廷中对于那些欢迎多铎的南京政权大臣们暧昧的品节就颇
有一些议论。
多尔衮可以宽恕单纯的官僚动机，而不能容忍理想的政治朋党——那些议论和告诫使他想到，弘光朝
臣僚比之北方的投靠者更多的沾有晚明党争的恶习。
比如阮大钺——即是南方文人的遗弃者，也是满人的依附者。

P490
陈子龙
“游人怜豫让，女子识韩康”
他感到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复明分子的形象已经使他别无选择，他所能做的只有保持对明朝事业忠心
耿耿了。
提到”韩康“——为了名誉绝不同意还价——他别无出路了。在关系到他的名誉之时，或者说由于唯
恐辜负了这名誉，陈子龙一直不得不尽其所能。由忠义所认定的自我完善的人生义务，驱使他最后一
次到松江去加入吴胜兆阴谋集团。

P509
顾炎武
六次拜谒明朝开国皇帝，四次拜谒北方崇祯皇帝的陵寝。
他的母亲正式为明朝尽忠自缢的——”无仕二姓“——这让顾炎武对自己轻易躲过许多密友和亲戚都
未能幸免的大屠杀而感到内疚。——”念二年以来，诸父昆弟之死焉者，姻戚朋友之死焉者。长于我
而死焉者，少于我而死焉者，不可胜数也。“
他急于找到一个和他一样的幸存者，于是和万寿祺成为了莫逆之交——万寿祺此人，在顾炎武看来正
是明朝复辟的现实希望所在。
《赠万举人寿祺》（P513）
诗中提到过去《心史》中对元朝统治只能持续100年的预言——他强调这个预言，是想暗示清人也会有
这个下场。而且，纵然清朝确能统治一时，中国的文化也会继续繁荣，也会同样的在这种蛮族统治的
间歇期中存活下来。
但证明清朝必将昙花一现，和继续号召复明全然不是一回事。在这种意义上，纯粹的隐喻，隐约其辞
，以吴人的抱负为背景所作的关于精神发展的暧昧不清的陈述，可能都反映出顾炎武本人内心中一个
信念——尽管对清人的抵抗时有发生，但真正恢复明朝的希望已经几乎不复存在了。
”计士悲疵国，遗民想霸图。登临多感慨，莫笑一穷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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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恒其居，四处游历，他渴望逃避一个令人窒息的现实：明朝世纪已经不复存在了。

P517
万寿祺
临终写下那些渐已消失的动乱辛酸年月的回忆——《病中风雨》：
梦千重，家万里，流落天涯，日月秋光起，今是何年浑不记，墙角多情，犹挂崇祯历。

24、《洪业（上下）》的笔记-第十一章 北方的平定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的叛乱除了姜瓖是关内军阀的反正问题外，另外的两类是：民族宗教性质的
叛乱和山匪盗寇作乱。从传统的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这个固然可以说成是满汉民族间的战争。但是
仔细观察后可见，回民问题和匪寇问题本来就是明朝末年已有的痼疾。实际上是他们利用了明末清初
的混乱形势给自己披上了一层“合法”、或者说合乎“道统”的身份来继续作乱。
实质而言，满清统治者作为明王朝的继承者，很自然也继承了前朝遗留的社会问题，而作为一个充满
朝气和活力的新兴政权，他们也更好地解决了这些个问题。

25、《洪业（上下）》的笔记-第447页

        尽管陈子龙热情地招待了李雯，但是这位降清人士——清政府的笔杆子——肯定再次强烈地感到
了他这位旧日的学友和朋友，对他的无言的指责。他甚至可能又把自己比作了汉朝的叛徒，因为陈子
龙的一个学生，后来把这次会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在这次访问后不久，李雯变得
极为压抑，害了重病，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的殉道者的遭际已
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最后一句话说的是陈子龙。
关于李雯的叙述到此为止。无论作为诗人还是文人，他都很少受到应有的重视。顾诚和司徒琳的作为
政治史的两种《南明史》似乎都没有提到他，反而是魏斐德教授的《洪业》，给予了一些基本的、基
于特殊性的关注。
“陈子龙的一个学生”，我猜指的是夏完淳。他在吊李雯的诗中写道，“庾徐别恨同千古，苏李交情
在五言”，也许就是作者认为的对两人见面的描述。

26、《洪业（上下）》的笔记-第十四章

        回顾晚明留下的政治遗产，党争是不容回避的最大主题。魏斐德显然非常同意顺治朝礼部尚书杨
雍建的看法，中央政府的党争起源于地方上缙绅阶层的利益保护。这一中央-地方的二元联系，将整个
中国的社会问题合并为了一个整体的框架，也为清朝的统治者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解决办法，即通过查
封民社，清查土地来整顿中央政府的吏治。这一事实上也非常有效的手段，其代价便是中国知识分子
的骨气与民主的萌芽。而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清的衰落恰恰起因于它的得意之笔。正是僵硬麻木的政
治体制和思想风气，使它在新的历史命运——全球化——面前手足无措。

27、《洪业（上下）》的笔记-第十五章

        P698
在吴伟业看来，明朝的覆灭是一种古老而浪漫的原始模式的再现——迷人的名妓使政治家忘记了自己
的职守，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而亡国的哀伤会引起人们对诗的兴趣，并增加其美感。

P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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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忠臣对自身的历史有着强烈的羞耻感，他们以1644为期，将自己的生活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
两个阶段。（比如，画家陈洪绶明亡之后改了自己的名字，历史学家张岱甚至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放弃所有享乐）
做学问是这些亡明遗臣的一条出路，学问迫使这些抗清运动的幸存者采取一种超然态度。
（康熙年间兴博学弘儒科，邀请中试者参与编写官修《明史》，尽管许多人不曾公开参与，但他们可
以通过已接受、康熙邀请的朋友将自己记录晚明历史的著作交上去——从而使他们自己的历史存在也
得到了证实，而这时其他任何表示赏识的做法都做不到的——结果：所有明朝忠臣和降清汉官们便在
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
明朝忠臣在反思的过程中对他们的道德观进行了思索
——明朝忠臣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主义，但在晚明残酷的权力争夺中，东林党
运动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党争，而这对导致明朝衰亡所起的作用不小于任何其他因素。这些激烈的党
争在南明统治时期仍然继续，先后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简而言之，明朝忠
臣对遥远的道义目标的追求导致了眼前政治的混乱。
——同时他们也注意到，那些降清者通过与满清政府合作来完成其士大夫之使命的汉族同胞正逐渐取
得的具体的成就，后者实际上正在进行晚明士大夫想进行但未能完成的财政、法律和经济改革。那么
，他们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是作为明朝忠臣而蔑视清廷，还是那种拒绝为清廷效力但终究空
虚无力的姿态。那些降清汉官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为了完成重建帝国的迫
切任务而抛弃了英雄主义的幻想。历史是否会因此而对他们做出更高的评价呢？
——这不仅仅是道德上的困惑，也促使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历史动因的复杂性获得了比前哲更加深刻的
认识。（历史循环论、历史相对论、理性思潮P703）

P727
三藩之乱中范承谟和马氏家族的殉难
——集中替下了在三藩之乱期间站在清廷这一方的人们的忠诚
——明朝有忠臣，清朝也有忠臣——尤其是马氏家族（他们的先人曾在60年前为忠诚于明朝而做出同
样壮烈的集体自杀的行为），他们能容纳在单一世界秩序喜爱对特定王朝的忠诚，也能在统一的道德
世界中把平时的理想主义与战时的清教主义结合为一种为个人名誉的纯粹的献身精神——通过马氏家
族， 终于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清朝终于已同明朝完全相称了，它不仅取代了明朝的统治，并且能够胜
任（赢得相同的忠诚之心）
（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在专属于明朝的事业，而是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关联。因此清政府合意毫无矛
盾心理的倡导这样的美德，从而实现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
的转变；而三藩之乱中大多数汉官愿意站在朝廷一边，说明清朝的建立并非伪定，而是中华帝国历史
中又一鼎盛时代的真正开端）

P729
魏斐德在本书最后认为：清朝终于实现了自己一同中国的洪业，却也付出了代价：在一定地域范围内
缺乏竞争对手，从而使得统治者不会进行体制改革（比如雍正的财政改革没有能够坚持很久）；同时
，清初统治者在运用相当进步但属于传统类型的制度与技术以恢复政治稳定的过程中取得了相当的成
功（顺治在位期间在恢复君主专制方面的做的努力，参见上一章笔记）也是后来阻碍庞大帝国进一步
前进的阻力。

28、《洪业（上下）》的笔记-洪业上

        P160
崇祯帝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本人也不离京。
——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满清比较完整的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
遂拥有了他们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并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

Page 21



《洪业（上下）》

。
（如果没有归降汉人的帮助，发迹于关外的“蛮夷”清人无法完成政府天下的大业，亦无法建立起统
一的帝国，因为他们没有成系统的文官体系。但一旦他们汉化儒化，也就失去了他们一直以来赖以生
存的优势，比如骁勇善战的血性价值观，当八旗士兵失去了他们的战斗力的时候，中原王朝也不再属
于他们了）

P171
崇祯皇帝的官员中，自杀殉难者中有许多人已经在文官仕途中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而大量的投降者则
是仕途生涯刚刚开始，或达到顶峰的较年轻官员。
在忠于明朝和农民军合作之间做出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入仕时间的长短。

P177-180
除了出于恐惧和投机之外，合作者中也有人是出于儒学的信念。——那些相信天命已经转移的人感到
有责任为李自成效力，以便教化这位义军领袖，使其逐渐成为符合儒家理想的德义之君。
李自成相信他已经获得了百姓的拥戴，但又认为天命不会归于弑君者。
事实是，顽固的维护君臣等级关系中的尊严和道义的主张，已日益激怒李自成，而那些希望寻找机会
按儒家模式塑造这位新主的人们，却又不得不依新主意志而接受一位专制君主。

P237
1644年，陈子龙及其周围人确实曾经相信，大胆的北伐将会扭转历史潮流。
弘光帝若能像后汉光武帝或唐肃宗那样放弃宫中的享乐亲自率师北征，毕竟无往不胜。
陈子龙相信，历史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公众的激情。在这决定性的紧要关头，百姓的情绪正处在混乱之
中，可能转向这边，也可能转向那边。

P286-298
多尔衮清除明代弊政
多尔衮任命了大量的降官，同时又没有削弱他对中上层官僚的控制——他从东北带来了一大批老练能
干的汉官。
帝国官僚机器的行政职员如此迅速的转而效忠新主，大大促进了清朝早起政府的巩固。
但从长远来看，也带来麻烦——这些下层官僚身上集中了古代政权的众多弊端劣迹。
当务之急是救民众于水火，以证明天命所归，比如实施公共福利措施，减轻明朝沉重的赋税。

曹溶（P292）提出一系列为恢复北京秩序的建议

Page 22



《洪业（上下）》

法令中反复提及明朝官吏的弊习，主要是针对官员的种种劣迹，但并没有抓住制度上的缺憾，而这正
是明代政治的主要遗留问题——繁冗的法律条文、庞杂的水利管理机构、无底洞的赈济项目、巨大笨
重的财务机关。
在这一体制中，帝国的政治目标与行政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一致命的裂痕，可以说正是法
家控制、支配社会的意图和儒家不去破坏社会自然运行的愿望之间的矛盾。
那么就只能诉诸一种大规模的甚至是激烈的解决方式。
清朝官员并没有采取一揽子的解决方式，而是采取了一种谨慎保守的态度，主要致力于对政府行政的
某些方面进行修补。
事实是令人吃惊的，提高效率并不需要做多少事情，需要调整，但用不着取代；要做些修补，但并不
是另起炉炤、推倒重来。
明朝的旧官员们他们亲身经历过明朝的行政，如今又得到一个旧日未曾得到的机会，来对他们早已熟
悉的体质进行某种调整以使之处于最佳工作状态（表P294-295)
而新政府也乐于接受，多尔衮相信，天命的维系在于通过一个有效率的、能带来公益的政府，来赢得
帝国臣民的忠诚。
——满族早起改良的推行体现了一种循序渐进以臻完美的精神，这与南宋的谨小慎微的保守态度有更
多的相似之处，却大不同于北宋那种富于进取然而又有教条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

P358
史可法
政治才能和历史智慧要求这个聪明绝顶的人不能仅仅追求那种使个人流芳千古的诱惑，以及对原则信
仰怀有私心的献身；相反，为百姓服务和对国家负责，要求他在道德操守与灵活权变之选择上采取更
为谨慎的态度。
1644年回应多尔衮：”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体现了史可法对自己拒绝投降的立场有深刻的
理解——换言之，这是一种生死选择，而不仅仅是无关痛痒的个人内省。
而当他发动反攻的希望彻底化为泡影之后，（此时，满人和1644相比更像是天下的争夺者）史可法的
努力失败了，更为矛盾的是，如果他现在改变主意将会加重他的失败。选择政治家式的权变方法将会
使人们嘲笑他以前的正义情感，会加强他失败时的绝望无助。对史可法来说，在尚可以与清军将领平
起平坐的时候缔结和约还算容易，但现在，动摇意味着不幸。——毫不犹豫的接受命运是唯一的选择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何如遨游二帝以成名乎？”
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劝诱——接受新皇帝，那么就有机会参与创建一个属于你的帝国。但史可法老早
就拒绝了。

（令人玩味的是后来史可法迅速变成了那个艰难时代的英雄人物）
——对于多铎来说，纪念这样一个已经埋葬了的忠贞不渝的义士，有助于把扬州十日的杀戮掠抢变成
一种庄严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
从抽象价值观上，吃可发对于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承担的儒教义务，已经远远超过了满人与汉人的
冲突
于是后来他受到了无限的赞美，成为了超凡的人物。
（作为神话的历史）

如何评价史可法的才干功过？P369-370
史道邻有才，然无力回天。
忠而有余而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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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才不如武侯，君昏过刘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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