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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清史 第一册》

内容概要

《简明清史1》的范围从满族的先世和满族的兴起开始，叙述到一八四○鸦片战争为止。鸦片战争以
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历史时期，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根本不同于清代的前期和
中期。在基本内容上，《简明清史1》结束之后，可以和这些近代史著作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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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满族的兴起与后金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节 十七世纪前期的世界与中国
一、十七世纪前期的世界形势和早期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
二、明王朝的腐朽统治和明末农民大起义
第二节 满族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内的历史发展
一、满族的先世――肃慎、挹娄、勿吉、［革末］［革曷］、女真
二、明王朝对女真的管辖及女真各部的发展
第三节　满族的兴起和后金政权的建立
一、建州三卫的设置和海西四部的形成及其发展
二、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及后金的建立
三、萨尔浒之战与后金进入辽沈地区
第四节 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一、满族社会的奴隶制时代
二、从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
第五节 后金的政治改革和对明战争
一、政治改革和后金政权的封建化
二、皇太极即位与对明议和的策略
三、两次对朝用兵
四、统一蒙古和黑龙江流域
五、皇太极对明朝的战争
第二章 清军入关镇压农民起义与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
第一节 清军入关与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抗清斗争
一、满汉贵族官僚地主相勾结和清军入关
二、李自成大顺农民军的抗清斗争
三、在大顺军推动下北方各省农民的抗清斗争
四、清军进攻南京和南明弘光政权的覆灭
五、清军南下和南明几个政权的覆灭
大．江南和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
六、张献忠大西农民军的抗清斗争
第二节 大顺农民军余部的联明抗清斗争
一、大顺农民军余部联明抗清策略的实现
二、联明抗清阵线形成后的全国抗清高潮
三、全国抗清斗争的深入发展
四、联明抗清阵线的弱点及其失败
第三节 大西农民军余部的联明抗清斗争
一、大西农民军余部坚持抗清斗争
二、大西农民军的失败
三、抗清斗争的余波――夔东十三家军
第四节 郑成功领导的抗清斗争和收复台湾
一、郑成功领导的抗清斗争
二、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侵略者
第三章 清朝建立对全国的统治及早期的统治政策
第一节 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满汉地主阶级政权的建立
一、维护满族贵族特权的措施
二、对汉族地主阶级的笼络与控制
第二节 清初的经济政策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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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
二、圈地、投充和逃人法
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与皇权的加强
第四章 十七世纪后半期的唯物主义进步思潮
第一节 十七世纪后半期的进步思潮是时代的产物
一、明清之际进步思潮的产生
二、明清之际的学派和思想家
第二节 十七世纪后半期进步思潮的内容
一、反对封建专制主义
二、民族思想
三、经世致用的思想
四、均田说与“工商皆本”
五、反对宋明理学
六、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七、人性论和理欲说
八、清初进步思想家的局限性
第五章 清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及其政权机构
第一节 清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
一、康熙亲政与鳌拜集团的被清除
二、平定“三藩”之乱
三、统一台湾
第二节 清朝封建皇权的加强及其政权组织
一、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的加强
二、清朝的政权组织
三、清朝的官吏任免制度与科举制度
第三节 清朝的军队和法律
一、军队
二、法律
第六章 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租赋制度
第一节 清王朝的农业政策和水利建设
一、康熙年间的农业政策
二、治河
第二节 赋役制度的改革
一、清初赋役制度的混乱和赋役负担的繁重
二、清初赋役制度的整顿与改革
三、“摊丁入地”及其实施概况
第三节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一、耕地面积的增加和人口的增长
二、农业生产力的缓慢发展
三、农产品的商品化
第四节 封建的土地占有和地租剥削
一、封建的土地占有形式
二、以租佃关系为主的封建剥削形式
三、清代的实物地租
四．高利贷资本渗入农村
第七章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第一节 手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
一、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二、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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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官府压力与行会束缚
第二节 城市和商业
一、大城市的繁荣
二、农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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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写成的一本“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史学著作，惜乎并无其他
更好的清史著作，遂使其成名矣！
2、补记 可以读
3、有的时候，会不由得觉得是不是政治书转世的？作为历史书，探究意味少了，更多的是定性的描
述。但这点就让人觉得不爽。尽管足够简明，是一个能够让你在最短时间内了解清朝从最初的政治体
制，经济体制一直到最后的发展历程。个人觉得不适合作为初读本，适合在有一定历史了解基础上再
看，不然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属实伤不起。初中看的，苦死我了。
4、过于简要 学校图书馆没有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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