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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 第5卷》

内容概要

《李自成(第5卷)(上下)》讲述甲申年四月，多尔衮摄政后，怀着争夺中国的勃勃野心，立即亲率大军
南征；吴三桂降清。四月二十日，李自成亲率六万人马抵达山海关西郊的石河西岸。二十一日，大顺
军与吴三桂的关宁兵初次接战，互有伤亡。二十二日，两军再度交锋，激战方酣，清兵铁骑突然冲出
，大顺军勇拼搏，死伤惨重。李自成率败兵退回北京，匆匆登极后，又匆匆撤离。退往陕西途中，大
顺军又连续败绩。清军从两中和向长安时逼。潼关失守后，李自成不得不放弃长安，经商州、武关退
往湖广。一路士气低落，牛金星父子潜逃。后刘宗敏、宋献策被俘。李自成最后单人独骑牺牲于通山
县境的九宫山麓。十九年后，也就是康熙三年春天，在川鄂边界的茅庐山上，鬓发苍白的高夫人同尚
神仙一起回顾了大顺军联明抗清以及夔东十三家的抗清历程；恰到好处好红霞寻访至此，又回顾了红
娘子上王屋山家为尼的经过。八月中旬，茅庐山守军与清军之间进行了一次惨烈的战斗，高夫人、李
来亨等悲壮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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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  多尔衮时代的开始 / 兵败山海关 / 悲风为我从天来
下册  太子案始末 / 巨星陨落 /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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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自成（第5卷）（套装上下册）》小说中最后活动的人物是红娘子与红霞，她们云游四方，
暗传“白莲”。一个半世纪后，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在川、楚、陕等地爆发了⋯⋯整个第五卷弥漫着
大悲剧的气氛，大大小小的悲剧性格均在本卷塑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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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李自成（第5卷）（套装上下册）
2、感觉太好了
3、姚雪垠书可以收藏
4、这才是李自成
5、中青版《李自成》第五卷
6、纸质摸着很舒服。
7、　　51. 小说到第五卷，李自成的对手换成了塞外的辅政睿亲王多尔衮。两年来，李自成率领大顺
军，在一个个胜利的鼓舞下，战火延烧到北京城。下面的一年里，一场场的失败使他们远离京城，走
向末路。
　　
　　52. 多尔衮是满清入关的实际领导人，可惜只有一女，睿亲王的世袭也是通过多铎的子孙来传承到
清末。多尔衮体弱多病，顺治七年去世。小皇帝亲政后，废弃叔父封爵，开棺戮尸，发泄被压制多年
的愤恨。这跟万历清算张居正很相似。现在多尔衮没有墓地遗迹存在，南池子大街有普渡寺，是他当
年的宅邸。
　　
　　53. 清军出征前，7岁的顺治封自己的叔父多尔衮为摄政王。小皇帝福林是皇太极九子，大哥是豪
格，此时的豪格是皇位争夺的失败者。多尔衮一直排挤他，虽然后者消灭了张献忠，最后还是打压幽
禁致死，福晋还被多尔衮所纳。川岛芳子是豪格后代。
　　
　　
　　54. 1644年农历4月21日，李自成大顺军与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在山海关内交锋。此时，大顺孤军东
征，后方空虚，吴三桂已接受满清封他为平西王，多尔衮的大军已到山海关外。再过一天，李自成的
命运将发生逆转。小说中，姚雪垠把这个时间描写20日，可能是考证失误。我参考了几本明史图书，
都是21日。
　　
　　55. 看《李自成》的四、五两卷，感觉老作家姚雪垠的创作巅峰已过，后面的作品明显没有前三卷
结构完整，有些拖沓。本来故事进入高潮，讲故事的手段却不精妙了。前后重复的描述多次出现，生
怕读者不理解，不断地通过书中人物之口来解释事件原委。已接近尾声，我会坚持把最后两册读完。
　　
　　56. 小说中把李自成刘宗敏按英雄形象描写，明知清军已入关，转天的大战是吴满合兵，双方实力
悬殊，他们还是不愿撤兵，退回北京，坚持这必败的一仗。
　　
　　57. 在宛平城，有东西两座城门，明代修建，至今修护完好。东门叫顺治门，西门叫永昌门。正好
契合了顺治皇帝福临从东面进京，永昌皇帝李自成向西撤退，逃往陕西。现在宛平城里是抗战纪念馆
，城墙上还残留着“七.七事变”时的日军炮轰弹痕。
　　
　　58. 一般史书都记载李自成是四月29日仓促登基，转天就狼狈撤离北京。姚雪垠在小说创作中，安
排是27号登基，然后安排大军撤离，隐藏爱妃到民间。这种的历史细节的改动，应该是为了小说情节
得以自然发展。要是真按29-30的两天来编写故事，真是来不及啊，那要忙死李自成。
　　
　　59. 李自成败到山西。各地大顺政权相继被地方士民颠覆，李岩请兵回河南稳固局势，在自己家乡
发展。李自成疑心李岩叛离，杀掉李氏兄弟。当年，“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就是李岩编写的。不
征粮，就得劫掠富户，李自成的政策离心离德，民心尽失。《李自成》第五卷（上册）终结于李岩冤
死。
　　
　　60. 崇祯辞别皇宫时，没舍得焚毁宫殿，他要留给继任者。李自成撤出北京时，下令点燃大内宫殿
和城门。1644年十月一号，大清顺治皇帝登基，只能住在东隅的武英殿，在那里接受朝臣祝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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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殿劫后余生，要修复。李自成的行为是个革命者、破坏者，他不能成为一名建设者，不会成为中国
的统治者。
　　
　　
　　
　　
　　
　　
　　
　　
　　
　　
8、此卷中与史实不合处不少。如田见秀、张鼐均为降清后被杀，书中说田出家，张战死。宋献策被
俘后降清，大节有亏，书中说获释后流落民间。李岩是否真有其人，史有争议，即令其有，史籍亦均
谓为牛金星谗杀，书中却仿佛杀李岩为李自成力主，牛金星仅为被迫参与其事。
9、一个月终于把这套书看完了。整个故事写的确实不错！
10、小学三年级暑假
11、书很好，套装也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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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51. 小说到第五卷，李自成的对手换成了塞外的辅政睿亲王多尔衮。两年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
在一个个胜利的鼓舞下，战火延烧到北京城。下面的一年里，一场场的失败使他们远离京城，走向末
路。52. 多尔衮是满清入关的实际领导人，可惜只有一女，睿亲王的世袭也是通过多铎的子孙来传承到
清末。多尔衮体弱多病，顺治七年去世。小皇帝亲政后，废弃叔父封爵，开棺戮尸，发泄被压制多年
的愤恨。这跟万历清算张居正很相似。现在多尔衮没有墓地遗迹存在，南池子大街有普渡寺，是他当
年的宅邸。53. 清军出征前，7岁的顺治封自己的叔父多尔衮为摄政王。小皇帝福林是皇太极九子，大
哥是豪格，此时的豪格是皇位争夺的失败者。多尔衮一直排挤他，虽然后者消灭了张献忠，最后还是
打压幽禁致死，福晋还被多尔衮所纳。川岛芳子是豪格后代。54. 1644年农历4月21日，李自成大顺军
与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在山海关内交锋。此时，大顺孤军东征，后方空虚，吴三桂已接受满清封他为平
西王，多尔衮的大军已到山海关外。再过一天，李自成的命运将发生逆转。小说中，姚雪垠把这个时
间描写20日，可能是考证失误。我参考了几本明史图书，都是21日。55. 看《李自成》的四、五两卷，
感觉老作家姚雪垠的创作巅峰已过，后面的作品明显没有前三卷结构完整，有些拖沓。本来故事进入
高潮，讲故事的手段却不精妙了。前后重复的描述多次出现，生怕读者不理解，不断地通过书中人物
之口来解释事件原委。已接近尾声，我会坚持把最后两册读完。56. 小说中把李自成刘宗敏按英雄形象
描写，明知清军已入关，转天的大战是吴满合兵，双方实力悬殊，他们还是不愿撤兵，退回北京，坚
持这必败的一仗。57. 在宛平城，有东西两座城门，明代修建，至今修护完好。东门叫顺治门，西门叫
永昌门。正好契合了顺治皇帝福临从东面进京，永昌皇帝李自成向西撤退，逃往陕西。现在宛平城里
是抗战纪念馆，城墙上还残留着“七.七事变”时的日军炮轰弹痕。58. 一般史书都记载李自成是四
月29日仓促登基，转天就狼狈撤离北京。姚雪垠在小说创作中，安排是27号登基，然后安排大军撤离
，隐藏爱妃到民间。这种的历史细节的改动，应该是为了小说情节得以自然发展。要是真按29-30的两
天来编写故事，真是来不及啊，那要忙死李自成。59. 李自成败到山西。各地大顺政权相继被地方士民
颠覆，李岩请兵回河南稳固局势，在自己家乡发展。李自成疑心李岩叛离，杀掉李氏兄弟。当年，“
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就是李岩编写的。不征粮，就得劫掠富户，李自成的政策离心离德，民心尽
失。《李自成》第五卷（上册）终结于李岩冤死。60. 崇祯辞别皇宫时，没舍得焚毁宫殿，他要留给继
任者。李自成撤出北京时，下令点燃大内宫殿和城门。1644年十月一号，大清顺治皇帝登基，只能住
在东隅的武英殿，在那里接受朝臣祝贺。其他宫殿劫后余生，要修复。李自成的行为是个革命者、破
坏者，他不能成为一名建设者，不会成为中国的统治者。61. 李自成俘获明太子后，没有杀掉，带着出
征山海关。大顺兵败，吴三桂控制了太子。多尔衮不让吴进京，直接兵进山西，吴三桂想拥太子即位
的设想破灭。太子朱慈烺流落民间。下面出现南、北两个太子案，真假难辨。小说中情节使用的是北
太子案史料。太子潜回京城，知道妹妹在外公家，就去投奔。62. 发生在北京的北太子案，起因自外戚
周奎交出前来投靠的太子外孙。原来周府已藏有养伤的长平公主，伤是父皇砍的。周奎把外孙赶出家
门，遂被抓获。多尔衮给案子定调是，审出假太子。下面的官员就找证人来确定抓获的不是朱慈烺。
杀掉了认出他是太子的证人，这位在押太子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63. 大顺军守卫潼关有7000人，这是
都城西安的最后防线。看到清军大兵压境，就投降了，后来又反悔，暗中联络退守西安的李自成。事
情败露，全体官兵被杀，清军直趋西安。顺治二年正月，李自成仓促弃城撤退，向河南、湖北转移
。64. 《李自成》（第五卷）18章有日期上的失误，李自成撤出西安是顺治二年正月，书中却说，二月
十三日是大顺朝历史上痛心的日子。到19章，又开始正常叙述正月十三撤退的情景。临出城，李自成
命令田见秀烧毁来不及带走的粮食和宫殿宫殿。可是，田见秀没舍得烧宫殿，粮食也落入清军手中
。65. 多尔衮加封为叔父摄政王，还想再加为皇父，气势很盛。我去走访了他的官邸旧址，现在是普渡
寺。就在东华门外，南池子大街往南不远。当年他进宫参见寡嫂，福林小皇帝的母亲，后来的孝庄太
后，还是挺方便的。66. 李自成败退到襄阳，这里的府尹是牛丞相公子牛佺。从此牛氏父子就躲藏起了
，脱离大顺队伍。后来，牛佺又为清廷服务，老牛再没有出山。有人提议处死二人，多尔衮没有同意
。67. 顺治二年四月，李自成退到武昌，这是到江南了，将士水土不服，部队毫无斗志。黄河没有阻挡
清军入陕，长江也不能阻挡清军。大顺军只得顺长江东撤，沿途人员伤亡、投降、逃跑，到江西境内
的九江几乎溃不成军。68. 在九江，英亲王阿济格的部队突入李自成营地，汝侯刘宗敏和军师宋献策被
俘。吴三桂想要刘宗敏，生祭吴家三十多口死难亲属，阿济格没有同意，在军中处死了刘宗敏。宋献
策后来在北京继续卜卦为生。此时的李自成逃亡西南方向，进入通山县，那里是他的最后归宿。69.

Page 7



《李自成 第5卷》

1645年农历五月初，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牛脊岭被乡勇发现，时大雨，随行二十八人被消灭后
，单人独骑的李自成与山民程九百手搏，扭打于泥泞中。自成腰刀因血水凝滞，拔不出。这时，金姓
外甥铲杀自成。当时，村民们还不知这是大顺皇帝。出身农民的李自成，最后还是被农民处死。70. 李
自成以前被歌颂为农民起义领袖，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他领兵征战，几年后该定位是军阀（流寇
的称呼过于贬义）。西安建国、北京登基，这就是封建帝王，不代表农民阶级了。与入关清军对抗，
又成了阻挡历史车轮的小丑。我觉得历史人物客观存在，都是过客，后人无需过誉或过毁某人。71. 小
说最后提了一下张献忠，1644年阴历六月，攻占重庆，杀瑞王朱常浩；八月，克成都，蜀王朱至澍投
水自杀。张献忠称帝，此时李自成已从北京败逃。自成自己陕西还不稳固，却发兵四川，与献忠争地
，两家反目，彼此失去战略依靠，最终被清军分别击破。“张家长，李家短”，到底不是一家。72. 李
自成的残部后来都臣服南明，在朱家旗帜下，抵抗清军，一直到康熙初年才彻底被消灭。姚雪垠的《
李自成》长达12册，我终于读完了，耗时半年。到最后，我却对主人公李自成没有好感，也没有为他
的悲剧感到惋惜。他是明末乱世的枭雄，明朝的毁灭者，却不能成为中国的领导者，只是历史的过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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