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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一准噶尔史实研究》

内容概要

《清朝统一准噶尔史实研究:以高层决策为中心》通过探讨清朝统一准噶尔过程中的这些变化，从宏观
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了影响清王朝高层决策变化的各种因素，并分析此间各种势力的消长情况，以历
史本来面目，重现清朝三代皇帝在统一准噶尔过程中的战略决策过程。
清朝统一准噶尔的过程，并非像人们所想的那些：清朝皇帝有一个既定方针，三代皇帝身体力行实现
了统一。从结论上看是无误的，但实际情况并非那么简单。清朝在统一准噶尔的过程中，和准噶尔的
关系经历了曲折的文化，清朝康雍朝三代皇帝的想法也多次变化，统一过程是由许多历史的必然和偶
然的因素促成的。清朝的强大必然要统一周边部落，但许多偶然事件或促进或延迟了这个进程，使清
朝统一周边的过程历时了一个世纪（1662-1762年），这其中，武力对抗的时间只有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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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秀梅，1964年生，新疆米泉人，副教授，史学博士。1985年获新疆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97年获
中共中央党校涉外经济本科学历，2003年获中共中央党校的建设专业研究生学历，2006年获中央民族
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自大学毕业一直在新疆党校系统任教，长期担任班主任工作和编辑工作。编著
有《中国共产党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等书，先后在《文史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北方文物》、《兰州学刊》、《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新疆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新疆艺术》、《新疆社科论坛》等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50余万字，译文2篇2万字。研究方向为新
疆中亚历史、中国北方民族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宗教政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现为中
国岩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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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康熙帝对噶尔丹的“和”　　第一节 1688年前清朝高层对准噶尔的关注　　一、高层的初
步接触　　清太祖努尔哈赤时对中原以外的边地采取的政策是恩威并行，对于顺从者施以恩惠，对于
反抗者则兵戎相见，等到对方无力还击时，就立即使其降服。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继续执行以兵震懾之
，以德怀柔之的政策。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在总结自己的辉煌业绩时说：“联蒙皇天眷顾，
昔时金国所属，尽为我有，沿海一带，自东北以迄西北至使犬、使鹿、产黑狐黑貂等国，及厄鲁特国
，在在臣服，元裔朝鲜，悉入版图。崇德八年（1643年），清军入关前就修书厄鱼特，询问顾实汗青
海事宜，提出与顾实汗”自此以后，修好勿绝”。顺治元件（一千六百四十四　　年），清军入主北
京，清朝政府成为中央政权。以顾实汗为首的厄鲁特各部首领向清朝奉表，声称对于大皇帝的诏令，
“臣等无不奉命”。清朝方面自然也就把自己与周边各部的关系看成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顺治三年
（1646年），准噶尔首领巴尔珲台吉及其弟墨尔根岱青等人“附名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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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尚可，但设限太多
2、内容全面，视角很好
3、似乎简单了点
4、浏览了目录，好书。书多了，过几天慢慢看
5、　　本书从政治史的角度探讨了清朝统一准噶尔的整个过程，把清朝统一准噶尔的战争，放在中
国古代军事史的进程中来考察，从“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的意义上来研究这场战争。力图说明清朝高
层在对待准噶尔问题上是怎样随着历史进程、随着形势和事态的发展，调整政策，一步步地解决了准
噶尔问题的。

　　书中所谓的“高层”特指清朝皇帝、准噶尔部大汗这一层面，这个层面是拥有决策权的。作者研
究了清朝统一准噶尔高层决策形成的远近背景、决策的具体形成、实施，把决策的上限定在康熙帝即
位，准噶尔的强大引起清廷的关注；下限则定在乾隆帝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在准噶尔设立军府制实
施有效管辖为止。在分析高层决策时，作者还引入了战略学、决策学、管理学的理念，有很多精辟结
论。这些“高层” 决策，战战和和的变化过程内容得当，布局工整，结构合理，脉络清晰。

　　作者将清统一准噶尔的过程，按历史发展的事件线索分为康熙帝对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的统一
活动；雍正帝对罗卜藏丹津、噶尔丹策零的统一活动；乾隆帝对达瓦齐、阿睦尔撒纳的统一活动六个
章节。作者在史料的选取上，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在世界范围内的各民族、各部族、各政权相
互影响的角度来安排的，百年历史中的“和和打打”是一气呵成的，主线鲜明，冲突有因，统治高层
的思维对历史事件进程的影响清晰明了，虽是宏篇大论却给人以完整感。

　　清朝统一内地用了２０年，而最负盛名的三代君主执著地坚忍不拔统一准噶尔竟用了一个世纪。
清代对准噶尔的统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和”的思想，以“绥抚”为主。即使有武力用兵，也多是在
有具体原因的情况下或有把握取胜的时机中进行的。这种统一是政治意义上的统一过程，其内涵则是
一种借机遇与政治谋略进行的统一，是以柔远之术，使准噶尔归顺。这对国家的休养生息有益，可节
约大量的国力、物力、财力、人力。

6、关于准噶尔的书很多，但此书的独特视角还是委新颖。
7、挺不错的一本书,有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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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者用手机还是什么数码相机拍摄了二十多本书的书影有的书好像是借的，有些就是在图书馆拍
的拍法是打开一本，另外一本压住它，或者折上一页，拍书脊。。。我个人从没想到还有这样做的。
有鉴于是女作者的博士论文，写的虽然浅显，但是还挺朴素的。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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