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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1》

前言

内阁：世间已无张居正    明太祖朱元璋废掉丞相之后，将“丞相不得复立”作为祖制，大臣有建议复
立丞相者杀无赦。明太祖为开创之主，明成祖为篡逆之君，其精力和能力完全可以独理庶政。就算是
明成祖，也设立了内阁，其大学士作为文学侍从之臣，备顾问。明太祖和明成祖的后世子孙生长于深
宫，其才具和精力无法与祖宗相比，越来越借重于大学士。    随着形势的发展，大学士有了相权，只
是没有相的名分而已。明太祖废相之前，有左右两相，以左为尊。第一对搭档是左丞相李善长、右丞
相徐达；第二对搭档是左丞相徐达、右丞相汪广洋；第三对搭档是左丞相徐达、右丞相胡惟庸。这四
位丞相中，徐达因为常年统兵在外，始终只是挂了一个虚名，实际上的丞相只有三位。    内阁“以其
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而得名。大学士不仅没有僚属，也没有定额。尽管如此
，内阁仍是明朝权力最大的机关。    明朝历朝多有贤相、能臣，张居正是最后一个贤能之臣。“欲知
宰相贤否，视天下治乱。”在张居正主政期间，万历初期明朝官场政清风正；张居正死后，明神宗来
了一个极大的“反动”，从励精图治到荒怠政事。“由俭入奢易，由奢人俭难。”政治也是如此，从
勤政到怠政，往往是在统治者一闪念之间。    从张居正死后到万历驾崩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明神宗用
的辅臣达到十八位，可称“十八罗汉”，但大都是泥塑的，没有金身罗汉。明朝万历年间的历任首辅
，最为知名的便是申时行，从万历十一年九月至万历十九年九月，整整在首辅位置八年；再一个便是
王锡爵，他是申时行的老同事，就任首辅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内阁的时间却长达十年；第三名是沈
一贯，担任首辅的时间仅四年，但在内阁期间，首辅赵志皋长期养病，沈一贯尽管没有首辅之名，但
其主政时间之长超过任何一位万历时期的首辅，达到十二年；叶向高与之有些类似，自万历三十五年
人阁，一直到万历四十二年致仕，也有七年时间任首辅；最后一任首辅是方从哲，主政七年。    万历
年间的内阁或者缺员不补，或者阁臣称病，内阁中甚至常常会出现只有一位大学士的情景，号称“独
相”。沈一贯、叶向高、方从哲都是如此。    明神宗对于张居正的刚强极为反感，内阁专用“软熟之
人”；相比张居正的以严苛得罪天下，申时行、王锡爵以宽厚为名，实际上是在因循政事，但君臣相
得，如鱼水之欢。申时行是状元出身的宰相，章奏留中正是出于他的建议。章奏留中，皇帝便可对奏
章上奏报的政事不加以处理，致使政事停滞，于是明神宗怠政的毛病越来越大，此又是君臣之间“相
辅相成”。    万历朝最大的政事有三件，一是“国本”之争，明神宗意图由爱子福王朱常洵继位，朝
臣则力挺皇长子朱常洛，于是君臣之间转成意气之争。二是缺官不补，从朝廷到地方，官府衙署空其
半。朝臣一则是鉴于舆论的压力，担心有专擅之讥；二则是确实该补，于是屡屡出奏，向皇帝申请而
不得，便恳请辞职。三是矿税监的存废，朝臣请旨，明神宗留中不发；太监上奏，朝发夕下。    这三
条大政，牵扯了万历朝臣的大部分精力。先是君臣之争后是臣与臣之间互立门户，形成党争，甚至于
后世将党争视为明亡的一大关键。其症结便在于没有是非标准，皇帝不加以裁决，各是其是，各非其
非。对地处偏远辽东的努尔哈赤的崛起，尽管当时有大臣提出警告，但朝中无人放在心上。    兵部：
中枢主持亦无人    明朝的兵部，威权极重，集军政军令于一身，号称“本兵”；中枢原本指朝廷，而
明朝则专指兵部。由此可见兵部的位高权重。    明朝最为有名的兵部尚书便是于谦。他建功立业，得
享大名，是在正统年间。当时蒙古瓦刺也先在土木堡擒住明英宗之后，于谦受命于危难之际，由兵部
侍郎升任本部尚书，率部守卫京师。他决策定疑，慷慨一战，终于使也先无所获而去。    到了明嘉靖
年间，明朝确立了一项制度，便是中枢之臣与边臣之间轮岗，由兵部到边疆任职，再由边疆调转兵部
。如此一来，掌兵的大臣既熟悉边务又知晓朝中大局，宏观与微观双修，战略与战术同练，中枢、边
疆两不乏才，的确是经久之制。但随着朝局的轮转，此一项制度渐渐荒废。    在努尔哈赤兴起及其叛
明之前，明朝的兵部尚书有十二位。需要说明的是，如同右都御史和右副都御史一样，兵部尚书或者
兵部侍郎，俱为总督或者巡抚的加衔。这样总督或者巡抚便可拥有弹劾官员、辖制武将的权力。如此
，加衔的兵部尚书不在计算范围之内，只算是中枢的本职官员。    担任万历年间的兵部尚书时间最长
的是石星，从万历十九年八月至万历二十五年二月，达到六年，次之的是他的前任杨一鹗和后任田乐
，均为期四年有余。石星的主要工作是应付援朝抗倭之役。    从万历三十年起，兵部甚至很长时间内
没有专门的兵部尚书，或者是其他部的尚书兼署，或者是本部的侍郎代理。兼署兵部时间最长的是萧
大亨，达到六年之久。而在此期间，努尔哈赤开始对海西四部用兵。    明朝的边患号称“北虏南倭”
，即蒙古和倭寇。倭患肆虐一时，在嘉靖年问为最盛，主要在东南沿海骚扰。而蒙古始终为明朝北方
的一大忧患，历任兵部尚书无不以抵御蒙古为最大的职守。土木堡之变后，蒙古势力达到极盛；盛极
而衰之后，张居正主持“俺答封贡”，消边患于无形之中。明朝所要应付的主要是蒙古的小股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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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1》

使其再不能越过长城一步；而明朝的兵部有很大的一部分职责就是与蒙古“讲斤头”，争论封赏之物
的多或少，朝贡人数的多与寡。    努尔哈赤叛明前夜，明朝兵部尚书为黄嘉善。万历四十六年四月，
努尔哈赤发布告天“七大恨”后偷袭抚顺之际，明朝的兵部尚书处于缺员状态。时任兵部尚书的崔景
荣于二月封印出城，七月黄嘉善就任，次年十一月便告病在家。黄嘉善任兵部尚书时已经年过七旬，
倒并非辞于艰难。    前面提的萧大亨任兵、刑两部尚书十三年，时值明末，党争甚烈，内外矛盾迭起
。他厌倦党争，多次上书请退。他于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去职之时，年龄高达七十七岁。萧大亨可谓
得其天年，万历四十年去世时为八十一岁。    边吏：文恬武嬉乱辽东    辽东的边吏，首屈一指的便是
辽东总兵李成梁。他的功业也是建立在平定蒙古之上，其爵位“宁远伯”即得益于此。对于女真部族
，包括李成梁在内的所有辽东边吏，都是剪其强、扶其弱，保持女真部族四分五裂的局面，分而治之
。    努尔哈赤正是弱的一方，而且父祖被明军误杀，是孤儿的身份，更易博得同情。由此，努尔哈赤
在边吏的眼皮底下，东征西讨，渐渐统一了女真部落。辽东边吏在其弱时，甚至暗中扶持；在其强时
，就无能为力了。可见此前的女真强者，并非真强，所以辽东边吏敢于一战；努尔哈赤也并非真弱，
一旦崛起，无人能制。    李成梁镇守辽东前后三十年。初任辽东总兵时为嘉靖四年，到万历十九年遭
弹劾罢职，历时二十二年；复任辽东总兵是在万历二十九年，到万历三十七年解职，又是八年之久。
在他初任和复任之间的十年时间里，辽东总兵八易其人，其中两个人还是他的儿子。在他死后，又有
两个儿子任辽东总兵。    统算下来，从努尔哈赤起兵到叛明的三十五年间，李成梁父子任辽东总兵的
时间近十八年。其余另有十位辽东总兵，他们的任职长则两年，短则数月。    当时的辽东巡抚也有十
六位之多，在李成梁初任阶段与其共事的有李松、顾养谦、郝杰三位。此时李成梁尚有所作为，但其
主要目标仍为蒙古。辽东呈楔子状，三面皆敌，两面是蒙古，一面是女真。辽东巡抚若想做出一番事
业，必须得到李成梁的鼎力相助，否则终是虚妄。    在李成梁复任阶段与其共事的则只有赵楫一位。
他的运气不好，在辽东巡抚位时正值李成梁暮气已深。因辽东镇守无人，明廷方才起用已经七十六岁
的李成梁。而且李成梁还有一个说不出的苦楚，那就是因为抗倭援朝之役，他的精锐家丁大部分战死
。明朝将军打仗，作为先锋的便是家丁。李成梁相当于赤手空拳做镇守，如何敢和努尔哈赤交手？    
最不可宽恕的是，李成梁竟然与赵楫联手，主动放弃了辽东东部的宽甸四百里疆土。这是李成梁初任
辽东总兵之时打下来的，现在竟然以难以防守的名义弃守。努尔哈赤当然不会放弃这不费吹灰之力就
能到手的土地。    这是努尔哈赤得以兴起的一大关键。明朝能够控制边夷，一个很重要的策略便是互
市，其中粮食是一大宗贸易。宽甸的土地经过辽民三十年的耕种，已成熟地。    辽东除巡抚、总兵之
外，还有一位矿监高淮。高淮于万历二十七年到辽东，任职十年之久。高淮这个人对谁都不忿，唯独
对李成梁毕恭毕敬。他在辽十年，搞得兵怒民怨，甚至有军兵造反之举。巡按御史何尔健为弹劾高淮
，不敢公开送奏疏，派亲信偷偷赴京，结果还是被高淮查出，将差役关人大牢之中。就算是奏疏到了
御前，又能奈其何。朝中弹劾高淮的奏疏已经不少，明神宗皆是“留中不发”。    在这之后的辽东巡
抚尚有四位，最为知名者为杨镐。杨镐的色厉内荏，在日后的萨尔浒之战中表露无遗。最后一任辽东
巡抚是李维翰，正当努尔哈赤攻击辽东之时，他派最后一任辽东总兵张佳胤前去救援，竟然不见张佳
胤一面，一味地红旗催战。张佳胤全军覆没，李维翰被擒返朝。    部族：有枪便是草头王    努尔哈赤
所属为建州女真，除此之外，尚有海西四部和野人女真。努尔哈赤家族早已衰败，建州女真内部四分
五裂，其中的翘楚是王杲，由于他对明朝无礼，被李成梁挥兵剿灭；他的儿子阿太隐忍数年，意图替
父报仇，同族之中的尼堪外兰泄其底细，潜引明军将其剿除。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即死于此役。    
努尔哈赤家族与王杲关系交错，王杲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他的堂姐是阿太的妻子；努尔哈赤的祖父
和父亲又依附在王杲的卵翼之下。据说，王杲之败亡便是努尔哈赤祖父和父亲的背叛，由于事机隐秘
，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并未暴露；李成梁攻阿太，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一说是为救女，一说是为
明军劝降阿太。    李成梁消灭了建州女真的最强者，也为努尔哈赤起兵提供了极佳的借口。努尔哈赤
因祖父和父亲之死，将罪责加在尼堪外兰身上，得以四处对其追剿，在这个过程中，努尔哈赤的势力
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壮大。努尔哈赤将穷途末路的尼堪外兰赶至明朝边墙之内，还能够派人将其
杀死。此举使努尔哈赤名声大振。    警惕努尔哈赤的并不是明军，而是海西四部。海西四部即哈达、
叶赫、乌拉、辉发，各有特点。地位最高的是哈达，其部长万被明封为龙虎将军，俨然是女真部落中
的盟主。万老年昏庸，部落中衰败之象显现无遗；万死后，三子争位，更使得哈达日薄西山。最为强
悍的是叶赫部，他们妄图继承哈达的地位。但哈达靠的是对明的忠诚，而非叶赫近乎挟制明朝。叶赫
虽屡被明朝讨伐，但屡仆屡起，贼心不死。这两部距离明朝最近，称为“北关”“南关”。    乌拉部
的疆域最为辽阔，因其地理位置最为靠北，可以从野人女真中抢掠人口，其潜在势力不容忽视。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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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1》

弱小的是辉发部，在海西与努尔哈赤之间摇摆不定。    叶赫见到努尔哈赤的壮大，心生不满，在恫吓
无济于事的情况下，纠合九部联军讨伐努尔哈赤。所谓九部联军，除了海西四部之外，尚有蒙古两部
、建州女真的三个小部落。    此一役努尔哈赤大获全胜，史称“古勒山之战”。而此时，距离努尔哈
赤兴兵仅仅十年。在此役中，努尔哈赤还获得一枚重要的棋子，那就是擒住了哈达部的贝勒布占泰，
致使在日后，努尔哈赤能够摆布哈达。努尔哈赤还借助明朝的抗倭援朝之役，要助天朝剿灭边寇，尽
管明朝廷没有同意，但认为其忠心可嘉。在李成梁的策划下，努尔哈赤得以被封为龙虎将军，成为女
真中的第一人。    努尔哈赤依次灭掉哈达、辉发、乌拉，并将叶赫打成“残山剩水”，自保不暇。万
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自称“后金天命皇帝”，当然他尚不敢“露布天下”，只是窃号自娱而已；到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发布告天“七大恨”，偷袭抚顺，这才算是公开地与明朝彻底决裂。此时距
离李成梁之死已经四年之久。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英雄才能制得了英雄。内阁、中枢、边
吏、部族如此，努尔哈赤为女真部族不世出的英雄，明朝无人能制。待到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出
镇辽东，努尔哈赤才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努尔哈赤反旗竖起，明朝朝野大震，称“东事起”。明朝
朝廷调兵遣将，意图犁庭扫穴，灭此朝食。明与女真之间的一场大决战，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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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1》

内容概要

《明清易代1:大明叛臣》是《明清易代》系列的第一本，从努尔哈赤起兵开始写起，一直到其与明朝
决裂为止，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六年。努尔哈赤的先祖为明朝的“看边小夷”，屡受明恩。直到万历十
一年，他的父亲被明军误杀，努尔哈赤才借以起兵反明，除掉“内奸”尼堪外兰，与明军快意恩仇。
此后，努尔哈赤顺风顺水，在女真各部族间远交近攻，纵横捭阖，终于从女真族的“破落子弟”成长
成为 “后金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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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向辉，1974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1990年考入河北正定中学，1993年考入河北大学
哲学系。1997年进入河北日报社从事新闻采编工作。
在校期间，一直对历史有浓厚兴趣，阅读了大量历史书籍。工作之余，读史兴趣逐渐集中于明清两代
。在新闻与历史的交错中，更多了些不同领悟。用写新闻之心发现历史之美，并为之沉醉。恰似高阳
先生所说，研读历史如同老吏断案，乐在其中；步武高阳先生自称研究历史的“野翰林”，立志成为
新闻行业中最好明清史旧闻“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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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破落子弟
第二章   父祖蒙难
第三章   借势兴兵
第四章   得报大仇
第五章   谁做太子
第六章   龙虎将军
第七章   雄霸女真
第八章   贪财皇帝
第九章   屠弟杀子
第十章   天命皇帝
第十一章 首战抚顺
第十二章 决战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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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努尔哈赤趁势掩杀，九部联军如土崩瓦裂一般，兵败如山倒。前来为九部联军助战的蒙古
科尔沁贝勒明安丢盔弃甲，骑着没有马鞍的战马落荒而逃。努尔哈赤的建州部族高歌猛进，直杀得敌
人一路狂奔。胜利来得太突然了，努尔哈赤的部队一直攻击到哈达部境内。努尔哈赤不再深入，转过
头来斩杀腿慢的落伍敌人。 这一场战役的规模对于努尔哈赤而言是空前的，战果也是空前的。努尔哈
赤率军一共斩杀了九部联军四千多人。 搜剿残敌的行动持续了一夜。第二天，一名士卒给努尔哈赤带
来一份“厚礼”——乌拉部贝勒满泰的弟弟布占泰。布占泰在被擒之初，并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只
是告诉士卒，不杀自己会获得一笔赎金。 布占泰作为一枚重要的棋子被留在费阿拉。至于这枚棋子日
后在棋局中如何使用，努尔哈赤还没有考虑好。他在等待机会。 回到费阿拉，叶赫部贝勒纳林布禄派
来使者，恳请带回布寨贝勒的尸体。努尔哈赤对叶赫仇恨已极，下令将布寨的尸体剖为两半，让使者
带回一半。 古勒山之战对于努尔哈赤来说，是一场转折性的战役。回兵之后，努尔哈赤派兵遣将收复
了鸭绿江的朱舍里部和纳殷部。建州女真全部纳入努尔哈赤的旗下。从此以后，努尔哈赤对海西女真
由守势转为攻势。 这一仗，也打服了蒙古各部。蒙古的科尔沁部和喀尔喀部分别派出使者向努尔哈赤
示好。尤其是科尔沁部，自此以后成为努尔哈赤在蒙古的重要盟友；终清一代，科尔沁的宠遇不衰，
历代皇后多出于此部。顺治的母亲、辅翼康熙的孝庄皇太后和清晚期大名鼎鼎的“僧王”僧格林沁是
科尔沁部最为知名的人物。喀尔喀部则三心二意，旋服旋叛，一直到皇太极时代才真正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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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清易代1:大明叛臣》编辑推荐：这是一个风云变幻、天崩地裂的大时代，万历朝宫廷权谋层出不
穷，边关大将杀良冒功；努尔哈赤借势而起，终成明朝心腹大患，全书呈现了一幅气象万千、跌宕起
伏的明清易代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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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想起一句引起争议的词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谓的争议便是金庸先生误植，大宋侠
女黄蓉唱出了元代词人的曲子。不管如何，“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万骨”是士兵的，这“万骨”
之后还有千万，便是老百姓的。围城之役最惨的便是“析骨为炊”，当烧柴了，不用等其“枯”了。
2、一本很能体现作者学养的书，好好品读，并推荐给朋友。有了好东东，自然要分享哦。以书会友
，乐在其中。
3、最怕看不靠谱的穿越剧，而这本历史小说以大量史料为依据，理清了此时期的脉络，条理清晰、
言之有据，值得一读。
4、写到明清易代最为关键的第一场战役——萨尔浒之战戛然而止。期待第二部。写历史上的战争很
难，毕竟谁也不是当事人，凭着有限的史料再现当年的战场，真是匪夷所思。看的听的得最多的当然
是《三国演义》、《杨家将》、《岳飞传》中的战争，两军对圆了，主将出马，获胜的将大枪一举，
说道“冲”，儿郎们蜂拥而上，这仗就打赢了。历史中写战争，主要突出双方的谋略，这是不传之秘
。
5、在网上看过一部分，感觉作者的文字写的很好。史料丰富，准备多买几本分送朋友
6、曾经的十几年前，清宫戏充斥荧屏，仿佛清史在一夜之间成为“显学”。其实不然，所“显”的
仅仅是“戏说”而已。这就如同是叶公好龙，所喜的仅仅是“皇阿玛”、“贝勒爷”，至于真正的清
史反而是乏人问津。现在出了不少通俗讲史类的书籍，但太多的跟风之作。真正在史事的基础上，写
得极有味道，毫无学究之气，行文流畅的实在不多见，《明清易代》系列便是其中之一。... 阅读更多
7、《大明叛臣》这个书名起得很好，一针见血，将努尔哈赤本来的面目展现出来。在清朝开国之后
，一直回避先世原属明臣的事实。甚至称与明朝分属两国，便是自己并非是以下犯上，第一章称其为
《破落子弟》，并称其“数典忘祖”，很有意思。
8、正版，难得的好书，值得品读~
9、明清这一段历史的确很难写，看以前的史书，往往是将明清分开来写，作者写着容易了，读者却
有些茫然。很多的历史事件，如果两头分写，将无法判断其连续性。明清两代，从万历十一年开始，
就有纠缠不清的关系。孟森先生甚至延伸到明的开国时期，并就此写成《明元清系通考》。明元指的
是明代纪元，从洪武帝开始，女真如何与中原发生联系等等。这是一个大的史料的合集，一般读者看
得很少。这本书就有此好处，明清两边依照明代纪元，条分缕析，如同一根线贯穿起来。比如说，万
历十一年，对于明清两代都是极为关键的一年。就清而言，当然是努尔哈赤开始弄兵；对明而言，更
是影响深远。因为这一年，张居正被清算。清算的后果可想而知，但对于努尔哈赤，确实是极大的机
会。张居正羽翼满朝野，大树一倒，辽东的边吏会怎样呢？当然会将注意力放在朝廷，而忽视了正在
崛起的努尔哈赤，而且张居正综核名实的风气荡然无存，一时和一世的影响便是如此之大。或者叫做
蝴蝶效应，朝廷扇扇翅膀，辽东风起云涌。
10、不错的书，文笔流畅可读性强，作者功底深厚，考证也很充实，有独到的观点，比较客观。作者
引用大量深入的翔实原始资料，是非常之不易的，这和现在很多流行的伪史学书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
。历史书就得拿原始资料说话，否则就是浅薄的。该书结构严谨，论据充分，采用大量史料反复论证
，令人信服。更为可贵的是，作者不为名人史家避讳，不为民族英烈伪饰，不惟阶级论，完全站在公
正的立场上，描述一段真正的历史画卷。令人掩卷长思。
11、印刷很精美，亚马逊送货很及时。看起来很精致，作者用心，出版社也很用心。一些图书看起来
真的很像“地摊货”，这本书制作相当考究，呵呵，近乎三联的水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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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曾经的十几年前，清宫戏充斥荧屏，仿佛清史在一夜之间成为“显学”。其实不然，所“显”的
仅仅是“戏说”而已。这就如同是叶公好龙，所喜的仅仅是“皇阿玛”、“贝勒爷”，至于真正的清
史反而是乏人问津。现在出了不少通俗讲史类的书籍，但太多的跟风之作。真正在史事的基础上，写
得极有味道，毫无学究之气，行文流畅的实在不多见，《明清易代》系列便是其中之一。清代历史难
写，一个是明清易代，另一个便是清末。诸多社会矛盾和政治军事力量的交织角逐，造就了天翻地覆
的大动荡时代，每每引发后人探究的兴味而又索解为难。理由便是头绪太多，很容易顾此失彼，或者
语焉不详或者啰嗦繁杂。本系列的作者能够迎难而上，的确是难能可贵。通篇看来，史事清楚，起承
转合之际深合章法，可称得上是难得一见的佳作。《明清易代》系列一共七本，每本十二章，每章九
节。每章之间以时间为轴，毫无割裂之感。叙述明清易代这一段历史的图书也有一些，但大多采用的
是“纪事本末体”，即每章节叙述一个专题，尽管有可独立成篇的好处，但在时间上互相交错，极容
易使读者出现错觉。本系列借用“通鉴体”的写法，勾连史事如串起一挂珍珠，之间的联系浑然天成
，没有半点的凝滞之感。这就给读者的阅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将微观的缜密考证和宏观的全局把握
相结合，立体地再现了气象万千、跌宕起伏的明清更迭图景。本系列的第一本为《大明叛臣》，选取
的时间节点为万历十一年。在这一年，努尔哈赤借势起兵，成为他一生辉煌事业的起点。而恰恰就是
这一年，万历皇帝抄了名臣张居正的家，使大名鼎鼎的“张先生”，成为万劫不复的逆臣贼子。一个
人的倒掉，使大明的“中兴”气象一扫无余。万历十一年，注定成为明清易代的关键年份。所谓的“
大明叛臣”即指努尔哈赤，因为他的祖上世受明恩，为朝廷的“看边小夷”。入清之后，清皇室极力
撇清这层关系，力主清与大明分属两国，是平等的“敌体”。但史迹难灭，虽历经极为残酷的“文字
狱”，仍有无数的脉络可寻。作者以《满文老档》、《武皇帝实录》、《高皇帝实录》为重要的参考
资料，参阅了台湾中研院集刊中的大量文章，爬梳史料，集百家之见，成一家之言。尤为作者推服的
是孟森先生。研究清史，孟先生是第一座高峰。在民国之前，研究清史即所谓的国史，犯忌讳的事情
很多，为免蹈“文字狱”，大多为“颂圣”的文章，无人敢深入研究。入民国后，研读清史才算是走
上学术之路，成为一时的热门学问，但流入野史奇谈的很多。孟森先生可算是清史研究的开山祖师。
作者视先生的著作为“瑰宝”，所谓“韦编三绝”，不为过也。正是有此扎实的学术基础，本系列才
显得极为可信；作者长期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文字功夫久经锤炼，本系列才有如此的可读性。第一本
《大明叛臣》一语破的，直指努尔哈赤的明朝藩属身份，也正是在明朝清算张居正之后，朝廷又恢复
颟顸的本性，而辽东的关键人物总兵李成梁在无形之中成为“帮凶”。李成梁在辽东根深蒂固，边吏
多仰其鼻息，朝臣与之广通声气，称之为“东北王”也不算过分。努尔哈赤的父祖正是李成梁的“奸
细”。李成梁“自重”需要“拥兵”，“拥兵”则需要“立边功”。努尔哈赤的父祖作为李成梁在女
真中的“耳目”，发挥着极为隐秘的作用。努尔哈赤的父祖为明军所杀，是明青易代的第一桩疑案。
两人的身份扑朔迷离，到底是作为明军的奸细入城劝降，还是为救困在城中的孙女，这是首先要解决
的问题。作者参考了大量的史料，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线索，指证努尔哈赤的父祖正是劝降的使者，而
非清室所宣扬的救女英雄。高阳先生曾说，研读历史如同老吏断狱，非阅尽卷宗不能有所得，非眼光
如炬不能得其实。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深得其中三味。努尔哈赤一生打了至为关键的三大胜仗。第
一次是古勒山之战。此役的导火索是同为女真的叶赫部，因为嫉妒努尔哈赤的成功而纠合九部联军讨
伐。努尔哈赤处于镇静，稳定军心，半路设伏，一举成功。此役之后，努尔哈赤在同族之中再无敌手
，极尽东征西讨之能事。第二个大胜仗是偷袭明朝的抚顺关。女真入边抢掠，世代常有，但目标大都
是村落山寨，严兵防守的关城则是第一次。这是与明朝兵戎相见，彻底翻脸。游击李永芳甫战即降，
成为投降女真的第一位“高官”。此役给予努尔哈赤极大的鼓舞，认为天朝将帅不过尔尔。第三个大
胜仗是萨尔浒之战。明朝因为努尔哈赤的反叛极为震怒，调兵遣将，一时之间，辽东成为一座大兵营
。努尔哈赤知道惹毛了朝廷，必定遭到报复，也是积极备战。双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行文到此，整
本书戛然而止，为读者留下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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