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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集收录34篇论文，其中明史研究6篇、清史研究7篇、明清与朝鲜关系研究4篇、明清人物研究8篇
、民族史研究9篇。
本文集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资料的新与详。文中大量引用的明代辽东档案、清代刑科档案、从日本
抄回的国内残缺的清初汉文旧档、有关明初女真人的塔铭、满族家谱、锡伯族家谱等，均为本集相关
论文第一次披露，这些原始资料此后多被同行转引。
明清的若干制度和重大事变，是本书研究的一个重点：文章系统论述了明代辽东军户制、辽东军屯制
的兴衰，分析了明代灶户制从官营到民营的变化过程；对影响明代历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如万历后期
的矿税之祸、女真与汉族的关系、以及明末战争与满洲崛起的关系，也都有深入地全面地探讨；对清
代农村的生产关系、租佃制度、佃农地位，乃至旗地上的经营方式，都有开拓性研究。
民族史研究是本书的另一个重点。其中着重探讨了女真族在元末明初的迁徙、明初女真的宗教与文化
、朝鲜对女真的侵害、女真-满族民族精神的觉醒、满族的多元性、满族的汉化趋向等。对辽宁地区古
代民族的源流、朝鲜族与辽宁的渊源、锡伯族的宗族，以及汉族谢氏与炎黄二系的关系、汉族姓氏的
演变史等，也都有所论述。
对女真-满族人物、明清之际人物的研究，是本书的又一重点。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以统一的多民
族的国家观，分析了这些人物的变化、进步和对民族、国家的贡献。新的评价标准，使这些历史人物
面目一新，释放了更多的正能量。
中朝关系研究，该组虽仅列入4篇，但在人物组里有2篇、民族史组里有4篇，都涉及与朝鲜关系，合起
来有10篇之多，内容也颇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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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明史研究
明代辽东军户制初探——明代辽东档案研究之一／3
明代辽东军屯制初探——明代辽东档案研究之二／26
万历后期的矿税之祸——明代辽东档案研究之三／40
明代女真与汉族的关系——明代辽东档案研究之四／67
明代灶户的分化／80
明末农民战争与满洲的崛起
——兼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对民族关系的宏观影响／95
第二篇　清史研究
清代前期的实物分租制／111
清代实物定额租制的发展变化／132
清代实物定额租制的特点及其影响／146
清前期永佃权的性质及其影响／160
从乾隆刑科题本看东北旗地的经营方式／174
清代的佃农／183
关于汉文旧档《各项稿簿》／199
第三篇　明清与朝鲜关系研究
鲜初的中国流人与朝鲜的应对之策／209
评析朝鲜对建州卫女真的第一次用兵／222
清入关前后对朝鲜政策的变化／230
清朝与朝鲜的中江贸易／238
第四篇　明清人物研究
猛哥帖木儿论／253
简论努尔哈齐朴素的辩证法思想／264
论皇太极的民族一体思想／274
论袁崇焕的民族思想／283
力助清朝统一全国的摄政王多尔衮／293
论洪承畴修身治国的特点／312
施琅与康熙帝对规复台湾的贡献／327
施琅的思想方法与台湾的规复／337
第五篇　民族史研究
辽宁民族源流概述／349
元明之际建州女真向高丽-朝鲜的流徙／358
释辽阳广佑禅寺住持圆公塔铭
——兼谈明初女真社会的几个问题／366
浪孛儿罕事件与女真族民族精神的觉醒／373
北镇县满族的多元性及礼俗文化的融合／384
从一份“家训”看清后期满族的族长制／392
锡伯族的宗族文化／398
为何谢氏家谱都定炎帝系申伯为始祖而不涉黄帝系／407
再论谢氏始祖为炎帝系申伯及谢邑在南阳宛城区谢营
——兼谈“召伯虎说”与“信阳说”之离谱处／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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