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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講   帝王及其內治

本次京都大學的夏季講座，我將以「清史」為題進

行演講。時間總共不過十二小時，只夠講講它的輪廓梗

概。即便是輪廓梗概，要想把歷朝歷代的史實一一羅

列，十二小時也遠遠不夠。因此，市面上流傳的清史著

作中出現的內容，我儘量不贅述。最近幾年，我寫了兩

本小書，分別是《清朝衰亡論》和《論中國》。《論中國》

雖並非盡論清史，但中國歷史的近代部分卻多為清朝之

事—諸如此類，我也儘量不重複論述。此外，我的好

友稻葉岩吉 1近年寫了一本《清朝全史》，對清朝的政治、

戰爭以及其他大事均有論及。上述著作中出現的內容，

我也無意多敘。演講時間很短，只能陳其大概。為了讓

諸位不至於聽完就忘，我儘量將材料直接呈現給大家，

1 稻葉岩吉（1876—1940），號君山，日本歷史學家，師從內藤湖南，研究主
攻中國的清史、東北史和朝鮮史，著有《清朝全史》等。—譯者注

第 1講  帝王及其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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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通論

以便大家過目後能加深印象。近年來，清史史料急劇增

加。放在十五年前，即使想做研究，我也苦於材料匱乏，

束手無策。如今，由於各種原因，材料日漸增多，尤其

是中國發生辛亥革命後，各種材料更是紛紛面世。我想

順便做個實驗，看看憑藉我們的力量能收集多少材料。

1915 年 7 月 20 日，我從東京回來後，便着手在極短的

時間內收集材料。在本校富岡謙藏 1老師（今天也來到了

現場）等人的幫助下，雖然材料勉強收集來了，但我這

十多天全在整理材料，沒有時間在演講之前查證歷史研

究中的疑點。演講雖然有些粗糙，只是陳其大概，但我

還是希望講完以後，能給大家留點兒東西。因此，我會

把每天演講的提綱、要點打印出來，發給大家。今天是

第一天，演講的提綱、要點才發給大家。從明天開始，

我會提前一天把第二天演講的內容發下去。希望大家能

把這炎炎夏日的午休時間利用起來，提前把材料看上一

遍，第二天再來聽講座。以上是我想預先交待的事情。

1 富岡謙藏（1871—1918），日本考古學家，曾任教於京都大學，是日本知
名文人畫畫家富岡鐵齋之子，著有《古鏡研究》等。—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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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講   帝王及其內治

清史的相關著述

在第一部分，我將從清史的相關著述講起。眾所周

知，清帝退位不過三四年，尚屬新近之事。因此，相關

史料非常多。不過，大部分史料還都沒有整理。當然，

中國的史料記錄制度十分完備。日積月累的大量史料

都會逐步得到整理。譬如，歷史上每有皇帝更替，繼位

者都會命史官纂修先朝實錄。綱目中「史料之豐富」項

下雖然列舉了不少書目，但除此之外仍有大量實錄沒有

列入。實錄成稿後，官方的整理工作大體就算完成。可

是，在清朝覆亡的不多時日裡，歷史學家甄選材料，重

新編纂條理清晰、有生命力的歷史，還難成氣候。在中

國，所謂的一朝正史告成之時，多數原始史料也將不復

存在。如今，我們得以在史料尚未亡失之際研究清史，

可謂十分幸運。與此同時，浩如煙海的史料讓人一籌莫

展。相比之下，《明實錄》1就很簡略。前幾年，我曾請

人抄錄《明實錄》的全部內容，卷數雖然很多，可換成日

本的冊數，十幾代帝王只有七百餘冊。《清實錄》十倍於

《明實錄》還不止，可謂卷帙浩繁。我們能否有機會一睹

1 《明實錄》是明代歷朝官修的編年體史書，記錄了從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

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約兩百五十年的大量資料，具有重要史學價值，

是研究明朝歷史的基礎史籍之一。—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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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實錄》的真容呢？這種機會曾經有過，但如今怕是很

難了。幾年前，我去奉天 1等地考察時，凡感興趣的內

容我都看過。我本想設法將這些材料全部帶回日本，但

當時的政府認為這些無用的廢紙只會白佔船上的空間，

所以沒有同意我的請求。因此，以上許多史料雖曾近在

眼前，卻都白白錯過了。總之，這些材料有歸有之，如

今卻很難看到，而研究也就變得越發困難了。材料的種

類均列在「史料之豐富」項下，有「《滿文老檔》《三朝實

錄》《方略》《聖訓》《國史列傳》《諭折彙存》」等。之後，

我們會在那邊的展室看到各種實物資料。到那時我再稍

作講解。

《清三朝實錄採要》《清三朝事略》是日本人依據確

鑿史料研究清史的最早著作，特列於此。這兩本書是

一百二十多年前與我同屬一個舊藩 2的永根鉉 3所著。

永根鉉後來改名為北條鉉，或者一開始叫北條鉉也未可

知。它們雖然只是實錄的摘要，卻能將清朝一些難讀的

1 瀋陽舊稱。—譯者注

2 江戶時代，封地在一萬石以上的大名，其領地及行政機構就稱為「藩」。

明治時期，政府廢除全國各藩，統一為府縣，稱江戶幕府時代各藩為「舊

藩」。—譯者注

3 永根鉉（1765—1838），字仲鼎，後改為元鼎，號冰斎，後改為伍石。他著
有《清三朝實錄採要》，被視為日本清史研究之嚆矢。他在書法上亦有建

樹，編有《集古帖》等。—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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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講   帝王及其內治

地名、人名準確讀出，簡明扼要，切中要點。中國摘錄

《清實錄》的著述有《東華錄》等，我列在了綱目的靠前

部分。與《東華錄》相比，《清三朝實錄採要》更得要領，

稍勝一籌。永根鉉是日本有志於研究清史的第一人，為

表其功績，特列於此。

回到「綱目」最開始列的《聖武記》（三種）、《湘軍志》

與《湘軍記》。這些只是歷史著述的兩三例。《聖武記》

由大名鼎鼎的魏源所著。在日本，《聖武記》被翻刻出版，

所以人人皆可求而得之。《聖武記》有三個版本，每個版

本各不相同，是中國人以全新思路梳理清史的權威之作。

《湘軍志》和《湘軍記》寫的是近來長毛賊 1之事。《湘軍

志》由王闓運著，所記均為他本人的親身經歷，所以不僅

是在單純記述史實，而且是在揭露內幕，是近年來頗負

盛名的歷史著作。《湘軍記》由王定安著，所記雖然與《湘

軍志》相同，卻由於種種原因，遜色很多。

《聖武記》（三種）、《湘軍志》與《湘軍記》之後所列

的《東華錄》（兩種）是《清實錄》的摘要，雖然稱不上

1 清朝咸豐元年到同治三年（1851—1864）期間，洪秀全、楊秀清等人從廣
西金田村率先發起一場反對清朝封建統治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農民起義

戰爭，此處「長毛賊」指的就是太平軍。內藤湖南通篇演講都以「長毛賊」

稱「太平軍」，以「長毛之亂」稱「太平天國運動」，為使讀者更直觀地了解

作者的史觀，特採用「長毛賊」的譯法。—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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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甚麼著述，但對那些看不到實錄的中國人和日本人而

言，作為研究材料卻大有用場。諸如此類的史料各種各

樣，當然，除此之外仍有很多材料。即便只看手頭拿到

的材料，也已經相當吃力。所以，清史研究絕非易事。

清朝編修兩百多年的明朝歷史，花費大約六十年。

清朝的史料十倍於明朝，若用六百年編史，則比清朝的

存續時間還長，實在是曠日持久。不過，中國人修史也

不好說。如今，在袁世凱政府的領導下，中國成立了清

史館着手編史，如果全力以赴，十到十五年或許就能完

成。明初編修元朝一百幾十年的歷史，用時僅僅不到一

年，可見快有快的辦法。如仿此例，兩百多年的清史說

不定兩三年就能告成。然而，史料從來都是交由中國人

研究。我們要想拿到這些史料幾乎毫無希望。所以，我

們現在只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今天，我先講講近來

我研究的大體情況，儘管研究仍然未見頭緒。

我把這一講的標題定為「帝王及其內治」，其實只有

「帝王」也是可以的。全民參與政治已經成為世界大勢，

中國如今也實行了共和政治，我又為何在講清史時特意

以帝王為題呢？這是因為帝王在清朝的政治中佔據極其

重要的地位。講到後來，我們便能漸漸看出，清朝的政

治除了帝王幾乎所剩無幾。在別的朝代，除帝王之外，

宰相等人也在政治中佔據重要地位。明太祖朱元璋因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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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宰相的弊害而將其廢除。從此，朝中便再無宰相。然

而，在明朝數代皇權交替當中，遇到幼主繼位時，便又

會產生對宰相的需求。於是，雖無宰相之名但行宰相之

權的內閣大學士等官職便應運而生了。然而，清朝的內

閣大學士卻徒有虛名，基本不能發揮宰相的作用。清朝

出現幼主時，曾有攝政王及皇太后主政，卻從未有宰相

主政。輔政大臣在皇帝年幼之時主政的事也是有的。不

過，輔政大臣雖然類同宰相，但到了皇帝能夠獨當一面

時就被撤下。於是，大權重新歸了皇帝。這就是清朝政

治的特殊狀態。基於皇帝是清朝的一大政治要素，所以

我很有必要以「帝王」為題來講一講。

清朝歷代帝王及攝政王、訓政太后

接下來進入第二個標題。「綱目」中列出了清朝歷

代帝王的名字。靠後些的德宗景皇帝就是光緒帝。光緒

帝之後的宣統帝退位以後，便是今日的情形了。那邊的

展室有些帝王的墨跡陳列。

再下邊的「入關前的二帝」是指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

和太宗文皇帝皇太極這兩代帝王。所謂入關，是指清朝從

滿洲根據地進入北京。因須經由山海關這個關隘，故稱之

為「入關」。入關以前，二帝起於滿洲山中，即現在奉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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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三十里 1的赫圖阿拉。歷經兩代四五十年的時間，清朝勢

力急劇擴張，兵至山海關以東十幾里。但山海關以東十幾

里內仍是明朝的勢力範圍。當時，明朝有個叫李自成的賊

寇起事。李自成的勢力不斷發展壯大，最終從西繞道至居

庸關，兵臨北京。明朝最後一位皇帝統治時期，即崇禎年

間，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帝在北京城內的景山自縊而亡。

明朝當時為平定內亂，撤下了山海關的防守兵力。清軍便

趁機從滿洲揮師，入主中原。這時，清朝的開國二帝 2已經

駕崩。第三位皇帝順治帝即位，年僅七歲。攝政王睿親王

多爾袞率領大軍進入北京後，迎接順治帝入京。最不可思

議的是，清朝當年攻下北京的是攝政王，如今在北京退位

的仍是攝政王 3。可謂始於攝政王，終於攝政王。在清朝的

制度下，親王攝政非常普遍，皇太后攝政卻非理所應當，

更沒有人臣攝政一說。人臣攝政稱為輔政。康熙帝玄燁八

歲即位時，輔佐他執政的便是輔政大臣。雖然制度如此，

可最後的西太后慈禧卻行了攝政之實。文宗顯皇帝—咸

豐帝駕崩後，雖然其弟恭親王奕訢接管政務，但咸豐帝遺

1 里，長度單位，一里等於一百五十丈，合五百米。—譯者注

2 即清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和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極。—譯者注

3 即清朝末代皇帝溥儀之父醇親王載灃（1883—1951）。宣統帝即位後，
載灃擔任監國攝政王，試圖延長清政府的壽命，辛亥革命爆發後被迫辭

位。—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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詔指定的顧命大臣實則另有其人。其中的主要重臣有同為

清朝皇族的肅順。此外，還有一位叫端華的親王。不過，

肅順最受咸豐帝喜愛，得以承其遺詔。當時，西太后慈禧

還不是真正的太后。真正的太后是東太后慈安。兩位太后

聯手殺掉肅順，奪取了政權。最初雖是東太后慈安掌權，

可後來權力逐步轉移到了西太后慈禧手中。西太后慈禧是

近世之人，其政治能力之卓越超群可謂人盡皆知。雖然東

順治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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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慈安是咸豐帝的正妻，西太后慈禧不過是個妾室，但

東太后慈安的學識有限。大臣把奏折呈遞上來時，東太后

慈安並無法親自閱覽，做出裁決。而西太后慈禧卻能親自

批閱奏折，做出決斷，向內閣大學士或軍機大臣等人下達

命令，因而逐步掌權。又因為西太后慈禧是同治帝的生母，

最終得以登上太后之位。西太后慈禧掌權時代，得益於她

卓越的政治能力，清朝曾一度中興。

康熙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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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情形大體如此。這裡，我想再講講第一位攝

政王睿親王多爾袞。今天的聽眾當中，有一位來自福井

的上田同學。去年我去了福井，就攝政王睿親王多爾袞

的事情做過一番調查。有趣的是，就在清朝從滿洲攻入

北京的那年，日本越前三國對面的新保村裡有位船長出

航。這位船長本來要去松前，結果卻去了滿洲。很多人

慘遭滿洲當地人殺害，只剩下十三人被送往奉天，並在

西太后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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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洲八旗軍從奉天向北京轉移時，一併去了北京。當時

的人們還稱攝政王睿親王多爾袞為「九王」，意即第九位

王爺。攝政王睿親王多爾袞此前就在北京，而順治帝是

後來從奉天移駕北京的。攝政王睿親王多爾袞親自召見

了這十三人，感慨他們從日本漂流至此也挺可憐。其他

親王們也覺得這些來自日本的人非常稀奇，還叫他們去

多爾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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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喝酒。這些以竹內藤右衛門 1為首的越前新保村

的漂流民回到日本之後，便把清朝剛剛攻破北京時的情

形記錄下來，寫成了《韃靼物語》。我從去年開始就想寫

一本關於此事的書，研究雖大體完成了，但還未落到紙

上。總之，確有這麼幾個有此奇遇回到日本的人。如今

在北京看到清帝退位也沒甚麼可稀奇的，可當時看到清

軍剛剛攻破北京卻着實稀罕。這些漂流民回到日本後，

還被叫到江戶幕府問過話。我查閱他們的漂流日記時看

到，還有人學會了幾句滿洲話和中國話。其中還提及他

們拜見攝政王睿親王多爾袞時的情形，說道攝政王睿親

王多爾袞體形消瘦，慈眉善目，與真實的攝政王睿親王

多爾袞氣質十分相符。攝政王睿親王多爾袞體弱多病，

年僅三十九歲便與世長辭。攝政王睿親王多爾袞雖然出

身滿洲蠻荒之地，卻在政治軍事方面能力超群。當時中

國很多賢士良才都為他所用。而且攝政王睿親王多爾袞

能聽取漢人之言，一入北京便採用漢人的政治體制。他

沒有按照滿洲的行事風格為難漢人，而是採用漢制，任

用漢官，力圖恢復秩序。攝政王睿親王多爾袞雖然在北

京攝政不過六年，卻在此期間幾乎平定了整個中國。如

1 竹內藤右衛門，日本越前國（今日本福井縣）商人。 1644 年，竹內藤右
衛門等五十八人出海，前往松前，途中不幸遇難，漂至今俄羅斯博西耶特

灣。十五名幸存者受清政府保護，於 1645年被送回日本。—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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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述，攝政王睿親王多爾袞的政治能力十分卓越。而

清朝最後一位攝政王載灃則遠不及他，或許這也是致使

清帝不得不退位的一個原因。另外，最後一位攝政王醇

親王載灃與攝政王睿親王多爾袞的政治手法幾乎完全相

反，這些我們以後再講。

清朝帝王的特點及其原因

第三部分是「清朝帝王的特點及其原因」。之前已經

提到，君主獨裁是清朝政治統治的一大特徵。此外，每

位皇帝也各自有各自的特點。這一點大家可以先有個了

解。至於其原因，我也會在稍後講到。

清朝帝王都有接受系統教育的傳統。該傳統雖非始

於清朝建國初期，但早先就多少有這種傾向。這主要是

因為帝位的繼任者並不是一開始就確定好的。太祖高皇

帝努爾哈赤 1駕崩後，太宗文皇帝皇太極繼位。可太宗

文皇帝皇太極即位之初並未獨掌皇權，且其他兄弟也非

都位居人臣。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駕崩以後，朝中位高

權重的共有四人，其中就有太宗文皇帝皇太極。清朝把

1 太祖高皇帝為努爾哈赤駕崩後追贈的廟號，為保留原著風格，未做刪改，

後面類似表述均同此處理。—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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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王侯地位的人稱為貝勒。當時的貝勒有大貝勒、

二貝勒、三貝勒，以及方才提到的太宗文皇帝皇太極，

即四貝勒。大貝勒代善是太宗文皇帝皇太極的親哥、太

祖高皇帝努爾哈赤的次子，後被封為禮親王。二貝勒阿

敏是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的侄子，和太宗文皇帝皇太極

是堂兄弟，後被革職削爵。三貝勒莽古爾泰是太宗文皇

帝皇太極的哥哥，後來也被革職削爵。剩下的就只有四

努爾哈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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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勒太宗文皇帝皇太極了。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駕崩不

久後，四大貝勒共享皇權。正月朝賀之際，四大貝勒都

面朝南坐，接受群臣叩拜。其中，四貝勒在軍中的聲望

最高。軍中聲望高者自然得勢。四貝勒因此逐漸壯大勢

力，最終如日中天。帝王之位非他莫屬。這時，二貝勒

阿敏先是在出征朝鮮時犯下過失，之後征伐中原時雖曾

繞道山海關後方，攻入長城，卻在歸途釀下大錯，最終

皇太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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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革職削爵。再說三貝勒莽古爾泰，他因當年處心積慮

想要獨佔皇位，而與四貝勒太宗文皇帝皇太極交惡。三

貝勒莽古爾泰死後，軍中頗有聲望的太宗文皇帝皇太極

大力搜集證據，削其子孫勢力。大貝勒與四貝勒一樣，

在軍中也很有威望。大貝勒之子薩哈廉十分聰敏，認為

四貝勒掌權是大勢所趨，勸說其父放棄皇位。因此，大

貝勒雖為兄長，最終仍決定擁護四貝勒。繼位五年後，

四貝勒開始獨享皇位，受人臣拜謁。大貝勒也位列人

臣，行拜謁帝王之禮。不過，這些並非太祖高皇帝努爾

哈赤生前所願。總的來說，蒙古人或滿洲人的習俗是幼

子繼位，和日本的長子繼承制正好相反。所以，太祖高

皇帝努爾哈赤其實是想傳位於我們之前提到的九王，也

就是之後的攝政王睿親王多爾袞。攝政王睿親王多爾袞

是當時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新任大妃 1的兒子，十分聰

穎伶俐。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很想傳位於他。但大勢所

趨，最終由四貝勒繼位。由此可見，皇位繼承充滿了不

確定性。太宗文皇帝皇太極駕崩後，肅親王豪格雖然貴

為長子，卻由太宗文皇帝皇太極的第九子繼承了皇位。

1 即烏喇那拉．阿巴亥（1590—1626），孝烈武皇后，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
第四任大妃。孝慈高皇后去世後，孝烈武皇后被立為大妃，為太祖高皇帝

努爾哈赤生下三子，即第十二子英親王阿濟格、第十四子睿親王多爾袞、

第十五子豫親王多鐸。—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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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親王豪格就是如今逃往旅順這位肅親王 1的祖先。當

時的肅親王豪格已經立有戰功，卻為何讓六歲小兒繼承

了皇位呢？這可能與宮闈大有關係。因為順治帝的母

1 即善耆（1866—1922），清朝貴族，歷任民政部尚書、理藩大臣。辛亥革
命爆發後，他與川島浪速發起滿蒙獨立運動，以失敗告終。有「東方瑪 

塔．哈麗」之稱的川島芳子就是善耆之女。—譯者注

孝莊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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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太宗文皇帝皇太極的皇后後來下嫁給了攝政王睿親

王多爾袞。一國皇后或皇太后改嫁他人着實不可思議，

因為當時距離滿洲民風淳樸的時代尚不算久，所以這種

事情才會發生。《清實錄》當中就記載有攝政王睿親王

多爾袞初被稱為皇叔父，後來進而被尊為皇父之事。在

保存下來的當時的科舉考卷中，也能看到皇父這個表

述。所以，人們認為，攝政王睿親王多爾袞是因為與順

治皇帝母親的關係，才擁立順治當上皇帝。這種事情畢

竟不太光彩，所以繼承大統之人不能確定也未見得是甚

麼好事。

康熙帝時，清朝已經入主中原。雖然康熙帝冊立過

太子，但太子因犯下過失被廢。當時朝中議論紛紛，都

在商討再立太子之事。甚至有人不畏觸犯龍顏，直言進

諫，稱一國之君不能不立太子，不過都未被皇帝採納。

如此，清朝有了不立太子的家法，眾多皇子一齊接受教

育。《綱目》中所記「上書房讀書」就是指在上書房裡，

眾多皇子誰也不知未來誰將成為儲君，一起接受相同的

教育。關於清朝立儲制度還有一種傳言—皇帝如果認

為立儲的時機成熟，並有繼承大統的屬意人選，便會寫

下他的名字，藏於正大光明殿中書有「正大光明」四字的

匾額後方。皇帝未頒遺詔駕崩的情況下，顧命大臣打開

它便可得知繼位人選。皇帝若是壽終正寢，尚可留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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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為儲的遺言；但若是皇帝突然駕崩，便需打開匾額後

的遺囑來定。總之，清朝一般不提前冊立太子。眾多皇

子尚在年幼之時，便都成了皇帝候選人，因此從不貪玩

任性，而都奮發苦讀，鑽研學問，接受嚴格充分的教育。

我們接下來看「各個帝王的文事」。其下列舉了很多

事例。儘管清朝作為夷狄入主中國，可歷代皇帝卻十分

鰲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