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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1年清朝宣布逊国，以《清史稿》之编纂、肖一山著《清代通史》为标志，
正式揭开了清亡后清史研究的里程。迄于今，已历90余年，清史研究从未间断，而
以近20余年的研究为极盛。即以清断代史为例：先有戴逸的《简明清史》，后有郑
天挺的《清史》、中国人大清史所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合著的《清代全史》(全10
册)、杜家骥的《清朝简史》、李治亭的《清史》(两卷本)等书相继问世，已是前70
年数倍之多!论文之多，更是以万计。改革开放20余年来，清史研究之盛，远远胜过
前70年的总和。 

清史研究成绩斐然，但其中也存在着巨大分歧。以《清史稿》和肖一山《清代简
史》为代表的历史观点及对清史的评价，固不足论；而“文革”前特别是“文革”
中，极左思想泛滥，贬斥清史，亦不足怪。直至改革开放时期，人们的思想大解
放，价值观念大变化，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原有认识包括对清史的评述，都已改变了
许多。然而，在清史研究中延续下来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因而不能正确解
读清史。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正确认识清史，准确地给清史定位。例如：一说满
族为“异民族”，视清朝为“异国”；当初努尔哈赤起兵，向明朝挑战，指为“犯
上作乱”；一说满族离开其居住地，进入中原，就是对“中国”的“侵略”、“进
犯”，是满族贵族对汉人的“民族征服”；一说清朝统一全国，“是以全国生产力
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它“代表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中国的发展“延缓了一百
年”；一说清初减轻农民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口惠而实不至”，即使如康熙朝
“宣布减免赋税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所谓康熙盛世纯属子虚乌有，是“被某些
学者捧出来的”! 

至于近代时期，清朝更是一无是处，几乎没做一件好事!除了那些内反清朝统
治，外反西方与日本列强侵华的仁人志士及死难烈士，几乎没有一个好人! 
    学术之争，本属学术研究过程中正常现象；持不同观点，无可厚非。但我们认
真分析上述诸多观点时，便不难发现，在这些观点的背后，却是隐藏着如前已指出
的某种民族偏见或陈旧的史学观念，给清史做出了不恰当的评价。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认识清史，给它一个正确的历史定位呢? 
    任何一件事的好坏，评价一个人的是是非非，总是比较而言的，即相互比较而
后知。这就是比较的方法，再简单不过。这同样适用于对清朝的认识。一方面，从
中国历史的发展进行比较：以清朝与它的前代明朝，再上溯到明以前历代相比，究
竟在哪些方面达到或超过其发展水平，又做了哪些“前无古人”之事，同样，它又
做了哪些不如前代甚至倒退之事，另一方面，与当代中国相比，它给我们留下了哪
些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或者说，它对后世有多大影响，只要认真比较，清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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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貌就会显现出来。 
    如所周知，清朝的前身——史称后金，是由女真——满族创建的，在联合汉、
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过程中，变为强大的清王朝。满族的先世，可追溯到先秦
时代世居东北地区的肃慎族，其后，又有勿吉、挹娄、靺鞨等族相继生活在黑龙
江、松花江流域，都是肃慎族的延续，直至北宋时期的女真人，才是满族的直接先
世。约当17世纪30—40年代，明末东北诸部女真人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所统
一，始形成满族共同体。不可驳辩的事实是，满族及其先世，从来就是世世代代生
息在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无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把它视为“异民族”、
“异国”，排斥在中国之外，这不单是民族歧视，而且是一个原则性失误!如同鲜
卑、契丹、女真、蒙古族各建一代王朝(北魏、辽、金、元)一样，满族也建立了自
己的国家政权；又同他们一样，疾驰中原，一统天下。明清角逐近半个世纪，一个
胜利了，一个灭亡了，这是明末社会诸矛盾及民族矛盾相互作用的必然结局。评述
两王朝的兴替，既不能站在明王朝的立场，斥责清朝夺权非理，也不能站在清朝的
立场，为其辩解合理，要的是客观的立场，从明清之际的社会发展趋势，探索这场
大变动的内在原因。当我们肯定农民大起义反抗直至推翻明朝统治天然合理时，同
样，也应肯定一个弱小的少数民族反抗明朝的统治，甚至向它争夺统治权，也是合
理的。这实际是对社会变革的认同，使我们的认识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一致，看问
题就会较少差误。 

自清朝定鼎北京，迄至逊位，有国长达268年。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发动罪恶
的鸦片战争前，约近200年，清朝所做的一切，实集历代之大成，在许多方面已经超
越了前代，把我国封建社会推上了最后一个发展高峰。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如下
几个方面。清承明制，建立一套臻于完善的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而它自创的
一些机构，使其体制独具特色。诸如理藩院、军机处、南书房、内务府等，为历代
所仅见；六部满汉复职制，实为它的独创；八旗制融军政为一体，发挥着独特的功
能。清制，严密、完备，井然有序，历代如宦官之乱、后宫干政、外戚专权、朋党
祸国等祸患，在有清一代基本没有重演，最高统治集团保持了长期的稳定，社会亦
获安宁。 

坚持以农业为“国本”的治国方略，大力垦荒，不断扩大耕种面积。雍乾之际，
全国耕地已达10亿亩，为历代垦荒之最!大规模治理黄、淮，广兴水利，投资之巨，
又为明代所不及。储粮备荒，减免钱粮，康熙和乾隆两朝共五次蠲免全国钱粮，创
中国历史最高记录。自康熙五十年起，“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取消人头税；
雍正时，改革赋税，摊丁入地，同具划时代意义。经济长期保持繁荣，人口迅速增
长，财政稳步上升，乾隆鼎盛，最高存储8000万两，常年在7000万两上下。清朝已
建立了发达的封建农业经济。 

清朝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以独特的八旗制组织军队，辅以绿营兵，在保卫国家
的领土主权及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展示了它的威力。如，平吴三桂之乱，收台
湾，击沙俄，驱准保藏，西北激战70年(康熙二十九年—乾隆二十四年)，西南荡除
土司分裂势力等等，内反分裂，外反侵略，国家统一，固若金汤，其武功之盛，与
明朝劳而少功恰成鲜明对照。 

文化繁盛，远迈前代。主要集中于康、雍、乾、嘉四朝，160年间，诗词创作，
各成流派，直追唐宋；小说、戏剧新发展，以《红楼梦》为代表，堪称千古绝唱!戏
曲又胜元杂剧，书法、绘画独树一帜；经学、理学、史学、考据学等，学派林立，
著作山积!《四库全书》集古今之大成，传统文化大总结，为文化繁盛的突出标志。 
    清朝最具深远历史意义的变革之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儒家“大一统”
的理论指导，将国家的“大一统”发展到了极限。突出反映在民族观念的时代飞
跃，即抛弃历代所坚持的“华夷之辨”、“内中国外夷狄”的传统民族观念，以康
熙帝废长城为标志，实现了自皇太极以来所倡导的“满汉一体”、“中外一视”、
“天下一家”的政治目标，将世代隔离汉族与“三北”广大地区游牧民族的长城废
弃而不用，从此边疆与内地形成一体，真正成为一家，困扰历代2000余年的所谓
“外患”、“边患”，一劳永逸地彻底根除!这与明代设长城为限隔，同蒙古、女真
战斗不已相比，简直如天壤之别! 
    清朝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明以前，历代
设治与直接行政管辖，多限于长城以内；只有少数王朝，如汉、唐、元等突破长城
之限。多数王朝，以明为例，在长城外边疆地区实行羁縻统治，官其酋长，因俗而
治，定期向中央王朝朝贡。清朝彻底打破传统惯例，在少数民族边疆地区设置机



构，派驻军队，因地制宜，实行不尽相同的管辖机制，统辖于中央。例如，在东北
地区，设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衙门，而在其汉人集中之地又设府、州、县管
理。在内外蒙古设盟旗制管理蒙古族；在西北设伊犁将军管新疆，在天山南路实行
伯克制的行政管理体制，皆受制于清朝派驻各城的参赞大臣或办事大臣、领队大
臣。在西藏，设驻藏大臣，代表朝廷监管西藏军政与财务。在西南，废除千百年世
袭土司制，改土归流，由中央派官管辖地方。清朝所辖，陆地总面积达1300多万平
方公里，共有55个民族接受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管理。其疆域之辽阔广大，在清以
前，除元朝，再没有一个王朝拥有如此广袤的疆土!而清朝将中国的疆域推向了极
限，直接为当代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其功绩，无与伦比。仅就疆域而言，清朝
将多民族凝聚成一个巩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即使有多少错误，清朝也应该倍受赞
扬! 
    清朝管辖广大疆土，保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长期稳定，尤其康乾盛世持
续百二十年，堪称清朝创造的一个奇迹。 
    总结清代(近代前)，真正实现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民族及其疆域的
“大一统”。故可以认为，清史者，大一统也!当然，到了近代，清朝走下坡路，积
弱成弊，在西方列强的淫威下，中国失去了很多。如，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一系列
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中华民族为此蒙受奇耻大辱。自乾隆后期，约
当18世纪末，中国亟需变革、开放，与世界对接时，清朝一概拒绝，连西方先进的
科学技术也被拒之门外!在延续百年后，一场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竟被打入血
泊之中，清朝丧失了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只有等待辛亥革命把它打倒! 

嘉道之际，中国已经由强变弱，而道光以后，则由积弱而衰败。无须讳言，清朝
不能推卸责任，但其历史性的贡献也不能抹煞，它在前中期所实行的治国方略及各
项政策如民族政策等，对于我们仍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无论其经验与教训，都有
借鉴意义。清朝遗留的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厚，认真加以总结，不失为研究清史的
一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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