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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平南亲王尚可喜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曾背叛明朝"投靠后金政权"与大顺农民

军作战"不断升迁"爵高位显!作为朝廷所封的四个藩王之一"虽然第一个自动提出撤藩"仍然卷人康熙时期

的+三藩之乱,"但是"本人及其家族得与大清王朝相善始终"如何评价尚可喜及家族史% 其中"有许多历史疑

团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破解!学术主持人柳海松编审经与陕西学前学院学报编辑部磋商"从其组约的一批

尚可喜研究论文中遴选了
!

篇论文先期在本刊发表"对目前尚可喜研究中的焦点问题予以探讨"分析了尚可

喜归降后金的基本原因并作简要评价!

尚可喜研究中的焦点问题初探

柳海松

"辽海出版社$辽宁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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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尚可喜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风云人物$其身上汇集了许多争论的话题$最突出的是其叛明归后金'镇压农民起义'与

吴三桂叛乱的关系三个问题&对这三个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认定标准不一等原因$一直存在争议$从而影响到对尚可喜的评

价&本文立足于史实$力求全面'系统地辨明是非$还尚可喜一历史本来面目&

关键词!尚可喜!后金!农民军!三藩!叛乱

中图分类号!

B!C@

!!!!!

文献标识码!

D

!!!!!

文章编号!

!"@>?EE"2

"

!"#$

#

"$?"##A?">

FGH

获取!

/::

I

%,,

900

4

9-0

;

<1

J

'()*+,<K*

,

K/

,

1*L30<+9

I

0

!!

!"#

%

#"<##@@>

,

J

<199*<!"@>?EE"2<!"#$<"$<"!$

?@"-..%&J*

L

"(K("@)&=4"/.%&F.-!

3

"+FG?<6A&O;#

<"@C,&';*-

(

"

<&,*7,&N3%;;

$

>7%-

=

,-

(

$

<&,*-&-

(

##"""%

$

67&-,

#

?@4.(*7.

%

./+*

N

B3?0119'*3'-:/36'9:1*-,(3*:1+,63*L()1*

N

:/3+,:3)*+:1'*-)'6 O1*

N

:'P1*

N

G

;

*+9:

;

<]'*:)'83)91+,

:'

I

1K9/+83+,U+

;

9S33*-',,'U1*

N

/16<M/)33'-:/36'9:

I

)'61*3*:

I

)'S,369+)3

(

/19S3:)+

;

+,:'O1*

N

+*L9())3*L3):'_+:3

&1*

)$(

:/39(

II

)3991'*'-:/3

I

3+9+*:(

I

)191*

N

)

+*L

(

:/3K'**3K:1'*U1:/:/31*9()

N

3*K

;

'-X7.+*?

N

(1

)

<H')+,'*

N

:163

$

L(3:'L1--3)3*:K)1:3)1+

$

9K/',+)9/+83*

1

:)3+K/3L+*+

N

)3363*:'*:/3:/)33

I

)'S,369+*L:/19R1*L'-8+)1+:1'*1*K'

N

*1:1'*

+--3K:9:/3

N

3*3)+,

J

(L

N

63*:'-.ZD5TB3?01<̂ +93L'*/19:')1K+,)3K')L9

$

:/19

I

+

I

3)30

I

,+1*9:/393+)

N

(63*:9-)'6+

K'6

I

)3/3*9183+*L9

;

9:36+:1KU+

;

+*L:)139:'

I

)393*:+)3+,.ZD5TB3?011*:/3/19:')

;

<

A&

3

B"(!4

%

.ZD5TB3?01

!

_+:3&1*

!

I

3+9+*:+)6

;

!

.+*H+*

!

1*9()

N

3*K

;

!!

尚可喜是明末清初的重要人物&他初仕明朝$

官广鹿岛副将$在辽东$为明朝抵抗后金的进攻立下

了汗马功劳&天聪八年正月他举兵攻取广鹿'大小

长山'石城'海洋五岛$弃明归后金$即后来的清朝&

从此他便一直随清朝统治者四处攻伐$略代州$攻朝

鲜$下皮岛$取辽西$继而又随清军入关$与李自成农

民军和南明王朝作战$问鼎中原$为清朝的建立与其

政权的巩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也因此而受到清

王朝的重视$不断地被加官进爵$初封智顺王$再封

平南王'平南亲王$成为当时汉人官僚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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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柳海松%尚可喜研究中的焦点问题初探

然而学界对尚可喜的评价仍欠公允$故本文拟就尚

可喜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做一番研究$不当之处$敬请

方家指正&

一$关于弃明归后金问题

天聪七年"

#$%%

#十月二十四日$明广鹿岛副将

尚可喜密遣部校卢克用'金玉奎到沈阳$向后金汗皇

太极表示要归顺后金&见此$皇太极非常高兴$说

(得王"尚可喜#如汉得三杰)

-

#

.卷上
$十一月十六日$

立即让卢克用'金玉奎回广鹿岛$并附书一封$说%

(将军与诸将可速为筹度$即来归我$傥荷天佑$大事

可成$功名富贵$皆可图也$机会一失$悔之何及$幸

无犹豫$速赐回音&)

-

!

.卷十六$天聪七年十一月 期望他早日

归降&

尚可喜接信后$喜出望外&天聪八年初$他举兵

略定长山'石城等五岛$率兵及广鹿'长山二岛男子

#C">

名'妇女幼丁
!C$$

人等自洪水堡起行归附后

金&三月初二日$皇太极将旅顺口之战所俘获的尚

可喜亲属
!E

人交给尚可喜&初六日$尚可喜派卢克

用上奏皇太极$汇报了归降后的情况$并表达了自己

的意愿&

我们知道$在此之前$尚可喜与后金有着血海深

仇&天启四年"

#$!C

#其父尚学礼在与后金作战时$

阵亡于楼子山&崇祯六年"

#$%%

#后金军攻克旅顺

口$尚可喜一家百余口或战死$或被杀$或投海自尽$

或被俘至沈阳为奴$直到此时$才予以归还&既然如

此$尚可喜为什么放着家仇不报$反而却背叛明朝$

屈身事后金呢/

其实$尚可喜之投靠后金$是有极大的苦衷$是

不得已而为之$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天启三年

"

#$!%

#他为自存投身明军$一面效力明朝$一面四处

打探父亲尚学礼的消息&翌年$他在皮岛见到了父

亲&可不久$其父就在楼子山阵亡了&惊闻噩耗$尚

可喜(急归$踊哭泣之哀$感动行路)&当时明军主帅

毛文龙因(奇王"尚可喜#才)$便(从众望)$让尚可喜

统领尚学礼所部&崇祯二年"

#$!@

#毛文龙被杀$后

黄龙便代领其军&但是$由于黄龙(驭下苛急)$不久

便发生了兵变$黄龙被囚&尚可喜闻讯$马上回军$

并前去看望黄龙$(持黄泣$且纳橐)$对黄龙说%(某

在$公无恐&)随后尚可喜就对中军游击李维鸾等人

说%(公等欲叛朝廷适他国乎/ 抑从壁上观$遂漠置

之也/)待诸将否定此事与他们有关后$尚可喜又说%

(公等身为偏裨$坐视劫帅而不讨贼$一旦问罪师至$

咎将谁诿22此曹子虽哗$然倡者不过数人$诚能相

与出师诛首乱者$以功自赎$则转祸为福矣&)于是$

他与李维鸾等人集众斩首乱者十余人$迎黄龙还帅

府&可见$尚可喜对明朝是忠心耿耿的$绝无叛逆

之心&

经过这次风波$黄龙非常感激尚可喜$对他说%

(公大度$非人所能$且驭变定乱$济世才也&)随即提

升他为游击&殊不知此次兵变的主谋是沈世魁"魁

又作奎#&尚可喜平定叛乱$无意间使沈世魁(大沮$

恨王刺骨)&崇祯六年$黄龙兵败自杀&沈世魁继为

主帅$自此便开始找尚可喜的麻烦&不久其部将王

庭瑞'袁安邦诬陷尚可喜&沈世魁认为机不可失$于

是就急调尚可喜到皮岛$谋杀之&尚可喜接到檄令$

毫无戒备$又鉴于当时其部众(皆抱无家之痛$又衣

粮不继$进退维谷$众汹汹无固志)$因此立即兵发广

鹿岛$前往皮岛&可是$他们刚到达长山岛就遇上了

大风$船不得进&恰在这时$沈世魁又发檄来催&就

在此时$他发现其手下诸营将都有熟人带信来迎$唯

独与自己一向交好者(无一语至)$再加上风大浪急$

不免心疑$遂派人到皮岛探听消息&当他得知沈世

魁的阴谋时$不禁抚膺叹曰%我(结发从海上战一十

余载$父母妻子先后亡散$今出万死$不顾一生$为朝

廷追亡逐叛$城陷家破以至于此$而冒功忌能之人$

必欲挤之死地$天下事可知矣&22今权在世奎$欲

杀一营将故易易耳&且明帝励精图治$加意边疆$而

诸臣恣意营私$牢持门户$厝火有形$叩阍无路$大丈

夫具扫除天下志$岂甘以不资之身$为沟中之断

耶/)

-

#

.卷上于是决定投靠后金&

尚可喜之投靠后金$固然有受皇太极(豁达神

武$延揽英雄)吸引的一面$但是最根本的是他的身

家性命受到威胁&就尚可喜个人的性格而言$他是

很能忍耐的$如黄龙曾窘辱过他$对此尚可喜忍耐

了&当黄龙被哗变士兵囚禁后$他又以德报怨$从大

局出发$斩杀哗变者$救出黄龙&其后为协助登州明

军歼灭孔有德'耿仲明军$他奉命率军往登州助剿$

不巧$在海上遇飓风$船毁人亡&他与部下漂至登州

赵家滩$被明军俘获$险被祖大弼错杀&幸亏有认识

他的对祖大弼说明情况$再加上黄龙又飞箭来调$这

才使其安全回到旅顺$对此$尚可喜也忍耐了&而这

次不同了$沈世魁已经摆好架式等着自己去自投罗

网$如去皮岛必有性命之忧$那么又如何应付眼前的

局势呢/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摆在尚可喜面前的路

可以说有五条%一条是按照沈世魁的命令继续前往

皮岛$一任其宰割!一条是将计就计$率兵前往皮岛

与沈世魁拼个你死我活!一条是还居广鹿岛$向明朝

官员或者明朝皇帝上书说明情况$为自己辩解!一条

是回广鹿岛$公开与沈世魁对抗$甚至效仿孔有德'

耿仲明挑起反明的大旗$与明朝决裂!一条是投降定

都沈阳的后金政权$寻求庇护$等待时机$报仇雪恨&

在这五条道路中$第一条无疑是送自己入虎口$

不可行!尚可喜的力量不及沈世魁$将计就计前往皮

岛与其硬拼$后果难料$没有把握$所以第二条道路

也非完全之策$风险很大$不可行!第三条路虽然有

其可行性$但对官职卑微的尚可喜来说根本没有上

书辩白的机会$即使能上书辩白$也可能成为马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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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因为沈世魁完全可以在朝廷官员调查之前按违

抗军令将其问斩$而且尚可喜也没有什么靠山$再

者$当时事出突然$不迅速作出决断是不行的$因而

这条路也行不通!依当时尚可喜的力量$回驻广鹿

岛$与沈世魁公开对抗$势必招来沈世魁的问罪之

师$兵戎一见$尚可喜必败无疑$且这样一来$尚可喜

就走上了与整个明朝对抗的道路$一个沈世魁都难

以对付的尚可喜又如何对付得了明朝的精兵悍将

呢/ 而且依当时尚可喜的号召力而言$根本比不上

孔有德和耿仲明!与前四条道路相比第五条道路是

比较可行的$因为到崇祯六年后金军不仅数败明军$

给明军以重创$而且攻克了明朝许多军事重镇$如抚

顺'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旅顺'大凌河等&

崇祯二年到崇祯三年$又突袭北京$连下迁安'滦州'

永平'遵化四城$大败明军$且巧施反间计$除掉了袁

崇焕&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又一改其父的做法$大量

任用汉人'汉官$这一切不能不影响到尚可喜的选

择$所以$他在派卢克用等与皇太极联系归降事宜

后$遂决计归降后金&综上可见$尚可喜是被逼弃明

归后金的$当然也与皇太极的新政也有关&

二$关于与李自成农民军作战问题

尚可喜自归顺后金后$便随后金乃至清朝统治

者东征西杀$并屡建奇功&顺治元年"

#$CC

#四月二

十一日$在多尔衮的指挥下$尚可喜率领属下部队在

山海关全力投入战斗&经过激战$大败李自成军$追

击至庆都$再败之$斩农民军将领陈光先'谷大成等&

待直隶八郡皆定后$尚可喜又分遣马步官兵同固山

叶清从德州前往山东$旋移兵山西$所向皆下&又奉

命与英亲王阿济格从西路出居庸关$由宣府'大同抵

偏头关$再渡黄河至绥德&继而又与固山谭泰攻打

延安$大败李锦所部$使其(宵遁)$还分兵追击农民

军&顺治二年三月$他又奉命与英亲王等取湖广$继

续追击李自成军$由陕西过秦岭$出武关$进入湖北$

连下郧阳'荆州'襄阳诸郡$招降农民军将领王光恩'

苗时化等$与英亲王会师承天$败农民军$缴获战舰

!"

艘'人数千&接着他又与鳌拜'巴哈纳追击农民

军至大冶$擒农民军将领刘芳亮'军师宋献策等&湖

北既定$他就与英亲王合兵一处$攻克了江西九江&

在获李自成死讯后$他与英亲王班师回京&

顺治三年八月十五日$顺治帝任命恭顺王孔有

德为平南大将军$与怀顺王耿仲明等率领满'蒙'汉

官兵往征湖广与两广&二十日$尚可喜奉命率领所

部官兵赴孔有德军$协征湖广等地&不久$即与投靠

永历政权的郝摇旗军遇于道州$以铁骑袭之$大获全

胜&在孔有德'耿仲明等攻取衡州'长沙后$他们又

合兵一处$克武冈'沅州$底定湖南&顺治五年九月

二十八日$尚可喜随孔有德班师回京&

顺治六年$尚可喜奉命出征广东$经过两年多的

战争$到顺治八年广东基本上处于清朝的控制之下&

但不久形势又严峻起来&顺治九年$在农民军的打

击下$短短几个月$清朝便(两蹶名王)&与此同时$

攻克桂林的李定国为扩大战果$转而准备进攻梧州&

面对广西岌岌可危的形势$广东巡抚李栖凤等主张

(闭关谢使$扼要自全)$对此$尚可喜表示反对$说

(不然$定南陷殁$诸将无主$当危疑悲惧之秋$求救

于本藩$其心固知有朝廷也&本藩镇抚一方$即悖逆

已形$犹且多方招谕$冀其归顺&今粤西文武官兵皆

我朝豢养旧人$一旦流离$岂忍坐视&粤西与广东地

连唇齿$缨冠之救$义不容辞&若不发兵运饷$加意

怀来$彼无所归附$势必投逆$顺流而东下$为患方

大$是更遗朝廷东顾之忧$谁任此时失抚之咎/ 救而

有误$本藩一身当之$不以相累也)

-

#

.卷上
&说完$即

采取行动$一面派兵将往援驻守梧州的马雄$一面安

置溃败下来的清朝官兵&九月$终于收复梧州&

顺治十年$面对李定国再犯梧州$进围肇庆$尚

可喜立即率兵赶赴肇庆$进行部署$并邀靖南王军助

战$终于挫败李定国的进攻$迫其解围而去&

顺治十一年$李定国攻克高州$继又占领阳春'

阳江'恩平诸邑$遣兵营于肇庆$与尚可喜率领的清

军隔水相望&如何对敌$总督李率泰先主张守新兴$

后主张守高明$对此尚可喜表示反对$说(定国剧寇$

非大创之$必无两立之势&今之所急$在战不在守)$

并具体陈明利害&无奈李率泰不听劝告$令总兵官

郭虎'副将杜豹往守高明&翌年九月$尚可喜与靖南

王率兵赴江门$援救甲喇章京田云龙$水陆并进$败

李定国两路军&同月$为解高明之围$尚可喜等设计

诱李定国军$使其中伏败北退兵$并擒其总兵武君

禧'游击王天才等
#$

人&

九月三十日$李定国攻克高明$进围新会$由于

守将吴进功等的全力守御$新会仍控制在清军手里&

为解新会之围$尚可喜等率军往援$十一月十四日$

抵新会$两军交战$大败李定国军&到顺治十二年二

月$又收复了广东高'雷'廉三府并所属肇庆府属'罗

定属三州
#A

县及广西横州'郁林州'北流等州县&

如此来看$从顺治元年四月到顺治十二年二月

尚可喜奉清朝之命与农民军进行了十余年的战争$

屡败农民军$为清朝政权在关内的立足与巩固作出

了杰出的贡献&对尚可喜与农民军的战争应如何看

待$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应具体分析&以顺治二

年五月李自成退出农民军为界可将其分为前后两个

阶段%顺治元年四月到顺治二年五月为第一阶段$顺

治二年六月至顺治十二年二月为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尚可喜主要是与李自成农民军作战&

我们知道$入关前$清朝统治者就确定了夺取全国政

权的方针&顺治元年$范文程就上书清朝统治者$精

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清朝表面上是与明争

天下$其实是与农民军争夺$为今日计$只有改变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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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柳海松%尚可喜研究中的焦点问题初探

前的做法$申严纪律$秋毫勿犯$才可能使大河以北

(传檄而定)

-

%

.

&多尔衮在做入关军事动员时也说%

(囊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虏而行&今者大举$不似

先番$蒙天眷佑$要当定国安民$以希大业&

-

C

.不可否

认$这时清统治者是把明朝视为它的劲敌$还没有把

注意力转移到农民军身上&随着明亡$清统治者便

把农民军视为它逐鹿中原的头号敌人$开始调整入

关政策&

顺治元年四月十六日$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在回

复吴三桂的信中说%(予闻流贼攻陷京师$明主惨亡$

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

必灭贼$出民水火&)

-

>

.卷四开始把李自成农民军看作

是主要敌人&进京后$清统治者一面继续下令追击

农民军$一面为崇祯帝发丧$祭祀明太祖$争取明朝

官员的支持&六月初一日$多尔衮又发布文告说%

(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我大清宅北

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清"靖#万邦&22其有

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

然$予不汝禁&)

-

$

.卷一百二试图与南明王朝联合对付农

民军&怀庆之战失败后$清统治者异常震惊$立即改

变战略$令南下的多铎转向西进$与阿济格率领的清

军共同对付农民军$这表明清朝已经把农民军视为

劲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第二阶段$尚可喜主要是同农民军的余部作战$

即同大顺军余部和大西军余部作战&我们知道$顺

治二年$大顺军失去李自成后便与南明隆武政权联

合起来&后来他们又与永历政权联合起来!顺治四

年二月$大西军余部也提出了(扶明讨逆)的口号$并

与永历政权就联合抗清问题进行谈判&顺治八年$

孙可望接受永历帝的(秦王)封号$翌年$将永历帝安

置于安龙&短短几年时间$他们便实现了与南明政

权的联合$成为南明政权与清朝抗衡的工具&很显

然$这时的大顺军和大西军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们的抗清既是为自己$又是为南明$不像以前全是

为了自己&不过$无论是为谁而抗清$都是清朝所不

允许的&

作为清朝的名臣战将$尚可喜没有理由不执行

清朝统治者的命令$不去追击农民军和帮助清朝建

立对全国的统治权$否则即是不忠$不仅要丢前程$

而且身家性命也可能不保&另外$尚可喜投靠清朝

以来$清朝对其可谓恩宠有加$一方面封他为智顺

王'平南王$另一方面给他各种赏赐$这些都使尚可

喜感恩图报&相反尚可喜与农民军从无来往&因此

说$尚可喜与农民军兵戎相见是各为其主&

三$关于"三藩之乱#问题

(三藩)指的是清初的三个藩王&我们知道$顺

治初年$清朝统治者曾分封了吴三桂'孔有德'耿仲

明'尚可喜四个异姓王$可是到康熙十年"

#$E#

#四位

藩王只剩下三位$即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

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底$平西王吴三桂反叛清朝&

在吴三桂的利诱与煽动下$南方的许多汉官降将纷

纷倒戈叛清&康熙十三年二月$孔有德的女婿广西

将军孙延龄在桂林背叛清朝$与吴三桂遥相呼应&

更为严重的是康熙十三年三月十五日靖南王耿精忠

在福州起兵叛清&由于 (三藩)中有两藩公开叛清$

康熙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尚可喜之子讨寇将军尚

之信不知何故也接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的伪号$

杀其父谋士金光$炮击清军兵营$所以后人将吴三桂

挑起的这次叛乱称为(三藩之乱)&

其实$将吴三桂挑起的这次叛乱称之为(三藩之

乱)是不准确的$因为当时尚可喜是尚藩之主$而尚

可喜自始至终没有参与叛乱&

众所周知$吴三桂发动叛乱的直接原因是康熙

帝的撤藩&康熙帝下令撤藩是在康熙十二年

"

#$E%

#$而在这之前$尚可喜就多次表示要归老引

退&顺治十二年十月$尚可喜以自己积劳多病'子女

众多为由$提出将山东兖州(故明鲁王虚悬地亩$拨

给耕作)$或者在辽东(旧地筑居安插)$结果被清廷

拒绝&康熙十年$尚可喜上疏康熙帝$以自己年老有

疾$(航海归命以来$效力封疆三十九年$南方边地一

有缓急$恐难卧理)为由$请求交出兵权$由世子尚之

信回粤暂管军务&康熙十二年$尚可喜又上疏康熙

帝说%(方今四海升平$臣年已七十$精力就衰$正退

耕垄亩之日&伏念太宗皇帝时曾赐臣以辽东海州及

清阳堡等地&今乞准臣仍归辽东安插&)

-

E

.卷一
(愿归

老辽东$有旧赐地亩房舍$乞仍赐给&臣量带两佐领

甲兵并藩下闲丁'孤寡老弱$共四千三百九十四家$

计男妇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五名口&其归途夫役口

粮$请敕部拨给&)

-

A

.卷四十一$康熙十二年三月对此$康熙帝表

示赞赏$说%(王22欲归辽东$情词恳切$具见恭谨$

能知大体$朕心深为嘉悦&)

-

A

.卷四十一$康熙十二年三月不久$

康熙帝就批准了尚可喜的请求&尚可喜之请求引

退$与其谋士金光的话有很大关系$金光曾说%(王已

位极人臣$恩宠无以复加&树大招风$朝廷对王很不

放心$历来外姓封王没有能长久的&莫如交出兵权$

回辽东养老&)既然尚可喜早就真心决定归老辽东$

所以他就没有必要对康熙帝的撤藩产生不满$也就

没有必要追随吴三桂叛乱了&

再者$吴三桂叛乱后$尚可喜一直不为吴三桂所

利诱$坚定地站在清朝的立场上&康熙十三年四月$

尚可喜把吴三桂派来劝他叛清的使者二人及约他起

兵叛乱的书信一同解往北京$报告朝廷$向清廷表明

心迹&孙延龄叛清后$针对其叛乱檄文中有(三藩并

变)之语$尚可喜又上疏康熙帝说%(窃臣叨王爵$年

已七十有余$虽至愚极陋$岂肯向逆贼求功名富贵

乎/ 惟知捐躯矢志$竭力保固岭南$以表臣始终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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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十七$康熙十三年四月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

的&当吴三桂派兵马两万至黄沙河后$他立即指出

事态的严重性$(孙'吴二逆合兵一处$则势益猖獗)$

请求朝廷向广东调派援兵$与他一同征剿孙延龄&

随后他还派其子都统尚之孝'副都统尚之节及藩下

将领与叛将刘进忠'靖南王耿精忠展开激战$连战皆

捷&康熙十五年$面对(粤东十郡$竟失其四)$朝廷

援兵迟迟未到的残酷现实$他就在府中后楼准备了

薪柴$以便广州不守时以死报效清朝&同年$尚之信

接受吴三桂伪号$炮击清军兵营$病中的尚可喜知道

后$痛心疾首$(投缳自尽)$幸被人救下&十月二十

九日$他弥留之际$令诸子给他沐浴$穿上清太宗所

赐冠服$扶他面北叩首$对诸子说%(我死之后$必返

殡于海城$魂魄有知$仍事先帝&)如此忠于清朝的平

南王怎么能与吴三桂相提并论呢/

从康熙帝对待尚藩的态度来看$也与对待吴'耿

二藩不同&吴三桂叛乱后$康熙帝一方面下旨切责$

康熙十三年四月$他说%(吴三桂以枭獍之资$怀狙诈

之计$阴图不轨$自启衅端$藉请搬移$辄行叛逆$煽

惑奸宄$荼毒生灵$极恶穷凶$神人共愤$已经遣发大

兵进剿$刻期荡平&)(孙延龄包藏祸心$背恩忘义$结

连逆贼吴三桂$辄行反叛$煽乱地方$国法难容$宜加

显戮$今削其将军职衔$大兵指日进剿$立正典刑&)

(耿精忠赖祖父之余勋$冒朝廷之崇秩$自宜感恩图

报$殚竭忠忱&不意其包藏祸心$潜谋不轨$乘吴逆

之变$辄行反叛$煽乱地方$罪恶昭彰$国法难宥$今

削 其 王 爵$ 遣 发 大 兵 进 剿$ 指 日 荡

平&)

-

A

.卷四十七$康熙十三年四月一方面下令平叛$征剿吴三

桂'耿精忠等$而且谕令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孙吴

世霖处死$将耿精忠之弟(禁于一室$其属下官员俱

著闲住)

-

A

.卷四十七$康熙十三年四月
&可是对待尚藩就不同

了&从康熙十三年到康熙二十年$清廷一直在表奖

尚藩&康熙十三年四月$康熙帝针对尚可喜辩白(三

藩并变)之疏说%(王累朝勋旧$性笃忠贞$朕心久已

洞悉&近复屡摅猷略$保固岩疆$厥功甚茂&览奏$

披沥悃忱$深为可嘉$著益殚心料理$相机剿御$以副

朕倚任之意&)接着又谕兵部说%(尚可喜奏请调遣官

兵 保 固 疆 圉$ 忠 诚 显 著$ 深 为 可

嘉&)

-

A

.卷四十七$康熙十三年四月 对尚可喜表示了充分的信

任&十三年五月$康熙帝谕兵部说%(尚可喜累朝勋

旧$久镇岩疆$劳绩茂著$自吴逆叛后$尤能笃守忠

贞$殚心筹画$屡抒谋略保固疆圉$事平之日$从优议

叙&)

-

A

.卷四十七$康熙十三年五月康熙十四年正月$进封尚可

喜平南亲王&康熙十五年正月$尚可喜以自己有病

请求朝廷派威望大臣驻镇广东$对此$康熙帝谕示

说%(王实心为国$计虑周详&朕与王情同父子$谊若

手足&)

康熙十五年十月$尚可喜病逝$二十年五月$康

熙帝谕示廷臣说%(尚可喜当阖城皆叛$矢志不移&

临殁$犹被服太宗文皇帝所赐朝衣$言死后必葬于海

城$魂魄有知$仍事先帝&其忠诚之心$始终无二&

今尚之孝往迎骸骨$俟至都门$即以奏闻&)

-

@

.卷七十八

九月$尚可喜灵柩至丁字沽$康熙帝特遣内大臣等往

奠$评价尚可喜说%(王素笃忠贞$人尽如王$天下安

得有事/ 朕又念王至老怀诚$克殚忠荩$殊伤悼之6)

赐白银
A"""

两$归葬海城&如此恩典与吴'耿二藩

形成鲜明的对比$反差巨大&

再从当时尚藩的地位来看$已到人生的顶峰&

尚可喜投降后金后$崇德元年四月封智顺王$顺治六

年五月封平南王$康熙十四年又进封为平南亲王&

如果他响应吴三桂叛乱$与清朝对抗$成功以后其地

位也不过如此$何况这还是个未知数$由此而言$尚

可喜没有必要放着现成的亲王不做$而与吴三桂等

纠缠在一起$反叛清朝&

将尚藩列为(三藩之乱)的成员$一个很重要的

理由就是尚之信曾接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的伪

号$杀其父谋士金光$炮击清军兵营&对此$我们应

该具体分析&其一$尚之信之发动兵变$尚可喜并不

知情&否则$他不会气愤交加$上吊自尽&其二$尚

之信虽然是尚可喜的长子$但他代表不了尚藩&康

熙十五年十月以前尚可喜一直是尚藩的主宰&康熙

十三年四月$尚可喜上疏说%(臣众子中惟次子都统

尚之孝律己端慎$驭下宽厚$可继臣职$至于军机事

宜$臣虽衰老$尚能指挥调度$断不致有误封

疆&)

-

A

.卷四十七$康熙十三年四月在他的要求下$康熙帝令尚

之孝袭平南王&所以康熙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尚可

喜病逝后$直到康熙十六年尚之信反正$尚之孝实际

上是尚藩的代表人物&在吴三桂叛乱期间$无论是

尚可喜$还是尚之孝都没有参与叛乱$反而坚定地站

在清朝的一边$抵御叛军&由此$我们不能将尚藩次

要人物的污点强加到其主要人物身上&其三$对尚

之信是否从乱$史学界尚有争议$有的认为尚之信是

真叛乱$有的认为尚之信是假从乱$已经与康熙帝达

成了某种默契&不过$从清代的档案等记载中可以

看出$这期间尚之信仍与清朝保持着联系$假从乱的

面比较大&如果这样的话$将尚藩列为(三藩之乱)

的成员就更不妥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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