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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可喜归降后金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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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尚可喜的人生旅途中$叛明归后金一直是一个学界争论的话题$无论是赞成$或是反对$都必然探讨其叛明归后金

的原因&本文在综合众多史料的基础上$从明与后金双方政治'军事等方面分析了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分析尚可喜叛明归后

金的原因$并指出尚可喜一生中的重大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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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可喜"

#$"C

3

#$E$

#字元吉$号震阳$辽东海州

"今辽宁省海城市#人$隶汉军镶蓝旗&父尚学礼$为

明军东江游击$楼子山战役中殉国&尚可喜少年随

军$崇祯元年"

#$!A

#隶总兵黄龙麾下$以部校职驻皮

岛&崇祯四年"

#$%#

#皮岛兵乱$黄龙不能弹压$可喜

率兵斩为首者$事定众服&崇祯五年"

#$%!

#可喜以

皮岛平乱和御孔有德'耿仲明犯旅顺有功晋升副将$

驻广鹿岛&天聪八年"

#$%C

#归降后金$初授总兵官$

号其军(天助兵)&崇德元年"

#$%$

#封(智顺王)$顺

治元年"

#$CC

#从征入关$顺治六年"

#$C@

#改封(平南

王)$七年"

#$>"

#克广州后$留镇广东&康熙十四年

"

#$E>

#圣祖特谕晋(平南亲王)&

尚可喜素矢忠贞$智勇过人$爱兵友将$晚年清

圣祖称其(累世勋旧$奇猷众望$久镇岩疆$劳绩懋

著)

-

#

.

$其叛明原因历史记述不一$最少可见五说%

一'崇祯六年秋$后金兵复犯旅顺$总兵官黄龙

战败自杀$朝廷以阉党派系沈世魁代黄龙任总兵$原

将校不服$沈世魁迁怒尚可喜$以部校王庭瑞'袁安

邦等诬陷欲置罪$激变尚可喜-

#

.

&为遭诬陷而逃

罚说&

二'崇祯继位$("魏#忠贤伏诛$复起用"袁#崇焕

督师蓟辽$崇焕以皮岛大将毛文龙骄蹇不用命$设计

诛之$文龙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叛明降

清)

-

!

.

#E

&为杀主帅恐遭株连而叛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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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尚可喜(辽东人$为毛文龙养孙$勇而善谋$

时官游击$文龙死$率亲兵五百归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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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荫依主帅不成而叛明说&

四'自天聪五年"

#$%#

#起$辽东明军名将祖大

寿'孔有德'耿仲明相继归降后金$尚可喜遂于("天

聪#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

年
##

月
!>

日#约降于

后金$再于"天聪#八年三月初六日"

#$%C

年
C

月
%

日#率三岛"广鹿岛'长山岛'石城岛#军民归降后

金)

-

C

.

E@

&为见贤思齐归降说&

五'天聪八年"

#$%C

#$皇太极(遣官营造孔有德'

耿仲明第宅$二人固辞$不允&尚可喜招抚长山'石

城二岛$携人民数千户来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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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礼遇归降汉官

政策感召投诚说&

以上诸说$除在时间与细节上略有不同$其归降

原因却各执侧重&笔者以为$尚可喜幡然决断叛明

降后金$决非历史一因一事所能解释者$应与辽东战

局$与明朝的腐败$与后金推行优礼降官政策有着深

刻联系$兹不揣浅薄以作探析&

!!

一$明朝政治腐败,军心动荡是尚可喜归

降后金的根本原因

!!

有明一代官员结党和太监专权是历史上著名两

大政弊$直接影响到朝野视听$致使(党附者扬眉一

时$正直者自危身家)

-

$

.卷六十七$万历二十年二月辛酉
&万历中

期以后$各级官吏贪渎渐趋严重$党派之争日益激

烈$竟令钦命考核官者(褒抑'奖惩无措手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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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是明代著名军中统帅$史称其能挽弓(左右

射)$知兵善战&万历三十六年"

#$"A

#巡按辽东$(杜馈

遗$核 军 实$按 劾 将 吏$不 事 姑 息$风 纪 大

振)

-

$

.卷七十六$万历三十七年六月癸酉
$数年间绩效斐然$辽边治理

日臻&但是$因其不朋比将吏$不阿附权贵$竟成为党

争中的牺牲者$被免官回籍&辽东战事改任不谙军事

的袁应泰为经略&结果诸事纷乱$不理军务$为后金进

兵辽阳'沈阳$从而占据辽河流域$提供了有利时机&

这一历史变故对尚可喜是耳熟能详的史事&

浙江巡抚朱纨在奉旨剿灭海盗时$曾讲过一句

话%(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

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

A

.卷
@$

$朱纨传最后朱纨无奈

自杀$所言(衣冠之盗)即指在朝的贪官'内监$朝政

的腐败竟危及地方封疆大吏的安全&

天启以后$官吏党争和宦官专擅进一步发展到

军队内部&围绕辽东防务$皇帝竟无可信将帅为用$

以致朝令夕改$或派出太监作(监军)$凌驾于将帅之

上$极大地损伤了明军的战斗力&例如派司礼监太

监刘应坤(总理)山海关防务$派御马监太监陶文纪

用作(协守)$派御马监太监孙茂林'武俊'王莅朝(分

守中军)

-

@

.

C@?>C

&越到明末$军中的(监军)'(总理)

越多$且皇帝屡赐(尚方宝剑)到军中$有时成为诛除

异己的法宝&对此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其中包

括素怀忠心的尚可喜&

对于辽东防御$东林党人反对由太监派系人物

出任辽东统帅$其中包括不是东林党人却持有相同

政见者$诸如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他们认为

太监不懂军事$只能(误国害民)$寄希望于正派官吏

在辽东力挽狂澜&然而皇帝不辨忠奸$一旦遭到攻

讦便改换经略$致辽东少敢问津者&孙承宗在辽东

主张(定军制$建营舍$练火器$治军储$缮甲仗$筑炮

台$买军马$采木料$救难民$练骑卒)$(坚守关外$保

卫关内)$反对(重关设险$卫山海"关#以卫京

师)

-

A

.卷
!>@

$袁崇焕传
&孙承宗整饬辽东军务的方略刚刚

开始$其属下大将马世龙兵败柳河$方略便被全盘否

定$遭撤职$改派阉党派系尚书高第为辽东经略&至

此长城以外尽撤兵$只留宁远孤城防守&

朱由检继位之初$颇器重毛文龙'袁崇焕&然而

袁氏为东林党人所推崇$毛文龙却为阉党派系王化

贞所支持&袁崇焕督师辽东赴任前$大学士钱龙锡

密嘱(朝议皮岛毛文龙难驭)$(自征赋额$聚敛财

货)

-

#"

.

$(可用用之$不可用杀之)

-

##

.

E

&适逢袁崇焕

欲以缓兵计整饬辽东$皇太极因攻伐朝鲜亦有辽东

用兵暂缓之意$于是双方开始了均无诚意的议和谈

判$而毛文龙力斥议和&袁崇焕遂中皇太极(杀文

龙$可让出辽东)之计$借袁督师之手诛杀毛文

龙-

#!

.

>

$由此激起崇祯帝对袁崇焕的疑忌&对此$史

家评说$(袁氏身膺不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

也)

-

#%

.

&

%

个月后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山海关一

线明军劲旅$从(城垣颓落)(军武废弛)的喜峰口突

入京畿$吸引袁崇焕率军入京勤王$造成袁军招引后

金兵进攻北京的假象&于是再使崇祯皇帝中反奸

计$以(资敌通敌)

#C

罪诛杀袁崇焕&明军内部猜

疑$彼此倾轧$导致军心动荡$大批兵士因主帅被杀

而惊惧逃离$将弁或降后金以自保&

政治腐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便是军中贪冒严重$

兵士恶而生叛&天启'崇祯时期$尽管筹措辽东军需$

(辽饷)的征缴已惹天怒人怨$但是辽东仍是兵缺粮饷$

马无草料$其中大部分辽饷已中饱私囊&如辽东重镇

开原防务$兵备推事官郑之范$对各处军营的军饷'粮

秣一概拖欠不发$(草'豆并无升束$马食菊杆$一日倒

毙二百四十九匹)&(把总朱梦祥到开原领取钱粮$一

月不给)$兵士饥饿$(各军衣物尽变"卖#$马倒人逃)&

各营军马无草料$只得野夕瞰养$(离城草茂之处$趁青

喂养马匹$贼"指后金兵$笔者注#至猝不及收)

-

E

.

#$

$竟

被掳走&而郑之范不过是七品低职军官$因贪污冒领$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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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家私巨万$天日为昏)

-

E

.

#>

&

明末政治腐败首先是吏治腐败$造成用人失当$

将帅不和$派系倾轧!次之是贪贿成风&于是兵心涣

散而无战斗力$带来辽东战事节节败退$极大地动摇

了有识者的忠节观念和为之冒死效力的信仰$尚可

喜亦无例外&

!!

二$后金蓬勃发展的政治趋势和节节胜

利的军事态势,对辽东地方势力是巨大的吸

引力

!!

后金政权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大汗出色

的文治武伐$在统一女真'内蒙古诸部(倾心归顺)和

征服朝鲜之后$便集中力量面对明朝&萨尔浒战役

后$明朝已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守$其结果仍是丢

城丧师$节节败退&先是努尔哈赤佯称互市$(潜以

精兵踵后$突执游击李永芳)

-

E

.

#

$计破抚顺城$虏人

畜
%"

万&再以(冒板挖墙)之策$攻取清河$守将邹

储贤'张旆战死-

#C

.卷
>E!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戊申
&继之$以疑

兵'奇兵'收买明将丁碧和化装侦谍等战术$智取开

原'铁岭等重镇-

#C

.卷
>AC

$万历四十七年七月辛丑
&于是广袤的

辽东大地$仅余孤悬的旅顺和锦州'宁远'松山'山海

关一线防守&尚可喜等地方势力$耳濡目染后金的

政治发展和在战场上取得的节节胜利$震动巨大$感

触至深&

尚可喜归降后金前夕$形势咄础逼人$正是皇太

极六次纵兵伐明的前三次&

一次是天聪元年"

#$!E

#五月$皇太极亲率大军

攻宁远$攻不下$回攻锦州$不克$毁大'小凌河二城$

尽掠人畜而还&

二次是天聪三年"

#$!@

#十月$皇太极亲统大军$

从喜峰口突入龙井关$连取潘家口'马兰峪'洪山口'

汉儿庄各边城&围攻遵化$明山海关总兵赵率教急

援$被后金大将阿济格拦截斩杀$遵化城陷$明巡抚

王元雅自杀&后金兵作出直取京师之势$在蓟州城

与急援北京的袁崇焕相遇$后金兵避而不战$向西接

连攻占玉田'三河'香河$十一月十五日驻营通州$震

撼北京&在攻占遵化之后$复攻占永平'迁安'滦州$

击杀大将满桂"明朝蒙古族战将#$俘获总兵官黑云

龙'麻登云$严重地消耗了明辽东及京师防御的有生

力量&此战并非真取北京$诚如史载皇太极话%(城

中痴儿"指崇祯皇帝$笔者注#取之若反掌耳&但其

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

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

-

#>

.

三次是天聪五年"

#$%#

#秋$皇太极以(围点打

援)的战略战术$围困明军整修坚固的大凌河城$

进一步消耗明在辽东的兵力&史称城中(兵将'夫

役'商民三万余人)$被明兵部尚书兼辽东经略孙

承宗和巡抚丘禾嘉视为(坚垒)

-

#$

.

&后金兵八月初

六日夜围城$围而不攻$后金兵循城墙掘三道壕

堑$筑一道高墙&壕堑一道深'宽各丈许!二道宽

五尺$深七尺五寸$铺秫秸'敷土!三道为深宽各五

尺的(拦马壕)!壕侧筑墙丈余高-

#E

.天聪五年八月$-

#A

.

&

后金围困大凌河城$部署主围兵$以八旗各旗固山

额真统领$四正四隅驻营$每队后设有机动策应骑

兵$另有蒙古骑兵充当间隙游动作战-

#E

.天聪五年八月
&

此次战役中后金开始使用(红夷大炮)和大将军

炮$各 旗 均 建 制 (炮 兵 营)$每 营 配 备 大 炮

数门-

#E

.天聪五年八月
&

在后金兵严密围困大凌河城的过程中$明兵曾

三次出城$皆大败撤回$守城主帅祖大寿唯有等待锦

州'松山援兵到来&第一次救援$出兵
$"""

$由辽东

巡抚丘禾嘉'总兵吴襄'宋伟亲统$在长山与小凌河

间大战$兵败退回锦州&第二次救援明朝尽出最大

能力$派监军张春$会同总兵吴襄'宋伟$战将百余

名$马步兵
C

万$战于大凌河城下&双方炮战对垒$

但明兵经不起后金骑兵的冲击$惶惶撤退时又中埋

伏$结果$包括主帅监军张春和副将张洪谟'杨华征

等
%%

员大将被俘$副将张吉甫'王元敬战死$吴襄'

宋伟落荒逃回锦州&至此明军再不敢救援&

大凌河城被围困
%

个月$城内粮尽薪绝$兵食战

马而不足$人相食不及而死$惟祖大寿存米
#<!

升-

#@

.

&守城主帅不得不杀掉反对派副将何可刚举

城投降&

面对上述战绩$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后金锐气

十足$而明辽东守军退缩一线$甚至京师旦夕难保&

这一严重的政治局面使辽东地方势力不能不对未来

归宿作出抉择&尚可喜家族人口众多$是辽东殷实

之家&在举目动荡的岁月中$为托保身家$巩固已有

的政治地位和获得未来的经济利益$无疑后金政权

是最可信赖的依靠$何况这时孔有德'耿仲明展示了

可供选择的出路&

!!

三$皇太极执政以来"优礼汉官#政策及

其影响是尚可喜归降后金的主要原因

!!

(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意识是封建时代的正统

思想$能为礼遇自己的君上忠贞不贰是那个时代的

道德准则&这是后金政权推行(恩养)政策的思想

前提&

努尔哈赤时期$对汉官曾提出(恩养)$由于努尔

哈赤推崇历史上的辽金帝国$热衷于建立民族统治

国家$受此局限$恩养更注重对归顺后金的武职将

弁$如天命三年"

#$#A

#对待抚顺降将李永芳$归降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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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游击晋为总兵$并将孙女下嫁与他&相反$颇具

才学智谋的范文程$因系文职$仅授予(章京)$不过

文职小吏&

皇太极深谋远虑$高屋建瓴$继太祖的恩养措施

发展而为(优礼汉官)政策$包括后来开科取士和重

用汉人有才能者&政策的实质是笼络'收买'重用来

自明朝的文武官员$赢得他们对后金政权的承认'支

持与合作$以建立满汉联合封建集权统治$(作天下

主)$即全中国的大皇帝$而不仅仅是满洲皇帝&从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天聪元年至崇德元年间$皇

太极的七道(上谕)中可知对汉官的(礼遇)政策大致

有下列九项%

一是不论主动举事来归者$还是因不满明朝来

降者$或战场俘获者$或被逼无路投顺者$均一体看

待$给予礼遇&

二是归降受封赐者$其子孙可承袭遗产'父爵&

三是汉民百姓起义$杀掉官吏来归者$量其功

劳'携丁多寡$酌授官职&

四是武职率兵归降者$量领兵人数论功授职&

五是单身一人归降者$或得恩养$有官职者委职

晋升&

六是归降后的逃离者不予追究$来去自便&

七是凡归降者必先宴迎$复赐予财物'奴仆&

八是将吏来降者优礼尤隆$先由各旗主分别宴

迎$后大汗"皇帝#宴请&

九是凡归降汉官皆受器重$不限文职'武职&

皇太极推行礼遇汉官政策$是其远大政治抱负

决定的$政治目的明确&天聪元年他对各旗旗主表

示%(朕对早归与新降汉官$不惜衣物'财帛'马匹'牲

畜加以恩养$又每天三次赐宴$岂能不知麻烦/ 朕即

要使人心悦服$以图取大事&)

-

%

.卷二十二$页
!!

(图取大

事)即是要取代明朝以成帝业$在他看来$(贤能之

人)最为重要$得到贤能者的支持与合作尤为重要$

令其能(远明而亲我满洲)

-

%

.卷二十三$页
#@A

&因此宣称%

(惟多得人为可喜耳$金银币帛用之有尽$如收到一

二 贤 能 之 人$堪 为 国 家 之 助$其 利 赖 宁 有

穷也/)

-

!"

.

%E%

皇太极的(优礼汉官)政策$不仅广泛宣传$而且

注重具体落实&仅举几例以说明%

例一$皇太极对范文程$虽仍为章京$却事无巨

细皆向他请教$纳入枢垣$引为知己之臣&经常(赐

殊方珍味)之宴$并赐范父$令人送到家&

例二$天聪四年"

#$%"

#后金兵攻占永平$明户部

郎中陈此心归降$事后叛逃$被捉论死罪&皇太极赦

免说%(业已恩养$何必杀之/ 彼既非愿留此$何不放

回原籍&)于是赐马
!

匹'驴
C

匹'银
!"

两$令其携家

眷'仆人离开-

%

.卷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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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三$天聪五年"

#$%#

#$第一次攻取大凌河城$

投降汉官
#>"

余员&皇太极表示%(来归者甚众$我

国虽财用未充$必尽力恩养尔等&)对他们汉官视其

职位分别赏给仆役$共
#>!C

名'牛
%#C

头$另赐庄屯

土地&赏毕$八旗旗主轮番宴请$每天三小宴$五天

一大宴-

%

.卷十$页
#E?!E

&

例四$大凌河守城主将祖大寿天聪五年"

#$%#

#

降后金$祖氏假称赴锦州劝降却乘机返明&崇德七

年"

#$C#

#松山战役中兵败再次投降$皇太极对此反

复之人不计前嫌$委以重任&

例五$有些归降汉官待遇数年间已超过满族官

员$皇太极对此十分高兴&崇德元年曾对汉官谕称%

(朕拯救诸臣于涂炭$爱养有加$今尔等已富贵

矣&)

-

%

.卷三十七$页
#C此言不虚$归降汉官封王及大臣者$

占有家丁八九百$几达千名$最少者不下百丁!下等

官吏亦有二十余丁&有些武职汉官往往隐私丁不

报$皇太极尽予宽容&

皇太极礼遇归降汉官政策$影响深远$吸引力巨

大$是后金政权与明争定天下$夺取全国胜利的组织

保证&这一政策的推行$形成清初延揽汉官$壮大人

才队伍$为国效力的通途$与明朝党派倾轧$擅杀疑

忌者$构成鲜明对照&尚可喜便是这一政策的有识

者和先行者之一&

四$结论

鉴于明朝政治腐败$党争不已$军事败缩局面和

后金政通人和$广纳贤良$军事进攻的发展态势$尚

可喜于崇祯七年"

#$%C

#归降后金$为大清政权统一

中原$更新政治$作出重大建树$屡获晋封$成为有清

一代屈指可数的藩王之一&终其一生$难能者有四%

其一$不与腐败为伍$持正向贤$归降后金应属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历史哲学的实践$可

谓归降有据&

其二$面对华夏一统$盛届承平$贵为藩姓新王$

尚能审时度势$申明大义$适时疏请撤藩归老$可谓

俊杰识务&

其三$吴三桂拥兵自谋$重起战端$危及国家统

一$乃国之大害&尚可喜泾渭分明$疏请平叛$(笃诚

为国$计虑周详)

-

#

.

$提出(长江宜设舟师)

-

C

.

@A

!及时

通报军情$奏报(吴三桂于衡'湘造船千余$欲分发岳

州'荆州$并进取江西$将来春水泛涨$长江上下宜预

为设备)

-

C

.

#"!

&可谓(怀诚事主$至老弥笃)

-

#

.

&

其四$自不恋位$择贤禅让$选次子尚之孝袭爵$

并以古稀之身$抱病平叛$终老任上$可谓公忠体国$

一生不失全节&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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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瞿欢欢%以党建工作推动高职院校青年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建设

动$引导青年行政干部在学习实践中磨练成长&机

关党支部可以根据职能部门的业务类别$采取党支

部立项活动'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等方式$推行(党员

政治生日)制度'首问首办责任制$开展(党员先锋

岗)'(学理论'学业务'学先进)'(比服务'比效率'比

奉献)三学三比活动$组织机关青年党员干部有针对

性的参加实践锻炼$建设爱岗敬业'乐业精业干部队

伍&二是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建立健全培训进修长

效机制&制定基层青年行政管理干部轮训计划$采

取业务练兵'理论研讨'进修学习'技能展示等多种

形式$对青年干部压担子'练胆子&定期送优秀青年

行政干部到外校进修深造$吸收新的管理理念$开拓

眼界增长见识$提升工作层次水平&

选树先进典型$引导创先争优$营造团结合作健

康进取的团队氛围&机关党组织要注意在机关青年

党员干部中选树典型$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身

边人身边事激励青年一代&同时$认真做好在机关

青年行政干部中发展党员工作$积极吸收青年干部

群体中的优秀分子$给予党的培养教育和党性锻炼$

培育为师生服务的行政意识和思想素质$帮助其更

好地成长成熟&

&三'践行群众路线,贯彻三严三实,帮扶青年行

政管理干部解决实际困难

畅通组织沟通渠道$落实党员联系群众制度&

机关党组织要深刻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按照(三严三实)工作要求$认真落实党员联系群

众制度$使党建工作扎根基层$入脑入心&指导基层

党支部和党员干部$深入机关一线$落实党员干部定

期联系青年干部制度$由机关处室领导对口联系本

单位青年干部$落实谈心制度$了解他们的所想所

需$有针对性的开展帮扶工作&同时$跟踪了解青年

干部成长情况$及时将本部门青年培养情况反馈给

党组织$为学校修订完善机关青年干部人才培养规

划提出意见建议&

发挥群团组织作用$在关爱中增强教育效果&

机关党组织要紧密联系校工会'团委等工青妇组织$

开展工会建家'青年联谊会'教职工趣味运动会等形

式活泼'内容丰富的群团活动$关心机关青年干部住

房'收入'子女入托入学等实际问题$给予人文关怀$

帮助他们正确应对工作压力$舒缓职业倦怠感$增强

组织归属感和凝聚力&

完善激励保障机制$优化机关青年人才发展环

境&高职院校机关党建要以推动管理人员提升专业

化水平$提高管理效能为目标$在学校机关行政激励

考核制度和机关青年行政管理干部培养规划建设中

充分发挥思想引导'组织保障作用&要打破大锅饭

式的机关考核模式$针对高职院校机关管理干部成

长规律和特点$建立有别于专任教师的机关干部人

才培养机制$着力从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理论

素质'业务素质四个维度$综合考核机关青年行政管

理干部的(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组织沟通能力$提升他们的服务意识'参谋意识'效

率意识和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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