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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清史研究·

明清易代后的国家治理指导思想

赫 治 清

17 世纪中叶风云际会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明、清、明末农民起义军三大政治势力展

开了激烈角逐，清朝成为最后赢家。这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次改朝换代。由于清初统治

者从狭隘的民族利益出发，力图把自己的文化模式强加于汉人，按照自己传统的思维方式

和行为生活方式行使统治，推行诸如圈地、缉拿“逃人”等暴政，用农奴制取代地主制和

租佃制，不惜用武力高压手段强迫汉人“薙发”“易服”，改变汉族几千年来形成的风俗

习惯，制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剧，因而满汉矛盾迅速上升为国内社会的主要

矛盾。当时，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士人看来，明清鼎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及“治

统”更迭，而是关系中华文明兴废、民族存亡的深重社会危机。于是，一股强大的保卫民

族生存权利和民族传统文化的感情，便在各阶层群众中汹涌奔腾起来。特别是一些汉族士

大夫基于“华夷”观念，痛感“以夷变夏”，对清政权不但不认同，反而高举“反清复

明”的大旗与之殊死抗争，明清易代长达数十年之久，过程错综复杂，斗争极其惨烈。
虽然清朝用武力获得了中国 “治统”，但并不意味着正统地位的奠定。清统治者

所推行的民族奴役、压迫政策，给汉族为主体的广大民众心理造成的伤害，满汉隔阂

和鸿沟，依然严重存在。如何弥合伤痕，缓和满汉矛盾，化解 “以夷变夏”的误解，

安定人心，重建业已残破的社会秩序，让广大民众尤其是士人认同清朝，以求政权巩

固，国家长治久安，这是摆在清统治者面前的严峻挑战。
本来，早在入关前，后金 ( 清) 就开始学习吸收中原文化。定鼎北京之初，也采取开科

取士、祭孔、祭祀中国历代帝王等措施。顺治帝亲政后，“临雍释奠”，公开表达对孔孟之道

的崇奉。顺治十年 ( 1653) 正月，顺治帝与臣僚谈及汉唐以来何帝为优时，强调“历代贤君

莫如洪武”，并称“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①。十二

年 ( 1655) ，明确提出“帝王敷治，文教是先”，“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

太平”②。他还多次谕令停止圈地、限制带地投充。诚如孟森先生言，“世祖开国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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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兵制自有八旗根本外，余皆沿袭明制”①。然而，“清承明制”，却遭到满洲上层贵族保守

势力的顽强抵抗和反对。顺治帝一去世，他们就明目张胆打出“率循祖制，咸复旧章”② 的

旗号，大开历史倒车，直到康熙帝亲政并清除鳌拜集团之后，才扭转了这种局面。
康熙帝自幼熟读经书，在理学名臣推动下，积极吸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

化，亲政之后断然清除辅政大臣鳌拜等守旧势力，拨乱反正。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

( 1677 年12 月31 日) ，他在《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将理学作为定国安邦的指导

思想，将所谓“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世”③ 作为清朝社会的发展方向，把儒家道统作为治

国理政的基本方针。俨然以儒学道统的当然继承者自任，并将道统与治统合一，强调以儒

家的四书五经来治理国家，统驭万民，将正统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确立为清代社会的主

流意识形态，提出“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政纲，制定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
与此同时，顺治帝、康熙帝及其后继者，在礼乐制度上也继承了代代相传的中华

文明。通过在京建造历代帝王庙，多次对其入祀和配飨名臣进行调整和增补，最终建

构出包括少数民族王朝在内的历代帝王一脉相承、绵延不绝的完整统绪，以此显示对

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的归属。
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康熙帝在其父的基础上，强调 “满汉

一家” “华夷一家”。后继者雍正帝、乾隆帝，积极作为，通过 “辩华夷” “论正

统”，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破除儒家原来狭

隘的“华夷”观，构建了新的大一统观念，并付诸实践，从而在完成国家统一大业

上作出了超过前代的卓越贡献，最终奠定了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版图。
清朝开国以来，尽管治国理政有过短暂的曲折反复，但终究没有沿着满洲传统政

治方向发展，反而基本上沿袭了明朝发展成熟的封建集权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文

化等方面制度，一方面推动自身最终完成向中原政治文化转型，另一方面也发展了汉

唐宋明以来传统的大国治理模式。正因为如此，清代前中期出现了持续百年的 “康

乾盛世”，展现了封建时代的最后辉煌。清代前中期的中国道路，实际上是带有满洲

文化特色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复兴之路。
所谓清代明而兴，斩断了中国历史进程，是历史大倒退。这类说词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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