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讲 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形成  

一、满族之崛起与清朝的建立 
 
二、完成统一的过程 
 
三、巩固统一的民族政策  



⼀一、满族之崛起与清朝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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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之崛起与清朝的建⽴立 

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
明初，女真人发展成海
西、野人，建州女真三
部。 
 
建州女真贵族努尔哈赤
进行了统一女真各部的
战争，他于明神宗万历
四十四年(1616)在赫图
阿拉(今辽宁省新宾满族

自治县)建立了“大
金”政权，史称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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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之崛起与清朝的建⽴立 
以蒙古文字母创制满
文（老满文） 
 
努尔哈赤在女真原始
狩猎组织“牛录”的
基础上，1615年建立
了具有军事和行政双
重性质、兵民合一的
“八旗制度”。 
 
 
三百丁⼀一⽜牛录
五⽜牛录⼀一甲喇（队）
五甲喇⼀一固⼭山（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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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之崛起与清朝的建⽴立 

匈奴：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
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

契丹：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
暇则以畋渔为⽣生。

⼥女真：缓则射猎，急则出战。

满族：出则为兵，⼊入则为民；
⽆无事耕猎，有事征调；以旗统
⼈人，即以旗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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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之崛起与清朝的建⽴立 

上三旗 正黄、镶黄、正白三旗 

下五旗 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五旗 



满族之崛起与清朝的建⽴立 

刘小萌  著 



满族之崛起与清朝的建⽴立 

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即位。1636年，
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改“大
金”为“大清”，称女真为“满洲”。  

1643年皇太极死后，子福临即位，改元顺治，
由皇太极之弟睿亲王多尔衮摄政。1644年明
亡后，明将吴三桂引清兵进山海关南下，共
同镇压农民起义。公元1644年5月，清军入
关，清政权迁至北京，建立了统治全中国的

后一个帝制王朝。  



满族之崛起与清朝的建⽴立 

顺治二年（1645），
清军攻克南京。南明
弘光政权覆灭。 
 
康熙元年（1662），
南明永历政权覆灭。 
 
康熙三年（1664），
夔东十三家军被消灭，
清朝统治完全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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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之崛起与清朝的建⽴立 

穆宗 同治 

1861－1874 
← 德宗 光绪 

1875－1908 
← 溥仪  宣统 

1908－1911 

↓ 

文宗 咸丰 

1850－1861 
→ 宣宗 道光 

1820－1850 
→ 仁宗  嘉庆 

1796－1820 

↓ 

圣祖 康熙 

1661－1722 
← 世宗 雍正 

1722－1735 
← 高宗  乾隆 

1735－1795 

↓ 

世祖 顺治 

1643－1661 
→ 太宗 天聪 

1626－1643 
→ 太祖  天命 

1616－1626 

清朝帝系 
1616-1911 



⼆二、完成统⼀一 
清全图（1820年） 

清 
清朝的统一，实际上是先统一的了满族的地区，即广义的满洲；再
统一汉族的地区，即明王朝的故土；再统一蒙族地区和蒙族所统治
的维藏等族地区。主要是满、蒙、汉三区的统一。	�
	�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
                                                                                            载《长水集 续编》	�



完成统⼀一 

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即清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朝实现
全国统一的重要时期。从整个中国古
代史来说，是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
族国家形成过程的 后阶段。 
 
 
统一台湾 
喀尔喀蒙古部的归附 
稳定西藏统治 
平定准噶尔部 



完成统⼀一 

统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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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八年（1661）招抚郑成功部下建功来归诏

1661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 



完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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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统⼀一 

郑经：“台湾远在海外，非中国版图。先王
在日，亦只差‘剃发’⼆二字，若照朝鲜事例，
则可。”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六 

康熙：“朝鲜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
⼈人。”
                        ——《明清史料 · 丁编》第三本

康熙：“台湾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相比”。
                         ——《清圣祖实录》卷⼀一○九 



完成统⼀一 

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
病逝，康熙帝决定用兵收复台
湾。 
 
《清圣祖实录》卷九六：“同⼼心
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
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
误时机。”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
军渡海攻克澎湖，郑氏集团首
领郑克塽请降，台湾平。 

统一台湾 



完成统⼀一 

清朝在台湾设府，下辖
三县，隶福建省。 
 
康熙六十一年（1722）
设置巡台御史，驻台湾
府城，加强对地方官的
监督。 

丕翁先⽣生巡视台阳图
卷（局部）

统一台湾 



完成统⼀一 

喀尔喀蒙古部的归附 

明清之际，我国西北的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
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 
 
 
 
 
 
在满族入关以前，漠南蒙古各部已归附清朝。清
统治者对其封爵并与之联姻，采取优容政策。 

1636年，漠南蒙古各部尊皇太极为“博格达
·车辰汗”。 



完成统⼀一 

1688年漠西蒙古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派出三万大
军，横扫喀尔喀部。 
 
喀尔喀四部共有⼋八⼗十扎萨克，今⽣生齿日繁，户⼝口约⼗十余
万，⽆无不尊敬黄教、钦敬哲布尊丹⼋八呼图克图者。先是，
准噶尔厄鲁特最为强悍，与喀尔喀仇杀不已。康熙⼆二⼗十
七年（1688），喀尔喀⼒力微不能抵敌，众议“就近投⼊入俄
罗斯为便”。因请决于哲布尊丹⼋八呼图克图。呼图克图
曰：“我辈受天朝慈恩最重，若因避兵投⼊入俄罗斯，⽽而俄
罗斯素不信佛，俗尚不同，视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
之计。莫若携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
福。”众欣然罗拜。⼟土谢图汗遂请呼图克图率众内附。

                                                      ——松筠《绥服纪略》 

喀尔喀蒙古部的归附 



完成统⼀一 

击败噶尔丹后，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亲
自主持多伦诺尔（今河北承德市西北）会盟，在
喀尔喀蒙古部划34旗，实行清朝的封爵制度和
法律制度，明确由清廷对漠北实行直接管辖。
完成了对整个蒙古高原的统一。 

喀尔喀蒙古部的归附 

· 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
喀，使之防备朔⽅方，较之长城更为坚固。 
· 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屏藩耳。
 
               ——《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二七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