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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朝建立 

1.1 滿清入關 

- 明萬暦後期，女真族首領努爾哈赤公開反明，建立後金，雙方展開漫長戰爭。 

- 公元 1636 年（思宗，崇禎九年），皇太極稱帝，是為清太宗，改國號為大清。 

- 明末宦官專政，宗室相殘，旱災連年，民變四起。 

- 公元 1644 年（崇禎十七年），流寇首領李自成領軍攻入北京，明思宗於煤山自縊。 

- 同年，明將吳三桂於山海關投降滿清，引清兵入關，攻打李自成。 

- 李自成戰敗，撤向陝西，清兵佔領北京。 

- 順治帝遷都北京，開啟滿族對中原近三個世紀的統治。 

- 清兵分兩路攻入陝西，李自成敗走武昌，被當地人殺死。 

- 清兵又攻入四川，張獻宗戰死。 

 

 

 

 

 

 

 

 

 

 

 

 

 

 

 



 

1.2 南明覆滅 

- 清兵入關後，南方相繼出現抗清政權，由明朝遺臣擁立宗室而成，歷時十七年，史稱南明政權。 

 

弘光政權 

- 福王朱由崧於南京被擁立，聽信小人讒言，未有支持抗清將領史可法。 

- 公元 1645 年（世祖，順治二年），揚州失守，清兵破城後大開殺戒，史可法被俘，史稱「揚州十日」。 

- 南京被清兵佔領，福王被俘殺，弘光政權僅維持一年。 

 

隆武政權 

- 唐王朱聿鍵於公元 1645 年在福州即位，改年號隆武。 

- 清朝以武力攻伐及高官厚祿威逼利誘，令唐王將領鄭芝龍降清。 

- 公元 1646 年唐王被俘，絕食而死，清兵控制華南沿岸。 

 

紹興監國 

- 魯王朱以海以監國身份控制紹興，與隆武政權相對峙。 

- 公元 1646 年，清朝派兵突擊魯王，魯王被逼投靠鄭成功，其後病逝。 

 

永曆政權 

- 李自成及張獻忠的餘部支持桂王朱由榔，在西南建立抗清政權。 

- 桂王後來兵敗，流亡緬甸。 

- 吳三桂領兵進入緬甸，緬甸發生政變，新任國王將永曆帝獻上。 

- 桂王於公元 1662 年（聖祖，康熙元年）被吳三桂殺死。 

- 維持十七年的南明抗清宣告失敗。 

 

 



1.3 收降台灣 

- 降清將領鄭芝龍之子鄭成功拒降，於東南沿海一帶積極抗清。 

- 公元 1661 年（順治十八年），鄭成功驅逐台灣的荷蘭殖民勢力，移師島上繼續反清。 

- 清康熙帝得鄭軍叛將施琅之助，建立水師。 

- 公元 1683 年（康熙二十二年），清軍進攻台灣，鄭成功之孫鄭克塽投降。 

 

二、清初政局 

2.1 清初遷界 

- 清初反清復明力量於閩、浙沿海地區此起彼落。 

- 公元 1661 年（順治十八年）清廷為切斷沿海地區支援鄭成功，於是頒佈遷界令。 

- 清廷下令由山東至廣東地區沿海三十里到五十里（1.5km 至 2km）內所有居民內遷。 

- 遷界令對內是大規模內遷沿海居民，對外則禁止商人進行海外貿易。 

- 遷界有助打擊反清力量，但同時窒礙中外交流，破壞沿海經濟，百姓受流離失所。 

- 公元 1683 年（康熙二十二年），清廷收降台灣後，海禁政策才逐漸放寬。 

 



 



2.2 遷界令下香港 

- 「香港」地區屬新安縣管轄，在遷界範圍內，居民須遷入內陸。 

- 因沒有妥善安排，居民顛沛流離，死亡者多不勝數。 

- 香港因遷界令變得荒蕪，凋敝，亦成為海盜藏身之地，影響沿海治安。 

- 兩廣總督周有德、廣東巡撫王來任上奏要求廢除遷界令。 

- 公元 1669 年（康熙八年），清聖祖允許部分地區復界。 

- 離島地區要到公元 1683 年（康熙二十二年）台灣鄭氏被平定才復界。 

- 復界初期，原來的居民回來不多，清廷於是鼓勵廣東、福建、江西之客家人遷入香港開墾。 

- 英國佔領香港前，香港三百三十多個村落中，客家人村落佔了一百三十個。 

- 因遷回香港之居民不熟識煮鹽與及製造瓷器技藝普通，香港經濟難復舊觀。 

 

2.3 三藩之亂 

- 明將吳三桂、尚可喜、耿仲明歸降滿清，剷除南明有功，獲封為「三藩」。 

- 康熙帝親政後銳意削藩，各藩響應吳三桂反清，史稱「三藩之亂」。 

- 「三藩之亂」持續八年、波及八省，終於在公元 1681 年為清廷所平。 

 

 

 

 

 

 

 

 

 

 

 



三、滿清政治特色 

3.1 議政王大臣 

- 滿清入關前已有議政王大臣會議。 

- 議政王大臣會議主要由統率八旗的滿洲貴族組成，負責軍國大事之決策。 

- 滿清入關後，沿襲明制，設有內閣、六部及都察院。 

- 議政王大臣會議凌駕於內閣之上，成員專權跋扈，內閣淪為執行部門。 

  

3.2 南書房 

- 公元 1677 年（康熙十六年），康熙帝設立南書房，選任才德兼修的漢族官員入值。 

- 詞臣職責包括陪侍皇帝鑽研翰墨、講讀經史、起草諭旨、批改奏章等。 

- 南書房由皇帝直接管轄，分薄了議政王大臣的權力，皇權得以提升。 

 

 

 

 

 

 

 

 

 

 

 

 

 

 

 



3.3 軍機處 

- 雍正帝設軍機處，親自挑選滿漢親信兼任軍機大臣及軍機章京。 

- 軍機處總攬全國軍政大權，由皇帝統轄，進一步鞏固皇權。 

- 「廷寄」：軍機處直接下發各地的詔令。 

- 「交片」：軍機處送繳中央各部的詔令。 

- 地方奏折交由軍機處議覆，不經內閣。 

- 軍機處提高了敕令的機密性、確保皇權獨立，改善清初貴族專權的情況。 

- 公元 1791 年（乾隆五十六年），乾隆帝取消議政王大臣會議，軍機處成為國家最高決策機構。 

 

3.4 滿漢分治 

- 滿族為穩護其統治者的身份特權，實行滿漢分治。 

- 政治：實行「官缺」制，規定「凡宗室京堂而上，得用滿洲缺」，滿人出仕機會大增。 

- 經濟：滿官俸祿遠高於漢官，前者財產受嚴律保護。 

- 司法管轄：清律中常見滿漢同罪異罰的情況。 

- 滿漢分治雖能維護滿族集團的利益，但同時亦助長了漢人的反清意識。 

 

 

 

 

 

 

 

 

 

 

 



四、康雍乾盛世 

- 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造就了一百三十餘年的治世，史稱「康雍乾盛世」。 

 

4.1 內修善政 

- 康熙帝下令減免租稅，鼓勵生產，成功鞏固政權。 

- 雍正帝推行火耗歸公，增加官員收入，改善官員索取陋規。 

- 雍正帝又推行「攤丁入畝」，將人頭稅取消，併入田賦，減輕無地人民負擔。 

- 雍正帝廢除歷史留下來的賤戶制，將樂戶、蜑家、丐戶、棚民，改為良民。 

- 乾隆帝致力招攬人才，編纂《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 

- 乾隆帝也鼓勵耕作，全國耕地面積大增。 

- 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努力，國家經濟急速發展，人口大量增加。 

 

4.2 開拓疆土 

- 康熙帝肅清台灣鄭氏反清力量，將台灣納入中國版圖。 

- 康熙帝派兵驅逐入侵黑龍江的俄國軍隊，確保東北疆界。 

- 雍正帝於西藏設置駐藏大臣，加強對西藏的管理。 

- 雍正帝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正式將青海納入清朝版圖。 

- 乾隆帝派兵平定回亂，成立新疆省。 

- 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先後對準喝爾（蒙古）用兵，擴展版圖。 

- 清朝版圖面積之大是僅次於元朝，亦奠定了今天的中國版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