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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征服王朝與在地人才 

● 黃煥堯 

 

 

觀察歷史上曾經征服過中國的少數民族，成就最高的當屬蒙古建立的元朝以及女

真建立的清朝，他們之所以能夠獲得統治中國的戰果，其實跟一件事情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他們會善用中國本地的人材，以滿清而論，若是沒有一批之前明朝降將的協助

，那要談到征服中國，幾乎可說是緣木求魚。其中，起到最大作用的公認有兩位，一

個叫吳三桂、另一個叫洪承疇，吳三桂的話大家都曉得他是引導清軍進入關內（長城

以南）的主要力量，當時要不是他因為女人的因素，在態度上由本來要投降在北京已

經建立的大順王朝，轉變為投降滿清的情況，清王朝大概也很難得到問鼎中原的機會

。此外，在滿清入關以後，吳三桂被封平西王，協助清軍四處征戰、平定各地方的反

清勢力，尤其在西南地區貢獻特大，也就是說關內的半壁江山，其實就是吳三桂幫滿

清拿下的。另一位洪承疇功勞也不惶多讓，他曾經當到滿清的七省經略，江南這一片

地區，短短幾年之內就可從動亂情況順利過渡到逐漸步入正軌至人民安居樂業，這些

都是洪承疇的貢獻。所以滿清入關以後能夠逐漸掌握前明王朝所統治的區域，完成統

一天下的大氣運，吳三桂與洪承疇確實是功不可沒。 

除了明朝降將的幫助以外，前明文臣對於清王朝的建立，也有不可抹滅的功勳。

                                                 
 黃煥堯，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 

歷史長廊 



 

 

24 

南台通識電子報 

 2024 年 5 月 15 日出版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發行 

 
112 

譬如范文程在內政管理方面對女真人所提供的經驗，也可說是軍事征服之外，很重要

的一種統治手腕，它讓在軍事上佔盡優勢、卻不了解如何管理漢人地區的女真部族，

能夠截長補短地把自己在統治中國上的最大弱點──行政管理，彌補起來，也是大功

一件。另一位叫金之俊的前明遺臣，則是在弱化漢人的反清意識上，提出了對後來局

勢影響甚大的宣傳策略──十從十不從，這等於讓漢人在被滿清降服之餘，有比較大

的心理空間可以接受投降的事實，而不至於有過度激烈的反抗態度。從上面這些例證

，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若不是這些在地人材（傳統上被稱之為漢奸）的鼎力相助

，很難想像滿清如何能夠建立統治中國兩百六十八年的基業。 

除了滿清以外蒙古也是一個相類似的例子，蒙古人對於他所敵對的國家，常常也

會因為善用當地的人材而在軍事或政治上獲取極大的收益。譬如說，知名的元朝漢將

張弘範就是一個很顯著的例證，在蒙古人滅南宋的最後一場主力決戰──崖山之役中

，全殲南宋最後一支正規軍的就是張弘範，他的勝利甚至於使得當時在場的十餘萬南

宋的遺民，因為知道大勢已去卻又無法接受如此殘酷的事實，而集體跳海殉國。後來

張弘範很得意地在當地立了一個石碑，上面大搖大擺地寫了這幾個字：「鎮國大將軍張

弘範滅宋於此。」，以此來彰顯自己的軍事功勳。沒想到後來有人惡作劇，在碑文張字

的上面又加了一個「宋」字，整個碑文變成：「宋鎮國大將軍張弘範滅宋於此。」，以

此來嘲諷他協助外來政權吞滅自己祖國與漢奸身份，就因為這一個字使得整個碑文的

氣場和態勢，都大為轉變，有點類似如今的網友討論什麼事件，到最後卻歪樓一樣，

炫耀變成反諷，自吹自擂變成大家譏笑，這可能是張弘範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意外。但

這其實也替漢奸為外族政權帶來的贡獻提供了一項實證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