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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新傳》研析──從農民戰爭下看人性 

 

壹、引言 

 

明末政治腐敗，年年災荒，弄得民心不穩，「人民相食，至不忍言」的記載，史不

絕書，實在令人不寒而慄。當初本是聽父親述說，才開始對這歷史課本中短短三

行敘述的「明末農民軍（李自成、張獻忠）」等人產生興趣；後來又聽說大陸對李

自成的成敗還另有看法，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對李等人有其他新的評論；

其中我又對從閹黨開始到後來天啟初年之間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以及越演越烈的

官民衝突感到興趣，在明末這樣極盡腐朽、黑暗的政治環境之下，當時皇帝以及

明官的做法與其心理是如何？以張獻忠、李自成等為代表的“流寇”又如何抵

抗？而飽經戰禍的人民又是怎麼面對？這些都是極具啟發的課題。且先不談大順

最後的失敗，本文只針對崇禎年間的變局加以討論，希望能藉由多方面客觀的探

討，對「人性」能更了解、更深入些。 

 

貳、正文 

 

一、明末的敗亡亂象： 

 

十七世紀，「萬曆朝是明朝封建統治由盛而衰的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時期。萬曆

後期，朱翊鈞（神宗）晏居深宮，聲稱有病，二十餘年不見群臣，不問朝政，

醉生夢死……『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

（他）先後派遣大批宦官，分赴各地，收税開礦，敲骨吸髓地對人民進行搜括。」

（註一） 

 

福王朱常洵，「『性鄙嗇而酷嗜貨財』，『日閉閣飲醇酒，所好為婦女倡樂』。河

南連年災蝗，百姓吃草根樹皮不可得，而『王之粟紅、貫朽自若』。凡軍民人

等，路過王府，無不對之切齒怒罵。浙川教諭樊夢斗勸他散財、收人心，不聽。

前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多次進言，一點也打動不了他的心。」（註二） 

 

這樣子皇上不上朝的情況，其實是從武宗就已存在的現象；皇帝既開了長期不

上朝的惡例，群臣亦紛紛仿效。而對於明朝後期的幾個君王，似乎都比較自私

自利，且玩性亦重，棄自己應盡之責於不顧。是因為生活太安逸，且君王為上

的思想隱隱暗示著他們，「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整個國家都供他享

有，在高位之人若非聖賢之人，也要把持力夠好，才能不因自身惰性累害他人。

「奈何皇上欲黃金高於北斗，而不是百姓有糠粃之儲？皇上欲為子孫千萬年，

而不使百姓有一夕？」（註三）由此可見皇帝的自私態度，他想保自己家財富

萬貫，卻從此失去民心而不自知。以現代觀點來看，國家領導人是“公僕”。

而帝制雖是以帝王為上，但仍不脫「領導人民，為民做主」，以自身私利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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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罷，但這樣不關心民間疾苦，可以說是背離其身為君王應有的責任。整個朝

廷從上開始腐敗，政務荒殆至此，國家豈有不亡？ 

 

「從一六三〇年代末期開始，通貨膨脹的問題日益嚴重。罕見的自然災害，也

在明亡前的最後二十年，在中國各地為老百姓帶來嚴重的飢荒和瘧疾。崇禎年

間，大量飢民湧入城市，以乞討或盜賊維生，中原農村一片荒涼。」（註四） 

 

如此大致說明了那時人民的情況，可以說是苦不堪言。天災人禍、税役日重，

交完租便所剩無幾；尤其是又遇閹黨為亂，任意侵占良田；而後還有種種「加

派」：除正額外，還有「遼餉」、「剿餉」、「練餉」（註五）等等；再加上地方修

魏忠賢生祠、諸王造王府、皇帝修陵墓。可見明末徭役之重，使得人民生活更

相當不易。 

 

二、李的為人與對人民的態度 

 

李自成是陜西米脂人，性喜武藝而不愛讀書，認為那沒有出路（註六）；其實

就當時情況確是如此。「邪人當路，賄賂公行，幾於不成世界」（註七），只有

有錢人家的孩子讀得起書、行得起賄，一般老百姓要走仕途幾乎不可能。而且

李家境貧苦，十餘歲就遇到大災荒，家中沒吃沒喝，甚至還當過和尚，也給人

放過羊，備受大戶的打壓。其後雖然曾在官府當兵，但最後卻脫離官軍，加入

農民軍；崇禎初年，農民叛變是越演越烈，由地方獨立的小叛亂漸漸團結起來

成為一股強大農民軍勢力（如三十六營），李就在這時輾轉投奔闖王高迎祥。

目前為止，以一個還未做過什麼大事的李自成而言，仍只是一介平民。他轉而

投奔農民軍顯示了當時人民多已由對官府失去信心轉變到不得不造反，只求能

創造一番新局面；所謂官逼民反，當往左是死，往右亦是死時，便寧願選自己

較贊同的一方──加入農民軍打仗，而不願待著活活被欺壓。在這樣動亂的時

代，人人不免只為自身著想，因此加入農民軍便可推測是當時人民覺得「對自

家比較好的方式」。 

 

「李自成下令，散發王府、富室大米數十萬、金錢數十萬，大賑飢民。並對飢

民說：『王侯貴人，剝削窮民，不顧百姓死活凍餒，我殺他們，就是為了你

們！』……飢民們扶老攜幼，人群日夜絡繹不絕，數以百萬計。」（註八） 

 

事實上，這就是農民軍起義的基本目的：打擊霸道的地主、不講理的官府，劫

富濟貧。這是人民為了求生存而被激發出來的想法，越是活不下去，越會走向

這樣偏激的道路。我們都知道殺人是做不得的事，但是當初相約（立法）不殺

人的人們，其實就是希望生命能互相有個保障。明知冤冤相報無時了，而相繼

定下法律、發展文明的人們，起初都是為了能互相保障人的生存、血統的延續；

一但這樣的保障不再，生存受到威脅而又無公道處訴冤時，理所當然會變成這

樣了，這是他們認為最後能追求的「公道」。以儒學勤儉立國的明朝，最後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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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這樣的道路，真是令人不勝唏噓。 

 

「李自成的為人，在本質上和張獻忠不大相同，就是官書的《明史》都稱讚他

“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看他很能收攬民心，禮賢下士，而

又能敢作敢為的那一貫作風，和劉邦、朱元璋輩起於草澤的英雄們比較起來，

很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氣概。」（註九） 

 

像李自成這樣的人，便很適合做平民的代表和領袖，並不一定是皇帝，而是說

很適合帶領人民在逆境中奮鬥。願意與民軍同甘共苦的人是不可多得的，至少

在建立大順朝之前，他都將民生疾苦擺在第一位，攻佔城市後也盡量不殺人

民，還開倉濟貧，對那些貧民而言，的確是一大幅音。而能得到大多數人贊同

者，就是這幾位看來「頗有勝算、實力堅強」的農民軍領袖了。 

 

三、李自成的主張： 

 

在李岩等人的建議和幫助下，李自成加強宣傳政治、維護軍紀，並提出『均田

免賦』的土地政策和『平買平賣』的商業政策。 

 

1. 均田免賦 

均田的具體內容，因為記載缺乏，只知道提出後，凡農民軍所至，「該地權貴、

顯宦和豪門富紳，或被殺掉，或被留做人質，其家所田地、房宅、錢財、稻粟，

皆被沒收。農民軍將沒收來的財物、糧食，部分賑濟飢民，部分留作軍用，將

沒收來的土地，或募民墾種，或直接分給農民，發給牛、種、令其耕種，收齊

籽粒。」（註十） 

 

至於免賦，一為免糧賦、一為免差徭。李自成曾發布過多次免徵文告，但沒有

一定標準。「崇禎十六年李自成佔荊州，『出示安民，傳繳取役糧冊』，說明農

民軍對徵糧一事仍很重視，並非一律全免。」（註十一） 

 

2. 平買平賣 

 

「崇禎十五年春，大軍攻打河南歸德府，營地延亙六十餘里，用白布搭上幕篷，

使百姓擔挑百貨入營中，進行公平交易，兩不相欺，軍民關係極為融洽。」（註

十二） 

 

李岩之所以會加入李自成，除了因為他勸說富戶開倉濟貧，而被當地（河南）

富豪陷害之外，郭沫若還認為，其參加農民革命有他在思想上的必然性，他懷

抱著人民思想，故會投奔李自成（註十三）。他以一讀書人身分，幫助李自成

加強政策宣傳，其重要性，由下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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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入夥後，就勸李自成“尊賢禮士，除暴恤民”，“假行仁義，禁兵淫殺，

收人心以圖大事”。……李岩很懂得一些輿論宣傳的奧妙，他派人扮成商人，

在民間廣布流言：“闖王仁義之師，不殺不掠”；還編出童謠，讓小兒到處傳

唱：“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家都

歡悅”。就是在這一年，嗷嗷待哺的河南飢民如大旱之望雲霓，“惟恐自成不

至”，“從自成者數萬”；李自成從此走出隱伏商雒山中時的低谷危厄，面前

展現出柳暗花明的轉機。完全可以說，崇禎十三年後農民起義軍的輝煌，李岩

是多有建樹、立了大功的。」（註十四） 

 

四、明朝皇帝、官員 

 

以下簡略歸納對於這樣流寇四起，明朝政府方面所做的相對因應。雖然有時好

像快要殲滅殆盡，但其實有所忽略，且為了打仗，頻頻徵勞役、徵稅充軍餉，

形成一惡性循環，問題沒有解決，人民訴求得不到滿足，自會不斷投入農民軍，

「鄖陽撫治盧象昇曾憂心忡忡的說：『殺賊一而從賊百，殺賊百而從賊千；所

殺者皆賊也，皆民也，而賊之渠與夫狡者仍在也。毋論賊不可盡，縱令賊盡，

民將與之俱盡矣！』」（註十五）基本上，明朝政府在與流寇對戰是處於被動的

狀態。 

 

1. 對流寇因應之策： 

 

採剿、撫、困三法。但流寇頑強抵抗，時隱時出、神出鬼沒，有時又有私下賄

賂、故意放水的事情，所以總是剿而不盡、困而不全。而一些害怕農民軍勢力

的官員，則採招撫策略，雖有成效，但是有些雖投降卻仍不願聽從官員指揮，

而官員也沒有辦法，如崇禎十一年南陽戰敗後的張獻忠，寇官互賄、多所投機；

而其他受撫的農民軍，卻被用各種手段殺除，造成此法久失效力。 

 

2. 皇帝與臣下之間的懼怕心理： 

 

崇禎年間，政局非常不安定，總理等官員撤換不停，沒有在期限內完成剿匪計

畫者，紛紛降官，最後甚至換到沒有人了，還從監獄中“特赦”出來再任命，

加上崇禎帝又有猜疑心理，臣下也不敢認真剿匪，自己性命還是比較重要啊！

既不敢違抗軍令，又不敢認真和農民軍對抗，所以常常會有欺上瞞下的作為，

一面向上報告大捷，一面又對農民軍莫可奈何，甚至詐稱「逐賊」，偷偷投降

而去。後來皇帝又用內監，安插到地方監督官員上下，然而那些內監又不會打

仗，又和官員勾結而不公，其實是無利反害；但皇帝又不聽勸言，整個朝廷越

發混亂。 

 

五、人民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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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人民的希望不過是先能「國泰民安」，再來才是財富的追求，但是一開始

追求財富後，往往忘記了從前平安的快樂，開始爭名逐利，進而甘冒種種危險

來完成自己所欲，甚至到棄禮義、背廉恥的地步。心理學家馬斯洛（Maslow）

將人類基本需要分為五個層次，而就連最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人民都沒辦法滿

足了，在這樣被逼到底線的情況，起義革命是可想而知的結局。 

 

前兩者比較來看，農民軍的確較得民心，他掌握住人民受困時的心理，既然時

局不好，就退而求其次，減少其他種種，只為先滿足“生”的需要，所以重視

的是有沒有東西吃、活不活的下去、收成好不好、稅賦抽多少、家裡有沒有男

丁之類的事，而在這樣的狀況下，人與人之間的嫌隙隔閡便會暫時隱閉，人人

都讓步了，感情自會堅定而團結。此時那王公貴族們奢華的生活、仍停留在最

高階的追求自我實現，看在大家都讓步的貧民眼裡，自然是更不能接受，憑什

麼我們過那麼苦，而你卻目中無人的享清福？日子過不下去，便鋌而走向絕

路。農民軍就利用這點，是真仁義也好，假仁義也罷，推翻富豪平分給農民，

藉以搏得他們的好感；其實他們忽略了那畢竟是人家的財產，也是祖上有德積

來的，如今這樣子殺人奪財，不也和當初斂財害民的鄉紳一樣了嗎？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把人民弄到如此不堪，需要冤冤相報、以血洗城的地步，

不就是那些貪圖短利，極盡壓榨、賄賂、欺騙之能事，陷害老百姓的地方官員

和地主嗎？而這樣與人民生活貼近的地方官員，都不能體恤人民，沒有「本是

同根」的民族認知，更何況是天高皇帝遠的宮廷人員呢？沒有多少人會回憶當

初建國所為為何，所以說他們短利近視，並不是他們不知有遠慮，而是不認為

會到如此地步（也就是「總不會如此倒楣」的心態），人的苟安心理造成他們

一再逃避問題；而皇帝也許無知，沉醉在唯我獨尊的世界裡，驕傲是難免的，

而這樣的驕傲心態會接連傳下去，許多掌權宰相因此妄自尊大、為所欲為，這

是人性的悲哀啊！ 

 

參、結論 

 

戰時人民的思想剛好可以和腐敗政權貪官污吏的心態做一對照，說明人在患難中

和在優渥中所展現不同的心理狀態。人不可能永遠勇敢、堅強、勤勞且善解人意，

這是由患難才激發出來的；人不可能永遠團結，人的團結建立在「目的一致」或

「利益相關」上面，基本的人性就是這樣。但是，現實歸現實，依據馬斯洛的金

字塔，最高層次的需要是「自我實現」，如果可以將這樣的自我實現，由個人成就

昇華到對社會的關懷、對自我的要求，不欲求不滿，互敬互愛，哪能說不勇敢、

不自信堅強、不團結呢？ 

 

現在大陸的政治體制就有點像李自成所提倡的共產均分，那只是政府能做到總體

的「均」，至於細部是否均便不得而知；而有些國家體制說是「較完善」，卻也有

諸多沒顧慮到的地方。不管國家體制偏重範圍是大而廣還是小而深，世界本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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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式各樣的人，有各式各樣的想法，如何能在生活有保障、不違背人性的情況

下，學會提升自我，發展高尚的情操不是不可能的，這不但是人類最高層次的需

求，也是整個世界應該攜手前進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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