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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明朝那些事儿》第八部，主要讲述了从明熹宗到崇祯皇帝近十年间的历史。

　　天启继位后，不理朝政，沉溺于木匠活之中，整个帝国内忧外患，死气沉沉：对内，东林党趁机
把持朝政，内部齐、楚、浙派却依然明争暗斗，乐此不疲，这期间，太监魏忠贤逐渐发迹，他利用朱
由校的昏庸，通过攀附皇帝乳母客氏逐步上位，与东林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斗，最终登上了权力的
顶峰，然而物极必反，崇祯帝继位后，清算阉党，魏忠贤走投无路，最终选择了自我了断，然而整个
帝国也因此元气大伤；对外，由于李成梁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统一后金。
为抗金、守城、夺失地，在帝师孙承宗的带领下，袁崇焕从一介文人成长为边疆大将，然而，就在他
准备施展抱负的时候，一场巨大的危机已经酝酿多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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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当年明月，副研究员，明史学会会员，青年历史学者，心灵历史开创者，担任国内多家电视台文
史类节目主讲人，畅销书作家，所著作品《明朝那些事儿》，为三十年来最畅销之史学读本，多次获
得“新浪图书风云榜”最佳图书、当当网“终身五星级最佳图书”、“卓越亚马逊畅销书大奖”等荣
誉，位列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2007—2011年度系列畅销书第一名，该系列作品已被译为日、韩、英
等多国文字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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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强大，无比强大　  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初六，明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正式登基，
定年号为天启。
　  一个复杂无比，却又精彩绝伦的时代就此开始。
　  杨涟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
自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二日起，在短短十五天之内，他无数次绝望，又无数次奋起，召见
、红丸、闯宫、抢人、拉拢、死磕，什么恶人、坏人都遇上了，什么阴招、狠招都用上了。
　  最终，他成功了。
　  据史料记载，在短短十余天里，他的头发已一片花白。
　  当天启皇帝朱由校坐在皇位上，看着这个为他顺利即位费尽心血的人时，他知道，自己应该回报
。
　  几日后，杨涟升任兵科都给事中。
一年后，任太常少卿，同年，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后任左副都御史。
短短一年内，他从一个从七品的芝麻官，变成了从二品的部级官员。
　  当然，得到回报的，不仅是他。
　  东林党人赵南星，退休二十多年后，再度复出，任吏部尚书。
　  东林党人高攀龙，任光禄丞，后升任光禄少卿。
　  东林党人邹元标，任大理寺卿，后任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
　  东林党人孙慎行，升任礼部尚书。
　  东林党人左光斗，升任大理寺少卿，一年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以下还有若干官、若干人，篇幅过长，特此省略。
　  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
现在，我相信了。
　  当皇帝的当皇帝，升官的升官，滚蛋的滚蛋，而那个曾经统治天下的人，却似乎已被彻底遗忘。
　  明光宗朱常洛，作为明代一位极具特点（短命）的皇帝，他的人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
容&mdash;&mdash;苦大仇深。
　  出生就不受人待见，母亲被冷遇，长大了，书读不上，太子立不了，基本算三不管，吃穿住行级
别很低，低到连刺杀他的人，都只是个普通农民，拿着根木棍，就敢往宫里闯。
　  好不容易熬到登基，还要被老婆胁迫。
忍了几十年，放纵了一回，身体搞垮了，看医生，遇见了蹩脚庸医，想治病，就去吃仙丹，结果真成
仙了。
　  更搞笑的是，许多历史书籍到他这里，大都只讲三大案、郑贵妃、李选侍，基本上没他什么事，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在他死后，为了他的年号问题，大臣们展开了争论，因为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万历死了，
八月，他就死了。
而他的年号泰昌，还没来得及用。
　  问题来了，如果把万历四十八年（1620）当做泰昌元年，那是不行的，因为直到七月，他爹都还活
着。
　  如果把第二年（1621）当做泰昌元年，那也是不行的，因为去年八月，他就已经死了。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问题终究被解决了。
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　  万历四十八
年（1620）一月到七月，为万历四十八年。
八月，为泰昌元年。
明年（1621），为天启元年。
　  这就是说，在这一年里，前七个月是他爹的，第二年是他儿子的，而他的年份，只有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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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他很可怜，几十年来畏畏缩缩，活着没有待遇，死了没有年号。
事实上，他人才刚死，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你死我活，抢儿子抢地方，忙得不亦乐乎。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有人曾对我说，原来，历史很有趣。
但我对他说，其实，历史很无趣。
　  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没有正恶，只有成败。
　  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侍郎、大理寺丞，等等，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
　  它很强大，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对于这一现象，史称&ldquo;众正盈朝&rdquo;。
　  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从此，在东林党人的管理下，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无私的阶段，许
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许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
　  对于这种说法，用两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
　  用四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八道。
　  之前我曾经说过，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现在，我再说一遍。
　  掌权之后，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红丸案。
　  追查，是应该的。
毕竟皇帝死得蹊跷，即使里面没有什么猫腻，但两位庸医，一个下了泻药，让他拉了几十次，另一个
送仙丹，让他飞了天，无论如何，也应该追究责任。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追究责任后还不过瘾，非要搞几个幕后黑手出来，郑贵妃、李选侍这几位重
点嫌疑犯，名声坏，又歇了菜，要打要杀，基本都没个跑。
　  可是现成的偏不找，找来找去，找了个老头&mdash;&mdash;方从哲。
　  天启元年（1621），礼部尚书孙慎行上疏，攻击方从哲。
大致意思是说，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而且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出事后，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
，没有干掉，罪大恶极，应予严肃处理。
　  这就真是有点儿无聊恶搞了。
之前说过，李可灼最初献药，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后来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
所谓红丸到底是什么玩意儿，鬼才知道，稀里糊涂把人干掉，确实不好。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方从哲都没错。
而且此时东林党掌权，方老头识时务，也不打算待了，准备回家养老去了。
　  可孙部长用自己的语言，完美地解释了&ldquo;强词夺理&rdquo;这个词的含义：　  &ldquo;（方）
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纵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
&rdquo;　  这意思是，你老兄即使没有干掉皇帝的心思，也有干掉皇帝的罪过，即使你退休走人，也
躲不过去这事。
　  强词夺理还不算，还要赶尽杀绝：　  &ldquo;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
&rdquo;　  所谓此贼，不是李可灼，而是内阁首辅，他的顶头上司方从哲。
　  很明显，他很激动。
　  孙部长激动之后，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也激动了，跟着上疏过了把瘾。
不搞定方从哲，誓不罢休。
　  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七十多岁的老头，都快走人了，为什么就是揪着不放呢？
　  因为他们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郑贵妃不重要，李选侍不重要，甚至案件本身也不重要。
之所以选中方从哲，把整人进行到底，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浙党。
　  只要打倒了方从哲，借追查案件，就能解决一大批人，将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不久之后，崔文升被发配南京，李可灼被判流放，而方从哲，也永远地离开了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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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宫三大案就此结束，东林党大获全胜。
　  局势越来越有利，天启元年（1621）十月，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回来了。
　  这个人就是叶向高。
　  东林党之中，最勇猛的，是杨涟，最聪明的，就是这位仁兄了。
而他担任的职务，是内阁首辅。
　  作为名闻天下的老滑头，他的到来，标志着东林党进入了全盛时期。
　  内忧已除，现在，必须解决外患。
　  因为他们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mdash;&mdash;沈阳失陷。
　  沈阳是在熊廷弼走后，才失陷的。
　  熊廷弼驻守辽东以来，努尔哈赤十分消停。
因为这位熊大人做人很粗，做事很细，防守滴水不漏。
在他的管理下，努尔哈赤成了游击队长，只能时不时去抢个劫，大事一件也没干成。
　  出于对熊廷弼的畏惧和愤怒，努尔哈赤给他取了个外号：熊蛮子。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不但对敌人蛮，对自己人也蛮。
　  熊大人的个性前面说过了，彪悍异常，且一向不肯吃亏，擅长骂人，骂完努尔哈赤，还不过瘾，
一来二去，连兵部领导、朝廷言官也骂了。
　  这就不太好了，毕竟他还归兵部管，言官更不用说，平时只有他骂人，没有被人骂的，索性敞开
了双方对骂，闹到最后，熊大人只好走人。
　  接替熊廷弼的，是袁应泰。
　  在历史中，袁应泰是个评价很高的人物，为人清正，为官廉洁，为政精明，只有一个缺点，不会
打仗。
　  这就没戏了。
　  他到任后，觉得熊廷弼很严厉，很不近人情，城外有那么多饥民（主要是蒙古人），为什么不放
进来呢？
就算不能打仗，站在城楼上充数也不错嘛。
　  于是他打开城门，放人入城，亲自招降。
　  一个月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守将贺世贤拼死抵抗。
关键时刻，之前招安的蒙古饥民开始大肆破坏，攻击守军，里应外合之下，沈阳陷落。
贺世贤战死，七万守军全军覆没。
　  这一天，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二日。
　  袁应泰没有时间后悔，因为他只多活了六天。
　  攻陷沈阳后，后金军队立刻整队，赶往下一个目标&mdash;&mdash;辽阳。
　  当年，辽阳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沈阳，是辽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也是辽东的
首府。
此地历经整修，壕沟围绕，防守严密，还有许多火炮，堪称辽东第一坚城。
　  守了三天。
　  战斗经过比较简单，袁应泰率三万军队出战，被努尔哈赤的六万骑兵击败，退回坚守。
城内后金奸细放火破坏，城内大乱，后金军乘虚而入，辽阳陷落。
　  袁应泰看见了城池的陷落，他非常镇定，从容穿好官服，佩带着宝剑，面向南方，自缢而死。
　  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将领，却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官员。
　  辽阳的丢失，标志着局势的彻底崩溃，标志着辽东成为了后金的势力范围，标志着从此他们想去
哪里，就去哪里，想抢哪里，就抢哪里。
　  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
所以，不能用的人，也不能不用了。
　  固守？
荡平？
　  天启元年（1621）七月，熊廷弼前往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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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辽东，他遇见了王化贞。
　  他不喜欢这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开始。
因为他发现，这人不买他的账。
　  熊廷弼此时的职务是辽东经略，而王化贞是辽东巡抚。
从级别上看，熊廷弼是王化贞的上级。
　  角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会不会抢戏。
　  &mdash;&mdash;小品演员陈佩斯　  王化贞就是一个很会抢戏的人。
因为他有后台，所以他不愿意听话。
　  关于这两个人的背景，有些历史书上的介绍大致如此：熊廷弼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阉党支
持的。
最终结局也再次证明，东林党是多么的明智，阉党是多么的愚蠢。
　  胡扯。
　  不是胡扯，就是装糊涂。
　  因为最原始的史料告诉我们，熊廷弼是湖广人，他是楚党的成员，而在大多数时间里，楚党是东
林党的敌人。
　  至于王化贞，你说他跟阉党有关，倒也没错，可是他还有个老师，叫做叶向高。
　  天启元年（1621）的时候，阉党都靠边站，李进忠还在装孙子，连名字都没改，要靠这帮人，王化
贞早被熊先生赶去看城门了。
　  他之所以敢嚣张，敢不听话，只是因为他的老师是朝廷首辅，朝中的第一号人物。
　  熊廷弼是对的，所以他是东林党，或至少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错的，所以他是阉党，或至
少是阉党赏识的。
大致如此。
　  我并非不能理解好事都归自己，坏事都归别人的逻辑，也并不反对。
但对某些坏人一棍子打死再踩上一只脚的行为，我认为，做人，还是要厚道。
　  王化贞不听熊廷弼的话，很正常，因为他的兵比熊廷弼的多。
　  当时明朝在辽东的剩余部队，大约有十五万，全都在王化贞的手中。
而熊廷弼属下，只有五千人。
　  所以每次王化贞见熊廷弼时，压根儿就不听指挥，说一句顶一句，气得熊大人恨不能拿刀剁了他
。
　  但事实上，王化贞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王化贞，山东诸城人。
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
原先是财政部的一名处级干部（主事），后来不知怎么回事，竟然被调到了辽东广宁（今辽宁北宁）
。
　  此人极具才能，当年蒙古人闹得再凶，到他的地头，都不敢乱来。
后来辽阳、沈阳失陷，人心一片慌乱，大家都往关内跑，他偏不跑。
　  辽阳城里几万守军，城都丢了，广宁城内，只有几千人，还是个破城，他偏要守。
　  他非但不跑，还招集逃兵，整顿训练，居然搞出了上万人的队伍。
此外，他多方联络，稳定人心，坚守孤城，稳定了局势。
所谓&ldquo;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赫然&rdquo;，天下闻名，那也真是相当的牛。
　  熊廷弼也是牛人，但对于这位同族，他却十分不感冒，不仅因为牛人相轻，更重要的是，此牛非
彼牛也。
　  很快，熊大人就发现，这位王巡抚跟自己，压根儿不是一个思路。
　  按他自己的想法，应该修筑堡垒，严防死守，同时调集援兵，长期驻守。
　  可是王化贞却认定，应该主动进攻，去消灭努尔哈赤。
他还说，只要有六万精兵，他就可以一举荡平。
　  熊廷弼觉得王化贞太疯，王化贞觉得熊廷弼太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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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王化贞闭口了，他停止了争论，因为争论没有意义。
　  兵权在我手上，我想干吗就干吗，和你讨论，是给你个面子，你还当真了？
　  一切都按照王化贞的计划进行着，准备粮草，操练士兵，寻找内应，调集外援，忙得不亦乐乎。
　  忙活到一半，努尔哈赤来了。
　  天启二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亲率大军，进攻广宁。
　  之前半年，努尔哈赤听说熊廷弼来了，所以他不来。
后来他听说，熊廷弼压根儿没有实权，所以他来了。
　  实践证明，王巡抚胆子很大，脑子却很小。
面对努尔哈赤的进攻，他摆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阵形，先在三岔河布阵，作为第一道防线，然后在西
平堡设置第二道防线，其余兵力退至广宁城。
　  就兵力而言，王化贞大概是努尔哈赤的两倍，可大敌当前，他似乎不打算&ldquo;一举荡平&rdquo;
，也不打算御敌于国门之外，因为外围两道防线的总兵力也才三万人，是不可能挡住努尔哈赤的。
　  用最阴暗的心理去揣摸，这个阵形的唯一好处，是让外围防线的三万人和努尔哈赤死拼，拼完，
努尔哈赤也就差不多了。
　  事实确实如此，正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率军进攻第一道防线三岔河，当天即破。
　  第二天，他来到了第二道防线西平堡，发动猛烈攻击，但这一次，他没有如愿。
　  因为西平堡守将罗一贯，是个比较一贯的人。
努尔哈赤进攻，打回去，汉奸李永芳劝降，骂回去，整整一天，后金军队毫无进展。
　  王化贞的反应还算快，他立即派出总兵刘渠、祁秉忠以及他的心腹爱将孙得功，分率三路大军，
增援西平堡。
　  努尔哈赤最擅长的，就是围点打援。
所以明军的救援，早在他意料之中。
　  但在他意料之外的，是明军的战斗力。
　  总兵刘渠、祁秉忠率军出战，两位司令十分勇猛，亲自上阵，竟然打得后金军队连连败退。
于是，作为预备队的孙得功上阵了。
　  按照原先的想法，孙得功上来，是为了加强力量，可没想到的是，这位兄弟刚上阵，却当即溃败
，惊慌之余，孙大将还高声喊了一嗓子：　  &ldquo;兵败了！
兵败了！
&rdquo;　  您都兵败了，那还打什么？
　  后金军随即大举攻击，明军大败，刘渠阵亡，祁秉忠负伤而死，孙得功逃走，所属数万明军全军
覆没。
　  现在，在努尔哈赤面前的，是无助、毫无遮挡的西平堡。
　  罗一贯很清楚，他的城池已被团团包围，不会再有援兵，不会再有希望，对于胜利，他已无能为
力。
　  但他仍然决定坚守，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责任。
　  正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集结所属五万人，发动总攻。
　  罗一贯率三千守军，拼死守城抵抗。
　  双方激战一天，后金军以近二十倍的兵力优势，发起了无数次进攻，却无数次败退，败退在孤独
却坚定的罗一贯眼前。
　  明军凭借城堡大量杀伤敌军，后金损失惨重，毫无进展，只得围住城池，停止进攻。
　  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城头突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了呐喊，没有了杀声。
　  因为城内的士兵，已经放出了最后一支弓箭，发射了最后一发火炮。
　  在这最后的时刻，罗一贯站在城头，向着京城的方向，行叩拜礼，说出了他的遗言：　  &ldquo;臣
力竭矣！
&rdquo;　  随即自刎而死。
　  这是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损失空前惨重的一战。
据史料记载，和西平堡三千守军一同阵亡的，有近七千名后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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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一贯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王化贞也准备这样做。
　  得知西平堡失陷后，他连夜督促加强防守，并对逃回来的孙得功既往不咎，鼓励守城将士众志成
城，击退后金军队。
　  然后，他就去睡觉了。
　  王化贞不是个怕事的人，当年辽阳失守，他无兵无将都敢坚守，现在手上有几万人，自然敢睡觉
。
　  但还没等他睡着，就听见了随从的大叫：　  &ldquo;快跑！
&rdquo;　  王化贞跑出卧房。
　  他看见无数百姓和士兵丢弃行李兵器，夺路而逃，原本安静祥和的广宁城，已是一片混乱，彻底
的混乱。
　  而此时的城外，并没有努尔哈赤，也没有后金军，一个都没有。
　  这莫名其妙的一切，起源于两个月前的一个决定。
　  王化贞不是白痴，他很清楚努尔哈赤的实力。
在那次谈话中，他之所以告诉熊廷弼，说六万人一举荡平，是因为他已找到了努尔哈赤的弱点。
　  这个弱点，叫做李永芳。
　  李永芳是明朝叛将，算这一带的地头蛇，许多明军将领跟他都有交情，毕竟还是同胞兄弟，所以
在王化贞看来，这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
　  于是，他派出了心腹孙得功，前往敌营，劝降李永芳。
　  几天后，孙得功回报，李永芳深明大义，表示愿意归顺，在进攻时作为内应。
　  王化贞十分高兴。
　  两个月后，孙得功西平堡战败，惊慌之下，大喊&ldquo;兵败&rdquo;，导致兵败。
　  是的，你的猜测很正确，孙得功是故意的，他是个叛徒。
　  孙得功去劝降李永芳，却被李永芳劝降。
原因很简单，不是什么忠诚、爱国、民族、大同之类的屁话，只是他出价更高。
　  为了招降李永芳，努尔哈赤送了一个孙女，一个驸马（额驸）的头衔，还有无数金银财宝。
很明显，王化贞出不起这个价。
　  努尔哈赤从来不做赔本买卖，他得到了极为丰厚的回报。
　  孙得功帮他搞垮了明朝的援军，但这还不够，这位誓把无耻进行到底的败类，决定送一份更大的
礼物给努尔哈赤&mdash;&mdash;广宁城。
　  因为自信的王化贞，将城池的防守任务交给了他。
　  接下来的事顺理成章，从被窝里爬起来的王大人慌不择路，派人去找马，准备逃走。
可是没想到，孙心腹实在太抠门，连马都弄走了，搞得王大人只找到了几头骆驼。
最后，他只能骑着骆驼跑路。
　  还好，那天晚上，孙心腹忙着带领叛军捣乱，没顾上逃跑的王巡抚，否则以他的觉悟，拿王大人
的脑袋去找努尔哈赤换个孙女，也是不奇怪的。
　  第二天，失意的王巡抚在逃走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比他更为失意的人。
　  熊廷弼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是一个慈悲的人，至少不会放过落水狗。
　  当王巡抚痛哭流涕、反复检讨错误时，熊廷弼用一句话表示了他的同情：　  &ldquo;六万大军一举
荡平？
现在如何？
&rdquo;　  王化贞倒还算认账，关键时刻，也不跟熊廷弼吵，只是提出，现在应派兵，坚守下一道防
线&mdash;&mdash;宁远。
　  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判断，可是熊大人得理不饶人，还没完了：　  &ldquo;现在这个时候，谁肯帮
你守城？
晚了！
赶紧掩护百姓和士兵入关，就足够了！
&rdquo;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当初不听我的，现在我也不听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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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到这份儿上，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作为丧家犬，王化贞没有发言权。
　  于是，战局离开了王化贞的掌控，走上了熊廷弼的轨道。
　  从王化贞到熊廷弼，从掌控到轨道，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
　  变化的前后有很多不同点，也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错误的。
　  虽然敌情十分紧急，城池空虚，但此时明军主力尚存，若坚定守住，估计也没什么问题。
可是熊先生来了牛脾气，不由分说，宁远也不守了，把辽东的几十万军民全部撤回关（山海关）内，
放弃了所有据点。
　  熊大人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做到了无数敌人、无数汉奸、无数叛徒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事
实上，他已放弃了整个辽东。
　  自明朝开国以来，稳固统治两百余年的辽东，就这么丢了。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熊廷弼都没有理由、没有借口、没有道理这样做。
　  但是他做了。
　  我认为，他是为了一口气。
　  当初不听我的话，现在看你怎么办？
　  就是这口气，最后要了他的命。
　  率领几十万军民，成功撤退的两位仁兄终于回京了，明朝政府对他们俩的处理，是相当一视同仁
的&mdash;&mdash;撤职查办。
　  无论谁对谁错，你们把朝廷在辽东的本钱丢得精光，还有脸回来？
这个黑锅你们不背，谁背？
　  当然，最后处理结果还是略有不同，熊大人因为脾气不好，得罪人多，三年后，即天启五年（1625
），就被干掉了。
　  相对而言，王大人由于关系硬，人缘好，又多活了七年，崇祯五年（1632）才正式注销户口。
　  对于此事，许多史书都说，王化贞死得该，熊廷弼死得冤。
　  前者我同意，后者，我保留意见。
　  事实上，直到王化贞逃走后的第三天，努尔哈赤才向广宁进发。
他没有想到，明军竟然真的不战而逃，而此时以他的兵力，并不足以占据辽东。
　  然而当他到达广宁，接受孙得功投降之时，才发现，整个辽东，已经没有敌人。
　  因为慷慨的熊蛮子，已把这片广阔的土地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
　  白给的东西不能不要。
于是在大肆抢掠之后，他率军向新的目标前进&mdash;&mdash;山海关。
　  可是走到半路，他发现自己的算盘打错了。
　  因为熊蛮子交给他的，不是辽东，而是一个空白的辽东。
　  为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熊先生干得相当彻底，房子烧掉，水井埋掉，百姓撤走，基本上保
证了千里无鸡鸣，万里无人烟。
　  要这么玩，努尔哈赤先生就不干了。
他辛苦奔波，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抢东西，您把东西都搬走了，我还去干吗？
　  而且从广宁到山海关，几百里路空无一人，很多坚固的据点都无人看守，别说抢劫，连打仗的机
会都没有。
　  于是，当军队行进到一个明军据点附近时，努尔哈赤决定：无论这些地方有多广袤，无论这些据
点有多重要，都不要了，撤退。
　  努尔哈赤离开了这里，踏上了归途，但他不会想到，自己已经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因为四年之后，他将再次回到这里，并为争夺这个他曾轻易放弃的小地方，失去所有的一切。
　  这个他半途折返的地点，叫做宁远。
　  堪与匹敌者，此人也　  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短短三年时间，抚顺、铁
岭、开原、辽阳、沈阳，直至整个辽东，全部陷落。
　  从杨镐、刘綎到袁应泰、王化贞、熊廷弼，不能打的完了，能打的也完了，熊人死了，牛人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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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辽东的局势，说差，那是不恰当的，应该说，是差得不能再差，差到官位摆在眼前，都没人要。
　  比如总兵，是明军的高级将领，全国不过二十人左右。
用今天话说，是军区司令员，要想混到这个职务，不挤破头是不大可能的。
　  一般说来，这个职务相当安全，平日也就是看看地图，指手画脚而已。
然而，这几年情况不同了，辽东打仗，明朝陆续派去了十四位总兵，竟然全部阵亡，无一幸免。
　  总兵越来越少，而且还在不断减少。
因为没人干，某些在任总兵甚至主动辞职，宁可回家种田，也不干这份工作。
　  但公认最差的职业，还不是总兵，是辽东经略。
　  总兵可以有几十个，辽东经略只有一个。
总兵可以不干，辽东经略不能不干。
　  可是连傻子都知道，辽东都没了，人都撤回山海关了，没兵没地没百姓，还经略个啥？
　  大家不是傻子，大家都不去。
　  接替辽东经略的第一人选，是兵部尚书张鹤鸣。
天启为了给他鼓劲儿，先升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又给他上方宝剑，还亲自送行。
　  张尚书没说的，屁股一拍，走了。
　  走是走了，只是走得有点儿慢，从京城到山海关，他走了十七天。
　  这条路线前不久我走过，坐车三个钟头。
　  张大人虽说没车，马总是有的，就两百多公里，爬也爬过去了。
　  这还不算，去了没多久，这位大人又说自己年老力衰，主动辞职回家了。
　  没种就没种，装什么蒜？
　  相比而言，接替他的宣府巡抚就好得多了。
　  这位巡抚大人接到任命后，连上三道公文，明白跟皇帝讲：我不去。
　  天启先生虽说是个木匠，也还有点儿脾气，马上下达谕令：不去，就滚（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
　  不想去也好，不愿去也好，替死鬼总得有人当。
于是，兵部侍郎王在晋出场了。
　  王在晋，字明初，江苏太仓人。
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
这位仁兄从没打过仗，之所以让他去，是因为他不能不去。
　  张尚书跑路的时候，他是兵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署部事）。
换句话说，轮也轮到他了。
　  史书上对于这位仁兄的评价大都比较一致：什么废物、愚蠢，不一而足。
　  对此，我都同意，但我认为，他至少是个勇敢的人。
　  明知是黑锅，依然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地去背，难道不勇敢吗？
　  而他之所以失败，实在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
　  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明朝最可怕的敌人，战场应变极快，骑兵战术使用精湛，他的军事能力，可与大明历
史上的任何一位名将相媲美。
　  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最为强悍、最具天赋的军事将领之一。
　  他或许很好、很强大，却绝非没有对手。
　  事实上，他宿命的克星已然出现，就在他的眼前&mdash;&mdash;不止一个。
　  王在晋到达辽东后，非常努力、非常勤奋。
他日夜不停地勘察地形，考量兵力部署，经过几天几夜的刻苦钻研，终于想出了一个防御方案。
　  具体方案是这样的，王在晋认为，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为了保证防御纵深，他决定再修一座新
城，用来保卫山海关，而这座新城就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
　  王在晋做事十分认真，他不但选好了位置，还拟好了预算、兵力等，然后一并上交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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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启皇帝看后大为高兴，立即批复同意，还从国库中拨出了工程款。
　  应该说，王在晋的热情是值得肯定的，态度是值得尊重的，创意是值得鼓励的，而全盘的计划，
是值得唾弃的。
　  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因为一旦山海关被攻破，京城就将毫无防卫，唾手可得。
虽说山海关沿线很坚固、很结实，但毕竟是砖墙，不是高压电网，如果努尔哈赤玩一根筋，拼死往城
墙上堆人，就是用嘴啃，估计也啃穿了。
　  在这一点上，王在晋的看法是正确的。
　  但这也是他唯一正确的地方，除此之外，都是胡闹。
　  哪里胡闹，我就不说了，等一会儿有人说。
　  总之，如按此方案执行，山海关破矣，京城丢矣，大明亡矣。
　  对于这一结果，王在晋不知道，天启自然也不知道，而更多的人，是知道了也不说。
　  就在一切几乎无可挽回的时候，一封群众来信，彻底改变了这个悲惨的命运。
　  这封信是王在晋的部下写的，并通过朝廷渠道，直接送到了叶向高的手中，文章的主题思想只有
一条：王在晋的方案是错误的。
　  这下叶大人头疼了，他干政治是老手，干军事却是菜鸟，想来想去，这个主意拿不了，于是他跑
去找皇帝。
　  可是皇帝大人除了做木匠是把好手，其他基本都是抓瞎，他也吃不准。
于是，他又去找了另一个人。
　  惊天动地，力挽狂澜，由此开始。
　  &ldquo;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
&rdquo;　  这句话，来自于一个人的传记。
　  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
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
　  因为这句话，出于《明史》。
说这句话的人，是清代的史官。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认定，在清代，这是一句相当反动的话。
　  它的隐含意思是：　  如果此人一直在任，大清是无法取得天下的。
　  在清朝统治下，捧着清朝饭碗，说这样的话，是要掉脑袋的。
　  可是他们说了，他们不但说了，还写了下来，并且流传千古，却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任何惩罚
。
　  因为他们所说的，是铁一般的事实，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否认的事实。
　  与此同时，他们还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此人的崇敬。
　  在长达二百二十卷、记载近千人事迹的《明史》传记中，无数为后人熟知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别
人挤成一团。
　  而在这个人的传记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
　  这个人不是徐达，徐达的传记里，有常遇春。
　  不是刘伯温，刘伯温的传记里，有宋濂、叶琛、章溢。
　  不是王守仁，王守仁的传记里，还搭配了他的门人冀元亨。
　  也不是张居正，张大人和他的老师徐阶、老对头高拱在一个传记里。
　  当然，更不是袁崇焕，袁将军住得相当挤，他的传记里，还有十个人。
　  这个人是孙承宗。
　  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
　  举世无双，独一无二。
　  在获得上述头衔之前，他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一个讨生活的教师，一个十六年都没有考上举人
的落魄秀才。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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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明月的写作不仅笔锋活泼幽默，而且加进了自己的感悟，这就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也拉近
了古人与今人的距离。
　  &mdash;&mdash;著名明史专家  毛佩琦　  我特想跟写《明朝那些事儿》的人聊，那本书很好。
　  我觉得喜欢看的人都是有思想、愿意想事情的人，这是本好书，除了把史实摆出来，还要评论、
挖掘，用现代的语言去说，他有他的角度。
　  &mdash;&mdash; 联想集团创始人 柳传志　  看看《明朝那些事儿》，对朱元璋起兵时的心态分析，
就知道我的意思。
老朱当时起兵是死，不起兵也是死，最后与其等死，不如战死。
陈胜、吴广也是。
这就叫，不做皇帝不行了，所以做皇帝。
　  &mdash;&mdash;新东方创始人之一、过来人董事  徐小平　  我很赞成《明朝那些事儿》对历史的解
读，毕竟历史是一堆堆故事和生动的人物组成，用老百姓喜欢接受的方式让他们去了解，是好事。
　  &mdash;&mdash;著名作家、历史学者  吴思　  这几天我连续在看《明朝那些事儿》，真是写得好看
。
　  &mdash;&mdash;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  窦文涛　  《明朝那些事儿》写得好，写得比较放松，我们过
去写的人都拘着，生怕哪块做得不合适。
　  &mdash;&mdash;著名收藏家 马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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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朝那些事儿》图文精印版由当年明月全新修订，明史专家毛佩琦教授审订并作序推荐　  ★
原文一字不少，新增四大板块全新内容&mdash;&mdash;肖像图、拓展阅读、事件进化图表、古地图。
　  ★超值定价，收藏必选　  一.当年明月全新修订，资深明矾五周年纪念回馈版，明史普及最具价值
收藏版　  1.更权威：当年明月全新修订，明史专家毛佩琦教授审订并作序推荐，全程演绎明朝三百年
兴衰风云。
　  2.更丰富：新增四大板块全新内容&mdash;&mdash;肖像图、拓展阅读、事件进化图表、古地图。
涉及关键词解析、历史背景及相关插图、作战图、形势图、人物关系图等。
图解历史，小细节、大事件一目了然，通俗易懂。
　  3.更精美：图文并茂，追求更加精美、舒适的装帧。
　  二.近三十年来最畅销史学读本，读起来就停不下来、最易上手的明朝历史普及本　  《明朝那些事
儿》自2006年出版后，迅速荣登&ldquo;新浪图书风云榜&rdquo;最佳图书，被评为全国十大畅销书之
一、全国中小学生必读十本好书之一、2007&mdash;2011年度系列畅销书第一名；连续多年被读者推荐
为印象最深之书。
众多名人、明星、名流的枕边书，无数人口口相传的最有阅读价值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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