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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明朝那些事儿》第九部，主要讲述了崇祯二年到明亡十六年间的历史。

　　辽东关外，纵有锦州——宁远——山海关之固若金汤，依然屡遭侵袭！

　　六省直隶，灾难频繁，张献忠，李自成，起义军如同蝼蚁，灭之不绝！

　　大明臣子，努力不够？

　　崇祯王朝，气数将尽？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经历近300年的统一之后，大明王朝迎来了生命中的最后时刻
，内忧外患，纷争不断，拆东墙补西墙，终究拆无可拆，补无可补，纵使崇祯千般努力，终难扭转乾
坤。

　　故宫，景山，小树，大明王朝，最后一次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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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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　  在明朝，杀一个人很难吗？
　  答案是不难，拍黑砖、打闷棍、路上遇到劫道的，手脚利落的，也就一根烟的工夫。
　  但要合法地杀掉一个人，很难。
　  因为大明是法制社会，彻头彻尾的法制社会。
　  这绝不是开玩笑，只要熟读以下攻略，就算你在明朝犯了死罪，要想不死，也是可能的。
　  比如你在明朝犯了法（杀了人），就要定罪，运气要是不好，定了个死罪，就要杀头。
　  但暂时别慌，只要你没干造反之类的特种行当，不会马上被推出去杀掉，一般都是秋后处决。
　  有人会问，秋后处决不一样是处决吗？
不过是多活两天而已。
　  确实是多活了，但只要你方式得当，就不只是多活两天，事实上，据记载，最高纪录是二十多年
。
　  之所以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是因为要处决一个人，必须经过复核，而在明朝，复核的人不是地
方政府，也不是最高法院大理寺，甚至不是刑部部长。
　  唯一拥有复核权的人，是皇帝。
　  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你在哪里犯罪，市区、县城乃至边远山区，无论你犯的是什么罪，杀人、
放火或是砸人家窗户，且无论你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还是王侯将相，只要你犯了死罪，除特殊
情况外，都得层层报批，县城报省城，省城报刑部，刑部报皇帝，皇帝批准，才能把你干掉。
　  自古以来，人命关天。
　  批准的方式是打勾，每年刑部的官员，会把判刑定罪的人写成名单，让皇帝去勾，勾一个杀一个
。
　  但问题是，如果你的名字在名单上，无非也就让皇帝大人受累勾一笔，秋后就拉出去砍了，怎么
可能活二十多年不死呢？
　  不死攻略一：　  死缓二十多年的奇迹，起源于皇帝大人的某种独特习惯，要知道，皇帝大人在勾
人的时候，并不是全勾，每张纸上，他只勾一部分，经常会留几个。
　  此即所谓君临天下，慈悲为怀，皇帝大人是神龙转世，犯不着跟你们平头百姓计较，少杀几个没
关系。
　  但要把你的性命寄托在皇帝大人打钩上，实在太悬，万一哪天他心情欠佳，全勾了，你也没辙。
　  所以要保证活下来，我们必须另想办法。
　  不死攻略二：　  相对而言，攻略二的生存几率要高得多，当然，成本也高得多。
　  攻略二同样起源于皇帝大人的某种习惯&mdash;&mdash;日理万机。
　  要打通攻略二，靠运气是没戏的，你必须买通一个人，但这个人不是地方官员（能买通早就买了
），也不是刑部（人太多，你买不起），更加不是皇帝（你试试看）。
　  而是太监。
　  皇帝大人从来不清理办公桌，也不整理公文的，每次死刑名单送上来，都是往桌上一放，打完勾
再换一张，毕竟我国幅员辽阔，犯罪分子一点儿不缺，动不动几十张勾决名单，今天勾不完，放在桌
上等着明天批。
　  但是皇帝们绝不会想到，明天勾的那张名单，并不是今天眼前的这张。
　  玄机就在这里，既然皇帝只管打勾，名字太多，又记不住，索性就把下面名单挪到上面去，让没
出钱的难兄难弟们先死，等过段时间，看着关系户的那张名单又上来了，就再往下放，周而复始，皇
帝不批，就不能杀，就在牢里住着，反正管吃管住，每年全家人进牢过个年，吃顿团圆饭，不亦乐乎
。
　  而能干这件事的，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而且这事没啥风险，也就是把公文换个位置，又没拿走
，皇帝发现也没话说。
　  但这件事也不容易，因为能翻皇帝公文的，大都是司礼监，能混到司礼监的，都不是凡人，很难
攀上关系，且收费也很贵，就算买通了，万一哪天他忘了，或是下去了，该杀还是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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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费多大工夫，能保住命，还是值得的。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攻略不适用于某些特殊人物，比如崇祯，工作干劲儿极大，喜欢打钩，
一勾全勾完，且记性极好，又比较讨厌太监，遇到这种皇帝，就别再指望了。
　  综上所述，在明代，要干掉一个人，是很难的。
　  之所以说这么多，得出这个结论，只是要告诉你，袁崇焕的行为，有多么严重。
　  杀个老百姓，都要皇帝复核，而握有重兵、关系国家安危的一品武官毛文龙，就这么被袁崇焕杀
了，却连个报告都没有。
　  仅此一条，即可处死袁崇焕。
　  更重要的是，此时已有传言，说袁崇焕杀死毛文龙，是与皇太极配合投敌，因为他做了皇太极想
做而做不到的事。
　  这种说法是比较扯的，整个辽东都在袁崇焕的手中，他要投敌，打开关宁防线就行，毛文龙只能
在岛上看着。
　  事情闹到这步，只能说他实在太有个性了。
　  在朝廷里，太有个性的人注定是混不长的。
　  但袁崇焕做梦也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一份嘉奖。
　  崇祯二年（1629）六月十八日，崇祯下令，痛斥毛文龙专横跋扈，目无军法，称赞袁崇焕处理及时
，没有防卫过当，加以奖励。
　  这份旨意说明了崇祯对袁崇焕的完全推崇和信任，以及对毛文龙的完全唾弃。
　  他是这样说的，不是这样想的。
　  按照史料的说法，听说此事后，崇祯&ldquo;惊惶不已&rdquo;。
　  惊惶是肯定的，好不容易找了个人收拾残局，结果这人一上来，啥都没整，就先干掉了帮自己撑
了八年的毛总兵，脑袋进水了不成？
　  但崇祯同志不愧为政治家，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装了孙子：人你杀了，就是骂你，他也活不了，
索性骂他几句，说他死得该再吐上几口唾沫，没问题。
　  袁崇焕非常高兴，杀人还杀出好了，很是欢欣鼓舞了几天，但他并不清楚，他可以越权，可以妄
为，却必须满足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的名字，叫做办事。
　  要当督师，可以，要取消巡抚，可以，辽东你说了算，可以，杀掉毛文龙，也可以，但前提条件
是，你得办事，五年平辽，只要平了，什么都好办，平不了嘛，就办你。
　  袁崇焕很清楚这点，但毕竟还有五年，鬼知道五年后什么样，慢慢来。
　  但两个月后，一个人的一次举动，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顺便说一句，这人不是故意的。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准备进攻。
　  虽然之前曾被袁崇焕暴打一顿，狼狈而归，但现实是严峻的，上次抢回来的东西，都用得差不多
了，又没有再生产能力，不抢不行啊。
　  可问题是，关宁防线实在太硬，连他爹算在内，都去了两次了，连块砖头都没能敲回来.　  皇太极
进攻的消息，袁崇焕听到过风声，一点儿不慌。
　  北京，背靠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通往辽东的唯一大道就是山海关，把这道口子一堵，鬼都进不
来，所以袁崇焕很安心。
　  关卡是死的，人是活的。
　  冥思苦想的皇太极终于想出了通过关宁防线的唯一方法&mdash;&mdash;不通过关宁防线。
　  中国这么大，不一定非要从辽东去，飞不了，却可以绕路。
　  辽东没法走，那就绕吧，绕到蒙古，从那儿进去，没辙了吧。
　  就这样，皇太极率十万军队（包括蒙古部落），发动了这次决定袁崇焕命运的进攻。
　  这是一次载入军事史册的突袭，皇太极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华，率军以不怕跑路的精神，跑了
半个多月，从辽东跑到辽西，再到蒙古。
　  蒙古边界没有坚城，没有大炮，皇太极十分轻松地跨过长城，在地图上画了个半圆后，于十月底
到达明朝重镇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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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化位于北京东北面，距离仅两百多公里，一旦失守，北京将无险可守。
　  袁崇焕终于清醒了，但大错已经酿成，当务之急，是派人挡住皇太极。
　  估计是欺负皇太极上了瘾，袁崇焕没有亲自上阵，他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赵率教。
　  皇太极同志带了十万人，全部家当，以极为认真的态度来抢东西，竟然只派个手下，率这么点儿
人（估计不到一万）来挡，太瞧不起人了。
　  赵率教不愧名将之名，得令后率军连赶三天三夜，于十一月三日到达遵化，很不容易。
　  十一月四日，出去打了一仗，死了。
　  对于赵率教的死，许多史料上说，他是被冷箭射死，部下由于失去指挥，导致崩溃，全军覆没。
　  但我认为赵率教死不死，不是概率问题，是个时间问题，就那么点儿人，要对抗十万大军，就算
手下全变成赵率教，估计也挡不住。
　  赵率教阵亡，十一月五日，遵化失陷。
　  占领遵化后，后金军按照惯例，火光冲天，鬼哭狼嚎，再讲一下，不知是为了留个纪念，还是觉
得风水好，清军入关后，把遵化当成了清朝皇帝的坟地，包括所谓&ldquo;千古一帝&rdquo;的康熙、
乾隆以及&ldquo;名垂青史&rdquo;的慈禧太后，都埋在这里。
　  几具有名的尸体躺在无数具无名的尸体上，所谓之霸业，如此而已。
　  最后说几句，到了民国时期，土匪出身的孙殿英又跑到遵化，挖了清朝的祖坟，据说把乾隆、慈
禧等一干伟大人物的尸体乱踩一通，着实是叫他们死不瞑目。
当然，由于此事干得不地道，除个别人（冯玉祥） 说他是革命行为外，大家都骂；又当然，骂归骂，
从坟里掏出来的宝贝，什么乾隆的宝剑，慈禧的玉枕头（据说是蒋介石拿了），还是该怎么收就怎么
收。
　  几百年折腾来，折腾去，也就那么回事。
　  但遵化怎么样，对当时的袁崇焕而言，已经不重要了。
　  十一月五日，得知消息的袁督师明白，必须出马了。
随即亲率大军，前去迎战皇太极。
　  十一月十日，当他到达京城近郊，刚松口气的时候，却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原任兵部尚书王洽被捕了，而接替他的人，是孙承宗。
　  王洽刚上任不久就下台，实在是运气太差，突然遇上这么一出，打也打不过，守也守不住，只好
撤职，一般说来，老板开除员工，也就罢了，但崇祯老板比较牛，撤职之后又把他给砍了。
　  关键时刻，崇祯决定，请孙承宗出马，任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
　  在这场史称&ldquo;己巳之变&rdquo;的战争中，这是崇祯作出的最英明，也是唯一英明的决定。
　  此时的袁崇焕已经到达遵化附近的蓟州，等待着皇太极的到来，因为根据后金军之前的动向看，
这里将是他的下一个目标。
　  这是个错误的判断。
　  皇太极绕开蓟州，继续朝京城挺进。
　  情况万分紧急，因为从种种迹象看，他的最终目的就是京城。
　  但袁崇焕不这么看，他始终认为，皇太极就是个抢劫的，兜圈子也好，绕路也罢，抢一把就走，
京城并无危险。
　  其实孙承宗也这样认为，但毕竟是十万人的抢劫团伙，所以他立即下令，袁崇焕应立即率部，赶
到京郊昌平、三河一带布防，阻击皇太极。
　  到此为止，事情都很正常。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很不正常。
　  袁崇焕知道了孙承宗的部署，却并未执行，当年的学生，今天的袁督师，已无需服从老师的意见
。
　  他召集军队，开始了一种极为诡异的行动方式。
　  十一月十一日，袁崇焕率军对皇太极发动追击，说错了，是只追不击。
　  皇太极绕过蓟州，开始北京近郊旅游，三河、香河、顺义一路过去，所到之处都抢劫留念。
袁崇焕一直跟着他，抢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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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袁崇焕几万人，皇太极十万人，共十多万人在北京周围转悠，从十一日到十五日，五天
一仗没打。
　  袁崇焕在这五天里的表现，是有争议的，争议了几百年，到今天都没消停。
　  争议的核心只有一个：他到底想干什么？
　  大敌当前，既不全力进攻，也不部署防守，为什么？
　  当时人民群众的看法比较一致：袁崇焕是叛徒。
　  不攻也不守，跟着人家兜圈子，不是叛徒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皇太极在这五天里没闲着，四处抢劫，抢了又没人做主，　  郊区居民异常愤怒，都
骂袁崇焕。
　  朝廷的许多高级官员也很愤怒，也骂袁崇焕，因为他们也被抢了（北京城市土地紧张，园林别墅
都在郊区）。
　  民不聊生，官也不聊生，叛徒的名头算是背定了。
　  所以每当翻阅这段史料时，我总会寻找一样东西&mdash;&mdash;动机。
　  叛徒是不对的，要叛变不用等到今天，他手下的关宁军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将领全都是他的人
，只要学习吴三桂同志，把关一交，事情就算结了。
　  失误也不对，凭他的智商和水平，跟着敌人兜圈之类的蠢事，也还干不出来。
　  所以我很费解，费解他的举动为何如此奇怪，直到我想起了三年前他对熊廷弼说过的四个字，才
终于恍然大悟：　  &ldquo;主守，后战。
&rdquo;　  致命漏洞　  袁崇焕很清楚，以战斗力而言，如果与后金军野战，就算是最精锐的关宁铁骑
，也只能略占上风，要想彻底击败皇太极，必须用老方法：凭坚城，用大炮。
　  而这里，唯一的坚城，就是北京。
　  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必须故意示弱，引诱皇太极前往北京，然后以京城为依托，发动反击。
　  鉴于袁崇焕同志已经死了，也没时间告诉我他的想法，但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这一切。
　  十一月十六日，当皇太极终于掉头，冲向北京时，袁崇焕当即下令，向北京进发。
　  袁崇焕坚信，到达京城之时，即是胜利到来之日。
　  但事实上，命令下发的那天，他的死期已然注定。
　  因为在计划中，他忽视了一个十分不起眼，却又至关重要的漏洞。
　  一直以来，袁崇焕的固定战法都是坚守城池，杀伤敌军，待敌疲惫再奋勇出击，从宁远到锦州，
屡试不爽。
　  所以这次也一样，将敌军引至城下，诱其攻坚，待其受挫后，全力进攻，可获全胜。
　  很完美，很高明。
如此完美高明的计划，大明最伟大的战略家、城里的孙承宗先生竟然没想到？
　  孙承宗想到了。
　  他坚持在北京外围迎敌，不想诱敌深入，不想大获全胜，并不是他愚蠢，而是因为他不但知道袁
崇焕的计划，还知道这个计划的致命漏洞。
　  这个漏洞，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这里是北京。
　  无论理论还是实战，这个计划都无懈可击，之前宁远的胜利已经证明，它是行得通的。
　  但是这一次，它注定会失败，因为这里是北京。
　  宁远也好，锦州也罢，都是小城市，里面当兵的比老百姓还多，且位居前线，都是袁督师说了算
，让守就守，让撤就撤，不用讨论，不用测评。
　  但在京城里，说话算数的人只有一个，且绝不会是袁崇焕。
　  袁督师这辈子什么都懂，就是不懂政治，皇上坐在京城里，看着敌军跑来跑去，就在眼皮子底下
转悠，觉都睡不好，把你叫来护驾，结果你也跑来跑去，就是不动手，把皇帝当猴耍，现在连招呼也
没打，就突然冲到北京城下，到底想干什么？
！
　  洞悉这一切的人，只有孙承宗。
　  所以谦虚的老师设置了那个无比保守，却也是唯一可行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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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骄傲的学生拒绝了这个计划，他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老师。
　  就在袁崇焕率军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孙承宗派出了使者。
　  这位使者前往袁崇焕的军营，只说了一段话：皇上十分赏识你，我也相信你的忠诚，但是你杀掉
了毛文龙，现在又把军队驻扎在城外，很多人都怀疑你，希望你尽力为国效力，若有差错，后果不堪
设想。
　  虽然在史料上，这段话是使者说的，但很明显，这是一个老师，对他学生的最后告诫。
　  孙承宗的判断一如既往，很准。
　  袁崇焕到北京的那一天，是十一月十七日，很巧，他刚到不久，另一个人就到了&mdash;&mdash;
皇太极。
　  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我曾查过当时的布阵方位，皇太极的军队在北城，而袁崇焕在南城的广渠门，虽说比较远，但你
刚来，人家就到，实在太像带路的，要人民群众不怀疑你，实在很难。
　  更重要的是，明朝有规定，边防军队，未经皇帝允许，不得驻扎于北京城下。
但袁崇焕同志实在很有想法，谁都没请示，就到了南城。
　  到这份儿上，如果还不怀疑袁崇焕，就不算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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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