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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徽州地处峰峦叠翠、山川纵横的安徽南部山区，人文底蕴丰厚，文化教育发达，素有“东南邹鲁”和
“文献之邦”的美誉。
历史上，这里曾经涌现出无数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和著名商人，举
凡程灵洗、汪华、朱熹、程大吕、郑玉、陈栎、程敏政、汪道昆、程大位、胡开文、戴震、江春、俞
正燮、王茂荫、胡雪岩、胡适和陶行知等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为包括徽州在内的中国社会经济
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这灿若群星的徽州杰出历史人物中，有一位生平阅历相当复杂的人物，这就是本书的传主——明代
抗倭战争的统帅胡宗宪。
由于诸多的原因，有关胡宗宪的研究一直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即使偶尔有人在相关的论著（文
）中提及，但亦多以反面的角色出现，即大奸臣严嵩的同党。
直到近来，这一局面才有所改观。
    那么，胡宗宪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历史人物？
又应当如何对其一生的功过进行评价，才符合历史的真实面目呢？
    胡宗宪（1512—1565年），字汝贞，亦称汝钦，号梅林，明代南直隶徽州府绩溪县（今安徽绩溪县
）人。
他生活在明王朝的多事之秋。
在内地，经过明初以来近二百年的恢复与发展，至胡宗宪生活的嘉靖时期，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拜金
主义逐渐抬头，社会风气日趋奢靡，新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
与此同时，明王朝最高统治者也逐渐丧失了进取的意志，政治上腐朽黑暗，贪污贿赂之风盛行，出现
了“政以贿成，官以赂进”的现象。
大奸臣严嵩窃取了明王朝的内阁首辅之职，俨然以宰相自居，并任用爪牙，诬陷和打击正直之士，致
使国内政坛充斥着一股腐败的气息。
在边疆，北国边境上的蒙古鞑靼势力不断蓄积力量，频频叩边骚扰，形成所谓的“北虏”之忧；经济
最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也遭受到来自日本武士、浪人、海盗商人以及中国沿海渔利之徒所组成的倭寇
集团最严重的侵扰，形成所谓的“南倭”之患。
而明王朝军纪涣散、战备低劣和士气低落，给“北虏”和“南倭”以可乘之机。
在“南倭”、“北虏”的夹击下，明王朝的封建统治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生活在这一国家岌岌可危、社稷生灵涂炭的历史时代，胡宗宪自幼便产生了远大的抱负。
他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及第，先后被委任为山东益都（今山东青州市）和浙江余姚（今浙江
余姚市）知县。
在知县任上，他不畏豪强权贵，励精图治，“洁己奉公，持法正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希图振
邦兴国，力挽狂澜于将倾，初步显露出卓越的治理才能。
因政绩突出，胡宗宪先后被朝廷调任宣府、大同和北直隶巡按监察御史，致力于整顿北国边防，为制
止大同士卒哗变和重建北国边疆防御体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在浙江倭寇之患愈演愈烈、人民生命财产备受荼毒之际，他又临危受
命，毅然担负起巡按浙江等处监察御史的重任，前往浙江御倭前线，从而揭开了他一生中最为艰苦、
最为辉煌而又最为悲壮的抗倭斗争序幕。
    在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的抗倭战争中，胡宗宪吸取了前任朱纨等一味采取武力剿杀策略而导致出师
未捷身先死的教训，下车伊始，即深人实地进行调查和访问，根据明军和倭寇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
地提出和制定了“功谋为上，角力为下”的军事战略方针，次第诱降和剿灭了辛五郎、徐海、王直等
倭寇巨酋，平息了祸及东南沿海地区数十年之久的倭寇侵扰之患。
胡宗宪自己亦逐渐由一位普通的朝廷文职官员，成长为有勇有谋的著名军事统帅，先后晋升为都察院
右佥都御史、浙江巡抚，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浙、直、福建等处军务总督兼浙江巡抚，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节制江西等七省总兵和少保等
职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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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史料记载，胡宗宪为人倜傥不羁，“性喜宾客”，重视人才。
在长期的政治和军事实践中，胡宗宪深切地认识到，人才是治国安邦的关键，但“人才难得亦难知”
。
针对当时明王朝选拔和任用官员中普遍存在的“或以迂缓而得持重之誉，或以浮夸而负才名之望”的
积弊，他提出了人才“选用宜慎”的主张，并努力将其付诸实践，多方延揽英才。
在他的精心网罗下，一批文臣武将如唐顺之、徐渭、茅坤、沈明臣、郑若曾、余寅、戚继光、俞大猷
和汤克宽等齐集其麾下，成为抗倭战争的中坚力量。
“招致东南士大夫预谋议，名用是起。
至技术杂流，豢养皆有恩，能得其力”。
正是依仗这批文臣武将运筹于帷幄之中、搏击于千里之外，才最终将祸患东南数十年的倭寇之患予以
平息，完成了其前任未能完成的抗倭伟业。
因此，我们以为，胡宗宪的抗倭功绩是巨大的，是毋庸诋毁的，说他是杰出的抗倭民族英雄毫不为过
，毕竟当时的中国深处内忧外患的危机之中。
当然，关于倭寇和王直、徐海等发动的战争性质问题，在学术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持认为，对待和评价任何事物，首先要看其主流。
如果说王直在其前半生还能够称得上是一位冲破海禁、从事海外贸易的著名徽商的话，那么，当其于
日本五岛建立政权并勾引倭寇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疯狂骚扰和侵犯之时，其事实上已成为倭寇的
巨魁，他所从事的海外贸易性质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诚如王直被擒后明朝三司集议所云：“王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人番国以
为奸。
勾引倭奴，比年攻劫。
海宇震动，东南绎骚。
”“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
恶贯滔天，神人共怒”。
此时的王直已经完全转变为侵略中国的元凶、残害中国人民的民族败类。
胡宗宪所领导的包括诱降和擒斩王直、徐海等倭酋在内的抗倭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正义的民族战争。
胡宗宪麾下的文臣武将在这场正义的民族战争中出谋献策、奋勇争先、协力奋战，为抗倭民族战争的
彻底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
    当然，我们亦应看到，胡宗宪毕竟是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明代中后期的一位历史人物。
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得胡宗宪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缺陷。
他参与平定了湖广的苗民起义，组织指挥了对江西、福建和广东地区山民反抗斗争的镇压，这是他一
生中最大的污点，是不能被原谅和饶恕的。
在人品和气节上，胡宗宪的确有其不足和猥琐之处。
为了在政治上寻找靠山，他不惜曲意攀附和奉承严嵩同党赵文华，诬陷、排挤和打击异己。
他贪污侵欺军饷，重金罗织书画，贿赂严嵩与赵文华，“岁遗金帛子女珍奇无数，文华死，宗宪结嵩
益厚”。
因而，在后来被言官以严嵩同党弹劾时，他虽然极力为自己辩诬，世宗皇帝也降旨云“宗宪非嵩党”
，但他自己的所作所为，确有给人以严嵩同党的感觉和印象。
他生活奢靡腐朽，对所重用的浙江等东南地区的文人学士，因过分地满足他们的欲望而屡遭言官弹劾
，被斥为“柔佞怆人，奸邪巨蠹。
⋯⋯廉耻扫地，沉湎丧心。
捧觞拜舞于军前，而伏地欢呼，赞赵文华为岛夷之帝；携妓酣饮于堂上，而迎春宴客，视总督府为杂
剧之场”。
徐渭的畸情、沈明臣的狎妓等，胡宗宪的确有约束不严和纵容袒护之嫌。
尽管言官的弹劾确有不实的一面，但胡宗宪自身生活的不检点，无疑为言官弹劾他提供了无法泯灭的
口实。
此外，为满足用间用饵招降倭酋和自身奢靡生活的需要，胡宗宪还开启了额外征收、加派赋税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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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两浙人民怨声载道，言臣屡劾不已。
在入浙御倭的初期，胡宗宪追随赵文华诬陷王江泾大捷中的有功之臣张经，致使张经被逮并问斩；在
抗倭战争最艰苦之际，他又因自己被弹劾而推罪于俞大猷，导致俞大猷被逮系狱中，从而给抗倭战争
带来了一定损失。
所有这些，都是历史所不能宽恕的。
因此，即使是在他含冤去世后，言官为其平反昭雪的奏疏中，虽极言其冤，并将其与曾铣和于谦相提
并论，谓其与于谦同为明代“忠勋最著者二臣”，但对他的品行，也依然持有保留态度，云：“于谦
之功，功在宗庙；宗宪之功，功在东南。
于谦之品，白璧无瑕，于本朝为人物第一，于古可称社稷臣；宗宪之品，瑕瑜不掩。
然视之猥琐龌龊，以金缯为上，策以一切，苟且冀幸旦夕，如视荫而偷如，日暮途远，而逆施者相去
径庭。
”只是因为他抗倭功绩的显著，才暂时遮掩了其道德品行中阴暗的一面。
    胡宗宪是幸运的。
他不仅避免了重蹈前任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覆辙，而且最终平定了前任所没有平定的倭寇之患，完成了
前任没有完成的抗倭大业，并次第得到朝廷的重用和擢升，从巡按浙江到总督南直浙福等处兵务，直
至兼任兵部尚书、加晋少保之衔，诚可谓是位极人臣，享尽了人间的富贵荣华。
胡宗宪又是不幸的。
在抗倭战争即将取得彻底胜利、万里海疆行将廓平之际，他却身陷囹圄，并最终瘐死狱中，走完了他
辉煌而壮烈的人生之路。
这是胡宗宪本人的悲剧，也是历史和时代的悲剧。
    平心而论，胡宗宪所领导的抗倭斗争，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愿望，符合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赢得了东南沿海人民的普遍拥护、爱戴与怀念。
“岛夷云扰奋天歌，十载经荣静海波；到处居民争报赛，年年尸祝为平倭”。
还在胡宗宪驰骋抗倭疆场之际，两浙各地和绩溪人民就为他建立了报功祠。
在胡宗宪瘐死狱中之后，人们更是怀念不已，两浙地区纷纷建祠以祀之，以寄托和缅怀对这位功臣的
哀思。
“公（指胡宗宪——引者注）之功在东南，父老谈往事者，俱足听闻，且在新安与浙地皆有报功祠，
此功在人心之显迹者也。
其尸祝于浙方岳（飞）、于（谦）两少保祠，实鼎峙而三，祠并居湖山之胜。
四方之游其地者，无不俯仰今昔而唏嘘叹悼也”。
直到清末，江浙一带的“濒海之民至今犹尸祝之”。
    我对胡宗宪展开系统全面的研究工作开始于1991年。
当时，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安徽省教育委员会联合编纂安徽省爱国主义乡土读物，因此前我曾
参与过《安徽历史人物》中“胡宗宪”和“戚继光”两个人物辞条的撰写工作，所以，经过编委会的
认真物色和遴选，我有幸被推选为《胡宗宪与戚继光——抗倭战场上的安徽双雄》一书的撰稿人。
但不久因计划更改，我已撰写成稿的十万字著作未能付梓。
本欲就此搁置，转入其他项目的研究，但身边的不少朋友颇觉惋惜，纷纷鼓励我继续修改充实，建议
把胡宗宪研究独立出来，形成专门的学术著作。
在他们的鼓励下，1992年下半年之后，我数次南下胡宗宪故里绩溪县，搜集有关龙川胡氏宗族的族谱
和胡宗宪的传说资料。
1997—1998年，我又利用赴北京师范大学作为期一年访问学者的机会，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借阅和抄
录了胡宗宪长子胡桂奇撰写的数万字《胡公行实》及其他相关明代抗倭战争史料。
至1998年底，资料已经积累得非常全面和系统。
于是，不揣浅陋，致力于本书的撰写工作。
在写作过程中，深感胡宗宪这样一种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把握不好，很容易失之客观。
就这样，本着一种求实的态度，我在阅读史料和实地调查中，渐渐认识到，胡宗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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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有功于国家、有功于社稷，同时也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
正如《明史纪事本末》所说，胡宗宪“才望颇隆，气节小贬”。
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因其有缺点，就一概否定其功绩；更不能因其有功于国家，而将其缺点全部
掩盖。
    本着实事求是、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这样一种基本原则和态度，我深入系统阅读了胡宗宪和明代抗倭
战争的史料，初步勾勒了胡宗宪一生的活动轨迹。
在对记载胡宗宪事迹的各种原始资料进行全面认真的分析之后，提出了“综观胡宗宪戎马倥偬的一生
，虽然功过并有，长短俱存，但就整体而言，其功绩是最主要的”观点。
这一观点不一定完全中肯和全面，因此，非常期盼能够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并愿将有关胡宗宪和
明代抗倭斗争问题的讨论继续深入下去。
    2001年初，26万字的《胡宗宪评传》书稿杀青，承蒙安徽大学“211工程”二期重点学科“徽学与中
国传统文化”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项目经费支持，该书得以由中
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胡宗宪评传》问世十余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关于胡宗宪及其抗倭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
展，有关胡宗宪和抗倭战争的研究资料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整理和出版，一批过去难以一睹真容的珍稀
典籍文献开始陆续出版问世，《胡宗宪评传》修订工作的时机已经非常成熟。
同时，在初版时，因校对不慎和其他原因，《胡宗宪评传》中还存在不少欠缺甚至讹误之处。
对此，学界一些朋友曾善意地予以指出，并希望能够尽快修订再版，并在修订本中加以改正、补充和
完善。
所有这些，都为《胡宗宪评传》的修订和再版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有鉴于此，在各种冗务非常繁杂之际，本着对读者和学界负责任的态度，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
即着手开展有关资料的收集工作，及时吸收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力图对《胡宗宪评传》一书进行
系统的修订。
现在，《胡宗宪评传》的修订工作告一段落。
考虑到新修订后的内容文字和读者的建议，特别是这部几乎是全部重新撰写的拙著已不适合再用初版
时的《胡宗宪评传》书名，因此，更名为《胡宗宪传》，并增加了“胡宗宪大事编年”、“参考文献
”两部分内容作为附录，篇幅因此也相应增加。
    在《胡宗宪传》即将付梓之际，我真诚地期盼这部著作能够对胡宗宪的一生给予更为客观公允的评
价，并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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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宗宪传》充分利用国内外大量第一手资料，对胡宗宪的一生事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叙述和阐释，
不掩其功，不饰其过，充分肯定其为国家、为民族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实事求是地指出其所存在的缺
点和不足。
同时，对其多次被弹劾的罪名进行深入分析，澄清是非，还传主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胡宗宪传》是迄今为止国内最为系统地研究胡宗宪生平的学术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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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卞利，男，1964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安徽省学科与技术带头人，安徽大
学A级创新团队“徽学与明清徽州社会史研究”负责人。
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
员会委员、安徽省徽学会副会长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徽学与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等，主持或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省部级及以上课题10余项。
已出版专著6部，发表论文150余篇。
获安徽省人民政府和安徽省教育厅优秀人文社科成果奖多项。
多次赴日本、韩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及地区进行学术交
流。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胡宗宪传>>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名门望族之后科第金榜题名 一、生而颖异，卓尔不群 二、文武兼习，敏慧绝伦 三、金榜
题名，观政刑部 第二章出知益都、余姚初显治理才华 一、初知益都，崭露头角 二、丁忧居丧，矢志
不渝 三、再知余姚，治行卓异 第三章朝政日益腐朽北疆危机加深 一、纲纪紊乱，朝政日糜 二、土地
兼并，军屯废弛 三、俺答叩边，北疆危机 四、不堪盘剥，官兵哗变 第四章巡按宣府、大同捍卫北疆
领土 一、临危受命，巡按宣大 二、整顿军纪，重振边防 三、庚戌之变，营边立功 第五章调任北直巡
按再建整边之功 一、担纲重任，调按北直 二、上《筹边八议疏》，整顿北直防御 第六章巡按监察湖
广协剿苗民起义 一、湖广川贵高山纵横，苗民生产生活状况不一 二、备受欺凌与压迫，龙许保、吴
黑苗倡众起事 三、巡按监察湖广，协助平定苗患 四、选拔人才，整藩雪冤 第七章倭寇之患骤紧东南
沿海告急 一、时断时续的中日关系，勉强维持的勘合贸易 二、“争贡之役”爆发，东南沿海倭患骤
紧 三、浙江巡抚、总督次第设立，明朝御倭战争全面展开 第八章荣膺御倭重任誓靖东南海疆 一、巡
按浙江，誓灭倭夷 二、严信赏罚，整饬军纪 三、王江泾大捷，兵兴以来第一功 四、张经之死，功过
是非 第九章升任浙江巡抚全力指挥御倭 一、从沿海到内地，倭寇之患愈演愈烈 二、王江泾之役后明
军的几次抗倭大捷 三、升任浙江巡抚，遣使出使日本 第十章晋升浙、直总督广揽英豪御倭 一、擢升
浙、直等处兵务总督，统率全面御倭战争 二、重视人才，广揽英豪 三、征调客兵，操练乡兵 四、戚
继光与戚家军 第十一章剿抚并举诱杀王直 一、嘉靖时期倭寇的构成及其侵略性质 二、王直其人其事 
三、剿抚并用，诱降王直 四、罪孽深重，王直被斩 第十二章智勇兼施剿灭徐海 一、徐海与诸倭酋 二
、用间用饵，剿除徐海 第十三章乘胜进军荡平江北倭寇 一、浙江倭患渐平，江北倭患又炽 二、赵文
华之死 三、淮、扬奏凯，江北倭寇荡平 第十四章驰骋东南海疆肃清闽粤赣倭患 一、浙江倭患平息，
福建倭警骤紧 二、倭寇、山贼并发，江西、广东告急 三、祸患闽、粤、赣三省之元凶 四、驰骋赣、
闽，戚家军大显神威 五、乘胜进军，广东山海之寇底定 第十五章悲剧人生英雄末路 一、首次被劾，
当凶化吉 二、二三次被劾，履危旋安 三、第四次被劾，被逮系京城发落 四、再次被逮人狱和无济于
事的抗争 第十六章大功岁久而弥彰公论事后而益著 一、政敌的凌辱和朝野的悼念 二、刘伯燮讼冤疏
与胡宗宪名誉的恢复 三、胡宗宪冤狱的彻底平反与昭雪 第十七章余声 一、几个问题的是与非 二、《
筹海图编》的作者辨和胡宗宪的主要著述 三、胡宗宪的家庭生活 附录胡宗宪大事编年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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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巡按宣府、大同捍卫北疆领土 一、临危受命，巡按宣大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
十一月，因在浙江余姚知县任上政绩显赫，“治行卓异，首诸邑宰”，胡宗宪被擢升为湖广试御史。
次年六月转为实授，院考为第二。
正在踌躇满志、准备出任两浙巡盐御史之际，天有不测风云，此时北国边疆战事吃紧，俺答大举人犯
，朝廷原差宿槐亭为巡按宣府、大同御史。
无奈此公底气不足，借口“鞑虏纵横难之”，不愿膺命赴任，遂与胡宗宪商量调换事宜。
胡宗宪见宿槐亭确有难处，二话没说便慷慨地答应了下来，同意与其进行调换。
胡宗宪此举，诚可谓是豪杰志士。
其实，他又何尝不愿赴两浙就任巡盐御史的美差呢？
然而，作为一位热血男儿，在祖国边疆遭受强敌人侵、人民生命财产备受荼毒的危难时刻，胡宗宪想
得更多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昔张纲埋轮，吾独不可乎？
！
”于是，胸怀报国之志的胡宗宪为实现父亲的遗愿，满怀报国之志，与同列孙联泉、姜蒙泉三人联名
上书请缨，奔赴北疆前线。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十二月，胡宗宪临危受命，出任巡按宣府、大同监察御史。
明朝制度规定，巡按监察御史是代天子巡狩之官，其品级虽然不高（只有正七品），但却拥有重权，
“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
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
诸祭祀坛场，省其墙宇祭器。
存恤孤老，巡视仓库，查算钱粮，勉励学校，表扬善类，剪除豪蠹，以正风俗、振纪纲。
凡朝会纠仪，祭祀监礼。
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世宗甚至钦准御史拥有“论劾三司方面及有司五品以上，指实参纠，六
品以下贪酷显著者，即便拿问”的特权。
胡宗宪被委以宣府、大同巡按御史之职，代天子巡狩北边重镇宣府、大同，这说明他已赢得了朝廷的
充分信任和高度重视，开始由过去的七品知县，转变为对大明王朝边疆安危举足轻重、代天子巡狩的
钦差大臣。
 刚刚抵达宣府，胡宗宪就遇到了两件棘手的事情：一是宣府、大同官兵因不愿听从前任总督翁万达迁
徙之命而发动兵变；一是大同白莲教首领萧芹、李道玄等与俺答相勾结，预谋大规模入犯内地。
两桩事件都相当复杂，采取什么措施，如何迅速、果断地予以处置，直接关系到胡宗宪的政治前途和
人生命运。
当然，对初任巡按、拥有“监军纪功”重权的胡宗宪而言，这也是他显露身手、施展才华的一次绝好
机会。
 在这两起事件的处理上，胡宗宪展现出了非凡的胆略和灵活的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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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2001年5月《胡宗宪评传》出版以来，时常在闲暇中翻检其中的文字，因校点仓促和注释不慎，而使
错字、别字及地名不准确问题比比皆是。
一种惶恐不安的心情时刻缠绕并折磨着我，总希望能尽快修订再版或重新改写出版，将其中的讹误和
不准确的文字全部予以更正，以期给广大读者一个满意的交代。
    2002年下半年开始，利用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在职博士学位的余暇，我再次认真通读了《胡宗宪
评传》，将其中的错字、别字和不准确的注释，一一用铅笔勾出，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史料。
原计划在2003年之前改定送交出版社，旋因各种杂务缠身，未能如愿。
延至2004年底至2005年初，由于波及全国甚至海外的歙县王直墓碑和芳名塔被毁事件发生，围绕倭寇
性质与胡宗宪及王直的评价问题，再次掀起波澜。
从简单的学术问题上升到当时的中日关系，整个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有着复杂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它迫
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事件本身以及引发事件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冷静的思考。
在这种情况下，仓促地将书稿付梓，显然是不负责任的。
之后，在紧张的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同时，我又断断续续地对书稿进行了一些修订、补充和完善。
2005年6月底，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我从南京回到了合肥。
此时，因研究兴趣的转移和科研任务的变化，《胡宗宪评传》的修订工作暂时停顿了下来。
2006年7月，我受命主持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工作，繁重的公务之余，再也腾不出完整的时间继续进
行修订工作，《胡宗宪评传》的修订或改写工作被迫全部停顿下来。
    2008年下半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评估工作全面展开。
直至2010年5月评估工作全部结束，徽学研究中心以良好的成绩顺利通过教育部组织的基地评估后，在
绩溪和周围朋友的一再敦促下，2010年暑期，才重新坐下来查阅核对史料，并在当年年底顺利完成了
《胡宗宪评传》的修订工作。
然而，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修订稿之后，依然感到很不满意。
毕竟整个修订稿文字变动不大，许多章节篇目的标题甚至都未加改动，加上海内外学术界在拙著出版
十多年来关于倭寇和胡宗宪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需要在修订稿中予以全面反映。
更为重要的是，胡宗宪在舟山、宁波等浙江战斗过的留下的抗倭遗迹众多。
2009年10月，尽管利用参加在舟山举行的“世界宁波帮定海商人”论坛之机考察了舟山岛和金塘岛，
但王直在日本九州特别是五岛留下的遗迹因种种原因，依然未能前往进行哪怕是走马观花式的走访。
好在2010年9月，日本熊本大学伊藤正彦教授来访，给我带来了珍贵的王直在五岛活动遗迹的照片，并
赠送了一本日本新近出版的研究倭寇的著作，这就是由东京吉川弘文馆2010年出版，荒野紊典、石井
正敏和村井章介合著之《倭寇“日本国王”》。
这部著作虽然算不上是正统的学术专著，但它反映了日本关于倭寇研究的最新进展。
    随后，从2010年底开始至2011年上半年，我几乎集中了全部时间和精力，对《胡宗宪评传》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修改和补充。
这次修订与其说是修改订正，不如说是重新撰写。
不仅改正了其中的错别字和不准确的地名注释，而且从章节结构、标题文字到所有内容，几乎全部进
行了重新组织和写作，并充实了一批新资料。
对近十年来学术界研究倭寇和明代海防及中日关系的论著（文）也展开了全面收集和系统梳理，特别
是对近三十年来我国内地对倭寇性质评价的论著（文），更是尽可能地进行收集和整理，对其中言之
有据、言之成理的观点，尽量在书中予以吸收和消化。
另外，在原书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附录，即参考文献，这主要是基于学术规范的要求。
因此，为使名实相符，修订本《胡宗宪评传》也更名为《胡宗宪传》。
    在《胡宗宪传》杀青之际，我要特别感谢著名抗倭战争史和戚继光研究专家、军事科学院范中义教
授，他在2009年8月参加绩溪县龙川胡宗宪抗倭纪念馆建设方案评审会时，慷慨地将自己抄录的胡宗宪
关于《新镌标题五经七书》的评语卡片赠送，这对拙著内容的充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还要感谢日本熊本大学伊藤正彦教授，正是他2010年9月赠送日本五岛王直神庙照片和《倭寇匕“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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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一书，才使得我第一次看到了王直在日本五岛的遗迹，并了解了日本研究倭寇的最新成果。
而2011年伊藤正彦教授复印寄赠的孤本胡宗宪奏疏汇编《三巡奏议》，更是帮我厘清和掌握了胡宗宪
巡按宣、大、北直隶、湖广和浙江等处监察御史时期的活动事迹，从而为全面撰写《胡宗宪传》打下
了扎实的资料基础。
特别应当感谢绩溪县县长李前智先生、绩溪县原副县长周小红女士，他们对拙著的修订和改写，一直
寄予厚望，并给予了大力支持。
绩溪中学徐子超先生、绩溪县政协黄来生先生、绩溪县档案局原局长汪汉水先生，对本书的修订，始
终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在拙稿即将交付出版之际，我还要向多年支持我从事学术研究事业的父母亲表示真诚的感谢。
2006年1月，当在外出差刚刚回到合肥时，我最敬重的母亲溘然长逝，沉重的打击几乎一度使我丧失治
学的信心。
母亲去世距今虽然已有六年之久，但未能恪尽孝道的遗憾却一直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每每想起，总觉有不尽的思念和万般的惆怅。
    谨以此书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并祝福母亲在天堂里永远安息！
    卞利    2012年11月10日于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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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胡宗宪传》深入系统阅读了胡宗宪和明代抗倭战争的史料，初步勾勒了胡宗宪一生的活动轨迹。
在对记载胡宗宪事迹的各种原始资料进行全面认真的分析之后，提出了“综观胡宗宪戎马倥偬的一生
，虽然功过并有，长短俱存，但就整体而言，其功绩是最主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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