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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很喜欢历史，喜欢那些过去的人和事，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回味，在我
第一次接触历史的二十年之后，我开始动笔，写下了下面的这些文字，写给我自己，也写给所有喜爱
历史的人。
　　这篇文章我构思了六个月左右，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
，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写法和对人物的心理分析，以及对当时
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些评价。
　　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是描写正史的，资料来源包括《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
史纪事本末》等二十余种明代史料和笔记杂谈，虽然用了很多流行文学的描写手法和表现方式，但文
中绝大部分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甚至人物的对话都是有史料来源的，为了文章的流畅，出处就不一一
列出了。
　　我写文章有个习惯，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
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写的算什么体裁，不是小说，不是史书，但在我看来，体裁似乎并不重要。
　　我想写的，是一部可以在轻松中了解历史的书，一部好看的历史。
　　仅此而已！
　　好了，就此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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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朝那些事儿9（典藏本）》：明朝最后一位皇帝，自来有许多传说。
关于崇祯究竟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还是一个力图奋起的人，一直众说纷纭。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也是一个精彩的时代。
　　在这一时期，北方的后金势力崛起，经过努尔哈赤的经营，势力急剧壮大。
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位。
袁崇焕就在这一时期迈上了历史的舞台。
本文作者告诉我们，袁崇焕这个民族英雄，在历史上不过是个二流角色。
为什么这样评价？
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在这背后，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关于袁崇焕的死因，更是与我们之前知道的历史大不一样：一场与他无关的争权夺利，把他送上了死
刑台。
　　大明的动乱此时才不过刚刚开始，随后陕西等地爆发了各路义军。
也许你知道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八大王张献忠，但你知道“薛仁贵”、“曹操”和“刘备”也
到明末来了么？
这绝对不是穿越小说里的场景。
而你又知道竟然有义军队伍叫“逼上路”、“鞋底光”、“一块云”，甚至“三只手”这样的名字吗
？
　　当年明月一如既往地用诙谐的笔调，告诉你历史的真相，以及纠缠在历史背后那些汹涌澎湃的暗
流，本册为《明朝那些事儿》划上了精彩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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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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书作家，所著作品《明朝那些事儿》
销量过五百万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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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列全国
十大畅销书之一，2007—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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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担任国内多家电视台文史类节目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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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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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纯属偶然第七章　第二个猛人第八章　突围第九章　一个文雅的人第十章　孙传庭第十一章
　奇迹第十二章　天才的计划第十三章　选择第十四章　没有选择第十五章　结束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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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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一根烟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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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多活两天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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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记录是二十多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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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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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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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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费多大功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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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干劲极大，喜欢打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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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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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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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惶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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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祟焕非常高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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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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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图上画个半圆后，于十月底到
达明朝重镇遵化。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朝那些事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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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一帝”的康熙、乾隆以及“
名垂青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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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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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朝那些事儿9（典藏本）》销量突破1000万册，建国60周年以来最畅销的史学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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