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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军事史、战史，无疑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历史悠久，战争史同样漫长。
伴随着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早在六七千年前，中国境内的原始氏族部落之间就已经展开了战争。
从此，直到中国最后一代王朝——清朝的结束。
　　，战争从没有断绝过！
在古代，诸如各民族间的纷争、奴隶暴动、农民战争、军阀混战、各政治军事集团割据而攻伐不已⋯
⋯王朝的兴亡总伴随着战争而决出结果。
　　中国古代和近代战争之多，创造的战例之惊人，军事谋略之丰富而奇妙，堪称举世稀见！
春秋时孙武著兵书《孙子兵法》，迄今仍为世界军事宝典，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古代军事史及军事人物，是国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虽有一些学者涉足这个领域，但大多数人并不那么看好这门学术。
比起社会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文化史研究，军事史的研究就显得远远不足。
　　故称得起有影响的中国古代军事史或战史著作，也是太少，而能让大众读者感到赏心悦目的军事
史著作更是屈指可数！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皇朝战史——明代十大战争》，是王冬青博士的新作，在我国古代军事史的著
作中又增添了一个丰硕的成果。
我相信，广大读者将会对此书充满浓厚的兴趣。
首先，明代战争本身就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
明朝统治全国长达270余年，如果加上南明阶段，则长达近300年。
除夏商周，自秦以降，明是中国历代王朝中仅有的两三个“长命”王朝之一。
在它存在的漫长岁月中，发生的战争之多难以统计，是战争最多的少数王朝之一。
从建国伊始，明朝就与被赶到塞外的元朝余部进行连绵战争，元朝后裔与明朝势不两立，双方时断时
续地打了两百余年，直到明亡，残元也没有被打垮。
最为严重时，蒙古瓦刺部竟突入长城，不仅俘获了明英宗，而且兵临北京城下，国家的危亡，已在旦
夕之间！
至明中叶，又有倭寇入侵东南沿海，再侵略朝鲜，明朝与之战斗，直至将其击败。
　　与此同时，在东北地区，女真人也不断与明军相冲突，大战没有，小战不断！
至万历初，女真人开始强大，建军建国，向明宣战，从此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明清（后金）战争。
在女真人崛起之时，又有西北农民起义，发展成规模宏大、声势壮观的农民战争，这就是高迎祥、李
白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战争，最终将明朝葬身在农民战争的烈火之中。
在明朝两百多年的统治中，上述几个方面的军事斗争，其战斗、战役之多，难以统计！
其间，十几万人，乃至数十万人的大战、决战，屡屡发生。
如明朝前期的靖难之役、土木堡之役，后期的萨尔浒激战、辽沈大战、宁远攻城、松锦决战、荥阳会
战等，无论是规模和激烈的程度，及其重大影响，都可以称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著名的战例。
至于几万人的战斗，更是屡见不鲜，这在历代王朝中是不多见的。
　　不言而喻，军事活动及其战争贯穿了明史的全过程，其内容极为丰富而多彩。
迄今，尚无一部有关明代战争史或战史的专门著作。
已发表的成果，多是对个别战役的研究，也有论及明代“九边”的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也只是限于个别的局部的战事战例，还构不成有明一代军事的整体研究。
　　王冬青博士的这项研究成果，既不是对明代军事史的系统记述，也不是单篇军事论文的汇集，而
是从明代丰富的战争中选取大战役，从战略层面展开叙述，有的涉及塞北，有的跨越海疆。
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或角度看，本书在选题、内容的取舍、叙述的方式、写作方法，乃至语言的运用，
确有创新之处。
　　首先在选题，即十大战争，各有特点。
每次战争都反映了一个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状态，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并保持了内在的密切联系和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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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连贯性，基本上反映了明代战争的历史进程。
换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说，十大战争亦构成了明代军事史的基本内容，浑然一体，勾勒出明代军事的
全貌。
其次是内容的取舍，更见作者对明代军事史娴熟的程度。
作者多年从事明清战争史的研究与教学，既发表过明清战争史的学术论文，也在高校讲台上主讲明清
战争史的课程，对明清两朝的军事活动十分了解；对写作内容和讲述对象，何者当取而详说，何者当
略而不论，何为主，何为次，分辨得格外清楚，这就是大而有当。
换而言之，从大处或者说从全局入手，取舍、主次、详略皆属恰当。
　　本书的一大特色，亦与眼下的“流行体”或传统习惯不同，就在于它的叙述方式包括写作方法，
整体表现出创新的一种风格，是对现有书写历史方式的一个超越。
通常记述战争或写军事斗争，往往是用“流水账”的方法：按时间顺序，先写背景、原因，次写经过
，最后写胜败结局及影响，等等。
如今，最时髦的写法，如《品三国》、《论语心得》、《正说⋯⋯》之类，既不讲历史发展经过，也
不讲史实，而是抓住一点大做文章，尤其是用一知半解的知识和低俗性的语言，专以哗众取宠、逗人
一乐为能事。
一句话，信口胡说。
前一种，是传统习惯，难免呆板、枯燥，且教条，以不变应万变。
这种文风、这种谋篇布局、这种叙述方式，的确是落后了。
后一种，完全是背弃我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迎合社会上部分人的低级需要，随心所欲，只要刺激读者
、观众乐，就无所顾忌。
他们的要害，就是不要历史的真实，不要经典的原意，可以胡说，可以说假话！
 本书与上述两种倾向划清了界限。
作者概述不同的战争，采取了灵活多变、各有特色的叙述方式，将十大战争写得绘声绘色。
如，土木之变，开门见山，先简单地写出这场战争的概览与结果，接着再追本溯源，把这场战争的起
因逐一写出；按战争发生发展的脉络，夹叙夹议，既如同教学讲座，又在讲解中不断地解读史实、理
解和分析，得失都在其叙述中得到明确答案。
做到这种程度，作者必须是精通本专业，对自己所写的内容已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所谓熟能生巧，就
是说，已全部掌握了这一选题的基本知识，无论怎么说、怎么写，都不会背离历史事实，这就是“不
逾矩”的意思，亦即不会步入歧途。
由此，也就能做到深入浅出，讲清了问题，传播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就使人真正受到了教益。
　　所谓 “品读派”、“心得派”、“正说派”，既没有对自己所讲的内容做过研究，也不懂本专业
，如不懂三国史，如何能“品”三国？
连经典的文字都读不懂，如何能讲出读后的“心得”！
 本书所表现出的良好学风，是作者多年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学的结晶。
学术研究最忌浮躁，如制假、贩假，尤属学术之大敌。
本书树立的学风，就是坚持历史的真实是第一位的。
十大战争涉及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需要用大量的史实来透视历史真相。
作者坚持用事实说话，不调侃，不取媚俗的所谓“幽默”，却同样生动，引人入胜，让人爱读而不忍
释手！
在这方面，作者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他所做的努力，不妨说是对“品读派”之类恶劣文风的一个否
定和批驳。
　　本书作者王冬青博士，是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工作的一位年轻学者，在同我的交往中，我很快
就看出他的好学精神，多次与我探讨明清战争问题，表现出了颇多的新鲜观点和思想。
这部书就是作者在展示他的学术积累和新的学术观点。
他写出了书稿，我先睹为快，可喜可贺！
当继续努力，再创佳绩。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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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王冬青编著的《皇朝战史》所表现出的良好学风，是作者多年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学的结晶。
学术研究最忌浮躁，如制假、贩假，尤属学术之大敌。
《皇朝战史》树立的学风，就是坚持历史的真实是第一位的。
十大战争涉及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需要用大量的史实来透视历史真相。
作者坚持用事实说话，不调侃，不取媚俗的所谓“幽默”
，却同样生动，引人入胜，让人爱读而不忍释手！
在这方面，作者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他所做的努力，不妨说是对“品读派”之类恶劣文风的一个否
定和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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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冬青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后，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
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早年参军入伍，上过军校，下过连队，因此对军事史情有独钟。
无论课堂开讲，还是发表论文，包括博士论文、出站报告，必言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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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京，自从五代的后晋皇帝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之后，已经有四百多年不容汉族王朝
染指。
北京的地理位置极其关键，属于游牧部落和汉族之间的“必争之地”。
草原游牧民族越过燕山山脉之后，北京成为他们通向中原坦途的咽喉要地，因此，对汉族来说，北京
也就成为抵御“蛮夷”的军事、经济重镇。
　　多少汉族统治者，包括雄才大略的宋太祖赵匡胤在内，都一直梦想着恢复失地，至少是夺回北京
，但得到的却都是失败。
可歌可泣的杨家将故事，只能流传在河北中南部。
岳飞大战金兀术的战场，甚至只能发生在湖北、河南。
　　相比之下，明朝占领了元大都，将防御战线推进到长城以北，对汉族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
　　元朝是蒙古族政权，大都陷落后，元顺帝退回漠北草原，残存了三十多年，历史上称之为“北元
”。
虽然它对明作战不断失利，一个又一个的城池被攻克，一支又一支的军队被歼灭，甚至让出了首都，
但国号仍在，皇帝仍在，百万大军仍在，辎重粮草仍在，因此恢复旧时江山的雄心仍在。
对朱元璋来说，用什么样的军事和政治手段对付这一屡战屡败但就是不投降的对手，便成了棘手问题
。
　　长城两边，双方军事冲突不断，互有攻守。
到了明朝建国后的第五年（1372），明朝与北元在塞外的岭北进行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史称岭北
之战。
　　这场战争，明朝动员了北方防御力量的精锐，带有寻找敌人主力，进行战略决战的性质。
但结果却是主动进攻的明朝遭到惨败，损兵折将，数万将士陈尸荒野。
　　这场战争成为明朝对蒙古战略关系的一个拐点，长期被迫处于守势。
　　如此意义重大的战争，在中国战争史上却远不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那样让人津津乐道。
而且这场战争，从发动的目的到战争的经过，以及各方对战争的评价，众说纷纭。
例如，有人说这场战争是朱元璋主动挑起的，目的是要打一场王朝兼并战争，消灭北元军队主力，一
口气吞掉蒙古地区；也有人说发动这场战争是违背朱元璋意志的，是前线几个军事统帅鼓动的结果，
朱元璋拗不过他们，才勉强同意对蒙古一战。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历史留下了谜团。
　　从至正十一年（1351）韩山童、刘福通揭竿而起，到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元末农民战争绵延长达
十七年。
对老百姓来说，不仅仅是完成了一次王朝之间的更替，同时也包含了民族斗争的胜利。
被寄予厚望的朱元璋，在实现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之后，他不会不清楚，人民渴望和平
，国家需要安宁。
如果能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从长期战乱中恢复国家的元气，这固然是上策。
　　但对一个新兴的王朝，内部社会各阶层的要求和希望不尽相同：对老百姓来说，能过上安稳的日
子就行，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大臣们为朱元璋夺取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此时正指望着加官晋爵
，耀祖光宗；而那些失败的军事集团，还在边远地区，纠集起残余势力，充当起海匪和山大王，继续
祸乱一方。
　　那么对于刚刚称帝不久的朱元璋来说，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虽然这时已经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两个威胁最大的对手，其他各路的进军也还算顺利，但离完成国
家统一大业尚相距遥远。
浙江的方国珍、福建的陈友定、四川的明升等，只能算是力量弱小的地方实力派。
只有远在北京的元朝，才是政治和军事上的真正威胁。
虽然它已经四分五裂，此时将帅们为了争权夺利，还在相互厮杀，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皇朝战史>>

元朝还代表着中原正统，它的皇帝还代表着天意，如何使这个对手就范，成了朱元璋此时沉重的心病
。
新老两个王朝在历史舞台的交接，注定不会是温文尔雅的谢幕，注定有一番你死我活、我兴你亡的残
酷争斗。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是中国古代用兵的最高境界。
如果能与将要败亡的元朝化干戈为玉帛，当然是刚刚当上皇帝的朱元璋梦寐以求的事情，前提只有一
个：承认明朝的宗主国地位。
　　在明朝与北元的对峙中，不断胜利的朱元璋掌握着主动权。
在此之前，他在和陈友谅、张士诚等人的争斗中，仍然属于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
现在朱元璋成了皇帝，当然要万民拥戴，受命于天；但在遥远的北方，还有一个皇帝，这多少让朱元
璋觉得自己名不正言不顺。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这是永恒的法则。
明朝将采取怎样的军事外交策略，来达到北元归降的目的，就要考验朱元璋的治国谋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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