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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普通现代人黄石因爆炸事件，机缘巧
合地回到了明朝万历年问。
所有在工业社会获
得的知识技能都无法让他在明朝生存下去，他
到处乞讨，像野狗一样争取活着的权利。
被一
户张姓人家相救后，黄石得以在这个朝代安身，
然而熟知历史的他明白，此刻的安宁只是一时的
表象。

萨尔浒战役后，明军一扫战败的颓丧，在
沈阳周边的野战屡战屡胜，大部分失地都被收
复，建州军主力被迫龟缩在萨尔浒和建州卫两
地，建州女真危如累卵，似乎随时都会在明军
的封锁面前被物资匮乏带来的饥饿所击败。
然
而东林党的上台使明朝朝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几经权势更迭，辽东固若金汤的局势发
生了微妙的变化。
为了避免在战火中丧生，黄
石毅然参军，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历史知识，躲
过了多次丧生的噩运，并凭借自己超越数百年
的智慧积累在军队里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随
着跟随他一起浴血沙场的那些基层将士的逐渐
成长，黄石的羽翼逐渐成形。
为了在乱世中保
存力量，避免淹没在明军林立的派系党争里，
黄石带领部下远赴长生岛，营建自己的势力。

直至此时，一个内心充满了魔性的小人物一步
步走上了英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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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灰熊猫，80前生人。
作者幸运地拥有一些在文史方面颇有见地的朋友，在他们的鼓励下，开始尝试着写作自己的第一本书
。
作者总希望他的作品，不仅仅能愉悦他的读者，也足以展示给亲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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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逆臣　　黄石有一个秘密，一个他绝对无法与别人分享的秘密。
　　黄石出生在二十一世纪，是一个规规矩矩⋯⋯至少是个从不违法乱纪的人，十八岁在一所计算机
中等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在母亲工作的单位里上班，日子过得非常平凡，平凡得总让黄石做白日梦，
希望有什么刺激的事情能发生。
　　结果真的发生了！
　　直到现在为止，黄石都不知道他在酒馆里遇见的那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家伙到底是外星人，还是未
来人。
反正对方手里的那个号称能把人送向其他宇宙的东西莫名其妙地爆炸了，而且确实把黄石送到了明朝
的万历年间，时间点位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年底。
　　黄石记得那天他走出家门的情景，爸爸正坐在电视机前看围棋大赛，妈妈收拾提包准备去健身房
。
带上房门的时候，身后传来电视里解说员的声音。
黄石失踪以后，爸爸妈妈一定会到处寻找儿子的下落。
　　等黄石确认了自己的处境后，他就明白这不是自怨自艾的时候，问题既然已经发生了，那就要想
办法去解决。
　　作为一个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黄石有很多明朝人不具备的优势。
首先，他从小就读书识字，对地球和宇宙都有基本的认识，知道一些社会发展的大规律，对科学理论
有基本的了解。
黄石是被工业社会的教育体制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为了培养一个这样的人才，工业社会付出的教育成
本是明末的人所不能想象的。
大明虽然已经是这个时代地球上首屈一指的富强帝国，但她的财富也不过只能让她百分之五的子民勉
强脱离文盲状态，而不可能让他们去认知地理、天文甚至宇宙运行的规律。
　　因此，在各种杂学以及科学素养方面，不要说区区一个大明，就是这个时代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
，在理论方面的见解也未必能和黄石相比。
从某种角度来说，黄石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稀世珍宝，他是未来数百年人类文明的一个载体，凝结在他
身上的知识的价值不可以、也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抛开工业社会赋予黄石的知识外，黄石发现自己平日的兴趣爱好现在有了用武之地。
他从小练习写毛笔字，大楷、小楷都写得不错。
托了工业社会的福气——毕竟在二十一世纪，纸并不算什么昂贵商品，而明末的纸张价格则颇为不菲
，明朝一般的小地主家庭，他们的子弟也多用沙土练字。
　　日复一日用纸的消耗并不是大部分明末士人家庭所能承受的，黄石没有和出身豪门、书香世家的
状元郎们比书法的打算，但明末识字、写字都已经是一件成本不低的事情，更不会有太多家庭有能力
花大钱去购买各种字帖供子弟临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自信黄石还是有的。
　　最差、最差，黄石认为自已还可以靠力气吃饭，他的体格在明末绝对称得上超一流水平。
说到底，黄石还是占了生长在未来工业社会的便宜，无论是黄石还是他的母亲，营养状况都不是几百
年前的人能相比的。
无论是蛋白质、钙，还是其他的营养和微量元索，黄石的摄入量比这个时代的帝王都绝不逊色。
从小开始的持续性的体育课更让他的身体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作为一个身高一米八五、体重近一百公斤的健康男性，黄石本以为他在男性平均身高一米六出头
、体重平均五十公斤、身体钙化严重不足的明末找到一份体力工作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只是美好的设想总是会被无情的现实打碎，黄石很快就发现他的知识暂时看起来毫无价值，会写
毛笔字却找不到雇主，而且⋯⋯他想凭力气吃饭竟然都做不到。
　　牛顿三定律是没法用来换口饭吃的；批驳地心说的谬误只能让他被大家认为是疯子；太阳系到底
是八大行星还是九大行星，明朝人也不关心。
至于黄石在学校里学过的那些浅显的计算机语言嘛，在二十一世纪因为很快就陈旧过时所以被人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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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不用，在明末却因为过于超前而一文不值。
　　黄石很快就发现，他就是想靠写字为生也不可以。
虽然读书认字的人在明末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黄石就会有丝毫的优势。
明末能负担得起教育成本的家庭都是地方富户，所以能雇得起教师的家庭绝不会收留任何来历不明的
人，比如黄石这样没有路引、户籍的家伙。
　　黄石也设想过当账房先生，在几次碰壁后他算是把这个问题想通了，不要说在户籍森严的明末，
就是在二十一世纪，又有谁会让一个连来历都说不清的人当会计呢？
　　理论上，只要有可靠的保人就可以向地方官府申请户籍，有了户籍就可以融于地方社会，然后就
可以被当地的人所了解，从而有可靠的人证明你的清白，这样就可以为你向地方官府作保，拿到户籍
后就会被地方社会所接纳⋯⋯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无法从外面解开的死疙瘩，至少，黄石这个在大明
没有一个亲戚、故交、同乡的人是不能解开的。
　　即使黄石有一身蛮力也不行！
　　活着还是生活？
　　这本是一个很严肃的哲学问题，对挣扎在明末的黄石来说，这个问题有着更现实的意义。
　　发现自己的知识不是力量后，黄石就向明末的人展示了自己的一身蛮力，有不少人对此表现出了
浓厚的兴趣，不过他们提出的方案不是帮助黄石办一份户籍然后雇用他，而是千篇一律地要求黄石签
署一份卖身契。
　　一开始黄石觉得这些富户简直不可理喻，但最后他还是想通了其中的缘由，那是他在一座破庙里
和一群野狗同居时想通的。
黄石突然醒悟到自己在富户眼中的形象就类似这些野狗，正如未来社会一样，正常人只会给自己家养
的宠物领证，而绝不会自找麻烦地去帮一条野狗扎项圈。
这么干不但完全没有丝毫好处，而且还要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生怕那狗在外面咬了人，让别人按图索
骥打上门来。
　　黄石不愿意卖身为奴是因为他指望有一天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而不想仰人鼻息地活着。
不过很快他这个念头就发生了动摇，因为再这么继续下去黄石不要说追求生活，就连活着这个最基本
的要求也要变得遥不可及了。
　　但最后黄石还是没有签卖身契，因为卖身并不仅仅和他这一辈子有关——如果仅仅是涉及自己，
说不定黄石也就算了。
可是这种卖身契还牵扯到黄石的后代，将来黄石不仅会有儿女，也会有孙子、孙女，他觉得自己无权
把他们的未来也一并出卖。
　　“每个自由人都是他自己的君王。
”　　终于，黄石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倒在了冰天雪地里，他昏迷过去前的最后一个念头
本该是这个不幸的穿越者的墓志铭。
　　幸好，黄石终于还是得到了再次醒来的机会，那时他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破床上，身上盖着陈旧但
是温暖的棉被，他被广宁柳河一位姓张的老农从漫天风雪中救回家，还熬药为他祛除风寒。
　　　　真该好好感谢张叔。
　　　　把黄石捡回来的老汉姓张，有三个儿子。
大儿子叫“有弟”，二儿子叫“又弟”，结果就天从人愿地生出来了第三个儿子。
张老汉感动之余就给老三起名叫“再弟”，不过神灵这次似乎有些生气了，所以没有送来更多的孩子
。
　　张老汉把黄石扛回家那年，老三再弟十五岁了，正是活泼好奇的年纪。
躺在病床上的黄石用满肚子的奇闻逸事抓住了这个孩子的心。
再弟每天除了给黄石端药之外，就搬一个板凳坐在床边听他讲故事，等黄石能起床时，这个孩子已经
变成了他的死党。
　　接下来的日子里，黄石就和张老汉一家生活在一起。
全家人对黄石都很友善，也对黄石编造出来的履历深信不疑。
黄石在遇到老张一家前曾碰见过一个垂死的乞丐，那个乞丐是开原人，建州军攻破开原后将全城人屠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窃明>>

杀殆尽，那个乞丐藏在死人堆中，几天后才挣扎着逃出一条命。
　　黄石觉得这个说法很适合自己，所以就把那个乞丐的经历照搬到自己身上。
这种悲惨的遭遇立刻引起张家所有人的欷献感慨，他们不但积极帮助黄石融入柳河村，还打算帮助黄
石盖屋、开垦荒地。
　　到了三月春暖花开的时候，在老张的资助和他几个儿子的帮助下，黄石终于盖好了自己的小屋，
还得到了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在用的旧床和全套旧被褥。
装上门板后，老张的小儿子——张再弟蹦蹦跳跳地从家里拿来了鞭炮。
　　张家的小儿子已经被黄石用各种各样的奇闻逸事彻底收服了，黄石泡了那么久的论坛，真本事没
有学到什么，杂学倒是收集了一肚子。
　　鞭炮声中，黄石抚摸着崭新的大门，贪婪地嗅着大门上新鲜的木料气息。
从今天起，黄石就不再是一条丧家之犬了，就算再遇到饥寒，他也不会不知所往了。
本来黄石想用老张家的碗筷瓢盆，把那些新的东西留下，但是他们坚持说家里如果全是旧东西不吉利
。
此外老张的婆娘还给黄石的新居上了三保险，从庙里请了一个木雕的菩萨，找一个游方道士买了一把
木剑，最后还在城隍庙里拿回一口袋香灰。
　　“石头啊，现在就差一个媳妇了。
”耳边才响起这句话，黄石就感到有一只大手狠命地拍到自己的背上，嘴里正在咀嚼的食物一下子喷
回了碗里。
　　正埋头扒饭的黄石猝不及防，好险没一头扎到碗里，他咽下口里剩下的东西后抬头回答：“那是
很久以后的事情了，等发了饷，先还张叔你钱才是。
”　　只见老张不以为意地摆摆手：“不着急，今年还不了明年还，你还不了就让你儿子还我儿子好
了，我们两家要做很多代的邻居了。
”　　坐在右边的老张大儿子也连连点头：“不错啊，石头，赶快找个婆娘生个孩子吧。
你岁数也老大不小了。
”　　不等黄石回答，对儿子发言很满意的老张就推开了饭碗，先用一声咳嗽吸引过几个人的目光，
然后伸手指了指站在墙边的大儿媳，笑容可掬地对黄石说：“要是她能生个儿子，你将来把女儿嫁给
我孙子就好了，你不用给嫁妆了，我也不会给彩礼的。
”　　苦笑不由自主地爬了黄石满脸，媳妇都没有，还女儿呢，这老张想得还真是长远啊：“一定，
那是一定的了。
”　　看到老张的二儿子也吃完了饭，黄石赶紧把碗里剩下的糙米一口气全塞到嘴里，一边嚼一边含
含糊糊地说：“我吃好了。
”　　“你们来吃吧。
”随着黄石、老张和他的老大、老二离开桌子，老张的婆娘带着张再弟还有她的大媳妇走过来坐下，
也开始吃饭。
张再弟抓起筷子就开始挑菜里剩下的肉，他嫂子先给婆婆盛了饭，然后再把小叔子的碗装满。
　　回到家里，上了门闩，黄石摸着黑蹭到了床边，掀起被子躺下，在一片寂静中渐渐进入梦乡，他
睡着前已经是热泪盈眶。
第二天黄石还是照旧去老张家吃午饭。
饭后抹完嘴就出去砍柴，不过晚上黄石把东西背回来以后，老张的婆娘说什么也不肯白白留下了，她
硬塞给黄石一个铜板，说明天开始，这些都算她代买的，还说旧斧子老张也让送给他了。
　　接下来六个月的生活如同湖水一样没有丝毫波澜，每天黄石就进行着出操、吃饭、砍柴、吃饭、
睡觉这样周而复始的生活。
事实证明这些新家什留给黄石家是糟蹋了，一直到过年他也没有开过伙，年夜饭都是去老张家混的。
　　老张拒绝了他把新铁锅什么的送回来的提议，理由是将来黄石成亲时，家里都是新东西显得气派
，不然到时候还要再花钱添置，没有哪个姑娘肯用别人家的旧东西的。
老张最后重申了一遍要求：就是将来把女儿许给他孙子就可以了，虽然黄石还不知道自己的老婆在哪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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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日，黄石午后又去山上砍柴，斧子昨天才去陈铁匠那里磨过，
所以他今天干得很轻松。
挥动斧头的时候，他不禁想起昨天的事情来，脸上顿时浮起了带着得意的微笑。
　　陈铁匠有一个刚年满十七的女儿，昨天黄石在铺子里面等着的时候被她老子招呼出来端水，当时
他就觉得那女孩的表情有些不对，等大姑娘回去后，王铁匠不露痕迹地夸奖起他闺女如何勤俭，还说
看相的讲他女儿有生儿子的模样。
　　这话里话外的意思黄石立刻就明白了，敢情让女孩出来转一圈是让自己相亲呢。
接下来王铁匠就开始称赞起黄石本人了。
经验是容易获得的，但先天的体格却是别人无法模仿的优势，黄石的身体让他无论是干活还是砍柴都
比别人的收获要多。
王铁匠的意思就是，一个聪明人不仅仅关注眼前，也很注重未来，要是一个年轻人很有上进心，能给
他女儿一个好依靠，那彩礼拖几年付清也不是大问题。
　　当然不是大问题了，王铁匠生了仨女儿和一儿子，怎么可能有任何问题？
说到底老张就吃亏在这上面了，给前两个儿子起名字叫：有弟，又弟。
结果天从人愿地一个女儿也没生出来，现在为二儿子的婚事伤透了脑筋。
　　加上未来几个月的收入，黄石有信心攒下一小笔钱，这样老张家的老二也就能有了着落，但是一
想到明朝的历史，他胸口就腾起了一种荒谬的感觉，到头来终究还是一场空啊。
黄石在过去二十年除了历史就没有什么别的爱好，所以他知道这眼前的安宁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
　　当萨尔浒战败以后，万历天子就提拔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当他抵达辽阳检阅辽东都指挥使司的时
候，迎接他的是数千名衣衫褴褛的叫花子兵，他们手中拿着些木棍充数。
这些饥寒交迫的士兵在萨尔浒之战后士气低落到了极点。
现在熊廷弼已经把辽东镇士兵扩充到八万，并为各将领的亲军配属了精良的武器和盔甲，以及充足的
粮秣和被服。
　　和萨尔浒之战前那支经历过朝鲜战争和历次西征的辽东边军比，现在的辽东镇军队装备虽好，但
是战斗经验仍嫌不足，所以熊廷弼一直避免和建州军主力决战。
万历四十八年六月初，努尔哈赤调兵遣将攻击沈阳。
熊廷弼立刻让辽东明军在其他战线上全线出击施加压力，努尔哈赤最后只集结起了一万披甲和两万无
甲旗丁，这大概是建州全军四成左右的实力。
　万历四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建州军开始越过抚顺攻入辽中平原，十五日建州军前锋抵达沈阳近郊。
沈阳参将、加衔副将贺世贤趁建州军立足未稳，引一千亲军、五千营兵出城急袭。
贺世贤挫败建州军前锋，斩首一百五十余级，并焚毁建州军的营寨。
　　击退建州军前锋后，贺世贤引兵赶往奉集堡西北扎营，同辽阳中军游击赵率教形成犄角之势。
六月十七日，贺世贤和赵率教与建州军左翼野战，明军小胜，斩首二百级并打通了堡内外的交通线。
　　再次日，努尔哈赤听说辽东经略熊廷弼已经离开辽东都司府，亲帅辽阳十营两万战兵赶到沈阳，
知事已不可为，遂引军向东撤退。
熊廷弼闻讯后继续进逼，努尔哈赤就放火焚烧抚顺城，全师退出边墙之外。
至此，萨尔浒战役后明军的失地几乎全部被收复。
　　现在建州军主力已经退缩集中在萨尔浒城和建州卫（赫图阿拉）两地，努尔哈赤有着内线机动的
便利，如果辽东镇全力进攻抚顺关，那么很可能会碰上建州军主力。
几个月前熊廷弼没有和建州军全部主力火并一场的打算，现在熊廷弼看起来也不打算给努尔哈赤这样
的机会，因此明军的主要目标还是以封锁和牵制为主。
　　现在整个辽东固若金汤，明军在沈阳周边的野战屡战屡胜，一扫萨尔浒战役以来的颓废，建州女
真危如累卵，似乎随时都会在明军的封锁面前被物资匮乏带来的饥饿所击败。
无论是蒙古还是辽东都司的百姓，似乎都不认为对建州的剿匪行动会有什么波折，更不会认为会对他
们的生活构成什么影响。
　　只是熟读历史的黄石很清楚——东林党就要上台了。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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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八岁的万历皇帝躺在床上，皇太子安静地跪在床边，屋内除了这对父子外再没有第三个人。
　　饱受疾病困扰数十年，万历皇帝已经很久都不能起床了。
两天前一度陷入昏迷，今晨皇帝精神又好了起来，还有胃口吃一碗稀粥。
见到皇帝有好转的征兆，伺候皇帝的太监们异口同声地念佛，感谢佛祖和菩萨保佑。
万历皇帝听到后笑了笑，紧跟着就吩咐把皇太子找来。
　　皇太子赶来时，万历皇帝正半坐在床上看奏章。
万历昏迷期间，辽东经略熊廷弼如同往常一样，把建州的情报资料、战局的进展报告以及他的战略设
想详细地写成奏章送来京师。
以前每次熊廷弼送来奏章时，万历皇帝总是会在第一时间批复。
刚才他等太子来的时候，听说熊廷弼又有奏章送来，就急忙让人拿来给他看。
　　万历皇帝让太子在床边跪了一会儿，把辽东的奏章看完。
皇帝对熊廷弼的信任尽人皆知，太子自然也不例外。
奇怪的是这次看完奏章后，万历皇帝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提笔批示，而是毫不犹豫地把它交到了身边的
太子面前：“熊廷弼的奏章，从今天开始就要由吾儿来批了。
”　　“父皇正是春秋鼎盛⋯⋯”太子一惊之下连忙就出言宽慰，但抬头看见父亲脸上挂着的淡淡笑
意后，却仿佛一下子被噎住了，顿时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吾儿起来吧。
”　　太子起身后，万历皇帝有气无力地拍拍自己的床边：“吾儿坐到为父身边来。
”　　“为父御宇数十载，国家多灾多难，群臣皆谓乃是吾德行有亏，上干天咎。
”万历年间大明灾情不断，尤其是到了万历朝末年，长江开始出现连年冬季冰封。
从万历三十五年开始，广东也连年遭遇大雪，就连海南岛都不例外。
　　全球进入小冰河时期后，东亚的降雨带不断南移，大明北方各省饱受旱情困扰。
根据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理论，朝野的正人君子对当今天子万历进行了无休止的谴责，指责天子
失德导致神州百姓困苦。
虽然万历皇帝极力为自己辩护，否认了臣子对自己“好色、嗜酒”等种种污蔑，但大明的数万臣子看
着日甚一日的天灾，当然没有一个人相信万历的自辩。
　　　　太子当然立刻对这种说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坚称父亲一生光明磊落，并无丝毫失德之处
。
万历微笑着，看儿子脸红脖子粗地替自己辩解了一会儿，心中却为儿子的见识感到有些遗憾：“天子
失德以致生灵涂炭之说，吾心一直疑之。
祖宗辟海路、结诸国，方知在我华夏之外，犹有列国数百、生灵亿兆，天下非我大明一国之天下。
吾德则天德，吾咎则天咎，皇天何待吾如此厚也？
”　　方才太子嘴上虽然竭力为父亲说话，但心里也觉得父亲的一些做法有些不妥，比如征收工商税
、海关税等。
大明的读书人认为，除了农税以外，再收任何其他的税都是与民争利，都是天子失德。
现在听父亲并不认为自己收税有错，太子嘴上唯唯喏喏，但心里却不以为然。
　　万历察言观色，知道太子口服心不服，心中不禁又是一声叹息。
但这是自己的儿子和皇位继承人，就算明知是白费力气也要试试：“太祖有言，不虐下民则江山永固
。
蓬蒿一年苦劳不得休，吾想与其夺蓬蒿口中之食，不若取商贾奢侈之财。
朝臣多谓此乃与民争利，触怒上天降下异兆，此皆乃吾一人之过，与吾儿无干，吾儿若不喜诸法，可
一并废绝以得天心！
”　　太子闻言先是一喜，但随即就意识到这是父亲在交代后事，顿时又悲从中来，忍不住呜咽道：
“儿臣遵旨。
”　　“不过吾儿不可操之过切。
吾收诸税乃为国家所用，群臣多谓停税则天必降雨，若其果然，自然国家无须继续赈济灾民，九边军
镇也用度自足，无须国家再拨粮饷。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窃明>>

可吾儿若骤然全废，而天一时不雨，那国家无钱赈济，九边亦无饷矣！
”万历心中全然不信停税就会下雨，停税就能让危害全国数十年的灾害中止，他刚才作个退步就是为
了说服儿子接受一个过渡期，不要骤然大改国家的政策。
万历皇帝作完铺垫后，终于说到了核心：“治大国如烹小鲜，吾儿可先免矿税、榷税，如此天心必喜
，待灾情有所缓解，吾儿可再免茶税、丝税，国用充足后吾儿再免海税、布税。
”　　太子觉得父亲说得蛮有道理，这样一步步来，听起来比较稳妥，就恭恭敬敬地说道：“遵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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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窃明1》继《诛仙》、《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后　　磨铁图书倾力推出盛大之作《
窃明》！
　　这是一部能够令人热血沸腾、血脉贲张的历史战争小说。
　　这是一部弘扬民族正气，拨乱反正的愤怒之书奇书。
　　这是一部声讨满清的檄文，作者对满清的愤怒源自他对历史的深刻理解。
　　这是一部令所有热爱清宫戏的读者生气和郁闷的挑衅之书。
　　这是一部直戳二月河伪历史小说真相的力做。
　　这是一部直指金庸、阎崇年颠倒黑白，为汉奸张目的声讨之书。
　　袁崇焕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
？
！
！
真的吗？
　　这是一部恢弘的历史之书、热血之书、战争之书、权谋之书。
　　这将是2008年洛阳纸贵超级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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