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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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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分析梳理，引人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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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书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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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免费阅读更多章节：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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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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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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网“终身五星级最佳图书”、“卓越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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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皇太极　　失败的努尔哈赤悲愤了几个月后，终于笑了&mdash;&mdash;含笑九泉。
　　老头笑着走了，有些人就笑不出来了&mdash;&mdash;比如他的几个儿子。
　　当时，具备继承资格的人，有八个。
　　这八个人分别是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　　四小贝勒：阿济格、多尔衮、
济尔哈朗、多铎。
　　位置只有一个。
　　拜许多&ldquo;秘史&rdquo;类电视剧所赐，这个连史学研究者都未必重视的问题，竟然妇孺皆知
，且说法众多，什么努尔哈赤讨厌皇太极，喜欢多尔衮，皇太极使坏，干掉了多尔衮他妈，抢了多尔
衮的汗位等等等等。
　　以上讲法，在菜市场等地遇熟人时随便说说，是可以的，正式场合，就别扯了。
　　事实上，打努尔哈赤含笑那天起，汗位就已注定，它只属于一个人&mdash;&mdash;皇太极。
　　因为除这位仁兄外，别人都有问题。
　　努尔哈赤确实很喜欢多尔衮，可是问题在于，多尔衮同志当时还是小屁孩，游牧民族比较实在，
谁更能打、更能抢，谁就是老大，要搞任人唯亲，广大后金人民是不答应的。
　　四小贝勒里的其他三人，那更别提了，年龄小不说，老头还不待见，以上四人可以全部淘汰。
　　而四大贝勒里，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没资格，排除，莽古尔泰比较蠢，性情暴躁，排除，能
排上号的，只有代善和皇太极。
　　但是代善也有问题&mdash;&mdash;生活作风，这个问题还相当麻烦，因为据说和他传绯闻的，是
努尔哈赤的后妃。
　　代善是聪明人，有这个前科，汗位是不敢指望了，他相当宽容地表示，自己就不争这个位置了，
让皇太极干吧。
　　于是，在众人的一致推举下，天启六年（1626）九月初一，皇太极登基。
　　在后金将领中，论军事天赋，能与袁崇焕相比的，只有三个人：努尔哈赤、代善、皇太极（多尔
衮比较小，不算）。
　　但要论政治水平，能摆上台面的，只有皇太极。
　　因为一个月后，他做了一件努尔哈赤绝不可能做到的事。
　　天启六年（1626）十月，袁崇焕代表团来到了后金首都沈阳，他们此来的目的是吊丧，同时祝贺
皇太极上任。
　　在很多书籍里，宁远战役后的袁崇焕是很悲惨的，战绩无人认可，也没有封赏，所有的功劳都被
魏忠贤抢走，孤苦伶仃，悲惨世界。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说法是未经史籍，也未经大脑的，因为就在宁远胜利后的几天，袁崇焕就得
到了皇帝的表扬，兵部尚书王永光跟袁崇焕不大对劲，也大发感慨：　　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
有人矣！
　　总之，捷报传来，全国欢腾，唯一不欢腾的人，就是高第。
　　这位兄弟实在太不争气，所以连阉党都不保他，被干净利落地革职赶回了家。
　　除口头表扬外，明朝也相当实在，正月底打胜，2月初就提了，先是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一个月
后又加辽东巡抚，然后是兵部右侍郎，两个月内就到了副部级。
　　部下们也没有白干，满桂、赵率教、左辅、朱梅、祖大寿都升了官，连他的孙承宗老师也论功行
赏了。
　　当然，领导的功劳是少不了的，比如魏忠贤公公，顾秉谦大人等等，虽说没去打仗，但整日忙着
阴人，也是很辛苦的。
　　无论如何，袁崇焕出头了，虽说他是孙承宗的学生，东林党的成员，但边界得有人守吧，所以阉
党不难为他，反正好人坏人都不管他，任他在那倒腾。
　　几个月后，得知努尔哈赤死讯后，他派出了代表团。
　　这就倒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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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朝看来，后金就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强盗团伙，压根不是政权，堂堂天朝怎么能和团伙头目
谈判呢？
　　所以多年以来，都是只打不谈。
　　但问题是，打来打去都没个结果，正好这次把团伙头目憋屈死了，趁机去谈谈，也没坏处。
　　当然，作为一名文官出身的将领，袁崇焕还有点政治头脑，谈判之前，先请示了皇帝，才敢开路
。
　　憋死（打伤致死）了人家老爹，还派人来吊丧，是很不地道的，如此行径，是让人难以忍受的。
　　然而皇太极忍了。
　　他不但忍了，还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回应。
　　他用最高标准接待了袁崇焕的使者，好吃好喝招待，还搞了个阅兵式，让他们玩了一个多月，走
的时候还送了几匹马、几十只羊，并热情地向自己杀父仇人的使者微笑挥手告别。
　　这意味着，一个比努尔哈赤更为可怕的敌人出现了。
　　懂得暴力的人，是强壮的，懂得克制暴力的人，才是强大的。
　　在下次战争到来之前，必须和平，这就是皇太极的真实想法。
　　袁崇焕也并非善类，对于这次谈判，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做出了充分的解释：　　&ldquo;奴死
之耗，与奴子情形，我已备得，尚复何求？
&rdquo;　　这句话的意思是，努尔哈赤的死讯，他儿子的情况，我都知道了，还有什么要求呢？
　　谈来谈去，就谈出了这么个玩意。
　　谈判还是继续，到第二年（天启七年）正月，皇太极又派人来了。
　　可这人明显不上道，谈判书上还附了一篇文章&mdash;&mdash;当年他爹写的七大恨。
　　但你要说皇太极有多恨，似乎也说不上，因为，就在七大恨后面，他还列上了谈判的条件，比如
金银财宝，比如土地等等。
　　也就是想多要点东西嘛，辛苦。
　　袁崇焕是很幽默的，他在回信中，很有耐心地逐条批驳了努尔哈赤的著作，同时表示，拒绝你的
一切要求。
这意思是，虽然你爸憋屈死了，我表示同情，但谈归谈，死人我也不买账。
　　过了一月，皇太极又来信了，这哥们明显是玩上瘾了，他竟把袁崇焕批驳七大恨的理由，又逐条
批驳了一次，当然正事他也没忘了谈，这次他的胃口小了点，要的东西也减了半。
　　文字游戏玩玩是可以的，但具体工作还要干，在这一点上，皇太极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就在给
袁崇焕送信的同时，他发动了新的进攻，目标是朝鲜。
　　天启七年（1627）正月初八，阿敏出兵朝鲜，朝军的表现相当稳定，依然是一如以往地不经打，
一个月后平壤就失陷了，再过一个月，朝鲜国王就签了结盟书，表示愿意服从后金。
　　朝鲜失陷，明朝是不高兴的，但不高兴也没办法，今天不同往日了，家里比较困难，实在没法拉
兄弟一把，失陷，就失陷了吧。
　　一边谈判，一边干这种事，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在来往的文书中，袁崇焕愤怒地谴责了对方的行
径，痛斥皇太极没有谈判的诚意。
　　话这么说，袁崇焕也没闲着，他也很忙，忙着砌砖头。
　　自打宁远之战结束后，他就开始修墙了，打坏的重砌，没坏的加固，他还把几万民工直接拉到锦
州，抢工期抓进度，短短几个月，锦州再度成为坚城。
　　此外，他还重新占领了之前放弃的大凌河、前屯、中后所、中右所，修筑堡垒，全面恢复关宁防
线。
　　光修墙是不够的，为把皇太极彻底恶心死，他大量召集农民，只要来人就分地，一文钱都不要，
白送，开始大规模屯田，积累军粮。
　　一边谈判，一边干这种事，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在来往的文书中，皇太极愤怒地谴责了对方的行
径，痛斥袁崇焕没有谈判的诚意。
　　到了天启七年（1627）五月，老头子的身后事办完了，朝鲜打下来了，锦州修起来了，防线都恢
复了，屯田差不多了，双方都满意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朝那些事儿（柒）：大结局>>

　　打吧。
　　天启七年（1627）五月六日，皇太极率六万大军，自沈阳出发，进攻锦州，&ldquo;宁锦大
战&rdquo;就此揭开序幕。
　　此时出战，并非皇太极的本意，老头子才挂了几个月，遗产分割、追悼会刚刚搞完，朝鲜又打了
仗，实在不是进攻的好时候，但没办法，不打不行&mdash;&mdash;家里闹灾荒了。
　　天启七年，辽东受了天灾，袁崇焕和皇太极都遭了灾，紧缺粮食。
　　为解决粮食问题，袁崇焕决定，去关内调粮，补充军需。
　　为解决粮食问题，皇太极决定，去关内抢粮，补充军需。
　　没办法，吃不上饭啊，又没处调粮食，眼看着要闹事，与其闹腾我不如闹你们，索性就带他们去
抢吧。
　　对于皇太极的这个打算，袁崇焕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他擦亮了大炮，备齐了炮弹，静静等待着
后金抢粮队到来。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顺风顺水，官也升了，权也大了，声势如日中天，威信很高，属下十分服气
。
　　不服气的人也是有的，比如满桂。
　　其实满桂和袁崇焕的关系是不错的，他之所以不服气，是因为另一个人&mdash;&mdash;赵率教。
　　在宁远之战时，赵率教驻守前屯，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满桂感觉要撑不住了，就派人给赵率教传
令，让他赶紧派人增援。
　　可赵率教不去。
　　因为你吃不消，我也吃不消，一共这么多人，你的兵比我还多，谁增援谁？
　　所以不去。
　　当时情况危急，满桂倒也没有计较，仗打完了，想起这茬了，回头要跟赵率教算帐。
　　于是袁崇焕出场了，现在他是辽东巡抚，遇到这种事情，自然是要和稀泥的。
　　可他没有想到，这把稀泥非但没有和成，还把自己给和进去了。
　　因为满桂根本不买账，非但不肯了事，还把袁崇焕拉下了水，说他拉偏架。
　　原因在于，宁远之战前，满桂是宁远总兵，袁崇焕，是宁前道。
满桂的级别比袁崇焕高，但根据以文制武惯例，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桂。
　　战后，满桂升到了右都督，袁崇焕升到兵部侍郎兼辽东巡抚，按级别，袁崇焕依然不如满桂，但
论地位，他依然比满桂高。
　　这就相当麻烦了，要知道，满桂光打仗就打了二三十年，他砍人头攒钱（一个五十两）的时候，
袁举人还在考进士，且他级别一直比袁崇焕高，现在又是一品武官，你个三品文官，我服从管理就不
错了，瞎搅和什么？
　　外加他又是蒙古人，为人比较直爽，毫不虚伪，说打，操家伙就上，至于袁崇焕，他本人曾自我
介绍过：&ldquo;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个将首！
&rdquo;　　于是来来往往，火花四射，袁崇焕随即表示，满桂才堪大用，希望朝廷加以重用（随你怎
么用，不要在这儿用）。
　　满桂气得不行，又干不过袁崇焕（巡抚有实权），就告到了袁崇焕的上司，新任辽东督师王之臣
那里。
　　王之臣也是文官，所以也和稀泥，表示满桂也是个人才，你们都消停吧，都在关外为国效力。
　　按说和稀泥也就行了，但王督师似乎不甘寂寞，顺道还训袁崇焕几句，于是袁大人也火了，当即
上书表示自己很累，要退休（乞休）。
　　王督师顿时火冒三丈，也上了奏疏，说自己要引退（引避）。
　　问题闹大了，朝廷亲自出马，使出了杀手锏&mdash;&mdash;还是和稀泥。
　　但朝廷毕竟是朝廷，这把稀泥的质量十分之高。
　　先是下了封文书，给两人上了堂历史课，说此前经抚不和（指熊廷弼和王化贞），丢掉很多地方
，你们要吸取教训，不要再闹了。
你们两个都是人才，都不要走，但为防你们两个在一起会互相死磕，特划定范围，王之臣管关内，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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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焕管关外，有功一起赏，有黑锅也一起背，舒坦了吧！
　　命令下来后，袁崇焕和王之臣都相当识趣，当即做出反应，表示愿意留任，并且同意满桂留任，
继续共同工作。
　　不久之后，袁崇焕任命满桂镇守山海关，风波就此平息&mdash;&mdash;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
　　然而这件小事，最终也影响了他的命运。
　　但不管有什么后遗症，至少在当时，形势是很好的，一片大好，　　满桂守山海关，袁崇焕守宁
远、锦州，所有的堡垒都已修复完毕，所有的城墙都已加固，弹药充足，粮草齐备，剩下的只有一件
事&mdash;&mdash;张开怀抱等你。
　　五月十一日，皇太极一头扎进了怀抱。
　　他的六万大军分为三路，中路由他亲率，左路指挥莽古尔泰，右路指挥代善、阿敏，于同日在锦
州城下会师，完成合围。
　　消息传到宁远城的时候，袁崇焕慌张了。
他虽然做好了准备，预料到了进攻，却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快。
　　赵率教的策略　　锦州城的守将是赵率教。
　　袁崇焕尚且没有准备，赵率教就不用说了，看城下黑压压一片，实在有点心虚，思考片刻后，他
镇定下来，派两个人爬出城墙（不能开门），去找皇太极谈判。
　　这两个人的到来把皇太极彻底搞迷糊了，老子兵都到城下了，你要么就打，要么投降，谈什么判
？
　　但愿意谈判，也不是坏事，他随即写了封回信，希望赵率教早日出城投降，奔向光明。
　　使者拿着书信回去了，皇太极就此开始了等待，下午没信，晚上没信，到了第二天，还是没信。
　　于是他向城头瞭望，看到明军在抢修防御工事。
　　这场战役中，赵率教是比较无辜的，其实他压根就不是锦州守将，只不过是恰好呆在那里，等守
将到任，就该走人了，没想到皇太极来得太突然，没来得及走，被围在锦州了。
四下一打量，官最大的也就是自己了，无可奈何，锦州守将赵率教就此出场。
　　但细一分析，问题来了，辽东兵力总共有十多万，山海关有五万人，宁远有四万人，锦州只有一
两万，兵力不足且不说，连出门求援的人都还没到宁远，怎么能开打呢？
　　所以他决定，派人出城谈判，跟皇太极玩太极。
　　皇太极果然名不副实，对太极一窍不通，白等了一天，到五月十三日，想明白了，攻城。
　　六万后金军集结完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军旗招展，人山人海，等待着皇太极的指令。
　　皇太极沉默片刻，终于下达了指令：停止进攻。
　　皇太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汉，好汉是不吃眼前亏的。
　　面对着城头黑洞洞的大炮，他决定，暂不进攻&mdash;&mdash;谈判。
　　他主动派出使者，要求城内守军投降，第一次没人理他，第二次也没人理，到第三批使者的时候
，赵率教估计是烦得不行，就站到城头，对准下面一声大吼：　　&ldquo;要打就打，光说不顶用！
（可攻不可说也）&rdquo;　　皇太极知道，忽悠是不行了，只能硬拼，后金军随即蜂拥而上，攻击城
池。
　　但宁远战役的后遗症实在太过严重，后金军看见大炮就眼晕，没敢玩命，冲了几次就退了，任上
级骂遍三代亲属，就是不动。
　　皇太极急了，于是他坐了下来，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送到城门口，被射死了，又写一封，再让
人去送，没人送。
　　无奈之下，他派人把这封劝降信射进了城里，毫无回音。
　　傻子都明白，你压根就攻不下来，你攻不下来，我干嘛投降？
　　但皇太极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他又派了几批使者到锦州城谈判，皇天不负有心人，终
于有了回应，守军说，你要谈判，使者是不算数的，必须派使臣来，才算正规。
　　皇太极欣喜若狂，连忙选了两个人，准备进城谈判。
　　可是这两位仁兄走到门口，原本说好开门的，偏偏不开，向上喊话，又没人答应，总而言之无人
理会，只好打转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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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太极很愤怒，因为他被人涮了，但问题是，涮了他，他也没办法。
　　皇太极度过了失望的一天，而即将到来的第二天，却会让他绝望。
　　清晨，正当皇太极准备动员军队攻城的时候，城内的使者来了，不但来了，还解释了昨天没开门
的原因：不是我们不热情，实在天色太晚，不方便开门，您多见谅，今天白天再派人来，我们一定接
待。
　　皇太极很高兴，又派出了使臣，可是到了城下，明军依然不给开门。
　　这批使臣还比较负责，赖在城下就不走了，于是过了一会，赵率教又出来喊了一嗓子：　
　&ldquo;你们退兵吧，我大明给赏钱！
（自有赏）&rdquo;　　就在皇太极被弄得几乎精神失常，气急败坏的时候，城内突然又派出了使者，
表示谈可以，但不能到城里，愿意到皇太极的大营去谈判。
　　差点被整疯的皇太极接待了使者，并且写下了一封十分有趣的书信。
　　这封书信并不是劝降信，而是挑战信，他在信中表示，你们龟缩在城里，不是好汉，有种就出来
打，你们出一千人，我这里只出十个人，谁打赢了，谁就算胜。
你要是敢，咱们就打，要是不敢，就献出城内的所有财物，我就退兵。
　　所谓一千人打不过十个人，比如一千个手无寸铁的傻子打不过十个拿机枪的特种兵，一千个平民
打不过十个超人，都是很可能的。
　　在这点上，皇太极体现出游牧民族的狡猾，联系到他爹喜欢玩阴的，这个提议的真正目的，不过
是引明军出战。
　　但书信送入城后，却迟迟没有反应，连平时出来吼一嗓子的赵率教也没有踪影，无人搭理。
　　究其原因，还是招数太低级，这种摆明从三国演义上抄来的所谓激将法（三国演义是后金将领的
标准兵书，人手一本），只有在三国演义上才能用。
　　皇太极崩溃了，要么就打，要么就谈，要谈又不给开门，送信你又不回，你他娘到底想怎么样？
　　其实赵率教是有苦衷的，他本不想耍皇太极玩，可是无奈，谁让你来这么早，搞得老子也走不掉
，投降又说不过去，只好等援兵了，可是空等实在不太像话，闲来无事谈谈判，当作消遣仅此而已。
　　正月十六日，消遣结束，因为就在这一天，援兵到达锦州。
　　得到锦州被围的消息后，袁崇焕十分焦急，他随即调派兵力，由满桂率领，前往锦州会战。
援军的数量很少，只有一万人。
　　六年前，在辽阳战役中，守将袁应泰以五万明军，列队城外，与数量少于自己的后金军决战，结
果一塌糊涂，连自己都搭了进去。
　　六年后，满桂带一万人，去锦州打六万后金军。
　　他毫无畏惧，因为他所率领的，是辽东最为精锐的部队&mdash;&mdash;关宁铁骑。
　　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这支由辽人为主的骑兵训练有素，并配备精良的多管火器，作战极为勇猛
，具有极强的冲击力，成为明末最强悍的武装力量。
　　在满桂带领下，关宁铁骑日夜兼程，于十六日抵达塔山附近的笊篱山。
　　按照战前的部署，援军应赶到锦州附近，判明形势发动突袭，击破包围。
　　然而这个构想被无情地打破了，因为就在那天，一位后金将领正在笊篱山巡视&mdash;&mdash;莽
古尔泰。
　　这次偶遇完全打乱了双方的计划，片刻惊讶后，满桂率先发动冲锋。
　　后金军毫无提防，前锋被击溃，莽古尔泰虽说很憨厚，打仗还算凑合，很快反应过来，倚仗人多
，发动了反击，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不打了。
　　因为大家都很忙，莽古尔泰来巡视，差不多也该回去了，满桂来解围，但按目前形势，自己没被
围进去就算不错，所以在短暂接触后，双方撤退，各回各家。
　　几乎就在满桂受挫的同一时刻，袁崇焕使出了新的招数。
　　他写好了一封信，并派人秘密送往锦州城，交给赵率教。
　　然而不幸的是，这封信被后金军半路截获，并送到了皇太极的手中。
　　信的内容，让皇太极极为震惊：　　&ldquo;锦州被围，但我已调集水师援军以及山海关、宣府等
地军队，全部至宁远集结，蒙古援军也即将到来，合计七万余人，耐心等待，必可里应外合，击破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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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rdquo;　　至此，皇太极终于知道了袁崇焕的战略，确切地说，是诡计。
　　锦州被围，援军就这么多，所以只能忽悠，但辽东总共就这么多人，大家心知肚明，所以忽悠必
须从外地着手，什么宣府兵、蒙古兵等等，你说多少就多少，在这点上，袁崇焕干得相当好，因为皇
太极信了。
　　五月十七日，他更改了部署。
　　三分之一的后金军撤除包围，在外城驻防，因为据&ldquo;可靠情报&rdquo;，来自全国四面八方
（蒙古、宣府等）的援军，过几天就到。
　　六万人都没戏，剩下这四万就可以休息了，在明军的大炮面前，后金军除了尸体，没有任何收获
。
　　第二天，皇太极再次停止了进攻。
　　他又写了封信，用箭射入锦州，再次劝降。
　　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我也无语，明知不可能的事，还要几次三番去做，且乐此不疲，到底什么心
态，实在难以理解。
　　估计城内的赵率教也被他搞烦了，原本还出来骂几嗓子，现在也不动弹了，连忽悠都懒得忽悠他
。
　　五月十九日，皇太极确信，自己上当了。
　　很明显，除了三天前和莽古尔泰交战的那拨人外，再也没有任何援兵。
　　但问题是，锦州还是攻不下来，即使皇太极写信写到手软，射箭射到眼花，还是攻不下来。
　　这样的失败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皇太极决定，改变计划，攻击第二目标。
　　但在此之前，他打算再试一次。
　　五月二十日，后金军发动了最后的猛攻。
　　在这几天里，日程是大致相同的，进攻，大炮，点火，轰隆，死人，撤走，抬尸体，火化，再进
攻，再大炮，再点火，再轰隆，再死人，以此类推。
　　五月二十五日，皇太极再也无法忍受，使出最后的杀手锏&mdash;&mdash;撤退。
　　但他的撤退相当有特点，因为他撤退的方向，不是向后，而是向前。
　　他决定越过锦州，前往宁远，因为宁远，就是他的第二攻击目标。
　　经过审慎的思考，皇太极正确地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条严密的防线，锦州不过是这条防线
上的一点。
　　所有的防线，都有核心，要彻底攻破它，必须找到这个核心&mdash;&mdash;宁远。
　　只要攻破宁远，就能彻底切断锦州与关内的联系，明军将永远地失去辽东　　皇太极决定孤注一
掷，派遣少量兵力监视锦州，率大队人马直扑宁远，他坚信，自己将在那里迎来辉煌的胜利。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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