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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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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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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亚马逊畅销书
大奖”等荣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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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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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二次摊牌　　烽火再起　　沈惟敬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毅然决然搞
起外交，且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义无反顾，实在让人费解。
　　一个混混，不远千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专程跑来插足国家大事，在我看来，这就是最纯粹
的掺和精神。
　　但既然是掺和，一般说来总是有动机的。
因为就算是混混，也得挣钱吃饭。
可由始至终，这位仁兄似乎除了混过几顿饭外，还没有狮子大开口的记录，也没怎么趁机捞过钱，所
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真想干点事的。
　　然而沈惟敬并不知道：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政治也是混，不过，绝不是他那个混法。
如果胡混一气，是要掉脑袋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七日，一个人的到来让沈惟敬明白了一个道理：说过的话，签过的
字，不是说赖就能赖的。
　　小西飞来了，根据日本和谈的会议精神，他作为日本的使者，前来兑现之前明朝的承诺。
　　沈惟敬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因为小西飞并没有参与他的密谋，而日方使者到来，必定有明
朝高级官员接待，到时双方一对质，事情穿帮，杀头打屁股之类的把戏是逃不了了。
　　人已经到京城了，杀人灭口没胆，逃跑没条件，就算冲出国门也没处去——日本、朝鲜也被他忽
悠了，要冲出亚洲，估计还得再等个几百年。
　　在沈惟敬看来，他这辈子就算是活到头了，除非奇迹出现。
　　奇迹出现了。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十九日，兵部尚书石星奉旨，与小西飞会谈。
　　在会谈中，石星提出了议和的三大条件——真正的条件：　　一、日本必须限期全部撤军回国。
　　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但不允许日本入贡。
　　三、日本必须盟誓，永不侵犯朝鲜。
　　然后他告诉小西飞，如果同意，就有和平，如果拒绝，就接着打。
　　出发之前，小西飞被告知，明朝已经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大条件，他此来是拿走明朝承认割让朝
鲜的文书，如果一切顺利，还要带走明朝的公主。
　　而现在他才知道，公主是没影的，割让朝鲜是没谱的，通商是没指望的。
日本唯一的选择，是从明朝皇帝那里领几件衣服和公章，然后收拾行李，滚出朝鲜，发誓永不回来。
　　小西飞已经彻底懵了，他终于明白，之前的一切全是虚幻，自己又被忽悠了。
　　然而接下来，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面对石星，小西飞说出了他的答复：同意。
　　所谓同意，代表的意思就是日本愿意无条件撤出朝鲜，不要公主，不要通商，不再提出任何要求
。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结论是，小西飞撒了谎。
　　而只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的确有撒谎的理由。
　　首先，他是小西行长的亲信，这件事又是小西行长负责，事情办到这个地步，消息传回日本，小
西行长注定是没好果子吃的。
　　其次，他毕竟是在明朝的地盘上，对方又是这个态度，如果再提出丰臣秀吉的“梦幻”七条，惹
火了对方，来个“两国交兵，先斩来使”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务之急，把事情忽悠过去，回家再说。
　　听到小西飞的回答，石星十分高兴，他急忙向明神宗上奏疏，报告这一外交的巨大胜利。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明神宗竟然不信！
　　要知道，这位皇帝虽然懒，却不笨，他得知此事后，当即表示叫来石星询问此事：如此之条件，
日本人怎么会轻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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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星本来脑袋就不大好使，这么一问，算是彻底糊涂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回答。
　　最后还是明神宗替他想出了办法：　　“明日，你在兵部再次询问日使，不得有误。
”　　之后还跟上一句：　　“赵志皋随你一同去！
”　　赵志皋，时任大学士，特意交代把他拉上，说明皇帝对石星的智商实在是缺乏信心。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二十日，第二次询问开始。
　　这次询问，明朝方面来了很多人，除了石星和赵志皋外，六部的许多官员都到场旁听。
　　在众目睽睽之下，石星向小西飞提出了八个问题，而小西飞也一反常态，对答如流，说明日本的
和平决心，听得在场观众频频点头。
　　经过商议，石星和赵志皋联合作出了结论：小西飞，是可以相信的。
　　　然而石星并不知道，小西飞之所以回答得如此顺畅，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折不扣
的胡扯。
　　具体说来，是想到哪说到哪，捡好听顺耳的讲，动不动就是“天朝神威”之类的标志性口号，反
正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虽然在场的官员大都饱读诗书，且不乏赵志皋之类的政治老油条，但毕竟当时条件有限，也没有
出国考察的名额，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
　　于是，大家都相信了。
　　凭借着在明朝的优异表现，小西飞跻身成功外交家的行列，成为了勘与沈惟敬相比的大忽悠。
　　但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虽然是后进之辈，在忽悠方面，小西飞却更进一步，将其发展到了一
个新的境界——除了忽悠别人，还忽悠自己。
　　事情是这样的，和谈结束后按照外交惯例，明朝官员准备送小西飞回国，然而这位仁兄却意犹未
尽，拿出了一份名单。
　　这份名单是丰臣秀吉授意，小西行长草拟的，上面列出了一些人名，大都是日军的将领，在出发
之前，他交给了小西飞，并嘱托他在时机成熟时交出去，作为明朝封官赏钱的依据。
　　事已至此，小西飞十分清楚，所谓和谈，纯粹就是胡说八道，能保住脑袋回去就不容易了，可这
位仁兄实在是异常执着，竟然还是把这份名单交给了明朝官员，并告诉他们：名单上的人都是日本的
忠义之士，希望明朝全部册封，不要遗漏。
　　明明知道是忽悠，竟然还要糊弄到底，可谓意志坚定，当然，也有某些现实理由——小西飞的名
字，也在那份名单上。
　　更为搞笑的是，在交出名单之前，根据小西行长之前的交代，小西飞还涂掉了两个名字，一个是
加藤清正，另一个是黑田长政。
　　之所以这么干，那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虽然同为丰臣秀吉的亲信，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黑
田长政的关系却很差，平时经常对骂，作战也不配合，小西行长对此二人恨之入骨。
　　据说后来这事捅出去之后，加藤清正气得跳脚：明知册封不了的名单，你都不列我的名字？
跟你拼了！
　　等到后来回了日本，这几位也不消停，继续打继续闹，最后在日本关原打了一仗，才算彻底了结
。
这都是日本内政，在此不予干涉。
　　综观整个谈判过程，从忽悠开始，以胡扯结束，经过开山祖师沈惟敬和后起之秀小西飞的不懈努
力，丰臣秀吉、明神宗一干人等都被绕了进去，并最终达成了协议，实在是可喜可贺。
　　而更值得夸奖的，是日本人的执着，特别是小西行长，明知和谈就是胡扯，册封就是做梦，仍然
坚持从名单上划掉了自己政敌的名字，其认真精神应予表扬。
　　虽然这是一件极其荒谬、极为可笑的事情，但至少到现在，并没有丝毫露馅的迹象，而且在双方
共同努力忽悠下，和平似乎已不再是个梦想。
　　这关终于过去了，沈惟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口气也就松了一个月。
　　明朝的办事效率明显比日本高得多，万历二十三年（1595）正月，明神宗便根据谈判的条款，对
日本下发了谕旨，并命临淮侯李宗城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带沈惟敬一同前往日本宣旨。
　　沈惟敬无可奈何，只得上路，可还没等到日本，就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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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出在明朝正使李宗城的身上，应该说，这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具体说来，就是胆小
。
　　此人虽然是世袭侯爵，但一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每天只想在家混吃等死，突然摊上这么个
出国的活，心里很不情愿，但不去又不行，只好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路。
　　就这么一路走，一路磨，到了朝鲜釜山，他才从一个知情人那里得知了谈判的内情，当即大惊失
色，汗如雨下。
　　其实这也没什么，反正没到日本，回头就是了，浪费点差旅费而已。
　　可这位兄弟胆子实在太小，竟然丢下印玺和国书，连夜就逃了。
　　消息传回北京，明神宗大怒，下令捉拿李宗城，并命令杨方亨接替正使，沈惟敬为副使，继续出
访日本。
　　于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杨方亨和什么都知道的沈惟敬，在经历这场风波后，终于在七月渡海，到
达日本。
　　对于他们的来访，丰臣秀吉十分高兴，他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决定，在日本最繁华的城市
大阪招待明朝的使者。
　　九月，双方第一次见面，气氛十分融洽，在这一天，杨方亨代表明神宗，将冠服、印玺等送给了
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异常兴奋，在他看来，明神宗送来这些东西，是表示对他的妥协，而他真正想要的东西
，也即将到手。
　　因为第二天，明朝的使者，就将宣布大明皇帝的诏书，在那封诏书上，自己的所有愿望都将得到
满足。
　　但沈惟敬很清楚，当明天来临，那封谕旨打开之时，一切都将结束。
事情已经无可挽回，除非日本人全都变成文盲，不识字（当时的日本官方文书，几乎全部使用汉字）
，或者⋯⋯奇迹再次出现。
　　想来想去，毫无办法，沈惟敬在辗转反侧中，度过了这个绝望的夜晚，迎来了第二天的早晨。
　　然而他并不知道，在那个夜晚，他并不是唯一无法入睡的人。
　　在获知明朝使者到来的消息后，小西行长慌了手脚。
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从小西飞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却没有去报告丰臣秀吉。
　　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
　　自和谈开始，丰臣秀吉就处于一种梦幻状态，总觉得人家欠他点什么，就该割地，就该和亲。
如果这个时候把他摇醒，告诉他：其实你被忽悠了，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也不打算跟你谈判。
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更为严重的是，这件事情是小西行长负责的，一旦出了事，背黑锅的都找不到。
　　那就忽悠吧，过一天是一天。
　　可现在明朝的使者已经来了，冠服也送了，诏书明天就读，无论如何是混不下去了。
　　为了自己的脑袋和前途，小西行长经过整夜的冥思苦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于是，在那个夜晚，他去找了一个人。
确切地说，是个和尚。
　　根据丰臣秀吉的习惯，但凡宣读重要文书，都要找僧人代劳，除了日本信佛的人多，和尚地位高
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和尚有文化，一般不说白字。
　　小西行长的目的很明确，他找到那位僧人，告诉他，如果明天你宣读文件时，发现与之前会谈条
件不同，或是会触怒丰臣秀吉的地方，一律跳过，不要读出来。
　　当然某些嘱托，比如要是你读了，我就怎么怎么你，那也是免不了的。
　　安排好一切后，小西行长无奈地回了家，闹到这个地步，只能过一天是一天了。
　　无论如何，把明天忽悠过去就好。
　　第二天，会议开始。
　　从参加人数和规模上说，这是一次空前，团结的大会。
因为除了丰臣秀吉和王公大臣，大小诸侯外，德川家康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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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丰臣秀吉的老对头，这位仁兄竟然也能到场，充分说明会务工作是积极的，到位的。
　　更为破天荒的是，丰臣秀吉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对明朝的尊重，竟然亲自穿上了明朝的服装，并强
迫手下全部换装参加会议（皆着明服相陪）。
　　然后他屏息静气，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依照程序，僧人缓慢地打开了那封诏书。
　　此刻，沈惟敬的神经已经绷到了顶点，他知道，奇迹不会再次发生。
　　小西行长也很慌张，虽然事先做过工作，心里有底，但难保丰臣秀吉兴奋之余，不会拿过来再读
一遍。
　　总而言之，大家都很紧张。
　　但最紧张的，却是那个和尚。
　　昨夜小西行长来找他，让他跳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事情不妙——要没问题，鬼才找你。
　　而在浏览诏书之后，他已然确定，捧在自己手上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火药桶。
　　全读吧，要被收拾；不读，不知什么时候被收拾。
　　激烈斗争之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开始读这封诏书。
　　随着诵读声不断回荡在会场里，与会人员的表情也开始急剧变化。
　　小西行长死死地盯着和尚，他终于确信，忽悠这一行，是有报应的。
　　而德川家康那一拨人，表情却相当轻松，毕竟看敌人出丑，感觉是相当不错的。
　　沈惟敬倒是比较平静，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最失态的，是丰臣秀吉。
　　这位仁兄开始还一言不发地认真听，越听脸色越难看，等到和尚读到封日本王这段时，终于忍不
住了。
　　他跳了起来，一把抢过诏书，摔在了地上，吐出了心中的怒火：　　“我想当王就当王（吾欲王
则王），还需要你们来封吗？
！
”　　被人当傻子，忽悠了那么久，发泄一下，可以理解。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先算帐。
　　第一个是沈惟敬，毕竟是外国人，丰臣秀吉还算够意思，训了他一顿，赶走了事。
　　第二个是小西行长，对这位亲信，自然是没什么客气讲的，手一挥，立马拉出去砍头。
　　好在小西同志平时人缘比较好，大家纷纷替他求饶，碍于情面，打了一顿后，也就放了。
　　除此二人外，参与忽悠的日方人员也都受到了惩处。
　　然后是宣战。
　　窝囊了这么久，不打一仗实在是说不过去。
所以这一次，他再次押上了重注。
　　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丰臣秀吉发布总动员令，组成八军：　　第一军：指挥官加藤清正
，一万人。
　　第二军：指挥官小西行长，一万四千人。
　　第三军：指挥官黑田长政，一万人。
　　第四军：锅岛植茂，一万两千人。
　　第五军：岛津义弘，一万人。
　　第六军：长宗我部元津，一万三千人。
　　第七军：蜂须贺家政，一万一千人。
　　第八军：毛利秀元，四万人。
　　基本都是老相识，就不一一介绍了。
　　以上人数共十二万，加上驻守釜山预备队，日军总兵力约为十四万人。
　　相对而言，在朝的明军总数比较精确，合计六千四百五十三人。
　　日军加紧准备之时，明朝正在搞清算。
　　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本来是带兵的，被派去和谈，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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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自己接班，临危受命跑到日本，刚好吃好住了几天，还没回过味来，对方又突然翻了脸，把自己扫
地出门，算是窝囊透了。
　　当然了，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也还不算迟钝，莫名其妙被人赶出来，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他还不大清楚，沈惟敬也不开口，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加上四处找人谈话，他终于明白，原来罪
魁祸首，就在自己身边。
　　水落石出，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开溜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也跑不出地球。
杨方亨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北京。
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下皇帝也火了，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找来找去，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当年也没什
么引渡手续，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关进了诏狱，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杀了。
　　沈惟敬这一生，是笔糊涂帐，说他胆小，单身敢闯日军大营；说他混事吹牛，丰臣秀吉经常请他
吃饭，说他误国，一没割地，二没赔款，还停了战。
　　无论如何，还是砍了。
　　从他的死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　　有些事不能随便混，有些事不能混。
　　倒霉的不只沈惟敬，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石星也未能幸免，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
气急败坏之余，写就奇文，摘录如下：　　“前兵部尚书石星，欺君误国，已至今日，好生可恶不忠
，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
”　　看这口气，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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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迄今为止唯一全本白话正说明朝大历史，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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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