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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NO！
我不是大清正史》的第一部。

　　●◆书中的人物，无论是大英雄熊廷弼、袁崇焕、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抑或是大汉奸吴三桂
，不论是具有悲剧性格的崇祯皇帝，还是雄猜强悍的多尔衮，都一改往日严肃、刻板的面目，泼皮似
的调侃使其人物形象陡然生动起来。
虽然书中屡次描写烽火连天、千军万马厮杀的惨烈场面，然而不动声色冷幽默的叙述方式，却让读者
在爆笑、狂笑、讪笑、奸笑、淫笑、狞笑之余倍感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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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老北京人，对北京的民俗风情很了解。
他的字里行间，充满“京味儿”的语言，语言往往为文章增色添彩。

　　十多年多，走南闯北，见识广泛，文笔精炼，作者以极尽调侃的态度向读者娓娓讲述清朝崛起和
明朝灭亡的那段历史。
虽然嬉笑怒骂，但却谑而不虐，看似散漫随意，实则用心良苦，看似如小说家言，实则以信史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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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 复杂关系　　嘉靖三十二年出了两件事。
　　第一个是倭寇进犯。
　　&ldquo;倭寇&rdquo;这个名儿是以前叫的，现在都改叫&ldquo;鬼子&rdquo;了。
　　&ldquo;小鬼子&rdquo;从这一次开始还来过好几回，基本没干啥好事。
具体情况大家应该都了解，我就不在这儿啰唆了，哪位实在不清楚，可以把电视打开，随便换俩台，
总有一个是说鬼子的事儿的。
　　咱们主要说说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是在关外有个孩子出生了，他就是努尔哈赤，本书的第一个主角儿。
　　说起来努尔哈赤那是相当不一般的，出生的时候也是异象不断，不过这种事我估计都不太靠谱，
属于封建迷信一类，咱们先放一放。
　　先说他的家世，努尔哈赤的爷爷，爷爷的爸爸&hellip;&hellip;是建州左卫指挥使，他外公，他外公
的爸爸&hellip;&hellip;是建州右卫指挥使。
这就牛了，典型的官二代。
　　如果追溯到努尔哈赤他家几辈人之前，那太遥远了，我没耐心说，你也没耐心听。
所以我挑了个&ldquo;年代&rdquo;近点的作为我们这本书的起点。
　　努尔哈赤的爷爷叫觉昌安。
　　老觉这个人混的比较惨，虽说是建州左卫的指挥使，但手底下其实没几个人，地盘又小，当时的
女真部落很多，就他这点势力随时都有可能被人干掉。
　　所以他想找个靠山。
　　当时在女真里能称得上老大的首选就是建州右卫的指挥使王杲。
　　所以说人跟人不能比，真要较真儿那能把你气死，都是指挥使，但人家王杲明显财雄势大，在女
真各部落里说一不二，走路都跟螃蟹似的，横着走。
　　要想巴结上王杲不下点本钱估计是肯定不行的。
可老觉不是太富裕，真要让他拉几车银子去，估计一家人就得喝西北风。
　　得了，随便带点啥是个意思吧，反正人家也不缺咱这点儿东西。
　　王杲这人还不错，本来就跟觉昌安有点亲戚关系，一看人家大老远来了，虽说没带啥值钱的礼物
但也算&ldquo;千里送鹅毛，礼轻情谊重&rdquo;。
所以很客气，不但没给脸色看，还好吃好喝的招待。
　　觉昌安一看这么个情况，心说：有门啊，钱咱是没有，但好在咱有人，儿子特多。
　　于是觉昌安就和王杲商量：　　&ldquo;你看，我这次来也没带啥好东西，空着手就来了。
但兄弟你真仗义，我特感动，这样吧，我想和你结个亲，我儿子多，你闺女多，你挑一个当女婿吧！
&rdquo;　　王杲就有点犹豫，觉得你来投靠我，我这啥也没得着你的，倒先搭个闺女。
　　老觉那也是聪明人，一看就明白。
马上就说：　　&ldquo;你儿子阿台不是也没结婚呢吗？
我女儿都嫁光了，但我还有个孙女，我看他俩挺合适。
&rdquo;　　王杲笑了。
　　&ldquo;这合适吗？
&rdquo;　　&ldquo;合适合适，绝对合适。
&rdquo;　　王杲的女儿就嫁的是努尔哈赤他爹。
　　努尔哈赤的堂姐就嫁给了他舅舅阿台。
　　每次到这我都在想一个问题，努尔哈赤是怎样称呼阿台的呢？
　　叫舅舅没错，叫姐夫也对。
　　不过当时这种事很多，为了几百头羊，儿子娶妈的也不是没有，他们家这关系就算比较文明的了
。
　　◎ 一个牛人　　王杲在辽东这块是比较牛的人了，但最牛的还不是他。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NO!我不是大清正史>>

　　第一牛人应该是当时明朝的辽东总兵李成梁。
　　李成梁这个人很传奇。
　　首先身世就传奇，因为到现在也没确定他是哪的人。
　　明史上说他祖上是朝鲜人，后来归了明朝，在比较大的城市铁岭当指挥佥事。
　　也有说他是蒙古人，女真人&hellip;&hellip;　　估计老李自己也不太清楚，所以一直也没辟谣，谁
爱说啥说啥，反正是地球儿人。
　　李成梁是将门出身，但他的前半辈子和同样是军队子弟的戚继光比，那真是天壤之别。
人家戚继光十七岁就继承了老爹的职务，当上指挥使了。
李成梁混到四十岁还在家里蹲着，倒不是他不上进，他爸爸也给他挣了世袭的职位。
　　但问题是当这个官要先到北京报到，起码让吏部兵部的老爷见见人。
怎么说人家也是为国选材，连人都没见就派你当军官？
你要是个小儿麻痹，打起仗来想跑都跑不了，对你本人也不负责嘛！
　　但李成梁去不了，原因比较雷人。
　　穷。
　　当时李成梁他们家就在铁岭。
我算了一下，从铁岭到北京，坐火车大概九个来小时，距离不到八百公里。
　　李成梁他家怎么说也是个中高级军官。
一千多里地的路费，就算从他20岁开始凑起，凑到40岁怎么可能还没凑齐？
　　见过穷的，没见过这么穷的！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当时京城里的官员的心声。
　　他们家穷的名声，能从铁岭传到北京。
这真是穷出档次，穷出品位了。
　　后来辽东的巡按御使实在看不下去了，资助了李成梁同学（在这之前他的身份一直是生员）几两
银子，这才顺利到达北京，继承了老爹留下来的职位，当了铁岭卫指挥佥事。
　　虽说过程有点曲折，但总算是有个好结果。
　　估计前几十年在家没事干，光看兵书了，李成梁是厚积薄发。
　　当时明朝边境主要是和蒙古人冲突。
　　大家打了快两百年了，今天你抢我，明天我砍你。
　　抢完砍完，回家洗洗睡觉。
谁也不能把谁彻底办挺。
　　老李不一样，在家憋到四十好几，头发都有白的了，好不容易有个建功立业的机会，再不加把劲
这辈子不就忽悠过去了？
　　蒙古人的好日子到头儿了。
　　当时辽东这一块最嚣张的蒙古部落是插汉部，老大名叫土蛮。
其实人家也不叫这个，正经官名儿叫图们札&middot;萨克图汗。
　　土蛮这名字是明朝官员给取的，估计是嫌他本人这名字太长，过去也没电脑，都是毛笔一笔一画
地写，这兄弟又比较会找事，明朝官员天天写战报，实在不耐烦，干脆我给你起个名得了。
　　叫啥呢？
　　这蒙古老大比较土，又比较野蛮，就叫土蛮吧！
　　这个土蛮也是一猛人，李成梁没来之前他经常带着一帮人到明朝这边搞&ldquo;抢劫自助
游&rdquo;，抢了就跑，跑了过几天又来抢，搞得当时的辽东总兵生不如死。
　　但老李一来，土蛮的幸福时光便一去不复返。
　　具体战斗过程比较复杂，就不展开了。
　　简单说吧，这位土蛮兄弟基本算是李成梁的贵人，老李从指挥佥事一路高升，一直升到辽东总兵
，基本上都是靠打他。
　　这就让李成梁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敌人是要收拾，但不能一下全收拾了；都死干净了，天下就
太平了，天下太平了就没自己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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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李的战略是又打又拉，不听话就收拾你，但也不把你赶绝了，打服就行，适当还得给点好
处。
　　这个方针路线李成梁在自己的军事生涯中是一直贯彻的。
　　当时和李成梁一起守卫大明北面边境的还有一个人。
　　戚继光。
　　戚继光的战略刚好和李成梁相反。
　　不管是谁，只要敢来我这，一律大刀加火炮，还要好处？
门儿都没有啊！
　　鉴于老戚做事太绝，各位部落老大一合计，还是李总兵那好混，大家就都不来戚继光这边了，全
往李成梁那边跑。
　　戚继光镇守的蓟镇安静了，史曰：&ldquo;十数年不见烽火&rdquo;。
　　戚继光也安静了。
既然敌人都没了，你戚继光再牛也没用。
　　慢慢地他就被忽视了，遗忘了。
　　反观李成梁这边，那真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
　　年年打仗，年年立功，年年升官，威风八面，天下闻名。
　　连后来清朝人修的《明史》都要拍马屁&mdash;&mdash;　　&ldquo;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
也&rdquo;。
　　从个人角度来讲，李成梁没错；从国家民族角度来讲，戚继光是对的。
　　这恐怕也就是戚继光到今天仍然是正面典型，而对李成梁却数百年争论不休的原因。
　　人民群众的眼睛真是雪亮的。
　　当然，这都是身后事。
就眼前的情况来看，养寇自重这事虽说不太厚道，但考虑到形势发展都还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土蛮要
好，洋蛮也罢，翻不起大浪来，所以也还是可以原谅的。
　　但老李同志还是疏忽了一点：他活着的时候能掌控，他死了呢？
　　◎ 科幻武器　　蒙古基本被打服了，一个个看到李成梁就鞠躬。
　　但任我行前辈教导我们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
　　首先不服的就是王杲。
　　这两年李成梁光顾着跟蒙古人打来打去了，女真乘机发展壮大。
　　前面我们说了，王杲本来在女真各部落里就比较显眼，不找事李成梁都想收拾他，何况现在居然
还敢跳出来公开叫板。
　　啥也别说了，开打吧！
　　万历二年，王杲首先挑起战端，进犯辽阳、沈阳。
　　李成梁比较生气：我还没动手，你倒先打上门了，不给你点教训看来真不行了。
　　李成梁手下的辽东铁骑那可不是吃素的，人手一把三管火枪（三眼神铳）。
　　关于这个玩意非常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不然很多人都以为中国人除了会用火药造鞭炮以外不
会干别的。
　　三眼神铳在当时来说，那绝对是比较科幻的武器。
　　全枪长大概一米二，由纯铁打造，重约15斤，有三个枪管，以燧石击锤点火的方式发射。
　　如果你看到这，觉得也就一般，那我告诉你，科幻的在下面。
　　它的三个枪管可以旋转发射，一枪打完，另一个枪管自动转到击发位置，原理和今天的转轮手枪
一样，打起来都是连发，并且还有准星，平射距离可以达到50丈。
　　50丈是个什么概念？
大概等于今天的150米！
　　据我所知，今天我们看到的手枪，大部分的有效射程只有50米左右，个别强悍点的如&ldquo;沙漠
之鹰&rdquo;也就100米。
　　神铳的子弹也不是我们今天的子弹，是一种类似开花弹的玩意，一打就是一片，杀伤力极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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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你也穿你一身窟窿，抬下去光取子弹就把人取废了。
　　子弹打光了怎么办？
临时塞火药肯定来不及。
　　问的好。
这确实是个问题。
但本枪的发明者早已经想到了。
　　刚才说了，这神铳是纯铁打造的，并且枪管又短又粗，枪柄又长又细。
子弹打完了，不用变形，直接就可以当榔头用。
榔头啊，同志们，还是纯铁的，那个击打效果&hellip;&hellip;我不说了，各位自己想。
　　几百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用这东西上阵杀敌，今天想起来仍然佩服得五体投地。
　　本来武器装备这段到这就算完了，但有朋友问我，人家拎把锋利的马刀，难道斗不过你这铁榔头
？
　　这个武器发展史的问题，真是有点复杂，但为了避免有人跟我较劲儿，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
　　大家都知道，要说最锋利的刀，那日本的武士刀应该能排进前三名。
　　武士刀虽然在日本被捧成天上有地下无的神刀，但其实也并不是太神秘。
它的原形就是中国唐代的唐刀，在日本经过改良后被称为武士刀，也叫发刀，全称为平面碎段复体暗
光花纹刃。
说老实话，光这个名字我就念了好几遍才算通顺地说出来。
如果哪位想造一把玩玩儿，我劝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因为这种刀从前期制造组装，到后期维护保养
，复杂程度能把你折腾得生不如死。
我见过小作坊土造的手枪、长枪，就工艺水平来说基本都能造得比较靠谱，但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谁在家造武士刀的（日本的专业刀匠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种刀自然是不适合批量生产的，无法批量生产就无法装备部队，无法装备部队那对于国家武装
来说就没有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在唐代中国就放弃了唐刀研发的原因。
　　日本人把这技术学去后如获至宝，充分发挥死心眼精神，终于把武士刀造到了极致。
　　当然，就是在日本也不是谁都用得起，只有比较有钱的武士啥的才能弄一把，还要传家，老子死
了儿子接着用，除了有纪念意义外，恐怕没钱造第二把也是原因之一。
　　下面我们再谈一下快刀对榔头的战场效果。
　　我小时候听评书，从三国到隋唐，凡是驰骋疆场的大将，一般来说，不是拎俩大锤，就是扛把宣
花板斧。
拿把剑或马刀就上战场的，我就只听说过刘备刘皇叔。
不过人家老刘一般不动手，这种粗活都是关张赵马黄干了，他的剑就是个摆设。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在冷兵器时代的大兵团作战中，你手里的家伙锋利不锋利根本不重要，分量
才是王道。
特别是骑兵，冲击力的作用远远大过技巧。
　　马刀对榔头？
　　笑话，一榔头下去刀都不知道飞哪去了，捡回来估计都要回炉，早成锯条了。
　　看完上面，大家应该对李成梁手下这帮铁骑的战斗力有个基本认识了。
　　◎ 运气问题　　王杲跑到辽阳抢劫，李成梁根本就没理他。
　　倒不是老李怕他，主要是李成梁想了个比较黑的点子。
　　直接进攻王杲的老巢古勒寨！
　　你不是带人出去了吗？
那我就来抄你的底。
　　这招够损的。
本来人就不多，精锐又都出去打劫了，剩下的老弱病残哪儿是辽东铁骑的对手，三下五除二就被攻进
去了，光斩首就一千多，连王杲的家属都被俘虏了。
　　这群俘虏里有两个人，一个就是我们等待多时的主角努尔哈赤，另一个是他弟弟舒尔哈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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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尔哈赤之所以在古勒寨绝不是暑假没事来探亲，而是另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
　　他妈死了。
　　他妈就是王杲的女儿。
　　按说死了妈，确实让人同情，但悲痛一段时间也就算了，该咋过还咋过呗，毕竟爹还在嘛。
　　但问题是他爹马上又娶了一个。
　　于是他家上演了一幕后母虐待前妻儿子的悲剧，更不幸的是努尔哈赤和他弟弟就是男主角。
　　努尔哈赤当时也有十几岁了，半大小伙，个性又比较强，实在受不了后妈的虐待，一跺脚带上弟
弟跑到古勒寨投奔他姥爷。
　　要说人这运气不好啊，那真是没办法，到古勒寨没多久就碰上李成梁打过来，兄弟俩全当了俘虏
。
　　关于当俘虏这事儿正史里提也没提。
毕竟堂堂大清的开国皇帝被李成梁抓了俘虏也不是啥光彩的事。
　　野史上就说得挺多了，还有个故事。
　　据说努尔哈赤兄弟俩被俘以后，被李成梁留下当了杂役。
所谓杂役也就是端个茶倒个水的佣人。
　　有一天，舒尔哈齐不知道因为啥事惹火了李成梁，李成梁准备把他剁了。
　　努尔哈赤一看弟弟要掉脑袋，马上跪下求情，说：　　&ldquo;我弟弟不懂事，求李老爷把他当个
屁放了吧。
如果实在要杀，那就杀我好了，我愿意代弟弟死。
&rdquo;　　李成梁一看，这小孩可以啊，够仗义，不错。
　　&ldquo;起来吧，我都不杀了，今后跟着我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
&rdquo;　　从此以后李成梁很欣赏努尔哈赤。
　　这个故事很多人都说是扯淡，但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从李成梁后来的表现来看，对努尔
哈赤非常够意思，说特别照顾那一点也不过分。
　　就这样努尔哈赤在李成梁那儿干了四年伙计，十九岁的时候终于被放回了家。
　　四年时光，并没有白白浪费，努尔哈赤在李成梁那里学到了很多。
　　不过，现在还不是努尔哈赤上场的时候，他姥爷的事都没解决。
　　王杲最近过得很不好。
　　跑出去抢了回东西，没抢着啥值钱玩意，老窝倒先被李成梁抢了一回。
　　牛羊丢了无数，从老婆到外孙子全被人家一锅端了。
　　这生意做得太亏。
　　愤怒了，彻底愤怒了。
　　不反也要反了！
　　万历八年，王杲再次出兵。
　　以前还躲着点李成梁，这次不躲了，直接就是奔李成梁去的，拼了！
　　李成梁很高兴。
　　因为前几天万历皇帝刚刚表扬了他，说他在辽东干得不错，还特意下令给老李修个石碑，以表彰
他的功劳。
　　碑刚修好，正准备挽袖子再接再厉大干一场。
　　王杲来了。
　　这真是瞌睡送枕头啊！
类似王杲这种贵人，在李成梁的职业生涯中是比比皆是。
　　那就来吧。
　　开打。
　　事实证明，再愤怒没实力也是白搭。
　　一交手王杲的部队就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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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是兵败如山倒，拦都拦不住，基本上全军覆没，一共就跑回去一百来人。
　　王杲还算有两下子，起码跑得够快。
李成梁战前就向部下特意交代，要把王杲抓住，拉回北京给皇上看看，但王杲还是跑了。
　　跑回去是幸运还是不幸？
　　要我看还不如战死沙场来得痛快。
　　没抓住王杲，虽然有点遗憾，但不管怎么说还是打了大胜仗，就这么报上去，也很有面子了。
但李成梁是完美主义者。
　　于是他让秘书起草了个文告，发给各个部落首领，意思很简单：王杲是我李成梁的敌人，你们谁
也别想着收留他，发现他马上给我送过来，本人有赏。
　　这种文告今天有个专有名词：　　通缉令。
　　王杲就此开始了逃亡生活。
　　家是肯定回不去了，昔日的朋友也靠不住，到哪儿去呢？
　　王杲想起一个人。
这个人叫王台，以前就是自己的部将，他跟自己的关系那可是几十年的交情，血里来火里去，决不会
出卖自己。
　　对，就去投靠他吧！
　　王杲想得没错，当年这位王台兄弟和王杲确是生死之交，铁哥们儿，但他没算到一点。
　　人是会变的。
　　朋友如手足，但为了脑袋，手足也就顾不得了。
　　李成梁见到王杲的时候，差点产生错觉，以为王台给自己提前送端午的粽子来了。
　　这个被绑成特大号粽子的就是王杲。
　　还好王杲不是真的粽子，所以也不用考虑保质期，也不用冰箱，直接装笼子里就送京城了。
　　要说还是皇上做事儿利索。
这种战俘也不需要审，免费送了王杲一次北京一日游（游街），然后拉到西市剐了。
　　王杲死了，努尔哈赤他姥爷死了。
　　但事情还没完，因为努尔哈赤的舅舅兼姐夫还活着。
　　◎ &ldquo;阿台未擒&rdquo;　　李成梁做事的风格一般是斩草不除根，要给人家留点种子，一把
掐死了，自己打谁去啊！
　　但王杲这个事办得有点过，连个尸首都没给留。
　　所以李成梁心里也有点嘀咕。
不过既然已经这样了，干脆连他儿子阿台也一块收拾了吧，免得将来是祸害，所谓&ldquo;阿台未擒，
终为祸本&rdquo;！
　　万历十一年，李成梁出兵攻打古勒寨。
　　其实阿台早就收到风，知道李成梁不会放过自己。
所以他这几年啥也没干，一门心思在家搞装修，把个古勒寨修成了个大碉堡。
　　你李成梁不是牛吗？
辽东铁骑不是猛吗？
我不出去，有能耐你飞进来。
　　李成梁飞不进去，但也没闲着。
他指挥部队拼命攻城，但死活就没攻进去！
　　这就尴尬了，一代名将居然连个小寨子都攻不进去，这要传出去那还有面子吗？
　　但战马也没长翅膀儿，火枪打到一米多厚的城墙上连个印子都没有。
　　老李很上火，心情很不好。
　　就在这个时候，有个人要求见李成梁。
　　这人叫尼堪外兰，也是女真一个小部落的头，跟阿台关系一向不太好，具体原因不太清楚，可能
就是看他不顺眼。
这次李司令来收拾阿台，他很激动，自告奋勇给明朝大军当向导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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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堪外兰这个时候来见李成梁的意思呢，可能是想安慰老李几句，没想到点儿太背，正好赶上李
成梁心情不爽想骂人。
　　李成梁一见尼堪外兰，火就压不住了，劈头盖脸就是一通骂。
　　&ldquo;来的时候问你阿台的情况，你给我拍胸脯子保证，说他就是一堆狗屎，大军一到他肯定。
这下可好，打了好几天，死伤不少弟兄，连TM寨门儿也没摸着！
你忽悠我是不是？
！
我可告诉你，打不下来古勒寨，我也不能白跑一趟，反正回去报功是数人头，你的头他的头都一样！
你自己看着办吧！
&rdquo;　　尼堪外兰一看李成梁这架势，没准儿真能先把自己砍了，当时腿就哆嗦了，马上凑过去赔
小心：　　&ldquo;司令，你看这事闹的，我也没想到阿台这小子这么变态，把城墙当河堤修啊！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让弟兄们先撤回来，我亲自带人&hellip;&hellip;去做思想工作。
&rdquo;　　李成梁想了想，也实在没别的办法，死马也只能当活马医了。
　　其实尼堪外兰之所以敢说这样的话，也是有一定把握的，因为他那儿也来了两个人。
　　一个就是我们的熟人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
　　觉昌安之所以来这，倒不是给阿台落井下石的，但让他救阿台他也不干，他其实主要是想救阿台
的老婆。
我们都知道，阿台的老婆就是觉昌安的孙女，并且还是最喜欢的一个。
　　他在家里一听到李成梁把孙女围在古勒寨了，就有点急，马上就要起身去救。
但他的儿子们不答应，说老爷子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就别去了，我们派个人去就行了。
　　觉昌安估计也是年纪大脾气倔，非要亲自来。
　　儿子们开会一研究，去就去吧。
但老爷子一个人去实在不太放心，还是得跟个人一起去，谁去呢？
　　最后决定老四去。
因为明军的向导官尼堪外兰以前是老四手下的小弟，虽说现在人家翅膀硬了，但老领导的面子多少也
要给点。
　　老四叫塔克世，他就是另一个人。
本来这个人也不是啥重要角色，属于龙套级别，但他有个特殊身份&mdash;&mdash;努尔哈赤的爹。
　　◎ 大家都急　　尼堪外兰就带着这俩人到了城墙下头，抬头喊话：　　&ldquo;上面的听着，千
万别放箭，我们是来谈判的&hellip;&hellip;&rdquo;　　阿台其实也不太撑得住了，虽然暂时没危险，
但总这么被人围着打也不是个事。
　　现在听说和谈代表来了，马上就让进了城。
　　要说姜还是老的辣，还是觉昌安想得比较周到。
　　一来尼堪外兰是个外人，说起话来他站旁边不太方便。
　　二来阿台本来就和尼堪外兰有点不对，万一进去说戗了，没准当时就能把他砍了，那还谈个屁啊
。
　　所以进城的时候觉昌安就和尼堪外兰商量&mdash;&mdash;　　&ldquo;你就别进去了，我和塔克世
进去就行，你在外面等信儿吧。
&rdquo;　　尼堪外兰也不是傻子，本来就不想进，现在既然老爷子都提出来了，那正好借坡下驴。
　　&ldquo;那我就不进啦，我给您二位把门。
&rdquo;　　有时候，一件事想得太周到了也不一定就是好事。
　　尼堪外兰在城外守着，觉昌安和塔克世进去了。
　　进去就没出来。
　　咱们先说里面。
觉昌安进了城，见着阿台就开始做工作，从国际形势说起，一直说到亲戚关系。
但估计老觉口才不太行，说得口干舌燥，阿台完全没反应，既不说投降，也不说不投降，就这么干听
着，不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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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看觉昌安说得差不多了，来了句&mdash;&mdash;　　&ldquo;你们既然来了就先别走啦，在我
这儿住两天吧。
&rdquo;　　说完拍屁股走人，把这爷俩给晾那儿了。
　　觉昌安一看阿台是这么个态度，心里很着急，毕竟进来大半天了，怎么说也要给外头通个信，让
李成梁再宽限点时间。
他就想带着儿子先回去给报告一声。
可一走到门口才发现，回不去了！
门口早就被人把住了，这就算是被扣下了。
　　咱们再说城外头。
尼堪外兰还是比较仗义，还在城门口等着呢，但左等也没见出来，右等也没见出来，烟都抽了好几盒
，一点儿动静没有，那叫急啊。
　　正在这个时候李成梁派的人来了。
　　李成梁也急，吃了早饭就在中军等着尼堪外兰的回复，等到快吃晚饭了，也没等来。
　　于是他决定派个人到城门口看看。
　　这一看，看出问题来了。
　　派的这个位兄弟到了前面，一眼就看见尼堪外兰在城门洞子里跟傻子似的戳着呢，压根没进去啊
！
　　这兄弟也跟着急了，对着尼堪外兰就喊：　　&ldquo;司令让我来问问你这算怎么回事？
！
让你谈判来了，不是让你在这当电线杆子！
&rdquo;　　尼堪外兰一听，也顾不得老领导和老领导的爹还在城里呢，让手下人拿了个喇叭过来，放
开喉咙嚷上了：　　&ldquo;各位古勒的弟兄们！
我们是大明李司令的队伍！
现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打进去那是早晚的事！
你们赶快出来投降吧，只要放下武器，我保证李司令既往不咎，谁要是把阿台的脑袋弄下来，明军还
大大地有赏！
！
&rdquo;　　这就坏了。
　　古勒寨的士兵可能也早就不想打了。
事情明摆着，就这点实力要跟李成梁做对，那不是找死吗？
加上听尼堪外兰说阿台的脑袋能换钱，那还犹豫啥啊？
抽出刀来满世界追着阿台砍。
　　可怜阿台一条好汉，最后被自己人给杀了。
　　明军进了城，一点没客气，见人就砍。
　　什么？
投降？
还有赏？
　　谁给你说的你找谁去！
　　觉昌安和塔克世梳条辫子，那不用问了，肯定是阿台的人，杀了。
　　一个建州左卫都督，一个建州左卫指挥使，就这样全死在古勒寨。
　　等人都杀得差不多了，尼堪外兰才进城找老领导。
　　人倒是找着了，就是没脑袋。
　　这可不是小事，毕竟死的这两位也是大明封的官，赶紧给李成梁报告。
李成梁也觉得这个事儿办得不太地道。
但人已经死了，把头接上也活不了，弄两口好棺材送回家去吧！
　　◎ 一个谜　　我相信努尔哈赤见到爷爷、爸爸的尸体，是真的很悲痛。
据说努尔哈赤&ldquo;捶胸嚎泣&rdquo;，并且厉声质问明朝使者。

Page 1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NO!我不是大清正史>>

从其表现来看，基本丧失理智。
　　这使者倒也识趣，随你怎么骂，我就一句话：这是个误会。
　　努尔哈赤不能接受这个解释。
但不能接受也得接受，李成梁实在是惹不起。
　　说起来李司令也算很给努尔哈赤面子了，不仅给了他经济上的赔偿，还让努尔哈赤继承了他爷爷
的官当了建州左卫的都督。
暂时也就只能这样了。
　　但努尔哈赤咽不下这口气。
李成梁我惹不起，但你尼堪外兰跑不了！
没你小子喊那一嗓子，我爷爷、我爸爸能死吗？
！
　　这个仇非报不可，就收拾尼堪外兰！
　　报仇这事儿，说说挺容易，但真要想把仇报了，那有一定难度。
　　首先就要有实力。
努尔哈赤虽说现在是建州左卫的都督了，但手底下也没几个人，大部分主力（其实也就一两千）让他
爷爷带到古勒去了，觉昌安死了以后部属都被尼堪外兰招了安。
　　努尔哈赤吩咐一声&ldquo;集合，点名&rdquo;！
　　稀里哗啦来了五十多口子，其中三分之一是残废并且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
努尔哈赤挑了挑（其实也没啥挑的），一共挑出十三位。
　　清史上说努尔哈赤就是带着这十几位去的。
　　但我敢肯定事实不是这样的。
　　十三个兰博一人发把M16外加火箭筒，手榴弹全部配齐了，那倒还是有可能的。
　　十三个半业余的骑兵，一人拿把一年多没磨过的片刀，就想和上千人对砍？
你以为你是谁？
钢铁侠？
！
　　努尔哈赤肯定有外援，至于这个外援到底是怎样得到的，那说法很多。
有说是他一个叫额亦都的哥们儿带了百把人投奔他的，有说是他老婆把嫁妆卖了，换了钱让他招了百
八十人&hellip;&hellip;不管怎样吧，努尔哈赤带了百把人去找尼堪外兰算账。
　　百把人对上千人，人家还是守城，你是攻城，客观地讲基本上是自杀。
　　但奇迹出现了。
尼堪外兰听说努尔哈赤带了人找他算账，他既没有整顿军马，也没有修整工事，做了个任何人都想不
到的举动&mdash;&mdash;跑了。
　　对于尼堪外兰当时的心理活动我分析了很久，但始终没有想明白为什么。
　　他应该不是胆小。
当时的女真部落很多，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战场上对砍那应该是家常便饭，尼堪外兰能坐到图
伦城城主，应该也是真刀真枪拼回来的。
　　你要说他因为心存愧疚不愿意和努尔哈赤干仗，那也不对。
联想尼堪外兰从后到前的表现来看，基本不存在愧疚这个问题。
　　谜，千古之谜。
　　努尔哈赤第一次打仗，未失一兵一卒就胜利了，顺利占领图伦城。
　　至于占领之后的结果书上没说，但我们还是可以猜到，无非就是该拿的拿，该占的占，男女老少
统统带回家当奴隶，跟着一起去的弟兄们人人有份，皆大欢喜。
　　我这样猜是有证据的。
因为努尔哈赤撤了之后，尼堪外兰也没回图伦，一直住在嘉班城，可见图伦基本被老努拿了个干净，
回去也是白回。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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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带有老舍的&ldquo;京味&rdquo;小说的风格，原汁原味的风俗民情，告诉大家一个有趣，有意思
的清朝历史。
　　幽默诙谐，麻辣粗犷&mdash;&mdash;历史，就该给读者，带来欢声笑语！
　　封面采用潘通亮色，一目了然，出众显眼。
　　如果说悲剧比喜剧更经典，喜剧比悲剧更热卖。
　　那么我告诉你，《NO！
我不是大清正史》是一幕三百年的悲喜剧。
　　如果你想读一本诙谐小说，那你不能错过这本奇书。
　　你所熟悉的历史人物，在幽默诙谐、嬉笑怒骂之中，被作者还原成你身边的普通人。
　　如果你想读一本纯粹的史书，那你也一定不能错过这本奇书。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将在你面前粉墨登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连场演出，绝不迟到。
　　如果你想要诙谐、史书二合一，那我强烈建议你提前辞职，安顿好男（女）朋友，结清一切债务
，确保不会有人打扰你，再阅读《NO！
我不是大清正史》。
当然，如果你不擅长做饭的话，请保留楼下烧烤店老板的电话，否则你会发现阅读本书有减肥瘦身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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