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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广东文化犬省的发展目标，体现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广东未来发
展的战略思维和远见卓识。
人类文明的发展，有赖于先进文化的引领和支撑。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省是否强大，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而且取决于文化实力。
文化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为民族复兴、祖国统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发展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本途径。
经济发展之后，如果没有文化发展做后盾，不仅不会持久，而且难免滑向邪路，甚至导致社会的畸变
。
因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大省，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是非常正
确、非常及时的。
 建设文化大省任务艰巨，因为这项社会系统工程具有丰富的外延与内涵。
建设文化大省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作为先进的社会
主义文化的深厚根基。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屹立五千年，历经各种磨难，饱尝难以想象的艰辛
，战胜惊涛骇浪，创造了光辉灿烂、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就是因为我们有着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民族
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兴旺发达的巨大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内涵
。
 因此，在建设文化大省中，我们要有博大的胸怀、开放的视野、远大的目光，充分发掘、继承和弘扬
我们伟大的民族所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
 广东地处南疆，北负五岭，南临大海，史称岭南。
岭南并非“南蛮” ，她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岭南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它与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等，
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绚丽画卷。
在中华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有岭南人树起的丰碑，如惠能开创的中国禅宗、陈献章开启的明
代心学、康有为和梁启超引领的近代维新思潮、孙中山开拓的走向民主共和的历史道路，等等。
 岭南文化在其历史发展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兼收并蓄、勇于开拓、大胆革新、求真务实的鲜明特色，
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奋发进取的岭南人。
 在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岭南文化中，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决定选取广东历史
文化名人作为研究介绍的对象，共同组织策划编写《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这里所说的“历史文化名人”，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领域或学科，曾经取得卓越的业绩，
或其思想具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具有相当高知名度的杰出人物。
历史发展客观必然性的存在，并不否定个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文化归根结底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因为物质生产是文化乃至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
同时，在岭南文化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知识分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众多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的创造性活动，促进了岭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我们研究宣传这些杰出的代表性人物，是为先进文化展示一种典范，使我们的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认识
先辈如何开拓历史，如何创造光辉灿烂的中华优秀文化，从而更加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
尊心和自豪感，努力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初步选定数十位历史人物作为“丛书”的传主，分期分批组织撰写和出版。
我们编写这套丛书，坚持实事求是、批判继承的原则，坚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坚
持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原则。
既讲求科学性和学术性，做到言必有据，并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又努力面向社会，面向大众，面向市
场，用通俗生动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片资料反映传主的生平与思想。
如上原则是“丛书”的共性，而“丛书”中的每本著作所特有的立意、结构、行文，则体现了作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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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创性劳动，这是每本书的个性。
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展示广东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提升广东的文化品位，培养广东人的
文化素质，为建设文化大省尽绵薄之力。
 （林雄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欧初系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前广州市委书记、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广州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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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明末著名的抵抗后金英雄。
《明末抗金英雄：袁崇焕》以袁崇焕的传奇一生为主线，叙述了他奇特的科考历程及在家乡的交游和
贡献，重点描述了他抗击后金的数次战役，突出了他在明末混乱政局的背景下，以天下为己任，独膺
抗金重任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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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国信 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出版过《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等书，在《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湾）》、《近代史研究》、《史林》、《史学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
篇。
 张素容 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曾在《清史研究》、《盐业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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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入京受考核 邵武任知县，时间匆匆而过，天启二年（1622），袁崇焕遵照朝廷的规定，奔赴
北京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此年他39岁，这次朝觐使袁崇焕命运发生了巨大改变。
 袁崇焕的主考官为监察御史侯恂，考核谈话时，袁崇焕把他在福建时对辽东前线情况的了解，以及与
老兵所谈辽边方略，毫不避讳地说出来，并且真切地表现了自己对辽东边防以及国家前途的忧心。
侯恂，河南商丘人，后官至户部尚书，是明末清流东林党成员之一，正是明末复社“四大公子”之一
、清初文学“三大家”之一、《桃花扇》男主人公侯方域的父亲。
侯恂可谓慧眼识英雄之人，不仅袁崇焕是他提拔的，此后的名将左良玉亦是他识中提拔的。
他想不到一个地处东南的县令竞对辽东边事有如此深刻的了解和识见，对他的军事才能大为赞赏。
恰好当时辽东边关急需人才，因此侯恂就想提拔袁崇焕从文官的知县转去从事与军事相关的工作。
 于是侯恂上疏天启皇帝，请求升袁崇焕，让其入兵部就职，疏称： 东北边防之重镇镇武大营已经全
部溃败，另一重镇广宁之存亡也在旦夕之间，若广宁不守，则山海关将受震撼，山海关不能巩固，则
京城将受动摇，现在应当紧急救援广宁，以保卫京城门户——山海关，从而保护京师。
保卫皇上，此事不可再有一刻之延缓。
目前，谣言不断，人心不稳，兵部亦当出示榜文，告谕军民不得轻信讹言而纷纷逃窜，在此风鹤惊惶
之时，更要镇定自若。
此混乱之时，多奸细丛杂，缉防之令更需加以申饬。
 平祸定乱，必须借助有谋之臣、勇猛之将⋯⋯现在朝觐之邵武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留用在兵
部供职。
 侯恂上疏后不久，袁崇焕即由七品知县升为六品兵部职方主事。
袁崇焕的命运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人生的舞台即将从远离京城的东南地区转移到烽火弥漫的辽
东战场，其英雄人牛即将开始。
 正如侯恂所言，袁崇焕在天启二年会被提拔，完全取决于当时的辽东局势。
此时，辽东形势较之于袁崇焕高中进士的万历四十七年，即明军萨尔浒大败之时，已是越来越严峻，
大有不可收拾之势了。
 万历四十七年（1619），努尔哈赤率后金军取得萨尔浒之战的决定性胜利，随后更加大规模地对明军
发动进攻。
明王朝则在杨镐全军覆灭后，派出熊廷弼出镇辽东，任辽东经略。
熊廷弼，万历二十五年（1597）乡试第一，次年即中进士。
是有明一代文人出身中具有卓著声名的将领之一，常与袁崇焕、孙承宗并称明末三大将领，也是明末
战事中一个悲歌式的英雄人物。
史称他身长七尺，为一魁梧猛汉，甚至双臂能左右开弓，不仅胆识过人，还熟谙军事。
熊廷弼在辽东防守上，避开了后金善于野战的优势，采取坚守城池的战略，边境数年平安稳定。
但是他出任辽东经略之时，正是明朝万历帝驾崩，光宗继位不到一月又驾崩。
天启帝继位之时，满朝文武卷入了“红丸”“移宫”案中，宦官魏忠贤乘机擅权，结成庞大阉党，并
以莫须有罪名将不愿归附阉党的熊廷弼撤职，而以辽东巡抚袁应泰取而代之。
袁应泰，亦是进士出身，是有明一代著名的水利专家，却极不熟悉军事，后金见强大的对手熊廷弼被
罢离去。
遂引兵进犯。
 泰昌元年（1620），后金军队攻下开原、铁岭。
开原、辽阳、广宁被视为明代东北三大军事重镇。
本来，开原城东西北三面均面临女真和兀良哈蒙古，为东北最北边的要地。
开原失陷，明军只有退缩辽阳、沈阳两座孤城。
努尔哈赤攻陷开原后，命令军马就地放牧，待马肥之后继续出兵。
八月二十二日，后金收复女真最后一支部落叶赫，统一了女真各族，解除了后颐之忧，势力更为强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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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启元年（1621）三月初十日，努尔哈赤带领精兵数万从萨尔浒出发，准备进攻沈阳。
明军沈阳守将为总兵贺世贤和尤世功（尤世功之弟尤世威、尤世禄亦是明末守辽将领），结果贺世贤
被努尔哈赤诱骗带兵出城野战，中箭而亡，尤世功出城营救，亦牺牲，努尔哈赤遂急攻，加之城内有
奸细内应，沈阳失陷。
 努尔哈赤占领沈阳后，乘胜进发，再攻辽阳。
辽阳是明朝辽东经略驻地，东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水利专家出身的辽东经略袁应泰当时就驻在城内，但他完全没有坚持熊廷弼坚守城池的策略，而是放
弃固若金汤的辽阳城，令五路兵马出城拒敌，以己之短对敌之长。
实际置明朝大军于死地。
结果，三月二十一日，辽阳城陷，袁应泰自缢身亡。
随后，努尔哈赤在辽阳设置汉官分管汉民，并且颁布剃发令，要求汉民剃发，以示归顺。
同时，努尔哈赤将八旗户迁居辽东，迁都辽阳。
 辽阳失陷后，侯恂疏文中所称之“镇武营”等辽东边防地区就显得更为重要。
时任辽东监军御史的方震孺就曾有疏文云：“镇武去广宁九十里，正当三岔河之冲，又可为柳河、张
义站之援，贼不越镇武，决不敢深入，且沿河诸冲诚不能一一尽守，若只守镇武，须兵不过三万人耳
”，意思就是只要守住镇武，努尔哈赤就无法继续向山海关方向深入过来了。
不过，到袁崇焕进京接受考核之时，镇武营也已经失陷，辽东数十座城池均已失陷。
 不仅如此，袁崇焕人京之时，东北三大重镇中的开原、辽阳已经尽失，唯广宁孤城一座，仍在明军手
中。
广宁，为明辽东巡抚驻地。
失去屏障与呼应之后，处境自然万分凶险。
局势严峻异常，明朝廷再次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主持辽东军务，但是，得到兵部尚书支持的辽东
巡抚王化贞却与熊廷弼矛盾重重，直接影响了战局的发展。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进攻辽东最后一个重镇广宁，王化贞领兵14万，与后金军一触即溃
，广宁总兵孙得功投降后金作为内应。
王化贞率残部出逃山海关，熊廷弼率5000士兵殿后，终于护送10万残兵和城民逃人山海关。
至此，整个辽东全数失陷，山海关直接面对后金。
所幸，后金的军队与民众人数均不足以控制他们所占领的广阔的土地。
天启三年（1623）三月，努尔哈赤下令掠夺广宁，然后毁城而去，收缩兵力，将精力全数放在辽阳、
沈阳一带。
 东北三大重镇先后失陷，消息陆续传来，朝野震惊，满朝忧心忡忡。
 广宁失陷之时，经侯恂疏准，袁崇焕已经被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
 袁崇焕任官兵部主事不久，广宁就告失陷，各种谣言纷起，人们更加不清楚局势到底严重到何等程度
。
朝臣们亦更加焦急，纷纷上疏，要求以重兵扼守山海关，以防后金长驱直人，京师不保。
然而，袁主事上任不久，就失踪了。
兵部找不到袁主事，都非常诧异，甚至连他的家人都不知其踪迹。
 几天之后，满脸疲惫却充满兴奋之情的袁崇焕回到衙门来。
原来他忧急战情，单枪匹马跑出山海关，查阅山海关外的地势与情形去了。
回来后，他细数关外详细情形，并声言：“给我军马粮饷，我一人足以守关外。
 ”辽东边事虽然屡屡告急，但朝中诸臣真正出过关外的很少，努尔哈赤屡屡取胜的军队甚至被百姓称
为“雄师”，当初杨镐被任命为辽东经略，拥兵数万，也拖拖拉拉不愿意出关，他们都视山海关外为
雄狮猛兽之地，现存袁崇焕竟然敢一个人骑马出关，并探得诸多情报安全归来，朝臣们更是对他刮目
相看。
不久，他再次被提升为兵部佥事，授命监军关外，并发给其招募兵马费用20万两白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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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实施“精品战略”，以传主串出历史，精心编撰一部浓缩精要的岭南
文化史。
有独到研究的专家学者为作者，其作品做到了既讲求科学性和学术性，又有可读性；言必有据，反映
最新研究成果，又努力面向大众，面向市场，图文并茂；《丛书》能以高雅的品味打造精美的普及作
品，让广大读者享用高品位的文化午餐，以精品佳作来推动文化大省建设。
 第三辑共分8种本，传主为南宋名臣崔与之、南宋廉直谏官李昴英、明代经世儒臣丘浚、明末抗金英
雄袁崇焕、晚清醇儒朱次琦、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邹伯奇、晚清洋务活动家丁日昌等。
《明末抗金英雄：袁崇焕》介绍的是明末抗金英雄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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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末抗金英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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