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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爱国的卖国贼(袁崇焕)》编著者王中亚。

《爱国的卖国贼(袁崇焕)》内容提要：面对危局,他将如何选择？
为人处世 最发人深省的生存指南得失成败 最鞭辟入里的案例分析历史谜团
最不可思议的终极答案
明末塞外,后金已经将战线推向了辽西,这个新生的政权跟名帝国的心脏仅隔着一条下场的辽西走廊；
被派去督辽的王在晋,哀叹无力回天。
在这样的风云激变中,一个有胆略、有激情、有热血的意气书生
,以一封上达天听的奏书,开启了他波澜壮阔而又令人扼腕的军事生涯。
他就是袁崇焕,他渴望建功立业,但是,历史跟他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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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中亚，江苏江阴人，毕业于南开大学。
其历史写作，思维缜密，见解独到，笔触风趣，著有《裂国——民国军阀》系列两部，《建党1921，
他们改变了中国》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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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崇祯三年即公元1630年秋,镇守边关的辽东巡抚袁崇焕被以“谋叛”大罪处死。
“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
”    袁崇焕这个人,从他被杀,直至清乾隆年间,都是个反面角色,一直被认为是史上第一汉奸,是卖国贼,其
罪行罄竹难书。
崇祯帝曾谕示：“袁崇焕付讫不效,专事欺隐,市粟、谋、不战,散遣援兵,潜移喇嘛僧入城,卿等已知之。
自当依律正法,今特流其妻子兄弟,余不问。
”对于明朝百姓来说,杀了他,这是明正典刑,是皇上圣明,是崇祯帝有史以来干过的最圣明的事儿。
当时的大部分文人也都表示,袁崇焕这浑蛋,是死有余辜,不凌迟处死,不足以泄民愤,崇祯帝杀得好,杀得
妙,杀得呱呱叫。
    但是,瞬息之间,风云突变,自从出现了一个人,袁崇焕就迅速咸鱼·身,成为第一民族英雄,可以比肩岳王
爷了。
这个人是?呢？
乾隆皇帝。
    据说,在乾隆四十九年,一天乾隆正在看史书,突然发出哀叹,说袁崇焕好人啊,就是中了我朝太宗的反间
计嘛,这样的大忠臣,怎么能蒙此不白之冤呢？
然后乾隆还说了,袁崇焕有没有后人啊,这是忠臣之后,有的话要重赏。
乾隆皇帝派人下去,找了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子孙,到京城安排了个位置。
    到了清朝,袁崇焕从通敌的卖国贼一下变成了大英雄。
拜乾隆爷所赐,袁崇焕旧貌换新颜了。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戏剧化。
    更戏剧化的是袁崇焕的人生,先是照着崇祯帝的意思来,所以是汉奸,是走狗；然后照着乾隆帝的意思
来,所以是英雄,是豪杰；唯有一点,没有照着人民群众的意思来,当然,人民群众的意见,总是容易被大佬
们所左右的,不要也罢。
    乾隆帝搞·案,工作重心是跟“明朝遗祸”作斗争,看起来旷日持久,花了不少心思,到嘉庆帝时还在搞,
终于第一阶段完成了,满清铲除了明末遗根,所以风声一变,不再敏感地大兴“文字狱”了,改成追捧“忠
君节义”了。
    就这样,袁崇焕被树为了正面典型。
    可是,袁崇焕是怎么死的？
我们还真可以研究一番。
是崇祯帝干掉的吧？
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吧？
是他自己疏忽大意吧？
对,这些都是?因,但最主要的不在这。
大家可以细品一下历史对袁崇焕的定位：“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
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可见其“忠于所事”,“主暗政昏”,他是想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于将倾,这种勇气可嘉,此种胆识可敬,然
而他的自不量力也着实可惜,纵天赋异禀也不过成为浩瀚星河中的一颗孤星,就是孔明之才不也照样倒
在了历史的车轮之下？
面对明末危局,热血书生袁崇焕挺身而出,不料却被命运玩弄,由明朝的救难者变成了明亡的罪魁祸首。
然而这种无奈的结局却恰好造成了他作为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位“爱国的卖国贼”的特殊地位。
    袁崇焕,这个极具争议的名字,这个所有明史爱好者都绕不开的人,关于他的纷纷扰扰,历史上争议了数
百年,有过两次官方定性,但至今仍无平息迹象。
本书的任务,是结合大量史料,用生动活泼的语调,简明深刻的视角,去为这场争议?上休止符。
    第 一章　    第一章从无局到有局    小人物的来信    公元1622年（天启二年）,新任辽东?略王在晋来到
了山海关,陪同他参观考察的是有关部门的有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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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对于天朝的领导而言,所谓参观考察,说白了也就是遛个弯儿,活动活动筋骨,放松放松心情,完事
后,让秘书写个不咸不μ的报告递上去,也就算任务完成了。
尤其山海关这个地方,大家说,除了能写个诗作个赋,抒发一下对“天下第一关”的感慨,还能干啥呢？
    但是,我们的王大人却着实牛叉得紧,在山海关这样的地方,他这一遛弯儿遛下来,居然有了一个爆炸性
、突破性的发现——山海关修得有问题！
    山海关是什么地方？
是辽西走廊通向京师的咽喉,有明以来,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整修,第一次的主持者,叫做徐达；第二次的
主持者,叫做戚继光。
对于这两位,我觉得,再多评价都是多余的。
他们整修的目的是啥呢？
简单说,抵御外侮,或者,具体说,抵御蒙古。
    如今的王大人到山海关来,不是旅游来的,是带着任务来的,他的任务,也是抵御外侮,但不是蒙古,而是后
金。
    王大人其实并不想来,这也正常,这时节,是个会当官的,都不想来蹚这浑水,但是,不来不行啊。
    ?本朝廷是想让时任宣府巡抚的解?邦来的,结果这哥们儿一听是这差事,赶紧一连三道奏疏,中心思想明
确——不去。
当时大明王朝的老大、著名室内设计师、鲁班的第N代传人、天启帝朱由校先生,一看解?邦来劲了,得
瑟起来了,很生气,下发最后通牒——两个选择：A.你到山海关去；B.你回家卖红薯。
结果解?邦毫不犹豫地选择了B,我回家卖红薯。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大家都不爱来,最后差事着落到时任兵部左侍郎的王在晋头上。
王大人也不想来啊,于是先辞了一次,当然,没批准,等到第二次,不敢辞了,毕竟王大人不比解大人,豁不出
去,差事虽然不好干,但起码也比卖红薯强,于是,十分委屈地,老大不情愿地,接受了任命。
    在赴任之前,为了探个底,王大人去见了当朝首辅叶向高。
结果叶首辅怎么说的呢？
他说：“明岁此时,关门无恙,即当封拜。
”叶首辅倒是蛮提携后进的,给他透了个底,期限一年,能守满一年,OK,你就升官了。
    一年？
王大人还是觉着不好弄,在走之前,一连上了几道疏,表明形势严峻,山海关防守很困难,我这差事不好干,
总之,先打预防针：    奴之煽惑,攻无坚城,战无劲敌,山海之防,亦艰难矣；    恃兵力,而兵力不可恃；恃人
心,而人心不可恃；恃地险,又不可恃；    山海一关,不过防军民之出入,稽商旅之往来,左为山,而右为海,
所以名山海,究竟则犹郡邑之城郭也。
彼辽、沈、开、铁、广宁,皆东方之重镇,且望风瓦解,岂一关所能独御哉！
    这还不算完,在他编纂的《三朝辽事实录》里,他继续对此侃侃而谈：    此时关上营兵不过四千,残兵七
八万,业已尽散,宁前一带,西虏纵横,人尽逃窜,欲守无兵。
时势之难,百倍于辽阳之初溃。
此张鹤鸣之所以不肯为?略,而解?邦宁削职为民而不愿也。
晋被命当关,首辅语之曰：明岁此时,关门无恙,即当封拜??    当然,这是微观形势,对于宏观形势,王大人也
是做出了精辟的概括的：“东事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
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退。
”    王大人的看法,辽东的局面,一个字——烂,而且是越来越烂,先是危局,后是败局,继而是残局,如今？
无局！
而他要干的差事,也是一个字——难,而且比前几任难多了,“百倍于辽阳之初溃”。
总之,日子不好过。
    王大人是在危言耸听吗？
倒也未必,局面确实很危急：    所谓东事,起自万历四十六年,就在这一年,努尔哈赤对明朝动手了。
    努尔哈赤之所以动手,两点：一是“恨”,二是“抢”。
    关于这个“恨”,大家可以去“百度”一下“七大恨”,著名辫子戏《康熙王朝》里,索额图还曾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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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茂地背诵了一番。
当然,“恨”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三十五年了——七大恨的第一恨,父祖之恨,发生在三十五年前,那一
年,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在古勒寨被明军误杀,致使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走上了
统一女真的道路。
    努尔哈赤恨了三十五年,也忍了三十五年,甚至,一度还亲自去京城向明朝进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觉
得力量还不够。
    现在他动手,也不是因为他觉得力量够了,而是因为活不下去了。
中国气象史上有个小冰河时期,从万历八年开始,此后长达七八十年的时间,天气都异常——异常寒冷。
天气异常的意思,就是要闹灾,全中国都闹灾,只不过明朝地方大,扛得住,后金地方小,有些扛不住了,扛不
住怎么办？
只能抢。
    努尔哈赤的第一“抢”,是在抚顺。
当时,努尔哈赤采用了皇太极的法子,以马市贸易为幌子,先让人赶着马进城,而后一切停当,里应外合,打
明军一个措手不及。
效果好得很,明朝守将李永芳还没来得及抵抗,城就丢了。
当然了,李永芳同志是个识时务的“俊杰”,一看不妙,就剃头出降了,努尔哈赤一高兴,赏了个孙女给他,
于是李永芳就当上了额驸。
    而后的清河,也是依样?葫芦,只不过,这次赶马变成了赶貂车,结果是一样的,轻松搞定,只是,这次没有“
俊杰”了,只有“死臣”。
    当然,攻城不是目的,抢劫才是目的,在抚顺,努尔哈赤掳走明朝三十万人畜,而在清河,后金的骑兵甚至下
了战马,忙不迭地去收割麦子了??    努尔哈赤连续偷袭得手,大肆劫掠,明王朝很生气,后果看上去也很严
重,于是,明王朝七拼八凑地组织了一支十多万的军队,让杨镐统率,准备把努尔哈赤来个一锅端,一举解决
东北的祸患。
    这场战争叫做萨尔浒之战。
杨镐自称四十七万大军——战前还送了封信给努尔哈赤,想吓唬一下；而后,布下了一个叫做四面合围
的大阵；明朝也是精兵强将尽出,西路的杜松,北路的马林,南路的李如柏,东路的刘綎,总之,不是自己是
名将——杜松和刘綎,也得老子是名将——马林（父亲马芳）和李如柏（父亲李成梁）；然后,目标直
指后金都城赫图阿à,要找努尔哈赤的晦气。
    然后呢？
然后,努尔哈赤采纳了李永芳的建议,“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采用机动灵活各个击破的战法,先是在
西路集中兵力摧毁杜松部,杜松阵亡；而后转北向马林部发动猛攻,马林吓得仓皇北逃,去了开?；而后倒
霉鬼变成了刘綎,后金还特意派了个卧底去诱他入围；唯一没倒霉的是南路的李如柏,他之所以没倒霉,
是因为他是战争中唯一一个收到杨镐帅令的——撤。
    杨镐同志,自从分派已毕,也没去前线,自顾坐在了辽阳城内,二郎腿一跷,腮帮子一托,就准备静候佳音
了,结果呢？
结果是,在杜松战死、马林北逃之后,杨镐同志才接到了战事不利的情报,而后匆忙下令其余两路停止前
进,悲催的是,刘綎还没收到,只有李如柏收到了。
    萨尔浒之战后,辽东局势大变,明王朝辽东主力尽失,从此,由战略进攻转成了战略防御。
甚至,努尔哈赤还趁热打铁,借着明王朝惊魂未定之机,连续攻取了开?和铁山,在抢劫之余,还杀了点人—
—屠城。
    辽东局势岌岌可危,此时,明末三大牛之一的熊廷弼出山了——明末有三大牛,一曰熊廷弼,二曰孙承宗,
三曰袁崇焕。
而熊廷弼的牛,就体现在这时候——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东启衅以来,短短两年时间,明王朝且战
且溃,先丢抚、清,后败萨尔浒,继而又失开、铁；而熊廷弼上台之后,止住了颓势,一年之内,后金在辽东
没有能继续取得进展。
为此,努尔哈赤对熊廷弼有个“爱称”,熊蛮子。
    但是,一年之后,辽东却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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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因：一是最最力挺熊廷弼的万历帝死了；二是朝内的各方面人物都对高傲的熊廷弼不满。
于是一伙人借着万历帝新丧的当口,对着熊廷弼一通猛啐,把熊廷弼给搞下台了。
    在把熊廷弼搞下台的过程中,有一个党派——东林党,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其中有个叫冯三元的,是抨熊的主力,说他“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还有个叫魏应嘉的,在后期也加入了
战团,将毁熊进行到底。
    就这样熊下了。
然后,?上了呢？
袁应泰。
这是个好官,但是,好官并不代表会打仗。
此公一上台,看到蒙古同胞饿得饥肠辘辘,也就恻隐之心顿起,居然把人接进了城内,管吃管住,战场统帅没
当好,先当好慈善家。
然后呢？
出事了,因为蒙古难民成分复杂,有些确实是难民,但也有些,是后金的奸细。
    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二日,努尔哈赤进攻沈阳,然后,城内的奸细就开始大张旗鼓地表演,后金几乎
兵不血刃夺下了城池,明军呢？
守将战死,援将也战死。
    当然,沈阳还算好的,真正惨烈的是辽阳,也就是袁应泰的驻地。
据说,攻城之日,“民家多启扉张炬以待,妇女示盛饰ó门”,城内的奸细工作确实棒,卧底和宣传两手抓,
两手都硬,着实了得。
而我们的大慈善家袁应泰同志呢？
一看情况不妙,也觉得无颜再见?东父老,吊了根绳子,见阎王去了。
    而后,朝廷一看,这还了得？
于是,重新起用了熊廷弼。
    问题解决了？
没有。
在任用熊廷弼的同时,东林党人给他安排了个打擂台的,叫做王化贞。
熊廷弼是辽东?略,王化贞是辽东巡抚,?略比巡抚大,按说问题不大,但是,有句话叫做朝中有人好做官。
    熊廷弼这个?略,朝中无人不说,而且,得罪了不少人,尤其得罪了东林党。
当年他干御史的时候,最喜欢攻击的对象,就是东林党,而悲催的是,当时在朝内一手遮天的,正是东林党。
他的对手王化贞呢？
只需要说一点,此人的老师是当朝首辅兼东林党大佬叶向高。
    所以,擂台打到后来,?略被架空了,熊廷弼一个人窝在山海关,手里只有五千人,而六万兵马在广宁的王化
贞手里。
彼时的兵部尚书张鹤鸣同志,还à偏架,处处帮着王化贞,处处要熊廷弼难堪。
甚至,后来张鹤鸣还在朝廷开了个会,讨论了辽东问题,说该让熊廷弼滚蛋,还是王化贞走人,抑或和稀泥呢
？
朝内两个观点,一是熊廷弼滚蛋,二是和稀泥——就没一个说要让王化贞滚蛋的。
最后还算运气好,大部分人选择了和稀泥。
    之所以这样一边倒,是因为出现了一个人,叫做毛文龙,此公领着几百号人,打了个镇?大捷,朝内的大佬们
大乐而特乐,甚至叶向高同志都认为此举跟班固三十六人定西域异曲同工了。
而毛文龙是?的人呢？
王化贞的人。
    到了熊廷弼这儿,出了幺蛾子了,他非但不夸毛文龙,还骂毛文龙,说此举“目为奇功,实为奇祸”,存心跟
他的三方策应唱对台戏。
大家想,熊廷弼这是跟?过不去呢？
朝廷打了个胜仗,还不让大佬们吹一吹？
你想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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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手握重兵的王化贞到底行不行呢？
答案是,表面上行,实际不行。
对于熊廷弼的老成持重之见,他不屑一顾,认为努尔哈赤可以搞得定。
怎么搞？
一靠蒙古,也就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以后我们会谈及此人）；二靠李永芳,王化贞已派人去游说李永
芳,劝其反正了。
    林丹汗当然没靠上,至于李永芳嘛,我们接着看。
    天启二年（1622）正月十八,闻听熊蛮子被架空的努尔哈赤,带兵来攻广宁。
结果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我们的王化贞同志,正月二十三这天正要起床读书,突然听说城池失陷,匆忙之间,装了四大箱行李,上了部
将的战马,靠着?朝栋的拼死护卫,才躲过一劫。
而后,王化贞同志还没闹清咋回事呢,一路远遁,去见熊廷弼了。
    ?来,王化贞的心腹爱将孙得功反水了。
本来王化贞派他去增援西平堡的罗一贯,结果这哥们儿跑战场上刚一晃悠,就喊起来了。
喊啥呢？
兵败！
然后也不管罗一贯,就带着自己的人马后撤了,其他明将看了个目瞪口呆,然后不消说,全都完蛋了。
可怜罗一贯左等不到人,右等不到人,就殉国了。
于是孙得功带着后金军进了广宁,就出现了王化贞不明所以、手忙脚乱的一幕。
    这位孙得功是?呢？
就是去游说李永芳的那位,他没能说动李永芳,反而被李永芳说动了,所以??    王化贞在大凌河见到了熊廷
弼,哭丧着脸说,怎么办？
熊廷弼奚落了他一顿：“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
”王化贞也不答话,说是不是守宁远和前屯？
熊廷弼半不正?地说道：“嘻,已晚,唯护溃民入关可耳。
”    于此,熊廷弼什么地方都没守,他把辽西走廊一把火烧了个干净,而后,带着难民入了关。
且说努尔哈赤带着兵追击王化贞,结果追到前方一看,开始骂街了,这破地方,不要说人了,鬼都没有,没仗
打,没东西抢,要它何用？
熊蛮子这小子真不是东西！
得,混不了了——撤！
白送的地盘,努尔哈赤不要,撤了。
    广宁一败,熊廷弼尽弃关外,如王在晋所言,辽东已然无局！
一路偏袒王化贞的张鹤鸣一看事情大发了,就自请去辽东视事,当然,去那几个月,屁事都没干,后来朝内有
人参他,他就坡下驴,回家养老去了,总算躲过一劫。
后来朝廷就找了解?邦,刚说过了,不提。
    所以呢,情况就这么个情况,王在晋所说,局势很严峻,确实所言不虚——要守一年,看上去很短,但要知
道,明末三大牛之一的熊廷弼,也就在辽东守了一年,被吹上了天,所以,这一年,不好弄啊。
    王大人准备怎么办呢？
在视察了山海关之后,他上了个奏疏,叫做《题关门形势疏》,主旨就是骂山海关修得烂,看那架势,要是徐
达和戚继光在他跟前,他非一人一大耳刮子抽下去不可。
该疏的内容概括如下：    山海关南为海,虏如舍骑乘舟,乘风破浪,瞬息可达；北为角山,设有逶迤边墙,峰
峦高于墙垣,如敌人据高扼险,成凭高搏击之势,山海关便不能守；中为关城,欢喜岭紧抱关门,岭高于城,
斗城如锅底,由上击下,则无守地。
    然后王大人引用了诸葛武侯的名言：“昔武侯云,地势兵者之助也,不知战地而求胜者,未之有也。
”    最后王大人得出了结论：“奴有战地,而我无守地。
”一个字——烂。
    针对“山海关修得很烂”的问题,王大人?过跟有关部门的有关同志商议之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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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八里之外名叫八里铺的地方修筑一座重城。
具体来说,筑一条长37里的城墙,从山到海,把山海关外的这些高岭收在城墙以里,并另派四万人守卫,这样
一来,就把“岭高于城”、“奴有战地,而我无守地”的问题解决了,王大人就能踏踏实实守好这一年了,
然后等着加官晋爵了。
    王大人想出了这么个锦囊妙计之后,上奏给朝廷,说要93万两银子,天启帝一看,可以嘛,这位王在晋倒是
个人才,这军事眼光,比徐达和戚继光都强,好,93万就93万,给你了,好好干,不过一下拿不出那么多,先拿20
万。
    皇帝同意,各位大员似乎也没什么异议,93万两也不算多,可以接受,于是,准备好,剪彩就不用了,直接破
土,开工！
    但是,就在此时,首辅叶向高收到了一封来信,信上明确表示反对王在晋修筑八里铺重城。
叶向高一看,这事儿很棘手,不敢拿主意,更不敢隐匿不报,于是皮球一踢,踢给了天启帝。
我们的天启帝一看,也拿不定主意,主要是不懂军事,不敢贸然决定,于是,找了个人,请来参谋一下。
    天启帝找来的这个人,是他的老师,名叫孙承宗。
    叶向高接到的这封信,写信人不是别人,正是本书的一号男主角——袁崇焕！
    热血中年出茅庐    袁崇焕出现了,在这场风云激变中,他赶了个晚场,但他好歹赶场成功。
    万历四十七年（1619）,袁崇焕三十六岁,他中了进士——距离他中举人,十三年过去了。
袁崇焕算是个大龄进士,他参加了五次会试,前四次都是失败,第五次成功了,而且,名次也一般般,只是个
三甲进士。
然后,袁崇焕就回家了,等着朝廷分配工作。
    在袁崇焕中进士的这一年,辽东从危局变成了败局——萨尔浒之战,明军三路溃败,三个月后,后金再取
开、铁。
此时的袁崇焕,闻听着辽事日甚一日的紧急,却只能坐在家里唉声叹气,因为,他还没有资格入局,他只是个
进士,大龄进士,甚至,他连个官儿都不是。
    万历四十八年（1620）,袁崇焕终于出仕了,福建邵武县县令出缺,等了一年时间的袁崇焕,被分派去邵
武县,当了个小小的县令。
    袁崇焕是个不错的父母官,为官清正,做事也很公道,还热心公益,某户人家失火,作为县太爷,袁崇焕还亲
自上房登瓦参加救援。
除此而外袁崇焕却也忧国忧民,对辽事异常关注。
    但是,关注又有什么用呢？
袁崇焕只是东南沿海一个县城的小县令,如无意外,他这辈子都没希望登上历史舞台,他太卑微了,他的命
运理应是在县里混几年,熬够了资历,打通了关系,往上爬一爬,了不起混个知府,光荣引退,了此残生。
    然而,历史似乎并不同意袁崇焕顺着这样的人生轨迹往下走,它要给袁崇焕提供一个机会。
    天启二年（1622）正月,小县令袁崇焕进京朝觐,接受政绩考核。
    这是明朝很正常的一道程序,袁崇焕已?干了三年县令,按照规矩,该去趟京城,丑媳妇儿要见公婆了。
当然了,袁崇焕算是干得不错的,走亲民路线,运气好的话,估计能升一升——当然,还是回到地方,慢慢熬
呗。
    但是,?本很正常的程序,到了袁崇焕这儿,不正常了。
袁崇焕确实升了,但不是回地方熬资历,而是直接待在京城,去兵部当差。
    推动这一切的人,叫做侯恂,是个监察御史,东林党人,见到袁崇焕之后,这位认真负责为国为民的御史,给
皇帝上了个折子,说对此人要破格录用。
    侯恂本人没啥名气,但是有个儿子很有名,叫侯方域。
清朝有个叫孔尚任的文人,写了个剧本,名叫《桃花扇》,讲了一出凄美悲凉的爱情故事,故事的男主人公,
就是侯方域。
    言归正传。
侯恂本人为啥会做出这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呢？
如果侯恂不会相面的话,我估计,大概是袁崇焕的谈吐吸引了他。
    袁崇焕喜欢谈辽事,而且是夸夸其谈,在当县令的时候就爱谈,他做梦也想有机会去辽东建功立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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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入京述职,能不能升官,他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越发紧急的辽东局势。
他的这种态度,或许在述职过程中让侯恂觉察到了,而东林党人最看重的,恰恰是这种热忱。
    袁崇焕是个热血男儿,不管是喜欢他的,还是讨厌他的,都必须承认这一点。
    侯恂改变了袁崇焕的一生,到兵部当差,这意味着袁崇焕拥有了入局的机会。
    如果你有梦想,就要大胆说出来。
    然而,进兵部没多久,袁崇焕却失踪了。
家里人急得似热锅蚂蚁,四处找,找不着。
若干天后,袁崇焕回来了。
他去了哪儿呢？
他独自一人骑着马,去山海关附近转了转。
转完之后,他回来了；回来之后,袁崇焕上了个折子,《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这个折子的中心思想,就是
局面没有想象的那么糟,辽事犹有可为,然后,袁崇焕似乎怕大伙儿不信,还放出豪言,说道：“予我军马钱
谷,我一人足守此！
”    然后哩？
然后袁崇焕就又升官了,从六品的兵部职方司主事,升到了五品的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
这下,袁崇焕从有机会入局,变成了已?入局。
    袁崇焕发达了,数月之间,从地方调去了中央,又从中央调去了辽东,连升两级。
当然,这不是什么美差,这是明末官场的黑洞,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如解?邦之流,宁愿回家卖红薯,也不蹚
这浑水,而袁崇焕,他却主动ó前。
    所以,袁崇焕是个热血中年,而东林党喜欢这样的热血中年,正如他们当年力挺号称要用六万兵马一举
荡平后金的王化贞一样。
    袁崇焕到底是不是下一个王化贞呢？
有待时间考验。
    牛皮吹了,官也升了,接下来就该“是骡子是马,à出去遛遛”了。
    就在à出去遛遛之前,袁崇焕去拜会了一个人,?呢？
熊廷弼。
熊廷弼当时因为兵败,正听勘在京,毕竟是辽事的老前辈,袁崇焕想去听听他的意见。
    熊廷弼什么都没说,他倒是想听听袁崇焕本人的想法,他问：“操何策以往？
”    袁崇焕说了四个字：“先守,后战。
”    熊廷弼乐了,真的乐了,他很长时间没有乐了,自打他二次?辽之后,他就没有乐过。
因为,没有人真正理解他——朝廷里一窝蜂地支持王化贞；一窝蜂地认为应该主动进攻；一窝蜂地一而
再再而三地把自己摆太高,把对手摆太低；一窝蜂地急功近利。
现在,在一个无名小卒,一个事前吹着牛皮,听起来又是个不靠谱的即将上演王化贞2.0版传奇的热血中年
身上,熊廷弼却看到了希望。
很好,非常好,辽事有希望了。
    然而,这是袁崇焕和熊廷弼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遗憾的是熊廷弼忘了一件事,他没有问问袁崇焕,守是怎么守,战是如何战。
    袁崇焕上任去了,他得到了前辈的赞许,他更加豪情万丈。
    袁崇焕来了之后没多久,王大人也来了。
    王大人来了之后,办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视察山海关,最后得出结论,山海关简直修得一塌糊涂；第
二件事,跟蓟辽总督王象乾保持一致,“抚虏”。
    我们来说说第二件事吧。
王大人要抚的虏,就是蒙古人。
当时在山海关北部的广袤地区,基本都为蒙古哈à慎部所据——?因？
闹灾。
在小冰河时期,全中国都闹灾,后金闹灾,大明闹灾,蒙古也闹灾；蒙古闹灾之后,大批人涌入了辽东,成为
辽东一股异常庞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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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处置这些蒙古难民呢？
主流意见是招抚,收归己用。
    袁应泰当时就是这么干的,看到蒙古同胞饿得饥肠辘辘,此公恻隐之心顿起,就让难民进了沈阳、辽阳,
然后,袁应泰还傻傻地认为,我给了你们好处,让你们吃饱喝足,你们应该报答我。
有没有报答的呢？
有,三岔儿堡之战,就有蒙古同胞为之战死；然而,是不是全都是知恩图报的呢？
显然不是,白眼狼也是有的,而且很多。
袁应泰公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到了王化贞这儿,已?不是希图报答的概念了,王大人他认为,应该让他们跟后金火并,然后他坐收渔利。
但王化贞未免过于单纯,蒙古人也是人生父母养的,人家的命不是命？
人家凭什么帮你玩命？
所以,东林党大佬邹元标同志后来在判决书里痛心疾首地表示,王化贞太天真太幼稚,妄图利用蒙古,却反
被蒙古人利用,典型的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主儿。
    到了王在晋这儿,又更进一步了。
不懂了吧？
王化贞都要“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了,还怎么更进一步？
好吧,《三朝辽事实录》告诉你答案,王大人后来吹嘘自己功绩时说：“朵颜、歹青、虎憨兔,皆来受款
。
自关门以及松山贰佰八十里外,皆归版图,枢辅袭其成,而召回自代。
”    我们来分析一下。
自打广宁兵败之后,辽东的汉民基本两个走向:一、被努尔哈赤掳走；二、被熊廷弼带走。
所以,山海关北部成了蒙古人的天下。
其实王大人在任期间,连一个小卒子都没往外放,一心想着守满一年,加官晋爵,只是花了点钱安抚了一下,
他便觍颜无耻地说出“自关门以及松山贰佰八十里外,皆归版图”的大话。
王大人真不拿自己当外人,真是汉蒙一家亲啊,他想上门认亲戚,可人家还未必答应呢！
    王化贞同志还只停留在鹬蚌相争的阶段,市井小民吵架是这个路数,看起来,阁老大人吵架,也是这个路
数。
孙阁老有孙阁老的版本,王大人有王大人的版本,到底?的版本对呢？
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
因为这场架,到底是王大人吵赢了,还是孙阁老吵赢了,在当时,可能很重要,但是几百年过去了,?赢?输还重
要吗？
重要的不是?赢?输,而是?对?错。
    我们来看看王大人最后为自己做的辩护吧。
王大人扯这几句,言下之意是,那三个接收溃兵的寨子,是?人的,根本是不存在的,是应付应付这些边兵的,
等到仗一打,边兵就会发现,奶奶的,我们被涮了,?来新城是死地啊,无路可退啊,怎么办呢？
只能死战到底了。
    孙阁老一听这话就无语了。
孙阁老无语的可能性有两种：一、王大人你说得太有道理了,太对了,我怎么没想到呢？
还是王大人聪明,秒杀孙某人啊；二、王大人你这话太无敌啊,算了,我就不说了,被雷倒了。
第一种是赞同,第二种是不屑。
哪种可能性更高呢？
我觉得吧,第二种可能性更高。
我来分析一下啊。
    退一万步讲,王大人编的谎很高明,边兵进新城时,都认为有地方可以退,直到仗打起来,想逃命的时候,才
发现无路可退,山上没有寨子,后面都是地雷,没有督战队,胜似督战队。
好,那么,当溃兵发现无路可退时,他们有哪些选择呢？
王大人认为,只有一个,死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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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不幸,王大人,你怎么没有想到另一种呢？
打仗永远都有三种可能,一是战,二是退,还有第三种,降。
    辽东之役打到现在,大明军队早就患上恐金症了,一旦当兵的发现打不过又逃不了,投降的可能性是存
在的。
而且,后金攻城这么多场仗打下来,哪一场不是软硬皆施？
天字第一号汉奸、后金的额驸李永芳,哪场仗开战之前不在城外吆喝一嗓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旧日
同僚投降的？
在这种心理战的攻势下,难免会有意志不坚定的明军投降。
    诚然,地雷可以代替督战队,不让部队后退,但是,地雷毕竟是死的,督战队才是活的,地雷没办法阻止部队
投降,是不是？
    其实投降不可怕,可怕的是投降带来的后果很严重。
八里铺重城的明军若真的投降了,后金占据了八里铺,我们会发现,旧城离重城只有八里之遥,正常人步行
一小时就能从重城走到旧城。
而早已是惊1之鸟的明军,它会在饿狼在侧的情况下安寝吗？
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这么说吧,后金一旦拿下八里铺,那么,八里铺重城,就成为了后金攻击山海关的最佳阵地,明军将被压缩
到只有八里的活动区域,再不懂军事的人也该知道,这仗基本就没法打了。
    再退一步讲。
好吧,即便大明将士都是好样的,或者说脑子都不转弯,一旦发现逃不了,就准备死守了,那么,能不能守得
住呢？
    显然,不好守。
为什么不好守？
所谓八里铺重城,实话说就是一道城墙,37里长的城墙,目的是为了弥补山海关修筑的“缺陷”,所以修筑
的第一?则是把山岭收在墙内,问题就来了,4万人守37里,兵力怎么布置？
就没法布置。
因为,这37里的城墙,处处都是要点,哪一点破了,防线就崩了,而要平均分布的话,大家觉得,两个人守1米,是
不是太挤了些？
    王大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的核心,叫做战略纵深。
    八里铺的城墙,并没有王大人想象的那么坚固,主要?因在于,这是一条扁平的防线,没有任何纵深可言,而
要对付一条扁平的防线,只需要在这条防线上敲开一个点就可以。
一点攻破,全线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攻方永远是主动的,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到底去攻击哪个点；而守方永远是被动的,他们永
远不知道攻方会来攻击哪个点。
这对于防守方来说,简直就是噩梦。
    更要命的是,一旦八里铺失守,山海关的明军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窘境,他们会发现,八里铺的这道城墙,就
像是牢房的牢墙一样,把他们紧紧关住了,关在八里的狭小空间内。
山海关背靠着京畿,退无可退；前方八里处有道城墙,进无可进；到了此时,那真是守无可守；接下来,就
是想哭都哭不出来了。
    所以,不管王大人如何为自己辩解,我都必须说,修筑八里铺重城,简直就是扯μ,孙阁老“无以应”,可能
是实在不知道怎么来驳斥王大人了。
    没有漏洞会让人无从下手,但是,漏洞太多,同样也会让人无从下手！
    当然,王大人一定不同意我这么说,?说后金军可以轻松推进到八里铺？
你将八里铺外围的蒙古人置于何地？
蒙古人可是得了我们许多好处的,王象乾王总督跟他们可是称兄道弟的,关系深着呢,后金军来了,他们不
会抵抗？
P1-P17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爱国的卖国贼>>

Page 1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爱国的卖国贼>>

媒体关注与评论

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
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时势也就是命运。
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
的悲剧结局。
     ——金庸袁崇焕的性格,凸显一个“敢”字——敢走险路,敢担责任,敢犯上司,敢违圣颜。
他为坚持真理而不怕披荆斩棘,不怕承担责任,不怕得罪上司,甚至于不怕违逆天颜。
袁崇焕的这种性格,既成就了他的丰功伟业,也造成了他的人生悲剧。
     ——阎崇年 其实袁崇焕和孙承宗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他有坚定的决心,顽强的意志,卓越的战斗能力,只
差一样东西——战略眼光。
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随便杀总兵,为什么不能把皇太极放进来打,为什么自己会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所以他一辈子,也只能做个二级人物。
     ——当年明月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
议战守,自崇焕始。
⋯⋯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明史·袁崇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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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爱国的卖国贼(袁崇焕)》编著者王中亚。
    袁崇焕,一个极具争议的名字,所有明史爱好者都绕不开的名字,关于他的纷纷扰扰关于张居正 工于谋
国,拙于谋身。
历史上争议了数百年,有过两次官方定性,至今仍无平息迹象。
本书的任务是,结合大量史料,用生动活泼的语调,简明深刻的视角,去为这种争议划上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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