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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人物表

毛文龙

万历四年（1576年）生，浙江钱塘人，本书主人公。 三十岁赴辽东参军，

历任千总、守备、练兵游击等职。 天启年间以功授平辽总兵，以东江群岛为

根据地，抵抗后金，功绩卓著。 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被袁崇焕杀于双岛。

袁崇焕

万历十二年（1584年）生，广东东莞人。 天启、崇祯年间历任辽东巡抚，

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等职。 崇祯二年六月杀毛文龙。 崇祯三年

（163O年）因后金军兵临北京城下，以付托不效、专恃欺隐、市米资盗、谋款斩

师等罪名被凌迟处死。

熊廷弼

隆庆三年（1569年）生，湖广江夏人。 万历后期、天启年间数次经略辽

东，提出三方布置战略。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时任辽东巡抚王化贞在后

金袭击下弃广宁溃逃，熊廷弼弃守右屯，坚壁清野，携辽民散兵全线撤回山

海关内，后以弃地误国罪被处死。

孙承宗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生，北直隶高阳人，天启帝师。 在辽事上力主于

关外修城、守城以图进取的战略。 崇祯四年因明军大凌河之败而遭弹劾，引

咎辞职。 崇祯十一年（1638年）在清兵入关劫掠、攻打高阳城时，全家被害。

毛永诗

即孔有德，生年不详，原籍山东。 毛文龙亲兵，屡有战功，官至参将。 毛

文龙被杀后调任山东孙元化麾下。 崇祯四年（1631年）作乱登州，后投后金。

被清封为定南王。 清顺治九年（1652年）被明将李定国围于桂林，自杀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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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有杰

即耿仲明，万历三十二年（16O4年）生，原籍山东。 毛文龙部将。 毛文龙

被杀后调任山东。 崇祯五年（1632年）在登州之乱中呼应孔有德，后与孔有

德等一起逃奔后金。 被清封为靖南王。 清顺治六年（1649年）因收留逃人被

告发，畏罪自杀。

毛永喜

即尚可喜，万历三十二年生，辽东海州人。 毛文龙部将。 毛文龙被杀后

于崇祯六年（1633年）十二月率部从广鹿岛出发渡海投降后金。 清顺治六

年受封平南王。 康熙十五年（1676年）三藩之乱时死于广州。

朱由校

天启皇帝，万历三十三年（16O5年）生，泰昌元年（162O年）九月登基，在

位七年，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驾崩。 庙号熹宗。

朱由检

崇祯皇帝，万历三十八年（161O年）十二月生，天启七年八月登基，以明

年为崇祯元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自杀于北京煤山。 庙号毅宗。

努尔哈赤

清太祖，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生，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起兵反明，

建后金国，天启六年（1626年）七月病死。

皇太极

清太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生，努尔哈赤第四子，天启六年九月继任

后金统治者。 崇祯九年（1636年）将国号由金改为大清，年号崇德。 崇祯十

六年（1643年）八月病死。

李珲

朝鲜光海君，万历三年（1575）年生，万历三十六年（16O8年）十月被明

朝廷封为朝鲜国王。 在明金之战中持观望态度。 天启三年（1623年）被朝鲜

内部势力废黜。

李■

朝鲜仁祖大王，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生，天启三年发动反光海君的政

变，继任朝鲜国王。 天启五年（1625年）二月正式获得明朝册封，在位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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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就陷入了极度恐慌中。 他逃过两劫最应该感谢的是毛文龙。 可以

说孙承宗、袁崇焕等人推行关外修城守城战略，意图是避免野战，但

在没有毛文龙的情况下却必然把明军拖入最被动形势之下进行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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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毛文龙敌对第一线的皇太极的唯一结论就是毛文龙始终在戏弄

欺骗他们。 甚至在毛文龙死后，皇太极还对毛文龙诱杀后金使者

的行为心有余悸：“但因前年文龙哄下金人到岛，或杀或解，故人

惮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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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了毛文龙也正是“边臣”。 在袁崇焕看来，这些道理都是让别人对

他宽容信任，而他自己可以超脱于这些道理之上，要杀谁就杀谁，觉

得谁可恶，就祭出“国人皆曰可杀”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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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引　子

天启七年（1627年），袁崇焕由于援朝不力，以及在锦宁战役中

的一系列表现，受到督饷御史刘徽、河南道御史李应荐等人弹劾，被

天启皇帝批准辞职回乡。

但随着天启帝病死，新皇帝的登基，在朝廷内一些官员的推荐

下，崇祯皇帝迅速召回了袁崇焕，并委以重任。 崇祯元年（1628年）

四月，袁被任命为蓟辽督师、兼督登莱、天津军务。 在和皇帝的会谈

中，他许下了五年平辽的诺言。

从袁崇焕在天启年间的表现及后来的一系列作为来看，他实施

平辽计划的实质依旧是与后金谈和，以争取时间修城守城，以守代

攻，最终达到封堵消灭后金的目的。

出于种种原因，他把东江的毛文龙看成了实施这个计划的最大

障碍。

据袁崇焕后来自述，早在刚回京城时，他在与阁臣钱龙锡等人的

私下谈话里就已经表露了要除掉毛文龙的意图。 宁远履任后，他就

开始筹划杀毛了。 前奏就是切断东江经济来源，主要有两点：一是禁

止商人前往东江各岛交易，二是把原先通过登莱运往东江的粮饷转

为从关门起运到宁远觉华岛，登记挂号后再运往东江。 总之一句话，

把对毛文龙军队的物资供应完全控制在他的手中。

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把东江置于绝境，再用粮饷作饵，诱逼毛

文龙进入圈套。 当然还有一个附带的结果也是他乐于看见的，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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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东江军民因此出现变乱，或者毛文龙本身出现过激言行，那他

杀人就可以有更多借口。

应该说他的做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东江兵丁本来就因朝廷拖欠军饷处境凄惨，但还能靠赊借商人

运来的粮食，再加挖点野菜勉强度日。 袁崇焕的奏疏一上，商人都不

准来岛，等于彻底切断东江各岛经济来源。 毛文龙描绘当时岛上的

惨况说“白骨盈沟，饿殍载道”，“草根树皮，淘洗净尽。 荒山赤土，尪

羸流离”，“降人生变，强卒喧哗”，“各岛告变”。

岛上人员听到商人被禁止来岛的消息后“哭声四起，各岛鼎沸”。 官

兵朝毛文龙哭诉：这等于是给他们拦喉一刀，和直接杀死还有什么区别。

一些兵民在海边抢船杀人，打算渡海降金。 毛文龙软硬兼施，好

说歹说，才抚平变乱，“男妇万余，跪哭震天”。

毛文龙在奏疏中表示与其因为众多官员对自己的痛恨猜疑而切

断东江粮饷连累军民，还不如他亲自带着敕印到登州等候圣旨把自

己逮捕进京，听凭处置。

他确实动身了，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十日到登莱附近的皇城

岛，十一日到庙岛，并和时为登莱道副使、曾经到皮岛核查军队的王

廷试见了面，提出两点请求，一是希望登莱把过去拖欠东江的粮饷补

发一些，另外一个是希望自己能亲自进京，面见崇祯皇帝。

王廷试则说登莱也缺饷，并非有军饷而不给。 至于进京见皇帝，

则劝毛文龙不要这么做。 万一离开之后，金人乘机来进攻怎么办？

而且袁崇焕已经上疏，要和你在旅顺见面，粮饷的事情，你和他商量

一下，他未必就固执己见。

毛文龙听从了王廷试的建议，开船回了皮岛。

袁崇焕果然没几天就派了徐琏去，和毛文龙约定在三岔、旅顺之

间会晤。 毛文龙派熊文祥和徐琏一起回宁远问行程。 双方初步约定

六月初在北汛口附近会面。

据袁崇焕在闰四月给皇帝的奏疏里说，他此去和毛文龙见面主

要目的是两人开诚布公，解除误会。 他要求户部把应该给东江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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饷凑发十万，让他带去给毛文龙，还表示从此关宁和东江将士同心协

力，甚至在奏疏中打下了这样的包票：“东西并力，则荡平之功，刻期

可奏。 此则皇上之威灵，微臣之至愿。”

从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汇报“臣改贡道于宁远者欲籍此为间所以

图之也。 自去年十二月臣计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来看，他这份闰

四月的奏疏基本是对崇祯皇帝的一次彻头彻尾的隐瞒和欺骗。

而时任直隶巡按的方大任在事后的一份奏疏里也透露，他去宁

远时，袁崇焕临行前曾经和他有过一次会谈。 在会谈中，已经暗示了

要有非常举动，跟他说“大丈夫不可有杀人之心，不可无杀人之手”云

云。 并表示这一去，一定要把事情解决好，要方大任不要妨碍他。

方大任猜到袁崇焕要做什么事情，但是不想泄漏，也不敢相信。

毛文龙对自己面临的危险局面并非毫无预料。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毛文龙生前给朝廷发的最后一份奏疏写于崇

祯二年的五月十三日。 在这份奏疏里，毛文龙说“曲直生死，惟命是

从”，在奏疏的末尾甚至请皇帝早点砍掉他的头颅，如果这样能够发

泄众多官员对他的仇恨心理，从而拯救辽东生灵，东江军民重新获得

生机，那他也死得其所。

可以说毛文龙不知道的是崇祯皇帝的态度，如果皇帝也认为他

毛文龙该死，那他实际上已经做好领死的准备，有点用死来解脱，来

表明自己忠心的意思。

毛文龙赴约前，他的一些部下表示过担心，认为袁崇焕一上任就

切断东江物资供应，现在又突然说要会晤提供粮饷，其中必定有诈。

建议他如果一定要去，可以多带兵士自卫。

毛文龙对此回答道：“我是朝廷封的总兵，如果袁崇焕不奉诏，他

怎么敢杀我？ 如果他是奉诏要杀我，那我带再多的兵又有何用。”

袁崇焕五月十二日乘船离开宁远，中途可能还靠岸进行了一些

视察活动，五月二十五日从北汛口开船前往此行的目的地———双岛。

这里对地点问题应该特别说明一下。 无论《崇祯长编》里袁崇焕

自己的奏疏还是《明史纪事本末》、《表忠录》、《毛总戎墓志铭》、《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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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公传》等等史料，包括清朝官方修的《明史》都一致记载袁毛会

面的地点是双岛。

但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一文中似乎有新的发明，他认为这些记

载都是错误的，袁毛二人真正会面的地点是一个叫“岛山”的岛。

他的原话是“一般书籍（包括《明史》）上记载，都说袁毛的会晤

地是在双岛。 《荆驼逸史》中辑有《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一文，

采用的是日记体，从五月二十二日袁崇焕出发到六月十一日回宁远，

逐日记录海程、所经岛屿、风势、船只、兵员、官员姓名等等，十分详

尽，作者显然是袁崇焕随行的幕僚或部属”。 “该书记载袁毛相会的

地点是在岛山，离旅顺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距双岛有半日水程，

中间隔了松木岛、猪岛、蛇岛、虾蟆岛等许多岛屿。 我比较各种资料，

觉得岛山的说法更为可信。”

查核《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该文作者是李清，曾经担任崇

祯年间的刑科给事中、工科给事中等职。 他当然不是金庸所说的什

么袁崇焕随行的幕僚部属，他对袁崇焕杀毛文龙事件经过的记述大

体应该来自于明朝官方档案文件，和《崇祯长编》的记载出于同一个

史料源头，只不过相对更详细一些。

金庸认为李清记载的袁毛相会地点是在“岛山”，细读原文，再同

其他史料对照，应是理解错误所致。

所谓“岛山”，并不是一个岛的名称，不过是指“双岛”上的山。

造成金庸理解错误的最大疑惑点可能是：《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

记》一文中说袁崇焕二十五日从北汛口开船出发，二十六日早晨停泊

中岛，接下来又说二十六日齐泊双岛。 接着二十七日早上风很大未

开船，袁崇焕就在岛上视察了一番，然后午时开船，历松木岛、小黑

山、大黑山、猪岛、蛇岛、虾蟆岛，遂泊岛山。

我们对照一下《辽海丹忠录》，就可以发现问题在哪里了。 《辽

海丹忠录》对袁崇焕的行程是这么写的：“二十五日，北汛口开船，出

大王山，双中岛住了一日。 二十七日，登州游击尹继何带水兵来迎

接。 二十八日，从松木岛、大小黑山、蛇岛、虾蟆岛，复宿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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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双中岛住了一日”，其实应该是“双、中岛住了一日”，对应

李清记载的二十六日停泊中岛，又泊双岛。 接下来，袁崇焕实际上是

从双岛出发，视察了松木岛、大小黑山、蛇岛、虾蟆岛这些地方，然后

再回到了双岛，等于兜了一个圈子。 所谓泊岛山，是在双岛上的山扎

营，后来袁崇焕杀毛文龙就是在这座山上进行的。

至于时间，这个视察也是在二十八日而非二十七日进行，李清的

记载有误。

《崇祯长编》记载袁崇焕“二十八日风顺扬帆历松木岛小黑山大

黑山猪岛蛇岛虾蟆岛，泊双岛，去旅顺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和

《辽海丹忠录》的记载对照，完全一致。

《崇祯长编》后面也提到“岛山”，就是指双岛上的山，而非岛名。

如长编说“交拜毕，登岛山，谢参将暗传令营兵四面密布”，后面袁崇

焕自己的奏疏里说“臣先设账房于山上坐待之，文龙至”，就是指岛上

的山，而非有个岛名称叫“岛山”。

金庸应是对记载袁崇焕奏疏原文的《崇祯长编》没有过目，否则

不会有这种错误判断。

袁崇焕到双岛的时候，毛文龙可能因消息沟通不畅，先去宁远迎

接袁崇焕了，接到消息之后，才匆匆往回赶。

在毛文龙没到之前，袁崇焕除了在双岛周边岛屿视察一番之外，

还对已在岛上的一些东江将士进行了一番劝诱，大意是希望他们可

以成为水陆两栖作战的部队，最好是能到关宁效力。

劝诱的效果应该不甚理想，据《毛总戎墓志铭》说，众人对此的反

应是唯唯诺诺。 袁崇焕相当恼火，甚至把表示不同意见的东江军官

绑缚起来，作势要杀。 但随后又把人放了，说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法

度很久了，我就是教训你们一下。

毛文龙在二十九日晚上赶回双岛。 随后几天的时间里，两人喝

酒谈话。

至于谈了些什么，袁崇焕事后说，一是关于如何消灭后金的问

题，毛文龙向他吹牛表示关宁的军队根本没什么用，只要东江两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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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藏云隐雾，一把火就可了事。

袁崇焕的记载可能略有扭曲夸张。 综合《表忠录》与《毛总戎墓

志铭》的记载来看，毛文龙意思是后金并没有表面上的那么可怕，关

宁那种只知道守城的军队确实没什么用。 如果能给东江部队以充足

的粮饷器械，那消灭后金，收复辽阳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袁崇焕转述的毛文龙所谓“一把火遂足了事”，对应的《表忠录》

中的记载应是“关宁兵不可用，东江可用，苟任专而饷足，复辽阳如炬

火燎毛耳”。

原本毛文龙是做了一个比喻，说后金其实已经到了濒临崩溃，难

以为继的地步，只要明朝方面再加把火，那就如在干茅草堆上点火一

样，消灭后金，收复辽阳并不是什么难事。

袁崇焕把毛文龙的比喻误会成实指放一把火了，不过无论有没

有这种误会，总之在袁看来，毛文龙就是在漫天夸口。

两人谈的另一件事情，实质上就是要求东江部队彻底置于袁崇

焕控制之下，毛本人呢，最好回老家杭州享乐游玩去。 对此毛文龙当

然拒绝了。

袁崇焕大概原本不过是通过谈话进一步麻痹毛文龙，喝酒谈话

几天之后（六月五日），就动杀手了。

六月五日这天，他先是前往毛文龙处辞别，表示自己明天就要走

了，把十万两银子的军饷移交给东江，意思是你们以后就不必再担心

缺饷了。 然后邀请毛文龙到山上去观看射箭比赛，毛文龙欣然同意。

袁崇焕先行上山布置，毛文龙带领东江军官随后上山，袁手下士

兵四面合围，把东江将士堵截在外边。

毛文龙被杀时的情形，综合《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崇祯长编》、

《表忠录》记载，大致如下。

众人汇聚营帐之后，袁崇焕先是问众军官姓名，听说都姓毛，就

笑了，质问说怎么可能都姓毛呢？ 你们都是壮士好汉，应该为朝廷出

力。 关宁的官兵粮饷俸禄比你们多，尚且吃不饱穿不暖。 你们海外

劳苦，官兵家属老小在内都只能分到这么一点粮食，说起来实在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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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心。 你们受我一拜，从此以后为国家出力，就不愁没有粮饷了。

说着，他就向众人拜了一下。 东江各官见这一拜都感动流泪了。

接着袁崇焕转向毛文龙，厉声说我这几天和你商量的事情，你没

有一件答应的。 原本指望你回头是岸，谁知道你狼子野心，欺诓到

底，国法岂能相容。 下令左右绑了毛文龙，剥去衣冠。

毛文龙尚自反抗。

袁崇焕见状，勃然作色：“你以为我是一个书生，不知道我是朝廷

的一员大将！”

接着就开始列举毛文龙所谓的十二大罪。

毛文龙不服抗辩。

袁崇焕说我杀你之后，如果不能五年复辽，愿意偿你的命。

袁崇焕又对一众惊愕不已的东江军官说，我奉皇帝的密旨来杀

毛文龙。 如果毛文龙不应该杀，你们就来杀我。

毛文龙听说有密旨，就不说什么了。

东江官员见此情形都错愕失色，下跪磕头求情，说毛文龙劳苦功

高，还请高抬贵手。

袁崇焕则厉声驳斥称，朝廷封官赏赐足以酬报毛文龙功劳了，毛

文龙无法无天，皇上赐给我尚方宝剑就是为此。

乘着众人惊惧失色间，袁崇焕请出尚方宝剑，命令旗牌官张国柄

用尚方宝剑斩杀了毛文龙。

按袁崇焕事后在自己奏疏里的说法，当时情势很紧张。 被堵截

在外的东江将士群情汹汹，颇有千钧一发之感。 他如果再晚一点动

手，甚至都不可能杀掉毛文龙。

毛文龙被杀时，他的族子毛承禄在守皮岛，听到毛文龙被害消

息，以头击柱，血流于面。 皮岛的东江将士聚哭，要追杀袁崇焕，被毛

承禄阻止。

而从袁崇焕自己的表现来看，仅仅在双岛的东江士兵对毛文龙

之死的群情激愤程度都可能大出他的意料之外，远非他原本想象的

杀了毛文龙，士兵欢喜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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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怪乎在杀人的第二天，他就去哭祭毛文龙了。 《崇祯长编》对

此的记载是，“明日具祭礼，诣文龙柩前拜祭云：昨日斩尔，乃朝廷大

法，今日祭尔，乃我辈私情。 遂下泪。 各将官俱下泪感叹”。

而李清的《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则对袁崇焕祭拜毛文龙的

说辞写得更直白：“‘昨日我奉皇上命斩你是朝廷法，今日祭你是本部

院情’，遂下泪。 各将官俱下泪感叹。”也即直接把杀毛文龙的责任推

到皇帝的头上去了，而他自己则做好人，流泪惋惜哀叹。

我们不知道，袁崇焕流泪究竟是一种真情，还是一种表演。 说是

真情，他和毛文龙半点交情都谈不上；说是表演，那这种表演也未免

太逼真了，对一个自己厌恶的人，说流泪就流泪，还能感染得旁边观

看的将官都一起流泪，绝对是影帝级别的。

当然，从情理判断，表演的可能性更大。 而袁崇焕之所以要进行这

番表演，多半是因为如果他不如此悲伤，不在众人面前强调杀毛文龙是

皇帝的命令以便推脱自己的责任，他能否全身而退，都要打个问号。

崇祯二年六月五日，袁崇焕在双岛杀毛文龙，可以说是明朝与后

金交锋的一个转折点。

杀掉毛文龙之后，袁崇焕分东江兵为四个部分，分别让毛承禄、

徐敷奏、刘兴祚、陈继盛统领。

此后东江变乱不断。 先是刘氏兄弟在岛上作乱，到崇祯四年

（1631年）十一月，又是原属毛文龙部下的孔有德等人在登莱叛乱投

金。 后来东江在沈世魁的带领下又勉强坚持了几年，直到崇祯十年

（1637年）四月，皮岛沦陷，明朝彻底丧失了东江战略要地。

清朝有人在阅读了《明史•朝鲜传》之后评论说“圣世大一统之

基，即于崇祯二年六月卜之，岂非天哉”？

其意就是指毛文龙之死是明朝和后金胜负之势的一个转折点。

那么被袁崇焕杀掉的毛文龙究竟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他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毛文龙、袁崇焕两人的功罪究竟如何评说？

毛文龙之死放在明末的大背景之下，更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本书要讨论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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