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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这个问题困扰了

人们几千年。直至今日，尚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其实，到底谁造就了谁，连上帝也说不清楚，即使说清楚

了，对我们也没有多大意义。对我们有意义的，是当年的

那些在各个领域叱咤风云的巨人们，于谈笑之间，对人类

文明进步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这才是后人享用不尽的

宝贵财富。正是这一股股伟力凝聚而成的合力，改变了

我们现在的生活。

而我们更迫切想要知道的是，他们的力量到底从何

而来？是怎样的成长过程让他们脱颖而出，从而站到了

时代的浪尖上长袖善舞？于是，人们对介绍伟人生平的

传记作品趋之若骛，希望从他们的言行、个性、思维方式

中，参悟到一些成功之道。

正是为了给读者打开这样一扇窗户，编者们经过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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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努力，终于向读者奉献了这套《希望文库》丛书。

本套丛书所写的百位传主，涉及了政治、文化、经济、

军事、科技等领域，编者通过真实可信而又详尽的资料，

既完整地介绍了传主波澜起伏的精彩一生，又不时地通

过深刻的心理描写和独具见解的议论，对传主的性格发

展脉络进行了清晰的梳理。让读者不仅看到扣人心弦的

故事，更从传主在故事中的表现，看到一些成功的端倪。

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常常对传主的坎坷人生唏嘘感

慨，更对他们异乎常人的品质叹服不已，比如他们不达目

标、绝不罢休的坚毅隐忍，比如他们面对机遇，毫不犹豫，

立即采取行动的果敢姿态，以及运筹帷幄、处乱不惊的高

超智慧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我们也真诚希望，读者

朋友们在阅读过程中能得到比编者更大的收获。

当然，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请

朋友们不吝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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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少年

明朝嘉靖七年闰十月初一（１５２８年１１月１２日）

的黎明，山东省济宁州（今济宁市）东南６０里的鲁桥

镇一片宁静。从一座低矮的茅草屋中传出一阵婴儿

坠地的啼哭声，迎来了黎明的曙光。这个屋子的主

人，就是明朝京师神机营坐营将军戚景通。这个啼

哭婴儿，就是后来名扬四海的戚继光。

戚继光的远祖是河南卫辉府（今汲县）人。元朝

末年，中原大地战乱迭起，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

戚继光的六世祖戚详逃避战乱，来到安徽省定远县

昌义乡定居。当时，天下乌鸦一般黑，江淮流域广大

贫苦百姓同样受剥削、受压迫，他们不堪官府盘剥、

豪强勒索，纷纷揭竿反抗。元至正十二年（１３５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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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出身的朱元璋，率领起义队伍攻略定远。这时，

戚详投入了朱元璋的起义队伍，当了一名小旗官，跟

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朱元璋

建立明王朝，当上开国皇帝后，为表彰开国功臣宿

将，实行封功授爵。戚详因功被授予应天卫（今南

京）百户官。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年），朱元璋命令开国

大将傅友德率领马步３０万大军征云南，戚详也奉命

随征，不幸阵亡。明朝根据戚详的战功，封他的儿子

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从此，戚

氏迁居登州（今山东蓬莱），世袭为官。

戚继光的曾祖父戚谏喜得双子。长子叫戚宣，

次子叫戚宁。可惜，戚宣无子，戚宁也只有一子，名

叫戚景通。可怜的戚景通，年仅６岁丧父，母亲阎氏

抚育着孤儿，生活无依无靠，戚宣看到弟媳和侄儿相

依为命，于心不忍，打算把他们接到自家生活，好有

个照应。当然，戚宣考虑更深一层的是自己无子，怕

将来戚氏后继无人，于是，便和阎氏相商，收戚景通

为养子。阎氏觉得戚宣考虑在理，就愉快地答应了。

戚宣死后，戚景通就承袭了伯父的官职，当上了登州

卫的指挥佥事。由于戚景通做官清廉，为将有才，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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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官职，升任大宁都指挥使，充任神机营坐营官。这

个戚景通就是戚继光的父亲。

戚继光降临人世间，戚景通已经是两鬓斑白，年

高５６岁了。暮年得子，将门有后，是戚景通一生中

的最大喜事，鲁桥镇的人们得知戚将军喜得贵子，也

纷纷前来道喜。戚景通满面笑颜，拱起双手，频频作

揖，感谢宾客。

一位长者问：“戚将军，今日天气特好，一团旭日

红似火，万里无云见碧天，这是吉祥大喜之日子，将

军准备给贵子起何雅名？”众宾客附和说：“是啊，这

样的天气，象征着将军的公子前程似锦啊。”戚景通

略停片刻，笑哈哈地说：“那就叫继光吧。希望他继

承光明，继承祖辈光业。”贺喜众宾异口同声：“好名！

好名！”

戚继光出生于数代为将的家庭，按照封建社会

的伦理道德，当官的多是高楼深院，家财万贯，过着

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戚继光的祖辈却世代清贫，为

官正直，从不贪心。戚景通为官数十年，靠俸禄养家

糊口，被朝廷授予“孝廉将军”。戚继光就是在父亲

“忠孝节俭”思想的熏陶下茁壮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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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１０岁时生母去世。年幼丧母，人生的道

路磨砺使他比一般的孩子成熟得更早些，懂事更多

些。

官贵民贱的等级观念，在封建社会是根深蒂固

的。戚氏世代为将，处处受人恭敬，在戚继光幼小的

心灵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甚至自恃父辈豪贵，图

虚荣，求华贵。

在戚继光的童年时代发生过两件事，使他终生

难忘。一件事是安装雕花门户：那是嘉靖十八年

（１５３９年）的事，年已６７岁的戚景通，因病告老在家，

祖居的房屋年久失修，凋敝不堪，冬不御寒，夏不遮

雨，戚景通找来工匠修缮一下。工匠们根据戚景通

的嘱咐，将漏雨透风处整修一下，并准备在两楹间安

装四扇雕花门户，增加屋内亮度。１２岁的戚继光看

着工匠们心灵手巧地雕刻好的４扇门户，赞叹不已，

不解地问道：“我家怎么只安４扇门户呢？”工匠们听

了此话，觉得戚公子有怪罪之意，连忙解释道：“这是

戚大将军的意思，小人只能从命。”又说：“戚公子，你

家是将门，祖祖辈辈都是朝廷栋梁，论功劳，论官附，

就是安１２扇门户也不为过，那样气魄可大呢。”戚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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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听了工匠们一说，高兴得连连拍手，“那太好了！”

工匠们又说：“戚公子，要安１２扇门户，需经戚大将

军批准才行。”戚继光不假思索地说：“那好办。”扭头

就跑向后院，去找戚景通。

正在后院伏案著兵书的戚景通，从来没见过戚

继光这么高兴，以为一定有好事相告，便笑盈盈地问

道：“光儿，有何喜事，使你如此快乐？”戚继光平时深

感父亲十分威严，从不轻易流露笑颜，今日也不知父

亲有何开心事，满面春风，竟一失往日拘谨心态，破

口责问：“我家是将门，为何不安１２扇门户？”

戚景通听罢此话，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未曾

想到戚继光小小的年纪竟然追求荣华富贵，攀比豪

门世家，这对清廉为将的戚景通是莫大的打击，也给

对戚继光寄予厚望的戚景通敲响了警钟。他深感得

子不易，教子更难。

戚景通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语重心长地对戚继

光说：“光儿，我家自六世祖起，世代为官，只图忠孝

国家，不图自家荣华，因此得到朝廷器重，百姓爱戴。

如果追求虚荣，讲究排场，就会受到父老乡亲们的唾

骂。我家祖祖辈辈为国家建功立业，为百姓除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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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为官洁身自好的美德，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啊！”

戚继光低着头，流着泪，默默地记住父亲的教诲，决

心继承父辈优良品质，做一个受百姓拥戴的人。

另一件事是一双丝鞋：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０年），戚

继光１３岁了，家里给他订婚。外祖父家看着戚继光

自幼丧母，家境不富，经常是衣衫褴褛，脚丫外露，趁

他订婚时送一双丝鞋。戚继光平生从来没有穿过这

么漂亮的鞋子，心里美滋滋的，但是，他想到父亲的

教诲，一直未穿。

有一天，戚继光的嫡母拿着那双丝鞋让他穿，戚

继光怎么也不肯。嫡母说：“再不穿就小了”戚继光

觉得嫡母说得在理，就穿了。哪知刚一出门，就被戚

景通发现了，遭到一顿斥责，戚继光委屈地哭了。嫡

母赶紧出来说明情况，戚景通还是不让穿，再一次教

育戚继光说：“从小爱面子，图虚荣，长大就会养成骄

奢的恶习，甚至争功诿过。”

戚继光这棵幼苗，在戚景通的严格要求和培养

下，正在健康茁壮地成长。

戚景通不仅教育戚继光树立优秀品德，还经常

教诲戚继光要刻苦读书，勤奋练武，长大成为文武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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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国家栋梁。

戚继光童年时代，就喜欢做军事游戏，仿照成人

的样子演习打仗。他按照戏台上武将扬鞭策马的姿

势，勒马挥刀，调兵遣将，演练战阵，有条不紊。

在戚景通病退还乡后，戚继光再也不玩那些舞

台上的一类游戏了，而是一心跟着父亲读书、写字、

练武。他经常是天不亮就起床舞剑，冬练三九，夏练

三伏。十几岁时，剑术就相当出众，传闻远近，晚间

挑灯夜读，入神入迷。有一次，戚景通问戚继光：“你

的志向何在？”戚继光慷慨答道：“从小志在读书，长

大报效国家。”戚景通满意地点着头，夸奖说：“有志

气。不过，读书贵在弄懂中孝节廉，效国务必文武双

全。”并将“忠孝节廉”、“文武双全”８个字书成条幅，

贴在墙上，作为激励戚继光奋发读书，刻苦练武的动

力。在当时的社会上，贿赂风行，廉耻丧尽，整个社

会风气腐败不堪。戚景通出污泥而不染，教育儿子

忠于国家，孝顺父母，讲究气节，为官清廉，文通经

史，武懂韬略，杀敌效国，确实难能可贵。特别是年

近古稀，还关心国事，志在边疆，苦心研究备边方略，

对戚继光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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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年过去了，戚继光不仅博览了四书五经，还阅

读《武经七书》和古代名将传略，从中吸取丰富的营

养，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年迈的戚景通望着儿

子学业如此长进，内心十分欣慰，有一次竟然梦中笑

道：“我有财富了！”夫人张氏连忙推醒戚景通，问道：

“将军，刚才您说有了财富，是说梦话吧？”戚景通回

答：“不是梦话而是实话。”夫人不解其意。戚景通解

释说：“别人视家产为财富，我把光儿当财富。光儿

勤奋好学，我戚家后继有人，这不是最大财富吗？”夫

人称赞丈夫言之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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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之星

嘉靖二十三年（１５４４年）的夏天，身缠重病的戚

景通卧床不起。他躺在病榻上反复思考着，自己已

经风烛残年，再也不可能重上疆场效国为民了，情不

自禁地考虑起后事。他想得最多的还是趁自己活

着，处理好儿子的袭职问题，使戚氏将门后继有人。

一天，天刚亮，戚继光和往常一样起床舞剑。在

剑兴正浓时，戚景通出现在眼前。戚继光连忙收剑，

毕恭毕敬地向父亲请早安，请父亲赐教剑艺。

久病不愈的戚景通，大概是回光返照的缘故，近

日精神特别好，心情舒畅，谈吐侃侃，一把接过戚继

光手中的宝剑，“唰、唰、唰”地舞起来，戚继光看得入

神。戚景通说：“光儿，舞剑要外柔内刚，柔能制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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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中无刚，虚图人前美，是要误事的。”

聪明过人的戚继光一听父亲的话音，双手接过

宝剑，按父亲的样子“唰、唰、唰”地挥剑如梭，刚柔并

济。戚景通频频点头连声夸奖：“好剑法。”

稍停片刻，戚景通说：“光儿，我有一事想了很

久，今天要与你相商。”

戚继光答道：“请父亲吩咐，孩儿遵命。”

戚景通盘坐地上，额上渗出黄豆大的汗珠，一字

一句地说：“我已年过古稀，身体有病，恐怕不能再上

疆场了。你１７岁了，应该替父效国。这几年，你勤

奋好学，懂得不少经史兵法，剑术又好，可以领兵杀

敌。我想让你马上去京师（今北京）办理袭职手续，

从戎为国。这样，戚氏后继有人，我可长眠于九泉之

下了。”

戚继光听了父亲一席话，泪如泉涌，悲欢交织。

想到年迈有疾的父亲，应该守候身旁，孝顺百年；想

到实现报国宏愿，恨不得插上双翅，马上承袭父职，

勇战疆场。自古英雄忠孝难能两全，戚继光遵父命，

决定明天奔赴京城。

第二天，盛夏的早晨，初升的太阳红得像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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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微风不起，空气闷热，戚景通一反常态，特地穿上

戎装，送子登程。临别时他拉着戚继光的手，颤抖地

说：“光儿，袭职后一定要像岳飞、文天祥、于谦那样，

精忠报国，成为千古英雄，一定要像父祖那样，廉正

为人，传世子孙。”

戚继光凝视着父亲戎装威仪，听着父亲的恳切

叮咛，思绪万千，满口表示：“请父亲多保重，孩儿一

定继承父辈光业，与千古豪杰争品色。”

戚景通目送戚继光很远很远，直至不见人影，才

含泪而返。

戚继光经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京师。京师，是

皇帝和朝廷文武大臣操办国事的地方，到处岗哨林

立，森严逼人。初来京城的戚继光也免不了到处碰

壁。经 过 多 方 周 折，终 于 找 到 了 办 理 袭 职 的 衙

门———兵部。

值班官员从上到下打量着身材矮小，体质瘦弱，

两眼炯炯有神的戚继光，半晌不说话。戚继光也目

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位官员。双方互视半晌，还是戚

继光先问话：“大官人，卑人是来办理袭职手续的。”

涉世不深的戚继光哪里知道，在“衙门八字开，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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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钱莫进来”的封建社会里，特别是衰落的明朝，贿

赂成风，要办一件事，尤其是袭职这样的喜事，两手

空空可难啊。那位官员斜着眼，阴阳怪气地说：“拿

什么办啊？”戚继光急忙递上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授予

他五世祖戚斌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的诏令，并申述

父将———京师神机营坐营官戚景通因年高有疾，请

求孩儿早日袭职。“放这里等着，过一旬再取。”心急

如焚的戚继光不要说等一旬，就是等一日也难熬。

恳恳央求道：“大官人，现在就给我办吧，明日好回

程，尽快赴任，杀敌效国啊。”那位官员竟然不答话。

戚继光无可奈何，愤愤离去。已过十日，戚继光怀着

忐忑不安的心情，再次来到兵部。刚好又碰上那位

值班官员。戚继光主动介绍：“大官人，我叫戚继光，

遵大官人指令，今日来取袭职命令的。”那位官员一

看，戚继光还是双手空空而来，便回答：“未办好，再

等一旬。”第三次，戚继光还是分文未花，两袖清风朝

天去。这位官员自认倒霉，碰上了“不识时务者”，只

好给他办理了手续。望着离去的戚继光背影，深有

感叹地说：“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像戚景通一样

的脾性。”从此，戚继光便成了登州卫的指挥佥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