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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副省长 张广智

甘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各民族交融的前沿地带，是中西文化

交汇的要道，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资源大省。

早在 8000年前，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结合部的甘肃

一带，就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新石器时代，众多的族群在甘肃这块地

形复杂、山川雄伟的大地上生息繁衍，人文始祖伏羲、女娲诞生于兹土，

周秦先祖从这里走向中原。甘肃历史遗产、经典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旅

游观光文化等四类资源丰富度排名全国前五位，其中古文化遗址 7000多

处，古文化类型近 10个，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更是闻名中

外。全省出土汉简 6万多枚，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 82％，现存各类石窟

寺 337座，被誉为“石窟艺术之乡”，现存明代长城里程居全国之首，民歌

“花儿”被列为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省内佛教文化、道

教文化、“五凉”文化、西夏文化遗存异常丰厚。此外，还有东乡、保安、

裕固等三个独有的少数民族文化。甘肃众多的文明古迹集民族性、地域性、

历史性、艺术性于一体，极具个性和特色，堪称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

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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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滋养了无数的先贤圣哲、志士仁人，同时，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生息繁衍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搜集、挖掘、整理、研

究和开发利用甘肃地域文化，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建馆 60年来，一直主要致力于甘肃地域文

化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广大文史研

究工作者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巩固扩

大党的统一战线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鸿学硕儒、文坛耆宿于斯汇集，

社会显达、专家名流于斯荟萃。从 1953年建馆至今，文史馆先后聘任近

300名馆员和研究员，一大批在文史研究和艺术创作等方面学有专长的知

识分子，以挖掘、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深入挖

掘整理，加强历史研究，发表了数以千万字的论文和专著，出版了大量文

集。这些著述，大都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其中部分作品荣获

国家和省部级优秀成果奖。同时，文史馆积极组织馆员和研究员开展各种

形式的文学艺术和文化交流，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祖国传统文化和甘肃

地域文化的传承发展，为甘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集雪泥鸿爪、凤毛麟角，奉后土高天、秦水陇原。今年，适逢甘肃省

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建馆 60周年，文史馆组织力量编纂了《文史英华———甘

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员文存》一书，选取近百位馆员和研究

员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展示文史馆阔步前行的足迹。书中文章，充分展示

了馆员和研究员的才情学功，其内容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对

甘肃地方文史、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文化等方面的搜集、抢救、整理、

研究、保护和弘扬，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甘肃文化大省建设也具有弥

足珍贵的资政价值。

甘肃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给文史工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营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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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文史工作者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前不久，国务院正式批准甘肃

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给全省文史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奉

献社会的难得机遇。我相信，省文史研究馆及其馆员和研究员，一定会不

负历史重托，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在文史研究和艺术创作中取得更多的成

果，为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发展和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作出应有的

贡献。

是为序。

2013年 3月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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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承 宗 与 袁 崇 焕
———一叶明史的反思

师 纶

师纶，生于1925年2月，河北省徐水县人。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馆员。1948年毕业于师范学校，旋入华北大学。1949年参军，随军进军大

西北，参加解放兰州、银川等战役。1955年底，部队集体转业，先后在中共

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甘肃省政府办公厅做秘书工作。1959年下放甘肃省农机

学校任语文组教研组长，1980年调回兰州，在甘肃省京剧团任编剧，后调政协

甘肃省委员会、甘肃省委统战部工作，曾任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秘书处处长。

明朝初年，为安置居于吉林附近穆稄河流域的女真族，置建州卫，岁一朝贡。又
增置建州左卫，以猛哥帖木儿为之长（即清朝之肇祖），后逐步移至兴京（今辽宁新
宾），又向西发展，与明朝有贸易互市，也时有瓜葛，渐至争战频仍，双方角逐于山海
关外至锦州一带。明朝廷即设辽总兵或经略、督师，率兵以制之。从神宗万历元年
（1573年） 开始，陆续在此任统兵主帅者有李成梁、杨镐、熊廷弼、王化贞、袁应泰、
王在晋、孙承宗、袁崇焕、高第、洪承畴等。其中当以孙承宗、袁崇焕功绩最著。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今河北省属） 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 进士第二名，
授编修，进中允。熹宗即位（天启元年，1621年），孙承宗以左庶子充日讲官，熹宗称
赞他讲得最好。当时，明朝与建立后金国的努尔哈赤，经过萨尔浒战役（1619年） 和
辽沈战役（1621年） 之败，辽沈形势吃紧，朝中因孙承宗知兵，推荐他前去主持兵事，

孙承宗与袁崇焕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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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宗不捨。但孙承宗却对辽沈形势十分关心，上书指出当时兵事之弊说：“迩年兵多
不练，饷多不覈。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备边，
而日增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于朝。”“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气
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这是他以文官立
场提出重武将之权的建议。又提出“抚西部、恤辽民、简京军、增永平（今河北卢龙）
大帅、修蓟镇（今北京市蓟县） 亭障、开京东屯田数策。”得到熹宗的“褒纳。”他还
提出对失职的边帅熊廷弼、王化贞等进行惩办，使“朝右耸然”。

天启二年（1622年） 广宁（今辽宁北镇） 战役，明军又被后金打败。这时辽东经
略王在晋等要在山海关外再筑一道重关，其下属诸将袁崇焕、沈棨、孙元化等不同意，
向朝廷报告，朝廷一时不能决定。孙承宗自告奋勇前往察看定夺。他到后，经过实地
考察，以充足的理由否定了在山海关前修筑重关的意见，提出坚守关外的宁远（今辽
宁兴城） 及觉华岛（兴城县南十二里海中）。回朝面奏王在晋不胜任，自请前往督师。
遂于天启二年（1622年） 八月，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督山海关及蓟、
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便宜行事，不从中制。”他到达后，采取稳固防守，逐步
推进的战略方针。招募、组训以辽人为基础的军队十一万，“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
十五、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
渠答（守城战具）、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其
车营创造性地将战车与火器结合在一起，成为以热兵器为主要杀伤手段的兵种，并撰
写“车营百八扣”的军事著作。这些基本建设，使辽东形势大为改观，后金未敢轻易
进犯。正当他准备发动进攻，恢复失地之际，朝廷内部却发生了变化，阉党头子魏忠
贤利用熹宗年幼贪玩的“机遇”，把持了朝政。魏对功高誉隆的孙承宗先施以拉拢手
段，派其党徒携神炮、甲仗、弓矢及十万白金前来劳军，实际是窥探虚实。孙承宗听
到消息，立刻给皇帝上疏说：“中使（太监） 观兵，自古有戒。”而后对前来的中使又
冷漠待之。魏忠贤因拉拢不成，便施以打击。孙承宗计划进兵，向朝廷请饷二十四万
两。魏忠贤把持的朝廷兵部和工部勾结起来“相与谋曰：‘饷足，渠即妄为，不如许
而不与，文移往复稽缓之’。”这就使不得进兵。天启五年，又“以简将、汰兵、清饷
三事责承宗奏报”，实际是进行刁难。孙承宗考虑到自己所上“抗疏帝未必亲览”，便
请以给皇帝贺寿的名义，向皇帝面陈机宜。即仅带幕僚一人进京，阉党闻知，即造谣
“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魏忠贤“绕御床哭”，使熹宗心动，阉党即矫旨称：“无旨
离汛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发三道飞骑阻止承宗入京，又谕京城九门守阉“承宗
若至齐化门，反接以入。”孙承宗行至通州，闻命只得返回汛地。天启五年（1625年）
九月，孙的部奖马世龙误信降人之言，盲目进兵，“遂有柳河之败，死者四百余人。”
“于是台省劾世龙并及承宗，章疏数十上。”承宗不得不知难而退，上书请辞。天启五
年十月，致仕还乡，朝廷以兵部尚书高第代之。这是他第一次督辽，尾首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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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 进士，历任邵
武知县、兵部职方主事。天启二年广宁之败后，袁崇焕不通知任何人，即单骑驰至辽
东，历阅关内外，回来声言“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朝廷遂超擢为佥事，监
关外军。时辽东统帅、经略王在晋令他赴前屯（今辽宁绥中县西南五十五里） 安置辽
人的失业者。但他并不完全遵王在晋的命令。斯时正值孙承宗首次行边，袁即向他请
求以五千人前驻宁远，得到首肯。袁到后，大筑宁远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
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次年竣工。袁崇焕与满桂“誓与城亡；又善抚，将士乐为尽
力。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至天启五年夏，孙承宗与袁崇焕计
议，遣将分据锦州、松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这使宁远成为内地。十
月，孙承宗罢去，以高第代。高第认为关外必不可守，命令全部退入关内。袁崇焕力
争不可，便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高第便只留宁远一城，
“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

我退敌进，后金见高第容易对付，便于天启六年（1626年） 正月，率大军西渡辽
河，围攻宁远。袁崇焕“清野以待”，率众坚守，“发西洋巨炮，伤城外军”，建州兵
只好败退，努尔哈赤亦受伤，之后不治而死，皇太极继位。袁崇焕趁势“渐复第所弃
土地”，明朝廷尔后便擢袁崇焕右佥都御史、兵部右侍郎、辽东巡抚，“以关内外尽属
崇焕。”但魏忠贤却多方掣肘，适逢各地媚魏为其建生祠，袁崇焕不得已，只好效全国
所为，也在辽东为魏忠贤建生祠，却“终不为所喜。”天启八年（1628年） 五月，后金
围锦州，守将赵率教坚守待援，而在宁远的袁崇焕也被后金围困。后金兵退之后，魏
党以袁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不得已，提出乞休。同年七月得允，以王之臣
代之。

未几，熹宗崩，庄烈帝崇祯即位。崇祯开始颇想有所作为，先诛杀了魏忠贤，
“削诸冒功者。”崇祯元年（1628年），任袁崇焕“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使，督师蓟辽、
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同年八月，袁到宁远，平息了因缺饷发生的兵乱。给朝廷上
疏说：“臣以书生从督师辅臣孙承宗后，力主恢复，……逐步而前，战则一城援一城，
守则一节顶一节。其议创于承宗，臣因之。”这是按照孙承宗规划的思路守辽东，可谓
“萧规曹随。”

孙承宗督辽之前，原为宰辅，居庙堂之高，看的是全局。特别是他早年就“往来
飞狐（今河北蔚县）、拒马（河名，源于河北涞源县） 间，直走白登 （在今山西大同
东），又从紇干（山名，在山西大同东），清波故道南下，喜从材官老兵问险要阨塞，
用是畅晓边事。”崇祯四年正月，他出关东巡，抵松山、锦州。又“西巡周遭边寨几千
里，皆奴虏（后金） 出入残破之地，山谷崎岖，扶掖登顿。经边堡台墙，询问冲缓，
器有无，哨近远，尖夜老卒往往能置对，而将领眊然无以应。”这种实地考察之功，在
明朝当时的大臣中，无第二人。所以他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八条建议，崇祯看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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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赞赏，“严谕饬行。”孙承宗还善于识别人才，团结使用人才。他一到辽东，就对马
世龙、袁崇焕、满桂、赵率教、何可纲等提拔重用。他们不仅是能够独当一面的战将，
且都是忠贞不贰的。满、赵、何最后都在战场上殉国。他对于诚心归附的降将，也放
手使用。如降将刘爱塔，归降后改名为刘兴祚，“领降虏亲兵二百，辽骑六百，拜公
马前”，后奉命与后金血战，“斩首六百级”，不幸被流矢死，其弟刘兴治则继续“听
命杀奴（后金） 以自赎。”对于毛文龙更有正确的使用办法。毛文龙原以都司援朝鲜，
后留在辽东，在皮岛驻扎，明朝廷任为总兵。皮岛在辽宁省南大海中，绵互八十里，
东北望朝鲜，与登州连接，正好摄后金之背，毛不失为辽事全局中的一支牵制力量。
但毛文龙也有不少问题，“其本人无大略，往辄败衂，而岁糜饷无算。”孙承宗将他作
为对付后金全盘中的一个环节，还是团结他，令其发挥一定的作用。

相比之下，袁崇焕尚有一些不足之处。在廷对中，他对崇祯说：“愿假以便宜，
计五年，全辽可复。”这是在打包票。事后有人问他五年的方略是什么，他说是随口一
说而已，显得颇为轻率。对下，他不大善于团结人，与满桂不对头。更大的问题，一
是天启六年在努尔哈赤受伤而死时，他趁派使前去吊唁的机会，与后金谈和。这样的
大事，不经请示，擅自决定而行。事后奏报，“优诏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
但这一举动，使后金趁机得以“大兴兵渡鸭绿江南讨”，将朝鲜征服了。使明朝失去了
一个助手，实是失算。另一件大事，便是擅自斩杀毛文龙。有的说毛有私通后金的嫌
疑，其实并不能成立。在袁问斩时历数毛的十二条罪状中，并没有说毛通敌之事，就
是明证。原来他在来辽东之前，就对大学士钱锡龙说：对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
用则杀之。”这种先入为主的见解，显然是不可取的。他事后向崇祯报告后，“帝骤
闻，意殊骇，念即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这两件大事，对眼前的战局有很大
不利影响，也为他自己尔后杀身的冤狱制造了条件。

斩杀毛文龙使“岛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甫三月”，
即崇祯二年（1629年） 冬十月，后金皇太极即率数十万大军分道从山海关以西的龙井
关、大安口，进入长城，向北京推进。山海关总兵赵率教急忙入援，驰行三昼夜，
“十一月四日战于遵化，中流矢阵亡，一军尽殁。”袁崇焕得到后金兵入长城的消息，
督师入卫。但他对后金兵不是追击，而是“率兵蹑之”，即跟踪，打算至京都城下再决
战。当时有副总兵周文郁就进谏说：“大兵宜趋敌（即将敌赶跑），不宜入都。”袁不
听。当时风传“崇焕道（导） 建州兵入内地，而崇焕不知也。”结果他的兵“甫抵左安
门，建州兵亦抵城下。都人竞谓崇焕召敌，上不能无心动。”（有他之前与后金的谈和
作“铺垫”，这种谣言便使他陷入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窘境。） 十一月初，京师戒严，
危急时刻，又从高阳召回致仕的孙承宗，授予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令其督兵御
敌。孙到后，崇祯匆匆召对于平台，他即连夜巡视城防，部署防务。次日夜半，又传
旨令其守通州。孙承宗即率二十七骑出东便门，沿途历经艰险，亡失三骑。到通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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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调动人马，派尤岱、刘国柱率兵五千，调密云兵三千、保定兵五千前去救援京城。
袁崇焕与建州兵战于广渠门。满桂与建州兵战于德胜门，满桂负伤，即开城令其

部进入城内。旋召满桂、袁崇焕、祖大寿等陛见。袁崇焕请也如满桂例，允其部队入
城，崇祯不允，实际此时崇祯已完全不信任他了。尔后，辽东诸军在孙承宗所遣援军
的配合下，经过殊死搏斗，才将建州兵击退，京师解围。十二月初一，崇祯又召见袁
崇焕、祖大寿等，这次是向袁崇焕问罪开刀了，劈头就是：“上问以前杀毛文龙，今
逗留何也？崇焕不能答，遂下锦衣狱。”次年八月即将袁崇焕磔杀，兄弟妻子流三千
里，“天下冤之。”但将袁下狱，使祖大寿害怕了，即于十二月四日率一万五千人东
溃，远近大震。幸赖孙承宗派人持手书慰藉，祖大寿才心安。崇祯即命孙承宗前去辽
东镇守。这是他第二次督辽，他到后，“人心始定。”之后，“大寿开诚与语，即日列
其所统步骑三万于教场，行誓师礼，群疑尽释。”旋即挥师次第收复了为建州兵占领的
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转战三百里，斩获甚众。”建州兵退出长城以外，孙
承宗加紧整顿防务，局面得到稳定。崇祯加孙承宗太傅，孙力辞不受。崇祯四年
（1631年），孙承宗下令修复锦州屏障重镇大凌河城，刚刚完工，建州兵前来围困，孙
承宗亲到锦州组织力量援救。但辽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很不得力，被围三个
月，“城中粮尽援绝，守将祖大寿力屈出降，城复被毁。”廷臣认为筑城失策，“交章
论禾嘉及承宗”，承宗遂连疏引疾辞职，同年十一月获准回乡。言者又追论他丧师辱
国，夺官闲住。

崇祯十一年（1638年），已经称大清皇帝的皇太极又率大兵进入长城，长驱直入内
地。已为平民的孙承宗虽无守土之责，仍不肯躲避，而是督率家人修缮高阳城，准备
迎敌。十一月九日，清兵围攻高阳，孙承宗率家人拒守，但因众寡悬殊，次日城陷，
其子五，从子一，孙五，从孙六，全部壮烈战死，全家被害四十余口，仅幸存一孙，
得以延续香火。孙承宗被俘，坚贞不屈，望阙叩头，投缳而死，年七十六。举家为国
捐躯者，举世无二。

从以上简述孙承宗、袁崇焕一生主要事迹来看，其共同点是，原来都是文官，他
们本来可以在朝中坐而论道，以其文才为国服务效力。但目睹强敌压境、国事危急的
形势，便毅然习悉兵事，奋勇走出朝堂，顶风霜，冒锋镝，统兵作战，拼杀在御敌救
国的最前线，这就是历史上羡称的儒将风范。这种不计个人安危生死，一心救国卫民
的忠心，可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带砺。他们最后献出了自己以至全家的宝贵生命，因
而是惊天动地、万古不磨的民族英雄。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诸史册，为人民世世代
代所敬仰。

两位民族英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孙承宗是上级、是先生、引路人；袁崇焕
是下级、学生、追随者。这从孙承宗给袁崇焕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与尔筹边
再阅年，东西烽火尚依然。……知君定发黄公略，自昔王师贵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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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以明白晓畅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对时局的忧虑和对袁的期望与勉励。说明爱国
者有着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语言与策略。孙承宗在辽东运用新战略开创了新局面，
袁崇焕则“因之”而不改，继续贯彻执行。当袁崇焕下狱之际，孙承宗曾写诗为其失
误表示过惋惜，同时也为他的蒙冤而鸣不平。其中“练尔多方练未成，空闻曾铣尔前
生。”“东江千古英雄手，泪洒黄龙半不平。”可以看出孙对袁的感情之深，可以想象，
孙承宗一定在军马倥偬之际进过拯救之言，怎奈自作聪明的崇祯皇帝听不进去，一意
孤行，以致形成千古冤狱，千古遗恨。

自古忠奸不两立，而忠常毁于奸；还有一些人自己不肯任事，却专门对任事者多
方掣肘，有功则妒，造谣生事，稍有小过，立即拆台以至落井下石。对于权奸阉党魏
忠贤，袁崇焕在辽东不得已也为之建了生祠，原想委曲求全，却未曾得全，以致一度
罢归。不是不久崇祯登基杀魏，怕是就被剥夺了继续立功辽东的机会。孙承宗则无论
在朝、在辽东任事，还是在家为民，都对阉党持摒弃态度，使之无可奈何。不过，他
两次督辽，都是因小故而被黜归乡里，不得竟全功，使明朝失去一大支柱。明朝之亡，
此亦一大关键。

但是，从清朝到今天，说到明末辽东抗清的英雄人物，人们大多知道有个英雄袁
崇焕，却很少知道他的上级和老师孙承宗。其原因何在呢？这就要看历史的记叙和评
论，以及当政者的作为了。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胜利者大多不会完全客观和公允。一
般是有利于己者则强调之、夸大之；不利于己者则淡出之以至抹煞之。实事求是，谈
何容易！《明史》是清朝大臣张廷玉等撰写的，他们必然是，也不敢不是站在清王朝
的立场来判定是非善恶、权衡利弊重轻的。袁崇焕是崇祯杀的，为了突显崇祯的昏庸
和失误，就必须加重袁崇焕的分量和作用。孙承宗及其家族是清兵屠杀的，为了淡化
这件事情（淡化清廷的暴虐和狭隘），就有意降低孙承宗的功勋和作用。《明史·孙承
宗传》是这样评说他的：“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这是有意贬低）；而专任之，犹
足以慎固封守（这是不得不说的实话） 而廷论纷呶，亟行翦除。盖天眷有德，气运将
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这是说清之兴是因其“有德”，有德则天命、气运所归，非
人力所能左右。这里贬低了孙承宗的作用，当然更不能许之为英雄，却笔锋一转，而
为屠杀者大唱赞歌。反观《明史·袁崇焕传》中则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
决矣！”字数不多，却有千钧之力。其实，袁死之后，孙承宗不是又任辽东主帅了吗？
何谓无人？这是违背事实的评断。

不仅如此，到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更颁诏为袁崇焕平反，并在广渠门
为之建立祠堂。这就昭告天下，应该公开歌颂了，其影响越来越大，直到清末，康有
为还为袁祠写了多幅歌颂的楹联和诗篇。如果说乾隆此举，是他的英明和有远见，反
映了广大人民心声的话，对比孙承宗就太过冷清和不公了。清廷没有明令褒扬他，没
有为他立祠。他和他的家族是惨遭清兵屠戮的，试问在有清一代，谁还敢歌颂这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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