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朝能臣王崇古和张四维/陈海燕著.—太原：三晋出版社， 
2010.11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李玉明总主编．第 35 辑） 
ISBN 978-7-5457-0311-5 
Ⅰ.①明… Ⅱ.①陈… Ⅲ.①王崇古（1515～1588）—生平事②张四维

（1526～1585）—生平事迹 Ⅳ.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3742 号 
 
 
 
出版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68（发行中心）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 il：sj@sxpmg.com 
网  址：http://sjs.sxpmg.com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总印张：32.5 
总字数：640 千字 
印  数：1-1000 套 
版  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978-7-5457-0311-5 
总定价：80.00 元（全套 20 册） 
------------------------------------------------------------------------------------- 
著    者：陈海燕 
责任编辑：吕文玲 
助理编辑：薛勇强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承 印 者：山西天天印业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第一章 明朝能臣王崇古 ...................................................................................... 1 

引子 ........................................................................................................................1 
第一节 出身官商结合的盐商世家 .......................................................................1 
第二节 进士及第，参与边务 ...............................................................................3 
第三节 力排众议，促进隆庆和议的达成 ...........................................................5 
第四节 认真实施，促成互市的成功 .................................................................12 
第五节 横槊赋诗，慷慨悲昂：王崇古的诗文风格 .........................................19 
第六节 结语.........................................................................................................20 

第二章 明朝能臣张四维 .................................................................................... 22 

引子 ......................................................................................................................22 
第一节 “蒲州故里多豪贾”：出身盐商世家 ...................................................22 
第二节 生而颖异，少年登科：仕途上的一帆风顺 .........................................25 
第三节 进入内阁，参与机务：全力支持张居正改革 .....................................30 
第四节 自任首辅，全力“倒张”：在张居正卒后执掌朝政............................31 
第五节 丁忧守孝，不幸病故：卒于蒲州故里 .................................................39 
第六节 张四维的学术及文学成就 .....................................................................41 
第七节 结语.........................................................................................................48 

 



 1

第一章 明朝能臣王崇古 

引子 

在明朝的历史上，值得一提的是晋商，鼎盛时期的山西商人，足迹

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极大地推动了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

展。在这些家族中，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子弟，他们不仅使家族商业更

加兴旺，同时也为国家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昌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出身

于蒲州王氏家族的王崇古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王崇古（1515—1588），

字学甫，号鉴川，山西蒲州（今永济西）人，他是文官出身，同时也是

一位著名的将领，熟知边疆兵事。曾历任宁夏巡抚、宣大总督、兵部尚

书、太子太保。他不仅在抗击倭寇时立下了赫赫战功，还极力推动“隆

庆和议”的成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为明代的边疆稳定、

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节 出身官商结合的盐商世家 

正德十年（1515），正值明王朝中期，富甲一方的蒲州盐商王瑶喜得

他的第三个儿子，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两个男孩，长子王崇义，次子

王崇祖，第三个儿子就是王崇古。王氏一族的先祖曾居住在汾阳，自明

朝洪武（1368—1398）初年起就迁居到了蒲州，自王冲文、王彦纯、王

秉信、王景严、王荣，传到王馨。弘治年间（1488—1505），王馨曾官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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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学正，他的两个儿子，长子王现（字文显），少年时一度也读过书，

但科举上并不顺利，后来出去经商贩盐，游历了 40 多年，足迹踏遍半个

中国，历经了种种艰难困苦，生意终于有了一定的起色，他支撑起了这

个门户，在家乡修建了新房，还大力资助几个弟弟读书、成家立业。不

幸的是，王现一生都在为生意奔波，四处游历，最后竟然客死于郑家口。

明代李梦阳《空同集》卷 44 记载： 

（王）现初为士不成，乃出为商，尝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

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汾晋，践泾原，

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域，竟客死郑家口……商四十余年，百货心历，足

迹且半天下……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以故饶裕。与人交信义秋

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取其资斧，又善审势伸缩……以商起家，乃

大室庐，备宾祭，毕婚嫁，四弟各成立。 

王现的弟弟，就是王崇古的父亲王瑶，早在父亲王馨任邓州学正时，

王瑶就开始了自己的行商生涯。他往来于邓州、襄阳、陕西等地，获得

了可观的利润。作为一位极为精明的商人，王瑶为人很仗义，好义轻利，

不仅很有心计，还十分讲求诚信，做事一丝不苟，遇事也能分清轻重缓

急。他转运货物，行走天下，家族的产业被经营打理得更为红火兴旺。

而且，王瑶酷爱读书，即使是在行商的旅途中，也常常手持书卷，边走

边读，称得上是一位儒商。明人韩邦奇《苑洛集》卷五称赞他： 

公（王瑶）蒲善士，为养而商也，生财而有道，行货而敦义，转输

积而手不离简册。 

正德年间（1506—1521），王瑶进一步扩大了自己行商经营的范围，

将货物转运到了甘肃张掖、酒泉一带，并遍及江淮、苏杭、湖州等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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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丰厚的利润。随着贸易的发展，家族势力也逐渐兴旺，王氏也一

跃成为山西蒲州的大商户。 

与此同时，他们还联络本地的其他商业家族，通过联姻的方式形成

巨大的商业团体势力。在晋商家族中，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就是他们彼此

之间的姻亲关系，这种关系使他们在事业上互相扶持，形成了“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在当时，蒲州最大的商户当属王氏和张

氏，而这两大家族又以联姻的方式将政治和经济利益捆在了一起，形成

环网相扣、坚固牢靠的官商家族势力。在王崇古的姐妹中，长姐嫁给了

沈江，是当地著名的盐商沈廷珍的长子，《条麓堂集》卷 28 载，王崇古

之舅沈廷珍“以家务服贾……故南帆扬越，西历关陇”；王崇古的二姐嫁

给了张氏家族的张允龄，生子张四维，四维官至内阁首辅；三姐嫁给了

阎一鹗；四姐嫁给了监生宁夏；五姐嫁庠生刘一直。虽然这些人的具体

情况现在难以考证，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崇古的伯父王现、父亲

王瑶、大哥王崇义、从弟王崇勋、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

张四维的母亲是王崇古的二姐，而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

弟张四教、岳父王恩、妻兄王海等，也都是以善于经营而致富的大商贾。 

第二节 进士及第，参与边务 

万历年间（1573—1620），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子弟已经

获得了正式学籍，有了参加科考的资格。这一转变彻底打破了商人子弟

不得为官的传统，提高了商人在社会政治上的地位。同时，商人家族也

往往希望能借助政治力量巩固并扩大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就，形成官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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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家族模式。这种例子在明清两代很多，如清初考据大师阎若璩的家

族，就是盐商子弟通过参加科考终于演变为官商一体的大户。王崇古、

张四维家族就很典型。 

嘉靖二十年（1541），王崇古 26 岁时，他凭着自己的天资，一举考

中了进士，给这个已经相当富裕的家族带来了更为繁荣兴盛的希望。随

着家族生意的扩张，商人们往往希望本族中弟子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

廷。对做生意的人来说，提前预知朝廷政局的发展方向，官商结合对于

做生意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这一点，是王崇古的伯父王现的最大愿望，

早在崇古之前，他就不懈余力地支持自己最小的弟弟王珂发奋攻读，王

珂倒也很顺利地考中了进士，官至中书舍人，但不幸的是，他身体不好，

很早就去世了。王崇古的科举登第，无疑是给这个家族带来了锦上添花

的喜讯。 

 

自从进士及第之后，王崇古在仕途上极为顺利，他官运亨通，历任

刑部主事、郎中，后外放为安庆知府，不久改任汝宁，随即就升迁到了

常镇兵备副使的位置上。当时东南沿海的倭寇十分猖獗，王崇古跟随名

将俞大猷出征，立下了赫赫战功，升任陕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长期

以来，明朝北部边境一直受到蒙古部落的侵扰，嘉靖四十三年（1564），

朝廷以王崇古熟悉边情、能守善战，任命他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从

此之后，他就一直镇守北部边镇。在这里，王崇古的军事天才得到了最

大限度地发挥，他不仅对边境地形了如指掌，还身先士卒，亲自带兵出

征，捣毁了敌兵的巢穴，打了不少胜仗。隆庆（1567—1572）初年，屡

建奇功的王崇古升任兵部侍郎，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成为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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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疆大吏。后来，为了加强京畿地区的守护，朝廷将宣府、大同、山西

三镇的军务也一并交给了他。 

第三节 力排众议，促进隆庆和议的达成 

王崇古的仕途可谓一路畅通，在浙江时，他作为俞大猷的副将出击

倭寇，大获全胜，不断升迁，直到后来被委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

—宣大总督。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王守仁曾分析道：“大

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四处而已，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他所指的

这四个地方，就是宣府、大同、蓟州、辽东，均是明代边界最让当局者

头疼，也最难防守的重要据点。所以自明代中期后，它们被分为宣大和

蓟辽两个独立军区，由朝廷直接委派总督任指挥官，这是兵部尚书以下

最高级别的军事长官，超越各级总兵，向来只有最富军事经验的将领才

拥有这个资格，而王崇古正担任着这个重要的职位。分析起来，王崇古

之所以能够在明朝的朝廷上拥有一定的地位，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的特

殊身份，既是科场得意的进士出身，又是鼎鼎有名的武将，既有文化，

又会打仗，加上长期在北疆征战，对蒙古各部族的动向摸得很清楚，所

以才具有很高的声望。 

多年以来，王崇古一直总督宣大军务，立下了不少战功，但若论他

在北疆任指挥官时的最大贡献，则是促成了与蒙古俺答的封贡议和。隆

庆四年（1570），把汉那吉主动归降明朝，朝廷尚还犹豫不决，王崇古凭

着自己对边境事务的熟悉，力主议和，提出了著名的“封俺答，定朝贡，

通互市”的“朝贡八议”。在他的极力坚持下，明朝与俺答部落结束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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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200 年的敌对战争状态，化干戈为玉帛，走上了握手言和、通商互市

的道路。北疆数千里军民由此过上了安居乐业、团结和睦的生活。 

就当时的边境形势来看，由于蒙古少数民族游牧生活的特殊性，他

们非常需要中原的粮食、布帛、铁锅、茶叶、药材等商品，但从开国皇

帝朱元璋开始，明朝对蒙古就一直采取防范态度，只允许有限的、朝贡

式的贸易，根本满足不了需要。既然不能购买到想要的必需品，蒙古部

族干脆就采取了更为直接的办法，他们常常率军入关，抢劫财物、骚扰

百姓，以致双方长期处于紧张的敌对状态。事实上，正如美国学者亨利·赛

瑞斯先生所指出的：“明朝在边境任过职的高级官员清楚，蒙古对纺织品、

某些食品、工具、铁器以及家庭用具的需求，是边境麻烦的根本原因。” 

王崇古出身商业世家，在军事策略上，他也充分体现了与生俱来的

商人的精明和谋略。他对蒙古人采取了分化、拉拢的态度，严厉禁止杀

害俘虏和降兵，并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给三镇各级将领刊发文件，还

在沿着边境的各方道路关隘处设立木牌，上面明确公布优待俘虏的新政

策，“有力者或杀获虏酋，例得加官进爵，赏银各千百两……有谋者或劝

导诸人归顺，数多亦同爵赏……其余独力不能谋为者，各窥机便或马步

投边，或率众归正，自有应得赏恤。如仍畏避执迷，甘为虏中奴仆，或

听诸逆反役虏地耕纳……将来进兵，尽从剿杀”。 

可以说，王崇古实行的分化和优待政策起了很大作用，遏制了蒙古

贵族的势力发展，减少了他们对明朝边境的骚扰。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

当地居民和蒙古族人民对明朝的态度发生了分化，有很多蒙古人拖儿带

女地投奔归顺了汉族，一年之中竟然多达 2000 多人。与此同时，王崇古

还使用了贿赂敌军、收买间谍，以获取情报的办法。他还给边防士兵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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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每月发放 3 两银子作为经费，用于探听对方的动向、收集情报等，以

了解蒙古贵族的最新动态。这些措施使王崇古成为一名知己知彼的将领。

当把汉那吉向明朝投降的时候，对方的虚虚实实都被他了解得一清二楚。

在这种情形下，他才有机会成功地说服皇帝，最终达成和议。 

历史的发展常常出人意料，正在王崇古在宣大总督任上大展身手的

时候，蒙古部落首领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向明朝投降了。这是一个戏剧

性的变化，虽然事件的起因直到今天还在让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但有

些史料表明，这件事起源于这样一个偶然事件： 

把汉那吉是蒙古族鞑靼部首领俺答汗的孙子，隆庆四年（1570）十

月，当爷爷的俺答见孙子把汉那吉的未婚妻“三娘子”很漂亮，就占为

己有，惹恼了把汉那吉，在极度愤怒的情形之下，他又听人说王崇古有

优待降人的政策，于是，率领着妻子、儿女和十几个部属直接跑到明朝

的大同城外，敲开城门，表示要归附明朝。时任大同巡抚的方逢时也是

一位很有远见的将领，他一面派人接待把汉那吉，一面急忙请示上司王

崇古。由于把汉那吉自幼丧母，由俺答的妻子伊克哈屯一手养大，感情

很深厚，在妻子的日夜吵闹之下，俺答不得不亲自率领十几万蒙古骑兵

出征，到处搜索把汉那吉的人影，“分道人犯，索把汉甚急”。对把汉那

吉的归附，究竟是接受还是拒绝？此时将这个尖锐的问题摆到了王崇古

面前，可以说，这是个千钧一发的时刻，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引起明朝

与当时蒙古族中最强大的鞑靼部之间的一场恶战。 

所幸的是，此时的军事将领是王崇古，而他素以精明谨慎而著称。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以长期与俺答打交道的经验，做出了一个十分英

明的决定，他命令全体部下进入战备状态，但同时又明令副将（副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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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以上的军官一律不得外出作战，这样一来，敌人就抓不到任何绑

架高级别军官作为人质来交换的机会。王崇古与方逢时进行一番商讨之

后联名上奏朝廷，他认为这是打破僵局的最好机会，提出了处理把汉归

附事件的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给把汉那吉很好的待遇，豪宅美食，

但严禁出入；中策是以要杀把汉那吉为借口，逼迫俺答退兵；还有一个

不错的计策就是将把汉那吉安置在边境外，让他招降自己的部众，享受

汉朝的属国乌桓国的同等待遇。等到俺答老死后，让他和俺答的儿子辛

爱去争王位，待双方僵持不下时，明朝正好坐收渔利。同时，王崇古认

为，最好的策略就是应该接受把汉归附，赐给他房屋田舍，授以官职，

发给丰厚的俸禄，让他心悦诚服地待在明朝，但不允许他随意离开，如

果俺答来要人，就拿他做人质来交换此前投靠敌人的叛徒，“宜给之宅舍，

授之职衔，丰其汽禀，易其服用，以悦其心；严防出入，禁绝交通，以

虞其诈。岁月既久，果无异心，徐为录用，俾其自效。若俺答果肆勒兵，

近边索取，则明行晓告，许其生还，谕以祸福，因与为市”。 

这一番筹划可谓十分周详，在袭扰无效的情况下，俺答只得与明军

和谈，王崇古派出了使者鲍崇德前往俺答军营谈判。为了促成和谈，王

崇古给皇帝上了一篇著名的《确议封贡事宜疏》，文中陈述了先前禁止马

市等边境贸易时，蒙古部落由于需要生活用品不断骚扰劫掠边民，而明

军被迫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来加强防备等状况，提出允许把汉那吉归顺

的请求： 

在虏既未遂安生，故游骑不时近边，扰我耕牧，大举每岁窥逞，劳

我慎防，在我亦无时解备，华夷交困，兵连祸结，故思一容通贡，各遂

保全。审时度势，万非昔年开市之比，今部科之议乃以禁例为援。夫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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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禁复开马市，未禁北虏之纳欵，今虏求许贡后容伊买卖。如辽东开元

广宁互市之规，夷商自以有无市易，不费官银，不专市马，亦不过通贡

中之一节，非复请开马市也。臣等虽至愚，苟无利于国家，有违于禁旨，

何甘身冒重辟，而为虏请乞？但历查俺酋父子兄弟之横行各边者凡四五

十年，而累犯蓟镇者三五次，当其震惊宸严、流毒畿辅之时，孰不欲饮

其血而食其肉？然发言盈庭，文移充栋，空抱灭胡之志，未收遏虏之功

者，虽势力之未能，亦缘议论太多、文法牵制，使边臣无所措手足耳。

昨岁秋时，老酋纠众东行，三卫绰风传报京城戒严，至倡为运砖聚灰之

议，拥门城战之图，率以为御虏长策，其不至贻笑于虏者几希矣。今虏

酋纳欵乞贡内附，乃必欲定久要，守尺寸以可保百年无事，它日有失，

究首事之罪，岂惟臣等所不能逆料？虽俺酋亦恐能保其身而不能保其弟

侄，能要诸酋于目前而不能制诸酋于身后也，夫拒虏甚易，执先帝之禁

旨，责虏酋之难保，数言可决。虏必发愤逸去，身在宣大而遥算各边，

此亦边臣识度所不能及也。在宣大近以遣降之恩，兵马之力，或可保数

年之不侵。 

在奏疏中，王崇古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一议锡封号官职，以臣服夷酋，照得北虏各部落，惟土蛮为小王子

之裔，屯驻辽蓟东北，众十余万，其控弦带甲者，不满数万，虏种虽众，

而兵未精强，故难独逞。俺答故兄吉囊并其弟老把都三人，原系土蛮臣

属，分注宣大迤北云州青山河套内外、河西大小松山，连年抢虏番汉盔

甲，器械既多，益以板升奸逆，教虏为兵，战阵攻击尤徤，兵号精强，

但众势分据，未易卒合。故每次入犯，必纠会于数月之前，聚众至十余

万，方敢深犯。否则各分边境，趁草驻牧，时遣精骑，朴抢窥农，此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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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大势也。 

…… 

一定贡额以均赏赉，夫夷虏之进贡各献马匹……一议贡期贡道以便

防范……一议立互市，以利华夷……一议抚赏之费以求可继，照得各镇

每年四时戒防既多……一议归降以杜启衅，照得朝廷悬招降之例，以开

华人归正之门……一审经权以严边备。 

虽今日天朝暂假爵职之名器，示以荣锡之恩，每岁暂借客饷十之一

二，为抚赏酬贡之费，是一时羁縻之微权，而保固疆圉，生全边氓，将

不可数计矣，释此不事，此为明见则拒虏甚易而灭虏实难虏将窥隙，而

东西岁扰，我必随势而远近戒防，士马疲于奔命，财力匮于征输，是为

不能达权，将并经常之守，不可继矣。 

（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 

他从自己多年来与俺答打交道的经验出发，仔细剖析各方形势，分

析和谈将带来的种种利益，并进一步提出了明确可行的具体措施。王崇

古可谓发挥了自己文官出身又兼任武将、熟知边务的巨大优势，这篇奏

疏文辞极佳，写得条陈理析，头头是道，说理十分透彻。但是，当这份

奏疏送至朝廷时，还是引起了满朝哗然，朝臣们议论纷纷，各抒己见。

以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等人为首的主战派激烈反对接受把汉归

附，而大学士高拱、张居正、张四维等人极力支持王崇古的和谈主张，

兵部尚书郭乾则被吵得不知所措，议论了很长时间都定不下来。最后，

主和派终于占了上风，在高拱、张居正的支持下，王崇古的意见被采纳

了，穆宗颁下诏书，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得到了朝廷的支持，王崇古

开始自己的部署，他针对俺答调兵临边索要把汉的情况，一面下令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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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防御准备，一面派遣鲍崇德将明朝厚待把汉的情况转告了俺答：把

汉那吉被授予了“指挥使”的官爵，鼓动他归顺的奶公则被封为正千户，

其他各人也有封赏。当俺答派遣使者来了解虚实时，把汉那吉穿着明朝

赐给的正三品的红袍金带，威风凛凛地会见了使者。这些彻底打消了俺

答的疑虑，他立即把此前叛变投敌的赵全等人捆绑送回了大同，任明朝

发落，同时还派遣使者表示感谢，发誓再也不会侵犯边境了。可见，作

为具体处理此事的官员，王崇古可谓临危不乱，极有大将风范，他能根

据实际情况选择最佳对策，并争取朝廷支持，妥善处理把汉归附事件，

为明朝蒙汉关系的改善、议和做好了铺垫。 

见把汉那吉受到厚待，俺答干脆进一步提出，要明朝封他为王，并

开马市进行贸易。王崇古紧急向朝廷上奏疏，主张同意俺答的请求。这

封奏疏为他招来了很多批评意见，虽然当时远在北疆，但从与高拱、张

四维等人的信件往来中，王崇古自己也得知了朝臣们对这个问题的激烈

反应。他从对蒙古形势的了解出发，极力坚持，再次上奏疏明确提出，

应该答应俺答的请求，封他为王，这样才能利用他在蒙古各部落中的威

望，限制其他各方势力的发展。王崇古分析了这次俺答请求“封乞通贡”

与此前的种种不同之处，认为不应该以先帝时的情形来拒绝这次收服蒙

古部落的大好机会。同时，他还不无担忧地指出了拒绝可能会带来的恶

果：缺乏生活必需品的俺答，一旦得不到满意的回答，必然会加大军事

进攻的力度，虽然王崇古的军队并不惧怕和敌人打仗，但流寇扰民、劫

掠生事却难免给边民们带来巨大的损失。 

王崇古在《确议封贡事宜疏》中还全面提出赐封、通贡、互市的主

张，对比了这次俺答请封乞贡与嘉靖年间开马市的不同，驳斥了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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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禁开马市”的论调，肯定了封贡互市的必要性。他提出了对俺答

等蒙古族各部首领封赐爵位、官职的具体办法：赐俺答以王的封号，颁

给镀金印信，其余各部首领、俺答子孙等分别授予都督、指挥等职衔。

此外，王崇古对蒙古族各部进贡的马匹也规定了数额，以便使蒙古各部

族每年都能获得明朝的礼物，并强调只有数额公平合理，才能避免他们

内部因不均而起纠纷。同时，他还明确规定蒙古进贡的时间为每年正月

上旬，并对来使人数和所走的道路等细节问题都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以

确保进贡的蒙古使者不至于对明朝形成威胁。 

收到王崇古这份计划周密的奏疏之后，明穆宗下诏在兵部召集会议

讨论此事，虽然朝臣们众说纷纭，各执己见，但由于王崇古的意见理由

充足，对封贡的具体实施也有周详的考虑与安排，因此得到了朝廷的批

准。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穆宗作出了裁决，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

对俺答的子弟、部属也分授官职，并允许蒙古各部族同明朝通贡互市。

同年五月，俺答在得胜堡外晾马台（在今大同市北面）举行了盛大的受

封庆典，他当众“对天叫誓”，表示“永不犯中国”。 

第四节 认真实施，促成互市的成功 

在把汉那吉归附之前，俺答也曾多次向明朝要求通贡互市，但都被

拒绝了。王崇古在奏疏中分析情形道：“庶虏中得衣食之急用，斯可永绝

盗心，而客商岁得虏货之利，将源源自至，防范既严而通夷之夙弊可革，

交易既广，而不均之骚扰可免矣。” 

这几句可谓点到了关键处，蒙古部落抢劫，主要目的在于衣食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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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游牧经济的单一性、流动性，决定了他们迫切需要中原的铁器、布

帛、烟草、茶叶以及其他手工业产品。正如西方汉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这

种经济上的要求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磁轴，有力地吸引着北方游牧民族。

因此，北方民族共同的、重复发生的向心运动是由其本身经济要求所决

定，同时又是由特定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客观规律运动”。 

历朝历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种种往来，多半是出于

基本生活需求的动机；中原政权出于自身安定等政治考虑，往往对这些

民族采取安抚措施。整个明朝前期，蒙古族都是依靠战争和零零星星的

掠夺等方式来满足他们对农业物资的需求，和明朝长期处于敌对战争状

态。而这一次，在处理了把汉归附事件之后，明朝终于确定了与蒙古部

落互市的政策。王崇古自己出身商业世家，当然深知搞好边境贸易的重

要性，他对互市的实施作了周密筹划与安排，不仅明确规定了交易日期

大致每月一次，还由双方各自派出一定数目的军队，驻扎在贸易地点以

及市场周围，以维持市场秩序，保护贸易的正常进行。除此之外，他还

根据当时的市场行情规定了贸易的重要商品——马匹的价格，“臣当互市

之初，开具宣谕榜例，要定虏中上等扇马一匹，拟价十二两，搭配段布

官货一分，实值银八两余；中扇马一匹，定价十两，货实值银七两余；

下扇马一匹，定价八两，货实值银六两余”。 

王崇古制定了明确的政策来保护客商利益，鼓励商民参加贸易，因

此互市才得以正常发展，他坚持“务使客商有利、夷价无亏”的原则，

使汉族和蒙古商人双方都能从互市中获利。蒙古人需求的主要商品是粮

食、布匹、绸缎、锅斧等生活必需品，而中原商人则从互市中购得货物，

转而贩卖到内地，获取丰厚的利润。事实上，自从和谈互市之后，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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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从军费开支来说，仅宣大三镇，每年就可省下

军费 60 万两，等于明朝年财政收入的 1/5。不仅这样，王崇古还规定了

互市的税收制度，从中收取税费，用来充当军饷，“凡夷马商货，各有税

例。每年即以收获银充抚赏之用”。经过王崇古的周密筹划和悉心管理，

明朝北方边境的蒙汉互市不断迅速发展。仅就宣府、大同、山西三处互

市成交的马匹数量来看，隆庆五年（1571）互市之初仅 7030 匹，隆庆六

年（1572）7845 匹，万历元年（1573）为 9103 匹，到了万历二年（1574）

就突飞猛进增到 27000 多匹，仅仅 4 年之中，马匹成交数量就增加了近 3

倍，足以见证整个蒙汉贸易在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既反映了实施互市

符合边境人民的生活需要，也验证了王崇古的战略眼光和措施得当。 

如果说接受把汉那吉归顺还算得上是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的共

同功劳，但此后的俺答封赐和通贡互市，则主要是由王崇古一手具体策

划和实施的，是在他的极力坚持下才达成的。方逢时自己也曾说过：“臣

以忧归，王独任其事，请封议贡，约会定期，劳心苦志，克有成绩。” 

王崇古的这一功绩，受到了广泛的赞扬，著名政治家、内阁大学士

张居正就写信赞扬他说：“向者仆固谓：‘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

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此所谓非常之事，非公孰能了之？’” 

确实，作为明朝镇守北疆的官吏，王崇古在隆庆和议中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正所谓“非常之人，非常之功，非常之事”。隆庆和议的成功，

俺答封贡互市的实现，从根本上改善了明朝蒙汉关系。《明史·王崇古传》

载，“贡币之议崇古独成之”，历史将永远记住他的这一功绩。 

当然，隆庆和谈也经历了很多波折，由处理把那汉吉而引出与蒙古

议和与开马市，朝廷内很多人持反对意见。廷议时，虽然以张四维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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