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 上海古籍出版社推

出 《万 历 朝 鲜 半 岛 的 抗 日 传

奇———〈壬辰录〉》（上海师范大

学韩国汉文小说集成委员会编

辑）一书，加之以《壬辰录》为蓝

本改编、由韩国 KBS 电视台与

中国央视合作拍摄的 《壬辰倭

乱 1592》影 视 片 的 热 播 ，使 得

400 年 前 发 生 在 朝 鲜 半 岛 、中

朝军民联手抗日的可歌可泣的

宏伟史诗又重回人们的视野 。
了解那段历史， 对生活在和平

年代的人民， 有着特殊的借鉴

意义。
对于这场战争， 当事国叫

法不同，明王朝称为“东征御倭

援朝”，朝鲜则称为“壬辰·丁酉

倭乱”(壬辰即为万历二十年即

1592 年， 丁酉为万历二十五年

即 1597 年)，日本谓为“文禄·庆

长之役”(文禄、庆长是日本后阳

成天皇的年号)。关于这场战争，
参战三国也有不少历史记载 ，
中国有 《经略复国要编》《两朝

平攘录》《万历三大征考》《朝鲜

征倭纪略》等；朝鲜代表性的作

品有 《宣祖实录》《惩毖录》《壬

辰录 》等 ；日本翔实记录 “壬辰

倭乱” 的文献则较少， 有诸如

《驭戎概言》《征韩伟略》等。 他

们 都 从 不 同 的 观 念 和 视 角 对

“壬辰倭乱”展开叙事。

光复平壤

日本天正十年（1582）6 月，
关白织田信长部下发动叛乱 ，
迫使织田自杀身亡。 丰臣秀吉

出身微贱，受知于织田，但他恩

将仇报，废织田三子，趁机攫取

政权，僭称“关白”。 所谓“关白”
就是大将军，总揽军政大权，是

日本政府实际权力的掌控者 。
秀吉上位后，东征西讨，很快统

一日本。 他逐渐野心膨胀，以兵

力威胁琉球、吕宋（今菲律宾）、
暹罗（今泰国）、佛朗机（今葡萄

牙）等国家，强迫他们向日本纳

贡； 又妄图借道朝鲜， 占领中

国，建立“大东亚帝国”。 他下令

大肆扩充军备，征召兵员，修缮

船舰 ，于 1592 年 （明神宗万历

二十年、 日本后阳成天皇天正

二十年、 朝鲜宣祖二十五年）4

月，起倾国之兵，悍然发动对朝

鲜的侵略。 当时朝鲜李氏王朝

由于武备松弛，政治腐败，面对

日寇大兵压境， 虽有各地义军

起兵抵抗， 但朝鲜军队望风溃

逃，仅一个月即 “三都守失 ，八

道瓦解”， 日军很快进逼王京。
国王李昖仓皇逃窜，王京失守，
日军俘获李昖的妃子和王 子 ，
并追击至平壤。 李昖派出使臣

络绎不断地向明廷求救， 明廷

也认为“倭寇之图朝鲜，意实在

中国 ”，因此 ，不久后便答应李

昖的吁请。 7 月，大明神宗皇帝

命令副总兵祖承训率军赴朝救

援，与日军在平壤城外接战。 明

军由于轻敌，导致溃败。 8 月，
明廷又任命兵部侍郎宋应昌为

经略， 李如松任防海御倭总兵

官， 开赴朝鲜。 宋应昌颁布军

令，其中云：
将士经过朝鲜地方， 务使

鸡犬不惊，秋毫无犯。 敢有擅动

民间一草一木者斩。
官 军 有 狎 淫 朝 鲜 妇 女

者 斩 。
朝鲜疆域即我土地， 朝鲜

百姓即我子民， 将士有擅杀朝

鲜男妇并投降人役者斩。 （《经

略复国要编》卷一）
万历二 十 年 （1592）10 月

25 日，王师誓师渡江。 同时，兵
部尚书石星派沈惟敬去倭营探

听虚实，沈惟敬回来报告说，日

军先锋小西行长希望中日开通

贸易 ，愿从平壤撤出 ，中 、日军

队以大同江为界。 当时明军还

没有完成集结， 宋应昌故意应

允，暗令李如松率军赶赴平壤。
李如松也根据多方情报， 断定

日寇乃缓兵之计， 于是急忙催

兵进发。 万历二十一年（1593）
正月初四到达安定馆。 小西行

长派遣部将吉兵霸、三郎等，以

迎接沈惟敬为由，前来侦察。 李

将军果断传令，生擒吉兵霸、三

郎，其余斩首。 初六日，明军如

神兵天降，出现在平壤城下。 平

壤东南二面临江，西南靠山，形

势陡峻，北面有牡丹台，高耸入

云，易守难攻。 日寇四面重兵防

守 ，布置拒马地炮 ，陈兵以待 。
李如松先派一支部队佯攻牡丹

台，以试探敌人的力量。 日寇也

从城中冲出，偷袭明军三大营，
知道明军早有防备， 也退回城

中。 李如松派翻译张大膳进城，

对倭寇晓以祸福。 初七日，雾气

弥漫， 午时， 张大膳回来报告

说，倭寇愿退兵三十里，写降书

投诚。 李如松知道倭寇狡诈，是
假意输款。 总指挥宋应昌在《叙
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 》（《经略

复国要编》卷七）中较为详细地

记载了收复平壤的战斗过程：
初八日五鼓造饭， 黎明分

布诸将。 杨元领中哨攻小西门，
李如柏领左哨攻大西门， 张世

爵领右哨攻西北城角， 止留东

门一面以示围师必缺之意。 即

传号令， 许以先登者赏银一万

两， 世袭指挥使， 争割首级者

斩。 提督往来城下，一卒稍退，
辄手刃之，由是三军齐奋呼，声
震天，无不以一当十，前军被杀

后军继。 至时倭奴尽列城上，旗
帜旋遶，约围二十余里，鸟铳铅

子飞下如雨，中者无不立毙。 有

铅弹一枚而穿透二人者， 女墙

垛口复射边箭，抛击石块。 各将

士皆奋不顾身，并力攻取，从卯

至未，战氛愈励。 副将杨元亲率

本营将士， 先以明毒火箭及诸

火炮 ，一齐射打 ，乘势攻城 ，家
丁丁景禄被鸟弹打死， 杨元奋

勇不顾，由小西门先登；戚金继

之， 随令家丁把总杨世隆等将

小西门砍开；张世爵、钱世祯由

北城先登 ；李如柏 、李宁 、李如

梅 、方时辉 、谷燧 、杨绍先皆从

大西门杀入。 是时， 有城倒被

压，众军践踏，从砖石之下跳跃

登城。 如骆尚志者， 有铅子伤

胸 ，血流殷踵 ，犹督战不休 ，如
吴惟忠者；李芳春箭中咽喉，射
穿右膊；李如梧铅子击穿左臂；
方时春触中毒火。 五人者俱带

伤不顾，杀入城内；而李提督马

被鸟铳击死，换马驰战，触冒毒

火 ，鼻孔血流 ，犹左右指挥 ，往
来督阵，神色不变。 李如柏头盔

亦被铳击，幸有衬盔棉厚，未至

重伤。 大城既破，我兵四集，云
涌风驰 ，雷轰电掣 ，键马奔突 ，
短兵相接，贼尽摧伏栅下，火箭

飞射，中者、焚触者死。 而倭贼

头目率贼六七千窜匿所构子城

风月楼中， 又倭贼五六千屯聚

馆驿台后山坡二处。 李提督令

即救朝鲜被掳男妇一千余名 ，
发平安道布政使李元翼安插 。
宁家讫， 是日火箭火炮齐发楼

台房屋，烟火大作，倭被火焚炮

击火箭射死者各无算。 复据查

大受家丁查应奎口报： 初九日

于牡丹台侧瓮城屋内， 见被火

箭焚烧倭死者二三百人， 平壤

城内烧死者无数，焦臭冲天，秽
闻十里。 平壤东面江临城下，倭
跳城奔走， 落江溺死者又不计

其数。 比因天晚，暂令收营，计
临阵斩获倭级一千二百八十五

颗，夺获马二千九百八十五匹，
倭器四百五十二件。 李提督复

料贼计已穷，夜必逃遁，遵照经

略密谕设伏江东之计阴遣副参

等官李宁 、张应种 、查大受 、祖
承训、孙守庶、葛逢夏等领精兵

三千趋江东小路埋伏， 倭果扶

伤从小路宵遁， 李提督率同杨

元 、李如柏 、张世爵等 ，由大路

追逐 ，不及 ，小路伏起 ，斩首三

百六十二颗，生擒倭贼得儿半、
在顺、二郎三名，余贼弃甲抛戈

奔走，官军因转战，马弱不及穷

追，收取所遗器械，通计前后共

斩获首级一千六百四十七颗 ，
查出倭将头目二十五颗， 内奉

旨有名酋首三名， ……生擒酋

首五名， ……焚溺死者约有万

余。李提督以平壤新复，申明经

略 ，号令秋 毫 不 许 有 犯 ，三 军

肃然。
27 日，在距离王京 90 里的

地方，李将军领精锐二千，前往

查看地形，行至碧蹄馆，突然遭

遇强敌，被倭寇重重包围。 这场

遭遇战异常惨烈，茅瑞徵《万历

三大征考》对此有记载：
二十七日，去王京九十里，

李将军引枭骑二千，前往踏勘，
至碧蹄馆，猝遇倭，围数重。 李

将军督将士殊死战，从巳至午。
一金甲倭前搏李将军， 急赖指

挥李有升以死护，刃数倭，竟中

钩堕，为倭肢解。 李如柏、李宁

等益遮拥夹击， 李如梅箭中金

甲倭坠马。 会杨元援兵砍重围

入 ，倭遂溃 ，而我精锐亦多丧 。
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稻畦，冰
解泥深，骑不得骋。 倭背岳山，
面汉水，连珠有营，城中广树飞

楼， 鸟铳自穴中出， 应时毙我

师，乃退。

啼笑和议

碧蹄之战后， 双方战斗呈

胶着状态。明军因大战之后，将
士和军马都十分疲劳， 急需休

整和补充兵员，因 而 故 意 散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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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年前，中朝军民在朝鲜半岛联手抗日，参战国对于这场战争有不少历史记载，但日本相关的翔

实记录文献则较少。 对于这场给东亚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侵略战争，日本各界很少进行反省，而且

美化侵略行为。 这些错误的认识，导致日后日本对朝鲜的再次占领和殖民以及近现代对中国、东南

亚的侵略。

碧蹄馆之役战斗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