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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说要攻打某地某地； 并派

出许多间谍到各处侦查； 又派

发免死帖数万张， 招出那些在

王 京 陷 落 时 胁 迫 投 降 的 朝 鲜

人， 以拆散那些叛国投敌的朝

奸组织；还修筑开城城墙，以示

长久驻扎之意； 李将军又令敢

死 队 趁 夜 突 袭 倭 寇 的 龙 山 粮

仓，烧毁敌人的军事粮储；又不

断在开城增加军队和粮饷 ，以

示不久将攻打王京的决心。 日

军不知明军虚实，十分焦虑。 更

致命的是，日军在丽水港、唐浦

港、闲山岛等海战中，被朝鲜全

罗道左水使李舜臣统率的水师

击败，完全丧失制海权，军粮无

法送达。 1593 年 6 月，日军急

于保全既有战果， 遂派使节随

同明使沈惟敬由釜山至北京城

议和， 请求大明准许重新开放

朝贡贸易，日军撤退回国。 明军

也因士兵数量远少于日军 ，加

上天连降大雨，道路淹没，行动

不便。 而且明军南兵和北兵、文
官和武将之间又发生冲突 ，大

明和朝鲜官员之间也多隔阂 ，
还有粮草不继等原因， 于是答

应和议。 7 月，明廷诏李如松大

军退兵回国， 只留刘綎部扼守

要口。 12 月，宋应昌、李如松应

召回国。 1593 年 5 月 8 日，丰

臣 秀 吉 在 名 护 屋 会 见 明 朝 使

团，提出七条和平条件，包括和

亲、割地 、入贡 、封秀吉为日本

国王及交还所俘虏的朝鲜国二

王子及其他朝鲜官吏等款项 。
沈惟敬一一答应， 但同行的谢

用锌、 徐一贯等人却诈称秀吉

已同意向明朝称臣，请求封贡，
侵朝日军全部退回日本。 而小

西行长又对秀吉汇报说， 明朝

使者已经同意了秀吉的七条建

议， 只需派日使与明使一道去

北京请大明皇帝最后批准。 就

这样，两方谈判人员欺上瞒下，
“协议”几乎就要达成。 1594 年

10 月，日本议和使者小西如安

与明朝使团一道去北京， 与石

星进行谈判， 石星提出三项条

款：一、日军在受封后迅速撤离

朝鲜和对马； 二、 只册封而不

准求贡； 三、 与朝鲜修好不得

再侵犯。 小西如安满口答应，沈
惟敬也交上自拟的秀吉降表 ，
明朝君臣非常满意， 神宗立即

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
丰臣秀吉见诏书后勃然大

怒， 摔诏书于地， 并怒逐明使

臣。 沈惟敬归国途中， 滞留朝

鲜，不敢回京。 他伪造了一道丰

臣秀吉的谢恩表， 由另一使臣

递交朝廷。 但被明廷识破，再加

上朝鲜方面传来日本再度备战

的消息，明神宗方知上当受骗，
当即下令邢玠把兵部尚书石星

下狱问罪， 并命驻朝明军捉拿

沈惟敬，就地正法。 结果石星于

1599 年死于狱中，沈惟敬则被

斩首示众。

露梁大捷

万历二十四年 （1596），丰

臣 秀 吉 再 次 派 遣 大 军 攻 打 朝

鲜。 这次因为准备更加充足，不
久就迅速盘据釜山，进逼汉城。
朝鲜遣使再至北京求援。 明朝

再次议定援朝征日， 以麻贵为

备倭总兵官，统率南北诸军；以

杨镐为佥都御史， 经略朝鲜军

务，并以兵部侍郎邢玠总督蓟、
辽、保定军务。 6 月，日本兵船

数千艘停泊于釜山， 逐步向梁

山、熊川逼近。 8 月，日本攻破

泗川、南海 、光州 ，南原随之失

守， 日军屠城一日， 之后黄石

山、金州 、公州等地相继沦陷 ，
汉城屏障尽失， 朝鲜局势危如

累卵。 9 月，副总兵解生等大败

日寇加藤清正于稷山， 清正退

屯于蔚山。 12 月，明军将清正

包围于蔚山之岛山， 日军饥寒

交迫，统帅清正几欲拔剑自杀，
便假意乞求投降。 不意天忽降

大雨，1598 年 2 月， 小西行长

等率援兵突至，杨镐惊慌失措，
狼狈逃跑， 队伍大乱， 为敌所

乘，迅速溃败 ，辎重大多丧失 ，
士卒死伤惨重。 赞画主事丁应

泰愤而向朝廷报告战败事实 ，
杨镐罢官。 邢玠招募江西水军，
并 欲 以 海 路 运 兵 以 作 持 久 之

计， 于是水军都督陈璘以两广

之兵，刘綎以四川之兵，邓子龙

以浙江、南京之兵赶至增援。
朝鲜水军统领李舜臣由于

奸臣陷害，遭到关押。 但战事再

起之初， 朝鲜水师几乎全军覆

灭， 朝鲜政府无奈再次起用李

舜臣。 李舜臣到任后，在全罗道

右水营着手重建海军。 1597 年

8 月 28 日，李舜臣指挥这支刚

重建的水师， 与日本水师在鸣

梁海峡决战。 鉴于兵力薄弱，李
舜臣决定设下陷阱， 他派人乘

退 潮 时 在 岸 边 暗 设 铁 索 与 木

桩。 9 月 16 日，日军水军在藤

堂高虎等率领下， 欲趁涨潮时

攻进鸣梁海峡，全歼朝鲜水师。
李舜臣先将海峡内的民用船只

乔装成战舰，自己则亲率 12 艘

战船引诱敌船深入 ，随后集中

优势兵力 ，对日军指挥舰发动

攻击 ，歼灭了日军指挥舰和其

他 战 船 2 艘 。 潮 水 开 始 退 却

后，朝鲜舰船趁势进攻，日舰因

失去主帅，军心涣散，只得顺潮

向东撤退， 但却遇上李舜臣事

先埋下的铁索和木桩而遇阻 。
朝鲜水师全力拼杀， 歼灭日舰

30 余艘，击毙日军将领来岛通

总等 400 余人， 再度重创日本

水师。
日本由于无法取胜，“死者

甚众， 各岛之夷千人往者百人

归， 百人往者十人归， 家家啼

哭，人人愤恨。 ”（《虔台倭纂》）
日本民众反战之声高涨， 恨不

能生噬秀吉之肉，秀吉“出则蒙

面，卧则移徙，彼亦自知不免于

祸”（《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
朝鲜《中兴志》记秀吉与倭将木

下金吾谈话时 “泣曰：‘公等以

我为老矣，我之少也，以天下为

无难事 ，今老矣 ，死亡无几 ，与

朝鲜休兵议和，如何？ ’其下皆

曰：‘幸矣！ ’”赖山阳《重订日本

外史》 卷十六也记秀吉死前对

德川家康说 ：“吾与明构兵 ，祸

结弗鲜 ， 吾深悔之 ！ ”10 月 8
日，秀吉死于京都伏见城，消息

传至朝鲜，日军士气受挫，无心

恋战，准备撤退，中朝军队乘胜

狙击。 《中兴志》记云：
11 月 17 日五鼓时， 加藤

清正坐船首先逃跑， 小西行长

被包围，次日，岛津义弘与南海

贼将平调信等合兵来援。 将近

露梁，与行长举火相应。 舜臣与

陈璘准备夜攻，伏兵浦屿间。 李

舜臣于船上焚香祝天曰：“若歼

斯仇，死亦无憾！ ”夜半，贼船五

百余艘自光州洋而来， 两军左

右突袭，贼船散而复合，两军乱

投薪火，延烧敌船，贼兵只得退

入观音浦港面，时天已亮。 贼船

入港， 发现没有出路， 于是返

回，殊死抵抗。 李舜臣亲自登上

甲板，桴鼓助战，贼船将李舜臣

的战船层层包围， 陈璘冲进重

围前来救援， 敌船又转而并力

围住陈璘，两贼兵跃上战船，欲
刺陈璘， 陈璘子九经以身遮护

父亲 ，被贼刺伤 ，鲜血淋漓 ，但
巍然不动， 旗牌官文炜以戈将

两敌斩之。 贼船鳞集陈璘船下，
围得铁桶一般。 陈璘沉着应付，
令下碇不动，放炮轰击，敌人则

放鸟铳，弹如雨下。 陈璘令士兵

挨盾牌伏下，贼兵挺剑登船，明
军伏兵四起，以长枪俯刺，贼兵

落水者数以千计， 将士皆拼死

搏战。 过了一会儿，陈璘忽摇铃

收兵，一时船中寂然无声。 贼兵

疑惧，稍稍退却。 明军突然从高

处向敌船喷火，风随火势，敌船

数百， 顷刻化为灰烬， 大海尽

赤。 李舜臣也冲围而进，合力血

战。 副总兵邓子龙年逾七旬，亲
率战船向日军奋击， 他的战舰

不幸误中火器，士兵急忙避火，
致使战船倾斜，贼兵趁机攻击，
邓子龙壮烈牺牲。 贼将三人坐

在大楼船上督战， 李舜臣弯弓

搭箭，射杀一人，于是贼船又舍

弃陈璘来救，陈璘得以脱围，与
舜臣军汇合，连发虎蹲炮，击碎

贼船多艘。 李舜臣左胸中流弹，
嘱咐部下不许张扬，说完气绝。
部下依其言，忍声不哭，继续挥

动军旗督战。 柳珩、宋希立皆中

弹昏绝，苏醒后立即站起，裹住

伤口，继续投入战斗。 至午时，
日寇大败， 中朝军队又追焚敌

船二百余艘， 敌将石曼子被烧

死，贼兵烧死 、溺死 、被俘斩首

殆尽， 岛津义弘等仅带少量余

兵逃脱。
中朝军队终于大获全 胜 ，

东征至此全部结束。 这场战斗，
表现出中、 朝人民鲜血凝结而

成的友谊。
万历二十七年（1599）4 月，

明军班师回朝。 神宗皇帝升座

午门，接受都督邢玠等献俘，都

“付所司正法”，首级传示天下。
神宗皇帝接受百官朝贺， 祭告

郊庙，颁《平倭诏》告示天下，向

世界发出了强悍的声音：
朕念朝鲜，世称恭顺，适遭

困厄， 岂宜坐视， 若使弱者不

扶，谁其怀德 ，强者逃罚 ，谁其

畏威。
于戏，我国家仁恩浩荡，恭

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

者虽强必戮。
同时，又《勑谕朝鲜》，谆谆

劝诫朝鲜国王，可谓情真意切，
肝胆自见：

第不知王新从播越之余 ，
归见黍离之故宫， 烧残之丘陇

与素服郊迎之士众，噬脐疾首，
何以为心？ 改弦易辙， 何以为

计？ 朕之视王，虽称外藩，然朝

聘礼文之外， 原无烦王一兵一

役。 今日之事，止以大义发愤，
哀存式微， 固非王之所当责德

于朕也。 大兵且撒，王今自还国

而治之 ，尺寸之土 、朕无与焉 。

其可更以越国救援为常事 ，使
尔国恃之而不设备， 则处堂厝

火，行复自及 ，猝有他变 ，朕不

能为王谋已。 是用预申告戒，以
古人卧薪尝胆之义相勉， 其尚

及今息肩外侮，再展国容之时，
抚疮痍， 招流散远斥堠。 缮城

隍 ，厉甲兵 ，实仓廪 ，毋湛于酒

色，毋荒于游盘，毋偏信独任以

阏下情，毋峻刑苦役以丛民怨。
庶亢殷忧愤耻之后，先业可兴，
大仇可雪， 此则断自今存亡治

乱之机， 在王不在朕。 王其戒

之！ 慎之！ 故谕。 （《皇明经世文

编》卷之三百九十四）
中朝军队同仇敌忾， 保家

卫国，历经七年，终于击败侵略

者。 但交战各方都付出了惨重

的代价， 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

事格局影响深远。 日军在朝鲜

烧杀奸淫，如李肯翊《燃藜室记

述》卷之十五云：“炮声如雷，血

流成川 ，所过残灭 ，陵夷之惨 ，
有不可胜言。”日寇随军和尚庆

念 ，其军中日记 《朝鲜日日记 》
记万历二十五年（1597）八月七

日之事云 ：“焚烧所有屋舍 ，刀

斩男女，以竹筒链缚首。父母悲

叹子女悲惨遭遇； 子女寻找双

亲，可怜情形，前所未见。”朝鲜

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日本

方面， 由于秀吉侵朝严重地削

弱了当时主要大名的军力和资

金， 秀吉死后， 其家族顿时式

微 ，德川家康趁势崛起 ，在 “关

原合战”中取胜，1603 年，德川

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 在江户

建立德川幕府。而明廷援朝时，
东南沿海倭乱刚平定不久 ，西

北又发生哱拜之乱，国库空虚，
但为了救助邻国， 毅然出兵救

援。明军在朝鲜浴血奋战。宋应

昌《直陈东征艰苦并请罢官疏》
写道：“我军自入朝鲜， 别是一

番世界 ，语言不通 ，银钱不用 ，
并无屠沽酒之肆， 兼以倭奴焚

掠庐舍一空， 军士无论羹菜不

能沾唇，即盐酱绝无入口，言之

深可悲泣。……且平壤、开城等

处人民饿死者，交相枕籍，秽气

流行，海气蒸湿，瘟疫大 作 ，马

匹 倒 亡 ，军 士 疾 病 ，诚 然 如 今

日按臣周维翰所称癯然若鬼 ，
非虚语也。 ”（《经略复国要编》
卷 十 二 ）士 兵 死 伤 甚 众 ，耗 费

钱粮无数 ，致使后金力量趁机

壮大。
对于这场给东亚人民带来

巨大灾难的侵略战争， 遗憾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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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隔离

韩、 日两个邻国关系的一道鸿

沟。 因而，我们今天重新回顾这

段历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作者为浙江工业大学人

文学院教授）
■

万历年间东征御倭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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