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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 焚毁老巢之策，十九年（ 159 1 ）， 肃清西

宁卫诸地，焚烧仰华寺。永邵卡等蒙古徙账而去，

藏民 u豆业者至八万余人， 西隆暂获休息。”⑤但

是，郑洛兵还，永邵卡、火落赤、 其相诸部复聚西

海地区， 时时攻掠西宁卫一带。明廷用 u分陕久 ，

熟西亭”＠的永凉兵各道回乐任甘肃巡抚， 以对付

西海和松山、 甘山诸地蒙古， 然而久无战功。

到了万历二十三年（ 1 5 9 5 ） 四月，礼部

祠司郎中龙府被贬为西宁卫监收通判，同月 ， 李汶

总督陕西三边，六月 ， 如j敏宽任西宁兵备副使。此

时， 凉州阴放名将达云也升任分守西宁参将。在此

文武官史协同背丑－下，以回乐为主要领导的明朝军

队才取得了勺旦中三徒”的空前奇功a

明朝万历二十

三年（公元 1 5 D 

5 ）的“ ？1 中三

捷”是明代边疆战

斗史上重要的战

事， 但是《明史以

《甘肃迎志》、

《西宁府新志》等

史书多有泪我相识

记， 一些地方史著

作也多避而不谈，

或者只记南） 11 、西

川两战。本文拟对

气皇中三捷n 的始

末作一粗浅考评。

万历二十三年五月四问， ”甘山大捷”以“追

奔二百余里” ， ①“斩首六百七十余级”，③“ii·

酋单骑走”＠的战绩开创了“迫中三捷n 之首捷3

先须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 关于这次大战， 《明史》 、 《甘筷

志》、《甘肃新通志》 、 《甘宁肯史略》、《西宁

府新志》等皆漏载， 《万历武功录》、《明史纪事

本末》 、 《明迫鉴》等也未提及 ， 但根据《西镇

志》、《纶醋全线》中所载有关碑记和《圄榷》 、

《明实录》巾记载， 可以肯定这次战事确是 u渔咛l

三捷”之一挠。 XJJ敏宽在作《？皇中三捷记》的同时

又作《封祁连山铭并序》说： “夫甘 山之捷以合

围 ， 其勇胜也；南川之捷以掩击， 其略雄也； 西川

之捷始以坚壁， 继以长3哩，勇略备矣。 ……六月三

捷，通计首功二千四百有奇。”＠从五月至十月西

川之战刚好六月。可见， 当时入把“甘山之捷”包

括在“淫中三捷”之巾。

第二， 甘山之战发生在河西走廊，如何能算在

"1.皇中三捷”内呢？ 据笔者读书所得， 明代入中的

地理概念”泊中”的外延有时很大， 如嘉靖时包节

被滴戍庄浪期间所作诗文，后来结集时 ， 径题为

《渔中集》；龙膺所若《注中集》中一大半诗都是

在河西走廊所作3 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徨中就包

括了河西走廊， 但这一现象至少能说明这样一个问

题， 即对一片大的区域还没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地理

名称时，可以选用比较若名的一个地名来代指。

明代名将郭登被贬甘州、l所作诗巾筒’自称“羁客 fj·

青海湖地区古

来水草丰美，宜于

游牧， 自店以来藏

族部落就生活在这

里， u专务畜牧， 日益繁兹， 紊号乐土。”到了明

代正德时， 东蒙古亦卡剌、 阿尔秃厮等部 u袭而

居之” ①后， 便出现了所谓 “海寇之忠”。茹泊、

万历年间， 西海蒙古土默特诸部势力更大， 经常抢

掠藏族部落， 攻袭西宁卫等地， 与松山、 甘山蒙古

串通一气， 为店、西踵 ， 河j皇地区岁无宁H 。

青海藏族部落被迫向蒙古贵族贡物效力， ”不

堪到夺， 私饿皮币曰手信， 岁时加馈曰添巴。”②

“年2一年， 剥削日甚， 以麦亘古二碌， 口食取之番

也； 褐IB毛布， 轻暧取之番也；追其抢掠， 或令为

向导， 或驱为前锋， 兵力亦取之番也。”①当时藏

族部落虽有数万之众， 但只有忍辱为奴， 或者远徙

他方。

明朝军队难以对付蒙古贵族的攻袭， 甚至全军

覆没， 折兵损将 ， 如万历十六年（ 1 5 8 8 ）九

月 ， 永邵卡部入掠西宁南） 11 ， 副总兵李魁被歼于王

狗儿峡， 官兵死伤 8 5 0 余人，官马被夺 7 0 0 余

匹； 十八年 （ 15 9 0 ）六月，火落赤等部入掠桃

州， 副总兵李联芳阵亡， 明军三千人瞿没；七月，

又深入河州等地抢掠，游击李芳阵亡。明廷派兵部

尚书郑洛经略汗诲。郑洛采取招抚藏族， 分化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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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厂致使今天一些人常常因此而误以为郭登被贬

到青海湖地区。我想包节、龙廊的著作名称如同郭

登以“青海n 代甘州一样，是以法中代指了河西走

廊东段。因此，如j敏宽、龙德、孚、龙膺等人把甘山

之战放到“渔中三捷”中也是可以理解的。

u甘山”即龙首山， “在山丹县西北三十里，

俗名北山，即张掖县之甘泼山。”＠其西北有昌宁

潮，为丰美牧场。万历年间，东蒙古切吉台吉的从

子 u青把都儿先居昌宁湖”以游牧，后来便“渐次

移驻于”＠甘泼山。他们与青海的永邵卡等遥相呼

应，此退彼进，彼退此进， u 素称狡F占，流赘甘

凉”，＠使明朝军队两头疲奔，劳而无功。

这年四月下旬，甘肃巡抚田乐会集诸将商议消

除甘山、青海边患之策，他认为： “青酋近窥甘

泉，永酋逼穴？皇中，我西则青酋东举，我东则永酋

西发，首尾牵制我兵，内顾不逞。酋盖以此为长

计，以绊我兵，使我疲于奔命耳。肯酋特强无备，

今出不意，势可必克。青酋即克，则得专力于青

海，而永酋可擒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

是徽甘州镇所辖各地之兵，分为四路，潜师奇袭甘

淡山。

关于战斗部署情况，龙腐《甘山大捷题名碑

记》中记载说： “某以一军壁某地，扼其吭；某以

一军璧某地，级其肩；某以一军壁某地，断其臂i

某以一军卷甲疾驱，捣其胸腹， ＇’＠龙腐称＂某”

而不称姓名、地名，可能是因为当时他在西宁，未

参加具体战斗，了解不详之故。

五月初四日晨，青把都四面受击，帐幕大乱，

“自相剥灭，进奔冒窜”。⑥田乐自率后军策应，

登上甘泼山，亲自指挥厮杀，并率兵追击二百余

里，青把都匹马脱逃。甘山一带又归明政府掌握，

出现了“原燎云散，罔有二F边，干里无烽，甘山宁

晏”＠的和平局面。

因乐以为永邵卡等闻讯后要赶来救援， “于是

尽甘、永、凉、庄骑率为三伏，以待永酋。”＠但

是永邵卡等并没有往援。

同乐上任巡抚以后取得第一个大胜仗，捷报传

到北京，朝议认为是西隆一大功。七月十三日，神

宗“常朝之期，御前宣捷，道官祭告”郊庙， “宣

示中外，以彰殊勋”。＠

甘山一战，消除了明军对付西海蒙古诸部的后

顾之忧，同时也振奋西宁将士的士气

甘山之战结束，因为设三伏以待永邵卡之计落

空，田乐便传擞西宁兵备副使:xi］敏宽、参将达云等

注意防范。

永邵卡是俺答从子，曾被明朝封为都督同知，

进龙虎将军，后进入西海，部众强盛，与瓦刺他卡

囊等成为西宁明军最头痛的敌入。因为万历十六年

进攻南川l，杀死明将李魁，很骄傲， ＂益有轻中国

心。”＠当他得悉青把都大败，便认为田乐“适胜

于东，必不暇虞我。我得胜，大可要顺义之爵，次

不失报营部之仇，且西宁之番可以尽收，五郡可图

也。”＠可见永郡卡的野心很大，企图将西宁周围

藏族部落全都收为役属，进而占据河西五郡，并以

此要挟切］王朝封他以“顺义王”的爵位，总长蒙古

诸部。他们还商议： “九月九日，汉儿童阳，必不

知设备。”②遂决定以“后先虚实”之计，在重阳

日从南川进攻西宁。

当时，刘敏宽、达云、龙膺等自上半年便从各

方面进行了军事准备工作，并继续用郑洛之策，对

藏族进行慰抚问1结。八月，永邵卡谋已被藏族西纳

族锁商列思巴、刺卡尔族完卡等获悉并报告叨军。

龙府提出将计就计、诱敌入峡，再正面短兵相接，

敌后左右伏兵合围的策略，刘敏宽等采纳了这一建

议。

九月七日，探知永邵卡 5 0 余骑己前来南川捏

尔朵峡3 八日， :xi］敏宽以主将身份进行了布署。由

碾伯守备郑挝、、中军李可爱率兵 1 0 0 0 屯于乞答

其地方，古部守备邓荣祖率兵 6 0 0 屯子阿峦堡，

西宁土司把总祁柔忠率兵 5 0 0 ，中军百户互孟

明率兵 2 5 0 ，分别埋伏于捏尔朵峡左右。又派西

纳、刺卡尔、申中等诸藏族部落首领率藏兵结集于

峡外，统出敌军之后，等敌军败边时截杀。而由镇

海游击自泽将兵两千为中应，达云率将锐两千屯子

南川国门，北川守备余世威、镇海中军杨桂率兵九

百与达云策应。同时，派人通知永邵卡：允许其子

次日进入南川款市，但精甲不得阁入。

九日足太阳刚出山，永邵卡部的一千余骑进入

南JI I，大叫“与我款乎？”意在挑衅性试探，而将

另一干精锐骑兵伏于后，准备在前军交战时突然出

击。永邵 HI'.头部队刚进入峡中一大半，四面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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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起白， 泽与藏兵钱吃后 ， 剌卡尔藏兵从左利进

攻，申中、 应卡等成兵从右边进攻， 而达云率骑兵

从正面短兵相接。杀声巨天， 应战激烈。京古骑兵

见被围， 已是阵脚：：it乱，前后冲突，未能突因而

去。达云身先士卒， 于阵前斩了前年在南川杀死李

魁的蒙古军头领把都尔恰。失去了指挥官， 敌军斗

志大损， 只顾各自奔逃。

到中午时战斗结束， “获夷级六百二才－有

九” 。＠而埋伏于后面的蒙古兵 ， 听到杀声后赶

来， 却被藏兵包围住， 杀伤了许多， 大部分逃走。

服兵乘胜追击，一路俘获牛羊幕帐很多。

战斗结束， 并j的宽即传令自译，率兵赶回iii i每

告， u移兵守隘” ， ＠以防永邵卡等乘西川空虚进

袋， 并指示剌撒尔非藏族部洛协助防范。果然在第

二天， 蒙古兵 5 0 0 余从拉沙尔西山林潜入， 被击

退。十二 日 ， 京古 7 0 余骑又从西石峡而入，也放

击退3 这两次小小的战斗只不过南川大战的 u 余

音” 而已。南川大战及西川 小战 ， 前后共听 ·n

6 8 0 有奇， 伤俘无挥。

在 A屋中三捷”中， 就数商川之战最有~响，

各种有关史书都主要记载了这次战斗 ， 可惜大乡

失去了其实面貌，如都未记龙腾练班诱敌深入之

事。这次战斗是由i自宫龙腐练班、 文1］较宽总指f',

达云率官兵和西宁土司兵、 藏族部队联合作战的，

对永召JS 卡给予了沉重打击， “且士马无伤， 色饷不

底， 无论为九边近日所罕阁， 即 n成祖三犁夷庭以

来， 所仅见者。”③

捷报上传，从朝廷到督抚都很兴奋。总有’李

汶、 陕西巡按御史乔廷栋等九月二十一门亲到 i"i

宁， 勘阅南川战场。乔廷栋高兴地称道 ： “丑 ft

也， 可以雪百年之耻， 可以泊九原之恨，可以m巾

国之戚， 可以落毡哀之阻。两河士民， 无不直在颊t1n

额也。 ” ⑧捷至北京， 兵部尚 j）石且称道： “只是

树壮袱子九塞 ， 岂宜筑京观于两河。”＠神宗也

u大悦”， 迫使祭告郊庙，并拨馄一干两， 派佼者

到西宁宴芳将士。

《明史》 、 《叨通鉴》称1有川之l浅为“西陆战

功第一” ， 高度评价丁这次战斗。对于其性质，应

九忠在《万历武功录》中说： " f可宁之捷，奇兵

也， 亦义兵也。 ” ③这是有道理的，永邵 卡欲图乘

主义市举兵， 一鼓攻占西宁， 而龙腾将计就计，虽伪

许款市， 但仍不失为正义之举。战斗中斩了杀吉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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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的凶手， 为明军死亡将士报了仇，同时这一战也

吐了此族和阿宁各族人民长期逝去剥削抢掠之气。

四

南川告捷， 回乐对m态的发展作了分析。他认

为： u夷多方i虞我 ， 而为我所算。今永齿虽大创，

而火苗独完， ;n;相纳刺等全部犹盛。齿后之虑， 计

所不兔， 众切：既同 ， 众力必齐， 此非诸将之所能办

也。”③于是率和健三干驰赴西宁 ， 亲白督师防

御。

不久， 西纳藏民密告： 宗古i击部将于十月十三

门出犯西宁。果然， 永邵卡不甘心其失败， 他纠集

火落亦、 其相等诸部倾巢而出， 瓦刺他卡章等在

前， ti相 、 火？每亦在后，迫络数十里，柏甲数千，

共约 1 5 0 0 0 余驹， 号称两万，于十月十三日从

i皇源一带进犯西川。他们满腔忿然， 意图进行血胆

报复。

当时诸将多认为应分兵扼守备卡隘， 勿使蒙古

军进入西宁卫地a 田乐听取龙腐诸人意见， 说： 敌

军来势迅猛， 若分兵驻防， 可能反而抵挡不住， 还

不如先放其进来， 对垒时日 ， 以if'l;lt锐气，然后再

进行ILl 歼。又传话给剌 卡尔藏族，敌军米犯， ”若

力能守者，坚守十日 ， 我必破贼i 力不能， 相机从

边， 勉图后续。”⑧数日后， 剌 卡尔便假降了蒙古

军。宗古军又进而包围了庶缠沟堡， 相持数日不

下。

二十二日 ， 因乐下令叫大营于底缠东边构儿泻

的西宁主将达云节度前线诸将， 由中军柴国柱率干

总王汝虫、文1］衍祥、 把总彭大系、 刘一正 、 李宋

先、王天洋、 达世贤等国宁位官兵 。 0 0 札营于~t

雨， t;'.f备余世威及iJ州标下中军张君思、干总高

科、把总:xi］承惠 、 周白汗、消a熙再生、秦大川、李承

系等率领赞理官兵 8 0 0 il北川兵五π 丰L 'is 列其

东，游击张应学、 庄i良干总李希泊、把总孙尚、 文

光、季来诚等率庄浪兵 8 0 0 札古列其北，守备邓

宋祖、庄浪中军何隆 、 干总岱之由、安承化、 把总

乃天禄、 毛林等率领协古兵六百盟古部兵 3 0 0 札

古列n西。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蒙古兵挥众四面齐攻， 达云指挥将士分头迎

击， 炮声动荡山谷． 矢筒飞如急雨。蒙古头领不顾

伤亡惨重， 旋退旋泣， 猛攻以泄忿。从上午一直到

下午， 激战百余合，没有攻破明军阵营。于是永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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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集中~↑＇，1精锐，长枪钩杆，向南只攻柴国柱所部

囚宁兵营。柴囚往是，＇ii位名将，另冠三卒，凤号枭

雄。去古兵仍未取得成功， 咋舌叹道： u何物汉儿

如一片挟耶？”＠

这时，用乐怕敌众我寡，悬殊太大，诸将不敢

用jJ拚战，将西宁四川防御工作：rn巡警阿宁城垣的

任务交给:x,J敏宽和通判高第， 2午1龙府以及余德末、

郑挝、、 l'.:·光国、李可爱等官兵 1 2 0 0 名亲自前

来，慨然而雪道： α不亲灭此虏，何暇寝食？”＠

当时还有西宁卫都指挥袁佳中、百户许尚仁、始继

祖等装载火箭枪炮等军需品共 8 0 余辆车随后而

行。傍晚时，田乐等到达徐家漠，永邵 l、等战斗了

一天， t1i疲力尽 p 又知明切j口 j支部队到米，使收兵

屯札。

因乐等夜宿徐家寨荒祠，连夜筹刘军事行动 ，

认为永邵卡等久战不利，又见我援军到，可能要遁

逃，但一面派政民乘夜去去古军营，伪称被｛手后逃

了回米．然后约剌卡尔等作内应i 一而传敬柴国柱

率在E兵绕左边干沟， t1i每游击白泽率兵绕右边小康

缠沟，各从小道潜至敌人后方，待1主运nJ·截杀。

次日，因乐自宋大军正面直驱草草1-T军官。果然

永邵卡等自料不胜，便以拍甲段后， Jt余的赶右所

掠牛羊畜牲往西石峡撤退3 这时刺卡尔藏民乘乱倒

戈反击，明军乘势拖杀，家古军大溃。但因白泽所

部未能及时到达目的地在2杀，；：，｝（那卡等逃出了四石

峡。因乐发前锋追击，龙膺这位名除一时的诗人居

然跃马挥剑，率兵一直追到自石应而返。西宁卫彻

底肃话，永邵卡、瓦刺他卡褒等部连夜徙帐于盐池

以阻，火洛赤i睦黄河向南而去。 ”1且中三？运”的最

后一捷宣告结束。

这一战，明军以五六干人对付蒙古 1 5 0 0 0 

余人，以少胜多，斩首 8 0 0 余级，其巾包括满克

王、把汉他卡褒、脱赖合入等十名部洛头领，俘获

牲亩器械多不胜数3 可称得上是一次奇拢。

捷音报到北京，神宗大窑，边官织代郊庙，并
令兵部叙罗J行3月’。十一月，兵部主事陈楚产奉命携

带银币，专程到西宁主劳文武将上。

西川之战所以能以寡胜众，迅速决胜，明朝官

员们自吹杜由于回乐号令严珩，指挥有方。当然也

不可否认有这方面的冈索，但客观地舌，仅是一个

很小的原因。主要原因是，古海东音fSij月罕和各民族

人民民期以米深受京古贵族之忠，；n所i曰“民进踩

躏，不可胜计，在而成我将领，歼我士卒，收我属

番，撤我？苦筒，应XIJ我人民， f雪辱我士女， 罪恶种

种，搭在难效’。＠所以这里的官兵和土著汉族、

土族、成族等人民白色同仇敌朽，齐心协力，共同作

战3 如西宁茹哨进士张问仁本闲居家中，而此刻却

活跃于戎幕，出谋划策，乐而不疲； 祁王忠等土司

率领家兵参战，或征杀， 或运输 ， 卓有功tit· ； 藏

族部落除剌卡尔、西纳诸部外，尚有大咎R臣、 申中

等各部共同出 3 0 0 括驹，原与明军联合作战，又

有果迷等卡九族 7 0 0 0 余名也听明军调谊行动。

藏族部队在前后战斗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 后米兵

部领功;rJ也不得不承认： “此一役也，官兵之截

战，诚为首功，需众之夹击，亦为殊锁。”＠如果

不是宗古诸部!111立抢掠的非正义性和广大各族群众

的支挠，将士的奋战，明军企图战败多于自己近三

倍的宗古骑兵，那是很难设想的。

五

i主中战I其结束后，为了保证地方安宁， :x,J敏宽

等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

一、亟将权3 当时西宁卫属甘肃ll'l管辖，而西

宁离银城甘州有一干三百余里之遥，西宁一旦有

卒，肉无职权较高的良将，往往很难对付。因此刘

敏宽建议朝廷留良将镇守西宁， 并给予更多的兵

权。参将达云因为在南川、 西川两战「11 RR有大功，

为军民所倚重，提升为副将， 镇西宁， “节制庄

j良、西宁各营兵马”＠升柴国柱为都指挥金芋，久

留西宁营，为达云辅佐。同时，对西宁一带武官作

了调整增加，参将以下有中军一名，干总三名，哨

把总六名，告火器把总两名；各游击以下有中军一

名，干总、把总各二名；各守备以下有中军、把总

各一名。在南 JI I 、石灰沟、沙棠川、 n合喇只沟、平

戎驿、 j注番沟 、 冰沟 、 老鸦城、上川口、下川口 、

上三JI I 、下三JI! 、自L迭沟等要地皆派兵驻扎。由于

有了达云、柴国柱等这样一批名将以及各级将领严

密防守，因宁副将的权力也有所扩大，因而后来永

邵卡等虽偶尔入掠西宁， 但都被很快反击了回去，

叩』寇之忠”逐渐削弱，保证了西宁地区的安全。

二、 i白嘉兵， XIJ敏究提出西宁地区既广，需要

驻防的地方~. ~增苏tJ;·只 1 0 0 0 名，并要求户

部每月战银 2 0 0 0 0 两作为军饷。于是在西宁等

地m苏士兵，至万历二十四年（ 1 5 9 6 ）时，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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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共有马步兵 9 7 1 0 名。其分布是这样的： 西宁

营参将统领 3 1 5 2 名，碾伯营游击统领 1 4 4 2 

名，镇海营游击统领 1 6 5 6 名，北川营守备统领

9 0 8 名，古部营守备统领 1 0 4 0 名，南川堡防

守统领 2 0 6 名，石灰沟防守统领 1 5 2 名， tiL迭

沟防守统领 2 0 0 名，沙棠川防守统领 3 6 0 名，

哈喇只沟防守统领 8 0 名，平戎堡守统领 1 4 0 

名，胜番沟防守统领 6 6 名，老鸦堡防守统领 2 2 0 

名，冰沟防守统领 1 0 4 名。各以地方缓急大小，

拨兵防范，年终更换。另外还有李土司土兵 4 1 0 

名，祁土司土兵 5 0 0 名，如有动乱，即听候调

遣。这些士兵闲时屯田，自给军粮，对于安定西隆

边E，促进农业生产起了重大作用。

三、收番族。这其实是继承了郑洛诸人之策。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抵御蒙古贵族有功的部落进

行重赏。刘敏宽巴1称： ＂惶中番放，性不畏虏，惟

当鼓舞而用之，平时为之筑堡赈恤，有功区别 m

宜，使番以我为依，而乐为我用。 ” ＠因此，报ft]

朝廷对西纳、刺卡尔、申中、隆奔、罕冬、大咎咂

以及瞿罢寺的头领大行奖赏，对班撤儿、思峦、下

咎日臣以及囚觉寺、宝贝寺、会宁寺的大小头日，也

盐行奖赏，对隆奔等藏族头领还册封了国师等头

衔；二足招抚被蒙古_E，＿－族役届或因不堪忍受剥削而

远从的藏族部蓓，在边外数百里凡水头道路处遍插

百十杆白旗，上面用；在文写上招抚的意思，号召他

们乘便从西宁和甘川、｜两路归来。这一政策的效果是

很明显的，如~J二十四年八月，仅镇海堡收抚藏民

1 5 起，共 7 5 4 0 名，甘州地区不数月就招归

4 0 0 0 余人。对于归来者，给散布匹米面，安插到

原地方驻饮，部落“大者创寺延刹，封以国师、禅

师名号，小者授官给帖，加以宛卡、头目等名。”

＠这种作法既孤立了蒙古贵族，又安定了边盟各民

族人民的生活和生产，具有积极忘义。西海蒙古终

难大举，最后不得不逐步徙离。

J飞

出 rJ I三拢之后，明王朝的1,'t功活动是值得注意

的。

市川之战重阳日结束，至十月初一奏到朝廷。

这天早上，神宗刚好颁束了《圣寿万年历》，东阁

大学士赵志本等人切贺阻署，首先得知这－拢报，

便乘机给神宗阿诀上奏： “今日朔且，恭遇颁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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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同百官拜领恩赐记，到阁办事，接待三边督抚李

汶、因乐塘报，海虏酋永邵卡等于九月九日内犯，

参将达云、游击自泽等设伏邀击，斩获E径’首六百七

十余级，皆我皇上神武布昭，天威震赫之所致。顷

者套房入犯延绥，方有捣巢之功，今海酋内侵甘

肃，复奏殊常之捷。且捷音之至，适当颁历之辰，

又天心默助，圣历无困之兆。”＠也许诀颂有功，

叙功时居然赵志容、张位、陈子腔、沈一贯等一批

大臣也”各睦厢银币”。③兵部尚书石星“调度有

功，着加少保，”＠西川之战后又进太保。或起官

或发财，不一而足。

其实，赵志来、张位诸人只不过接到捷报后向

神宗传报了一下，有何功劳可言？石星等与战事无

关，何来的“调度有功”？说穿了，只不过是“』关

心嘉悦”后的梦吃滥1,'t罢了。

更为可笑的是，南川之战以前，龙府 t?向李

汶、田乐边议诱敌深入围歼的策略，李汶是基本反

对的，龙腐立下了“倘或不利不馁，以身当之”的

“军令状”后，才与XIJ敏宽等布署了南川一战，从

而取得大胜3 当时李汶尚在陕西，因乐也远在河西

走后Ji。二十余年后，龙腐上书言事，还说当时他与

李汶等人的来往信札“现存”。＠南川告捷，李汶

才赶来勘阅战场，之后西川之战也未参加。可是石

星《议南川隆货ieit 》巾想当然地吹tffi说 ： ”李汶纬

武经文，运机宜于:i_;t上；伤兵简将，决胜 z,;i:子胸

中。扫运马之群，成名赫乎四镇；奋吞胡之志，勋

业烂于千秋。功属无前，思宜独厚。”＠简直是一

派胡言。昏馈的神宗同样不察实际，晋升李汶为

“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照旧总督，脑一

子锦衣卫副干户世袭。＂＠

而南川之战的好策者龙膺，直到西川之战后，

才被“破格”叙用为同知，仅升一级，事实上，龙

膺在两战中既有络策之功，又有l阳阵杀敌之劳，岂

是李汶、 石星等大官们所能比拟。其它出生入死，

陷阵斩将的中下级将士也绝大多数没有得到应有的

升赏，如达云、柴国柱等只不过升得一、二级罢

了。尤其是对两次战斗中配合明军夹击敌军，立下

殊绩的藏族部落，除少数外，其余的也奖赏有限，

有的史学家根据当时邸报等，甚至抹煞藏族部落侦

探报信之功，说什么＂我塞上度瓦酋必以是日〈指

重阳口〉至，先期我兵备使…··”＠云云。将这些

与赵志息、李汶诸入的升官扇子相比，是多么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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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嘉·若必多言与清朝皇室兴建的喇嘛寺院

陈庆英

有沾一代， 扶植藏传佛教中的格岱派以巩固清朝在；却在地区的统治即所谓“兴黄教，即

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①是基本的国策之一。随着HI朝皇室与藏传

佛教的关系逐步加深，在北京、 多伦诺尔、 热河、 五台山等地出现了一批皇室兴建的喇嘛寺

院， 成为藏传佛教的又一个活动中心。在兴建这些寺院的过程巾，一些活动于宫廷的佛教僧

人发再过亟耍的作用 p 被fr＇］朝封为j搓顶苦苦广慈大国师的卒荔·若必多吉即是其中最杰出的

一个。

i';f 茹 · 若必多吉亦各忘希丹贝准美，藏历第十二饶迥火鸡年即公元 1 7 1 7 年正月初十

日诞生于甘肃凉州西莲花寺附近， 1 7 1 9 年被认定为第二世章嘉活佛阿旺洛桑却丹的转世

灵堂， 1 7 2 0 年被迎入青海何互助县佑宁寺坐床，成为第三世章嘉活佛。不久，青海发生

公平！

如此赏罚不公， 除严重损伤了广大将士的战斗

积极性。龙府非常气愤，多次上书，陈述加强边防

力量的措施，其中有“破格以激励”一条中说：

“今有罪则贡偏禅将帅，功则往往归于督抚大臣，

l币2喜库持绊，来危屉险，出九死一生以口矢石者，

仅仅一加秩，一赐吊，甚则弃而不录终其身，又甚

则死以殉国，而身与名竞俱泯。”＠因此他强调要

草除积弊，严明赏罚，升用人材，以挽回辽东局

势。可惜没有得到当局者的重视，明王朝终于免不

了走上倾瞿的道路。

注释：

①①⑤《明史》卷 3 3 0 《西宁诸卫》。

①郑洛《收复番族疏》 ，见 《西宁府新志》卷

3 8 。

＠＠⑩~J敏宽《封祁连山铭并序》 ，见《西银

志 · 碑记》。

①＠⑩《明神宗实录》卷 2 8 7 。

＠＠《甘州府志》卷 1 6 。

＠＠《甘宁古史略》正编卷 1 6 。

＠＠＠②⑧⑧张问仁《 it中被虏碑记》 ， 见

《西宁府高「「志、》卷 3 8 。

⑤⑥龙府《甘山大捷题名碑记》，见《纶1届全

集》卷 60

＠龙膺《田公司马河西尸祝碑记》，见《纶；最

全集》卷 6 。

⑧《明史》卷 2 3 9 《达云传》。

＠③＠~J敏宽《迫中三捷记》，见《西宁府新

志》卷 3 8 。

③石星《议燕劳疏》 ，见《西宁府新志》卷 3

80 

⑧乔廷栋《勘南川功疏》，见《西银志 · 奏

议》。

＠＠石旦《议南川升赏疏》 ，见 《西宁府新

志》卷 3 8 0 

⑧＠《万历武功录》卷 9 。

＠龙腐《 ffJ中三捷图序》，见《纶i酶全集》卷

2 。

9李汶，因乐《叙南川战功~t 》 ，见《西宁府

新志》卷 3 8 0 

®~®＠《明神宗实录》卷 2 9 4 。

⑧＠李汶、田乐《题为海夷被创远遁， 设法招

收番族，以孤敌势，以保藩篱事儿见《西宁府新

志》卷 3 8 0 

⑩《国榷》卷 7 7 。

＠＠龙府《言 ·Ji 》，见《纶i且全~》卷 20

（本文编辑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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