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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蒙古观及其实践

田 澍

洪 武 、 永乐之后 , 如何应 对北部蒙 古 问 题 ,
明 朝 始终未 能找 到 良 策 。 在对抗屡屡 无 效后 ,

和

解便 成 为 唯 一 的选择 。 在这一 政策大 调 整 中 ,
张居正辅助 髙拱

, 并在穆 宗 的支 持 下 , 在 隆 庆后 期

与俺 答汗 实现 了 和解
,

有效缓解 了 蒙 古对北京 的 直接威 胁
,

但
“

俺答封贡
”

并没有真正 解决 明 蒙

关 系 中 的固 有 矛 盾 。 对土 蛮等 势 力 ,
张居正 重 复着嘉 隆 时 期对俺 答汗 的 态 度 ,

拒 绝通 贡 和好
,

致

使 其不 断侵扰辽东 ,
同 时 听任俺答部 向 西 移 动 , 破坏着 甘肃镇 的 防御体 系 ,

造成 了 明 朝 东 北
、 西

北两大 区域 民族格局 的重 大 变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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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亡明兴之后 , 明朝与北部蒙古问题便成为 至 世纪 中 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

。

对双方关系的认识 , 学界看法不一

,
有人认为是第二次南北朝 , 有人认为是敌对关系 , 有人

认为是兄弟关系 , 有人认为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
① 事实上

,
这一时期的 明蒙关系 , 有 自 身

的特点 , 总的来说是在合作 中存在冲突 , 主流是朝贡体制下的合作共生 。 至张居正时代
, 明

蒙关系 已经历二百年 , 通过对张居正的蒙古观及其实践来探讨这一时期明蒙关系 , 更能看清

明蒙关系 的走向与特点 , 也更能清楚地认识张居正在对待和处理北部蒙古 问题上的得失 , 弥

补张居正研究 中的薄弱点 , 并纠正学界在相关认识上的偏差 。

一

、 明蒙关系 的基本格局

朱元璋在建立 明朝之后、

, 竭尽全力来试图
“

肃清沙漠
”

, 征服蒙古势力 , 使其能够臣服

于明朝 , 但与
一

般王朝更迭时的情形相似 , 失去中原的元朝残余 ,

一

寸不会轻易承认 自 己的

失败
,
而是负 隅顽抗 , 利用漠北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明朝精锐周旋

,
使明军远师劳军

,
难以实

现彻底征服 的 目 的 。 徐达曾 问朱元璋 ：

“

元都克 ,
而其主北走

,
将穷追之乎 朱元璋答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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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运衰矣 , 行 自 澌灭 , 不烦穷兵 。 出塞之后 , 固守封疆 , 防其侵轶可也 。

”

① 可 以看 出 ,

朱元璋具有清醒的 头脑 , 在向 漠北用兵的 同时 , 意识到不可能依靠武力来根除元朝残佘 。

朱様上台后 , 在招抚的 同时 ,
还试图用战争手段来解决蒙古 问题 ,

“

永清沙漠
”

。 其远大抱

负值得肯定 , 但结果却 令人遗憾 , 未能达到 目 的 。 永乐十九年 ( , 朱棣准备亲征漠

北 , 户部尚 书夏原吉与礼部尚 书 吕震 、 兵部 尚书方宾 、 工部 尚书吴中等朝中重臣 皆因军费匮

乏
,

一致反对出兵 。 夏原吉对朱棣说 ：

“

比年师 出无功 , 军马储蓄十丧八九 , 灾眚迭作 , 内

处俱疲 。 况圣躬少安 , 尚须调护 , 乞遣将往征 , 勿 劳车驾 。

”

朱棣大怒 , 将夏原吉 打人牢

中 ,
吕 宾 自 杀 。

一意孤行的朱棣于次年率兵北征 ,
不久因粮尽还师 。 后来 ,

“

复连岁 出塞 ,

皆不见敌 。 还至榆木川 , 帝不豫 , 顾左右 曰
：

‘

夏原吉爱我 。

’ ”

③ 朱棣最终死于师 出无功的

北征途中 。 宣宗 即位后 , 老 范济进言 ：

“

洪武初年尝赫然命将 , 欲清沙漠 。 既 以馈运不

继 ,
旋即颁师 。 遂撤东胜卫于大同 , 塞山西 阳武谷 口

, 选将练兵 , 扼险以 待 。 内修政教 , 外

严边备 , 广屯 田 , 兴学校 , 罪贪吏 , 徙顽民 。 不数年间 , 朵儿只 巴献女 , 伯颜帖本儿 、 乃儿

不花等相继擒获 , 纳哈出亦降 , 此专务 内治 , 不勤远略之明效也 。

”

洪武 、 永乐时期明朝

对蒙古的屡次用兵只能充分说明一个问题 ： 当双方力量处在相持阶段 , 战争不是万能的 , 穷

兵黩武是应对蒙古的下下之策 。 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言 ：

“

明朝的进攻 已 经成为例行公事 ,

可以说有一点成绨 ,
但绝无任何决定性的成就 。

”

⑤ 所 以不用兵而使蒙古逐渐归顺明 廷是 明

朝统治者的最高理想 。 永乐年间 , 北部蒙古先后 向明朝臣服 , 与明廷建立了朝贡关系 , 从形

式上形成了
“

天下一家
”

的
“

大一统
”

局面 。 永乐二年 ( 朱棣对瓦剌使臣说 ：

“

夫

天下统
一

, 华夷
一

家 , 何有彼此之间 ？ 尔其遣人往来相好 , 朕即授 以官赏 , 令还本地射猎畜

牧 , 安生乐业
, 永享太平之福 。

”

但当正常的朝贡贸易难以满足蒙古需求且用战争 的方式

会得到更大利益时
,
某一时段强大的蒙古部落便会突破明朝的 防御体系而随时南下 。

大多数学者认为明朝开拓疆域能力不足 , 其无法与汉 、 唐两朝相提并论 。 持此论者 , 完

全无视明朝所面临 的历史背景 。 众所周知 , 蒙古人建立了远超汉 、 唐的 大
一

统帝国 , 与汉 、

唐在北部所处 的匈奴 、 突厥等部族不可同而语 , 难以 比拟 。 明朝所面对的北部民族问题远不

是汉 、 唐统治者所应对 的同类问题 ,
而是唐宋以后北方民族经过五百多年交融发展所形成的

全新 的民族关系和势力格局 ,
也是唐末以后 中 国大

一

统格局发展到更高阶段 的
一

种表现
,
显

然用汉 、 唐模式来要求 明朝是不可取的 。 要明朝集 中农业文明 时代的财力来全面而又彻底地

征服蒙古是痴人梦 呓 。 至于说明朝不像汉 、 唐那样在某一特定时段进取而扩张势力 , 且
一

味

地内敛 , 则是
一些研究者要求过高 。 事实上

, 在 明蒙关系 中 , 明朝不 可能彻底征服北部蒙

古 , 而蒙古也不可能恢复往 日 的大元 , 双方在朝贡体制下处于一种 时和时战 的状态 。 正如

《 明史 兵志》 所言 ：

“

元人北归 , 屡谋兴复 。 永乐迁都北平 ,
三面近塞。 正统 以后

, 敌患

日 多 。 故终明之世 , 边 防甚重 。

”

⑦ 在这一状态 中 ,
双方统治者必须找准 自 己 的策略 , 设法

① 《 明史》 卷 《 徐达传》 。

② 参见田澍 、 陈武 强 ： 《 朱元璋的蒙古观探析》
,

《 青海民族研究》 年第 期 。

③ 《 明 史》 卷 《夏原吉传》 。

④ 《 明史》 卷 《 范济传》 。

⑤ 德 艾 伯华著 ,
王志超 、 武婵译 ： 《 中 国通史》 ,

金城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⑥ 《 明太宗实录》 卷 , 永乐二年四月 辛未 。

⑦ 《 明史》 卷 《 兵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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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方和平相处以避免冲突 。 而蒙古由 于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 ,

一方面为 明朝分而治之提供

了条件 , 便于从整体上削 弱其势力 ； 另一方面则使明朝无法形成整体的对蒙策略 , 找不到一

个核心力量来钳制蒙古部众 。 这样 , 就使得明朝的蒙古政策始终处于摇摆状态 , 因蒙古各部

势力消长而出 现明蒙关系 的波动 。

就明朝统治者而言 , 他们 的 心态很复杂 。

一

方面
, 他们受传统

“

华夷
”

思想 的影响 ,

有时本能地产生一种冲动 , 时时梦想一举征讨蒙古 , 使其完全臣服 ；
另一方面 , 却 因军力衰

败 、 财力不支和特殊的地理环境所限 , 难有建树 , 不敢轻易言战 。 在这两难之中 , 唯一能够

做到的 , 就是防御 。 在双方的拉锯战中 , 根据双方力量 和地理险要
, 创 造性设置

“

九边
”

和不间断地修筑长城 , 便成为明朝的主要任务 , 这不是软弱的表现 , 而是符合实际的正确选

择 。 如弘治年间 , 蒙古侵扰大同 , 孝宗听信宦官苗逵所言 , 准备征讨 , 阁 臣刘健反对出兵 ,

孝宗问兵部 尚书刘大夏 ：

“

卿在广 , 知苗逵延绥捣巢功乎
”

刘大夏答道 ：

“

臣 闻之 , 所俘妇

稚十数耳 。 赖朝廷威德 , 全师以归 。 不然 , 未可知也 。

”

孝宗沉默 良久 , 又问 ：

“

太宗频出

塞
, 今何不可

”

刘大夏又说 ：

“

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
,
而将领士马远不逮 。 且淇国公小违

节制 , 举数十万众委沙漠 , 奈何易言之 。 度今上策惟守耳 。

”

都御史戴珊从旁赞议 , 孝宗很

快改变 了看法 ,
叹道 ：

“

微卿曹 , 朕几误。

”

① 遂罢兵 。

就北部蒙古而言 , 由 于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 , 以及很大程度上对农业经济的依

赖 , 其不可能与明朝隔绝 , 相反
,
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远高于自 己 的 明朝 , 蒙古对明朝有

更多的依赖 。 实际上 , 这样一种 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是明蒙关系 的核心 内涵 。 蒙古渴望从

明朝获取 自 己必需 的物资 ,
以弥补游牧经济的不足 , 如王崇古所言 ：

“

漠北无他产 , 釜缯之

具 , 仰赖中 国 。

”

② 但因双方政治关系的波动 ,
通过朝贡贸易来满足所需在实践 中又是不可

能的 , 故以战争的方式来获取所需便成为北部蒙古的 又一必然选择。 正如宪宗时的 朝臣所

言 ：

“

明初我方盛强 , 虏正衰弱 , 自 不敢来 , 即来亦无所得 。 今承平既久 , 吾士马多耗 , 人

畜颇丰 , 而虏又适炽 , 小入则小利 , 大入则大利 , 况其出没无常 , 仓卒难备 , 至而后应
,
势

每不及 。

”

③ 尽管蒙古也偶尔幻想恢复昔 日 元朝的一统天下 , 但其南侵并不是征服战争 ,
而

是掠夺战争 。 正如 《 剑桥中 国 明代史 》 所言 ： 俺答
“

对明疆土多次较大的入侵是要确保这

许多次军事行为的供应物资 , 或者要在 年代和 年代持续而普遍的干旱和饥荒时期 , 为

他的臣 民提供救济
”

。 ④

双方对峙的格局就是谁也吃不掉谁 , 这一状态导致在不 同时期 , 双方所能采取的只能是

技术性政策层面的调整 。 就明朝来说 ,
面对部族林立 、 不相统

一

的蒙古 , 只能分而治之
,
或

通贡 , 或绝贡 , 或防御 , 或适度出击 , 其实践的结果是或保持相对和平的局面 , 或引发局部

战争 。 比较而言 ,
和平时期长 , 战争时期短 , 那种过于放大明蒙之间战争 的观点是不符合实

际的 。 因为在朝贡体制下的 明蒙关系并不可能完全排除战争 , 双方一时的冲突是一种正常现

象 。 正如张居正所言 ：

“

今中国之人 , 亲父子兄弟相约也
, 犹不能保其不负 , 况夷狄乎… …

① 《 明史》 卷 《刘大夏传》 。

② 《 国榷》 卷 隆庆五年二月 庚子 。

③ 《 明宪宗实录》 卷 , 成化二十年九月 丁酉 。

④ 美 牟复礼 、 英 崔瑞德编 , 张书 生等译 ： 《 剑桥中 国 明代史》
,

中 国 社会科学 出 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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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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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事事完全 , 人人守法 , 则是以 中 国之所不能者 ,
而责之夷狄也

, 有是理哉 ？

”

① 因此 ,

与蒙古能和平相处是上上之策 , 但能否做到 , 也不是 由 明朝一方说了算
； 即便是由 明朝说了

算
,
也不是由

一两个人说了算 ,
而是有一个内部博弈的过程 。 要正确认识张居正的蒙古观及

其政策选项 , 只能在明蒙关系的这
一基本格局 中予以观察 。

二 、 张居正的蒙古观及其政策选项

明代朝臣对待蒙古的态度极为复杂 , 在同
一

寸期或不同时期 , 和与战的主张并存 , 难以

统一

。 不同时期的皇帝或听信主战派 , 或听信主和派 , 对蒙古政策的不确 定性是客观存在

的 。 正是这一不确定性
,
才使明 臣在应对北部边防时有多种政策选项 。 当然 , 不论选择何种

对策 , 都要经过内部的激烈辩争乃至人事更迭 , 不可能轻易选择或信手拈来 。 不论采取何种

政策
, 对明朝而言 ,

也都是有一定必然性的 ,
不存在有利无弊的政策选项 。 聪明的统治者只

能从实际出发 , 选择利大弊小的应对政策 。 这是考察明代朝臣蒙古观的基本出发点 , 当然这

也是考察张居正应对蒙古的基本出发点 。

从嘉靖二十八年 ( 的 《论时政疏》 和隆庆二年 ( 的 《陈六事疏》 中可 以

看出张居正对蒙古的基本认识没有超越其前后同僚 , 也就是说其蒙古观没有根本性改变 。 在

《论时政疏》 中 , 张居正 向嘉靖皇帝进言 ：

夷狄之患 ,
虽 自 古 有之

, 然 守备素具 , 外侮不 能侵 也 。 今虏骄 日 久 , 迩来尤 甚 , 或

当 宣 、 大 , 或入 内 地 , 小入则 小利 , 大 入则 大 利 。 边 圉 之 臣
,

皆 务一切 幸 而不 为 大 害 ,

贝
丨

欣然 而喜 , 无 复有为 万 世 之虑 , 建 难 胜 之策 者 。 顷 者 , 陛 下 赫 然 发 奋 , 激 厉 ( 励 )

将士
,

云 中 之战 , 遂大 克捷
, 此振作 之效也 。 然法 曰 ：

“

无恃 其不来
,

恃 吾有 以 待 之 。

”

乘战 胜之气 , 为 预 防之 图
, 在 此 时 矣 。 而迄于 无 闻 , 所谓 边备未修者 , 此也 。②

从中不难看 出 , 张居正的看法与当 时主流观点一样
,
其对 日 益强盛的俺答势力仍然 以 内修武

备为应对的核心策略
,
并没有 自 己独到的见解 。 当时 , 他年仅 岁 , 刚人翰林院 , 所论者

皆 为常理 , 与主流认识并无二致 。 在他上此疏后 的第二年 , 发生了俺答汗率领鞑靼兵进攻至

北京城下的
“

庚戌之变
”

。 在张居正上该疏时 , 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京畿面临鞑靼兵的 巨大威

胁 , 相反 , 还为嘉靖二十八年 ( 大同总兵官周 尚文和宣府总兵赵 国忠 的云 中之战沾

沾 自 喜 。 强调这一点 ,
不是为了跃低张居正

, 而是在于说明此时的 张居正与
一

般朝 臣一样
,

并没有超人的能力 , 美化和抬高此时的张居正不符合史实 。

在张居正上 《论时政疏》 之后 , 俺答汗每每南下 , 连连侵扰
,
并一度攻破应州 四十余

堡 , 成为有明
一

代北部蒙古对明朝形成压力最大和最久的时期 。 面对这一局面 , 张居正该如

何反思并寻找对策呢？ 首先看看在隆庆二年 ( 进人 内阁 已有两年的张居正所上 《 陈

六事疏》 ,
在

“

饬武备
”

一款中 , 他说道
：

臣 惟 当 今之事 , 其可 虑者 , 莫 重于边 防
；

庙 堂之上
, 所 当 日 夜 图 画 者 , 亦 莫 急 于边

防 。 迩年 以 来 , 虏 患 日 深 , 边事久废 。 比 者屡 蒙 圣谕 , 严饬 边 臣 ,
人心 思奋 ,

一 时 督抚

将领等 官 , 颇称得人 。 目 前 守 御 , 似 亦 略备矣 。 然 臣 以 为 虏如 禽兽 然
,

不
一 创 之

, 其患

① 《 张太岳集》 卷 《 答山西崔巡抚计纳叛招 降之策》 。

② 《 张太岳集》 卷 《论时政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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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 。 但 战 乃危 事 , 未可易 言 , 须 从容 审 图 , 以 计胜之耳 。

今之上策 , 莫如 自 治 。 而其机要 所在 , 惟 在 皇上 赫然 奋发 , 先定圣志 。 圣志 定 , 而

怀 忠 蕴谋之士
, 得效于 前矣 。 今谭者 皆 曰 ：

“

吾 兵 不 多
, 食 不足

, 将帅 不 得其人 。

”

臣

以 为 此三者 皆 不足患 也 。 夫 兵 不 患 少 而 患 弱 。 今军 伍虽 缺 , 而粮籍具存 , 若 能按籍征

求 , 清查影 占 , 随 宜募补 , 著实训 练 , 何患无 兵 ？ 捐 无用 不 急之费 , 并其财力 , 以抚养

战 斗之士
, 何患无财 ？ 悬重 赏 以 劝有 功 ,

宽 文法 以伸将权 , 则 忠 勇 之夫
, 熟 不 思 奋 , 又

何患于无 将？ 臣 之所 患 , 独 患 中 国无 奋励 激发之志 。 因 循 怠 玩 , 姑务偷安 , 则 虽 有 兵食

良 将 , 亦 恐 不 能 有 为 耳 。 故 臣 愿 皇上急 先 自 治 之 图 , 坚定必 为 之志 ； 属 任谋 臣 , 修举实

政 ；
不求 近功

,
不 忘有 事

； 熟计而 审行之
,

不 出 五年 ,
虏 可 图 也 。

①

细读此论
, 张居正所言之策与 年前的 《论时政疏》 并无多大区别 , 既不敢主张主动 出

击 , 又不能提出有效的羁縻之策 , 只能
一

味地强调 内修武备 , 防守俺答汗 , 使其不敢南下 ,

而对俺答汗长期提议通贡互市之策置若罔顾
,
不予 回应 , 未能上升到战略层面来开创应对蒙

古 的新局面 。 而在涉及明蒙关系时 , 张居正也未能从朝贡体制的格局下来理性地认识眼前的

冲突及提出不同于其他人的战略远见 。 所以
, 从张居正 的这些言论中根本看不出他对蒙古 问

题有何全新见解 , 俺答汗 多年的扰边并未能改变张居正对蒙古的 固有观念 。 内修武备 、

加强防御与不和不战是张居正一

以贯之的基本态度 , 与其他朝臣相 比
, 并无特别之处

,
没有

突破明 中叶以后逐渐形成的狭隘民族论 。 正如朱东润所言 ： 张居正的方针 ,

“

是先行整通边

防布置 , 随时再作出击的计划 。②

嘉靖后 , 朝 臣并未找到应付俺答汗的 良方 , 主和被视为软弱和有失尊严之举 , 加上担心

俺答汗无信 ,
基本上不被采纳 。 正如徐阶所言 ：

“

寇深矣 , 不许恐激之怒 , 许则彼厚要我 。

请遣译者绐缓之 , 我得益为备 。 援兵集 , 寇且走 。

”

③ 兵部车驾员外郎杨继盛振振有词 , 极

言
“

以堂堂 中 国 , 与之互市 , 冠履倒置
”

, 认为
“

俺答往岁 深入
, 乘我无备故也 。 备之一

岁 ,
以互市终

, 彼谓国有人乎？

”

④ 此等看法听起来振振有词 , 实际上是不足取的 。 宋代澶

渊之盟的耻辱时时刺激着明代朝 臣 , 对俺答汗采取强硬对策往往能够赢得舆论的好评 , 但强

硬的结果却是时时面临着俺答汗的铁骑蹂躏 。 在这
一

氛围里
, 张居正不敢明言和议之策 ,

加

之他没有多大权势且面对朝 臣纷争和前途难料
, 更不愿在此问题上给 自 己带来不必要的麻

烦 。 俺答汗长年的扰边 , 既是其强大的显示 , 又是明朝防御失败的写照
, 再次证明 明廷所采

取的军事手段是基本无效的 , 也是不可能真正解除俺答汗威胁的 。 唯
一的希望就是在俺答汗

的主动攻击和明朝的被动防御 中等待俺答汗的老死或病死 , 或寄希望于鞑靼内乱 。 张居正也

在这
一

无奈 中痛苦地等待着 。 正如张居正于隆庆 四年 ( 所言 ：

“

声容盛而武备衰 , 议

论多而成功少
, 宋之所以不竞也

,
不图今日 复见此事 。 仆不度德量力 , 欲一起而振之 , 而力

不从心 , 动见龌飯 。 茹董怀冰 , 有难以言控者 。 唯 当鞠躬尽瘁 ,
以答主知而已 。 其济与否

,

诚不可逆睹也 。

”

⑤ 同年
,
又说

：

“

年来困于蓟议
,
心焉如捣

,
苦庙堂不能担当 , 视听疑惑

,

① 《 张太岳集》 卷 《陈六事疏》 。

② 朱东润 ： 《张居 正大传》 ,
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 , 第 页 。

③ 《 明史 》 卷 《徐阶传 》 。

④ 《 明史 》 卷 《杨继盛传》 。

⑤ 《 张太岳集 》 卷 《答蕃伯施恒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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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何 , 奈何 ！ 京兵 已促之赴镇 , 本兵懦弱 , 甚可虑也 。

”

①

张居正等人耐心等来的便是俺答汗内部的分离 。 俺答汗的爱孙把汉那吉因俺答汗夺其所

聘之女在气愤之余投靠明朝 。 在确定这
一

信息后 , 张居正与高拱等阁 臣全力支持总督王崇古

等人的意见
,
认为

“

奇货可居
”

,
迅速决定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达成与俺答汗的 和议 。 这

一

突发事件的出现 , 使明朝找到了
一个台阶 , 变完全被动为部分主动 , 交还把汉那吉 , 可以打

击俺答汗气焰和减少无度索求 , 明朝得以保住一点体面 。 正如高拱所言 ：

“

天下之事 , 以己

求人 , 其机在人
；

以人求己 , 其机在 己… …今彼求贡于我 , 则其机在我 , 直许之而已 , 赏之

而巳 。

”

② 张居正的精明 、 务实充分体现在俺答封贡的这
一

特殊时刻 。 在第一时间获悉此事

时 , 张居正就敏锐地感到
“

若果有此 , 于边事大有关系
”

,
③ 要求王崇古迅速如实报告 。 在

完全确认之后 , 认为此事
“

关系 至重 , 制虏之机 , 实在于此
”

, 并认为俺答汗
“

众叛亲离 ,

内难将作
”

。
④ 张居正认识到俺答汗已进人

“

天亡之时
”

, 要求王崇古坚定信念 ,
不被时论

所迷惑 , 采取一切手段促成互市 , 结束冲突 。 他告诉王崇古 ：

“

降虏事情 , 廷 臣初意纷纷 。

然庙堂论定前
,

已独 闻 于上 , 然后拟 旨 处分 。 阃 外之事 ,

一切 付之于公矣 。

”

⑤ 在张居正 、

高拱书信的不断授意和催促之下 ,
王崇古正式上疏要求与俺答汗和好 。 对于这一

重大决策
,

按照明代规定
, 必须经廷议讨论 。 在经过激烈交锋之后 , 最后通过封贡之策 。 采用诸多手

段 ,
通过两次廷议 , 封贡之策最后 由多数反对变为多数支持 , 勉强通过 。 对于反对封贡的朝

臣
, 张居正予 以犀利的谴责 , 认为他们

“

以媢嫉之心
, 持庸众之义 , 计 目 前之害 , 忘久远

之利 , 遂欲摇乱而阻坏之 。 国家 以高爵厚禄 , 畜养此辈
, 真犬马之不如也

”

。 ⑥ 只有突破阁

权限制
,
使阁 臣与边 臣互相沟通信息 , 并得到穆宗的支持 , 俺答封贡才能实现 。 对这

一

阁臣

通过书信沟通来影响明廷重大决策的新现象学界很少有人提及并做专门研究 。

在俺答封贡问题上
, 张居正敢于任事 , 善抓机遇

, 对世宗严禁开设马市 的政令敢于变

通
,

以一

般阁 臣的身份与次辅高拱运筹帷幄 , 最后促成 了封贡 , 实现嘉靖时期 主和派 的愿

望 , 暂时缓解了宣府 、 大同一线的军事压力 , 值得肯定 。 正如兵部尚书郭乾所言 ：

“

九塞诸

虏 , 俺答最雄 。 自上谷至甘凉 , 穹庐万里
, 东服土迷 , 西制吉丙 。 先年 以谢绝致愤 , 遂致骀

籍诸边三十余年
,

中原苦不支矣 。 今俨然听命于藩篱之外
, 是三十年所祷祀而求者 。

”

⑦ 需

要指 出的是 , 俺答封贡只是恢复了明蒙关系中 固有的朝贡制度 , 并不是什么新政 。 在长期冲

突之后
,
通贡对双方皆有利 , 而且本来就是俺答汗最初所要达到的 目 的 。 换言之 , 封贡的胜

利者真正属于俺答汗 ！
只要 明廷放下架子 , 主动缓和关系 , 明蒙关系才能改善 。 张居正等人

只是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 。 俺答封贡之所以能够实现 , 根本原因在长年扰边使双方厌战 , 特

别是击碎了主战派的幻想 ,
证明对抗无效

；
主观原因在于次辅高拱和阁臣张居正与边臣王崇

古 、 方逢时等人的通力配合 , 赢得了穆宗的 支持 , 压制了朝 中 的拒和派 。 正如张居正所言 ：

① 《 张太岳集》 卷 《答蓟镇总督谭二华言边事 》 。

② 《 高拱全集 政府书答》 卷 《与宣府吴巡抚书 四》 。

③ 《 张太岳集》 卷 《 与抚院王鉴川访俺答为后来人贡之始》 。

④ 《张太岳集 》 卷 《答鉴川策俺答之始》 。

⑤ 《 张太岳集》 卷 《 与王鉴川言制俺酋款贡事 》 。

⑥ 《 张太岳集》 卷 《 与王鉴川 议坚封贡之事》 。

⑦ 《 国榷》 卷 隆庆五年三月 庚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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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虏乞贡 , 顷于文华面奏 , 奉宸断行之 。

”

①
《 明史 张居正传》 论道 ： 高拱

“

主封俺答 ,

居正赞之 , 授王崇古等以方略
”

。 《 明史 高拱传》 亦言 ：

“

朝议多 以为不可
,
拱与居正力

主之 。

”

翻检各类论著 , 多数研究者一味谴责嘉靖皇帝对待俺答汗的强硬态度 , 却不知嘉靖朝对

俺答汗的态度是时臣 主流的认识 , 不是皇帝个人的心血来潮 , 否则
,
嘉靖皇帝一死 , 政策立

即可以改变 , 不可能在嘉靖皇帝离世五年后才予 以调整 。 事实上 ,

“

从隆庆皇帝统治的

年到 年 , 有关在北方边界应该采用什么政策最好的辩论一直在继续
,
可是 ,

政治僵局

就从来没有打开过
”

。② 至于有些研究者把明世宗与鞑靼 的绝贡等 同于推行
“

闭 关政策
”

,

则是以偏概全 。

三 、 俺答封贡后张居正所面临的 明蒙关系难题

在充分肯定迟来的俺答封贡的积极意义的同 时 ,
还应清醒地看到 , 明蒙关系只 是趋于缓

解 , 如何在通贡互市的前提下进一步有效控制北部蒙古 , 仍然是一个难题 。 在俺答汗封赐之

前 , 明朝对蒙古曾 有多次封赐 , 但效果只是暂时的 。 蒙古 因内部难以达到髙度统一

,

一时崛

起的某一势力难以长期有效节制诸部 , 所以他们 的分离势所难免 。 在俺答汗被封赐顺义王之

后 ,
察罕土门汗对其属下说 ：

“

俺答
, 奴也

, 而封王
, 吾顾弗如 。

”

③ 加之俺答汗步人 年
,

控制内 部的能力在减弱 , 处于衰弱之中的鞑靼对封贡的影 响也越来越弱 。 换言之 ,
俺答封贡

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整个北方边镇的长期安宁和永久和平 。 高拱对人们高估俺答封贡之事予以

严厉批评 , 认为
“

虏人叛服无常 , 岂可以其一时款顺 , 遂为安乎 ！

”

④ 万历前期 , 有关鞑靼

南下的虚假消息 四处传播 , 搞得张居正神经紧张 ,
生怕 出事 。 万历三年 ( , 他对宣大

巡抚吴克说 ：

“

仆 内奉宸康 , 外优边境 ,

一

日 之内 , 神游九塞 , 盖不啻一再至而已 。 奈何边

臣故套难改 ,
鲜有为 国家忠虑者 。 而无识言官 , 动 即建白 , 及与之论边事 ,

一

似说梦 。 近有

一科臣
, 阅辽虚报 , 遂欲防守京城

,
浚濠堑 ,

掘战坑以御虏者 。 虏在何处 , 而张皇如是 , 使

人闷闷 。 此疏若行
, 岂不远骇听闻 , 取笑夷虏

！

”

⑤ 尽管此类虚假消息没有变成现实 , 但民

众对鞑靼再次南下的担心是客观存在 的 。

长期以来 ,

一些学者孤立地谈论万历前十年所谓
“

张居正改革
”

, 谈到北部边防 ,
又忘

记了时间概念 , 把阁 臣 中排名 第 四 的 张居正在隆庆年间 与 高拱等人促成 的俺答封贡纳入
“

万历新政
”

之中 。 如果严格按照
“

万历新政
”

来考察北部边防问题 , 那只 能是重点考察俺

答封贡之后张居正任首辅时的 明蒙关系 。 事实上 ,
万历初期的明蒙关系是隆庆后期政策的 自

然延续 , 大的格局在张居正担任首辅时没有根本变化 , 张居正可 以坐享隆庆年间俺答封贡的

惯性红利
, 所以此方面不应成为考察张居正万历初期北部边防的主要内容 , 而应将俺答封贡

① 《张太岳集》 卷 《 答三边总督郜文川 》 。

② 美 阿瑟 沃尔德隆著 、 石云龙等译 ： 《 长城 ： 从历史到神话 》 , 江苏教育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③ 《 明 史》 卷 《张学颜传》 。

④ 《 高拱全集 本语》 卷 。

⑤ 《 张太岳集 》 卷 《答吴环洲论边 臣任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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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新出现的 问题作为考察首辅张居正是否有所作为的主要指标 。

明朝灭亡的原因有诸多方面 , 其中北部边防的持续压力是拖垮明朝的一个主要因素 。 当

然 , 这个原因是长期 困扰 明朝 的
一

个重大问题 ,
自然不能 由 张居正一人负 责 。 俺答封贡后 ,

明朝与北部蒙古的战争仍在持续 , 东北受到土蛮等部的 连续攻击 , 明廷疲于应付
,
而陕西三

边面临蒙古的更大压力 ,

一直持续至明朝灭亡 。

潘光旦认为 ：

“

抚赏成
一

种羁縻制度 , 实例甚多 , 其弊亦大 , 俺答封贡以后 , 尤成一大

问题 。

”

① 在操作层面 , 双方互市要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
,

否则 ,
不可能持久 。 相对

而言 , 明朝具有高度统
一

的 中央集权制度 , 故有能力承担互市 的责任 , 维持互市的承诺。 但

俺答汗由 于对内控制有限 , 难以真正有效地执行互市规定 , 纷争与冲突势不可免 。 史载 ： 俺

答虽封贡 ,
但

“

插汉部长土蛮与从父黑石炭 , 弟委正 、 大委正、 从弟 暖兔 、 拱兔 , 子 卜 言

台周 , 从子黄台吉势力强 。 泰宁部长速把亥 、 炒花 , 朵颜部长狐狸 、 长昂佐之 。 东则王杲 、

王兀堂 、 清佳砮 、 杨吉祭之属
, 亦时窥塞下 。 十年之间 ,

殷 尚质 、 杨照 、 王治道三大将 皆战

死
”

。 ② 而朵颜董狐狸及其兄子长昂
“

交通土蛮 , 时服时叛 。 万历元年春 ,
二寇谋人犯 。 驰

喜峰 口
,
索赏不得 , 则肆杀掠 , 猎傍塞 ,

以诱官军
”

。
③ 万历五年 ( 夏天 , 土蛮率兵

犯锦州 ； 同年冬天
, 又与泰宁速把亥分犯辽 、 体 、 开原 。 ④ 由 于戚继光和李成梁等将帅的严

防死守 , 才未酿成大祸 。 但张居正等人又像嘉 朝 臣一样 , 对土蛮求贡予以严词拒绝 。 他认

为土蛮
“

欣艳贡市 , 其情近真 , 但为国家长虑 , 未可许之
”

。 ⑤ 并激愤地说道 ：

“

堂堂天朝 ,

何畏于彼而曲徇之乎 ？

”

⑥ 辽东巡抚张学颜亦说 ：

“

敌方凭陵 , 而与之通 , 是畏之也 。 制 和

者在彼 , 其和必不可久 。 且无功 与有功 同 封
,
犯顺与效顺 同 赏

, 既取轻诸部 , 亦见笑俺

答 。

”

⑦ 当时
,

“

土蛮数求贡 , 关吏不许 , 大恨
”

。 ⑧ 万历初年 的土蛮
, 犹如嘉靖时期 的俺答

汗 ,

“

神宗即位 , 频年人犯
”

。 成为继俺答汗之后扰边的又一

股强大藝力 。 但张居正对土

蛮的危害认识不清
,

他在万历二年 ( 说 ：

“

今西虏为贡市所羁 ,
必不敢动 。 独土蛮一

枝 , 力弱寡援
,
制之为易 。

”

⑩ 但事实并非如此
,

面对土蛮等部的连连攻击
,

除了遣将派兵

奋力 防守 , 张居正与嘉靖朝 臣一

样对辽东边防亦无 良策 , 无法消 除 战乱 。 到 了万历 四 年

, 张居正不得不说 ：

“

宣府之马岁 增 ,
而辽左之患 日 甚 。 但张居正要求辽东总督 、

总兵 、 巡抚坚壁清野 , 被动防守 , 使土蛮等部抢掠无果 , 空手而 回 。 他说 ：

“

虏若纠 大众

至
,
勿轻与战 ,

但坚壁清野 , 使之野无所掠 , 虏气 自 挫 。

”

读着此类言语 , 感觉又 回到 了

① 潘光旦主编 ： 《 中 国 民族史料汇编一 〈 明 史 〉 之部》 ,
天津古籍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② 《 明史》 卷 《李成梁传》 。

③ 《 明史》 卷 《戚继光传》 。

④ 参见 《 明史》 卷 《张学颜传 》 。

⑤ 《 张太岳集》 卷 《答总督张心斋 》 。

⑥ 《 张太岳集》 卷 《 与张心斋计不许车虏款贡》 。

⑦ 《 明史》 卷 《张学颜传》 。

⑧ 《 明史》 卷 《李成梁传》 。

⑨ 《 明史》 卷 《鞑靼传》 。

⑩ 《 张太岳集》 卷 《 答方金湖计服三卫属夷》 。

《 张太岳集》 卷 《答蓟辽总督方金湖》 。

《 张太岳集》 卷 《送起居馆论边情记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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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蒙古观及其实践

对付俺答汗的嘉靖时代 。

为了进
一步说明俺答封贡之后土蛮等部对明 朝频繁的攻击和干扰

,
兹以 《 明史 李成

梁传》 的相关记载为主线 , 对张居正在阁期 间土蛮等部的扰边行为列表如下 ：

时间 土蛮等部的扰边活动

隆庆五年 ( 五月
, 敌犯盘山 驿

,
指挥苏成勋击走之。 无何 , 土蛮大入 。

隆庆六年 ( 十月 , 土蛮六百骑营 旧辽 阳北河 , 去边二百余里 , 俟众集大举
,
成梁击走之。

— 又击走之前屯 。 巳 , 又破走之铁岭镇西诸堡… …朵颜兀鲁思罕以 四 千骑毁墙人 , 成
万历兀年

梁御却之 。

春 ,
土蛮犯长勇堡

,
击败之 。 其冬 , 炒花大会黑石炭 、 黄台 吉 、 卜 言 台周 、 以 儿邓 、

暖兔 、 拱兔 、 堵剌儿等二万余骑 , 从平虏堡南掠。 副将曹簠驰击 ,
遂转掠沈阳 。

万历四年 ( 黑石炭 、 大委正营大清堡边外 , 谋锦 州 、 义州 。

万历五年 ( 五月
,
土蛮复人

, 联营河东 ,
而遣零骑西掠 。

正月
, 速把亥纠土蛮大人

, 营劈山 。

六月
, 敌犯镇静堡

, 复击退之 。

；

十二月
, 速把亥 、 炒花 、 暖兔 、 拱兔会土蛮黄台 吉 , 大 、 小委正

, 卜 儿孩 , 忽太

等三万余骑壁辽河攻东昌 堡 , 深人至耀州 ( 驿 ) 。

十月
, ( 土蛮 ) 复以 四万骑 自 前屯锦川营深人…

… 俄又与速把亥合壁红 土城 , 声言
万历七年 (

入海州 ,
而分兵人锦州 、 义州 。

土蛮数侵边不得志 ,
忿甚 ,

益征诸部兵分犯锦州 、 义州 及右屯 、 大凌河 … …无何 ,

复 以两万余骑从大镇堡人攻锦州… …敌乃分掠小凌河 、 松山 、 杏山 。

正月 , 土蛮复与黑石炭 , 大 、 小委正 , 卜 言台 周 , 脑毛大 , 黄台吉 , 以 儿邓 , 暖兔 ,

拱兔 , 炒户儿聚兵塞下
, 谋入广宁 。

万历九年 ( 四 月
,
黑石炭 、 以儿邓 、 小 歹青 、 卜 言兔人辽 阳… …遂大掠人畜而去 。

十月
,

土蛮复连速把亥等十余万骑攻围广宁 ,
不克 , 转掠 团 山堡 、 盘山驿及十 三山

驿
, 攻义州 。

三月
, 速把亥率弟 炒花 、 子 卜 言兔人犯义州 ……

( 阿台 ) 数犯孤山 、 汛河……阿台

万历十年 ( 复纠阿海连兵人
, 抵沈阳 城南浑河

, 大掠去… …

( 清佳砮 、 杨吉砮 ) 藉土蛮 、 暖

兔、 慌忽太兵侵边境……方成梁之出塞也 , 炒花等以数万骑人蒲河及大宁堡 。

从表 中不难看 出
,
俺答封贡之后 , 北部蒙古对辽东的攻势在张居正在阁特别是担任首辅

期间愈演愈烈 。 虽然李成梁等人疲于应对 , 时有斩获 ,
且受朝廷不断的奖赏 , 但与嘉靖后期

对待俺答汗
一

样 , 张居正等人对土蛮等势力不断扰边无法遏止 , 辽东战乱连绵 , 使女真趁势

而起 , 明朝对辽东逐渐失控 。

如何防止俺答汗势力 向西发展 , 张居正亦无有效对策 。 方历初年 , 俺答汗
“

报怨瓦剌 ,

欲取道贺 兰
”

, 遭到了宁夏总兵官张臣的拒绝 ,

“

俺答恚 , 语不逊
”

。 张臣
“

夜决汉 、 唐二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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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 道不 复陈兵赤 , 俺答乃从山后去
”

。① 而俺答从子永邵 卜 ,

“

部众强盛
”

,

“

先尝授

都督同知 再进龙虎将军 。 自 以贡市在宣府 , 守臣遇己 厚 , 不可逞 , 乃随俺答西迎活佛 , 留

居青海 , 与瓦剌他 卜囊为西宁患 , 当诱杀副将李魁 。 边 臣不能报 , 益有轻中 国心 。② 由 于

已与俺答汗达成和解 , 明朝对俺答汗的违约之举或打擦边球的行为亦不敢采取强硬手段 。 甘

肃镇是明廷效法西汉设置河西 四郡而建 , 其像一把尖刀 , 用来
“

北拒蒙古 , 南捍诸番 , 俾

不得相合
”

。③ 俺答封贡后 , 其部众为了便于前往青海 ,
经常从甘肃镇进人

, 使甘肃镇官兵

不知所措 ,
西北防线被迅速破坏 。 而北部蒙古大量向 青海地区的迁移 , 彻底改变了明代西北

边防的力量对比 , 使明朝在西北边疆的防守完全置于蒙古的重重包围之下
, 出 现了前所未有

的军事压力 ,
且始终没有找到应对之法 。 在蒙古部众的 连连打击下 , 明朝军队疲于被动应

付 , 屡屡退缩
,
直至亡国 。 史载 ：

“

松套宾兔等屡越甘肃侵扰河 、 湟诸番 。 及俺答迎佛 , 又

建寺于青海 , 奏赐名 仰华 , 留永邵 卜别部把尔户及丙兔 、 火落赤守之 , 俱牧海上 。 他部往来

者 ,
率取道甘肃

, 甘肃镇臣 以通款弗禁也 。 丙兔死
,
其子真相进据莽刺川 , 火落赤据捏工

川 , 益并吞番族 。

”

④ 同时 ,

“

数犯甘 、 凉 、 洮 、 岷 、 西宁间 。 他部落亡虑数十种 , 出 没塞

下 , 顺逆不常
”

。⑤ 正如明人所论 ： 俺答封贡后
,

“

玩愒寖生
, 军实耗坠

,
迎佛掠番 , 狡谋

百出 , 金钱 内尽 , 藩窝外撤 , 故识者忧之
”

。 俺答部 向青海方向 的
“

大蚕食诸番
”

行为 ,

极大地改变着西部地区 的民族格局和民族关系 , 而蒙古势力向青海乃至西藏的积极渗透 , 给

明朝乃至清朝经营西部边疆带来 了更大的难题 。 特别是 明朝对此 问题无计可施 , 明末西北边

疆战火不断 , 甘肃镇名存实亡 , 难以有效地安定地方 , 使西北边疆与东北边疆皆成为明朝最

为严重的
“

边患
”

地区 ,
也成为拖垮 明朝的主要原因之

一

。

在明代 , 蒙古势力 的忽兴忽衰 , 某
一

势力很难长久地对 明朝 的北部边防形成持续 的压

力 。 无论是张居正之前的瓦剌俘获英宗和吐鲁番等势力对
“

关西七卫
”

及甘肃镇的攻掠
,

还是张居正时代的鞑靼兵临京师和土蛮等势力对辽东的频频侵扰 , 都是不同时代蒙古不 同势

力在不同时期崛兴后对明朝形成的威胁 。 这
一

威胁的形成和消 除 ,

一

方面取决于蒙古 自 身内

部各势力 的消长 , 另 一方面又取决于明廷的应对策 略。 俺答汗攻势在隆庆年 间 的有效缓解 ,

是多种有利因素叠加所造成的 ,
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方面一厢情愿所能解决的问题 。 而俺答

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蒙古问题的解决 , 更不章味着 明朝北部边防威胁 的解除 。 恰恰相反 ,

俺答封贡以后 ,
明朝北部边防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 。 如何在勉强维持封贡所带来的暂时和

缓格局中进一步调整策略 , 应对新危机 的出现 , 张居正等人并没有提出 全新的思维 , 仍然坚

持的是 内修战备 、 加强防御和对敌对势力的绝贡与分化等传统套路 , 未能在战略高度上形成

对蒙古的整体应对的重大调整 , 当然也就不可能指望张居正真正解决北部边防问题 。 正如美

国学者阿瑟 沃尔德隆所言 ：

“

在天下太平之后 , 张居正想方设法不要损害和平环境 。 他处

理军事 问题的办法多数时候因循守旧 。

”

⑦

① 《 明史》 卷 《 张臣传》 。

② 《 明 史》 卷 《 达云传》 。

③ 《 明 史》 卷 《 西域传》 。

④ 《 明 史》 卷 《 郑洛传》 。

⑤ 《 明 史》 卷 《 魅靼传》 。

⑥ 郑汝壁等纂修 ： 《延绥镇志》 卷 《 北虏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

⑦ 美 阿瑟 沃尔德隆著 、 石云龙等译 ： 《 长城 ： 从历史到神话》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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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蒙古观及其实践

只有把张居正放在整个明蒙关系走 向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他的蒙古观及其实践效果 , 才能

真正理解张居正的 困境和无奈 。 张居正个人不可能超越历史 , 他个人的思想不可能全部变成

朝廷的政治实興 , 况且他在传统惯性中也不可能提出全新的对策 。 明蒙关系 的有效解决主要

取决于明朝的 济实力 , 如能有效解决北部蒙古的生计问题 , 与蒙古进行全面 、 切实的通贡

互市 , 并予以优待 , 双方关系将大大改善 。 面对单一且不可靠的游牧经济
,

与明朝通贡和好

成为大多数蒙古人的共识 。 当通贡互市之利远高于战争抢掠时 , 真正的 和平才能维系 。 万历

四年 ( 兵部上疏说 ：

“

虏今互市 , 视昔年所掠 , 利且倍蓰 。

”

① 对蒙古而言 , 这是符

合实际的 。 正如拉铁摩尔所言 ： 俺答汗
“

表面 的忠顺曾使中 国封他为顺义王 , 同时他所修

建的青城 ( 今呼和浩特 ) 也被赐名 为归化 。 他对 中 国最主要的要求是设立贸易 , 他认为 ,

如果得不到市集捐税 的收人
, 就不能放弃抢掠的利益

”

。
② 但由 于明代发展缓慢的小农经济

难以承担对整个北部蒙古的经济扶持 , 使通贡互市缺乏持久而又健康运行的坚实基础 。 仅对

俺答汗的通贡互市使明廷处于极大的经济压力之中 。 万历十二年 ( 户部 尚 书王遴对

神宗说 ：

“

贡市始 自 隆庆五年 , 边 臣原拟借和以休兵 , 修备而不图 , 财 日 费 , 势 日 弱 。 始 自

万历元年 , 贡市之费 , 逐年增加 , 积至于今
,
恐不啻十倍 。 繇此而递加 , 将何底止 ！

”

③ 加

之明朝吏治不清 , 难以有效执行互市政策 , 政策违规走样势不可免 , 使明朝反而 因互市政策

而更加被动 。 正如御史魏允贞所言 ：

“

俺答 自通市 以来 , 边备懈弛 。 三军月 饷 , 既剋其半以

充市赏 , 复魁其半 以奉要人 , 士无宿饱 , 何能御寇 。

”

④ 在这一历史格局和现实政治 中 , 张

居正个人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 正是由 于他没有趁俺答封贡的时机全面调整对蒙古策略并夯

实通贡基础 ,
未能带来明廷对北部蒙古战略 的全面改变 , 故其不可能真正解决明蒙关系中 固

有 的矛盾 。 与明廷相反 , 在封贡确保 自 身利益之后 , 俺答汗将主要精力投入内部整合上 , 面

向青海 , 拥抱藏传佛教 , 成为俺答封贡之后蒙藏关系密切的关键节点 ,
开启了蒙古发展的新

阶段 。 包括张居正在 内的 明臣对此认识不清 , 从明朝边防安全的战略高度认识不到此举的严

重性 。 也就是说 , 当北部蒙古在俺答封贡后 向更高 目 标迈进时 , 明廷仍停留在原点
,
仅仅满

足于暂时
“

边患
”

的减少 ！ 后来的研究也仅仅以此为标准来评俺答封贡 的意义和张居正的
“

功绩
”

！

〔 本文责任 编辑 李大 龙 〕

① 《 明神宗实 录》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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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美 拉铁摩尔著 、 唐晓峰译 ： 《 中国的亚洲 内陆边疆》 , 江苏人民 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③ 《 明神宗实录》 卷 万历十二年十二月 辛酉 。

④ 《 明史》 卷 《魏允贞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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