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6世纪末明朝的征讨 日本战略及其变迁

—
以万历朝鲜之役 的诏令资料为中心

郑洁西

目 U青

万历二十年 ( 日本文禄元年
,

朝鲜宣祖二十五年
,

15 9 2) 四月十三 日
,

日本统治者丰臣秀

吉①突发大军侵犯朝鲜
。

承平日久的朝鲜面对刚刚平定战国乱世的 日军锐卒
,

一触即溃
,

败退千

里
,

半个月之内
,

首都汉城 (今首尔 ) 沦陷
,

两个月之后
,

北方重镇平壤亦落人敌手
。

响应濒

临亡国的朝贡属 国朝鲜的求救
,

明朝政府作出了出兵援助的决定
。

战争后来以明
、

日
、

朝三国在

朝鲜半岛的对峙与讲和为主要形式而持续七年之久 ( 1 592 一1 598 )
,

最后 以丰臣秀吉病死
、

日军

撤退而告终结
。

在这场战争中
,

对立国之间
,

特别是明朝与 日本之间
,

在彼此的战略上都曾有过多种规划
。

这些战略规划
,

在战争过程中并非一层不变
,

也没有得到完全贯彻
,

它们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

不断得到调整
,

继而又不断地指导着彼此的战略决策
,

影响着这场战争的发生
、

发展
。

无疑
,

历

史上发生的这场战场仅仅局限于朝鲜半岛一隅
。

但是
,

纵观整个战争过程的战略规划
,

无论是 日

本的丰臣秀吉政权
,

还是中国的万历明朝政府
,

都曾经有过直接攻人对方国家的战略设想
。

丰臣

秀吉政权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预设目标
,

乃是通过先取朝鲜
,

再灭中国这一形式
,

计划将整个东

亚乃至全部的已知世界纳人 自己版图
。

② 明朝政府无疑深刻认识到了 日本的这一狂妄图谋
,

认清

楚了战争的形势
,

把握好了 自己的立场
,

不惜举全国人力
、

物力
、

财力出兵援助朝鲜
。

战争的表

现虽然以朝鲜为舞台
,

以对峙和讲和为内容持续七年之久
,

但明朝政府曾多次有过征讨日本的战

略考虑
。

③

本文以 16 世末发生于东亚世界的 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为时代背景
,

以明朝政府在此

次战争中的相关奏折
、

诏令为中心资料
,

考察明朝的征讨日本战略及其变迁过程
,

以期更为全面

地认识明朝政府的对外战略
。

① 丰臣秀吉在明代史籍中有多种称呼
,

如
“

关 白
” 、 “

平秀吉
”

等等
,

本文在叙述 中统一用为
“

丰臣秀
立士 ”

目 0

② [朝」《宣祖修正实录》
,

《李朝实录》 第三十一册
,

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
,

1 961 年
,

卷二五
,

宣祖二

十四年 ( 明万历十九年
,

1 591 ) 三月丁酉 (初一 日 )
。

(明 ) 侯继高撰
:

《全浙兵制 》
,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子

部三十一
,

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19 97 年
,

第二卷附录 《近报楼警》
。

〔日」 《日本战史朝鲜役文书》 第三六

号 《觉》 ( 前田侯爵家所藏文书 )
,

村 田书店
,

1 978 年
。

③ 郑洁西
:

《张文熙与万历朝鲜之役的
“

对 日进攻战略
”

— 明廷的最初
“

捣巢
”

之议》
,

《 日本思想文

化研究》 第 9 期
,

国际文化工房
,

2 X( 冲 年 8 月
。



21 8 明史研究论丛 (第八辑 )

一
、

战争前夜明朝的征讨 日本战略

万历朝鲜之役前夜
,

日本图谋侵犯的各种情报①不断传人明朝
,

引起了整个明朝朝野的震

动
,

迫使面临危机的明朝政府在针对日本的攻守战略上作出了相应的调整
。

当时明朝在战略上的

调整
,

主要表现为防范楼寇进犯的备战举措和积极征讨日本的进攻战略两个方面
。

(一 ) 明朝对日本的备战举措

战争前夜
,

因为 日本情报的不断传人
,

明朝开始在海防军备上进行扩充
,

以期防御楼寇的大

举侵犯
。

以万历十九年六月浙江巡抚常居敬上疏请求加强海防为发端
,

② 万历十九年七月至次年

二月
,

有十数名明朝官员上疏请求扩充军备
,

加强海防
,

以为防范楼寇进犯的备战之需
。

这些建

议
,

或议募兵
、

选将
、

造船
,

加强军事实力
,

或请加派地方军费
,

以为备战之用
,

或就御楼的人

事安排提出建议
,

或要求重新调整战略要点
,

加强布防力度
,

大多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批准
,

并被

迅速付诸执行
。

③

《二 ) 明朝的征讨日本战略

相对于军情到来时的对 日防守战略
,

明朝方面也开始酝酿从根本上消饵楼患的征讨 日本战

略
·

通过对以下三个主体的考察
,

我们可以发现
,

在战争前夜
,

整个明朝朝野在征讨 日本这一战
略意向上有着惊人的一致

。

( 1) 致仕官员仇俊卿的上书
。

仇俊卿曾任闽县知县
,

他在嘉靖年间参加过东南沿海的抗楼

事业
。

万历十九年 (巧 91 )
,

年届 91 岁 高龄的仇俊卿在家乡海宁听到了丰臣秀吉企图侵犯明朝

的消息
。

他的反应颇为强烈
,

马上上书督抚
,

请求明朝效法汉武帝征伐西南夷的
“

楼船故事
” ,

出动海军征讨 日本
,

以惩治侨寇
,

张扬本朝国威
:

平秀吉之将入寇 也
,

俊卿年九十 一矣
,

复上 书督抚
,

请如 汉横海楼船故事
,

以张国

威
。

④

仇俊卿提出的该种征讨日本战略意向
,

并不仅仅局限于他的个人理想
。

当时的整个明帝国
,

无论

是仇俊卿这样的民间人士
,

还是当时的政府官员
,

乃至当朝的万历皇帝
,

都有非常明显的征讨 日

① 见 【明 ] 侯继高撰
:

《全浙兵制》 第二卷附录 《近报楼警》
。

关于这些情报的专门研究
,

请参考松浦章

的 《明代海商巴秀吉
“

人寇大明
”

内情报》
,

末永先生米寿记念会编
:

《末永先生米寿记念献呈论文集》
,

奈良

明新社
,

19 85 年
,

管宁的 《秀吉刃朝解侵略 七爵傣援》
,

《日本史研究》 298 号
,

1987 年 6 月
,

米谷均的 《 <全

浙兵制
·

近报楼警> 忆再乙日本情银》
,

邻 一 17 世妃内束了 少了地域 二̀打 汁乙人
·

物
·

情报内交流一海域 巴港

市内形成
、

民族
·

地域固。 相互忽栽含中心忆一》
,

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
,

2侧〕4 年
,

第 125 一 142

页
,

等先行研究
。

② 《万历邸钞》 万历十九年 ( 巧91 ) 辛卯卷六月庚申 (二十七 日 ) 条
。

③ 参见郑洁西
:

《万历朝鲜之役前夜明朝对 日本的攻守战略》
,

《浙江海洋文化与经济》
,

第 3 辑
,

海洋出

版社
,

2 0( 刃 年 8 月
。

④ 〔清 ] 盛枫撰
:

《嘉禾征献录》
,

广陵古籍出版社
,

1 9 89 年
,

卷二一 《仇俊卿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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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意向
。

( 2) 两广总督刘继文的奏折
。

万历十九年 ( 15 9 ) 1十一月
,

时任两广总督的刘继文在其所

上的
“

防楼条议
”

中
,

则提出了怂恿葡萄牙人擒斩丰臣秀吉的策略
:

总督两广侍郎刘继文备陈防伶条议
。

其议
: “

… … 仍将侨奴入犯情节晓谕海夷
,

令其擒

斩关白入献
,

加赏赛
,

尤销患安邦之一策也
。 ”

着如议行
。

①

刘继文的这一
“

销患安邦
”

之策
,

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批准
。

但其后的交涉以及实行
,

史籍

上未见相关记载
。

( 3) 万历皇帝的勃榆
。

万历十九年 四月
,

朝鲜 向明朝派出了汇报 日本企图侵犯明朝情报的

使节团
。

当使者金应南回国之际
,

万历皇帝向之颁发了一道指令
,

其用意在于动员朝鲜联合其他

朝贡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征讨日本军事行动
:

初
,

我使黄允吉等往 日本
,

秀吉贻书我国
,

使之整其军兵
,

与日本合动
,

直犯上国
。

我

国举义斤绝
,

即于其年 ( 宣祖二 十 四年 ) 四月 因圣节使金应南之行
,

具 由奏闻
。

中朝先因

许仪后亦 闻楼谋
,

令我国要结遥 罗
、

琉球等国合兵征剿
。

②

关于这道指令
,

朝鲜学者申灵在 《再造藩邦志 》 中指明其为万历皇帝所下之救谕 :

应南之回
,

天 子降勃谕
,

赏白金
、

柠丝
、

彩段
,

使 臣等亦令有司例外加等
,

且谕结逞 罗

琉球等国合兵抄击
。

③

但是
,

万历皇帝的这一战略号召
,

实际上并未得到朝鲜的积极响应
。

朝鲜在当年即派遣冬至

使李裕仁再赴北京
,

其 目的在于拒绝明朝所提议的
“

合兵征剿
”

日本行动
:

臣窃念
,

小邦与伊国
,

虽 日 垃居东流之堑
,

茫无际畔
,

岛屿交错
,

窟穴险远
,

此乃天地

所 以区别丑种也
。

彼以舟揖为家
,

寇抄为业
,

氧风飘忽
,

往来无常
。

而小邦之人
,

则短于佗

槽
,

不习下洋
,

为边吏者
,

惟守备是 图
。

④

显然
,

明朝的该种征讨 日本战略
,

首先遭到了重要参与国朝鲜的反对
。

相对于明朝积极的备

战举措和征讨日本的战略计划
,

朝鲜的对 日战略
,

就如其在应答明朝的联合征讨 日本建议时所用

的推托之词
“

短于棺稽
,

不习下洋
。

为边吏者
,

惟守备是图
” ⑤ 一样

,

无疑是以守备为借 口而疏

于防范的一种保守战略
。

① 《明神宗实录》
, “

中央研究院
”

历史语言研究所
,

1 966 年
,

卷二四二
,

万历十九年 ( 巧91 ) 十一月壬

午 (二十 日 ) 条
。

② [朝」《宣祖实录》
,

《李朝实录 )) 第 27 册
,

学习 院东洋文化研究所
,

1961 年
,

卷二七
,

宣祖二十五年

(万历二十年
,

15 92 ) 六月甲寅 (二十六 日 ) 条
。

③ 仁朝」申灵撰
:

《再造藩邦志》
,

中韩关系史料选辑 6
,

硅庭出版社
,

1 950
,

卷一
。

④ [朝」《宣祖实录》 卷二七
,

宣祖二十五年 ( 万历二十年
,

159 2) 六月甲寅 (二十六 日 ) 条
。

⑤ [朝」《宣祖实录》 卷二七
,

宣祖二十五年 ( 明万历二十年
,

15 92) 六月甲寅 (二十六日 )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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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
,

早在战争前夜
,

明朝就对 日本具备足够的警惕
,

并已开始酝酿先发制人的征讨 日

本战略
。

这种征讨 日本的战略
,

其实与明朝的大国心态有着很大的相通之处
。

作为一个屡遭楼寇

侵扰之患却一直未能将之根除的大帝国
,

明朝在战略上对 日本的进攻意向由来已久
。

此外
,

作为

朝贡体系中心国的明朝
,

其征讨 日本的战略
,

更多地是将整个东亚世界也纳人其体系
。

明朝政府

将自己的朝贡国朝鲜
、

逞罗
、

琉球
,

以及当时已经开始定居澳门的葡萄牙人
,

都视为自己征讨 日

本战略上的重要盟友
。

二
、

万历二十年的
“

征楼捣巢
”

提议和
“

借兵逞罗
” “

荡剿楼巢
”

战略

万历二十年 ( 15 92) 四月爆发的 日本侵略朝鲜战争
,

给整个明朝朝野带来了极为巨大的

心理震撼
。

在讨论是否需要出兵援助朝鲜的同时①
,

朝议中还出现了另外两种更为大胆的战略

提案— 直接出兵跨海征讨 日本的
“

征楼捣巢
”

提议和
“

借兵逞罗
” 、 “

荡剿楼巢
”

的战略计

划
。

(一 ) 张文熙
“
征樱捣巢

” 的提议

在明廷中最早提出组织明朝海军
“

征楼捣巢
”

建议的
,

是当时的太仆寺少卿张文熙
。

万历

二十年 ( 15 92) 朝鲜战事爆发后
,

面对岌岌
“

楼警
” ,

兵部尚书石星广集众思
,

寻求对策
。

当时

的朝论虽
“

策楼患纷纷
” ,

却多
“

无能出奇制胜者
” 。

惟张文熙提出的
“

调四省兵往以捣巢
”

之

计颇有
“

奇策
”

之誉
。

张文熙上奏
,

以
“

调四省兵往以捣巢为请
” ,

认为
“

调集四省舟师
,

奋勇

捣巢
”

可以
“

牵其东归
,

杜其内犯
” ,

万历皇帝御览之后批示
: “

兵部看议来说
。

钦此
” 。

命兵部

讨论定议之后再作汇报
。

②

因为史籍的缺载
,

兵部的讨论结果无从而知
。

但是
,

张文熙所提出的
“

征楼捣巢
”

建议
,

很快就遭到了其他官员的弹幼
。

吏科给事中杨廷兰于万历二十年十一月上疏称
:

近 日张文熙御侨 一疏尤为乖谬
。

动四省之兵
,

连十万之众
,

以试之海上
,

风涛出没
,

只

葬鱼腹
,

安能捣侨穴耶? 方谋犯内地
,

大司马征兵募卒尚虑众寡不敌
,

而又欲分师出海
,

图

必不可成之功
,

计孰珠于此者?③

对张文熙的
“

捣巢
”

之说大加挞伐
。

一个月后
,

南京刑科给事中徐桓也上奏反对张文熙的
“

捣巢
”

提议
。

对于张文熙 的
“

捣巢
”

之策
,

徐桓提出
“

五难
”

之说
,

称张文熙此奏
“

未深长思
” 。

他根据治病用药的
“

急则治其标
,

① ( 明 ) 石星
:

《议征楼疏》
,

( 明 ) 徐亮辑 《万历疏钞》
,

《四库禁毁书丛刊》 史部第 60 册
,

北京出版

社
,

2 0 00 年
,

卷四十三 《东楼类 》
。

② ( 明 ) 徐桓
:

《征楼当急
,

捣巢非计
,

乞详审以收胜算疏》
,

( 明 ) 徐亮辑 《万历疏钞》
,

《四库禁毁书丛

刊》 史部第 59 册
,

北京出版社
,

2 0( 犯年
,

卷四十三 《东楼类 》
。

③ ( 明 ) 杨廷兰
:

《仕路方清
,

大奸宜默
,

乞斥以 昭公道疏 》
,

(明 ) 徐亮辑 《万历疏钞 》 卷一九 《纠邪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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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则治其本
”

原则
,

认为正当目前
“

事急
”

之际
,

当为
“

治标计
” ,

提出了
“

先声以夺其气
,

用间以离其党
,

迎击以挫其锋
,

伏奇以摄其后
”

的可为
“

万全算
”

的
“

四策
” 。

①

当月
,

张文熙被迫致仕
。

② 其所提议的
“

征楼捣巢
”

之策
,

亦被搁置罢行
。

③

(二 )
“

借兵遥罗
”
以

“

荡剿樱巢
”

的战略

万历朝鲜之役的爆发
,

恰逢逞罗使者来明朝贡之时
。

据两广总督萧彦的奏疏
,

万历 十九年

(巧 91 ) 的这次朝贡
,

为逞罗 国在万历朝的第二次进贡
。

这批使者于次年进人北京
,

九月癸 未

(二十七 日 ) 得到了礼部宴请
,

十月己亥 (十三 日 ) 则受到了赏赐冠带的优遇
。

④

来到北京的逞罗使者
,

很快就获悉了同为大明朝贡国的朝鲜遭到日本的侵略而几近亡国的时

事
。

他们对之的反应颇为强烈
,

正使握叭喇自告奋勇地上疏明朝
,

请求允许本国出兵荡剿日本巢

穴
。

明人王沂所撰的 《续文献通考》 对逞罗使者自请出兵之事有如下的一段记述 :

万历二 十年九月
,

经略侍郎宋应昌奏遏罗国正使握叭喇等愿督兵荡剿楼巢
。

奉旨
:
夷使

所称
,

具见忠义
,

事关重大
,

还行与两广 总督着移文另选 一能事官员与原差官并夷同往彼国

宣谕朝廷德意
,

取有回文
,

方可颁救举事
。

⑤

文中所见的
“

原差官
” ,

当为此前明朝向逞罗派出的使者
。

事实上
,

明朝早在是年六月就 已

经命令派遣使者向逞罗通报朝鲜战况并咨询联合出兵意向
。

万历二十年六月
,

万历皇帝的一份圣

旨中
,

就朝鲜当时的事务
,

作出如下内容的指示
:

朝鲜素效恭顺
,

为我属国
,

有寇岂宜坐视 ! 著辽东抚镇官即发精兵一二枝应援
。

仍发银

二万两解赴彼国搞军
,

大红经丝 二表里慰劳国王
。

还宣谕海上诸 国
,

合兵捣虚
,

剿此凶逆
,

以图廓清
。

年例银亦准给发
。

钦此钦遵 !⑥

圣旨虽然没有指明是哪些
“

海上诸国
” ,

但逞罗
、

琉球这些恭顺属 国无疑应该被包括在 内
。

这在可是年八月颁赐朝鲜的一份救谕中可 以得到印证
:

皇帝敦谕朝鲜国王
: … … 肤今专遣文武大 臣二 员

,

统率辽 阳各镇精兵十万
,

往助讨贼
,

与该 国兵马前后夹攻
,

务期剿灭 凶残
,

傅无遗类
。

肤受天明命
,

君 主华夷
。

方今万 国威宁
,

四溟安静
,

蠢兹小丑
,

辄敢横行
,

复救东南边海诸镇
,

并宣谕琉球
、

逞罗等国
,

集兵 数十

万
,

同征 日本
,

直捣巢穴
,

务令鲸鱿授首
,

海波晏然
,

爵赏茂典
,

肤何爱焉? … …⑦

① (明 ) 徐桓
:

《征楼当急
,

捣巢非计
,

乞详审以收胜算疏 》
,

〔明 〕 徐亮辑 《万历疏钞 》 卷四三 《东楼

类》
。

② 《明神宗实录》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庚子 (十四 日 ) 条
。

③ (明 ) 沈德符撰
:

《万历野获编》 卷一七
,

《兵部
·

程鹏起》
。

④ 《明神宗实录》 万历二十年九月癸未 ( 二十七 日 ) 条
、

万历二十年冬十月己亥 ( 十三日 ) 条
。

⑤ (明 ) 王析撰
:

《续文献通考》
,

文海出版社
,

1 9 79 年
,

卷二三六
,

《四裔考
·

遏罗》
。

⑥ (明 ) 侯继高撰
: 《全浙兵制 )) 第二卷附录 《近报楼警》 中所收郝杰奏

。

⑦ 该救谕于八月五 日交付给行人薛藩
,

九月三日薛藩到达义州后正式向朝鲜方面宣读
。

见 《明神宗实录》

万历二十年 ( 巧9 2) 八月壬辰 (初五 日 ) 条和朝鲜 《宣祖实录》 宣祖二十五年九月 己未 (初三 日 )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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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明朝早有动员退罗出兵征剿 日本的战略意向
,

所以逞罗使者自请出兵的上疏
,

无疑极大

地推动了明朝
“

借兵逞罗
”

战略的实施
。

明朝遂令两广总督萧彦选拔一名
“

能事官员
” ,

与原差

宣谕逞罗的明朝使者一道
,

同退罗使者一道往赴逞罗 国商讨借兵事宜
。

①

三
、

万历二十一年潜人日本的明朝间谍和明朝的对日战略

万历朝鲜之役爆发之后
,

明朝响应朝鲜的求援
,

迅速地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准备
。

② 在此背景

之下
,

明朝为争取战争的主动权
,

迅速地调动了大批间谍潜人朝鲜和 日本
。

这批间谍的派遣
,

系

奉
“

圣旨
”

行事
,

其所收集到的情报
,

亦以察报万历皇帝为目标
。

③ 他们的行动
,

对明朝的对 日

战略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

早在万历二十年 (巧 9 2 ) 六月底
,

由兵部派遣的间谍沈惟敬就潜人朝鲜的日军营中开展间

谍活动
。

④ 相对于以侵朝 日军为对象的间谍活动
,

明朝政府派遣间谍潜人日本各地在时间上要稍

为滞后
。

他们于万历二十年 ( 15 92) 年底来到福建
,

在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之后
,

终于在次年

六月渡航 日本成功
。

其中的一名海商出身的间谍许豫
,

潜伏在九州岛的内浦港长达半年之久
,

收集到了大量的 日

本情报
。

万历二十一年 (巧 93) 正月
,

圆满完成间谍活动的许豫踏上归途
,

一个月后回到福建
,

将侦察到的 日本情报向巡抚许孚远作了汇报
。

一个月后
,

另外一批间谍亦将其所收集到的日本情

报向许孚远作了汇报
。

⑤

许孚远将上述情报写人奏折呈递万历皇帝
,

并在奏折中提出了对付 日本的
“

莫妙于用 间
,

莫急于备御
,

莫重于征剿
”

的战略建议
:

俊酋倡乱
,

惟在平秀吉一人
,

诸州酋长
,

多面降而心异
,

中间有可以义感者
,

有可以利

诱者
,

秀吉原无亲戚子弟股舷心普之人
,

倪得非常奇士
,

密往 图之
,

五间俱起
,

神秘莫测
,

则不烦兵戈而元凶可擒
,

一获元凶
,

侨乱顿弹
,

故 日莫妙于用 间
。

备御之策
,

频年屡奉明旨申饰
,

当事诸 臣亦云严矣
。

臣等窃惟
,

辽 阳
、

天津两地密迩京

师
,

一 由朝鲜度鸭绿江而上
,

一 由山东海面乘风疾趋
,

设有疏虞
,

令楼得长驱而入
,

震惊哀

极
,

此不可以不虑
。

宜将东征之兵挑选
,

或增至 二 三 万人
,

遣大将二 员分屯两地
,

以防不

测
,

其各省直水陆兵 防
,

更于今 日严为整备
,

俊其入寇吾境
,

或特或角相与
,

戮力歼之
,

此

不可恃其不来而一 日可缓者
。

故云莫急于备御
。

然用 间妙矣
,

恐未可必得志于彼
,

备御急矣
,

恐未能使破胆于我
。

臣等以为
,

彼不内犯

①

兵退罗
”

关于明朝
“

借兵逞罗
”

战略的缘起
、

经纬
、

终结等详细情况
,

请参考郑洁西
:

《
“

壬辰之役
”

明朝
“

借

之研究》
,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2以拓 年 5 月
。

《明神宗实录》 万历二十年 ( 1 5 9 2) 六月庚寅 (初二 日 )
。

以间谍沈秉彝为例
,

他于 日本侵略朝鲜后奉圣 旨打探侨情
,

于次年七月三 日回北京向万历皇帝作了报

②③

告
。

见朝鲜 《宣祖实录》 卷四一
,

宣祖二十六年 (明万历二十一年
,

15 93) 八月壬辰 ( 十一 日 )

④ 朝鲜 《宣祖实录》 卷二七
,

宣祖二十五年 (万历二十年
,

1 59 2 )

⑤ 关于情报的详情
,

请参看 ( 明 ) 许孚远
:

《请计处楼酋疏》
,

( 明 )

六月丁巳 (二十九日 )

条
。

条
。

陈子龙等编
:

《明经世文编》 卷四 O

O 《敬和堂集》 所收
,

中华书局
,

196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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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巳
,

果其内犯大肆猖狂
,

乞我皇上与二 三大 臣定议征讨
,

特发内努百万
,

分助诸省打造战

舰二千余只
,

选练精兵二 十万人
,

乘其 空虚
,

出其不意
,

会 师上游
,

直捣伶 国
,

顺命者者
,

逆命者诛
,

彼秀吉一酋何能逃遁
。

此所谓 堂堂之阵
,

正 止之旗
,

名其为贼
,

敌乃 可服者也
。

故 日莫重于征剿
。

①

事实上
,

万历二十一年 ( 巧 93 ) 潜人 日本的明朝间谍许豫等人
,

除了搜集各种 日本情报之

外
,

还和以幸侃 (伊集院忠栋 ) 为首的萨摩州高层进行了的初步交涉
。

许豫将接受 自萨摩藩主

岛津义久等人的物品
“

文书一封
,

旗刀二事
” 、 “

盔甲一副
” 、 “

楼刀一把
” 、 “

鸟铣一对
” ② 悉数

上呈福建巡抚许孚远
。

萨摩藩主岛津义久进呈福建巡抚的
“

文书一封
” ,

其内容虽然不得而知
,

但无疑为此后福建

和萨摩之间的交通带来了转机
。

万历二十一年 ( 1593 ) 潜人 日本的许豫
,

暂时只是协助朝廷所派间谍的协助者
,

虽然受到

了福建巡抚许孚远的派遣
,

但其海商身份并未改变
。

但是
,

在次年 ( 1594 ) 三月汇报日本情报

之后
,

他很快就被授予
“

名色把总
” ③ 之职

,

并于该年 (巧 94) 六月被再次派往 日本
。

④ 许豫的

第二次潜人 日本
,

无疑被委 以了更为重要的任务
。

如此迅速地向 日本再次派遣 间谍
,

系出于 福建巡抚许孚远
“

莫妙于用间
” 、 “

莫重放

征剿
” ⑤ 的战略理念

。

许孚远此次向 日本派遣间谍
,

以离间萨摩藩主岛津义久 和丰臣秀吉

之间的关系为主要 目的
。

时任福州知府的何继 高曾在后来 的奏折 中对此事有着如下 一 段

回顾
:

囊岁 t 岛津〕 义久遣亲信张五 郎至 闽
,

投见原任巡抚许孚远
,

孚远 与臣谋
,

欲藉久 以

挑引诸国
,

共图平首
,

令自救不暇
,

则朝鲜不救 自全
,

中国不防 自固
,

亦一 奇也
。

遂遣把总

刘可贤及伍应廉
、

张五 郎等渡海
,

阳作檄书
,

一道谕平酋罢兵
,

令之不疑
,

而阴结仪后
,

使

劝义久
,

图酋 自效
,

计甚秘密
。

⑥

可见
,

此次派遣间谍潜人日本
,

其目的在于
“

挑引诸国
,

共图平酋
” ,

交通许仪后
,

游说岛

津义久
,

离间 日本内部发生火并
,

进而颠覆丰臣秀吉政权
。

这次间谍活动很快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

次年 (万历二十三年
,

15 95 )
,

刘可贤与岛津义久

的军师玄龙一道返 回福建
,

为明
、

日之间的交通带来了一次新的转机
。

但是
,

当刘可贤和玄龙来到福建的时候
,

明朝的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

万历皇帝册封丰

① 【明」许孚远
:

《请计处楼酋疏 》
。

② 同上
。

③ 《大日本古文害》
,

东京大学出版会
,

19 66 年
,

家为汁第十六
“

岛津家文害之三
”

御文书 12 36
, “

明国

福建巡抚许孚远回文
” ,

第 98 一 9 9 页
。

《大 日本古文害》 家扫汁第十六
“

岛津家文害之三
”

御文书 13 67
, “

明国

福建巡抚许孚远檄文
” 。

④ 与许豫同行的明朝间谍还有巡海守备刘可贤
、

军门赞画姚士荣
、

名色把总伍应廉
,

以及萨摩藩所遣使

者张昂
。

⑤ ( 明 ) 许孚远
:

《请计处楼酋疏 》
。

⑥ ( 明 ) 陶望龄撰
:

《歇庵集》
,

《续修 四库全书》 第 1 365 册
“

集部
·

别集类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5

年
,

卷一六 《江西布政司参政泰宁何公行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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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之事早已敲定
,

① 主张离间日本
、

谋图秀吉的福建巡抚许孚远
、

巡按刘芳誉和

福州知府何继高三人也均被调离原职
。

继许孚远而任福建巡抚的沈桐对交通萨摩之事毫无兴致
,

很快将玄龙打发了事
。

朱国祯所撰 《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巡抚福建观颐沈公墓志铭》 对当时的情

景有着如下一段记述
:

许先生抚闽
,

欲下十万众勒伶
,

不得
,

则移檄规情伪
,

而以把兵刘可贤等往
。

先生至
,

刘挟侨僧与其众至
。

先生谓檄中语轻重不可知
,

驱之则我失信
,

召至幕府
,

山川夷险
,

入奴

度中非计
,

故纤其道
,

日掷镯棒莽间
,

戒释使盛言
,

新府幕练兵
,

有言堆者立斩
,

斩已数百

人
,

侨惧
,

请归
,

故纵之
,

遂绝闽浙
,

撷向辽阳道 矣
。

②

因为政局的变动而导致的前功尽弃
,

当事人何继高在事后不无遗憾之至
:

【万历」二十三年
,

可 贤与义久军师僧玄龙偕来
,

时孚远 与臣相继去闽
,

玄龙无可告

语
,

事遂寝息
。

使其时臣谋获遂
,

岂有今 日哉 !③

此次间谍活动所遭受的挫折未止如此
。

明朝间谍刘可贤继而又受到了巡按周维翰的弹劝
,

以

私自交通 日本之罪下狱论处
:

( 万历二十三年六月 ) 丁卯
,

福建侦侨把总刘可贤
、

赞画姚士荣下 台讯
,

以携夷僧入且

受货也
。

④

继而
,

明朝政府又以
“

刘可贤案
”

为借 口
,

以颁布诏令的形式在法令上卡断了福建与萨摩

的再次交通
。

《明神宗实录》 对当时的情形记载如下 :

(万历二 十三 年六月 丁卯 ) 初
,

福建所遣侦探 日本刘可 贤受关 白财物
,

又私 带夷僧入

境
。

按臣周维翰以可贤既邀重货
,

必有轻诺 ; 日本既捐大利
,

必有厚望
。

恐 因而启衅
,

因请

申饰沿海一带练兵厉械 以防未然
。

兵都覆奏
。

诏今后沿海地方只宜修整防御
,

勿得擅遣侦探

以生事端
。

⑤

万历二十一年 ( 1 593 ) 潜人 日本的间谍活动
,

在给明朝带来大量 日本情报的同时
,

也对明

朝的征讨 日本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

根据这些日本情报
,

福建巡抚许孚远在提出
“

莫重于征剿
”

的征讨日本战略的同时
,

迅速派遣间谍再次潜人 日本— 其任务在于离间 日本内部发生火并
,

进

而颠覆丰 臣秀吉政权
。

但是
,

因为当时政治局势的突然转变
,

明朝将对 日战略的重点调整到与丰

① 关于明朝册封丰臣秀吉为 日本国王之事
,

请参考李光涛著
: 《万历二十三年封 日本国王丰臣秀吉考 》

,

“

中央研究院
”

历史语言研究所
,

l% 7 年
。

② (明 ) 朱国祯撰
:

《朱文肃公集》
,

《续修四库全书》 第 1 366 册
“

集部
·

别集类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 5 年
,

不分卷
,

《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巡抚福建观颐沈公墓志铭》
。

③ ( 明 ) 陶望龄撰
:

《歇落集》 卷一六
,

《江西布政司参政泰宁何公行状 》
。

④ (明 ) 淡迁撰
:

《国榷》
,

中华书局
,

1 9 58 年
,

卷七七
,

万历二十三年六月丁卯条
。

⑤ 《明神宗实录》 卷二八六
,

万历二十三年六月丁卯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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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秀吉的议和之上
,

这导致万历二十一年 (巧93 ) 以降的间谍活动和征讨 日本战略都被诏令停

行
。

①

四
、

万历二十六年明朝征讨 日本战略的再起

(一 ) 万历二十五年天津
、

登莱巡抚的设立

万历二十五年
,

因日本封事失败
,

朝鲜战火再度燃起
。

这年九月初十日
,

明朝在军事布置上

作了一个重大调整—
万历皇帝下令将原来分属保定和山东巡抚辖地的天津和登莱新设为一个军

事区
,

以原山东右布政使万世德为
“

都察院右金都御史海防巡抚
” 。

②

之所以设立在天津
、

登莱设立海防巡抚
,

乃是出于六天前内阁大学士赵志皋
、

张位
、

沈一贯

三人在对 日战略布置上的一致提议
。

③ 特别是沈一贯的奏折
,

对当前的攻战防守形式
,

分析地尤

为深刻
。

沈一贯认为
, “

楼长于陆
,

吾长于水
,

与楼战于水
,

则得算在我
,

其胜十九
,

与楼战于

陆
,

则或胜或负
,

尚未可知
” ,

建议
“

徒 自守而不言战
,

不若使之索楼而战
” 。

他要求政府
“

多

调浙
、

直
、

闽
、

广惯战舟师
,

相度机宜
,

进剿釜 山
、

闲山及对马等贼
” ,

指出
, “

今逸北捣巢
,

狂虏为却
,

宜仿此意
,

行之于海以渐
,

灭楼必此一举
” 。

因为天津
、

登莱之地
, “

北接辽东
,

南

接淮安
” ,

与南北两地可以
“

臂指相使
,

首尾相应
” ,

且可与朝鲜的
“

经理之师
” 、 ’ `

相为特角
” ,

又能为泛海而来的浙
、

直
、

闽
、

广水军提供栖泊之所
,

所以在天津登莱设巡抚一员
, “

专管海道

战守事宜
” ,

尤为当时的战略急务
。

④

可见
,

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天津
、

登莱巡抚的设立
,

是明朝对日战略上的一个重要调整
,

它是

明朝重视海防建设
、

强调积极进取的对 日战略的一个标志
。

这一战略的最终的目的在于
,

利用海

军优势
,

积极主动地
“

索楼而战
” ,

实现
“

捣巢
” 、 “

灭楼
”

的宿志宏愿
。

(二 ) 万历二十六年
“

捣巢之策
”

的再起

万历二十六年 (巧 9 8) 年初
,

明朝在对 日战略上再次作了一个重大调整
。

(( 明神宗实录 》 对

之有如下一段记录
:

朝鲜闲山失利
,

东方鱼索舟师
,

阁臣议募闽省惯海商船 以资防剿
,

御史徐兆魁言其不

便
,

议欲选兵拼陆而行
,

并委道 臣赴淮造船兼议捣巢之策
。

兵部覆称
,

募船未便
,

自当停

止
,

日来各处抽取额兵额船 已足经略原调之数
,

所议征兵于闽
,

造船于淮
,

亦宜并寝
。

至于

关酋背道逆天
,

虐用其众
,

闻各岛愤怨
,

已非一 日
,

纠合 出奇
,

诚 因势利导之策也
。

举事莫

先于浙
,

尤莫便于闽
、

广
,

以 日本 多两省之人
,

可以响应
,

两省多近洋之国
,

可以结联
,

加

之商贩杂出其间
,

可 以别用
,

是在各督抚 同心 秘计
,

随便酌行
,

如 忠义可鼓
,

勿待正兵
,

事

① 关于万历二十一年潜人日本的明朝间谍及其活动情况
,

请参考郑洁西
:

《万历二十年潜人 日本的明朝间

谍》
,

《束了 少了文化遗流》 第 2 编第 2 号
。

② 《明神宗实录》 万历二十五年 ( 15 9 7) 九月戊戌 (初十日 ) 条
。

③ 《明神宗实录》 万历二十五年 ( 15 97) 九月戊戌 (初四 日 ) 条
。

④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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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可乘
,

勿待奏报
,

而 一切假之便宜
,

勿以议论束缚
,

致令制肘
。

上是其议
。

①

此次朝廷所提出的
“

捣巢之策
” ,

显然袭承了万历二十二福建巡抚许孚远
“

莫妙于用 间
” 、

“

莫重龄征剿
”

的战略理念
。

明朝企图利用 日本国内的矛盾
, “

纠合出奇
” ,

与中国沿海一带的滞

日明人
,

邻近闽广两省的近洋各国一起
,

实施征讨 日本的
“

捣巢之策
” 。

鉴于此前朝廷的议论制

肘了地方的行动
,

万历皇帝下令对一切捣巢行动
“

假之便宜
” ,

授权各省督抚可
“

勿待正兵
” 、

“

勿待奏报
”

而
“

随便酌行
” 。

实际上
,

此前一天
,

明朝为了贯彻征讨 日本的
“

捣巢之策
” ,

已经作过一次重大的人事调

整
:

调广西总兵童元镇于浙江
,

调 浙江总兵李应诏于广西
,

各镇守
。

兵部言
: “

关白发难
,

金谓捣巢可 以牵其内顾
。

童元镇熟识岛情
,

往年曾与捣巢之议 ; 李应诏清介不扰
,

适与抚蛮

相宜
。 ”

故互相更调
。

从御史唐 一鹏之议也
。

②

童元镇 自万历十九年 (巧 91 ) 起由广西调任广东总兵
,

至万历二十三年 (巧 95 ) 又复改镇

广西
。

③ 在其镇守广东任内
,

曾有
“

借兵逞罗
”

战略的提出及其实施
。

之所以选择童元镇去
“

泛海捣巢
” ,

乃是因为他曾任广东总兵
, “

熟识岛情
” , “

往年曾与捣巢之议
” 。

关于朝廷此次
“

捣巢之策
”

提议
,

史籍上并未留下多少记载
。

但是
,

它确实得到 了地方政

府的积极响应
。

其中最为著名的响应者当属福建巡抚金学曾
。

金学曾为了实施朝廷提议的
“

捣

巢之策
” ,

首先在人事上作了特意的安排
。

《明史
·

沈有容传》 谓 :

日本封事坏
,

福建巡抚金学曾欲用奇捣其穴
,

起有容守语屿
、

铜 山
。

④

沈有容系当时的名将
,

金学曾之所以起用其人
,

实欲在征讨 日本的
“

捣巢
”

军事行动中

大用其才
。

将时人陈第曾所作的 《送沈士弘将军使 日本》 七言一首
,

即为赠予沈士容的侯别

之诗
:

去岁轻裘下海辄
,

雄心今抵萨摩州
。

千层 巨浪乘风破
,

万里孤帆 向日浮
。

曲逆捐金成反

间
,

班超提剑取封侯
。

匡时事业怜余病
,

期尔凌烟阁上头
。

⑤

其中的
“

曲逆捐金成反间
,

班超提剑取封侯
”

两句
,

乃借西汉陈平离间西楚君臣而令汉高

得天下
,

以及东汉班超出使西域立功封侯两个典故
,

比拟沈有容出使 日本所肩负的重大使命
,

由

此可 以概见时人对他征讨 日本所寄予的厚望
。

但是
,

沈有容潜人 日本的预定计划最终并未实施
。

陈第为沈有容所作的 《海坛去思碑》 谓 :

《明神宗实录》 万历二十六年 ( 159 8) 正月己亥 (十三 日) 条
。

《明神宗实录》 万历二十六年 ( 巧9 8) 正月戊戌 (十二 日) 条
。

(清 ) 张廷玉等纂
:

《明史 》
,

卷二四七
,

《童元镇传》
,

中华书局
,

1 974 年
。

(清 ) 张廷玉等纂
:

《明史》 卷二七 O
,

《沈有容传》
。

(明 ) 沈有容撰
:

《闽海赠言》 卷五
,

《律持七言
·

送沈士弘将军使 日本》
。

①②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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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秋
,

闽海上警闻
,

大中垂金公闻将军 贤
,

罗之海坛
。

… … 时朝议欲捣俊巢
,

拟以将

军潜经略其地
。

抚 台强 予之千金
,

令贸货假往兴贩
,

将军 固不 受 ; 竟求付 同船商
,

及 弗果

往… … ①

可见
,

沈有容在这次的
“

捣楼巢
”

计划中虽然被委以
“

经略其地
”

的重大责任
,

但是他的

日本之旅却最终并未成行
。

不过
,

金学曾所派出的另外一批间谍顺利潜人了日本
,

但是他们的活动
,

只局限于对九州的

萨摩藩实施预期的反间活动
。

②

万历二十六年重新提起的
“

捣巢之策
” ,

虽然获得了朝廷 的大力支持
,

但是并没有得到真正

意义上的实行
。

时隔三年之后的对 日间谍活动
,

只能算是万历二十六年再次征讨 日本战略的一个

前奏
,

而真正意义上的征讨日本战略
,

则因为当年战争的突然结束而嘎然终止
。

今士宁五
二目 卜口

万历二十六年 ( 日本庆长三年
,

巧 98) 八月 十八 日
,

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寿终正寝于伏见

城
,

遗言日军从朝鲜撤兵
。

当年十一月
,

日军全线逐次从朝鲜撤兵
。

除了十七 日萨摩藩的岛津义

弘一部在露梁海战中遭到重创之外
,

其他各路 日军均顺利撤回 日本
。

对于 日军的全师而退
,

曾以

通信使身份随同明朝使者册封丰臣秀吉的朝鲜官员黄慎不无痛愤之至
: “

伏以三路凶酋一时网

漏
,

虽有南洋之捷
,

不足以泄此愤
。

岂不痛哉 !
”

黄慎认为
: “

天兵今日退去
,

则此贼明 日必至
。

寇在一 日之程
,

望救于数千里之地
。

吁 ! 亦非计也
。 ”

故而他提议明
、

朝两 国即刻联和出动海军

征讨 日本对马岛
, “

选浙兵七八千
,

与我舟师协势进驻
,

一举渡海
,

掩其无备 … …
”

他认为
,

如

果能够成功讨伐对马岛
,

可保朝鲜
“

十年无事
” 。

③ 但是
,

黄慎的建议
,

并没有引起明朝和朝鲜

两 国政府的注意
。

④

事实上
,

明朝在此次战争中的战略取向
, “

来则拒之
,

去则不追
” ⑤ 这一保守意识占了主流

。

战争一告结束
,

明朝考虑 的不是穷寇猛追
,

而是迅速从朝鲜抽身而退
。

万历二十七年 ( 1599 )

四月
,

万历皇帝在颁给朝鲜国王的救谕中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既定方针
:

不杀乃天之 心
,

而用兵非予得 已… …楼 虽遁归
,

族类尚在
,

生心再逞
,

亦未可知
。

兹念

经略尚书邢价振旅旋师
,

量 留经理都御史万世德等分布偏师
,

为王戌守… … 吾将士思归
,

娩

① ( 明 ) 沈有容撰
:

《闽海赠言》 卷之一 《碑
·

海擅去思碑 (万历庚子孟夏勒 ) 》
。

② [朝 〕 鲁认撰
:

《锦溪日记》 万历二十七年 ( 15 9 9) 三月十六 日条
,

《文禄赓长役忆打汁 乙被掳人内研

究》 所收
,

东京大学出版会
,

19 76 年
。

③ [朝 〕黄慎撰
:

《秋浦先生集 》
,

《韩国历代文集丛刊》 65 册
,

景仁文化社
,

19% 年再版发行
,

卷一

《疏札
·

请讨对马岛疏》 (戊戌十二月 )
。

④ 〔朝 ] 尹拯撰
:

《明斋先生遗稿 》
,

《韩国历代文集丛刊》 13 6 册
,

景仁文化社
,

19 % 年再版发行
,

卷四

十二 《行状
·

秋浦先生黄公行状》
。

⑤ (明 ) 宋应昌撰
:

《经略复国要编 》
,

《四库禁毁书丛刊》 史部第三十八册
,

北京出版社
,

21卫X) 年
,

卷七

《报三相公并石司马书》 (万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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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非便
,

行 当尽撤
。 , · ·

… ①

16 世末发生于东亚世界的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
,

对万历明朝的对外战略来说
,

可 以

算得上是一次重大的考验
。

明朝政府在出兵援助朝鲜
、

与日本停战讲和之外
,

也曾考虑过直接征

讨日本这一积极主动的进攻战略
。

早在战争前夜
,

明朝就对 日本具备足够的警惕
,

并已开始酝酿

先发制人的征讨 日本战略
。

战争发生后
,

这种积极的进攻性战略在明廷中反复提议
、

不断变迁
。

但是
,

明朝的各种征讨 日本计划最后都以未获真正实施而告终结
。

征讨 日本的这一进攻性的战

略
,

虽然仅仅是明朝对外战略的一个侧面
,

对整场战争也无太过深远的影响
,

但是
,

就认识明朝

政府整体的对外战略而言
,

它的补充和修正意义不容忽视
。

① 《明神宗实录》 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丙戌 (初八 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