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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嘉靖时期$倭患猖獗!(庚戌之变)后$明廷接受主持东南抗倭事宜张经之建议$调用广西狼兵及湖广土司兵前往东南

沿海抗倭$在这此背景下$狼土兵雄赳赳地参与了保家卫国的抗倭战争&御倭过程中$他们多次立下战功$使疲于奔命的明军

得到喘息$为驱除倭患献出其特有的历史价值&本文以著名的王江泾大捷为例$通过起用张经'调拨狼土兵'王江泾大捷以及

评述狼土兵之影响四个部分$来尝试叙述狼土兵在东南抗倭战场上建立起的丰功战绩&

关键词!嘉靖御倭!狼土兵!王江泾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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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嘉靖时期$倭患逐渐猖獗起来$明王朝不得

不采取行动$嘉靖年间御倭战争就此展开&狼土兵

战斗力强$是此时期一支重要的抗倭武装$但是却没

有引起史学界的太大注意&近两年情况发生了变

化$有部分学者已把目光投集于此&韦天富的*论广

西狼兵在明代沿海抗倭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广

西地方志+

!"#"

年第
>

期#$从整体上对狼土兵在抗

倭战争中的过程以及影响作了一番综述&李良品的

*土司时期西南地区土兵的军事领导体制研究+"*贵

州民族研究+

!"#C

年第
%

期#'*论乌江流域(土司

兵)的成因+"*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

年第
>

期#$

蓝武的*明代广西壮族土司土兵(供征调)及其社会

影响述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

年第
!

期#$

唐晓涛的*明代中期广西(狼兵)'(狼人)的历史考

察+"*民族研究+

!"#!

年第
%

期#等都是研究狼土兵

的专论&但是$学者们大多都是从狼土兵自身的起

源'制度以及影响的角度来研究$尚未发现有对抗倭

中的狼土兵的相关内容做过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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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抗倭战争的狼土兵主要是以广西(狼兵)和

湖广土司兵为主&狼土兵们最显耀的战绩就是王江

泾大捷&对于王江泾大捷$台湾学者郑睴生先生的

*张经与王江泾之役333明嘉靖间之剿倭战事研究+

"*汉学研究+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曾给以

深入研究$是颇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但他多是从

抗倭战争本身的角度来解读$而本文则拟从狼土兵

参加抗倭战争对取得王江泾大捷的作用与影响方面

做一探讨$并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张经主持抗倭战事

王江泾战役发生于嘉靖三十四年五月&

嘉靖年间$由于倭患严重而首任被派往东南主

持御倭的官员是朱纨&嘉靖二十六年七月$(改巡抚

南赣汀漳都御史朱纨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

宁'漳'泉等处海道)

-

#

.卷
%!>

$嘉靖二十六年七月丁巳条
&朱纨到

任后采取了一些列行之有效的政策$但得罪了沿海

不少与倭寇勾结的商人$于嘉靖二十七年七月由(巡

抚)降为(巡视)!二十八年四月$被罢职!二十九年$

朱纨于家中自杀&另一位主持抗倭的大臣是王
#

$

嘉靖三十一年嘉靖帝(命
#

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及

福'兴'漳'泉四府)

-

!

.卷
!"C

$王
#

传
$不久后又命王

#

巡抚

大同$将其调离抗倭前线&

接着主持抗倭战事并取得王江泾大捷的是南京

兵部尚书张经&在明军与倭寇多次战争落败后$嘉

靖帝起用了张经$(朝议以倭寇猖獗$设总督大臣&

命经不解部务$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

广诸军$便宜行事22其年十一月$用兵科言改经右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专办讨贼)

-

!

.卷
!">

$张经传
&

在张经主政抗倭事宜前后$明廷面临的御倭战

况是非常严峻的&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倭寇于浙江

(纵火焚城楼及民房数百间而去)!癸丑$倭寇又侵入

上海县$(知县喻显科逃匿$指挥武尚文及县丞宋鳌

俱战死&贼屯县中七日$纵火焚官民廨宇庐舍略

尽)

-

#

.卷
%@A

$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己酉条'癸丑条
&嘉靖三十三年二

月$松江府官兵追击上海的倭寇$(县丞刘东阳死

之)

-

#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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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三年二月庚辰条
&三月$参将俞大猷督兵

剿杀普陀山倭寇$(我军半登$贼突出乘之$杀武举火

斌等三百余人)

-

#

.卷
C"E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癸丑条
&四月$处在

浙江的倭寇进攻嘉兴$(参将卢镗等帅兵御之$稍却$

次日$复战于孟宗堰$官军败绩$亡卒千人$都司周应

桢'指 挥 李 元 律'千 户 薛 ?'宋 应 澜 等 俱 死

之)

-

#

.卷
C"@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乙亥条
&稍后$嘉兴县陷落$崇明

县知县唐一岑战死&六月$倭寇(由吴江转掠嘉兴$

署都指挥佥事夏光督兵御之$背王江泾而阵$贼众鼓

噪 而 前$ 我 兵 大 溃$ 光 流 矢

死)

-

#

.卷
C##

$嘉靖三十三年六月甲申条
&八月$山东兵追击倭寇$

(至采淘港$乘胜深入&伏起$我兵大溃$溺水死者千

人$指挥刘勇等死之)

-

#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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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庚寅条
&十月

癸未$(浙江续至倭寇万余人$分掠乐清'黄岩'东阳'

永康等县)

-

#

.卷
C#>

$嘉靖三十三年十月癸未条
&壬辰(倭寇三千

余 人$ 由 金 山 突 至 西 海 口$ 登 岸 分

掠)

-

#

.卷
C#>

$嘉靖三十三年十月壬辰条
&

据以上*明世宗实录+的记载$明廷连续失利是

确实的&持续的败绩让主政抗倭事宜的张经处于极

为被动的局面$在采淘港之役大败之后$嘉靖三十三

年十月$御史张师价弹劾张经$认为采淘港之败应当

(罪总督张经)

-

#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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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三年十月壬申条
&兵科都给事

中李用敬论劾总督南京兵部尚书张经纵贼误国四

事%(其一$受命半载$一切军情利害不闻奏报!其二$

山东兵至$不量客主劳佚之势$而轻于一战$为贼所

掩!其三$兵败之后$不即席藁引罪而隐匿至二月余!

其四$以坟墓在闽$恐为诸寇驣不敢尽力驱剿&)嘉

靖把此奏折给吏部和兵部覆议$二部商讨后认为不

是张经的过失&在此背景下嘉靖帝下令%(改经为右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专一总督军务$克期平贼$不

许怠误&)

-

#

.卷
C#>

$嘉靖三十三年十月辛巳条可见$张经当时所承

载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二$征调狼土兵到抗倭前线

征调狼土兵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上面所说的明

军与倭寇战争败多胜少$需要任用战斗力相对较强

的狼兵!二则与张经履历有关&

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张经上奏请求任用白泫及

广西都司都指挥邹继芳$并让他们(往田州'归顺'南

丹'东兰'那地调狼兵五千人$各帅至浙直御

倭)

-

#

.卷
C#!

$嘉靖三十三年七月乙丑条
&而在张经被李用敬弹劾

时$兵部'吏部认为$广西狼兵与湖广土司兵尚未入

境 是 战 局 持 续 落 败 的 主 因 之

一&

-

#

.卷
C#>

$嘉靖三十三年十月辛巳条 其实早在王
#

巡视浙江

时$就建议朝廷征调狼土兵抗倭&后来张经也向嘉

靖帝建议起用狼土兵$并且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为

什么张经会建议征调狼土兵呢/ 我们从张经的履历

上或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嘉靖十六年$张经进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

务!嘉靖十八年$在平定广西断藤峡战役中立下战

功&

-

#

.卷
!!E

$嘉靖十八年七月甲寅条在嘉靖二十五年三月被调任

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之前-

#

.卷
%"@

$嘉靖二十五年三月丙子条
$他都

是在 有 土 司 地 区 任 职$这 次 调 动 很 快 作

罢-

#

.卷
%#"

$嘉靖二十五年四月乙未条
$他依旧任职于广西&常年

与土司打交道使张经对土司极为熟悉$(经故尝督两

广著绩)

-

%

.

$由于他处理土司事务较为公正'公平$为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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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土司们所信服$也获得朝廷的信任&在这样的背

景下$张经调来了狼土兵参加抗倭战争&

在史料记载中(狼兵)一词出现的频率很高$它

属于土司兵中的一类&关于(狼兵)一词的出现$韦

天富提出$(狼兵)是源于正德年间-

C

.

&但是在*明实

录+中最早见(狼兵)一词的是*明英宗实录+正统二

年冬十月戊午-

>

.卷
%>

$正统二年十月戊午条
!在景泰元年三

月-

>

.卷
#@"

$景泰元年三月乙卯条
' 景 泰 四 年 六

月-

>

.卷
!%"

$景泰四年六月乙巳条
' 天 顺 二 年 八

月-

>

.卷
!@C

$天顺二年八月丙子条均有(狼兵记录)$因此(狼兵)

一词最早出现于正德年间的说法不妥&

*明史4张经传+中$有参加王江泾大捷的狼兵

记录$其中提到的狼土兵有(田州瓦氏)'(思恩)'(东

兰)'(那 地)'(南 丹)'(归 顺)'(永 顺)'(保

靖)等-

!

.卷
!">

$张经传
&

田州$元为田州路!明洪武二年改为府!嘉靖七

年降为州!今为广西省田东县&据*明太祖实录+$洪

武元年七月$田州府土官岑伯颜等(遣使赍印章$诣

平章杨瞡降)

-

$

.卷
%!

$洪武元年七月己巳条
&洪武二年七月$岑

伯颜又向明朝(遣使奉表$贡马及方物)$明廷则(诏

以伯颜为田州府知府&)

-

$

.卷
C%

$洪武二年七月丁未条岑氏家族

遂继续以土司的身份来管理田州$直到嘉靖时期&

瓦氏$土官之女$岑猛之妻&在岑猛叛乱死后$继承

其土司的儿子岑邦相又因为一系列斗争死于瓦氏之

手-

#

.卷
#@$

$嘉靖十六年正月乙巳条
&这时$岑猛的孙子岑大寿'

大禄都还年幼$瓦氏不得不接过田州土司的重任&

朝廷征召田州土司抗倭$瓦氏就以女土司头目的身

份赴沿海抗倭&

思恩$明初属田州府$土官为岑氏$洪武二十二

年$(田州府知府岑坚遣其子思恩州知州永昌贡方

物&)

-

$

.卷
!"$

$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酉条正统三年正月$以思恩

土官知州岑瑛(从征蛮寇有功)$以其为田州府知府

仍 掌 州 事-

>

.卷
%A

$正统三年正月壬寅条
!后 升 思 恩 为 军

民府-

!

.卷
%#A

$广西土司二
&

东兰州'那地州'南丹州$三州均属于广西庆远

府&东兰州土官韦富挠于洪武十二年$(遣其家人韦

钱 保 诣 阙$ 上 故 元 所 授 印$ 贡 方

物)

-

$

.卷
#E"

$洪武十二年正月辛巳条
&明初$土司归附明廷$是必

须得缴纳前代的信物'印章$然后接受明廷颁发的相

关印章$这是政治上臣服于明廷的标志&韦氏家族

在东兰州势力很深$因为(富挠之先$自唐'宋以来据

有东兰二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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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八年正月辛巳条
&其势力之大$以

至于在洪武十八年$韦富挠叛乱被广西都指挥使司

发兵平息了以后$明廷还不得不继续任命韦氏家族

的人继续管理东兰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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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土司一
&那地州土官罗

黄貌于洪武元年归附$(诏并那入地$为那地州$予

印$授 黄 貌 世 袭 土 知 州$以 流 官 吏 目 佐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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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土司一
&罗氏家族占据那地州最早也要

追溯到宋熙宁年间&南丹州$明洪武初$安抚使莫天

护归附$七年置州$授莫金知州&后来莫金叛乱被平

息以后$改土归流!但是$由于(其地多瘴$迁之宾州&

既而蛮民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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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土司一
)&不得已$明廷复置土

官知州$以莫金儿子莫禄为之&

归顺州$前为峒$隶属于广西镇安府$土官头目

为岑氏&*明史+说归顺土官岑瑛(屡率兵报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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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土司三
&弘治时期$归顺由峒改为州$(增

设流官吏目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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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土司三
&归顺州最值得一

说的土官是岑璋&岑璋是田州瓦氏的亲生父亲$也

就是岑猛的岳父&岑猛叛乱时$岑璋是镇压其叛乱

的关键人物$而且岑猛是被岑璋(鸩杀)并(斩其

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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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土司三
&

永顺$湖广土司$(汉武陵'隋辰州'唐溪州地也&

宋初为永顺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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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土司
$(元时$彭万潜自改为永

顺等处军民安抚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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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土司
&洪武二年十一月

己卯$永顺宣抚彭添保派遣其从兄彭敬保(来朝贡马

及方物)$(诏以永顺宣抚司为永顺军民安抚司$以添

保为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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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年十一月己卯条
&天顺二年七月$调

永顺宣慰司宣慰使彭世雄等土司会剿贵州东

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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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二年七月己亥条
&弘治十八年十二月$永顺宣

慰使 彭 世 麒 因 功 进 (昭 毅 将 军 仍 赐 敕 褒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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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十八年十二月甲戌条
&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甲

戌$(命调永顺宣慰司彭明辅'保靖宣慰司彭荩臣$各

帅 所 部 土 兵 三 千 人 前 赴 苏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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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甲戌条
&

保靖$湖广土司$(唐溪州地$宋置保静州$元为

保靖州安抚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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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土司
&明未建立时$朱元璋便

(以彭世雄为保靖军民安抚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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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午春二月丁卯条
&洪

武元年九月$保靖安抚司安抚彭万里派遣其子彭德

胜(奉表献马及方物)$而明廷则(诏以安抚司为保靖

宣慰司$以万里为宣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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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元年九月辛酉条
&景泰

七年六月$因铜鼓'五开'黎平等处苗贼叛乱$明廷派

遣保靖土兵协助平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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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七年六月癸丑条
&嘉靖三十

三年$宣慰司彭荩臣与永顺宣慰司一起率兵

平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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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甲戌条
&

通过对参加抗倭战争土司的分析我们发现以下

几点%

#<

参与抗倭的土司大多管理本地时间长&大多

可以前推到宋代甚至唐代$其统治本地时间往往数

百年$这使得土司在本地有较大的势力$一旦他们叛

乱$将造成非常大的祸害!相反$如果这些土司能够

为国家所用$其彪悍的战斗力将得到释放&土司进

入沿海抗倭$就是肩负起了特殊时期的历史使命&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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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抗倭土司与明廷建立了比较固定的朝贡

关系&明初$有大量土司向明廷归降$归降的土司除

了缴纳前代所赐印章'信物外还得同明廷建立固定

的朝贡关系&如$湖广永顺便是(每三年一入

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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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土司
&朝贡意味着土司遵守明廷的管理$

这是政治服从的表现$也是朝廷派遣这几个土司赴

前线抗倭不可或缺的原因之一&

%<

参与抗倭土司大多有较多的战争历史$都有

参与镇压叛乱的记录&如保靖协助镇压苗族叛乱$

永顺镇压东苗$归顺镇压岑猛叛乱等&能够参与朝

廷的镇压活动本身就证明了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同

时由于常年处在战争之中$士兵久经战阵$能够保持

强悍的战斗力$也就有可能在战场上打败倭寇&

三$以狼土兵为主力的王江泾大捷

王江泾镇$现属浙江省嘉兴市$位于江'浙交界

处$向北可进入江苏苏州'无锡等富裕地带$往南又

是浙江腹地$嘉靖年间正是在这里发生了在明代抗

倭史上彪炳史册的(王江泾大捷)$同时也记录下了

狼土兵的卓越战功&

对于各个土司头目所带领参加抗倭的人数$我

们有必要做一下简单的梳理&嘉靖三十三年七月$

张经奏请白泫'邹继芳到(田州'归顺'南丹'东兰'那

地调狼兵五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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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三年七月乙丑条
&嘉靖三十

四年四月$永顺宣慰司官舍彭翼南'保靖宣慰使彭荩

臣(各统土兵三千名及致仕宣慰彭明辅'官生彭守中

等报效兵二千名俱至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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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四年四月癸未条
&

永顺'保靖各三千$报效兵二千"报效兵是自备武器'

粮食的家丁或者士兵#$那么总共就八千人&在后来

的张经被抓至京城写给嘉靖帝的奏折里详细地描述

了各个狼土兵的分配情况%

(今岁"嘉靖三十四#三月初$田州土官妇瓦氏及

东兰等州官舍各兵继至$臣从宜分布$以瓦氏其配总

兵俞大猷$屯金山卫$为捣巢西路!以东兰'那地'南

丹三州兵配游击邹继芳$屯闵行为捣巢北路!以归顺

兵及募至思恩兵'广东东莞打手配参将汤克宽$屯乍

浦为西路右哨$2相机战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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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丁巳条

根据张经的奏折内容可以看出$其兵力布置还

是比较清晰'合理的$三个方向都增加布置了狼土

兵&实际上永顺'保靖两路狼土兵到达时间晚与田

州等狼土兵$他们到的时间为当年四月$比田州瓦氏

等晚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而在保靖狼土兵刚到前

线时便获得了一场不小的胜利$嘉靖三十四年四月

戊子$占据三丈浦的倭寇分众掠常熟'江阴村镇$保

靖千余狼土兵在与当地士兵的配合下(攻其巢$破

之$斩首百五十余级$烧贼舡二十七只余$贼奔江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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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戊子条
&这对于常常打败战的明

军来说$是大快人心的!对于初至抗倭战场的狼土兵

们来说$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开局&然而同年二月$上

(备倭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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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四年二月庚辰条 随后奉旨至松江

祭海神的工部侍郎赵文华却插手抗倭事宜$此时的

赵文华已经攀附上首辅严嵩$以严嵩为义父&然而

张经以自己的官阶高于赵文华$(不为意$"文华#心

衔之)

-

%

.

&实际上张经是有自己的战略布局的$(经

欲候所徵永保兵并力$以文华佻妄$不敢漏师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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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个原因外$张经在上疏给嘉靖帝时说得清楚%

(远调之兵$新至之将$贼情地利皆所未谙&游击白

泫以田州兵千余往探陆哨$遇贼伏$卒杀其头目钟

富$损 兵 大 半$则 狼 兵 之 不 宜 骤 用$明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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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丁巳条可以看出张经也是因为

永顺'保靖两路狼土兵尚未到达而不敢贸然出兵$而

且新到的狼兵不知敌情$同时也有轻敌的思想$考虑

到这些因素$表现出张经比较高的战略战术素养和

谨慎的作战风格$但不明内情而攀附奸臣严嵩的赵

文华为此而怀恨在心&如同年四月早于保靖狼土兵

初战之前$在狼兵稍有斩获后$赵文华感觉狼兵(果

可用)$然后(厚犒之$激使进剿)!但是当狼兵到达漕

泾后遇到倭寇$结果(数百人与战$不胜$头目钟富'

黄 维 等 十 四 人 俱 死$ 兵 众 失 亡 甚

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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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四年四月辛未条
&这对于狼土兵和倭寇来

说都有不小的影响$经过此战$(贼知狼兵不足畏$复

肆掠如故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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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倭寇对于狼兵的威名还

是有所了解的$他们对待狼兵和狼土兵也是十分谨

慎的$经此一败$虽然对于抗倭整体战局没有太大影

响$可是狼土兵对于倭寇心理上的优势却有不小的

损失$对因狼土兵刚至而安心的当地民众$也产生了

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甲午朔$柘林倭寇和新至倭

寇共四千余人突犯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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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四年四月甲午条
&柘

林$今上海柘林镇&倭寇什么时候开始屯集在柘林

笔者没有找到明确记载$有记载的是嘉靖三十三年$

一 股 倭 寇 自 嘉 兴 而 来$ 聚 集 在 柘

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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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三年八月癸未条
$以此为巢$而且新来的倭

寇往往与柘林聚合一起祸害周边&这些倭寇以柘林

为驻扎中心$祸害四周$当地百姓苦之久矣&

面对着新聚集即将来犯的四千余倭寇$张经已

经做了充分的军事布局$(经遣参将卢镗督保靖兵

援$以大猷督永顺兵由泖湖趋平望$以克宽引舟师由

中路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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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经传
&在做好这些布局以后$众将

士们等待着倭寇的到来&关于这次战役的过程*明

实录+是这样记载的%

(总督-强."张#经分遣参将卢镗等督-粮."狼#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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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胡凡$朱皓轩%狼土兵与嘉靖御倭王江泾大捷述论

土等兵水陆击之&保靖宣慰使彭荩臣与贼遇于石塘

湾大战$败之&贼遂北走$平望副总兵俞大猷$以永

顺宣慰司官舍彭翼南兵邀击之$贼奔回王江泾$保靖

兵复-击急其后."急击其后#$贼之大溃&诸军共擒

斩首功凡一千九百八十人有奇$溺水及走死者甚众&

余贼不及数百$奔归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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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四年五月甲午条

从该段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此次

战役总共可以分成三次%第一战$以参将卢镗督军$

主力部队是湖广保靖宣慰使彭荩臣率领的狼土兵$

他们在石塘湾遭遇击败倭寇&其实$在此战之前彭

荩臣在同年已经与倭寇在此地有过一次交手!当时$

彭荩臣率军刚到此地$士气正旺$想(乘锐直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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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巡按御史的胡宗宪派人告诉彭荩臣(贼善伏$且

知分合$我兵尝为所诱$宜分奇正左右翼击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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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倭战场上$后来主持东南抗倭的胡宗宪还是很

有军事才能的$他总结了倭寇惯用的作战方式(善

伏)$但是$初来的彭荩臣不听$结果在石塘湾中了倭

寇的埋伏&败后$胡宗宪亲自跟彭荩臣分析(汝宜分

道而伏$贼至$前锋迎敌佯败走$俟其过伏$盖起夹

击$蔑不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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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宗宪建议他采取佯败而埋伏围

攻倭寇的办法$结果$这次保靖狼土兵一雪前耻击败

了倭寇&第二战$倭寇向北逃跑到平望$此时平望副

总兵为抗倭名将俞大猷$永顺宣慰司官舍彭翼南奉

命率兵迎战$倭寇不敌$再次逃窜&第三战$倭寇在

平望战败后败退至王江泾$(适值总督张经从松江兼

程而来$又永顺宣慰彭翼南复从泖湖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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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到达的狼土兵一起攻击倭寇$倭寇不能敌$几百人

得以逃脱$战后清点杀敌战果$共斩首一千九百八十

级$溺水及走死者甚众&这就是王江泾大捷的整个

过程&

*明实录+称王江泾大捷为(自有倭患来$东南用

兵 未 有 得 志 者$此 其 第 一 -切 ."功 #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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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四年五月甲午条
&*明史+称之为(自军兴

来称战功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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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经传
&王江泾大捷无疑是非常

振奋人心的$(自此之后$方知贼甚可杀$人人有斗志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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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战役的主力是当之无愧的狼土兵$

以上分析所说的组成王江泾三次战役的参与者均是

以狼土兵为主$这是狼土兵参与抗倭战争获胜的一

次影响极大的典型战役&

四$狼土兵参战的影响

王江泾大捷以后满朝皆喜$然而赵文华抢先于

张经一步上奏嘉靖帝$功劳被赵文华'胡宗宪独占$

而张经则(为赵文华所诬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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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庚寅条
&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立下战功的张经与浙江都御史

李天 宠'兵 部 员 外 郎 杨 继 盛 一 起 被 杀 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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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庚寅条
$(天下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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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经传
&

虽然张经被杀$但是狼土兵们却获得了嘉靖帝

的褒奖&嘉靖三十四年四月$在田州瓦氏刚带领狼

兵至苏州时$明廷就(诏赏瓦氏及其孙男岑大寿'大

禄 各 银 二 十 两'

$

丝 二 表 里$余 令 军 门 奖

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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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戊辰条
&次年五月王江泾大捷以

后$(巡按浙江御史赵孔昭上王江泾平倭功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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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五年五月戊午条
$进(保靖宣慰使彭荩臣'

永顺 宣 慰 应 袭 官 舍 彭 翼 南 阶 俱 昭 毅 将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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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五年五月戊午条
&对于土司来说$能够获

得明廷封赏(昭毅将军)称号$说明朝廷肯定了他们

的赫赫战功&

明代嘉靖时期狼土兵参与抗击倭寇战争$从当

时的战局来说$对于败多胜少的明军是有力的补充$

他们是输入腐朽明廷军队的新鲜血液$狼土兵参与

战争后明军整体战斗力明显得以提升$抗倭战局由

此也得以改观&从民族交流的角度来说$狼土兵们

奔赴抗倭一线$由于抗倭主战场是江苏'浙江'福建'

广东等地$这些省份又是明代的经济发达地区!而狼

土兵们大多生活在广西'贵州'湖广等省份的比较偏

远的山区之中$这些地方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

生活很闭塞$平时与汉族交流的机会比较少$在历代

统治者看来这些地区都属于(化外)&狼土兵参加抗

倭战争就有接触到区别于广西'湖广等地的先进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机会$民族之间得到交流$在严

格限制人口流动的明朝$这样的交流机会还是比较

难得的&

从一方面来说$这是西南少数民族的国家归属

感增强的表现&长久以来$不管是唐宋的羁縻政策

还是元代以后的土司制度$都是中央政府对少数民

族地区的间接统治的手段$中原地区视其为(化外)$

他们也有自己的(土皇帝)$分割状态较为明显$各自

为政$现在在外敌入侵国家时$狼土兵能够参与反侵

略战争$

在国家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方面都有较大的提

升与增强&从另一方面来说$狼土兵长久以来都是

地方部队$是土司们自己的武装$狼土兵们服从于土

官的调配$对于国家稳定来说也是一种威胁&现在$

中央政府通过命令土官的形式$使土官率领手下所

拥有的狼土兵参与平叛和抗倭$实现了把长期分离

的地方部队纳入到国家的军事序列当中$使当时的

中央政权在遇到问题而需要军队时多了一种选择$

这是明廷对整个国家统治力增强的表现&

但是$我们在看到狼土兵参加抗倭战争有贡献

的一面时$也得注意到当时狼土兵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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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李建国%两出惊人相似的悲剧%论岳飞与于谦之死

台$也和于谦的处理不当有很大关系&

故而*明实录+评于谦(恃才自用$矜己傲物$视

勋旧国戚若婴稚$士类无当其意者$是以事机阴发$

卒得奇祸)

-

>

.

$可谓一针见血&

!!

四$二人被杀的最后机缘%%%可悲的牺

牲品

!!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造成岳飞'于谦两出悲剧的

根源极为相似$就连促使统治者最后下决心杀死二

人的契机也颇为类同&

绍兴十一年$宋高宗再次得知与金国议和的可

能性$金人的条件是杀岳飞&"当时兀术在给秦桧的

信中明确提出%(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

必杀飞$始可和&)

-

#

.

#以杀岳飞换取对金议和$他是

不会有什么犹豫的$甚至可说是正中下怀的&

而景泰八年正月南宫复辟后$明英宗下令都御

史萧惟祯负责审理于谦的案子$惟祯坐以谋逆罪$处

极刑&奏上$英宗还有些犹豫$认为(于谦实有功)&

然而徐有贞提醒他说%(不杀于谦$此举"指夺门之

变#为无名)

-

C

.

$意思是由于谦来承担这次政变的责

任&他们诬陷于谦与黄等构邪议$更立东宫$又与

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谋迎立襄王子$说这样

才逼得太上皇复出收拾局面$这就为政变提供了一

个最好的借口和理由&如此一来$英宗的心意遂决&

于是$两位擎天立柱式的英雄就这样沦为某种

政治需要的可悲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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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们来自偏远地区$所以狼土兵们的汉化程度

都不高$导致他们把本地区形成的恶习带到沿海地

区$比如抢劫百姓'滥杀无辜等现象就时有发生&对

于调动狼土兵朝中争议一向都很大$如王守仁就说

过(狼兵所过$不减于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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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别录一$奏疏一在嘉靖三

十五年十二月$(永顺'保靖二宣慰司兵$自浙江平寇

还$骄甚$无复纪律$所过肆掠$民缘江上下多被焚劫

者)

-

#

.卷
CC!

$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条
&御史屠仲律听说了以

后要求严惩土官彭荩臣'彭翼南$兵部复议后认为他

们刚立下战功$不适合惩戒$(恐孤远人效劳之

意)

-

#

.卷
CC!

$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条
$不得已只惩罚了带头作

乱的小头目$同时规定(今后浙直督抚官各遵前旨$

团 练 乡 兵 御 贼$ 不 得 轻 调 客

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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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条
&由此看出$明朝统治者

对狼土兵的使用还是比较谨慎的&

此外$张经的突然被杀$是狼土兵祸害百姓不可

忽视的因素之一&张经熟悉狼土兵的优缺点$能够

把狼土兵放在合适的战略位置$而且狼土兵也是比

较信服张经的&张经一死$狼土兵在某些时候便失

去了控制力$其缺点也就显现出来&尽管如此$狼土

兵在抗倭史上的影响还是利大于弊$其历史功绩是

不容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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