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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2～1598中日决战朝鲜》

内容概要

1592-1598，中日决战朝鲜。中国史上汉人皇朝最后一次扬兵域外，大明铁骑名将vs日本战国强兵悍将
，国内最全面讲述中、日、朝三国七年战争的专著，揭开被时间迷雾掩盖和人为歪曲了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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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2～1598中日决战朝鲜》

作者简介

汗青，历史研究学者，已出版有史论集《史说新语》、《天崩地解：1644大变局》。同时也是国内知
名的古兵器收藏和研究者。
马伯庸，知名作家，作品范围涵盖科幻、历史、灵异、推理、动漫等多个领域，著有多种小说、散文
、杂文等。已出版小说《她死在QQ上》、《风起陇西》、《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曾荣获2005年度
科幻世界银河奖，2010年人民文学奖优秀散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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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如果当时大明的武器发展到现在，那么中国的军事力量就所向披靡了，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一些扭
曲的历史，更能看出当时朝鲜丑陋的修行与作为，与之现在朝鲜相比不知如何。
2、这个版本无论是纸张还是印刷质量都太次了，包括最后附录里的地图，整体感觉简直像是盗版。
3、看得出来，亲王对粮食有着异乎寻常的执着追求。
4、明朝，封建时代汉族王朝的巅峰，各种怪象的层出，厚黑的极致，从中可窥视一二。
日本和朝鲜民族的性格，唉⋯呀咩跌思密达
5、前半段写的很吸引人 自己开始误以为战争是从开头鸡血到最后 其实少部分才是鸡血向的火拼 明军
入朝粮食不足以前没有想的很深入 这本书介绍的很细致 看的出来作者们下了很多功夫 但书中表达的
主观感受太多 并不是自己想看的 作者没必要引导读者怎么想
6、经典之作，明朝终有一日要被正名，抗日援朝终有一日要被正名，期待有一天能看到露梁海战登
上大荧幕。其实，抗日援朝本不该赢得那么难看，还是岳王那句话，“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
下太平矣”，奈何几个庸才能毁掉无数天才。
7、首先你得知道，这是一本小说。
8、虽颇多美化明朝，一些数字统计也是随意而为，但是却也大节不亏，值得一读
9、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10、日本侵占朝鲜进而觊觎中国自古有之
11、马伯庸的文字向来幽默，但历史是历史，幽默是幽默。
12、大爱这种背景架构式的介绍，有充足的历史依据，又用通俗的流水账把整个进程原原本本说清楚
了，其中任何一个时点拎出来都能在这个背景上深入细节写出一个精彩的故事。
13、想象中的援朝战争是一直在打，然而实际上真的大仗其实没打几次。1明朝的国力，军事科技，士
兵战斗力，人才，等等都占有明显优势，但整场战争表现实在不够精彩，对不起这些优势。2原因一
方面是朝鲜实力太弱，后勤保障严重制约明军行动，另外就是深感军事体制的重要性，日本还是封建
，各领主和诸侯各自领兵凑起一支军队，战斗力明显不如大一统国家的明军，而明军虽好于日本，但
内部仍分南北军派系，仍是军阀时代的军队。文武内斗，主战主和内斗，军队派系斗争互不配合甚至
战场上陷害友军，屡次出现。由此可以明白后来甲午为何清军必败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新军必胜，以
及内战里为何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了，一个派系林立由军阀凑成的军队必然各怀私利，关键时刻靠
不住。3半岛上的这个民族实在是中国的猪队友
14、16年的十一都在会亲王系列中游走，这本史实注解还是有很多小细节值得知道并认可的，语言没
有以往幽默诙谐，却也能看得进去，只是这段明帝国、李朝以及丰臣政权之间六年的记录，多少有些
啼笑皆非，自古朝臣弄权、党政、暗算竞争古来有之。
15、垃圾书
16、大明军队曾经的辉煌与末世的隐患，中日朝三国历史佳作
17、李舜臣真是个把历史演绎成传奇的牛人。以及，李如松“不战而屈人之兵”简直不能更帅，当然
这也得第一仗收复平壤的巴掌甩得够响亮。内容还欠整理，比如下册第一章行文岂止是混乱⋯。
18、2016年 毕设期间顺便借于川大文理馆
19、原来又是个改个名字就再出版的书········通俗有趣的普及了一段常被忽视的辉煌历史
，只是有时候解释得太多反而显得缺了底气

Page 4



《1592～1598中日决战朝鲜》

精彩书评

1、这本书是知名作家和知名历史研究者的取长补短之作，既表现了历史真实的一面，又突出了作家
的通俗易懂的文笔，让人时而为大明的行动叫好，时而又因其失误扼腕叹息。全书描述的有理有据，
又不乏细节的想象，将传统说教的枯燥的历史事件描述得更加生动精彩。其中所列举的历史名人举不
胜举，让人读后感到无论海内还是海外，大明人才济济，不乏仁人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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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2～1598中日决战朝鲜》

章节试读

1、《1592～1598中日决战朝鲜》的笔记-笔记

        上册 第一章 ： 丰臣秀吉意欲侵朝以致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爱国华人许仪后联合神秘的郭国安，包
括被倭寇掳走的劳力苏八等人，通过各种方式向大明朝廷预警。
      第二章：迟暮的秀吉为了扩大土地以分封和为了自己的自尊和虚荣，提出了征服东亚的计划，派出
九大军团，二十八万大军，包括八万的作战部队。
    第三章：‘小中华’朝鲜李朝和大明一样，也在家里搞党争。日本入侵前，派人招降，朝鲜也和中
原一样，以蛮荒小国对之。 （然后朝日之间又进行了几次使者来往）
第四章：朝鲜和日本的来往传出，朝鲜派使者去北京‘辩诬’，去除自己的嫌疑。
第五章：万历二十年四月，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用半日攻下釜山，釜山守将郑拨战死。同时，庆尚道
水使元均自沉百艘战舰逃走。不久，日军攻陷东莱，东莱府使宋象贤自尽，留言‘孤城月晕，列镇高
枕。君臣义重，父子恩轻’。而庆尚道两位高级官员一路逃遁。
第六章：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兵分两路赛跑。五月，二十二天内，以闪电般的速度，日军攻入汉城。
朝军防线土崩瓦解，毫无建树。国王李昖一路北逃。
第七章，在平壤，朝鲜朝廷仍在党争，争论是否请明军入朝。而正与大臣争国本的万历皇帝仍有时间
偷偷指使兵部尚书石星准备援朝事务，尚在朝鲜正式请援之前，派兵以犒军的名义入朝。六月，日军
逼近平壤，朝鲜国王继续北逃接近鸭绿江，同时请援。六月中旬祖承训领3000骑兵入朝。一边，李昖
考虑着内附大明，大明指示最多只能呆在边境。
第八章：朝鲜粮草不继，朝鲜官员仍称可以应付，催促明军进军，祖承训听信错误情报，急行军进攻
平壤。
第九章：七月，祖承训在平壤城中中计，被日军铁炮部队大败，损失一员大将。
第十一十二章：李舜臣指挥镇定，改进了龟船，率军一路所向披靡，用示弱、龟船突击、全军开火，
和鹤翼阵等多次大败日水军。
十三十四十五章：石星找到一个胆大不怕死会忽悠的市井无赖沈惟敬作为所谓明朝使者与小西行长谈
判册封的事，实际是要拖到明军大军入朝。沈惟敬单刀赴会，信口开河，数月之间把日本人骗的服服
帖帖。
十六七八九章：援朝总兵官李如松入朝，利用优势火力（对日军来讲，大炮等大型火器）、勇猛的南
军、围三缺一等攻破平壤，小西行长逃走。南北军之间有矛盾。
二十章，受情报影响和抢攻的心理，李如松独自带三千辽东家丁奔袭汉城。在汉城以西的碧蹄馆与数
万日军遭遇。与至少一万多日军战斗了半天时间，知道副总兵杨元带援军赶到才撤退，李如松亲自殿
后杀敌。此战，明军损失千多家丁，为辽东精锐。同时杀伤日军数千人。

下册：第一章 碧蹄馆一役后，李如松撤军。在朝鲜，朝鲜人的后勤工作极其不济，导致明军缺衣少食
，以致两天没吃饭。李如松也是防备加藤清正背后袭击的可能性而撤军。最后这个威胁被明朝援朝军
团的高级参谋袁黄设巧计破解，而且这一段明军在朝鲜的诸多调动事务都为他的成果。但他在这之后
受牵连被弹劾去职，后回乡，写成《了凡四训》。 
第二章，万历二十一年初，幸州之战，朝鲜将军权慄取得大胜。此后两军进入对峙。

此后四年间，由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两人主导的所谓和谈，同时瞒着大明和秀吉，大明以为是秀吉称臣
受封，秀吉以为大明和朝鲜认输割地，这个惊天大骗局进行了几年，直到明朝册封日本国王的使臣到
达日本见丰臣秀吉，才败露。

        万历二十五年初，日军再次登陆朝鲜，称‘丁酉再乱’。但此次诸将皆不报征服之心，只是应付
秀吉。此时，李舜臣受猜忌和设计被去职，已经相当强大的朝鲜水师受元均指挥，一战而全军覆没。
同时，沈惟敬被杨元逮捕进而押解京城下狱之前，向日军告知明军部署，导致杨元驻守的南元失受，
同时杨元请求的援兵不至（其将陈**战后仅去职充军），杨元苦战之后逃脱，在战后以弃城罪被斩，
可能以党争之祸而背锅，朝鲜人为之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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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2～1598中日决战朝鲜》

        明军一次入朝是宋应昌和李如松，第二次为杨镐和麻贵。南原失守，日军攻入全州并屠城。万历
二十五年八九月，为防日军乘胜北上汉城，麻贵的骑兵在汉城外的稷山大败日军，日军虽占领稷山，
但再未北上。但朝鲜柳成龙在自己的记录里对李如松和此次的大捷都避而不谈，着墨甚少。李舜臣在
鸣梁海战中以十三条船大破日军三百多艘船，击毙日军主帅。而日军取得稷山后，形势相当不错，但
诸将求战之心不大，后来渐渐又撤回海边。明军趁势进军，在蔚山为日军加藤清正大败。
       后明军大增兵，三路大军齐进，却无一能有大胜。这时丰臣秀吉已死，日军趁势撤回国。露梁海
战，明朝水师联军欲阻击撤退的小西行长，岛津义弘来援，损失大半，而明军邓子龙和李舜臣不幸阵
亡，联军皆为之悲恸。至此，日军撤回日本，壬辰战争结束。万历诏书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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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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