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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 土木之役与遣返明帝  

 

  [土木之役，两万余蒙骑迎击五十万明军，以少胜多堪称战争奇迹；冒失进兵，明英宗一时丢尽英明，损兵折将做俘虏又被兄

弟抢了皇位] 

  耶宪太师在进一步加强对蒙古统治的同时，不仅继续维持其父托欢时期同明廷所建立的友好往来和互市关系，而且排除种种阻力，通

过频繁的使臣往来和扩大互市贸易的活动，将这一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耶宪时期，明廷为了限制蒙古的发展曾三令五申，要耶宪减少使臣人数和限制蒙汉人民的交易范围，特别是对武器和铜铁等金属物资

的交易，严加禁止。耶宪太师对明廷的限制和禁令，则针锋相对。他把派往明朝的使臣人数从原来的几十人增加到几百乃至上千人，利用

明朝内部上至朝臣，下至边官、百姓都贪图蒙古良马及其他畜产品的迫切心情，尽量扩大贸易额。当时，在边境地方，双方的友好往来和

贸易关系盛况空前。 

  明廷对蒙古的限制和禁令没有奏效，便在互市贸易中进行刁难和欺骗。1449 年(明朝正统十四年)，耶宪太师派遣三千使臣到明朝。

太监王振借口蒙古虚报使臣人数，单方面实行大幅度削减马价，并扣留蒙古使臣。明朝商人还不择手段地暗中将交换蒙古马匹所用的绸缎

一匹剪为两匹出售给蒙古人，引起蒙古人的极大愤慨。为此，托都布和汗曾严厉指责明廷不守信用，办事不诚实。另外，住在蒙古汗廷的

明朝大臣曾经答应耶宪太师，愿将明朝公主嫁于其子。当耶宪太师遣使，携带大量聘礼前去迎娶公主时，明廷竟矢口否认有此事，违背婚

约。于是，耶宪大怒，率领各部军队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  

  1449年七月（阴历，下同），蒙古军队分四路直逼明边。耶宪太师率领大军进攻大同；托都布和汗率军进攻辽东；阿剌知院进攻宣

府；阿乐楚将军攻打陕西。四路大军中，耶宪太师和阿剌知院的两路军为主力。 

  蒙古骑兵所向披靡，直抵明边。七月三十日，耶宪太师率军到达大同，与明朝参将吴浩交战于大同城北的猫儿庄。蒙古军队锐不可

挡。吴浩战死，军队溃散。大同边外诸堡被蒙古军攻陷。明朝又派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员大将各率万人出战。结果战败，全军覆没。八月三

日，大同总督军务宋瑛、总兵官朱冕、都督石亨等，在太监郭敬的监督下亲自出马，同耶宪太师激战于阳和(今山西阳高县)。结果，又全

军战殁，宋瑛、朱冕均弃尸战场；石亨只身逃回大同；太监郭敬躲藏于草丛中，幸免一死。 

  阿剌知院所率蒙古军直抵宣府，围困马营(在今河北赤城县西北)，断绝明军水源。这时，以敢战著名的宣府总兵杨洪，一筹莫展，坐

以待毙。马营守备杨俊，不敢出战，弃城而遁。阿剌知院指挥的蒙古骑兵，势如破竹，挥戈南下，连续攻破独石(今河北赤城县东北)、永

宁(今北京延庆县东)，击毙守备孙刚，直逼居庸关。 

  阿乐楚将军所率蒙古军，直达陕西镇夷所(今甘肃高台县北)。明朝总兵官任礼、都督刘永派军队出战，同蒙古军激战于临水堡之西。

明军败北，左参将阮和、谷聪战死。镇守肃州卫指挥胡麟率领军队前来援战，亦战败而死。总兵官任礼又增派右参将都指挥刘震等率军队

和蒙古军队交战，又遭失败。明军指挥阎震战死，刘震收兵窜逃。蒙古军队乘胜追击，刘震惨败，匿于一土墩之后，得免丧命。明朝人、

畜为蒙古军队所获达万余。 

  托都布和汗所指挥的3万余人组成的军队，大部分来自科尔沁部和兀良哈地区蒙古诸部。这支军队在大汗统治下迅速越过长城到达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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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今辽宁北镇县)附近。当时，明朝总兵官王翱正在广宁城郊集合军队，于操练场地分发饷银。听说蒙古军队来进攻，王翱和士兵纷纷逃

进城内，闭门自守，不敢迎战。托都布和汗指挥军队攻打广宁城，三昼夜未能攻破，遂退屯于十里之外，将广宁卫和辽东卫(今辽宁辽阳

市)之间的站路破坏殆尽，掳掠人、畜数万而归。 

  蒙古分四路大军进攻的消息传到北京，太监王振劝明英宗亲征。英宗朱祁镇遂仓促下亲征令。八月六日，明英宗率50万大军从北京出

发，一批文武大臣扈从车驾。八日，出居庸关，十二日至宣府。明朝军队出师仓促，士气沮丧，加之一路风雨不断，气候恶劣，弄得士兵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随驾的大臣视此情景为不祥之兆，上奏折劝止英宗前行，遭到王振的呵斥和拷打。明朝大军到达阳和城南时，已

经"士兵乏粮，僵尸满路"(《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十八日，英宗率大军到达大同。蒙古军佯退，诱敌深入。明廷兵部尚书

邝氏再次奏请英宗收兵回师。王振怒斥他为不知兵事的"腐儒"，坚持要北进。这时，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密告王振，若再前进就会陷入蒙

古人的埋伏，并把大同一带明军惨败的消息告知王振。王振大吃一惊，方知形势的严重，不得不决定立即班师。八月二十七日，明军刚刚

返至宣府，蒙古骑兵已经追到。明英宗派恭顺侯吴克忠为殿军，同蒙古军展开激战。吴克忠战败死。当晚，明英宗又派成国公朱勇、永顺

伯薛绶率4万人出战。结果又被蒙古军包围，全部被歼。 

  八月三十一日，明英宗率大军退到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官厅水库北岸）。土木地处狼山西麓，是由居庸关通往宣府、大同等地交

通要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地势险要，周围峰峦耸立，群山环抱。当时，明英宗将大军主力集结于此，等待后边的王振车马。耶宪太师急

调蒙古大军将土木包围得水泄不通，并抢先控制了土木以南十五里处之水源。明朝军队驻扎土木，两天不得饮水，人马饥渴，一片混乱。

耶宪太师派兵从土木附近的麻峪口发动进攻，同明军指挥郭懋激战。蒙古兵愈战愈勇。当时，明朝宣府总兵杨洪龟缩小城内，不敢出援。

明英宗等人畏惧异常，欲启营南逃，又无隙可乘。这时，耶宪太师派使臣前来敦促明英宗投降。明英宗当即令翰林院学士曹鼐拟就降书，

派人随蒙古使臣前往耶宪太师营帐，递交降书。使臣刚走，王振乘机下令明军南移。命令一下，明朝士兵各自逃散，阵营大乱。蒙古军识

破明军南逃之计，便四面冲杀而上。蒙古铁骑冲入明朝阵营，战乱之中，明英宗在亲兵的护卫下企图逃走未遂，便索性"下马盘膝面南而

坐"（《纪录汇编》卷20《英宗北狩事迹》），被蒙古兵俘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战"（也称"土木之变"）。 

  "土木之战"中，明朝损失惨重，扈从英宗车驾的文武大臣几乎无一人幸存，明朝士兵死者"蔽野塞川"（《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

之变》）。力主亲征的太监王振被乱兵所杀，明朝50万大军全部崩溃。明朝军队在这次战争中遭到如此惨败并非偶然。首先，明廷内部对

此次出征意见不一，矛盾重重；其次，明英宗等人在战略上盲目用兵，妄图以压倒多数的兵力一举挫败蒙古军，结果适得其反；第三，在

军事指挥上又多次失误，几十万大军迂回退却，最后竟集中于不利于作战的土木，陷于作茧自缚的绝境；第四，明廷仓促拼凑起来的50万

大军临阵畏惧战死，有如惊弓之鸟，不堪蒙古军一击。  

  蒙古军队之所以能在土木之战中迅速获胜，是因为这

次由耶宪太师和阿剌知院率领指挥的主力军能密切配合，

在大同、宣府一带连连获胜。蒙古军队在战术上机动灵

活，当明朝大军北进时，蒙古主力军后退，诱其深入，欲

待其进入草原疲惫不堪时再行交战。但是，当明军到大同

后突然决定班师的时候，耶宪太师毫不犹豫地立即率领大

军追击，利用明军指挥失误，抓住时机，迅速包围土木，

将明军一举歼灭，从而取得了土木之战的胜利。这次，蒙

古主力军队只有2万余骑，却战胜明朝50万大军，除了蒙古

士兵的英勇善战以外，耶宪太师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

是这次战争获胜的重要原因。另外，托都布和汗和阿乐楚

将军所率蒙古军，东西出击，牵制明军，对主战场的胜利

也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附：土木之役双方进兵路线图。瓦剌即卫拉特蒙古] 

  明英宗在战场上被蒙古士兵俘获后，耶宪太师向大臣们征求处理明英宗的意见。当时，有人提出要处死明英宗朱祁镇。因为朱祁镇曾

多次旨意出兵蒙古，明军滥杀了许多游牧中的无辜百姓，有些将领甚至恨不得斩尽杀绝鞑靼及瓦剌（明朝对蒙古人的称谓，后者特指卫拉

特等西域蒙古人）人。但即便仇怨再深，知院伯颜帖木儿等人也坚决反对处死明朝皇帝，主张通知明廷派人接回明英宗。耶宪太师采纳了

伯颜帖木儿的意见，当即将明英宗及其侍臣交与伯颜帖木儿知院，令其妥善安置。 

  明英宗被俘后不久，急忙亲笔写了一封密信，让他的侍臣，锦衣卫校尉袁彬交给千户梁贵，命梁贵急驰回京，报告他被俘的情况，并

且要求明廷送来绣有龙蟒的衣服、缎匹及珍珠、金银等贵重物品，企图以此赎身。 

  梁贵入朝奏报，明廷闻讯，举朝惊惧。大臣们"聚哭于朝" （正统十四年八月《明实录》），不知所措。皇太后及皇后急于用钱财物

资赎回英宗，便搜集不少宫廷的珍宝、彩缎等物，用8匹马驮载送往蒙古。 

  耶宪太师看出明英宗担心失掉皇帝宝座而急于返回北京的迫切心情，便以和平友好大局为重，诚心诚意向英宗说明要尽快送他回北

京"正位"，并表示愿将其妹嫁给明英宗。明英宗欣然同意，马上派遣大同守将刘安到北京传谕。 

  当时，明英宗之弟朱祁玉觊觎帝位，当得知蒙古要送回明英宗"正位"之意后，便急忙于十月三日登基称帝(是为景帝)，并宣布明英宗



为太上皇，改明年(1450年)为景泰元年。不久，在明使季铎从蒙古回北京时，耶宪太师要他转告明廷，他将亲自护送明英宗回京"正位"，

并要求明廷大臣出城迎接。同时，耶宪太师还派遣使臣纳哈楚赴北京，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明廷。明英宗亦写了亲笔信，证明耶宪太师确

有诚意送他回京。然而在明景帝致耶宪太师和明英宗的两封信中，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阻挠英宗回京"正位"的用意。 

  十月十九日，托都布和汗和耶宪太师召集蒙古汗廷大臣聚会，按照蒙古人的礼仪"诈马筵"为明英宗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赠送白马

一匹（《纪录汇编》卷19《正统临戎录》）。次日，托都布和汗和耶宪太师率领大队人马起程，浩浩荡荡护送英宗皇帝车驾南行。经阳和

到广昌(今河北涞源县)后，耶宪太师将军队分两路行进；一路由耶宪太师、伯颜帖木儿知院率领3万人护送明英宗，由紫荆关赴北京；另

一路由托都布和汗率领，亦3万人，扎营于居庸关外接应，以防明朝军队截断耶宪大军的归路。 

  耶宪太师护送英宗车驾到紫荆关时，明朝守将孙祥阻止入关。双方展开激战。耶宪太师率军护驾破关而入。消息传到北京，朝野上

下，喧嚣纷乱，人心惶惶。明廷采取紧急措施，把守京城九门，各路兵马由总兵官石亨指挥，从辽东、宣府等地急调5万余兵入援北京。 

  十月二十七日，耶宪太师和明英宗一行到达北京德胜门外。第二天，耶宪太师通知明廷派大臣出城迎接明英宗。景帝拒绝派大臣，只

派通政参议王复、太常寺少卿王荣出城会见英宗。耶宪太师看到明廷并无迎回明英宗之意，便下令护英宗车驾北归。耶宪太师为了报复，

在北归途中，顺便攻掠明朝边镇，所获人口不计其数。他将部分蒙古军队留驻于宣府、大同城外一带，进行威胁。  

  明景帝为了保住自己的帝位，竭力阻挠明英宗返回北京。他下令居庸关、宣府、大同等处守将，今后对蒙古派来接洽送还英宗的使臣

不予接纳。当明景帝收到宣府守将杨洪转来的明英宗亲笔信后，对杨洪下令说："上皇书，伪也，自今虽真书，毋受"（《明史》卷173

《杨洪传》）。当时，兵部尚书于谦为了迎合明景帝的心理，提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主张。可是，明廷一部分大臣看到耶宪太师后来

几次遣使，要明廷迎回明英宗，确信耶宪太师有诚意。后经于谦劝解，明景帝才被迫派礼部侍郎李实、大理寺少卿罗绮为正、副使臣，前

往蒙古地区。在李实等人临回之际，耶宪太师再三对李实等人表示遣返英宗的诚意，并派大臣随同明朝副使罗绮一起前往大同，调回驻扎

在大同、宣府、山西一带的蒙古军队。耶宪太师并要明朝使臣转告大同等地的百姓，蒙古军队绝不会损坏其一根禾苗，要他们放心出城收

禾打草。耶宪太师此举不仅进一步向明廷表示了蒙古方面的诚意，而且是对明廷内部以明景帝为首的一些人借口蒙古"贼诈难信"拒不迎回

英宗的有力回答，也有利于争取明朝边塞一带的军民。 

  在李实等人刚刚从北京起程前往蒙古不久，耶宪太师和托都布和汗也派使臣到北京，要明廷尽快派使臣迎回明英宗。这时，都御史杨

善自告奋勇，慨然请行，景帝才不得不同意。但杨善所带明景帝致耶宪太师的信中仍"无奉迎语"。九月十三日，明英宗从蒙古起程。耶宪

太师及各部首领"杀马牛做筵席"，"动乐欢唱"，再次举行盛大的欢送仪式。然后，由伯颜帖木儿等陪送到野狐岭(今河北省万全县北)。九

月二十日，英宗一行抵达北京。明景帝当即将明英宗软禁于皇城南宫之中。杨善等将明英宗迎回，出乎景帝所料。当时，"举朝竟奇善

功"，当朝臣们提出嘉奖杨善的"奇功"时，明景帝却"以非初遣旨，薄其尝"（《明史》卷171《杨善传》）。 

  耶宪太师遣返明英宗是一项非常英明的措施。这在一般蒙古首领是不可理解的。当时，有人主张杀掉明英宗，这就正中了明廷内部以

景帝为首的主战派"借刀杀人"之计，使那些竭力主张迎回英宗与蒙古和好的大臣遭到镇压。如果把明英宗当作"人质"不予立即遣返，也会

给主战派留下随时举兵进攻蒙古的口实。这样，就会使以后的蒙明关系形成征战不已的局面。而将明英宗送回，蒙古同明朝的关系可以建

立在长期和平友好的牢固基础上，这也正有益于耶宪太师的事业。所以，只有遣返明英宗，才是耶宪太师面临的政治局面中惟一应当采取

的上策。耶宪太师遣返明英宗其目的是："正统还入，则与景泰必有猜疑，以成内乱。如此，徐观其势，欲施其策"（《朝鲜李朝世宗实

录》卷126，三十一年十月乙丑）。明英宗回京之后被景帝幽禁于南宫，与世隔绝。但6年之后，他终于在大臣的支持下重登帝位。其时，

耶宪太师和托都布和汗都已逝世（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 

  土木大捷，无疑标志着耶宪显赫的军事成就；主动甚至强行遣返明朝英宗皇帝，表示和睦相处之态，又显示出耶宪太师的政治家风

度。 

  土木之役是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事例之一。土木之役（土木之变）成为明王朝由盛到衰的重大转折点，受此重创的明朝军队

几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 [东方民族网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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