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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評傳》是一本人物傳記，講述明末大將袁崇

煥的生平。從其籍貫，到成為一代名將的事蹟一一羅列。

當中著重講述袁崇煥與清末幾位皇帝的關係，仔細分析

他的地位從國之棟樑淪落至人人喊打的賣國賊，最終遭

受凌遲之刑的原因。揭露明朝皇帝的腐敗、貪婪和多疑，

以及滿清如何從邊疆小民族一步一步蠶食明朝，最終發

展成中國史上其中一個疆土最大的朝代。金庸先生以歷

史為依據，以其犀利的文筆，獨到的見解，一步步將讀

者帶進歷史名將——袁崇煥的一生。 

 

《袁崇煥評傳》帶出的主要信息是：皇帝乃一國之樞

紐，帝王賢明則天下太平； 帝王腐敗則國家衰亡。以明

朝為例，神宗、熹宗以及崇禎皆是吝嗇、貪財且多疑的

昏君。書中說到：神宗對於錢財的執著已經登峰造極，

他沒有別的愛好，也不是特別昏庸無能，卻是天天斂財。

熹宗雖然沒有那麼貪財，但卻沉醉於木工，政務全由權

臣太監所操控，最終導致魏忠賢亂政，明朝走向滅亡。

最後一任君主崇禎更是多疑，袁崇煥等鎮國神將皆被他

一一下獄處死。可以說：這三位君王要為明朝的滅亡負



上超過一半的責任。 

 

除了君王無道，評傳更突出袁崇煥的風骨與品德。作

為進士，袁崇煥本對殺伐之事並無太大的興趣，他的軍

事天份也不高。儒將出身的他卻有一身倔強，用一種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做事，擇善固執。他不單

挑戰權威，擅自砍殺無能大將毛文龍，更無視崇禎和朝

臣的反對，力倡與皇太極議和。一件又一件的驚人之舉

都在試探崇禎的底線，最終崇禎借皇太極的反間計處死

袁崇煥，才造成一代冤案。袁崇煥風骨峭峻、剛正不阿，

值得世人學習。 

 

看完評傳後，我不單折服於金庸先生的文學造詣以及

見解，更為袁崇煥之死感到悲痛惋惜。仔細一想，袁崇

煥與岳飛的遭遇甚為相似，兩者皆是亡國之將，君主受

奸人蒙蔽處死他們。岳飛受十二道金牌召回，袁崇煥受

崇禎所召，其實他們都知道這一回去凶多吉少，卻仍然

義無反顧。試問這樣的忠臣歷史上有幾多？枉宋高宗與

崇禎得此等忠義之士，不單沒有禮賢下士，更是諸多猜

忌，讓他們收復舊山河的努力付諸東流。這樣一個君臣

不合的朝代，自然就離滅亡不遠了。 

品德清高是袁崇煥的優點，卻也是他的缺點。所謂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從」， 當時明朝積弱，已經是外

強中乾，而袁崇煥手握明朝最後一支重兵、精兵。崇禎

對他諸多猜疑，故意拖延軍餉、軍糧，又不供應裝甲武

器，最後更要昭他回朝處死。這樣



一個君主，值得他以命相輔嗎？答案肯定是不值得的。

評傳中也說到：清帝皇太極勝利後一直求和，只是明朝

之人自視甚高，不願與區區小數民族議和。以袁崇煥的

才能和當時的條件，絕對可以與清兵議和，劃地而治。

明朝不具備出山海關的能力，皇太極也沒有南下的想法。

袁崇煥可於兩地之間周旋，左右逢源，只是他囿於自身

的「道德」與「忠義」而不行動。可說，袁崇煥又是一

個因為愚忠而冤死的例子。 

 

總而言之，凡事過猶不及，適當的忠義是一種美德，

但過分的忠，甚至愚忠則是愚蠢的表現。我認為懂得審

時度勢，不拘泥於世俗的眼光，才是大將之才應有的氣

度與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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