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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时期，有这样一个人物，官方历史对他的评
价极为负面，称之为“市中无赖”“市井恶棍”“奸人”。但
当时的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的外交文书则赞他是“猛
将”。曾在日本传教的葡萄牙耶稣会士路易斯·弗洛伊
斯则称他是“上了年纪的、睿智的、才能甚优、评价极高
的游击”。这个人，叫沈惟敬。如果没有壬辰战争，沈惟
敬就只会是一介平民，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壬辰战争是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战争。在壬辰战争
期间及战后，明廷和朝鲜曾先后与日本开展过议和外
交。其中在明廷与日本的议和过程中直接充当了官方
首席谈判代表角色的，就是沈惟敬。一介平民怎么会登
上这样重大的历史舞台？他究竟是什么来历？

明代嘉兴人沈德符在其《万历野获篇》中称沈惟敬
为“浙之平湖人”。沈德符自幼生长于北京，和当时的许
多士大夫、故家遗老、朝廷显贵及皇亲国戚有较多的交
往，熟悉朝廷事务和许多宫廷内幕。了解沈惟敬，是因
沈德符家有一个仆人曾经跟着沈惟敬出使日本。同样
是嘉兴人的盛枫在《嘉禾征献录》中也明确指出沈惟敬
是“平湖人”。更为确凿的是明天启《平湖县志》中有沈
坤的传记，称沈惟敬是平湖人沈坤的儿子。

沈惟敬在各种历史记载中出场时都已经是个身躯
伟岸、两眼炯炯有神、髯须飘飘的老先生了。《万历野获
编》说他“惟敬时年已望七，长髯伟干，顾盼烨然”。刑部
尚书萧大亨的《沈惟敬招由疏》留下了关于沈惟敬年龄
的可靠记录，他万历二十五年招供“年六十一岁”，据此，
沈惟敬的实际出生年龄应该在嘉靖十六年（1537），而他
在壬辰战争爆发时应该是五十六岁左右。

对年轻时的沈惟敬的记载不是很多。沈惟敬早年
参过军，也参加过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事。有过一首打油
诗《沈游击》：“今之沈游击，实乃中行俦。本为邮亭卒，
掉舌事遨游。”指沈惟敬从军时是一名驿卒。作为驿卒
的沈惟敬经历了后来的“甲寅倭事”，也就是发生在江南
地区的大规模的倭寇入侵事件。

明天启《平湖县志》写到了沈惟敬和他父亲沈坤的
抗倭事迹——

沈坤居湖之西麓，家颇饶，不为产业计，学文不就去
学武。嘉靖间，以门户充役集收银米。遇岁饥，死者相
枕，坤悉散家赀并所收银米以疗饥民，官督之，茫无以
应，甘罪狱中。会倭寇卒临鹉湖，总督胡公募勇敢之士，
闻坤名，出狱留募下，议论颇当胡意。一日，倭战王江
泾，我军失利，胡亦被围，坤子惟敬甫弱冠，单骑突围中，
挟胡而出，胡益爱重坤。授职千总，部兵三千，父子设
计，伪装犒军官，满载药酒，手执公文，经倭营而过，度倭
追我将近，父子弃舟度水走。倭得酒，喜甚，争饮，而死
者无算。

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王江泾之战，胡宗宪被
围，沈惟敬那时才十八岁左右，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年龄，他单骑突围，救出胡宗宪。嘉靖三十五年（1556）
以后，平湖境内的倭患基本肃清。沈惟敬因为家道贫
落，流入京师。在北京，他也没干正经事，整天烧丹炼
药，和一帮术士、无赖混在一起。沈惟敬因此结识了同
样热衷于炼丹的袁某。沈惟敬是个极有口才的人，经常
绘声绘色地向袁某描绘关于日本的事情。

沈惟敬年轻时有没有去过日本，现在无法考证，据
他自己说其父沈坤曾经往来日本做生意，他是跟着去
的。但沈惟敬对于日本肯定比一般人更为熟悉些，一则
因为年轻时抗过倭，接触过日本人，二则他现在收留了
个仆人沈嘉旺。沈嘉旺小时候被抓去日本十八年，后来
回来在北京以卖水为生，正好遇到沈惟敬，就投奔了
他。两人常常谈论日本的风土人情，正是在沈嘉旺的影
响下，沈惟敬加深了对日本的了解。

沈惟敬与袁某的交往改变了自己的下半生。因为，
袁某是时任兵部尚书石星的老丈人。

石星当时正焦头烂额。万历二十年（1592），西部是
宁夏副总兵哱拜之乱，东部又起了朝鲜战事。“欲安中
国，必守朝鲜”，但石星实在不想两边同时开战，为了争
取时间征调兵马，石星便想和丰臣秀吉说和。不过，在
招募人才时，官员队伍中没有敢于出面的，结果敢于应
募的平民沈惟敬得到了石星的任用。石星见到的沈惟
敬貌如神仙，神采飞扬，口若悬河，还信誓旦旦地向石星
灌输了一套他从沈嘉旺那里听来的理论，说丰臣秀吉的
侵略举措是因为通贡中国的愿望被朝鲜所遏，只要写封
信问题或许就能解决。石星仿佛找到了救星，毫不犹豫
地委任沈惟敬为“神机三营游击将军”。

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二十九日，沈惟敬带着沈嘉
旺和十来个随从到达鸭绿江南岸的重镇义州。此时，明
军辽东副总祖承训的先头部队都还没有到，沈惟敬是奉
了石星的命令以侦探敌情为名，实际上是想入贼营与日
本人讲和。沈惟敬的到来，朝鲜人很失望，因为他们正
在积极筹备粮草等着祖承训出兵收复平壤。沈惟敬对
朝鲜人声称自己和丰臣秀吉等人很熟悉，他说什么人家
都会听。史料上没有记载这次沈惟敬到底有没有去倭
营，但这次沈惟敬是无功而返。沈惟敬回到北京没几
天，就传来了七月十七日祖承训在平壤战败的消息。

于是，“议和”又提上了日程。八月十七日，沈惟敬
又到了义州，随身带着明朝钦赐朝鲜方面的首功赏银，
他告诉朝鲜国王自己打算亲自先去探明日方情况，朝廷
稍后也将出兵七十万征剿。八月十八日凌晨，沈惟敬离
开义州东行，三天后行至釜山院停驻。沈惟敬先派沈嘉
旺去日营传谕日军守将小西行长，以圣旨责问：“朝鲜有
何亏负于日本，日本如何擅行师旅？”小西行长则派麾下
的通事跟着沈嘉旺来沈惟敬处协商面见事宜。八月二
十九日，约定时间到了，沈惟敬只带了三四个家丁就赴
约了，他之后入平壤日军营中交涉的表现，赢得了丰臣
秀吉对他的“猛将”的赞誉。

日军驻扎在平壤城外的乾伏山，当时日军众多，剑
戟如雪。沈惟敬下马进入倭阵中，群倭四面围绕。直到
太阳快下山了，倭寇们恭恭敬敬地送沈惟敬出来。第二
天，小西行长又送来一封信问候，并且感慨：“大人在白
刃中颜色不变，虽日本无以加也。”沈惟敬的回答慷慨激
昂：“尔不闻唐朝有郭令公者乎？单骑入回纥万军中，曾
不畏慑！吾何畏尔也！”

这期间，双方约定停战五十天。沈惟敬这次议和遇
到的对手小西行长，也是商人出身，两位商人相遇，自然

十分对路，谈起军机大事就如谈生意一样讨价还价。沈
惟敬的这次对日交涉在朝鲜人民看来绝对是令人震惊
的壮举，成千上万的朝鲜士民争相观看沈惟敬其人，赞
叹他“何状男子，做如此事业”！

沈惟敬回到北京，将日方提出的朝贡、领土要求汇
报内阁和兵部，经过阁部九卿科道共同商议之后，出了
一份《兵部帖》，对日方的要求作出了回应，沈惟敬得以
实授“游击将军署都指挥佥事”。

十一月底，沈惟敬带着《兵部帖》又去了平壤的日
营，要求日方从朝鲜领土上撤兵，并归还被俘的朝鲜王
子及政府官员，然后再允许日本与明朝通商。不过，这
次谈判也没有谈出实质性的东西。小西行长以自己无
法擅自决定为理由，拒绝了沈惟敬的要求，但表示可以
向丰臣秀吉转达归还朝鲜领土的要求。

正当沈惟敬与日本展开议和活动之际，十二月十六
日，明朝以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总兵官，
出动七万大军，祭旗东征，不久渡过大同江，援朝抗倭。
沈惟敬和谈返回的路上正好碰到李如松。李如松是个
主战派。沈惟敬把日方提出的要求，如愿意退出平壤以
西、以大同江和明朝为界等一说，李如松大为恼火，要手
下把沈惟敬给拉出去斩了。参谋李应试拦住了李如松，
并且献了一计，决定让沈惟敬继续以外交手段麻痹平壤
日军，使他们疏于军事防范。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四，李如松大军到达肃
宁馆，日方以为是明朝派的封使到了，派了二十个牙将
来迎接，李如松准备把他们都生擒了，结果只抓了三人，
其余都逃掉了。日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让明廷变卦，
于是派小西行长亲自过来，李如松好言好语把小西行长
给忽悠了过去。正月初六，李如松的大军抵达平壤城
下，次日，便一鼓作气，攻克了平壤，斩杀倭寇一千五百
余人。小西行长败逃王京，明军乘胜追至开城，又斩首
倭寇数百。

这次的平壤大捷是援朝战争的首次胜利，极大地鼓
舞了中朝军民抗倭的斗志。宋应昌认为这次的胜利沈
惟敬的功劳也不小，所以在《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中
也为沈惟敬请了功，沈惟敬便从游击升到了参将。

万历皇帝朱翊钧也非常高兴，但他同时责令宋应昌
督厉将士，尽快收复朝鲜都城王京。

指挥平壤之战的明朝名将李如松的确是个骁勇善
战的人。不过，李如松也有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骄横
轻敌。后来有个朝鲜人向明军汇报说日本人放弃王京
跑了。李如松轻易就相信了，带领三千官兵直奔王京，
谁料，突然之间日军伏兵四出。由于倭寇是以逸待劳，
而且战斗人员大大超出明军，经过惨烈战斗，李如松被
迫退回坡州。

听到入朝参战的明军受挫，万历皇帝转而又泄气
了，再次把希望寄托在与倭寇的议和上。万历二十一年
（1593）四月，沈惟敬第三次被派往日军军营议和。五月
底，和谈有了初步的结果。日军退出王京，屯据釜山。
七月二十日，日军又从釜山移居西生浦，并放还朝鲜的
两位王子及陪臣。同时，日方将派出小西飞（内藤忠俊）
跟随沈惟敬前往北京落实议和事宜。当时，丰臣秀吉开
出的《大明日本和平条件》，内含苛刻的七条要求。

这次谈判，小西行长作为征战多年的日军将领，非
常清楚当时两国的形势，也知道这七条会在中国国内将
引起的强烈反应，但他还是向丰臣秀吉汇报说中方答应
了他的全部条件；沈惟敬则称丰臣秀吉已同意向明朝称
臣，请求封贡，并退出侵朝日军。

以沈惟敬的聪明，不用汇报也知道这七条简直有点
丧权辱国，是不可能在朝廷通过的。不过，反正语言不
通，朝廷几乎没什么人懂日文，此事就还有处理的余
地。回京复命时，沈惟敬隐瞒了议和的七项条款，只说
日本人提出了要求封贡的条件。不少大臣都觉得难以
相信，觉得其中有诈。不过，万历皇帝此时好像没什么
犹豫，一则因为石星对沈惟敬言听计从，二则他自恃是
天朝上国之君，而视其他周边小国为夷狄藩属，所以传
下谕旨，让日本上表称臣，但不要他们入贡，以防到中国
内地再生事端。

万历皇帝针对沈惟敬所说的倭寇请求封贡一事所
下的谕旨，给沈惟敬出了一道难题。朝鲜战场那时其实
是对峙的局面，但双方统治者都对战事并不特别清楚，
都以胜利者自居。丰臣秀吉现在正等待万历皇帝向他
上表称臣；万历皇帝也自信是自己天朝上国的神威震慑
住了倭寇，要让丰臣秀吉上表称臣。两国的最高统治
者，都等着对方先低头。

宋应昌催促沈惟敬要丰臣秀吉的降表。沈惟敬由
此走上了不归路。十二月，沈惟敬再次入倭营，游说小
西行长、小西飞，三人伪造了一份丰臣秀吉的《关白降
表》。万历二十二年（1594）正月下旬，一份精心伪造的
丰臣秀吉的降表呈了上来。这是一份毕恭毕敬的降书：
把战争责任全部推给了朝鲜；记下了沈惟敬和小西行长
在朝鲜的功绩；希望明朝能将他丰臣秀吉册封为藩王。

朝中文武仍有不少人不信，持反对态度，纷纷上疏
指出倭欲无厌，倭信难终。力主议和的石星上疏争辩，
万历皇帝采纳了石星的意见，一心一意封贡议和，准备
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三月，改由主和派顾养谦兼理
朝鲜事务。顾养谦为了实现对日本进行“封贡”这一目
标，又动员朝鲜国王遣使入明为日本请贡。九月十二
日，朝鲜国王的奏表送到了北京，请求册封丰臣秀吉以
保全危邦。万历皇帝切责了试图阻挠封贡的大臣。十
月二十三日，兵部通知日本议和使节小西飞入京，答应
册封要求，如果日本方面仍不退兵，则再派军出征。

十二月上旬，小西飞等日本使者到北京。由于两国
文字不通，接待、翻译之事又都让沈惟敬参与，使他得以
从中周旋。在北京，小西飞推称，日本曾经托朝鲜求封，
朝鲜不答应，还杀了日本人，故而才起兵的，并说只要获
得册封，便即刻撤军，永不侵犯。经过双方商议，主要达
成了三个意见：一是命令日军全部撤出，二是册封但不
同意进贡，三是日本不再侵犯朝鲜。小西飞怕议和失
败，对明朝提出的要求样样都依从了。于是，朝廷决定
向日本派遣册封使团，李宗诚、杨方亨为正副使前往日
本封贡。稍后，又敕令沈惟敬随同前往。

万历二十三年（1595）正月，沈惟敬先李宗诚一步前
往朝鲜和小西行长具体讨论明朝使团前往日本的事
宜。月底，小西行长返回日本向丰臣秀吉报告有关情
况。于是，丰臣秀吉下令逐步撤出釜山、金海、熊川等城
以外的日军。不久，小西行长营中的将领又和沈惟敬方
面商量，在明朝使节前往日本的时候，最好朝鲜方面也
派使臣一同前往，这样方便共同完成议和。

不过，朝鲜上上下下都不同意这个提议。没办法，
沈惟敬只好专门向朝鲜送去一封措辞严厉的咨文，希望
朝鲜派遣二三大臣一起前往日本完成中、朝、日三国和
平大事。朝鲜还是不答应。此后，据说是明朝驻朝鲜总
兵官刘綎等人分别做了朝鲜方面的工作，终于使得朝鲜
勉强同意派遣使者伴随明朝册封使团前往日本。

因为日方谈判负责人小西行长的苦苦相邀，沈惟敬
比正式的册封使团早一步到了日本。原因是日本国内
出现了不利于和平谈判的种种传言，小西行长希望通过
沈惟敬的提早赴日宣示明朝的和谈信用，同时也考虑到
册封时的接待礼仪问题，请沈惟敬先去做下指导。

正月十五日，沈惟敬和小西行长等人出发。二月初
一抵达名护屋。之后，沈惟敬就留在名护屋打探消息，
小西行长则动身去京都向丰臣秀吉汇报和谈进展情况。
但是，此时一件突发事件打乱了整件事情的节奏。

正使李宗诚跑了。按照原定的计划，李宗诚应该在
釜山日军营中等待沈惟敬，之后再一同前往日本。李宗
诚逃跑这件事有不同的说法，比较靠谱的是：沈惟敬离
开以后，李宗诚一直居住在釜山。当时釜山的日军队伍
中除了日本人和朝鲜人以外，还有许多被掳掠到日本的
中国人。一天，李宗诚见到了两个在日军内部供职的福
建人，他们特地来禀报一个可怕的消息：丰臣秀吉并无
乞和之心，打算派兵把两位使节抓起来，向大明索取贿
赂，再次开战。他们甚至打听到了丰臣秀吉开出的《大
明日本和平条件》这七条详细条款，和盘托出。这个消
息把李宗诚吓倒了，他惊惧万分，丰臣秀吉这讲和的七
个条件，他自认是怎么也完不成这册封使命的。经过一
夜的煎熬，李宗诚决定出逃。

李宗诚逃回汉城后，上疏把丰臣秀吉开出的议和条
款如实报告给了朝廷。万历皇帝听说以后勃然大怒，既
气李宗诚临阵脱逃丢人现眼，又恨日本人出尔反尔。群
臣争相上本弹劾，请停封事。此时比皇帝更纠结的是石
星。他被沈惟敬拖着在议和的路上回不了头了，他唯一
能做的，就是硬着头皮继续为沈惟敬打包票。皇帝最后
决定改任杨方亨、沈惟敬为正副册使。另外，无论封事
成功与否，都要静观事态的发展，积极备战。日本这边，
李宗诚跑掉的时候，小西行长正在返回釜山途中，因为
这件事，他不得不返回与沈惟敬商量对策。最终商定沈
惟敬暂时不回釜山，直接远赴山城去见丰臣秀吉解释事
情原委，小西行长则按原计划启程返回朝鲜。

沈惟敬一行在六月二十三日到达丰臣秀吉居住的
伏见城，此后，两人多次会面。丰臣秀吉不仅宴请了沈
惟敬，还邀请他登上伏见城天守阁顶，并招待他去海上
游玩。沈惟敬等人一直在伏见城逗留到七月下旬。应
该说，这个阶段，两人相处甚欢。不久，沈惟敬返回了堺
港。八月四日，现任正册封使杨方亨到了堺港。八月十
二日，日本京畿地区发生了特大地震，丰臣秀吉居住的
伏见城遭到全毁，明朝使节团中也有成员遇难。

八月十八日，朝鲜使团跟随明朝通信使也到了堺
港，带着万历皇帝重新颁发的册封诰书、敕书。因为大
地震把伏见城毁了，丰臣秀吉将原先预定在伏见城举行
的册封典礼场所改到了大阪城。八月二十九日，丰臣秀
吉到大阪城，因为朝鲜没有派出王子前来，所以丰臣秀
吉不愿意接见朝鲜使臣。九月初一，沈惟敬等人提前到
达大阪城。当时场面极为壮观，明朝册封使团扛着“封
尔为日本国王”圆字大匾浩浩荡荡从堺港奔赴大阪。

九月初二，册封典礼如期举行。丰臣秀吉在册封典
礼上接受了万历皇帝御赐的金印、册书，冠服等物，并行
叩跪礼，气氛极为融洽。在场的德川家康等四十多位日
本大名也接受了明朝赐予的任命状，又都兴高采烈地穿
戴了被赐的冠服。不过，他们都还不知道这些都是都督
佥事的品服，明朝皇帝授予他们的是都督佥事一职，官
秩为二品。稍后，大阪城内举行了盛大的晚宴，主客尽
欢而散。当晚，丰臣秀吉又亲自到沈惟敬寓所表示感
谢，沈惟敬又劝他摒弃前嫌，接见朝鲜使臣，但是丰臣秀
吉仍然不同意。丰臣秀吉再次把起兵的借口都推到了
朝鲜方面，又强调了他不肯接见朝鲜使臣是由于朝鲜轻
慢了他。九月初五，丰臣秀吉派人与明朝使者商讨谢恩
表文撰写事宜。事毕，沈惟敬致书丰臣秀吉，要求日本
撤回全部在朝驻军。丰臣秀吉阅后勃然大怒，下令驱逐
使团。九月初九，沈惟敬等人登船准备返航。从史料记
载中可以看到，除了提到朝鲜事务，让丰臣秀吉有所不
快，一直到沈惟敬致书丰臣秀吉前，双方矛盾都没有恶
化。不过，双方议和失败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流传最
广的是《明史》上的记载。根据《明史》记载，丰臣秀吉接
受了册封诰命、敕谕以及金印等后，叫相国寺鹿苑院僧
承兑宣读诰命和谕书，承兑在高声朗读时，丰臣秀吉一
开始便觉得口气不对，原来讲妥的七项条款均未涉及，
当他听到谕书中有这样的句子：“……因敕原差游击沈
惟敬前去釜山宣谕，尔众尽数归国……封尔平秀吉为日
本国王，锡以金印，加以冠服。陪臣以下亦各量授官职，
用薄恩赍。仍诏告尔国人，俾奉尔号令，毋得违越。世
居尔土，世统尔民……”丰臣秀吉怒不可遏，他夺过敕
谕，摔于地下，气呼呼地说道：“不是明帝乞和封我为大
明皇帝吗？吾自力可以统治日本，欲为王可自为王，何
待异族封王。”至此，封王的假戏真相大白，丰臣秀吉发

现被骗，下令驱逐明朝、朝鲜两国使节，并且命令各将领
做好准备，要再度出兵朝鲜。明、日议和完全失败。

杨方亨、沈惟敬到日本册封失败后，没有马上回京，
而是留在朝鲜釜山。当时，丰臣秀吉虽然愤怒，却还没有
马上出兵。在册封结束后，还多次派遣使者到朝鲜，主要
就朝鲜方面遣送王子入质日本问题与明朝和朝鲜两国谈
判人员多次磋商。当然，沈惟敬和杨方亨都向朝廷隐瞒
了真相。杨方亨上疏称丰臣秀吉对天朝册封感激涕零，
对待册封使臣始终礼待有加。沈惟敬除了在日本集市上
采购了些广东产的猩猩毯、天鹅绒，冒称是丰臣秀吉的贡
品外，还单独上了一封揭报，称事情会很快解决。

闻听日本受封恭顺，万历皇帝的虚荣心又一次得到
了满足，但是日本在朝鲜的驻军尚未完全撤走，日朝两
国间的敌意尚未完全消除，仍然堪忧。于是皇帝下达了
几个指示：朝鲜不必派遣王子入质日本，但可以派大臣
赴日本与之修好；责成兵部行文丰臣秀吉从釜山撤兵以
履原议，且不能再向朝鲜索要王子，以全大信；对马岛原
系日本地方，也不许朝鲜妄扰，自蹈起衅之咎；同时通知
杨方亨与日本使臣带上谢恩表来京复命，沈惟敬暂留釜
山，协调日朝两国关系。

万历二十五年（1597）春正月，朝廷准备派人去朝鲜
取丰臣秀吉的谢恩表以验真伪。这次，沈惟敬又伪造了
丰臣秀吉的谢恩表。他已经在造伪的这条路上越走越
远，回不了头了。此时，朝鲜的告急文书又送到了北京，
朝鲜半岛烽火再起。正月中旬，日本二百余艘战船登陆
朝鲜南部口岸机张、西生浦，摆开再战朝鲜的架势，直接
以武力威胁。半个月后，日军再次入侵的消息传回北
京，朝廷为之震动。六天之后，明廷正式决定出兵援
朝。至此，明廷基本已经不再寄希望于继续谈判，战略
上已经决定对日用兵。三月中旬，杨方亨回抵北京，形
势的剧变，迫使他道出册封中的部分实情，历数了沈惟
敬的一些欺罔行为，并把议和失败的责任全都推到了沈
惟敬身上。不过，因为驻朝日军没有马上开始进攻，故
而此时万历皇帝并没有深究主和派主要人物石星、沈惟
敬等人的责任。石星仅仅被解除兵部尚书职务，沈惟敬
则仍然在朝鲜谈判一线主持他的谈判任务。直到六月，
日方明确回复不愿撤兵。盛怒之下，万历皇帝下令将滞
留在釜山并已娶一日本女子的沈惟敬捉拿归案。

朝鲜战场上，战斗异常激烈。万历二十六年（1598）
正月，皇帝刚获悉明军在蔚山、岛山的战斗中得手，斩俘
倭寇千余人，并将其残部围困于岛山石城内，又得报杨
镐误听倭寇大军前来救援，仓皇夜遁，使各路明军失去
统一指挥，不战自溃，日军乘机追杀，明军又退守王京并
丢弃辎重无数，损伤万余人。朝鲜的南海，东西绵延八
九百里，都在日军的控制之下，形势对明军十分不利。
二月，明军在朝鲜水师的配合下，重创日军精锐小西行
长部队，切断了西路日军的海上补给线。

正当中朝联军在军事上节节胜利之时，日本国内的
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年七月九日，丰臣秀吉在日本
病死，因其子年纪太小，由外舅德川家康摄政。在权利
和财富的分配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深，德川
家康为了建立自己的稳固统治，无暇再继续这场侵略战
争。前线的日军闻听丰臣秀吉死讯时便已无斗志，及至
败退回国后，再也无力卷土重来。

万历二十七年（1599）春天，援朝明军凯旋。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八月，沈惟敬被从朝鲜遣送回
京之后，先是被关押在锦衣卫镇抚司，后来押解到刑部
的山东清吏司接受初步审判。

关于沈惟敬的论罪，当时的刑部尚书萧大亨在其
《沈惟敬招由疏》中有如下所记——

万历二十年与小西行长合谋诡称丰臣秀吉乞求册
封，派小西飞假称日使来朝乞封；与小西行长合谋欺诳
朝廷，假说日军分班渡海回巢，影响石星在朝中的决策；
捏报日本修盖馆舍未完之事，致使使者羁留两年之久；
万历二十四年以册封“演礼”为借口，先行渡海赴日，私
带违禁物品交结丰臣秀吉，透露中国虚实情形，馈赠秀
吉三百好马；面见丰臣秀吉之时“屈节卑礼”，获得丰臣
秀吉的欢心；娶日将阿里马的女儿为妻，为长住日本之
计；正使李宗诚逃回后，捏报倭情无变；丰臣秀吉不满于
明朝册封之后，沈惟敬又私自接受了丰臣秀吉的馈赠物
品；丰臣秀吉派兵继入朝鲜，沈惟敬称日本只是“与朝鲜
争礼节”，诡称其仍然恭顺，愿听朝鲜处分；听说石星获
罪之后，沈惟敬设谋投倭。

当年十二月，刑部最终定案，对沈惟敬以“谋叛”之
罪论处，也就是斩立决。不过，万历皇帝没有批准刑部
的斩立决，而是判了“监候处决”。万历二十七年（1599）
九月，沈惟敬被处以弃市的刑罚。

沈惟敬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其经历之跌宕起伏、遭
遇之变化多端着实让人感叹。沈惟敬并非十足的奸人，
也许，起初他也只不过是想吹吹牛，表现一下自己，也试
图有所作为，只是根本无法预料事情竟会走向如此不可
控制，于是，他也只能随波逐流，走一步算一步……如果
当时没有沈惟敬，那段历史又会有怎样的改变？

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年轻时的沈惟敬

“合纵连横”

多有变故

出使日本

沈惟敬的结局

丁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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