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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戒大师经过精心构思，用心打磨，推出历史小说中几年难得一遇的佳作《官居一品》
！
  破落书生的进取人生，从一介布衣到一品大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官居一品之谁人试手补天裂》绘大明全景，拓中华新程。品味官场人生，画眉美人
折腰，蘸墨文章风流，谈笑江山似画。  

内容简介

三戒大师力作《官居一品之谁人试手补天裂》！
  嘉靖三十三年，沈默官居六品，巡视察问浙江布政使司境内，直奏天听！
  倭寇猖狂，原本富饶的如画江南，狼烟四起，民不聊生。
  总督张经奋力抗倭，俞大猷、戚继光等强将辈出，却有严党作乱，谋权求利。
  沈默巧妙盘旋于各大势力之间，借他人之力不断丰满自己的羽翼，更于乡试上一举夺
魁，娶得美人归。
  可就在他春风得意，官途大展之际，却因一本私账受到牵连，被锦衣卫押送进京⋯⋯
 
十一月的京华风云突变，霜雪满天，锒铛入狱的沈默却又如何为自己翻案，化险为夷？
  《官居一品之谁人试手补天裂》跻身百度风云榜小说类前列，高居起点网历史类小说
三甲！

作者简介

三戒大师 起点知名作家，原名杨浩，山东青岛人，属狗的八零后，喜爱读史，时常为明
清时期我华夏之衰落扼腕叹息。追本溯源，便找到了这个资本主义萌芽方兴未艾，中西
方交流热切频繁，也是中华帝国最后一次辉煌的年代，于是《官居一品》便诞生了，虽
然于历史无补，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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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正史可以写成《明朝那些事儿》，历史演义你必须得看《官居一品》。 ——飘渺风灵
浅吟低唱翻云手，百转千回覆雨志。 ——云可在
以深厚的底蕴，轻松的文字，讲述一个草根成功的故事。 ——小糊涂仙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物是人非事不休
  转眼间沈默已经回家几日了，一回来沈贺便病倒了，请来的大夫说这是“神破心伤，
惊惧忧思之症”，主要是因为某事心恸过度，导致气血两亏，体虚乏力。
  随后大夫也不客气，开出五钱银子一剂的药方，让沈默照方抓药，说每日早晚各服药
一次，连服一个月便能痊愈。
  沈默捻着方子冷笑道：“这方子这么贵？不如请济仁堂的大夫再来诊过。”
  那医生登时紧张起来，一个劲儿地直朝沈贺瞅去。
  见沈默还要说话，沈贺气急败坏道：“你爹我难得生次病，就让我花两个钱吧！”
  老爹都这么说了，沈默只好把质疑憋到肚子里，让沈安跟着大夫回去抓药。
  待他俩一走，沈默也起身往外走，沈贺不由紧张地问道：“你要去哪儿？”
  沈默说去徐渭那儿，沈贺面色惨白道：“你还要走吗？”说着使劲咳嗽起来道，？我
都快把肺叶咳出来了，你就不能不走吗？”



  沈默翻翻白眼道：“我总得取回行李吧？”
  沈贺登时大喜过望，身子好似立刻就痊愈一般，使劲挥手道：“速去速回。”
  沈默狐疑地看他一眼，沈贺立刻又剧烈地咳嗽起来。
  沈默早已经猜出老爹的小把戏了，一片父爱拳拳，他又怎会不解人意地揭穿呢？
  到了大乘弄里，沈默见了徐渭，便指指东厢道：“我家老爷子病了，哭着喊着要我回
去，只好先把铺盖卷拿回去了。”
  徐渭面露不舍道：“一看到你，还以为管饭的回来了，谁知连饭馆子一起搬走了。”
  沈默哈哈大笑道：“欢迎随时去吃，就算长住也行。”
  徐渭笑笑道：“少不得叨扰。”之后便拉着沈默在天井里坐下道，“快跟我说说化人
滩用兵的始末，早就想去找你问问，这几天也没顾得上。”
  沈默点点头，沉声道：“正想找你参详一下呢，看看病根到底在哪里。”便将俞大猷
率军抵达化人滩以后，发生的种种情形讲给徐渭听，末了叹息道，“三干手持鸟铳弓箭
的大明军士，被两百多倭寇撵得屁滚尿流，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啊！”第一章
物是人非事不休  转眼间沈默已经回家几日了，一回来沈贺便病倒了，请来的大夫说这
是“神破心伤，惊惧忧思之症”，主要是因为某事心恸过度，导致气血两亏，体虚乏力
。  随后大夫也不客气，开出五钱银子一剂的药方，让沈默照方抓药，说每日早晚各服
药一次，连服一个月便能痊愈。 
沈默捻着方子冷笑道：“这方子这么贵？不如请济仁堂的大夫再来诊过。” 
那医生登时紧张起来，一个劲儿地直朝沈贺瞅去。 
见沈默还要说话，沈贺气急败坏道：“你爹我难得生次病，就让我花两个钱吧！” 
老爹都这么说了，沈默只好把质疑憋到肚子里，让沈安跟着大夫回去抓药。 
待他俩一走，沈默也起身往外走，沈贺不由紧张地问道：“你要去哪儿？”  沈默说去
徐渭那儿，沈贺面色惨白道：“你还要走吗？”说着使劲咳嗽起来道，？我都快把肺叶
咳出来了，你就不能不走吗？”  沈默翻翻白眼道：“我总得取回行李吧？”  
沈贺登时大喜过望，身子好似立刻就痊愈一般，使劲挥手道：“速去速回。” 
沈默狐疑地看他一眼，沈贺立刻又剧烈地咳嗽起来。 
沈默早已经猜出老爹的小把戏了，一片父爱拳拳，他又怎会不解人意地揭穿呢？  到了
大乘弄里，沈默见了徐渭，便指指东厢道：“我家老爷子病了，哭着喊着要我回去，只
好先把铺盖卷拿回去了。” 
徐渭面露不舍道：“一看到你，还以为管饭的回来了，谁知连饭馆子一起搬走了。” 
沈默哈哈大笑道：“欢迎随时去吃，就算长住也行。”  徐渭笑笑道：“少不得叨扰。
”之后便拉着沈默在天井里坐下道，“快跟我说说化人滩用兵的始末，早就想去找你问
问，这几天也没顾得上。”  沈默点点头，沉声道：“正想找你参详一下呢，看看病根
到底在哪里。”便将俞大猷率军抵达化人滩以后，发生的种种情形讲给徐渭听，末了叹
息道，“三干手持鸟铳弓箭的大明军士，被两百多倭寇撵得屁滚尿流，真是让人难以置
信啊！” 
徐渭面色凝重道：“这并不稀奇，倭寇能以一敌十打败官军，早已经成为公论了。” 
“原因何在？”沈默叹息道，“我这些天想了很多，现在想听听你的看法。”  “抛去
朝廷那些蝇营狗苟，单说军队的战斗力，我认为原因有三。”徐渭沉声道，“其一日以
文制武；其二日卫所弊政；其三日兵源不佳。”  “先说第一个‘以文制武’，是我太
祖祖制，为的是防止武将坐大，实行起来效果也不错，却导致外行指挥内行，将领地位
低下。”徐渭叹口气道，“我朝对武将防范太严，管训练的将领不带兵，临场指挥的将



领不知兵，且还要受上级文官的掣肘。一个三品武将见了六品御史，说不得还要下跪，
一旦有所忤逆，御史竟可当场命人将其打板子⋯⋯试问武将地位如此之低下，除了那些
世袭军户之外，有谁还愿意习武卫国呢？”  “没有，一个也没有！”徐渭使劲一拍桌
子道，“青年俊彦全都挤在科场这一桥上，十几年寒窗苦读，把身子耗得弱不禁风，把
脑子念得成了榆木疙瘩，只知道墨守成规，不知道兵无常形！让这样的一群书呆子做指
挥，就是虎狼之师也得带成绵羊！”  “更何况我大明已经压根没有虎狼之师！”徐渭
沉声接着道，“我大明兵制有两大特点，一是‘世兵制’，二是‘自给制’，太祖当年
将全国军队编户，命其世代屯田以自给自足，世代当兵，以保家卫国。太祖尝云：‘吾
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确实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我大明的财政支出中，没有
军费这一项，确实减轻了百姓和朝廷的负担。”  “但现在看来，这样的做法显然问题
很大。首先，这使军队基本上成为一个封闭集团，不仅在组织上，生活上也基本是独立
于普通大众的。当保家卫国不再是整个大明‘匹夫有责’，而是基本落在这个封闭集团
身上时，显然是极端不公平的，他们肯定是有怨气的，时间一长就要想方设法逃脱了。
”  “第二，当这个集团内部自给时，军官必然加重对屯军的剥削，也当然降低了守军
的待遇。据我所知，我们绍兴卫所的军卒普遍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其生活不要说和咱
们当地百姓比，就是比起西南内陆来，也要差很多。军队和邻近百姓的反差，使得军卒
不安、骚动起来。他们想摆脱沉重的徭役，过上富裕的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脱离军队
。”  “军官的腐败更加促进了这种逃亡。”徐渭义愤填膺道，“他们为了发财，将军
屯变为私田，役使士卒耕种，使卫所粮饷供应不足；他们剥削军卒，使他们更加困苦；
他们贪图贿赂，放纵士卒逃亡！他们贪图军卒月粮，逃亡也不予追报！  “日积月累下
来，卫所军的缺额早已经令人发指！我大明建国七十年，也就是正统年间，逃亡官军竟
达一百六十多万，占在籍的一半还多。到了现在嘉靖年间，大部分卫所的实有军士已经
不足在籍的三成⋯⋯而那些没逃亡的军士，也多为老弱病残不堪作战之辈。”徐渭双目
通红，声嘶力竭道，“太祖时横扫宇内、威震八方的强大卫所军队，现已经沦为战不能
战、守不能守、一群有百害而无一用的废物了。”  “将这种军队拉出来与强悍的倭寇
作战，打败了不是笑话，打胜了才是！”徐渭一脸讥讽道，“而且因为缺额严重，朝廷
以为派了三千人去作战，但实际上能拉出来的，也就是五六百人，还全是老弱病残，打
败这五六百个半残疾，就相当于打败了三千人，这就是‘倭寇以一敌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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