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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版）
台州于洪武年间设海门、松门 2 卫和桃

渚、健跳、前所、新河、隘顽、楚门6所。嘉靖三
十九年（1560）二月，戚继光改任台金严参将，驻
扎台州。戚继光上《新任台金严请任事公移》，
胡宗宪批复：“所据条陈所款，深为有见，且切中
时弊。本官为一方大将，既肯挺身任事，则一方
军务悉以委托，俱许便宜施行。”从此，戚继光真
正开始了他一生辉煌的军事历程。戚继光在灵
江创新打造各有特色的福船、海沧、苍船三种类
型战船计44艘，建立水军；加高加固城池，将嘉
靖三十八年（1559）在桃渚的创造运用到府城，
于嘉靖四十年（1561）在台州府城又策划修建了
13座空心敌台，提高了府城的防御能力。“躬案
海上形势，缮亭邮，谨烽堠，稽尺籍，除戎器，具
舟师，置间谍，严号令，广询谋”，部署严密的防
御体系。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倭寇2万余人分
乘数百艘船，分头进犯浙东，烽烟数十处，其主
力入侵台州，宁海健跳（今属三门），临海桃渚，
太平新河、楚门（今属玉环）等十余处，警报频
传。戚继光根据敌情，严密布防，主动出击。

宁海之战。四月十九日，16艘倭船约1000
名倭寇从奉化西凤登陆，当晚进至宁海一都团
前，蹂躏劫掠。戚继光接报后部署好台州防守，
于二十二日晨，率主力2000人赶赴宁海。接敌
后，陈大成、杨文率兵首次摆开鸳鸯阵，仅半个
时辰就杀敌数百人，余寇遁海而逃，戚家军无一
阵亡。

新河之战。二十二日，倭寇得知戚继光去
宁海方向，台州空虚，遂分三路进犯台州。其中
一路前后8艘700余人，由周洋港登陆，二十四
日抢劫新河所城外各地。时新河城内精壮士兵
大多出征，留守者人心惶惶。当时戚继光夫人
王氏正住在新河，她挺身而出，命令打开兵器
库，发动妇女穿上军装，手执武器，和兵士混杂，
登城守卫。倭寇远远望见城头旌旗丛密，兵员
充足，不敢攻城，只包围了所城，并在四周抢
掠。戚继光接报后命令兵备佥事唐尧臣督防守
于海门卫的胡守仁、张元勋、楼楠率兵驰援新
河，太平、黄岩等县乡勇助战。二十六日，倭寇
进逼新河城下，戚家军援军赶到，两面夹击，倭
寇力不能敌，慌忙逃往城南寺前桥鲍家大院固
守，下午4时左右突围，又被明军击败。戚家军
乘势围攻，用鸟铳杀伤其百余人。残余倭寇乘
黑夜逃往温州方向，胡守仁、张元勋等率兵追
击，再次杀伤敌人。是役，消灭倭寇500余人，
己方阵亡者姜金等3人。

花街之战。新河战斗时，戚继光已率兵到
宁海的梁王铺，得悉在桃渚东北登陆的一支500
余倭寇焚毁船只向内侵犯。戚继光分析倭寇目
的是进犯台州府城，而此时府城城墙因暴雨多
处倒塌，为建空心敌台又拆毁20余处，且守城
主力已调往他处，守备薄弱，于是戚继光决定驰
援府城。戚家军二十二日赴宁海时仅带了3天
干粮，军中已经断食，2000人连夜空腹越桐岩
岭，“星驰一百五十里，枵
腹反救”，于二十七日午
前先敌赶到府城。此时

倭寇已突入靖江山下，潜抵花街，距城仅5里。
戚继光决定“亟须灭贼，而后会食”,将士勇气倍
增，部队迅速列成战斗队形进抵花街。倭寇前
队列成一字阵向戚家军逼来，戚家军先是丁邦
彦指挥火器队用鸟铳轮番射敌，而后以鸳鸯阵
冲杀，壮士朱珏冲锋在前，先斩领前的倭首，复
连刃7贼，倭寇披靡大溃，把抢来的财物丢弃地
上，分二路而逃。戚家军谁也不顾满地的金银
财宝，不取首级，穷追猛打，陈大成率兵追敌到
瓜陵江下（今大田港邵家渡旁）、丁邦彦率兵追
杀到新桥（今五洞桥），计生擒贼酋 2 人，斩首
308级，落水死亡者数百，倭尸几致河水断流，这
股倭寇被全歼。此役还解救了被掳的老百姓
5000余人，而戚家军只有哨长陈文清等3人阵
亡。

回到台州府城，早已饥肠辘辘的将士吃着
刚烧好的饭菜，感到非常可口，尤其是老百姓送
上刚出炉的火烧饼，金黄发亮、焦香扑鼻、外松
内软，特别好吃。戚继光回想起两年前援救桃
渚时靠柿枣充饥，而此次将士则是空腹回防，部
队急需配备适用干粮，而火烧饼既好吃，又能较
长时间而不变质，是行军打仗的好东西，于是布
置大量制作。为便于携带，要求烘烤前先用筷
子在中间戳一圆孔，出炉后以绳成串，分给士兵
系扎在身上，行军时可随时食用。因是戚继光
的发明，故称此饼为“继光饼”，后来人们简称为

“光饼”。由于中间有洞，军民亦戏称为“肚脐
饼”，此后光饼一直成为戚家军的战时干粮。

上峰岭之战。四月二十五日，一股倭寇
2000余人乘18艘帆船泊健跳所之圻头（今宁海
县越溪），二十八日焚舟登岸，犯临海，五月初一
进到台州府城东面的大田镇。戚继光率身边的
丁邦彦、陈大成等部1500人抵大田岭设伏，两
军在大雨中对峙两日。初三日，倭寇见攻取台
州府城难以取胜，沿山路逃往大石方向，戚继光
判断其必窜犯仙居，进而劫掠处州，途中必经上
峰岭，而上峰岭南是一狭长山谷，便于伏击，便
迅速作了部署，以哨官赵记领所部尾随倭寇，自
己率大部队沿大道直奔上峰岭，以逸待劳，每个
士兵各执一松枝隐蔽坐伏，远看俨然是松林。
初五，倭寇单列成一支长队经过上峰岭南侧，远
望岭上满山青松，不见有兵，便毫无戒备。等到
倭寇过半，戚继光下令攻击，顿时，戚家军抛下
松枝，鸟铳齐发，列成鸳鸯阵，居高临下，勇猛冲
杀下去。倭寇仓皇应战，以一字阵来冲，挡不住
戚家军的勇猛冲击，大败而退到北面的山下负
隅顽抗。戚家军各路掩杀，同时在北山上竖起
一面白旗，高喝：“被掳百姓和胁从者投奔此旗
避命！”顿时有数百人奔伏。倭寇力不能敌，败
逃抢登上界岭，扼险拒守，哨官娄子和率一批勇
士斩关直冲，哨官吴惟忠等相继而登，众兵士蜂
拥而上。倭寇四处逃命，有的被杀，坠岩而死者
不少。残敌连滚带爬逃下界岭山，奔向白水洋，
躲进朱家大院。戚家军乘胜追击，把朱家大院
团团围住，先以鸟铳射击，后以火药焚烧，残倭
或投降或被杀或烧亡。此役戚家军以1500人
全歼2000倭寇，解救被掳百姓1000余人，而仅
阵亡陈四等 3 人。初六，戚家军班师回台州
府，城中老小出城20里相迎，欢声雷动。是夜

于城里摆酒共庆。
长沙之战。上峰岭战斗后，戚继光又督兵

取得楚门、大小藤岭等战斗的胜利。胡震、楼楠
等率水军在海上犁沉、焚毁敌船20余艘。五月
十七日，原先宁海团前逃跑的倭寇，又聚集了
3000多人，联舻数十艘，在长沙（今温岭东南长
沙）登陆。他们砍竹伐木，筑垒结巢，把从象山、
奉化、宁海等地劫掠的百姓髡首跣足地囚于船
上，企图南攻隘顽，北袭太平，掠夺更多的财富
和人口。此时，戚继光进军到新河，接报后即周
密部署，水陆并进。二十日凌晨，戚家军由胡守
仁、杨文、陈大成率领分三路迅速逼近敌巢，突
然发起攻击。倭寇见戚家军突至，惊恐万状，丧
失了抵抗能力，纷纷往停船处逃跑。但船只早
被由张元勋、王如龙带领的戚家军奇兵焚毁，倭
寇被逼入海涂，只能入海泅逃，此时恰逢风急浪
高，大部分倭寇被巨浪卷走淹毙，留在海滩之
倭，则被歼灭。此役倭寇基本焚溺死，戚家军擒
斩56人，缴获兵器3240多件，船只11艘，夺回
被倭寇抢掠的财物不可胜计，解救被掳百姓
1200余人。此前，有300多倭寇外出抢掠，得知
群倭被歼，抱头大哭，遂乘夜驾掠夺的10艘渔
船出海外逃，但胡震、楼楠率领的水军早在外海
等候，10艘倭船全被犁沉，除倭酋健如郎、五郎
等20余人被擒外，其他或被杀或溺毙。

四至五月间，戚家军连续在宁海、新河、花
街、上峰岭、楚门、隘顽湾、藤岭、长沙和洋岐等
水陆九次大战，均获大捷，使侵犯台州的万余倭
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只樯不返，而贼部中之
枭雄悉绝”，并解救了被掳的万余名百姓，而戚
家军累计阵亡不到20人。九战九捷，史称“台
州大捷”。这前后一个月的战斗打出了戚家军
的威风，打掉了倭寇的嚣张气焰。与此同时，浙
江总兵卢镗及温处参将牛天锡也率领部队歼灭
了进犯宁波、温州等地的倭寇，共斩1400余级，
亦获大胜。台州大捷，彻底扭转了抗倭战争的
被动局面，是从抵抗倭寇转向荡平倭寇的转折
点。

九月，胡宗宪上疏，称戚继光所部捷报频
传，“台民共倚为长城，东浙实资其保障”，戚继
光因此实授都指挥使。嘉靖四十一年（1562）四
月，又有倭寇侵扰台、温，戚家军很轻松地于乐
清、温岭等处水陆七战七捷，彻底消灭倭寇。从
此，戚家军的威名传遍东南各省，倭寇畏惧戚继
光为“戚老虎”而不敢再犯浙江，浙江倭患遂平。

嘉靖四十一年（1562）至隆庆元年（1567），
戚继光率戚家军出兵福建、广东，会同谭纶、俞
大猷、刘显等官员将领，与倭寇及通倭的海盗，
大小八十余战，每战必胜，而且“大创尽歼”倭
寇。打得日本各岛的来犯者心胆俱裂，不敢再
来中国沿海抢掠，危害东南沿海200多年的倭
患得以彻底平息。

隆庆元年（1567），戚继光奉旨北调，二年
二月任神机营副将；五月，总理蓟、昌、保练兵
事务，节制三镇与总督同；三年正月，破例以总
理兼任蓟镇总兵，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
处。戚继光认为：“夫摆边之说，须驻重兵以挡

其长驱，而又乘边墙以防其出没，方为完策。”著
《练兵实纪》，以北调的戚家军为骨干，组织大练
兵；为部队装备绝对优于鞑靼的冷热武器，建立
车步骑营，大规模修建空心敌台，加固长城并完
善附属设施，调整完善防御体系，由于筑城是以
北调的戚家军为骨干和示范，因而非常能领会
戚继光的意图，其结果是所修的长城与戚继光
在台州抗倭时所修缮的台州府城在规格、形制、
结构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而所筑的空心敌台
则是直接推广戚继光在台州取得的成功经验。
正如罗哲文先生所说的：“现存北京八达岭、慕
田峪、司马台，天津黄崖关，河北金山岭，山海关
角山、老龙头等处的长城、敌台、敌楼、关城的雄
姿之所以与临海古城墙如此相似，是因为它们
都源于临海古城墙。”“可以说，临海古城墙堪称
北京八达岭等处长城的‘师范’和‘蓝本’”。戚
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达到

“金汤势成，不战而屈人之兵”，保卫了北疆的安
全，促进了汉蒙民族的和平发展。

在中国古代的军事家中，戚继光是少有的
常胜将军，身经百战，履建功勋，“血战歼倭，勋
垂闽浙；壮猷御虏，望著幽燕”（《明神宗实录》卷
二百五十八），解决了危及大明王朝的两大难
题；而且在军事理论上建树良多，撰写的《纪效
新书》《练兵实纪》两部兵书，丰富了中国的兵学
宝库，为后世所推崇。他是中国军事史上首屈
一指的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作出巨大贡献的著
名将领，是一位功垂史册又名著江湖的民族英
雄。戚继光的挚友、兵部侍郎汪道昆在戚晚年
时将其号改为“孟诸”，意为比肩孟子和诸葛亮，
这是对戚继光的高度认可；戚继光最终官拜特
进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军都督府左都
督，谥号“武毅”，这是朝廷对其能力和军功的高
度肯定。2018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戚
继光故里蓬莱考察时，对戚继光给予高度的评
价：“在古代将领中，戚继光和岳飞一样都是战
神级的将领，他抗倭多年，身经百战，没有打过
败仗。”

戚继光东南沿海平倭13年，其中防守台州
（治临海）7年3个月。台州是戚继光创建空心
敌台的肇始地，是兵书《纪效新书》的著作地，是
鸳鸯阵的发明地，是戚家军的诞生地，是戚家军
干粮“光饼”的发明地，是取得军事史上著名的

“台州大捷”、彻底扭转抗倭局势的发生地，也是
戚继光的成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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