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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C_E8_93_AC_E8_c34_48391.htm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戚

继光纪念馆。 戚继光纪念馆位于蓬莱水城小海东侧的水师府

内。水师府是一座中轴对称的二进式仿古建筑，正厅与东西

厢房三间有回廊相连接，占地3220平方米。建于 1992年6月

，1995年7月对外开放。纪念馆共设六个展厅，采用了壁画、

浮雕和泥塑相结合的艺术手法，通过立体、直观的场景，形

象生动地再现了戚继光山东海防备倭、闽浙沿海抗倭、蓟州

边关戍守、案头著书立说等历史画面，让人们从中领略一代

名将的照人风采。戚继光纪念馆已成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

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良好基地。 第一展

厅群英聚会 这里是“群英聚会”厅。 各位来宾，中间端坐这

位就是一代名将戚继光，身边站立的是与之并肩战斗，结下

深厚友谊的战友，他们志同道合，在长期战斗生涯中，成长

为一代英雄。 戚继光在我国东部沿海抗倭十五年，平定自元

朝末年以来侵扰中国沿海达二百年之久的倭患，使我国的万

里海疆重得安宁。他镇守蓟州十六年，完成了东起山海关，

西到石塘岭两千多里长的城防工程，并创立了后勤部队--军

营，采用了各个兵种相互配合协同作战的新战术，使边塞内

出现了长期未有的太平景象。 戚继光历经嘉靖、隆庆、万历

三朝，史称“三朝虎臣”，征战42年。他的声望誉满华夏，

威震域外，是一代名将。他又是一个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写

出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兵书。在《四库全书》

辑录的中国古代二十部兵书中，唯他占有两部。在我国军事



史上，著名将领多无兵书，能写兵书的又多非名将。从秦汉

到明朝的两千多年间，著名将领而又有著名兵书的只有戚继

光一人。他还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儒将，留有《止止堂集》诗

文集五卷，丰富了我国的文学遗产宝库。 戚继光一生刚直不

阿，清正廉洁，赤诚为人，精忠报国，得到了人们一致的信

赖与支持。 戚继光爱兵如子，体恤士卒，战场上他总是身先

士卒，冲杀在前。他特别重视部队建设，为选精兵三次亲去

义乌，招募彪悍的矿工和农民为“戚家军”的骨干。 请各位

参观第二展厅。 第二展厅将门出骄子（前院西厢） 南侧：戚

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其六世祖

戚详跟随朱元璋，在推翻元朝，建立明朝政权的斗争中，戚

详戮力三十年，后在远征云南时阵亡。为追念他的开国功业

，明朝政府授予其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

。 戚继光生于明朝嘉靖七年（1528年11月12日）。童年时代

的戚继光读书之余，最愿做军事游戏，用泥巴砌城墙，堆砖

瓦为营垒，削竹剪纸作旗帜，由他充当指挥，孩童时代的戚

继光即显示出非凡的才能。 戚继光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家教和

师导，平日戚景通教他读书、写字、讲兵法、习武艺，希望

他长大后能成就一番功业。他还有一位博学多识、德高望重

的老师名叫梁，对他深爱严教。10岁时，他母亲去世。生活

的磨砺，使他学深志成。后来，他在一本兵书的扉页上写下

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表现了他崇高的爱

国情怀。 嘉靖二十三年（1554年）17岁的戚继光承袭了登州

卫指挥佥事，分管屯田事务。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至嘉

靖三十一年（1552年），戚继光任中军官，率山东六郡卫所

戌边镇守蓟州，每年正月赴边戌守，晚秋才能回来。“一年



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正是他这一时期军旅生涯

的写照。（期间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10月，他参加山

东乡试，考中武举。此处引诗是《年谱》嘉靖三十年，诗题

作《马上行》，开头二字为“岐路”。但在戚继光自己编撰

的诗集《横槊稿》中，此诗题为《马上作》。开头二字为“

南北”。该诗排列在南方抗倭时期的诗作中。何以有此不同

呢？我们的推想是，戚继光调到南方后，在驱驰征战的岁月

，不免联想起登州戍蓟的经历，重忆起这首得意之作。而此

时他已经从北方来到南方。为使这首诗完整地概括出南征北

战的军旅生涯，自然应作“南北驱驰”。后来他编辑诗集，

便以这首改后的诗为准，列于抗倭时期的诗作中，也就不足

为怪了。） 北侧：水城练兵。往年，登州海防卫所残破，军

无训练，戚继光到任后，振饬营伍，整修卫所，清理钱粮，

严明纪律，使当时一伙懒散之士为之大振，卫所风气大有改

观。借此转机，戚继光在水城大练其兵，在陆地、海上训练

士卒，严整军纪，造就了一支得力的抗倭军队。至今，蓬莱

阁东侧、丹崖山上仍然留有后人为他树立的阅海操碑记，以

志其练兵之功。 请各位参观第三展室。 第三展厅沿海备倭（

前东厢房） 北侧：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6月，戚继光晋升

为署都指挥佥事，督山东备倭事，管理三营（登州营、文登

营、即墨营）二十五卫所，设署于登州太平楼前。戚继光的

防地是一片辽阔的海域，西到黄河口，南至山东与江苏交界

处，包括山东半岛北、东、南绵长的海岸以及沿海大大小小

的岛屿。戚继光对山东沿海进行了全面治理。整修卫所，加

固台墩设施；整饬营伍，严明军纪；清理粮钱，惩治豪强；

巡视海上，严守营卫。千里海疆遍留他的足迹，使营卫成壁



垒，将士志成城。山东沿海成为当时沿海各省最为牢固的防

线。 南侧：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7月，戚继光奉调去浙江

抗倭，任浙江都司佥事。第二年7月诏升为镇守宁波、绍兴、

台州三府参将。他始终以整肃军威、严明军纪、拯救黎民于

水火为已任，同叛军通倭分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同

新任总督胡宗宪一起，把徇私枉法、排斥异已、克扣军饷、

虚报战功、受贿通倭的叛军乱党分子全部剪除。 请各位参观

第四展厅。 第四展厅驰骋浙江（后院东厢） 南侧：嘉靖三十

四年（1555年），28岁的戚继光奉调江浙战场之后，率军驰

骋疆场，打了许多漂亮的大胜仗。首战高家楼，倭寇仍认为

明军涣散，战斗力薄弱，竞敢明伙执仗地向明军冲击。戚继

光见此情景，大喝一声，跳上高台，连发三箭，三个倭寇头

目应声倒地，倭匪仓皇逃跑。高家楼首战告捷。 戚继光在浙

江抗倭，最突出的战绩是台州大捷。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

）春夏之交，倭寇乘船数百艘，总数一两万人侵犯台州（今

浙江临海县）。分别侵占栅浦、桃渚、海游等地。总督胡宗

宪命戚继光火速援台州。戚继光率军昼夜兼程，5月下旬，逼

近被倭寇包围的桃渚。桃渚在台州东北50里，三面环山，一

面临海，形势非常险要。当时倭寇围攻桃渚已经一个多月，

全城危在旦夕。戚继光命令军队四面埋伏，又命令数十名火

铳手暗地进城，沿城墙布满旗帜，巧布疑兵。23日倭寇攻城

，看见城头旌旗蔽天，以为戚继光大兵已经入城，仓皇退却

。败敌在退却时，遭到城外伏兵的袭击。戚继光命将士分兵

进击，全歼逃匪。 桃渚解围。戚继光率军到海门卫与谭纶会

师，命令将士在河中打桩连船，堵塞倭寇出海的退路。倭寇

只好船泊牛桥。戚继光命令兵分三路，合击牛桥。倭寇进退



无路，戚军放火烧船，倭寇大船32艘被烧毁，倭匪全军覆没

。 [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