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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最为遗憾的年代，那么就非明朝莫属。
　　这是最好的时代，发达的经济，发达的科技，军事强大，政治体制不断进步。
　　这也是最坏的时代，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亡国灭族。
　　最为关键的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已经事实上进入了君主立宪制的时代，皇权被极大的限制，而内
阁则是以原始的选举方式产生。
　　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还遥遥无期。
　　我们本有机会将千年之前的领先一直延续下去，但这样的机会，却终究错失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说起明朝，很多人除了愤愤不平之外，也只有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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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假如”，是一种对于历史的假设。
中国的古代史无比辉煌，在这期间，拥有着无数能够将辉煌延续到现在的机会，但却因为种种原因错
过了。
本书讲述的即是历史给予明朝的机会，以及错过这些机会的原因。
　　明朝的经济、科技世界领先，当时已经出现了君主立宪制的萌芽，朱元璋的枪炮精锐部队--神机
营，更是领先于西班牙火枪兵整整一个世纪⋯⋯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明朝发展成中国历史上最强硬的朝
代？
明朝的强硬是如何影响后世以及世界的？
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硬汉”轰然倒下？
假如明朝避开衰败的原因而一直领先于世界，历史将会被如何改写？
本书站在大历史的高度，带领读者重读明朝，剖析了大明王朝兴盛的历史机遇以及衰败的历史遗憾，
是一本有高度、有见地的通俗历史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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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骁黎，图书出版人，历史作家。
毕业于西南科技大学中文系，研读历史多年，思维天马行空，文笔轻松幽默。
出版有《一口气读懂明清史》《改革者》等多部畅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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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明朝没有灭亡　　明朝灭亡与宋朝灭亡可以并列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两次巨大的倒退。
宋朝当时面对着横扫世界的蒙古骑兵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最终还是实力不如人不得不败下阵来。
明朝的灭亡却不是这样，而是由无数的意外或者疏忽所累积起来，形成了一个所有人--包括胜利者自
己--都感到意外的结局。
　　导致明朝灭亡的几大因素，都显得那么滑稽：　　一、后金　　后金崛起于努尔哈赤，大兴于皇
太极，几十年争战下来，就算是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们最为志得意满时，也从未想过能够入关夺取整
个天下。
后金的大汗阿哥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跟明朝和谈然后开始边境贸易，最终入关成功只能说是时也命也，
毕竟他们用关宁军为前锋拿下北方，再以南明叛军为前锋拿下江南，基本都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二、起义军　　明末起义军闹得轰轰烈烈，事实上好多次都危如累卵。
可是崇祯皇帝是如此的天真或者说善良，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相信那些降了叛、叛了降的起义军。
张献忠混不下去了就立马投降受招安，然后恢复实力再举叛旗；李自成最惨的时候身边只剩下了18个
人并随时可能送命。
而更为离谱的是，崇祯帝居然连挖自家祖坟的人都可以原谅，打出招安的旗号--天，你还能再找出第
二个这样的皇帝吗？
　　这些还远远不是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在起义军被打得大败输亏随时可能覆灭的时候，崇祯帝还高举着招安的旗号。
而当起义真正发展起来成为了有资格一统天下的势力时，他反而不招安了。
李自成就很直率地跟崇祯帝说，只要封他做个河南王，那么他就出兵帮朝廷打后金军。
这种坐山观虎斗的事情正常人类都不会放过，玉皇大帝还有封齐天大圣的时候呢？
可崇祯皇帝偏偏拒绝了，宁可两线作战将最为精锐的部队放在辽东，然后自己吊死在山上，也绝不跟
农民军谈和。
好吧，我也不知道这种行为应该称为骨气还是傻气。
　　而起义军中最为强大的一股李自成部，已经打下了北京，眼看就要统一整个天下时，却莫名其妙
地一战就输掉了一切--而关键之处在于，这决定李自成命运，同时也决定全天下命运的关键之战打响
时，他一半的精锐部队还在山东抢地盘⋯⋯　　三、南明　　南明为什么没有像南宋一样割据半壁江
山？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中最为人接受的不外乎几个原因：国家没有一个合法的继承人，于是诸王夺位内耗；党争内耗；军
阀割据叛变。
　　这里又不得不说到崇祯皇帝，作为天子他认为自己负有守土之责所以坚决不迁都，也不从北京撤
退。
这姑且可以算得上是气节，他也比史上许多逃跑皇帝强得多。
但当大臣建议将太子送到南京时，他却也坚决拒绝了，这简直就已经超越了正常人类的思维范畴。
自己死也就算了，还非得拉着儿子陪死，于是让国家失去了法定继承人，大臣们也为了拥护哪一个藩
王当皇帝内斗不休。
　　要知道南京作为明朝开国时的首都，明太祖朱元璋可是花了大力气整修的。
终明一朝，就算是首都迁到北京之后，南京作为陪都的地方也从未改变，在这里拥有着一整套的行政
班子，就算北京的官员一个都没有逃出来，太子在这里也可以很容易地搭起自己的权力框架--然后凭
借江南的富庶，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如果将时间稍稍往前移那么几年，能够让明朝躲过灭亡命运的机会更是多得数也数不清：　　比
如说，在嘉靖年间，兵部尚书夏言立志收复河套地区，这原本是一件极好的事件，从古至今，自古以
来，河套地区就是富饶之地，要不然民间怎么会有这样一句“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呢？
可当时正值奸臣严嵩和夏言斗法斗得最厉害的时候，严嵩无时无刻地想要整死他的对手，于是就诬陷
夏言勾结蒙古意图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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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言乃是明朝难得有战略眼光的文官之一，当时蒙古内部分裂，互相攻杀，鞑靼部可汗主动请降
，以河套草原为厚礼。
但是明朝却因为政治斗争，而将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拒之门外，实在让人感到意外。
　　河套地区主要产马，如果明朝当时顺水推舟接下来这块土地，那么当他们面对满清的骑兵时，还
会处处受限吗？
再者，清兵攻打明朝，主要也是经过蒙古人控制的区域，如果当时明朝获得了河套地区，他们大可在
那里培养一支骑兵队伍，即便是清兵来袭，他们也能迅速作出反应。
这样一个大好的机会，嘉靖皇帝居然拒绝了，可惜，可惜！
　　比如说萨尔浒大战，明朝四路大军全军覆没，满清崛起。
关于这场战事，很多人都觉得匪夷所思，明朝十万军队，对抗清兵六万军队，不知道当时是谁制定出
四路进攻这个愚蠢的战略。
十万除以四，每队人马只有区区两万五千名官兵，清军分而拒之，不费吹灰之力。
其实自古以来，这分批量的进攻方式就是愚蠢的，因为很少有能够成功的案例，想那一向以武力决胜
负的汉武帝第一次和匈奴打仗，也是采取了四路进攻，结果呢？
李广军队几乎全军覆没。
明朝的战斗实力能够和汉武帝时期相比吗？
尤其还是明朝末年的战斗实力？
所以说，这场战役从开始就决定了明朝会输这个结局。
　　明朝当时不缺良将，熊庭弼和孙承宗都是文武双全的将才，可万历皇帝偏偏放着不用。
以至让努尔哈赤一战定乾坤，从此和大明朝分庭抗礼。
拖欠军饷、战法荒唐、用人不当，三项错误哪怕明朝少犯一个，此战也绝不会大败。
满清也不会崛起，可惜，可惜！
　　比如说，天启末年，袁崇焕要和满清议和，但是崇祯皇帝就是不让，说什么祖训难为、保持气节
之类的话。
不可否认，说到议和，大多数人心中都会涌现出懦弱、耻辱之类的词汇，可实际上，议和不等于是丧
权辱国，这在历史之中有太多的例子了。
　　比如汉高祖和匈奴和亲，唐太宗与突厥签订《渭水之盟》，宋真宗和辽国签订《澶渊之盟》，从
条约本身来看，全部都是丧权辱国的约定，不是赔款，就是和亲，如果按照明朝祖训上说，这都是国
家的叛徒。
可是历史上如何呢？
他们正是从这些条约中获得了难能可贵的休养生息的时间，或者是发愤图强培养军队战斗力，或者是
想尽各种方法让自己的国家变得富裕，有了哪一条，都能够扭转自己的局势。
　　然而，崇祯皇帝死死抱着自己的气节，一听议和就暴跳如雷，仿佛议和就是卖了祖宗的万里江山
。
事实上当时与满清议和，对明朝来讲有百利而无一弊。
当时明朝国内朝政腐败，关中连年饥荒，民变四起。
明朝军队忽发于关中，忽调往辽东，两线作战自顾不暇，明朝太需要充足的时间去整顿内部、安抚民
众恢复生产了。
暂时的退让以积蓄实力有何不可？
　　况且当时的满清对中原江山还不敢存非分之想，一没敢向明朝要公主来和亲，二没敢称皇上，条
约里甚至连独立都不敢提，只希望明朝皇帝封其一个爵位，与明朝诸侯王平级而已。
这种条约既不破财又不伤面子，损失比汉朝的和亲要少得多。
更何况一旦条约订立，满清与明朝就可进入相持阶段，明朝有充足的时间和国力来准备收复辽东，而
以满清的人口和国力，是无论如何也拖不过明朝的。
只要明朝皇帝有收复山河的决心，女真人的覆灭就只是时间问题。
可偏偏明朝皇帝一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架势，真是慷慨忠烈的荒唐之举。
此后，李自成起义，明朝军队内忧外患，两线作战，终于导致了国家灭亡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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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的如果只要有任何一条成立，明朝就不会亡，至少不会亡得这么快。
而满清也绝对不可能建立起一统全国的政权。
　　继续抛开历史，如果明朝没有灭亡，而是躲过了这一次危机，那又会怎样呢？
　　首先不会再出现那么多血腥的文字狱使整个国家进入一种思想被禁锢的状态，而明朝对于火器的
利用与崇拜更是清兵所根本无法比拟的--清兵认为弓箭与战马是他们最值得依赖的武器，而明朝人与
我们一样喜欢火枪⋯⋯　　其次，政治上不会倒退得如此彻底。
如同前文所说，明朝已经开始了原始版君主立宪制，皇帝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国家的运转变
得更为流畅与高效。
到了清王朝时则又变成了绝对的君主专制制度--类似于秦汉时期--中间两千年的发展成果被全部磨去
。
　　最后，对科技、文化的破坏也不会大至无可挽回的程度。
明清都曾修书，《永乐大典》成为了世界上最为著名的百科全书之一，这可以称得上是中华民族对自
己五千年文化的一次系统总结。
而《四库全书》与其说是修书还不如说是毁书，其中存书共3475部，79070卷，而存目销毁（即保存一
个书名而内容销毁）的书共6766部，93556卷。
连书名都无法保存下来的，不计其数。
　　没有了这些触目惊心的破坏，当西方的先进文化传到中国的时候，明朝的皇帝会更容易接纳，而
开放的民间风气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利用西方的科技，而不是仅仅将其当成逗皇帝开心的玩具。
甚至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不会因为外来力量的强力破坏而中断，在其平稳发展中只要稍微加以刺激，则
很可能飞速进步。
　　至于其他的，前面的一些章节已经说得很清楚，此处不再赘述。
　　历史曾经给了我们很多次机会，但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们都没有抓住；历史还将再给我们机会
，这一次，我们能抓住吗？
谁也不知道。
　　我们只希望当必须要做出这样那样的决定时，能够说“是”或者“否”的人，能够慎重，再慎重
一点，毕竟他们嘴里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影响到百年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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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对历史进行大胆的重构，假设当时的繁荣一直延续，中国历史将会被改写成哪一般模样。
　　2、彻底颠覆以往所有历史书的模式、口吻、角度，提供给我们充满无限遐想的历史画面，打开
了历史的另一个世界--原来历史背后隐藏着这样的重重玄机。
　　3、既满足读者“我们祖上也阔过”的可爱心态，又客观生动地讲解了“没有一直阔下去”的原
因。
对于历史的假设并非意淫，而是反省与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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