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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绝不造反“殿下，节哀。
”朱棣已经记不清从多少人口中听到了这句话，王府内外的空气变得令人难以呼吸，尤其是王府之外
的北平官场。
自从朱元璋去世后，大家似乎失去了和朱棣谈话的能力，千篇一律地用这句话作为见面的问候语和分
手的告别辞，同时也是交谈的全部内容。
虽然北平的官员们显得非常伤心，一个个披麻戴孝号啕大哭，有些人看上去恨不得用自己的手掌把地
面拍碎，但朱棣知道他们都在演戏。
这些官员的主要心思都放在如何取悦皇室上，他们担心自己表演得不够悲痛欲绝，导致皇室对他们的
忠诚产生怀疑。
朱棣理解他们的担忧和恐惧，他们只用“殿下，节哀”这句话作为交谈内容的理由，他也很清楚。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担心祸从口出，索性以不变应万变，而朱棣也尽力配合他们，无论听多少人把这
句话说上多少遍，每次听到这句话时他都会在脸上露出一丝感激。
在这个时候，担忧和恐惧并不仅是这些官员才有，他这个身份尴尬的藩王心里同样也有，而且只多不
少。
当外面的人都在竭力夸大和表现自己的“悲哀”时，燕王府内上上下下都在尽量隐藏另一种情绪——
所有人都惶惶不安。
每个人都尽力把这种情绪压在心底，生怕被朱棣注意到，甚至他的儿女们也是如此。
只有一个人私下对朱棣表达了自己的忧虑，那就是他的夫人——大将军徐达的女儿。
自古以来，和皇上血缘越近的藩王越容易受到猜忌。
因此，各朝各代，皇上一旦登基，都要制定各种制度和措施以限制藩王，藩王的权力越来越小，受到
的监视越来越严密。
不过对朱棣来说，他是朱元璋的儿子，制度再严格，他也始终受到父皇的关照。
“殿下，”在燕王府的阁楼上，徐氏对朱棣说，“殿下应该去京师祭奠父皇，叩见皇上。
”既然燕王妃以“殿下”相称，那她所说的话也一定经过深思熟虑。
这个建议和朱棣的想法不谋而合，他重重地点头，答应下来，说：“对，你说的没错。
”阁楼上的风很大。
以前，燕王夫妇常在这里纳凉，品茶闲谈，享受拂面而来的凉风，十分惬意，但今天朱棣的感觉完全
不同。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朱棣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他深知自己是少有的幸运儿，因为父亲是皇帝，所以他不需要付出任何辛劳就能衣食无忧，再有权势
的官员见了他都要磕头。
朱棣清楚，自己需要付出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忠诚。
只要不造反他就是堂堂的藩王，这个地位没有人能撼动。
“我虽读书不多，但我明白，自秦汉以来，直到唐宋，还没有哪个藩王造反成功。
说起最早的汉代七国之乱，我一直觉得吴王很愚蠢，不就是削藩吗？
难道被削了一点土地就能让他的餐桌少上两个菜，让他住的宫殿塌两间房？
七老八十了还不服老，还闹腾，结果自己脑袋搬家，子孙被诛尽，何苦呢？
看看我，父皇就没给我封地，只是让我带着几个卫兵帮着皇家保卫边疆——以前是父皇，现在是我侄
子，我的地盘实际上只有一个燕王府，可我过得还不错啊。
即使当上皇帝，我也不能一顿多吃两碗饭——怕撑着，也不会再多套两件衣服在身上——嫌太重。
”朱棣说话的语气显得很放松，燕王妃听着听着也露出了笑容。
在官吏和部下面前朱棣要保持威严和体面，只有在妻子面前他说话的语气才会这样随意。
“当皇帝最大好处就是不用担心被削藩，不必担心某天皇上突然听信了小人的谗言认定我要造反，把
我的藩王王爵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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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按说削爵不应该削到我头上，我手里也确实没有什么好削的，我只有一座王府，虽然我在这座
王府里住了很多年，但是如果皇上给我修一座新的，我情愿把它还回去。
再怎么削皇上总得给我一座王府，他总不能看着他的亲叔叔露宿街头吧？
我去一趟京师，见到皇上，一切都水落石出了。
”朱棣说。
和燕王妃的意见不同，朱元璋为朱棣挑选的讲经禅师姚广孝坚决反对朱棣去京师面见皇上，他深信朝
中有小人设计离间皇上和朱棣的叔侄之情。
姚广孝本是佛门弟子，诵经拜佛才是他该做的事，但朱棣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
当初朱元璋为儿子们挑选高僧时，姚广孝就曾毫不避讳地对朱棣说要送他一顶白帽子。
王爷戴上白帽子，世人不用想就明白其中的含义——当皇上，于是朱棣就把姚广孝留在了身边。
最初，姚广孝也只想当个幕僚，帮朱棣出谋划策如何讨父皇欢心，让燕王有机会当上太子。
当太子朱标去世后，尽管姚广孝帮朱棣出了很多主意，但是最终朱元璋还是没有立朱棣为太子。
对此姚广孝一直内疚于心，他觉得很对不起朱棣这么多年来对他的信任，不过朱棣并没有责怪他，因
为朱棣相信父皇英明神武，没有人能够轻易猜透他的心思，也没有人可以轻易影响他的决定。
多年相处下来，姚广孝对朱棣来说已不仅是当初那个想帮他实现“太子梦”的和尚，他早已成为朱棣
的心腹。
此时，他正强烈反对朱棣进京，认定此去必是自投罗网，凶多吉少。
在这一点上，朱棣知道姚广孝其实说得并没有错。
父皇去世，新皇帝登基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朱棣同母所生的弟弟——周王抓了起来。
事实上，周王没有任何过错，但皇上对这个叔叔冷酷无情，说抓就抓，然后贬去云南。
在朝中，正受皇上宠信的大臣黄子澄、齐泰等人都视藩王为朝廷最大的威胁，力劝皇上实施削藩政策
，另一个大臣方孝孺也在伺机煽风点火。
对周王的不平遭遇，朱棣爱莫能助，他只能在心里宽慰自己：“虽然弟弟没有了王位，但还有地方住
，还能吃饱饭，皇上还是不忍心让他的叔叔风餐露宿啊。
”就在朱棣准备去京师的时候，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又有几位藩王先后遭殃。
先是代王。
皇上指责他对王府的人贪虐残暴，把他贬去四川，在监视下度日。
听说了此事之后，朱棣立刻反省自己的言谈举止，对王府里任何人都更加和蔼。
代王不是朱棣同母所生，和朱棣的关系算不上亲密，但朱棣听说他依然衣食无忧后，还是很高兴地说
：“无论如何，当今皇上和我们终究是一家人啊。
”接下来是岷王。
有消息说岷王因为从事不法之事被贬为庶人，这个所谓的“不法之事”和秦桧的“莫须有”如出一辙
。
到底所做何事不法？
朝廷并无解释。
朱棣认为这一次皇上做得有点过：“父皇尸骨未寒，皇上怎么就把一个亲叔叔贬成了普通老百姓呢？
”再后来就轮到了湘王。
他被小人告发私造钱币，在官军去抓他的时候，他一把火烧了王府，一家老小全烧死在王府里面。
岷王是太祖皇帝的儿子，绝不能忍受被俘后的折磨羞辱。
令朱棣寒心的是，逼死湘王全家的事似乎没有给皇上任何触动，皇上也没有追究任何抓捕湘王之人的
责任，更没有怪罪那些给湘王罗织罪名的人。
叔叔一家葬身火海，即使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小民也应该会悲痛非常吧，难道皇上就这般铁石心肠？
“皇上不是受命于天、以武功定天下，而是承续太祖高皇帝的大统。
”得知此事后，姚广孝又一次跑来劝朱棣打消去京师的念头。
“皇上残害宗亲，虐待高皇帝的皇子，这是蔑视宗室，皇上自己否定了自己的继承权。
殿下，您起兵不是造反作乱，而是拨乱反正啊。
”虽然姚广孝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大半天，但是朱棣依旧表示对造反毫无兴趣，而且他相信赴京面见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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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势在必行。
在礼部同意朱棣进京的请求后，朱棣又得知齐王和代王也被贬为庶人。
他们在得知皇上派人去抓他们后，非常配合地跟着官军走了，不过他们连皇上的面儿都没有见着，就
直接被削夺了一切官爵。
这两个弟弟朱棣很清楚，他们不讲排场，生活也不奢侈，皇上就是养着他们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
要是他们挨饿受冻，朱棣相信父皇的在天之灵一定不得安宁，因为他生前挺喜欢这两个孩子。
姚广孝说的话似乎也有几分道理。
对当今皇上来说，亲缘关系确实不值一提，礼法也不是他在乎的东西，这让朱棣心中感到愤慨：如果
不是因为亲缘关系，不是因为遵循礼法，怎么会是当今的皇上坐在龙椅上？
朱棣相信，当看到官军提着锁链站在门口时，当求见当皇帝的侄子一面都不可得时，齐王、代王的内
心肯定十分不满，肯定会在四下无人时向九天之上的父皇诉苦，但他们都没有造反。
朱棣心里清楚，不管朝中的小人在皇上面前如何陷害自己，皇上应该都不会相信自己会造反，理由很
简单，一个连封地都没有的藩王拿什么造反？
就凭朱棣手下那八百王府卫士吗？
他们连北平的一个城门都攻不下来。
北平城里至少驻扎有上万的朝廷官军，仓库里储备着大量的粮草、盔甲和武器，真要造反，这不是以
卵击石吗？
朱棣不愿造反，他要去京师。
燕王府的卫兵们不堪一击，他无力对抗皇上统御的数百万大军。
他认为只要不造反，官兵来拿他时不自杀，保命应该不难。
但是一旦造反，那就不仅是朱棣一个人的事，全家老小都要死。
姚广孝说去京师是自投罗网，朱棣真想反问他一句：不去又能怎么样？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朱棣心存猜疑的是当今天子，如果不能把这猜疑消除，北平又岂是安全之地？
朱棣常常想，之所以受到皇上误解，主要还是因为天高皇帝远，再加上每天都有一群小人在朝廷上诽
谤自己，无限夸大朱棣的实力。
想到这里，朱棣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我真有那样的实力，早就⋯⋯唉。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朱棣的权谋>>

内容概要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炆继承帝位，是为建文帝。
建文帝为了巩固帝位，在齐泰、黄子澄等人的唆使下开始大规模削藩。
湘王、周王等诸王相继被废，远在北平的燕王朱棣此时也深感危机。
他曾试图以各种方法以求自保，但在建文帝的步步紧逼之下，朱棣走投无路，被迫以北平之地，八百
军士起兵造反，开始了长达四年的"靖难之役"⋯⋯
　　《朱棣的权谋》以这一史实为载体，全面洞悉朱棣的权谋细节。
全书分为五章四大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朱棣无奈起兵的过程，第二部分讲述了朱棣控制封地之后的
用人与治人的技巧，第三部分讲述了朱棣艰难的征战，体现了其军事与用人的才能，第四部分讲述了
朱棣取得皇位，安抚天下。
书中深入挖掘了朱棣为人处事的谋略与技巧，揭示了他在权力斗争中的手腕与权谋。
作者在写作中对朱棣的内心世界做了深刻地揣摩和分析，将其内心的无奈与坚韧描绘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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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灰熊猫，知名作家，对明史有着深入的研究，长于历史小说写作。
曾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窃明》，受到读者热烈追捧。
现为中国作协成员，创作作品三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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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殿下，节哀。
”    朱棣已经记不清从多少人口中听到了这句话，王府内外的空气变得令人难以呼吸，尤其是王府之
外的北平官场。
自从朱元璋去世后，大家似乎失去了和朱棣谈话的能力，千篇一律地用这句话作为见面的问候语    和
分手的告别辞，同时也是交谈的全部内容。
    虽然北平的官员们显得非常伤心，一个个披麻戴孝号啕大哭，有些人看上去恨不得用自己的手掌把
地面拍碎，但朱棣知道他们都在演戏。
这些官员的主要心思都放在如何取悦皇室上，他们担心自己表演得不够悲    痛欲绝，导致皇室对他们
的忠诚产生怀疑。
朱棣理解他们的担忧和恐惧，他们只用“殿下，节哀”这句话作为交谈内容的理由，他也很清楚。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担心祸从口出，索性以不变应万变，而朱棣也尽力配合他们，无论听多少人把这
句话说上多少遍，每次听到这句话时他都会在脸上露出一丝感激。
    在这个时候，担忧和恐惧并不仅是这些官员才有，他这个身份尴尬的藩王心里同样也有，而且只多
不少。
    当外面的人都在竭力夸大和表现自己的“悲哀”时，燕王府内上上下下都在尽量隐藏另一种情绪--
所有人都惶惶不安。
每个人都尽力把这种情绪压在心底，生怕被朱棣注意到，甚至他的儿女们也是如此。
    只有一个人私下对朱棣表达了自己的忧虑，那就是他的夫人--大将军徐达的女儿。
    自古以来，和皇上血缘越近的藩王越容易受到猜忌。
因此，各朝各代，皇上一旦登基，都要制定各种制度和措施以限制藩王，藩王的权力越来越小，受到
的监视越来越严密。
不过对朱棣来说，他是朱元璋的儿子，    制度再严格，他也始终受到父皇的关照。
    “殿下，”在燕王府的阁楼上，徐氏对朱棣说，“殿下应该去京师祭奠父皇，叩见皇上。
”    既然燕王妃以“殿下”相称，那她所说的话也一定经过深思熟虑。
这个建议和朱棣的想法不谋而合，他重重地点头，答应下来，说：“对，你说的没错。
”    阁楼上的风很大。
以前，燕王夫妇常在这里纳凉，品茶闲谈，享受拂面而来的凉风，十分惬意，但今天朱棣的感觉完全
不同。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    朱棣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他深知自己是少有的幸运儿，因为父亲是皇帝，所以他不需要付出任何辛劳就能衣食无忧，再有权势
的官员见了他都要磕头。
朱棣清楚，自己需要付出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忠诚。
只要    不造反他就是堂堂的藩王，这个地位没有人能撼动。
    “我虽读书不多，但我明白，自秦汉以来，直到唐宋，还没有哪个藩王造反成功。
说起最早的汉代七国之乱，我一直觉得吴王很愚蠢，不就是削藩吗？
难道被削了一点土地就能让他的餐桌少上两个菜，让他住的    宫殿塌两间房？
七老八十了还不服老，还闹腾，结果自己脑袋搬家，子孙被诛尽，何苦呢？
看看我，父皇就没给我封地，只是让我带着几个卫兵帮着皇家保卫边疆--以前是父皇，现在是我侄子
，我的地盘实际上只    有一个燕王府，可我过得还不错啊。
即使当上皇帝，我也不能一顿多吃两碗饭--怕撑着，也不会再多套两件衣服在身上--嫌太重。
”朱棣说话的语气显得很放松，燕王妃听着听着也露出了笑容。
在官吏和部下面    前朱棣要保持威严和体面，只有在妻子面前他说话的语气才会这样随意。
    “当皇帝最大好处就是不用担心被削藩，不必担心某天皇上突然听信了小人的谗言认定我要造反，
把我的藩王王爵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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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按说削爵不应该削到我头上，我手里也确实没有什么好削的，我只有一座王府，虽    然我在这
座王府里住了很多年，但是如果皇上给我修一座新的，我情愿把它还回去。
再怎么削皇上总得给我一座王府，他总不能看着他的亲叔叔露宿街头吧？
我去一趟京师，见到皇上，一切都水落石出了。
”朱棣说。
    和燕王妃的意见不同，朱元璋为朱棣挑选的讲经禅师姚广孝坚决反对朱棣去京师面见皇上，他深信
朝中有小人设计离间皇上和朱棣的叔侄之情。
姚广孝本是佛门弟子，诵经拜佛才是他该做的事，但朱棣觉得他    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
当初朱元璋为儿子们挑选高僧时，姚广孝就曾毫不避讳地对朱棣说要送他一顶白帽子。
王爷戴上白帽子，世人不用想就明白其中的含义--当皇上，于是朱棣就把姚广孝留在了身边。
最初，姚广孝也只想当个幕僚，帮朱棣出谋划策如何讨父皇欢心，让燕王有机会当上太子。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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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朱棣搞得比较好。
　　——毛泽东　　古代夺取帝位的人屡见不鲜，而藩王从地方起兵夺得帝位的唯永乐皇帝朱棣一人
矣。
　　——曾国藩　　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
　　——张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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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棣的权谋》编辑推荐：畅销书《窃明》作者灰熊猫潜心闭关三年再推力作！
比《窃明》更好看的真实历史。
一本书读懂朱棣的政治智慧，解开夺权高手朱棣隐藏最深的权谋密码。
与《老谋子司马懿》为同系列书，前者的畅销，对《朱棣的权谋》会有很好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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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朱棣搞得比较好。
——毛泽东古代夺取帝位的人屡见不鲜，而藩王从地方起兵夺得帝位的唯永乐皇帝朱棣一人矣。
——曾国藩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
——张廷玉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朱棣的权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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