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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延绵不断近四千年之久。
约公元前21世纪，出现了第一个国家组织&mdash;&mdash;夏朝。
公元前221年，中国第一次出现大一统局面，从此以后，又经历了两干余年的王朝统治。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立民国，中国获得了前进的新起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振兴中华的前景。
　　中国诗歌同样源远流长，在各种文学样式中，诗歌出现最早。
诗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许多种类。
形式上有格律诗、自由体诗、散文诗、民歌之分，内容上有抒情诗和叙事诗之别。
当然，诗歌分类亦非绝对，抒情诗并不排除叙事，叙事诗也会兼有抒情。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诗歌中，无论是叙事诗，抑或抒情诗，都有大量作品与中国历史有着直接的关
联，甚至有的本身就是&ldquo;咏史诗&rdquo;。
在史学界，&ldquo;以诗证史&rdquo;是一种治史方法，即用&ldquo;诗&rdquo;为史料来证史、说史。
&ldquo;以诗证史&rdquo;虽非陈寅恪先生首创，但一部《元白诗笺证稿》却达到了&ldquo;以诗证
史&rdquo;的高妙境界。
陈先生说：&ldquo;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
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
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对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连贯起来可
以有以下的作用：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
。
最重要是在于纠正。
元白诗证史即是利用中国诗之特点来研究历史的方法。
&rdquo;　　《诗说中国》丛书旨在以诗说史，而非以诗证史。
丛书每篇的结构是，以一首古人或今人的诗歌（或完整或节选）引出一段历史。
丛书分《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五代宋元卷》《明清卷》《近现代卷》6种，
以通史的形式叙述了自远古以来中国国土开辟、社会进化、经济文化发展、政治演变的简明过程。
　　《诗说中国》丛书用一首首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诗歌，引出一段段扑朔迷离、盘根错节的历史
。
希望本丛书能以这种独特的视角，缩短人们与悠远尘封历史的距离，简化人们对纷繁杂糅历史的释读
。
　　《诗说中国》编委会　　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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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诗说中国》丛书旨在以诗说史，而非以诗证史。
丛书每篇的结构是，以一首古人或今人的诗歌(或完整或节选)引出一段历史。
丛书分《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五代宋元卷》《明清卷》《近现代卷》6种，
以通史的形式叙述了自远古以来中国国土开辟、社会进化、经济文化发展、政治演变的简明过程。

本书为《明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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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朱元璋与明朝的建立乾隆皇帝在这首诗中对明太祖朱元璋的历史功过进行了客观的评
价，但也指出分封诸子的做法虽然是想让明朝天下千秋永世，但却造成了“燕兵衅可乘”的后果。
无论如何，在明朝诸帝中，有作为者首推朱元璋。
他开创了明朝276年的历史，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继续发展和巩固。
崛起何嫌本做僧朱元璋(1328-1398)，幼名重八，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
朱元璋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相传他出生时日夜啼哭不止，父母只好去皇觉寺求神保佑。
事也凑巧，自求过神明后，幼小的朱元璋就不再啼哭。
当朱元璋周岁时，其父母设祭以感谢神明，并为元璋取一禅名，叫云龙。
少年朱元璋生活困苦，以给富家地主放牛谋生。
元至正四年，钟离地区大旱千里，蝗虫横飞，瘟疫流行，其父母、兄长相继病逝。
无奈之下，家破人亡的朱元璋入皇觉寺为僧，后因寺中经济拮据云游四方。
在云游的三年中，朱元璋靠乞讨度日，走遍了淮西、豫南一带，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地理形势，
饱尝人生的艰辛，了解百姓疾苦。
这些经历为他后来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创业之路朱元璋生活的年代，正处在元末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
农民因不堪忍受元朝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纷纷起义。
当时在濠州郭子兴军中担任小头目的汤和，写信劝说朱元璋参加农民起义。
朱元璋起初不肯，后因汤和的来信被人向官府告发，官府下令逮捕朱元璋，走投无路的朱元璋只好匆
匆地奔向濠州，这也是他事业的开端。
朱元璋加入郭子兴义军后，作战勇敢，又因粗通文墨，善于谋略，很快就被提升为亲兵九夫长，郭子
兴还把自己的养女马氏许配给朱元璋，使其在起义军中的地位陡增。
至正十三年春，朱元璋经郭子兴同意，回家乡招募七百人，后又收编地主武装三千人，从此朱元璋有
了自己的军队，完成了其人生事业的关键一步。
朱元璋的军队纪律严明、作战勇敢、声名远播。
许多文人儒士争相归附。
著名的李善长、刘基和冯国用、冯国胜兄弟等人都是在此时归顺朱元璋，助其成大业的。
至正十五年三月，郭子兴病死，其部众全归朱元璋所有。
之后朱元璋采用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抓紧训练军队，提高军队的作战
能力。
同时实行军队屯田，解决了军粮的问题。
朱元璋的军队纪律严明，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
再者，为避免树大招风，朱元璋在表面上一直隶属于当时的小明王政权。
这使朱元璋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中，能够集蓄力量，开边拓土，逐渐形成一支举足轻重的起义军队
伍。
一统天下朱元璋以应天(今江苏南京)为根据地，自称吴国公，接着消灭了东南一带的其他元军据点，
开始向周围的割据势力发起进攻。
先通过鄱阳湖之役先灭陈友谅，后又消灭了东方的吴王张士诚，平定了浙东的方国珍。
这样，朱元璋以应天府为根据地，占据了整个东南地区。
至正二十六年，在刘基的建议下，朱元璋声称迎韩林儿南来，当韩行至瓜步时，使人翻其乘坐的船，
韩林儿溺死水中，农民起义军政权灭亡，朱元璋成为最高领袖。
于是朱元璋改明年为吴元年(1367)。
此后，他在南征浙东方国珍、福建陈友定的同时，派出大军北伐中原。
发布告北方官民的文告。
文告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纲领，对北方人民反抗民族压迫颇具号召力。
在南征北伐的顺利进军中，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即皇帝位，以应天府为京师，国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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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
七月，徐达率领的北伐军逼近大都，元顺帝携后妃、太子仓皇出逃上都，统治中国98年的元代灭亡。
此后，统一战役仍在继续，同年，汤和率领的南征军灭方国珍、陈友定，福建、两广尽人版图。
洪武四年(1371)，四川平定。
十四年平云南。
二十年，山西、陕西以及东jE平定，全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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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
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
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对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连贯起来可
以有以下的作用：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
。
最重要是在于纠正。
元白诗证史即是利用中国诗之特点来研究历史的方法。
”　　——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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