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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有时候看起来像个圈。
比如明朝，它是汉族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取代了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却最终又被另一个少数民
族政权所取代。
    元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各路好汉相继登场。
朱元璋趁势而起。
一举扫平了内部的竞争对手，攻下南京，称霸南部中国。
如果不是天下乱了，作为一个平时连饭都吃不饱的社会底层人员，怎么可能翻身？
    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一个国家治理的好坏通常取决于君主的个人能力。
朱元璋一定是一个气场很强，同时又死板缺乏想象力的人，他所制定的国家制度不仅应用于他的时代
，更要求继任的统治者也都沿着自己的路线走。
所以，明朝的性格在一开始就比较成型了。
    经过了七十多年的治理，到仁宗和宣宗在位时期，明朝国力达到了顶峰。
在后人的印象中，汉唐盛世一直是中国王朝历史的骄傲，但是我们真的不应该无视明朝曾经拥有的强
大，它不只是存在了276年，不只是拥有繁荣的社会经济，不只是创造了灿烂的社会文化，它还缔造了
巨大的国家版图。
极盛时的明朝，其幅员之广，不仅远远超过汉唐，还被后来的清朝所继承并发扬光大，就此奠定了我
们今天的国家版图。
    所以，请对明朝的历史另眼相看吧。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明朝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
历代皇帝中皆有“精品”，有倾尽全国之兵只为博得妃子一笑的，有乐不思蜀的，有大灾之年不明白
百姓为什么不喝肉粥的。
但是明朝的昏庸皇帝似乎尤其多，且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发展趋势。
    翻开明朝十六位皇帝的简历，宣宗以后就难见一个正常的皇帝了。
英宗皇帝拿战争当儿戏，被宦官忽悠到前线亲自指挥，结果堂堂一国之君竟然做了俘虏；宪宗皇帝陷
入深深的俄狄浦斯情结中无法自拔，和比自己大十七岁的女人成就了一段畸形爱情，而置国家于不顾
；武宗皇帝本来聪明绝顶，却贪玩一生，不光玩出了花样，还玩丢了自己的小命；世宗皇帝为了修炼
成道，把大半辈子的经历都用来钻研炼丹之术，只可惜这是一条歪门邪道难成正果；神宗皇帝更是懒
得出了名，白白浪费了一个皇帝的名额。
    所以，明朝中期以后的形势就是：皇帝缺位。
有的根本不知道皇帝是个什么性质的职位，有的只顾着玩了，有的干脆长年都见不到人，在深宫里一
待就是好几年。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皇帝既然不在，谁有能力谁就站了出来。
    不幸的是，世间多小人，而小人永远是君子的克星。
明朝的太监、奸臣层出不穷，他们轮流专权，把反对他们的正直之臣统统赶尽杀绝，连死人都不放过
，弄得明朝的历史上冤案不断，鲜血淋淋。
    但是，正义的力量还是在夹缝中生存了下来，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明朝的历史旅程中，充满了
一道道迷人的风景。
    和历史上的诸多王朝一样，明朝最终也没能逃脱被其他王朝取代的命运。
作为后人，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种自取灭亡的悲剧。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史原来可以这样读>>

内容概要

《明史原来可以这样读/新鲜读史系列丛书》编著者刘观其。

《明史原来可以这样读/新鲜读史系列丛书》内容提要：明朝（1368―1644）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是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人建立的封建王朝。
明朝是中国继周朝、汉朝和唐朝之后的盛世，史称“治隆唐宋”、“远迈汉唐”。
大明，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天子御国门，君主死社稷。
然而，仍然有人批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指责明朝政治是一场
闹剧。
这些评价多少带有主观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历朝历代中，明朝的昏君奸相特别多，近三百年的
漫长历程里，竟有百余年皇帝不上朝，仅此一项，便足以空前绝后。

大明三百年，究竟是不是一场自取灭亡的悲剧？
本书用诙谐的语言和新颖的观点，为读者呈现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史原来可以这样读>>

作者简介

刘观其，大众畅销书作者，代表作有《历史不忍细看大全集》、《沉思录（青少版）》、等，策划《
大国医》系列，《宋词是一朵情花》等“悦读大中国”系列，多部著作雄踞北京西单排行榜两年之久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史原来可以这样读>>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千古励志第一帝    幸福就是吃饱饭    第一道垫脚石：郭子兴的浅池子    半个曹操陈友谅    一个
袁绍张士诚    还我河山第二章 开国后的屠杀与政治    兔死狗烹谁之过    一场大屠杀    “士”的黑暗时
代    明目张胆的特务组织    强权者的悲哀第三章 强者居之    历练出人才    英雄不居人后    叔侄“宫心计
”    大水冲了龙王庙    挥之不去的阴影第四章 朱棣的文治武功    解缙和《永乐大典》    迁都北京    帝国
建设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文武之争第五章 仁宣之治    步步惊心的登基之战    仁皇帝拨乱反正    夺位
阴谋    叔侄大战    太监的崛起第六章 都是太监惹的祸    就怕流氓有文化    也先怒了    皇帝亲征被活捉    
北京保卫战    一山不容二虎第七章 “功臣”的下场    徐有贞的发迹与衰微    李贤的潜伏大戏    从暴发
户到阶下囚    太监也想当皇帝第八章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一场匪夷所思的爱情    败家的太监    获宠
的妖道    官场混混万安    天下只识汪太监第九章 弘治中兴    新皇帝的胸襟    清理腐朽的内阁    文武双刀
辟新朝    一个好汉三个帮第十章 极品皇帝    最大的玩家    想当将军的皇上    把命玩丢了    “立皇帝”刘
瑾    权为何物？
不过一物降一物第十一章 心学创始人    思想另类的奇人    阳明洞的冥神静思    “龙场悟道”    文人建
战功第十二章 嘉靖和他的台前小丑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胳膊拧不过大腿    奸相成长史    小丑的
下场第十三章 文武相济的时代    海瑞：一个古怪的清官    高拱：性格决定命运    戚继光：扫除倭患，
镇抚边疆    张居正：小荷才露尖尖角    李时珍：后世医者无出其右第十四章 世间只有张居正    悲剧性
的改革    反对者的下场    文化专制    “夺情”之变第十五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死后总清算    最无为的皇
帝    老好人首辅    女真崛起第十六章 朱常洛的不幸    不讨喜的儿子    册立太子    鬼神莫测妖书案    智斗
郑贵妃    红丸命案第十七章 最后一个太监    贫困的选择    恩人变仇人    一个人和一个党派的斗争    成为
“九千九百岁爷爷”    等待机会除奸宦第十八章 力挽狂澜孙承宗    宦海沉浮谋历练    两代帝师心系边
防    慧眼识崇焕    不倒的关宁防线    满门忠烈垂万世第十九章 大厦倾颓，无力回天    闯王进京，大明
王朝的末日    煤山自缢，无颜可对苍生泪    南明，留住朱明的最后希望    大顺覆灭，九宫山下闯王归    
民族英雄成功至，保卫南明气节存    前朝才子，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附录    明朝帝王年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史原来可以这样读>>

章节摘录

第一道垫脚石：郭子兴的浅池子    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朱元璋却表现得很淡定。
三年的流浪生活一过，他又到皇觉寺做回了和尚，仿佛世间纷扰与他无关，实则不然。
成佛还是举枪，这对于朱元璋来说从来都不是问题：成佛是暂时的，举枪则是必然的。
朱元璋用二十多年时间练就的一身忍术在这时发挥了作用。
    中国有句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刀砍地头蛇。
”翻开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在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中，那些行动最早、呼声最高、实力最强的往往
都是死得最惨的。
清末的陈胜吴广、唐末的黄巢，无一不是血的教训！
因此，此时的朱元璋只是需要一个临时的落脚点，静待时机。
    公元1352年闰三月初一这天，一个不错的机会出现了。
安徽濠州城里驻扎着一支红巾军，为首的叫作郭子兴，此人已经致力于反元事业多年。
此时他的队伍遇到了麻烦，被元朝军队死死咬住不放了。
正当他愁眉不展之时，忽然走进一个小头目，禀报说在城门口活捉到一个自称要来投军的探子，呼喊
着要见大帅，这个人就是朱元璋。
郭子兴只知道自己被元军盯上了，却不知道他此时也已是朱元璋的猎物了。
    郭子兴质问朱元璋是否是探子，来此地何事，又恐吓他若敢狡辩，就立即拉出去砍头。
朱元璋起初还有点紧张，但他对此次来投军的风险早有准备，就索性平静下来，“都来了，还怕什么
！
”他镇定地回答了大帅的提问。
    出乎郭子兴意料的是，他从眼前这个人的眼神里看到的是镇定，而非惊慌。
平时看惯了手下唯唯诺诺的郭子兴，突然见了一个不惧威严的人，不禁眼前一亮，心里对他颇为欣赏
。
    就在这天，二十五岁的朱元璋如愿加入了红巾起义军，开始了他长达十五年的战斗生涯。
他和郭子兴既是惺惺相惜，又是一见钟情。
朱元璋这一看似鲁莽的举动却让他省了不少事，他直接被编入了郭子兴的亲兵队伍，郭大帅成了他的
直属上司。
    郭子兴对朱元璋实属有意栽培，并且他认识朱元璋越久，就越觉得他身上有种异于同龄农民士兵的
特点：他思路清晰，说话做事有条不紊，交给的事无不办得妥帖至极；他不浮躁不莽撞，有着超乎寻
常的稳重和干练。
同时，朱元璋也能感受得到郭子兴对自己的器重，他就如同找到了组织一般认真肯干，甚是卖力，于
是他在军营中渐渐崭露头角。
    朱元璋在沙场上也是英勇无比，在亲兵里可谓出类拔萃。
两个月后，他顺理成章地被提拔为九夫长，开始率领九人的队伍。
战场上他总是身先士卒，所获的战利品却从不中饱私囊，队伍里的人都乐意听他指挥，连职位高他一
截的汤和都经常围着他转，小事大事都前来咨询一番。
    郭子兴其实是个草头王，地主出身的他全凭自己一手壮大起来的队伍守卫着濠州城池。
他想广聚天下英才，培养一帮亲信，以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
眼前这个朱元璋确实不凡，郭子兴有意和他的关系更进一层，于是便与他结亲。
    郭子兴有个义女此时年方二十，姓马。
她的名字不详，民间习惯称她为“马秀英”。
生于贫困人家的马姑娘经历过艰难困苦，个性坚韧，做事谨慎。
她“有智鉴，好书史”，肚子里有货，看人自然也准，难怪她对朱元璋也是另眼相看。
    成为义军元帅的女婿后，朱元璋第一次有了地位，前途也越发光明。
军人生涯虽然风险最大，但收益也高。
这是朱元璋生平第一次这样喜欢军人生活；他还发现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军事才能，无须军校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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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朱元璋从小队长一路高升，先是镇抚，很快又升为总兵官。
年纪轻轻，资历又浅，晋升太快的朱元璋难免引来郭子兴手下其他总兵官的不服，甚至嫉妒。
    终于，朱元璋的声名威望位列总兵官之首——按理说，头把交椅自然由他来坐，然而老资格军官却
为此心怀不满。
流言飞语四处弥漫，说什么朱元璋是靠“娇客”的身份上位的，说什么“出生入死不如娶个好老婆”
，等等。
    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朱元璋首先放下身段，以退为进。
古代既是“以右为尊”，他就吩咐在兵官例会前把会议室的椅子换成长凳，开会时各人可以自由挑选
座位，各位将领毫不客气地占据右边的位而朱元璋有意迟到，二话不说，坐在了左边的位置上。
    会议开始，讨论军事问题，从右边第一人开始发言。
然而这些大老粗们吭哧半天，也说不出几句有水平的话。
最后轮到朱元璋发言，他侃侃而谈，分析得入情入理，听得大家频频点头，最后他的意见获得采纳。
几次会议过后，各个兵官自觉把右首的位置留给朱元璋，朱元璋的威信就这样树立起来。
    此时的朱元璋可以说是在郭子兴一人之下了，不过他能够晋升的空间再大，也只能排第二。
不知道此时的朱元璋是不是甘心这样的位置？
但是后来的历史发展，让他作出了选择。
    濠州城红巾军的统帅除了郭子兴，还有一个叫孙德崖的，他们彼此钩心斗角，因此红巾军内部并不
和谐。
不久，城里又涌入了一批士兵，带头的两个将领彭早住和赵君用也都不是省油的灯。
    郭子兴低估了孙德崖和赵君用的胆量，他走在大街上就被这两个人绑架了，还被打得只剩下了一口
气。
    而此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指望，两个亲生儿子也吓得躲了起来。
心灰意冷之际，只有朱元璋挺身而出救了他一命。
其实，朱元璋自己也处在危险之中，他知道孙德崖和赵君用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但他之所以会冒险救出郭子兴，一方面是出于维护自己形象的需要，不想落得一个不义的骂名；另一
方面，是他有成功的砝码，就是利用孙德崖、赵君用和彭早住三人的互相猜忌。
    经过了这件事，郭子兴感激他，孙、彭、赵等人则开始畏惧他，而他也开始重新考虑起自己的前途
。
    朱元璋的考虑一点都不多余，气量狭小的郭子兴对他逐渐起了猜忌之心。
终于有一日，郭子兴找了个借口把朱元璋关了禁闭，虽然只是出于妒忌，并不想杀他，不久又把他放
了出来。
但这个举动却永久地放跑了朱元璋的心，使他下定决定走上了一条自主创业之路。
    可是离开了郭子兴，朱元璋连个地盘都没有。
    对一个想称雄天下的人来说，一个稳固、安定、富足的根据地显然很必要。
此时，一块并不算肥肉的地盘出现了，就是定远。
夺取定远城在史书上被称作“南略定远”，并且只用短短的几句话概括了一段并不长的历史。
确实，这和朱元璋一生所经历的历次大战相比，激烈和精彩程度都逊色许多，它的重要性也许就在于
，这是朱元璋脱离郭子兴之后独自迈出的第一步。
    半个曹操陈友谅    出道之前，陈友谅以打鱼为生，生活十分困苦。
后来他做了元朝的一个小官吏，生活有所改善。
但是，这份工作并不使他称心。
可能是因为曾经有个算命先生经过他家祖坟时，说起过陈家能出贵人，陈友谅的心就不安分起来。
    当徐寿辉的起义军经过他的辖区时，他就投敌了。
    与朱元璋发迹之路不同的是，陈友谅多少论证了“无毒不丈夫”这句话。
    陈友谅的顶头上司是徐寿辉的丞相倪文俊,是他把陈友谅从一个小小的秘书提拔成为军中的重要将领
。
    此人博古通今，文武双全，因此十分瞧不上小白脸徐寿辉，他打算杀掉徐寿辉，自己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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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友谅得知后，二话不说，立刻杀了倪文俊，跑去向徐寿辉邀功。
干掉了二把手,自己就成为二把手。
    陈友谅从此掌握了徐寿辉的军队,他趁势一鼓作气，拿下了诸多城池,成为了江南最强的起义军首领。
而此时的徐寿辉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了任何价值可言,相反,看着还碍眼,于是时间不长他又轻而易举地将
徐寿辉除之而后快。
    至正二十年（1360）六月十六日，在采石矶的江边，陈友谅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汉，年号大义。
    其实,陈友谅自己做不做一把手,对于朱元璋来说并没有区别,因为他很早就认定陈友谅才是自己要拔
的那颗钉子。
    朱元璋占据的应天位于长江下游，陈友谅的势力范围恰好在长江上游，两军对垒于江上，是迟早的
事。
但朱元璋迟迟不肯开战，因为水上作战，水军至为重要，但朱元璋那上千条所谓的战船，不过是些破
烂的渔船，和陈友谅那支真正的舰队来比，开战无异于自杀。
    然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常常不给人那么多准备的机会和思考的时间,公元1359年,因为一个突发事件，
朱元璋不得不马上采取行动。
    这一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下常遇春生擒了陈友谅战俘三千,因贪图一时手瘾,把他们一个都不留地活
埋了。
陈友谅顿时怒了,朱元璋的麻烦也来了。
当陈友谅率领着无敌舰队,浩浩荡荡地兵临城下时,朱元璋才搞明白陈的意图。
时间是用来作决定的，不是用来给自己留后路的，朱元璋深刻地明白这一点。
    这时候,刘基来了。
正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朱元璋召集众谋士商讨对策时,“诸将或议降，或议奔据钟山”，总之一句话，就是放弃应天。
刘基一言不发，朱元璋看他脸色阴晴不定，就将刘请入内室。
这时的刘基，情绪激昂，他说道：“主降及奔者，可斩也。
”朱元璋就问刘基有什么办法，刘基分析说，陈友谅为人骄躁，正面冲突肯定不行，只能打伏击，待
敌深入后，一举拿下。
    可是陈友谅毕竟坐拥强大的水军，怎么才能诱敌深入呢？
又在哪儿伏击他呢？
这时的朱元璋，再次发挥了自己天才的军事才能：既然水军不如陈友谅，那就不在水上打，逼陈上岸
，在岸上就是朱元璋的天下了。
    不得不说，刘基和朱元璋都是深谙兵法的奇才，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他们能够冷静判断局势，并
且作出正确的决断。
虽然以弱对强无异于以卵击石，可如果换个角度，就能够将劣势变为优势。
    朱元璋的部下康茂才原是陈友谅的手下,此刻派他去诈降是最好的人选。
聪明一世的陈友谅,此次也和赤壁之战前的曹操一样,搞不清楚状况了,他按照康茂才制定的路线发起了
进攻,没想到关键时刻康茂才掉了链子,他只好率兵退回到了一个叫作“龙湾”的地方。
    陈的大军刚一全部登陆，就进入了伏击圈。
朱元璋立即发起了进攻命令，徐达、常遇春等大将率军连番攻击，陈的军队仓皇之下根本无法抵挡，
只得向战船奔去，不料几乎所有战船全部搁浅，无法行驶。
就这样，陈友谅的无敌水军生生被朱元璋拖上岸，狠狠地打了一回合。
    这一战，汉军损失两万余人，陈友谅败走江州。
朱元璋则缴获不少战船，充实了水军，朱元璋大胜。
    刘基对陈友谅的评价很是准确：骄躁。
杀降一事就能使其暴跳如雷，不经思索就匆忙开战；虽然兵力上占尽优势，但背水一战，胜算又有多
大？
骄躁的性格使陈友谅没有仔细辨别康茂才反戈的真假，他的败走可谓咎由自取，与人无尤。
    不过陈友谅当然不会这么轻易被打倒，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是对君子而言，陈友谅不算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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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需要十年。
差不多三年后，他就重建了一支强大的海军。
    公元1363年，陈友谅率军兵临洪都城下。
守城的不是别人，乃是朱元璋的亲侄子朱文正，此人一身恶习，看上去像个纨绔子弟，实则不可小觑
。
陈友谅以为自己捡了个软肋，却不想啃的是一块硬骨头。
    洪都一战，朱文正用区区四万人，牵制住陈友谅六十万大军长达三月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
    陈友谅虽兵力有所损失，但仍强于朱元璋。
更何况，陈友谅还有一支引以为傲的无敌舰队。
力量悬殊人所共知。
这时候朱元璋亲率的二十万大军开赴洪都，陈友谅避至鄱阳湖。
公元1363年七月，鄱阳湖决战打响了。
    陈友谅将战舰用铁锁连接起来，试图以此给朱元璋造成巨大的压迫，但这却让朱元璋想起了在赤壁
之战中曹操是怎么失败的。
历史又一次重演了，鄱阳湖顿时火光一片。
就在双方激战、难解难分之时，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正在船上指挥作战的陈友谅，突然被一支
射来的流箭击穿了头颅。
一代枭雄，竟如此陨灭。
    陈友谅显然不敌曹操，不论从个人能力还是运气来看，他都顶多算半个。
除掉了这半个曹操，还有一个袁绍在等待着朱元璋，这个人就是张士诚。
P5-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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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史原来可以这样读/新鲜读史系列丛书》编著者刘观其。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本书用诙谐的语言和新颖的观点，全方位解读大明三百年，还原历史真相，    呈现一幅色彩斑斓的
宏大历史画卷。
　　有人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还有人说明朝政治就是一场闹
剧，是中华民族的大耻辱。
这些评价或许带有过多的主观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历朝历代中，明朝的昏君奸相特别多，近三
百年的漫长历程里，竟有百余年皇帝不上朝，仅此一项，便足以空前绝后。
　　大明三百年，究竟是不是一场自取灭亡的悲剧？
翻开本书，你将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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