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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正说明朝十二帝系列丛书（插图版），汇集我国明史学界著名专家、学者所撰明朝皇帝大传十二
种。
作者以正史为创作之本，所据严谨，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明朝皇帝及所处时代的复杂生相。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从洪武元年（1368）建立，到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共跨
时276年。
其盛世之态、激昂江山，其纵横壮举、鸿猷远略，足以令后世感慨万千。
但相对于清史研究，明史是建国后研究较为薄弱的领域。
正说明朝十二帝系列丛书的出版，除了可以起到推动明史研究发展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给喜爱阅读帝
王传的读者还原一个个曾经在我国古代历史发展中起到或开拓、或中兴、或傀儡作用的帝王影像。
帝王不同于平民百姓，他们的活动是和整个时代、皇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尤其在中国古代社会里
，帝王的活动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但帝王都是人，同样有人的特性，只是社会环境和某些遗传因素使帝王成为不同常人的人，使他们在
自己的舞台上演出了许多生动而丰富的人生戏剧。
书中配有反映传主生活及所处环境的大量图片，力求给读者展现一个波诡云谲、气势非凡的大明皇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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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正说明朝十二帝系列：天启皇帝大传（插图本）》写的是天启皇帝朱由校，明朝第十五任皇帝
。
一个玩童式的傀儡皇帝，一个怪皇帝，一个矛盾的皇帝。
他是皇长子、皇长孙，却始终没有相应的尊荣和威风，甚至连大字也识不了几个；他是个治国无术的
大昏君，却能成为一位出色的能工巧匠；他无心政治，不嗜残暴，却因为宠信保姆客氏和宦官魏忠贤
，制造了明代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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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父祖恩怨明神宗私幸“都人”立“都人”子的风波第二讲 贪玩成性的童蒙降生于多事之秋心
灵的创伤宫中玩童第三讲 在危乱中嗣位父母双亡维护父亲的名誉由“避宫”到登基改定泰昌纪年第四
讲 救时无术的幼主困难重重封荫客、魏赶走熊、杨王安之死无心国事第五讲 在艰难中徘徊调停宫、
府矛盾困扰于“经、抚不和”在保姆与大臣之间第六讲 专宠魏忠贤为阉党张目切责杨涟上疏杖死郎中
罢斥首辅驱逐廷臣第七讲 清洗东林党杀戮“六君子”熊廷弼遇害修《三朝要典》再兴“丙寅诏狱”第
八讲 企图挽救辽东败局孙承宗离任命袁崇焕固守宁远经营宁锦防线第九讲 短命天子四面楚歌不保家
室了结一生附录 天启皇帝大事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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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历代的封建朝廷，虽然都是由一家一姓统治的家天下，但是，在这个大家庭的内部，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却异常复杂，存在着种种利害冲突，产生过很多恩恩怨怨。
这些冲突和恩怨的出现，有的是根源于争权夺利，有的是由于皇帝的个人性格。
明代万历年间，朱由校的父亲明光宗和祖父明神宗之间的种种恩怨，有不少就是他们个人的感情因素
引起的。
　　明神宗朱翊钧，是明穆宗朱载厚的第三子，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
由于两位兄长早天，隆庆二年（1568），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
隆庆六年（1573）六月初十日，即皇帝位，改年号万历，为明朝第十三位皇帝。
他在世五十八年，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统治中国时间最长的皇帝。
明神宗一生最大的特点，是爱发脾气、贪财、嗜酒、恋色。
他的妻、妾，据《明史·后妃传》记载，仅有姓氏可考的，即有皇后王氏、昭妃刘氏、端妃周氏，贵
妃郑氏、李氏、王氏。
皇子八个，依次为朱常洛、朱常溆、朱常洵、朱常治、朱常浩、朱常润、朱常瀛、朱常溥。
还有皇女十个。
在这些妻妾儿子中，除朱常溆、朱常治、朱常溥三个皇子早死外，明神宗最宠爱的是郑贵妃及其所生
的皇三子朱常洵。
而最受压抑的，便是皇长子朱常洛与其生母贵妃王氏。
主要原因，是由于王氏本人的身世。
　　明神宗于万历六年（1578）结婚，时年十六岁。
皇后王氏，史称孝端皇后。
王皇后（？
-1620），祖籍浙江余姚，生长于北京，父亲是锦衣卫指挥使王伟。
王皇后为人正直，性情温柔，知书识理，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素以孝顺著称，深得明神宗生母孝定皇
太后李氏（1545—1614）的欢心。
可惜，因为身患疾病，不能生育，不仅成为孝定皇太后的一块心病，而且由此诱发出宫廷内部关于册
立皇太子的诸多矛盾。
　　因为王皇后不能生育，明神宗到了二十岁还没有儿子，而李太后抱孙心切，早就盼望有个孙子，
以便为朱家王朝传宗接代。
恰巧，当时她身边有一个宫女叫做王氏，自幼入宫，一直在慈宁宫侍候她。
王氏长大以后，眉清目秀，姿色迷人，而且手脚勤快，从不多言少语，李太后很喜欢她。
万历九年（1581）初冬，有一天午后时分，天气十分凉爽。
明神宗一觉醒来，精神倍增，兴奋异常。
他无心批阅章奏，处理国事，也不想读书写字，就胡乱穿上衣服，跑到外面游玩。
当他路过慈宁宫的时候，不知怎么一时心血来潮，兴致很高，直入宫内。
说来也巧，那天李太后外出闲谈，只有王氏一人在宫内。
王氏见皇上进来，急忙起身上前请安。
明神宗向来好色，见王氏婷婷玉立，美丽动人，顿起欲念。
感情有时就像一座火山，一旦爆发出来，是很难制止的。
明神宗明知道，王氏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宫女，无奈这位妙龄少女实在太迷人了。
明神宗欲火难平，当即命令左右滚开，把王氏召入别室，痛痛快快地玩了一番。
王氏从此怀上了身孕。
　　王氏（？
-1611），北直隶新安县人，出身平民，史称孝靖王太后。
王天瑞，泰昌年间封永宁伯。
王氏于万历六年六月初二日选人内廷慈宁宫为宫女，时年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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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女，亦称“宫人”，地位卑下，当时宫中都称她们为“都人”。
封建皇帝满口讲的是“仁义道德”，其实都是最无情无义的。
明神宗也是这号人。
他当时贪图痛快，没有多想，但过后总觉得王氏是一位“都人”，自己与她的关系不光彩，从此即把
她抛弃在一旁，再也不接近她。
甚至严令左右不得声张此事。
当他得知王“都人”怀孕的时候，便矢口否认有此事。
可惜，这件事他办得太蠢了。
他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竟然忘记了历来皇家的一条重要规矩：皇帝的起居饮食，一言一行，一举一
动，都要作为国家的大事，由专人及时如实记录下来。
明神宗私幸王“都人”一事，也丝毫不例外，明明白白地登在专门记录皇帝言行的《内起居注》里。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王“都人”身子的异常变化，更逃脱不过李太后这位老妇人的眼睛。
后来，经她召人密问，果然不出所料，确是明神宗所为。
　　李太后，性格严明，遇事能持正。
她“教帝颇严”。
明神宗小时不认真读书，或有其他过失，她都严加斥责，乃至长时间罚跪，直到承认错误为止。
明神宗非常敬重她，也非常害怕她。
　　万历十年春的一天晚上，李太后有意召明神宗到慈宁宫，陪她宴饮。
席间，李太后就明神宗私幸王“都人”一事，对他旁敲侧击一番。
明神宗也很敏感，先是故作镇静，不是有意躲开，答非所问，就是只顾吃喝，避而不答。
最后，逼得李太后当面挑开，命人取出由宫中文书房太监所写的《内起居注》。
明神宗接过一看，神色骤变，满脸通红，半天也不吭一声，心里直闷闷不乐，只低声自言自语了一句
：“怎么会那么巧！
”此时，李太后却显得格外高兴，说：“我年纪大了，还没有孙子，若王氏怀的是男儿，当是国家的
福气。
你用不着隐瞒。
”然后，又好言劝导一番，说：“母以子贵。
岂能分什么等级和地位，以为她是一个都人，就觉得不体面。
”李太后说这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言简意赅，用心极深，包含着双层目的：一方面，是由于她最
了解自己儿子的虚荣心，以此说服明神宗，打消他的思想顾虑。
另一方面，她这个来自北直隶都县的普通民女，入宫以后也是一个伺候人的宫女。
现在荣华富贵了，更加需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地位，绝不允许任何人因为自己过去的身世，而损坏她
的形象。
也许是因为她对“都人”的酸甜苦辣，有着深切的体会，所以才如此极力保护和同情王“都人”。
　　明神宗对李太后处处都很尊敬。
惟独对于这件事，他总是感到不是滋味，认为王氏是一个“都人”，她生下的孩子就是“都人子”。
皇帝召幸宫女，历来是常事，但从伦理上说却是不光彩的。
在明神宗看来，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把“都人”当作玩物，不管怎样荒唐，都是“游龙戏风”。
而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明帝国的皇帝，他绝对不能接受“都人子”为皇长子的残酷现实。
可是，现在当着李太后的面，他又没有勇气加以顶撞，几次话到了嘴边都咽了回去。
况且这件事又是自己种下的苦果，顶撞也无济于事。
尤其是看到李太后再三执意坚持，只好点头默认，应付过去。
同年四月，被迫进封王“都人”为恭妃，令其移居景阳宫。
如果没有李太后的坚决保护，王“都人”能否活下来，肚里的孩子能否来到人间，都未可知；即使生
下来，也势难成为皇子。
　　明神宗虽然进封王“都人”为恭妃，但在内心深处对她的鄙弃态度却丝毫没有改变。
因此，当四个月后，万历十年八月十一日恭妃生下皇长子，举朝同贺，“庆吾君有子”，皇位有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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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明神宗反而陷入了深深的忧郁之中。
他认为，这个小生命的诞生，不过是对他一时感情冲动的惩罚，根本不是他理想中的皇长子，完全“
不合己意”。
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微妙的举动，来发泄他的不满情绪。
除了依例到奉天殿接受群臣的祝贺、颁诏通告全国、对两宫皇太后加封尊号外，不仅“一应恩礼俱从
薄”，而且连内阁为皇长子拟定的名字，他也一再不同意，“凡再进，俱未称旨”，最后由他自己取
名为朱常洛。
明神宗还迟迟不进封恭妃为皇贵妃，以故意寒酸他们母子，使他们处处感到难堪。
　　关于天启皇帝朱由校，国内外至今没有一部他的传记；专门性的研究论文，我们也只见到一篇，
叫做《明熹宗朱由校试论》。
可以说，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
天启皇帝在位只有7年，时间很短，又没有振兴朝政的惊人动作。
材料也很少，除《明实录》以外，其他可资采用的史料实在有限。
因此，要写好他的传记实非易事。
　　封建皇帝是至高无上的。
按理说，天启朝所有的大事，都是天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写天启皇帝的传记，当有别于写天启朝的历史，而又不能离开天启朝的历史。
天启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明王朝的末期，是明朝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它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与万历朝以前相比，却没有发生新的变化。
经济上，推行的依然是万历以来的加赋政策。
军事上，辽东战争始于万历末，止于崇祯年，天启朝只是中间的一个过渡阶段。
席卷神州大地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虽然在天启朝已经拉开，但李白成、张献忠的起义，则是到
了崇祯年间才爆发的。
如果说，这一朝有什么新的变化，那就是在政治又一次出现了宫、府之间的严重对立：东林党人继万
历朝之后第二次人阁执政，但可惜从一开始就处处受到宦官势力的牵制，而且很快归于失败；宦官势
力再度抬头，演成魏忠贤擅权乱政。
此事虽与天启皇帝直接有关，但严格说来也不能算是问题，它是皇权的派生物，在中困早已有之。
在明代十六朝中，几乎每一朝都存在着宦官干政的现象，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况且也不能把魏忠贤的所作所为，和天启皇帝的行为完全等同起来。
如何区分天启皇帝与天启朝的历史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难题。
　　第二，天启皇帝是一个短命皇帝，只活了23年。
前16年，他宫生内长，不亲书史，以宫中顽童闻名，又没有任何政治地位，根本缺乏从政素质和治国
本领。
后7年，毫无整顿朝纲、厉行新政的抱负和措施。
不仅昏懒之性未改，反而玩性大发，夜以继日游玩。
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贪玩成性，而又愚昧无知的小皇帝。
这就必然导致他在政治上绝对不可能闪出耀眼的光彩。
这是写好天启皇帝传的另一个困难。
　　第三，有明一代276年，天启皇帝在位7年，从时间上说只占了个零头。
然而，这七年在加速明王朝败灭的过程中，则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而这些作用都是通过天启皇帝体现出来的。
他死后17年明朝即宣告灭亡。
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对明王朝的覆亡应负什么责任？
在明朝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
这些也都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全面分析，并给予客观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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