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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明林编著的《天崩地解》内容介绍：明思宗（一为毅宗烈皇帝）崇祯的一生可以说充满了悲剧色彩
，他拥有极强的政治手腕，心思缜密，果断干练，并且精力充沛，几乎拥有历史上所有明君的特征；
但同时他又刚愎自用、文过饰非、诿过臣下、严苛急躁、翻脸无情，永远不惜以最阴暗的心理揣测别
人。
崇祯的是非功过充满争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皇帝之一，“无力回天”这四个字，可以概
括崇祯的一生。
崇祯皇帝宁可煤山自尽，也没有把宁远铁骑调进中原打李自成，遵守了自朱棣起历代明皇们对臣民的
承诺“天子守国门”！
一起翻阅《天崩地解》吧！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崩地解>>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生于末世运偏消
  临危即位，风雨飘摇
  命运多舛，国本之争
  登金銮殿，殚心治理
第二章  拨乱反正除阉妖
  阉党作乱，呼之日“九千岁”
  小心安抚，逐渐剪除
  潜移默化，魏客伏法
  毁《三朝要典》，“清议渐明”
  钦定逆案，隐蔽矛盾
  平反昭雪，申冤洗耻
第三章  夙夜忧勤图新政
  朝政混乱，危机四伏
  满腔热血，以图新政
  忧勤惕励，夙夜焦劳
  重用袁崇焕，宁远、锦州兵变
  重视西学，崇尚科技
第四章  刻薄急切乱无常
  结党营私，明争暗斗
  心存芥蒂，罢斥诸臣
  贿赂成风，军政败坏
  加征剿饷，肆意勒索
  治国无方，反复无常
第五章  辽东失守边事乱
  五入长城，清兴反明
  总督降清，“灭寇”成泡影
  请和屈死，有口难辩
第六章  大顺寇烈宗殉国
  谷城再起，大获全胜
  兵败自杀，气数已尽
  西安建国，建元“永昌”
  吊死煤山，空余悲恨
第七章  天崩地解话南明
  北京称帝，西安立都
  冲冠一怒，为父报仇
  大清人关，修缮思陵
  南明小朝廷，腐败无能
  三度易主，真假太子
第八章  末代帝君宫闱事
  爱好多样，沉湎佛道
  生母早逝，尊亲之情
  笃爱后妃，寄希太子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崩地解>>

章节摘录

光宗八月一日登极后，从八月五日至二十一日，先后起用史继偕、何宗彦、刘一燝、韩煅、朱国祚等
人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同时召还万历时曾翊翼过自己的致仕内阁大学士叶向高。
这些人中，当时在京师的只有刘一燝、韩爌。
两人都是东林党人。
刘、韩入阁，使方从哲的势力有所削弱，为天启初年东林党人一度参政创造了条件。
    光宗致命的弱点是惑于女宠。
在做皇太子期间，为了寻求精神寄托，便沉湎酒色，恣情纵欲。
因而妃嫔很多。
    光宗即位后，内廷最活跃的人物要算郑贵妃和西李。
郑贵妃是神宗宠妃，神宗去世前，留居乾清宫，此时尚未移居。
    她是一个颇有心计的女人，深知光宗底里，为了巩固在后宫的地位，就从侍女中挑选8名美姬进献。
这8名美姬个个能弹会唱，纤巧动人。
光宗欣然收纳，如醉如痴，早把万历时的前嫌忘在脑后。
    她又竭力笼络西李，仅仅数日，居然胶漆相投，无所不言。
郑贵妃想做皇太后，西李想做皇后，于是由西李出面，向光宗恳请。
光宗最初还有些犹豫，但怎禁得宠幸再三乞请，便含糊应允，一日挨一日，仍未下册立的谕旨。
    八月十日，郑贵妃再次托西李催请，可巧光宗身染重病，时不便进言。
十二日，光宗病情未见好转，郑贵妃已急不可待，便以探病为名，又同西李催请册立日期。
光宗面对两个女人软磨硬泡，只得强撑着身子出殿，召见方从哲，命令从速具议。
方从哲自然一一应允。
    可当把旨意传到礼部，却受到礼部侍郎孙如游的抵制。
孙如游气愤地说：“先帝在日，并未册封郑贵妃为后，且今上又非贵妃所出，此事如何行得！
”接着上疏谏止。
光宗当然知道本朝制度：新君即位后，只能追封嫡母和生母。
现在自己的生母尚未追封，却要封郑贵妃，于情于理都不相合，于是不再提封太后之事。
郑贵妃自然不肯罢休，还要催促，无奈光宗病势日重，便在十四日派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
光宗的病由宣淫而起，用药自当培元固本，文升诊视后却谓邪热内蕴，当服通剂药。
何谓通剂药？
就是清内火的牛黄、石膏、麻仁之类。
光宗掏空之躯哪禁得住这杀伐猛剂，服药之后，顿觉腹痛肠鸣，泻泄不止，一日一夜竞至三四十起。
一连几日，光宗一泄如注，委顿不堪。
    光宗的病情很快传到朝廷之上，大臣们无不惊诧。
郭妃、王才人两家戚畹对西李专宠早就不满，现在更是走遍朝臣各家，泣诉光宗危急情状，言说郑、
李勾结，包藏祸心。
于是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均为东林党人）倡言于朝，并与吏部尚书周嘉谟（东林党人）一起往
见郑贵妃兄子郑养性，责之以大义，要他劝说贵妃移宫，并请收还封后的成命。
    养性迫于压力，入宫禀闻。
郑贵妃见人情汹汹，人言可畏，只得移居慈宁宫，封太后之旨也就作罢。
    不久，光宗再次召见大臣。
首先传谕册立西李选侍为皇贵妃，接着嘱托臣僚辅佐皇长子朱由校为帝，最后谈到自己的寿宫。
    群臣闻听光宗安排后事，不知所措，只得称颂圣寿无疆，何遽至此？
    光宗又问道：“有鸿胪寺官进药者安在？
”原来在此之前，鸿胪寺丞李可灼言称有仙丹妙药可治帝疾。
李可灼被宣至，诊视后与御医及诸臣商榷，大学士刘一燝言其乡两人同服，一益一损，非万全药。
礼部侍郎孙如游言说，天子关系至大，不可轻用。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崩地解>>

可光宗决计服用，于是当着众大臣将药服下。
此药乃红色，故称“红丸”。
光宗服用红丸后，四肢和暖，思进饮食，遂命再进一丸。
次日五鼓，宫内传出急旨，召大臣火速人宫。
    当大臣急急忙忙赶到宫内，只听得哭声四起，光宗已经命归西天。
    “红丸”究系何物？
何以第一丸服下安然无恙，第二丸服下遽然而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谜。
    光宗在位一月而亡，有许多棘手的问题尚待大臣处理。
一是如何纪年。
当时有人主张削光宗年号泰昌不纪；有人建议去神宗万历四十八年，以本年为泰昌元年；还有人建议
明年为泰昌元年，后年为熹宗天启元年。
最后采用了御史左光斗的意见，以当年8月以前为万历四十八年，8月以后为泰昌元年，明年为天启元
年。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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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明林编著的《天崩地解》内容介绍：明光宗读书较晚，文化修养也不高。
在做皇帝前的39年中，他一直在压抑、孤独和苦闷中度日。
明光宗即位后，没有什么更新朝政、施展治国才能的宏大抱负。
如果说他的一朝还有什么可以称道的话，那么只能举出两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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