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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晗论明史》汇集了明史大家吴晗多部关于明史研究的作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编排整理，
更加完整、精炼地向读者展示出大明朝历史的华卷。
本书涵盖了明朝政治、制度、社会、人物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以真实史料为基础，深刻揭示了明朝历
史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脉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同时，书中文字通俗易懂，可读性极佳。

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政治大势”，系统地展示了明太祖建国、明成祖迁都北京、明初的恐怖政治、晚明流寇
等明朝历史主线及重大事件；第二部分为“制度变迁”，详述了明代的军兵、锦衣卫和东西厂、科举
情况和绅士特权、明初卫所制度之崩溃等明朝的各大体系制度变化；第三部分为“世情百态”，讲述
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郑和下西洋、明代之农民、记大明通行宝钞、《明史》小评等经济、文化、社
会各方的问题；第四部分为“风云人物”，收录了明朝几位代表性人物的生平故事，如海瑞、戚继光
、谈迁、魏忠贤、顾炎武等，由这些人物故事亦可一觑当时的历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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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晗（1909-1969），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原名吴春晗，字伯辰，笔名语轩、酉生等，浙江金华义乌人。
毕业于清华大学，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为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
全国政协常委。

吴晗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尤精于明史。
大学期间，他写下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
、《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青睐。
后出版《朱元璋传》而知名海内外。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主持了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以及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
随后又主持了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
他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亲自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
其代表作有《朱元璋传》、《读史札记》、《论明史》等，俱为明史研究的权威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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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政治大势
 明太祖的建国
 明成祖迁都北京
 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
 胡惟庸党案考
 明初的恐怖政治
 明成祖仁宗景帝之死及其他
 北“虏”南倭问题
 东林党之争
 论晚明“流寇”
 建州女真问题
第二编 制度变迁
 明代的军兵
 明初的学校
 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
 明教与大明帝国
 明代的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
 明代的殉葬制度
 明初卫所制度之崩溃
第三编 世情百态
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郑和下西洋
明代之农民
明代的奴隶和奴变
明代的新仕宦阶级，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关系及其生活
记大明通行宝钞
《明史》小评
《明史》中的小说
《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
第四编 风云人物
明代民族英雄于谦
海瑞的故事
论海瑞
况钟和周忱
戚继光练兵
衍圣公和张天师
献身于祖国地理调查研究工作的徐霞客
谈迁和《国榷》
关于魏忠贤
“社会贤达”钱牧斋
阮圆海
爱国学者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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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编政治大势 明太祖的建国 首先，我们应该弄清国家的含义。
近几年来的学术讨论中，有人往往把我们这个时代关于国家的含义等同于历史上的国家的含义。
这是错误的、不科学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包括政府、土地、人民、主权各个方面。
由于政权性质的不同，国家可以分为好几类，有人民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等等
。
历史上国家的含义就跟这不一样。
简单地说：历史上的国家只能是某一个家族的政权，不能把它等同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国家。
曹操的儿子曹丕临死前写了一篇遗嘱，说：自古无不亡之国。
这里所说的“国”是什么呢？
就是指某个家族的政权，是指刘家的、赵家的、李家的或者朱家的政权。
这些政权经常更替，一个灭亡了，另一个起来。
所以曹丕说自古无不亡之国。
但是一个政权灭亡了，当时的国家是不是也灭亡了呢？
没有。
譬如汉朝刘家的政权被推翻了，曹操的儿子做了皇帝，还是有三国，我们的历史并没有中断。
曹家的政权被推翻了，司马氏做了皇帝，国家也没有灭亡。
所以，历史上的所谓亡国，就是指某一个家族的政权被推翻，国家还是存在的，人民还是存在的。
因此我们所说的明太祖建国，也是指他建立的朱家的政权。
这个国跟我们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本质的不同，它只代表一个家族、一个集团的利益，而不代表
整个民族的共同的利益。
把这个含义弄清楚，我们才可以讲下面的问题，就是朱元璋的政权依靠的是什么。
 一、土地关系问题 要讲土地关系问题，不能不概括地讲讲当时的基本情况。
在十四世纪中叶，大致是从1348年到1368年的二十年中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
规模之大，几乎遍及全国，从东北到西南，从西北到中南，到处都有农民战争发生。
不单是有汉族农民参加，各地的少数民族也参加了，如东北的女真族（就是后来的建州族）、西南的
回族都参加了斗争的行列。
时间之久，前后达二十年。
战争激烈的情况，在整个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在二十年的战争中，反对元朝的军事力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体系：一支是红军。
因为参加起义的人都在头上包一块红布作为标志，在当时政府的文书上称为“红军”，也有个别的叫
作“红巾军”。
这是反对元朝的主要力量。
现在有些历史学家不大愿用“红军”这个名称，大都称为“红巾军”。
大概有这样一个顾虑：怕把历史上的红军同我们党建立的红军等同起来。
在我的记忆里有这样一件事：大约二十年前，国民党政府的一个什么馆，要我写明史。
书写好之后交给他们看，他们什么意见也提不出来，最后说：你这上面写的“红军”改不改？
要改就出版，不改就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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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蒋先生（蒋廷黻）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
⋯⋯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
。
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已读得一代全史之后，可以试作“专题研究”之小论文，题目越小越好，要在“小题大做”，可
以得训练。
千万不可做大题目。
⋯⋯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
　　——胡适于1931年9月12日写给吴晗的信件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明史研究的高峰，现在要
找能够与那个时代的明史学者如吴晗、郑天挺、孟森并驾齐驱的人很难。
　　——樊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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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吴晗论明史》编辑推荐：史学大家吴晗，专研数十载，细说大明三百年。
明史研究第一人吴晗先生集大成之作，揭秘汉家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风貌。
真实、完整再现大明王朝的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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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蒋先生（蒋廷黻）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
⋯⋯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
。
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已读得一代全史之后，可以试作“专题研究”之小论文，题目越小越好，要在“小题大做”，可
以得训练。
千万不可做大题目。
⋯⋯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
——胡适于1931年9月12日写给吴晗的信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明史研究的高峰，现在要找能够与那个
时代的明史学者如吴晗、郑天挺、孟森并驾齐驱的人很难。
——樊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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