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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是已经逝去的社会生活的总和，而逝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社会生活又总是前后连续——
的，不顾前便不能知今，更不能瞻前。
所以，鲁迅先生有言：“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测将来，洞若观火。
”（《鲁迅全集》第四卷）　　历史是有思想、有灵魂的人类的生活史、奋斗史、发展史，就其本质
的主导方面而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从历史哲学的层面来看，“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
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如此认识，中国的古圣先贤早有滥觞，只要在古籍中稍加搜寻，就
不难找到很多。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论语》）“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易经》）“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学史。
”（龚自珍《尊史》）如此等等，读来无不深受启迪。
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的表述则更为激昂和切当：“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
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重视历史，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
”（恩格斯《英国状况》）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历史意识强烈而又有大量史籍史迹遗存的国家
，目前正处于一个振兴的时代，历史对国人的现实意义，自不待言。
然而，浩如烟海而又书之以文言的正史、杂史、野史和史论著作，很少有人能够通读。
仅以一部《二十四史》或《资治通鉴》，若无旷日持久之备，寻常人莫敢问津。
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些有见识的学者一直在积极地为广大青少年编写各种通俗历史读物，渐渐地蔚然
成风，至今已有相当的积累，如（《上下五千年》等较为大型的历史读物也有多种问世。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电视台开办的旨在满足大众趣味的历史讲座，还有一些历史剧，都获得了相当可
观的收视率。
一时之间，兴起了一个温度不低的“历史热”。
无疑，这对于普及历史知识，提高历史意识都大有裨益。
　　当然，如此规模宏大的文化活动不可能尽善尽美，一无疏漏，存在某些不足也在情理之中。
众所周知，“每个新的一代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重写历史”，每一次重写历史都是承续这筚路蓝缕的
一环，但是我们有责任尽全力跨越疏漏的草创阶段，奉献给炎黄子孙有关本民族发展脉络的最好的读
物。
　　基于这样的宗旨，我们首先将自己的叙说视为历史的还原和本来面目的恢复，坚决屏弃“戏说”
或“演说”式的眩惑。
要做到这一点难度颇大。
历史不可能重演，记载史实的文献零碎而各有其选择性。
为了把一件史实叙说得清楚而完备，我们往往不得不参阅多种史料，反复对勘、比较、分析，然后将
最接近史实的文字以现代汉语表述出来。
在这部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主要以《二十四史》为底本，辅以《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系
列史籍，参用历代笔记野史，择善而从。
即便是以某一人物传记为主的故事，我们也没有简单地将史书中形成的传记译成白话充数、一般都要
爬梳诸书，并在“书”、“志”和其他相关人物传记中钩稽史料，加以充实。
　　其次，我们深知，历史是一个大的系统，人物与人物、事件与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其间都存在着
复杂而有机的联系。
作为一个不断运动的进程，每一历史事件都有前因后果，决不能从中割断开来。
所以，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尽量避免孤立地叙述一人一事，尽量避免儿童故事式的简化叙事或茶余饭后
式的猎奇叙事。
于是，读者才能看到这套丛书中囊括的一千多个倚伏钩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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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其次，记载历史事实的文献鲜不受撰史者、评史者的制约，一些有名的评议常被附在文献上，
与之同在。
这很容易造成重写者叙说的偏离和歪曲。
显而易见者如《二十四史》传后的赞语，《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之类，这是较易于识别并处理
的。
而渗入历史人物与事件中观察角度、材料取舍和各种隐性评价，即所谓的文献的“选择性”，则是很
难剥离和剔除的。
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区别，常常就表现在这里。
为此我们颇感踌躇，既不免效法李卓吾（明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李贽）与古人对话，又不
能不勉力追随学术前沿的骏足，行文之间难免不呈露匆遽之态，唯望读者理解。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只有站在现在的顶峰，才能解释过去”，这是治史者的箴言，也是
叙史者的高标，我们愿以此与同好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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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历史意识强烈而又有大量史籍史迹遗存的国家，目前正处于一个振兴的时
代，历史对国人的现实意义，自不待言。
然而，浩如烟海而又书之以文言的正史、杂史、野史和史论著作，很少有人能够通读。
于是便有了这套《二十五史通讲》，《二十五史通讲：最无生机的王朝》为元、明、后金篇——《最
无生机的王朝》。
　　《最无生机的王朝》以正说历史为宗旨，主要以《二十四史》为底本，辅以《资治通鉴》、《续
资治通鉴》等系列史籍，参用历代笔记野史，反复对勘、比较、分析，然后将最接近史实的文字以现
代汉语表述出来，并在“书”、“志”和其他相关人物传记中钩稽史料，加以充实。
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五千年沧桑之通史，讲炎黄子孙一千余瑰丽多姿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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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惨败的对外扩张出使日本文永之役弘安之役占城之战三征安南大破缅国进攻爪哇元王朝对中国的
早期统治爱民忠君治水观天通惠运河书画大师察必皇后诬杀忠臣狱吏狠毒大都暴动掘墓戮尸“锋位”
风弱成宗守成皇孙聘师宫廷政变武仁授受从元仁宗到元宁宗恢复科举太后干政英宗即位邵庵先生南坡
之变二帝争锋天历之变兴兵夺权伯颜专权伯侄反目智逐权臣开河变钞只眼石人红巾军起义征讨徐州自
毁长城元朝覆灭与明朝立国和尚投军患难夫妻贤士来投如有神明渡江作战攻占集庆整饬军纪九字真言
三路北伐智囊刘基鄱阳大战即位称帝功臣恭谨朱元璋勤勉治天下节俭爱民严惩贪官刘基执法严防宦官
分封藩王道同冤死执拗御史赐死驸马特务统治与文字狱不言政事刺探阴事特务为相锦衣卫执掌廷杖禁
楼苦读钱唐抗疏捕风捉影“吴中四杰”南北考生案大肆诛杀固皇权丞相擅权云奇告变贤明皇后元勋被
诛剪除武将一网打尽装疯保命无罪被杀动辄杀人叔侄相残争天下培育太子议立皇孙大好人才成功削藩
早有异志朱棣装疯擒贼擒王围攻真定夺取大宁自沟河之役坚守济南离间之计京城陷落殒身不恤壬午殉
难牵衣索夫明成祖的文治武功《永乐大典》悲惨结局七下西洋出征漠北维护太子野心膨胀迁都北京“
蒯鲁班”特务猖獗朱棣骤亡从明仁宗到明宣宗仁宗暴卒话中有话李溶告变御驾亲征武夫下场“土木堡
之变”前后太监擅权草率出师皇帝被俘挺身而出拥立新皇保卫北京易储之议夺门之变于谦冤死罪魁授
首无作为与有作为的两位皇帝后宫易主密育皇子再不临朝后继有人西厂始末帝妃继亡弘治中兴勇斗皇
亲明武宗与大太监刘瑾弹劾“八虎”滥施淫威气焰熏天恶贯满盈皇帝称臣宁王造反平定叛乱擒俘闹剧
嘉靖一朝四十五年大礼之争四铁御史青词宰相首辅宝座壬寅宫变父子贪婪夏言被杀庚戌之变大小丞相
冒死上疏倭寇猖獗挥泪斩子荡平倭寇权奸倒台备棺上疏婉拒御史不徇私情历经三朝张居正内阁失和和
好安边太监告状雷厉风行险遭陷害“夺情”风波前后不一气傲才高管教皇帝扳倒冯保身后之事明神宗
治下的大明王朝国本之争“妖书”风波再起波澜梃击怪案痛打税监追缴谕旨党争之风回乡讲学关心国
事收复台湾将计就计平壤大捷露梁大捷努尔哈赤创建后金统一女真含恨起兵萨尔浒之战攻克沈阳再破
辽阳宫廷疑案与魏忠贤乱政红丸疑案移宫之案木匠皇帝暗害皇子“阉党”逞凶活人建祠“前六君子”
“后六君子”民众暴动铲除阉党明军将士力抗后金广宁失守放弃辽西独骑出关苦心经营决不后撤宁远
大捷皇太极即位宁锦大捷重返辽东日夜兼程反间之计忠臣入狱百年沉冤皇太极建立大清重用汉官“一
佛”独尊被迫投降孝勇双全三征蒙古巨鹿殉国援救锦州松山陷落俯首称臣摄政为王加速明朝灭亡的大
起义举旗造反诈降脱险荥阳大会潼关突围誓死追随书生造反烹杀福王奔袭襄阳三攻开封内部火并潼关
失守大明王朝最后的日子节俭自律“枚卜”事件相继执政学贯中西宁武血战拖延误国捐助军饷自缢煤
山李自成与吴三桂敬天爱民刑讯追赃书信劝降名妓圆圆出兵山海关石河交兵清兵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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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遭遇惨败的对外扩张　　出使日本　　早在元宪宗九年（1259），“东藩”高丽就已经臣服于蒙
古，与高丽隔海相望的就是日本，而日本居然对强盛的蒙古无动于衷，连通好的使者也不派一个。
这种情况让忽必烈很不满意。
他不能容忍近邻中有一个不肯臣服的国家，又想得到日本的黄金（当时日本号称“黄金国”），于是
在至元三年（1266）八月，派遣兵部侍郎黑的等人在高丽向导的引导下出使日本。
黑的等人坐船刚到巨济岛，就遭遇巨大的风浪，船只无法前进，他们只得原路返回。
　　忽必烈急于使日本臣服，便在第二年的六月，再次派黑的出使，同时严令高丽人一定要把使臣送
到日本。
高丽国王害怕蒙古使者出意外，就把黑的一行留在高丽，单独派遣起居舍人潘阜等人带上蒙古人的国
书前往日本。
　　当时日本处于镰仓幕府统治时期，掌握幕府实权的北条时宗派人把国书送到京都朝廷。
忽必烈在国书中以威胁的口吻暗示日本人，如果不派使通好，就要对日用兵。
蒙古兵的威名尽人皆知，日本满朝公卿大为惊慌，一连商议了六天也没有商议出个结果来，最后决定
由宰相（参议）执笔草拟复牒。
复牒写好后，朝廷派人送到幕府。
北条时宗却认为，蒙古人的国书中有不少失礼之处，比如把日本国王称为“小国之君”，不如不做答
复为好，于是把复牒扣住了。
　　黑的等人又白跑了一趟，这让忽必烈很恼火。
但忽必烈不死心，于至元五年（1268）十二月，第三次派遣黑的等人出使日本。
这一次黑的一行到达了日本的对马岛，却被日本方面拒绝入境。
黑的害怕无功而返惹恼了忽必烈，就抓了两个日本人回去交差。
　　见到那两个日本人，忽必烈对他们说：“朕让你们的国王来朝见，并非有意强迫，只是想名垂后
世而已。
”为了显示蒙古帝国的强大，他特地让那两个日本人浏览燕京名胜，参观即将完工的大都城。
然后，忽必烈又让中书省修了一封国书，交给那两个日本人带回去。
那两个日本人还真的不辱使命，把这封国书带回了日本，宰相又一次拟好了复牒，但又一次被幕府扣
押下来。
　　至元七年（1270），忽必烈在帮助高丽平定了林衍之乱后，又派陕西路宣抚使赵良弼以秘书监的
身份出使日本。
日本人向他索要国书，他说必须面交国王，日本人威胁他说：“大将军要带十万兵马来求取国书。
”赵良弼说：“不见到你们国王，宁可把我的脑袋拿去，你们也得不到国书。
”日本人拿他没有办法，只好把他送到对马岛上过了两年，但连京都都没有让他进。
赵良弼回国后，忽必烈仍不死心，又把他派往日本。
这一次他仍然被滞留在太宰府，第二年才回国。
　　文永之役　　忽必烈在七年之中先后五次派人出使日本，却没有得到日本方面只言片语的回复，
这让忽必烈恼羞成怒，于是下决心用武力征服日本。
他下令在高丽成立征东元帅府，积蓄粮草，打造舰船。
为了赶速度，船型没有采用坚固的中国式样，而是采用了简单的高丽式样。
　　至元十一年（1274）八月，忽必烈任命忻都为征东都元帅，率领蒙、汉、高丽兵及水手共三万两
千余人，东征日本。
　　元军初战顺利，很快就攻占了对马岛、壹岐岛，随后分兵两路在博多湾（今日本福冈附近）登陆
。
西路元军登陆后，在百道源与少贰景资大将率领的一万九州军接战。
当时的日本武士还沿用传统的战法，先放射“呜镝”（一种射出去有尖厉叫声的箭）表示进攻开始，
然后一名武士单骑冲到阵前挑战，最多也就是一个武士带着几十个家兵发起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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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套对于四处侵略的元军完全不管用，他们使用的短弓射程很远，大约有200米左右，而日本人使用
的弓还射不到100米。
另外，元军的箭头上有剧毒，哪怕擦破一点儿就可能是致命伤。
正当很多日本武士在远处呀呀怪叫的时候，毒箭已射穿了他们的身体。
　　最让日本武士吃惊的是元军的火炮。
当时日本人还不知道火药为何物，每次听到火炮的巨大轰鸣，看见炮弹爆炸时发出的强烈闪光，吓得
魂飞魄散，没等开战就争先恐后地往回逃。
　　这一战日军损失惨重，百道源战场上日军伏尸累累，箱崎被元军完全占领，就连祭祀军神的箱崎
八幡宫也被元军焚毁。
　　在追击途中，元军副帅刘复亨中箭受伤，这时天色已晚，元军便停止了进攻。
忻都元帅下令全军撤到战船上过夜。
不幸的是，当晚海面上刮起了一场台风，构造简单的高丽船禁不住巨浪的摇撼，有的相互撞击，有的
被撞到岩石上而沉没。
元军有13500余人掉进海里淹死了。
第一次日元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这一年是日本龟山天皇的文永十一年，所以日本史书称之为“文永之役”。
　　弘安之役　　虽然对日作战失利，但忽必烈迫使日本臣服的决心没有变。
至元十二年（1275）二月，忽必烈再次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出使日本。
杜世忠一行顺利地到达了镰仓，却被日本人全部斩首。
至元十六年（1279），忽必烈派出的另一批使臣又在博多全部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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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无生机的王朝》通过一个个倚伏钩连的故事，力图还原元、明、后金时代的正史，让读者朋
友们能够真正了解中华五千年中的这一段《最无生机的王朝》。
　　元朝时期是中国疆域版图最为宽广的鼎盛时期，成吉思汗戎马一生打回了元代江山，然而兴亡转
变只经历了短短白余年。
后朱元璋网络天下志士建立明王朝，并且勤治天下，但明晚期却因宦官当道，名不聊生。
就在明王朝不断衰落的是偶，努尔哈赤在东北建立的后金成为它新的强敌，无奈明王朝无法抗金，使
得明王朝衰败趋势日益严重。
努尔哈赤虽以勇武立国，却不及皇太极善用人心与文化谋略，最终清兵入关，明朝彻底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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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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