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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永乐王朝的储位之争到了你死我亡的地步，因运粮失期而摇摇欲坠的东宫成功将朱瞻基推上了皇
太孙的宝座而保住了地位。
这逼得朱高煦不得不孤注一掷，预谋发动兵变夺取帝位。
这一逆天之举败露后深深刺伤了永乐的心。
而白莲教之乱、瓦刺壮大、交趾叛乱等问题一度成为朝廷大患。
永乐励精图治十九年后，大明王朝正式迁都北京，定鼎了华夏盛世的巅峰。
而一手缔造这一辉煌的永乐也垂垂老矣，在第五次亲征漠北之时，朱棣终于油尽灯枯、龙驭上宾⋯⋯
一代帝王的传奇历史画下了完美的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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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殷明，号江汉逸士，楚人，武汉大学毕业，自幼研习文史，迄今逾二十载。
遍览经史典籍之余，渐萌笔耕之念，欲以文学之法，怡人之性情，兼矫史家曲笔，并载笔者思道。
遂穷十年之力，作此《永乐风云》，再现六百年前华夏文明峥嵘岁月，重塑一代雄主永乐大帝傲世真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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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朱高炽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一个多月前，大清河决堤、粮车被阻于东平的急报送进了京城。
高炽接报，惊得几乎昏厥。
他知道这二十万石粮对漠北大军，对父皇意味着什么。
接下来的几日里，这位监国太子急得就如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向山东发旨，命地方官府赶紧堵住缺
口。
缺口被堵上了，但大水冲毁了官道，一时难以修复，粮队始终出不了东平州城。
消息传回，高炽急火攻心之下，顿时旧疾复发，卧床不起。
高炽这么一倒，留京辅政的蹇义、黄淮、杨士奇等几个大臣一下子慌了神。
如今运粮失期，漠北四十万将士乃至永乐本人危在旦夕，太子又在这关键时刻病倒，万一这两头都出
现最坏结果，那大明王朝立刻就会分崩离析！
想到这里，几人都不寒而栗，却又无计可施，偏偏还不能表露，只能暗暗着急。
就在众人几近抓狂之际，北京传来一个消息，让大家松了口气。
在张辅、夏元吉的努力下，总算又凑了一些粮食，并及时运到漠北大营，四十万将士仗此勉强渡过难
关，并平安返回塞内。
接得此报，众人不约而同地暗道一声侥幸，旋又赶紧进宫，将这个好消息禀报高炽。
高炽本在病榻上哼哼唧唧，听得此信，犹如吃了一服强心剂，精神大振之下，病情也随即好转。
没过几日，他又可以神采奕奕地视事理政了。
不过高炽的高兴并未持续太久。
御驾返回行在后，永乐立即给南京发来一道敕旨，除严斥高炽运粮延期之过外，还连带着对其监国理
政期间的诸般举措颇有微词，不满之情跃然纸上。
高炽看罢，顿觉挨了当头一棒，待回过神，他将敕旨再仔仔细细看了两遍，越看越觉得父皇有老账新
帐一起算的意思。
再细细一想，高炽又觉得无比委屈：运粮失期，是因为大清河突然决堤；至于所谓监国期间处事急躁
、不遵成规等种种话语，那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这多半是二弟朱高煦在父皇面前煽风点火，给自己下
的绊子！
不过眼下高炽也无以置辩：不管怎么说，运粮是自己的职责，中途出了岔子，这屎盆子只能扣在自己
头上。
至于举措不当等鬼话，眼下父皇远在北京，自己就是想解释也不可能，只有等御驾回銮再做计较。
不过这些都还不是关键，最让高炽心惊肉跳的是，他从上谕中感觉到了父皇或已生废储另立之意。
其中“⋯⋯观尔处事，不及尔二弟多矣⋯⋯”一句，让高炽一连多日都睡不着觉。
“怎么办⋯⋯”高炽茶饭不思。
本来，丘福等人的死，曾让他大大松了口气，但这一次变故，又将这位本就根基不稳的监国太子逼到
了悬崖边上。
他必须想办法扳回局面，但仅凭他一己之力，却又始终找不到扭转乾坤之法。
他需要旁人的提点！
“太子爷，杨大人和解大人到了！
”一个尖细的嗓音从门外飘进来，高炽闻言，立时精神一振，当即端正坐姿，大声道：“请他二位进
来！
”槅门打开，两个中年文官出现在高炽面前。
按永乐北巡前礼部议定之制，太子平日在午门左侧耳房视事，逢大事方御文华殿。
今天并无大事，但高炽却特地选了文华殿的东厢房召见臣属。
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今天他要召见的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臣子——交趾布政司右参议解缙。
解缙于两个月前回京述职。
当再看到这位曾经一手将自己推上太子宝座的解大才子时，高炽心中十分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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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缙是因为支持自己才招致高煦报复，本来，自己于情于理都应在他落难时帮他一把。
无奈当时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爱臣被流言所伤，最后被父皇贬到交
趾。
一个名动天下的大才子，却被放逐到交趾这种刚刚收复的不毛之地，高炽十分理解解缙内心的痛苦，
但却爱莫能助，只能在形式上多加安抚。
之前，高炽已见过解缙几次，但都是在午门左面的耳房，以监国的身份召见臣子。
今日，他有意将召见地点选在文华殿东厢房。
东厢房是东宫讲读之所，解缙还任右春坊大学士时，常在这里为他讲解《四书》，于此地重聚，表达
的是高炽仍以师礼待解缙的一番敬意。
不过高炽本是一番好意，可对解缙而言，反更增其伤感。
跨入东厢房门槛后，解缙望着四周曾经无比熟悉的陈设，联想到时下自己处境，只觉物是人非，不由
一阵唏嘘。
不过他很快平复了心情，只和陪自己前来的杨士奇一起上前，跪下叩首道：“臣解缙叩见太子殿下！
”“大绅师傅快快请起！
”高炽赶紧从座上起身，走到解缙跟前亲手将他搀起，又示意杨士奇平身，方对解缙温颜道：“师傅
是詹事府老人，何须如此客气？
”听高炽这么说，解缙眼眶一热，几乎就要涌出泪来，赶紧忍住了。
这时王三儿已搬了一把黄梨木交椅过来，高炽将他按到椅子上坐了，又让杨士奇在一旁的紫檀木凳子
上坐了，自己方回到案后坐下，三人闲叙了会家常，高炽忽然问杨士奇道：“宗豫师傅仍告病吗？
”杨士奇欠身道：“是的，说是偶感风寒，这几日一直在家疗养。
”高炽眉脚微微一跳。
自打解缙进京的那一天起，黄淮就一直称病闭门不出。
本来，当初京城盛传黄淮构陷解缙，高炽还决然不信。
可自那以后黄淮与人相处时却绝口不提解缙，似乎十分忌讳，这反而给人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
尤其是这一次，黄淮不早不晚选在解缙回京期间告病，这更显得其做贼心虚，高炽心中也愈发狐疑。
不过尽管心存疑虑，但理智告诉高炽，即便黄淮果真在解缙倒台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自己也只
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不仅是因为自己证据不足，且无权处置这位只是兼任詹事府之职的内阁阁臣；更重要的是，不管黄
淮对解缙如何，但起码他对东宫还是十分忠心的。
在高煦步步紧逼的当下，为了一个已然失势的解缙，而摒弃黄淮这样一位对父皇有一定影响的内阁要
员，这无疑是十分不合算的。
自己当然有义务为解缙洗刷冤屈，但那必须等到自己登基以后，而绝非当下，更不能因此把自己与黄
淮的情分搭上！
念及于此，高炽只能尴尬一笑，对解缙含糊道：“这两年黄师傅身子不好，你不要见怪！
”解缙蠕动了下嘴角，没有吭声。
若说高炽对于黄淮阴他一事还只是私下怀疑的话，自打得知流言内容的第一刻起，作为当事人的他就
知道这是黄淮的杰作。
解缙一向心高气傲，对于同僚兼好友的暗中陷害，他自然是既气愤又伤心。
不过有了几年被谪经历，他再为人处世起来，也显得沉稳老练许多。
解缙明白，自己终永乐一朝已无东山再起的可能。
而今唯一能指望的，就是高炽有朝一日登基为帝，再起复自己。
若现在就在高炽面前坦言当年事件经过，那无疑就是和黄淮彻底撕破了脸，必然会遭到他的疯狂报复
。
可如今自己远在交趾，而黄淮却身处庙堂，随时可以进出东宫，两人真要在高炽面前斗法，形势对自
己明显不利。
而且解缙本就心思玲珑，他设身处境，也大致能揣摩到高炽的态度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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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计较，解缙纵对黄淮有天大恨意，也只能按捺于心，不能有丝毫表露。
沉默半晌，解缙强挤出一丝笑容，道：“宗豫正是为国呕心沥血，方至于此。
待出宫后，臣便与士奇一道去他府上探疾！
”“大绅师傅是真君子！
”高炽最怕的就是解缙要与黄淮清算，这样他夹在中间必然左右为难。
而今听解缙这么说，高炽心中顿时大安，脸上浮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忽然，高炽心念一动，遂顺着这个话题又一叹道：“黄师傅其实是为吾所累！
自从得知大清河决堤后，他便日夜为漠北之事挂心。
直到父皇平安入塞的消息传回，他方松了口气，但紧接着又担心吾因此事遭父皇责难，百思无解之下
，终至忧郁成疾！
”解缙何等乖觉！
高炽刚一把话题引到决堤，解缙就明白，这里明说黄淮之病，其实却是拐着弯向自己打听如何挽回运
粮失期一事给东宫带来的不利影响。
解缙身居机要多年，掂量出此事对高炽伤害极大，若不能处置得当，东宫因此失位也不是不可能的。
高炽是解缙最后的希望，他当然要竭尽全力助其化险为夷。
这几日在京，解缙便一直在琢磨此事，心中也已有了主意。
此时见高炽发问，他遂也不犹豫，只不动声色地道：“心病还需心药医。
宗豫心忧殿下致病。
若殿下能平安化解此事，其自然会不治而愈！
”“师傅有何妙法？
”高炽见解缙一脸镇定，知其必有应对之策，眼光顿时一亮。
一旁的杨士奇也是精神一振。
见高炽和杨士奇都满脸期待地望着自己，解缙似乎又找到了当年赞襄国事、指点江山的感觉，心中颇
有些兴奋，说话的声调也提高了几拍：“回殿下，《老子》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孰知其极？
运粮失期之于殿下固是一块隐疾，但若能转化得宜，那殿下不仅能抵消其之不利影响，还会为天下苍
生做一件大好事！
”“哦？
”高炽赶紧追问道，“师傅这'转化得宜'四字当作何解？
”解缙脸上露出特有的诙谐笑容，不紧不慢地将自己的想法说了，高煦听了，将目光投向杨士奇，四
目相对，二人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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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看中国历史上最善权谋、最懂心术、最雄才大略的皇帝演绎风云传奇——二月河 天涯论坛 盛誉推荐
生于军旅，死于军旅，文治武功，远迈汉唐。
一代天骄，摧毁汉心，永乐大帝，重塑汉魂。
雄才大略，迁都北京，永乐大典，盛世中华。
七下西洋，天威浩荡，万国来朝，扬我国威。
——千古一帝 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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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永乐风云(第4卷):万代千秋》编辑推荐：首部详尽描绘明成祖朱棣恢弘一生的历史演义，重塑一代
雄主君王的傲世真容。
朱棣可称得上为“千古一帝”。
唐宗宋祖、一代天骄，较之于永乐大帝，要逊色许多，康熙乾隆，那自然是不在话下。
康熙称朱棣的时代为“远迈汉唐”。
1、出生军旅，死于军旅，1360年4月，正是朱元璋与陈友谅血战应天之时，朱棣出生了。
1424年8月，他死于第五次征战北元（蒙古）的途中。
2、亲冒矢石，战功卓著。
朱元璋手下名将如云，徐达、常遇春等，朱棣被他们的阴影笼罩。
然而无论是作为亲王，还是作为皇帝，朱棣都打过漂亮的仗，不在开国元勋之下。
3、民族英雄，王朝肱骨。
蓝玉案后，明军精英损失殆尽，朱棣硕果仅存。
北平成为抗元前线，肩负守边重任。
朱棣在一天，北元就休想卷土重来。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摧毁了汉族的脊梁骨，是朱棣重建了汉人的信心。
荡平蒙古，风卷残云，一雪前耻。
唐太宗李世民曾有白马之辱，宋朝一代始终被北方少数民族压制，抬不起头。
汉武大帝扬眉吐气，也只是依靠名将卫青、霍去病，自己并未快意恩仇。
4、科技强军，战术创新。
广泛使用火炮枪支弹药，建立三大营，其恐怖的战斗力，无人与其争锋。
沐英发明的火枪三排连放战术，领先欧洲战术经年。
拿破仑炮战艺术，远在朱棣军队之后。
5、雄才大略，战略眼光。
力排众议，迁都北平，创500年汉人定都北京历史，帝王巡边，京都卫国，开未来中国政治版图格局。
6、大国崛起，中国主导世界。
郑和七下西洋，足迹远涉欧亚非，尽显中国实力。
其功远在张骞出使西域，更让有清一代羞耻莫言。
三十二国进贡，天威浩荡，自此我中华民族扬眉吐气。
和平友好，不干涉内政，不建海外殖民地，文化交流，彰显大国雄心、信心和责任。
7、开疆拓土，祖国统一。
设立贵州布政司，控制乌斯藏，建立哈密卫，中国最大版图由此建立。
安南回归，以德服人，正义介入，开创国际争端新模式。
8、盛世修典，文化贡献。
永乐年（1403年）命解缙等人编纂《永乐大典》，动用文人儒臣3000余人，辑古今图书8000余种，使
明代国家藏书建设发展迅速。
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较之于之后的清《四库全书》，实为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
看中国历史上最善权谋、最懂心术、最雄才大略的皇帝演绎风云传奇，实力作家殷明【江汉逸士】耕
耘十载打造经典！
再现华夏文明峥嵘岁月，重塑永乐大帝傲世真容。
千古一帝——永乐生于军旅，死于军旅，文治武功，远迈汉唐。
一代天骄，摧毁汉心，永乐大帝，重塑汉魂。
雄才大略，迁都北京，永乐大典，盛世中华。
七下西洋，天威浩荡，万国来朝，扬我国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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