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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奇特”为主题，历述平民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比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平民皇帝汉高祖刘邦的出
身还要低微，经历还要传奇，他不蹈故常，由南扫北，收拾旧山河，重建大一统；他定都江南，营造
中国和世界第一大城；他废置丞相制，把皇权推向极致；他为子孙后世奠基定制用法，留下一座国祚
大大长于元、也稍长于清的大明王朝。
全书主题新颖，视野开阔，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实是一部迄今分量最厚重、运用独到笔法撰写的朱元
璋评传和明初开国史，其在“品明史”和进一步开展朱元璋研究方面具有开先意义和较重要价值是不
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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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渭源，历史学硕士，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编审，南京文化品牌《市民学堂》、电视讲坛《金陵往事
》主讲人。
发表学术论文十多篇，代表作有：《马克斯·韦伯与中西传统社会结构对比研究》《论西画东渐对明
清中华帝国社会的影响》等。
撰写本书第2～4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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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奇特的长相　朱元璋画像之谜第2章 奇特的出身　朱元璋身世之谜　朱元璋到底是哪里人？
——“奇多”的出生地　怎么有人说朱元璋是真龙天子？
——“奇特”的出世　历史上都曾开创大一统帝国的、祖籍又都是徐州的　平民皇帝刘邦与朱元璋之
相同与不同点第3章 奇特的经历　小和尚·叫花子·起义军统帅·大明皇帝　野趣盎然的乡村牧童生
活(16岁之前)　主意多多的乡村牧童　享位35年的天命与35条鱼有何关联？
　苟富贵，勿相忘？
　四处漂泊的叫花子生涯(17岁-25岁)　少时朱元璋心目中的英雄　撕心裂肺的心痛　六根清净的寺院
里极不平静的生活　走四方，路迢迢，野茫茫　饿不死的叫花子与“凌霜侯”　未元璋究竟要饭要了
几年？
　8年乞讨流浪生涯与朱元璋的性格特征　元末农民大起义(1351-1368)　民族歧视·阶级矛盾·腐败·
财用枯竭　“变钞”“开河”——大元帝国火药桶上的导火索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莫
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　朱元璋投奔红巾军成为安徽地区农民起义军的副统帅(25岁-30岁)
　精神王国里的国王，心理大战的常胜将军　想做良民、顺民都不让做!　6次摇卦下定决心投奔起义
军　朱元璋的意想不到的两个“福”　贫民皇帝的一世情　“眼泪到了七家湾”，南京七家湾地名由
来的第一个版本　朱元璋成功的六大秘笈　第一个秘笈：勇敢善战，机智灵活　第二个秘笈：阅历丰
富，透彻人性　第三个秘笈：眼光远大，城府很深　第四个秘笈：不断进取，韬光养晦　第五个秘笈
：整顿內部，强化军纪　第六个秘笈：目标明确，战略得当第4章 奇特的统一进程　先西后东 先南后
北　中国古代史上一道奇特的风景：大明帝国奇特的统一进程——由南向北　以应天府为中心，实现
长江下游的局部性统一(1356-1360)　刘伯温出山，朱元璋有了自己的“张良”　东线——尽力“忽悠
”　南线：猛烈痛击　北方：“自愿归顺”　西线：留意动静　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1361-1367)，共
计6年　“先西后东”的战略思想——先灭陈友谅(1361-1364)　陈友谅与朱元璋的第一次大交
锋(1361-1362)——应天大捷、安庆争夺战、江州大捷、洪都得失　陈友谅与朱元璋的第二次大交
锋(1363-1364)——洪都之战、都阳湖大战、武昌围城　鄱阳湖大战　先西后东的战略思想一一后灭张
士诚(1365-1367)，统一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　北伐中原，统一全国(1367-1387)　羚羊与土狼　“防火
墙”没有了一一北方红巾军的败亡　北伐中原 推翻元帝国　大明帝国的建立　剪除割据 统一全国　
为什么偏偏是朱元璋重建“大一统”，而不是陈友谅或张士诚？
第5章 奇特的开国建都　难道是迷信的朱元璋错了？
　大明帝国的开国大典与大明帝国的建立　廖永忠他们控制、控制、再控制，最后就是没有控制住—
—小明王死了　千呼万唤始出来——朱元璋称帝　南京朝天宫与北京朝天宫　南京明故宫的开国大典
与大明帝国的建立　大明帝国为什么要定都南京——朱元璋建都南京之谜　魔鬼的咒语——在南京建
都的朝代寿命都不长？
　南京成为大一统帝国都城的两大亮点——号称虎踞龙蟠的南京当真不能成为都城吗？
　大明帝国最初定都南京的四大缘由　都城决胜PK，南京“力挫”诸雄　中世纪世界最大的城市和最
大的皇宫——南京和谜雾重重的明故宫　明故宫的四个谜团　解谜——皆因迷信“龙气”好风水　明
代南京京城与皇宫的四人奇特之处　朱元璋营建明皇宫与南京城的三大宗旨　南京明故宫——北京故
宫(复制品)的“原件”　明故宫的内城——宫城　明宫城的4主门和8小门　明宫城內的主要建筑——
以纵轴为主线——“前朝五殿两楼”和“后廷三宫六院”　明故宫的外城——皇城　午门外御道两侧
的重要建筑：太庙和社稷坛　南京御道街与明故宫的端门　南京的承天门——北京的天安门　外金水
河、外五龙桥和长安街　明皇城四方位4主门与“马娘娘梳妆台”　洪武门——北京的中华门　明皇
城的纵轴线与绝对君主专制主义的灵魂　明都南京与明故宫的地位　为明故宫“翻案”——利玛窦见
证：明都南京和明皇宫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与最大的皇宫　明故宫“跑”到哪里去了？
　南京明故宫和明都南京城的历史地位　南京京城——一般意义上的“都城”　明代南京城墙——中
国目前现存的规模最大的古代城墙　南京城墙已经经历了60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它却巍然屹立，这是
为什么？
　南京堂子街　明代南京京城十三城门和城楼　南京外廓城与十八门　明代南京城外的护城河　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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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罪牛首山，杖击一百成笑话　明代南京城外的外廓城修建　明帝国南京城内的区划　高干富人区　
手工业区、商业区——南唐皇城四周　宗教文化区　军事区——大小教场、马群、苜蓿园　皇家陵园
区　风景区　大明帝国定都南京的意义　定都南京的大明帝国为何取名为“大明”？
第6章 奇特的政治国策(一)　废除相制 君主集权　元明以前的“三省制度”与相权分立　中国传统社
会宰相制度的发展规律与特征　唐宋时代是中国传统社会宰相分权制度的理性成熟阶段　朱元璋废除
中书省宰相制的主要原因　大明开国初期13年惊心动魄的相制立废　朱元璋与刘伯温、宋濂等为首的
“浙东文人圈”的关系　朱元璋与李善长等为首的“淮西集团”的关系　朱元璋废除沿袭了1500多年
的丞相制　清除宰相制度的余波——李善长之死　《昭示奸党录》——“该死”的全死了，可事情没
完，还须清算　600年前的历史疑案——李善长死得冤不冤？
　《洪武宝训》——从人们心理上和制度上彻底清除丞相制——历史的谜底　朱元璋的遗产之一——
分权与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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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7章  奇特的政治国策(二)官僚规制  分权翩衡地方改制三级与“三司分权”明朝初年的地方行政机构
和制度改革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朱元璋将元朝的地方四级行政制精简为三级行政制从精简行政
层级这个层面来说，朱元璋的改革没有多大的新意。
中国历史上早已有过许多这样的先例。
大凡在王朝中后期，中央政权对地方的管辖力和渗透力日益减弱，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许多王朝中后
期的中央政权往往采取增设地方行政级制，例如汉朝后期就是在原来的郡县两级制的基础上再加上“
一顶帽子”州这一最高的地方行政机构，但实际行政效率反而变得更差了，因为王朝中后期往往是政
治腐败，上梁不正下梁歪，行政效率低下不是靠增设行政机构就能解决的，这是中国历代王朝发展中
的“通病”，而且这个“病”一般都病得不轻，无法靠自我反腐、自己治疗来解决的，必须通过农民
大起义或政治大动荡之类的大手术来彻底“清淤解毒”，使社会更新——新王朝的建立。
这是中国历代王朝通常出现的第一道风景。
中国历代王朝发展的第二道风景，那就是新王朝立国稳定后，总是借鉴前一朝的成败之教训，对原先
直接沿用的前朝行政体制进行针对性的简化或改革，当然这样做的中心宗旨是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
集权。
元朝的地方行政实行行省、路、州和县四级制，朱元璋时将“路”这一级行政机制给废除了，简化成
地方省、府(州)和县三级地方行政建制，传达与奉行政令更加便捷了，行政效率相对提高了。
从此明清帝国地方行政一直维系三级建制的基本格局，直至现在已经有600多年了，我们依然实行的是
地方三级行政级制，由此可见朱元璋对地方政制的深刻影响。
第二个层面：朱元璋将元朝的地方省级“集权”机制改为地方省级“三权分立制”从中国历代政治制
度的发展演变角度来讲，细心的人们往往能看到中国历代王朝发展的第三道风景，那就是一般来说，
后一王朝往往比前一王朝更趋强化中央集权，所以越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后期，中央集权的强化越厉害
。
但也有特例。
明朝开国初年是沿袭了元朝的行政机构体制，连名称都基本上一成不变地照用。
但问题是元朝是个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帝国，这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对经济文化发达的
民族的征服后出现的尴尬又无奈的结果，而元帝国恰恰是汉化——实际上是先进文明化做得极其不成
功的，元朝统治近百年，到末代皇帝元顺帝时大多蒙古贵族连汉语还不会说，更不要说吸收以汉民族
为主体的中原优秀文化精华，他们充其量学了点中原文化的皮毛。
前面说到的，元代将中央行政制度中“三省分立”的丞相制变为了实际上一省制——中书省，中书省
尽管设立了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许多官职，但实际上他们的地位、职权是不相
同的，其中的右丞相的地位与职权最大，可以不夸张地说近似于“二皇帝”，由此我们说朱元璋对中
书省与丞相制那样深恶痛绝，并不完全是朱元璋猜忌与独断所导致的。
同样元朝对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也是有很大问题的。
元朝除了中书省直接管辖的地区——“腹里”外，全国其他11个地方都设立了行中书省，行中书省顾
名思义就是在某地行使中央中书省的权力，是中央中书省的派出机构，既然这样，地方行中书省的机
构与官员设置也应与中央的中书省相对应，因此地方行省中都应该有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
参知政事，换句话来说，地方行省的右丞相是无与匹敌的一把手。
因而我们就会发现有关元朝的史书上丞相到处都有(每个省)，就好比我们现在到处可见的“相当于处
级或处级待遇”或相当于副教授、教授级别的特别多。
这些地方丞相们总揽一个省的军政刑名等大权。
这种地方“一把手”制度很容易造成地方上有人一手遮天，一手遮天很容易滋生腐败，元朝为什么亡
得很快，与此“一把手”制度的设置不无关系；同样“一把手”制度也容易造成地方坐大，不去理睬
中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后来元末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时，中央似乎不能号令地方一致行动，
最终使得农民起义烈火越烧越旺。
假使元末农民起义后来被镇压了，这种地方行中书省很可能演化成地方上的割据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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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2年我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来到了十朝古都南京，从事起新闻出版工作。
十几年来，我对我的专业——明清史研究一直不忍割弃，承蒙金陵图书馆的袁文倩主任和郁希老师的
看重，2005年5月我受邀在“金图”开讲《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取得了南京市民的认同；同年10月我
再次受邀到“金图”去作《明王朝与古都南京》的讲座。
这下可就讲出“名”了，后来我在南京的几所大学、南京国际旅行社、江苏中国旅行社等单位和机构
多次开设了西方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大明王朝与古都南京等方面的讲座。
2007年3月南京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找我，邀我上“市民学堂”，作《大明王朝与古都南京》的讲座。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整个大行宫会堂挤满了人，甚至连通道里都有听众，我知道，这是市民朋友对我
的莫大的肯定。
没过几天，南京市委宣传部的叶皓部长和龚冬梅科长等领导又给我这个党外人士“布置？
了新“任务”——邀请我在“南京市宣传系统处级以上的干部学习会议”上作《明文化与南京》的讲
座。
要说南京市宣传系统的领导重视传统文化传播的事情还真是不胜枚举，尤其是南京电视台的陈正荣副
台长、新闻综合频道的傅萌总监，他们的做事风格雷厉风行，令我惊叹不已。
大约是2007年4月吧，他们派了编导李健先生找到了我，说起了他们要新办一个大型电视文化讲坛栏目
，叫《金陵往事》，要我首讲《大明王朝在南京》。
说实在的，在中学和大学的讲台上站了不少于十年的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自己“进”电视这档子事，而
且一讲居然讲了3个多月。
由于每晚都有播出，很快全市的市民朋友就“认识”了我，每当我上街时，有市民朋友见了，总对我
笑眯眯，有的记不住我的名字，就问：“你是不是讲朱元璋的那个老师？
什么时候你能将讲稿出版出来？
”还有热心的市民跑到电视台去问我的联系方式。
南京市民的抬爱使我感到除了“压力”外还有一种责任——出版我的讲稿。
但在撰写过程中我首先碰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过去我们的历史书多是严肃的、学术性的，如果承袭之，那就势必将原本轻松、活泼的风格又变成了
象牙塔里的佛像(严肃有余)，这就辜负了广大观众的厚望了。
再说，从我个人的学术成长道路看，我最要感谢的倒不是某部学术巨著，而是两部通俗读物：《东周
历史故事新编》和《前后汉历史故事新编》，我对历史的爱好是从这两部书开始的。
实际上，许久以来，我也曾想学学林汉达先生的做法，将象牙塔里的东西“转变”为大众读物，但由
于本人天资不高，又不够勤勉，这种想法一直没有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
而自接受市民朋友的“重托”起，我又重新拜读起林汉达老先生的大作来，研究其写法技巧，开始写
作本书。
说到这里，我要感慨地说：南京是个名副其实的“博爱之都”。
我一个外乡人写明朝在南京的开国史，居然受到南京这么多朋友的帮助，而且这些帮助我的人大多一
开始与我都是萍水相逢，在此，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里尤其要感谢南京市委宣传部叶皓部长、理论处的龚冬梅科长、汲智和万胜两先生、南京电视台的
陈正荣副台长、傅萌总监和东南大学出版社的江汉社长、徐启平总编、谷宁主任等领导的关怀；感谢
金陵图书馆的袁文卿主任和郁希老师、东南大学的刘庆楚老师、南京电视台的编导刘云峰先生和南京
明孝陵向阳鸣主任和姚筱佳小姐、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吕风华小姐、陆正国先生、文军先生、新华报
业集团的姜春瑜主任和黄燕萍、吴昌红两女士、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李崇新副教授、南京财经大
学的霍训根主任、江苏经贸职业学院的胡强主任、江苏文史馆的丁俊先生等朋友给我的帮助；当然，
我还要感谢我的硕士研究生时代的老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对我的学术启蒙和刘学照教
授、陈卫平教授对我的学术指导。
刘学照老师年近八旬，身体又不是太好，但当我提出要他为我的作品作序时，他欣然接受了，实在令
我感动不已，我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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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要感谢的是本书所参考、引用的一些著作的作者，正是由于他们的著作，才使本人的“正果”
得以“修成”——本书的出版。
为了表示我对这些专家、学者的尊重与敬意，一般我都在书中标明了参考出处，但“愚人”千虑必有
一失，为了防止这“一失”，本书将所引用或参考的今人著作全部列在《参考书目》之中(古籍我就不
再标明了)，特此说明！
马渭源于大明帝国黄册库——南京玄武湖畔陋室居 200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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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东南大学出版社新出的《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奇特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卷(下))》一书中，马渭源
以独特的视角讲解了大明帝国在南京的诸多问题。
大明帝国建都南京之谜、大明帝国定都南京的意义与历史评价；明清500多年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
传统就是从南京开始的⋯⋯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大明帝国在南京的这段历史很短暂，其影响也就很小
。
其实不然，要知道明清500多年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传统就是从南京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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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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