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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很喜欢历史，喜欢那些过去的人和事，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回味，在我
第一次接触历史的二十年之后，我开始动笔，写下了下面的这些文字，写给我自己，也写给所有喜爱
历史的人。
　　这篇文章我构思了六个月左右，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
，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写法和对人物的心理分析，以及对当时
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些评价。
　　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是描写正史的，资料来源包括《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
史纪事本末》等二十余种明代史料和笔记杂谈，虽然用了很多流行文学的描写手法和表现方式，但文
中绝大部分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甚至人物的对话都是有史料来源的，为了文章的流畅，出处就不一一
列出了。
　　我写文章有个习惯，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
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写的算什么体裁，不是小说，不是史书，但在我看来，体裁似乎并不重要。
　　我想写的，是一部可以在轻松中了解历史的书，一部好看的历史。
　　仅此而已！
　　好了，就此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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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朝那些事儿》这篇文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
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
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
德的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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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当年明月，副研究员，明史学会会员，青年历史学者，畅销书作家，所著作品《明朝那些事儿》
销量过五百万册，为三十年来最畅销之史学读本，位列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2007—2008年度系列畅
销书第一名，该系列作品已被译为日、韩、英等多国文字出版发行，并担任国内多家电视台文史类节
目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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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朱高炽的勇气和疑团　　历经千辛万苦的大胖子朱高炽终于登上了皇位，定年号洪熙。
　　事实证明，这个体态臃肿的大胖子确实是一个仁厚宽人的皇帝，在他那肥胖残疾的外表下，是一
颗并不残疾的，温和的心。
　　他登上皇位后，立刻下令释放还在牢房里面坚持学习的杨溥同学，并将其召入内阁。
此时杨士奇和杨荣已经是内阁成员。
明代历史上最强内阁之一——“三杨”内阁就此形成。
 　　但此时一个问题出现了，虽然大家都知道内阁是皇帝最为信任的机构，其权力也最大，但由于这
些内阁成员仅仅是五品官，要让那些二品尚书们向他们低头确实是很难的。
　　这个问题看似很容易解决，既然如此，那就改吧，把内阁学士提成二品，不就没事了吗？
　　事情哪里有那么简单！
你说改就改？
你爹留下的制度，尸骨未寒，你就敢动手改造？
正统的文官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是很有道理的。
　　可是不改似乎又不行，问题总得解决啊。
　　在这个世界上的无数国家民族中，要排聪明程度，中国人绝对可以排在前几位，而其最大的智慧
之一就在于变通。
这样做不行，那就换个做法，反正达到目的就可以了。
　　所谓此路不通，我就绕路走，正是这一智慧的集中体现。
　　朱高炽没有改动父亲的大学士品位设置，却搞了一套兼职体系。
　　他任命杨荣为太常寺卿，杨士奇为礼部侍郎，金幼孜为户部侍郎，同时还担任内阁大学士。
这样原先只有五品的小官一下子成了三品大员，办起事情来也就方便了。
　　目的达到了，父亲的制度也没有违反，从此这一兼职制度延续了二百多年，并成为了内阁的固定
制度之一。
　　这类的事情在之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每看及此，不得不为中国人的智慧而惊叹。
　　登基后的朱高炽并没有忘记那些当年和他共患难的朋友们，洪熙元年（1425），他用自己的行为
回报了他的朋友。
　　在一般人看来，皇帝回报大臣无非是赏赐点东西，夸奖两句，而这位朱高炽的回报方式却着实让
人吃惊，在历代皇帝中也算极为罕见了。
　　同年四月的一天，朱高炽散朝后，留下了杨士奇和蹇义，他有话对这两个人说。
　　在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之中，无数人背叛了他，背离了他，只有这两个人在他极端困难的情
况下，依然忠实地跟随着他，杨士奇自不必说，蹇义虽然为人低调，却也一直在他身边。
　　年华逝去，大浪淘沙，这两个历经考验的人决不仅仅是他的属下，也是他的朋友。
　　朱高炽注视着他的两个朋友，深情地说道：“我监国二十年，不断有小人想陷害我，无论时局之
艰难，形势之险恶，心中之苦，我们三个人共同承担，最后多亏父亲仁明，我才有今天啊！
”　　回顾以前的艰难岁月，朱高炽感触良多，说着说着竟流下了眼泪。
　　杨士奇和蹇义也泣不成声，说道：“先帝之明，也是被陛下的诚孝仁厚所感动的啊。
”　　就这样，经历苦难辛酸的三个朋友哭成一团。
　　在我看来，这种真情的表述远比那些金银珠宝更能表达朱高炽的谢意。
　　朱高炽没有辜负杨士奇的期望，他确实是一个好皇帝。
　　虽然他是一个短命的皇帝，皇位还没坐热，就去向他父亲报到了，但在其短短一年的执政时间内
，他。
。
。
（以下略去若干字），保持了大明帝国的繁荣。
　　为什么要略去呢，因为这些夸奖皇帝的内容千篇一律，什么恢复生产，勤于政务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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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套话废话我实在不愿写，大家估计也不喜欢看，如有意深入探究，可参考相关教科书。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皇帝的本分事情，而真正能够体现朱高炽的宽仁并给他留下不朽名声的，是
这样的一件事：　　我们已经说过，朱棣是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去世的，根据规定，如无特殊
情况，皇太子在父亲死后可以马上登基为帝，但是，绝对不能马上将当年改换成自己的年号元年，必
须等到第二年，老爹的尸体凉透了，才能立下自己的字号。
　　比如朱棣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去世，朱高炽立即即位，并有了自己的年号洪熙。
从七月到十二月，实际上已经是他的统治时期，但这段时间还是只能算在永乐二十二年内，只有到第
二年（1425）年，才能被称为洪熙元年。
　　在这段时间内，是皇太子们的适应期，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走出自己父亲的影子，一般在这段时
间内，新皇帝们还不敢太放肆，对父亲们留下的各项命令政策都照本宣科，即使想要自己当家作主，
改天换地的，也多半不会挑这个时候。
　　可是就是这个忠厚老实的朱高炽，在尚未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在这段时间内，就敢于更改自己父
亲当年的命令。
　　这在当时的很多大臣们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但在我看来，朱高炽的这一改实在干得好，干得大快人心！
　　十一月的一天，朱高炽突然下达诏令，凡是建文帝时期因为靖难而被罚没为奴的大臣家属们，一
律赦免为老百姓，并发给土地，让他们安居乐业。
　　靖难之时，朱棣杀人无数，罚奴无数，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也被定性为奸臣，此事已是板
上钉钉，断无更改之理。
　　然而此时，他的儿子朱高炽却突然下了这样一道旨意，让很多大臣措手不及。
可更让他们吃惊的还在后面。
　　朱高炽接着问大臣：“齐泰和黄子澄还有无后人？
”　　大臣半天才反应过来，答道：“齐泰有一个儿子，当年只有六岁，所以免死，被罚戍边。
黄子澄没有后代（后得知，黄子澄有个儿子当年改姓逃脱，后被赦免）。
”　　朱高炽沉吟许久，说道：“赦免齐泰的儿子，把他接回来吧。
”　　他接着问：“方孝孺可有后代？
”　　大臣们目瞪口呆。
　　方孝孺？
您说的是那个灭了十族的方孝孺？
　　十族都灭了，还去那里找后代？
您不会是拿死人开心吧！
　　可皇帝已经下令了，就快去查吧　　这一查还查出来了，虽然没有后代，但确实有个亲戚。
　　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有个弟弟叫方克家，这位方克家有个儿子叫方孝复（方孝孺的堂兄），当时
也被罚充军戍边，至此终于回家了。
　　比起这些宽仁行为，更让人吃惊的是朱高炽所说的一句话。
　　朱高炽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说道：“建文时期的很多大臣们，都被杀掉了，但像方孝孺这一类
人，都是忠臣啊！
”　　底下的大臣们又是一片目瞪口呆，鸦雀无声。
　　　　忠臣？
您父亲不是说他们是奸党么？
到您这里就给改了？
那么说您父亲还是杀错了？
　　就在这样的一片争议声中，朱高炽完成了他的壮举。
　　在立足未稳之时，朱高炽敢于凭借自己的正义感和良心改正自己父亲的错误，不畏人言，不怕反
对，这是毫无疑问的壮举。
　　真正的仁厚也是需要勇气的。
　　朱高炽是一个勇敢的人。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朝那些事儿3>>

　　虽然这位明仁宗短命，只做了一年皇帝，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中排名倒数第二，但他仅凭这一件事
情，就足以对得起他谥号中的那个仁字，也无愧他一代英主的美名。
　　如果让这位明仁宗接着干下去，相信大明帝国一定能够繁荣兴盛，欣欣向荣，但还是应了那句老
话——“好人不长命”，洪熙元年（1425）五月，只做了十个月皇帝的朱高炽病重，不久之后就去世
了。
　　这位厚道的皇帝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但他的义举将始终为人所牢记。
　　至少那些被赦免的人们会记得。
　　谋杀的疑团　　皇帝的位置又空了，但这个位置注定不会太久，很多人都排队等着呢。
　　朱高炽病重，英明神武的太子朱瞻基自然十分关注，但除此之外，还有一双眼睛盯着皇位，这自
然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朱高煦。
　　朱高煦虽然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以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决心和毅力，数十年如一日地坚
持搞阴谋，搞破坏，朱高炽十分仁厚，并未因此处罚他，只是警告而已。
而这位无赖兄却越发嚣张跋扈，现在眼见朱高炽病重，他也开始了自己的又一次夺位阴谋。
　　吸取上次的教训，朱高煦加强了情报工作，安排了很多眼线时刻盯着朱高炽，当然不是为了保证
他的安全，而是要确定他什么时候死。
　　他的计划是这样的，考虑到京城的三大营要收拾自己手下那些虾兵蟹将易如反掌，出兵攻打没有
把握，几乎等于自杀，他决定拿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开刀。
　　他准备等到朱高炽的死讯后，便立刻在道路上埋伏士兵，等朱瞻基奔丧路过之时，一举将其击灭
，然后趁乱登上皇位。
　　朱高煦对自己的计划很有信心，何来信心？
来自作案时间。
　　之前说过，他的封地在山东乐安，而太子朱瞻基在南京（根据惯例，太子守南京），只要死讯传
出，太子必然会从南京出发，所需时日很长，而他却可以从容不迫地安排好士兵等着太子的到来。
　　乐安离京城很近，南京离京城很远，朱高炽一死，最先得到消息的自然是我朱高煦，等你听到风
声，赶来京城的时候，我的士兵早就在路上等着你了！
　　我有充分的作案时间，朱瞻基，你就认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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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销量突破1000万册，建国60周年以来最畅销的史学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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