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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写《朱元璋传》，前后经过二十年，写了四次。
这是最近重写的第四个本子。
第一个本子叫《明太祖传》，出版于一九四四年六月；第二个本子叫《朱元璋传》，一九四八年八月
写完，第二年四月出版。
第一二个本子内容都有许多错误，有些地方甚至犯了严重的错误，例如以我自己当时的超阶级思想来
叙述坚强不屈的西系红军组织者彭莹玉和尚，轻率地根据不充分的史料，以为他功成身退，赞叹不绝
，认为革命是可以半途而废，无须革命到底的。
这个错误的观点在到了解放区以后，在理论上得到了启发，我承认了错误。
第二年二月回到北京以后，发愤重新读书，果然发现过去所没有注意的史料，彭莹玉是战斗到底，被
元军所杀的；第二是我那时候不懂得列宁关于国家的学说，错误地以为国家机器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
，比喻为封建皇权的两个轮子；第三是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
，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
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
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
这些比较严重的错误，经指出以后，第二个本子已经在上海出版了。
便决意重写，改正错误，但是因为工作较忙，总抽不出比较完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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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生动活泼的文笔，将朱元璋从农民起义的领袖到封建帝王的一生做了全面阐
述。
作者试图通过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使读者领悟一个历史人物的升降沉浮，并了解有明一代
初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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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晗（1909-1969），浙江义乌人。
原名春晗，字辰伯。
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七·七事变后到云南，先后任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
 1943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
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今北京），任清华大学教授，积极从事民主运动。
建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
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系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全国人大代表、全
国政协常委。
曾长期从事明史研究。
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5年后，因三家村冤案受到残酷迫害。
1969年10月11日逝世。
1979年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的决定，予以平反昭雪。
著有《读史札记》、《朱元璋传》、《论海瑞》、《海瑞罢官》与邓拓、廖沫沙合写《三家村札记》
，并主持标点《资治通鉴。
、《续资治通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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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朱元璋年表第一章 流派青年  一、小行童  二、游方僧  三、红军起义第二章 红军大帅  一、九夫长 
二、小军官  三、大元帅第三章 从吴国公到吴王  一、鄱阳湖决战  二、取东吴  三、南征北伐第四章 开
国皇帝  一、国号大明  二、统一南北和对外对内政策  三、建都和北边防御  四、中央集权的加强第五
章 政权的支柱  一、地主、官僚和人民的义务  二、常备军和特务网第六章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一、农
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二、棉花的普遍种植和工商业第七章 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一、胡蓝党案  二、
空印案和郭恒案  三、文字狱第八章 家庭生活  一、多妻多子孙  二、思想和生活  三、辛勤的一生插图  
朱元璋像（1－4）马皇后像（5）朱元璋的亲笔信（6）大明通行宝钞（7）元顺帝至正通宝（8）朱韩
林儿龙凤通宝（8）天完徐寿辉天定通宝（8）汉陈友谅大义通宝（8）朱元璋大中通宝（9）朱元璋洪
武通宝（11－12）皇明祖训（13）朱元璋御制文集（14）元末群雄割据图（15）明九边七行都指挥使
司及明初诸王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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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朱元璋的文字狱一部分封建文人不满意朱元璋的统治，朱元璋也痛恨这些人胆敢抗拒，用尽一切方法
镇压，这种对立形势越来越显著了。
在斗争的过程中，朱元璋特别注意文字细节和他自己出身经历的禁忌，吹毛求疵，造成了洪武时代的
文字狱。
所谓禁忌，含义是非常广泛的。
例如朱元璋从小过穷苦的生活，当过和尚。
和尚的特征是光头，剃掉头发，因之，不但“光”“秃”这类字对他是犯忌讳的，就连 “僧”这个字
也很刺眼，推而广之，连和“僧”同音的“生”字，也不喜欢了。
又如他早年是红军的小兵，红军在当时元朝政府和地主、官僚的口头上、文字上，是被叫作“红贼”
“红寇”的，曾经在韩林儿部下打过仗的人，最恨人骂他是“贼”，是“寇”，推而广之，连和“贼
”字形音相像的“则”字，看着也有气了。
对文字的许多禁忌，是朱元璋自卑心理的一面。
相反的一面却表现为买弄出身。
历代开国帝王照例要拉扯古代同姓的有名人物作祖先，朱元璋的父亲、祖父都是佃农，外祖父是巫师
，在封建社会里都是卑微的人物，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
据说，当他和文臣们商量修玉牒（家谱）的时候，原来打算拉宋朝著名的学者朱熹作祖先的。
恰好一个徽州人姓朱的典史来朝见，他打算拉本家，就问：“你是朱文公的后人吗？
”这小官不明底细，怕撒谎闯视，只好直说不是。
他一想区区的典史小官尚且不肯冒认别人作祖宗，而且几代以来也从没听说和徽州朱家有过瓜葛，万
一硬认上，白给人作子孙倒也罢了，被识破落人笑括，如何使得？
只好打消了这念头，不作名儒的后代，却向他的同乡皇帝汉高祖去看齐，索性强调自己是没有根基的
，不是靠先人基业起家的，在口头上，文字上，一开口，一动笔，总要插进“朕本淮右布衣”，或者
“江左布衣”，以及“匹夫”，“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一类的话，强烈的自卑感一反而表现为
自尊，自尊为同符汉高祖，不断地数说，卖弄他赤手空拳，没一寸土地却打出来天下，把红军大起义
的功绩一古脑儿算在自己名下。
这两种不同心理，看来是矛盾的，共实质却又是一致的。
可是，尽管他自己这样经常卖弄，却又忌讳别人如此说，一说又以为是挖他的根基了，结果又会是一
场血案。
地方三司官和知府、知县、卫所官员，逢年过节和皇帝生日以及皇家有喜庆时所上的表笺，照例由学
校教官代作，虽然都是陈辞滥调，因为说的都是颂扬话，朱元璋很喜欢阅读。
他原来不是使小心眼的人，也不会挑剔文字。
从渡江以后，大量收用了地主阶级的文人，替他办了不少事。
建国以后，朝仪、军卫、户籍、学校等制度规程又多出于文人之手，使他越发看重文人，以为治国非
用文人不可。
文人得势了，百战功高的淮西集团的公侯们不服气，以为武将流血打的天下，却让这班瘟书生来当家
，多少次向皇帝诉说，都不理会。
公侯们商量了个主意，一天又向朱元璋告文人的状，元璋还是老一套，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马上可
以得天下，不能治天下，总之治天下是非用文人不可的。
有人就说：“您就得对。
不过文人也不能过于相信，否则是会上当的。
一般的文人好挖苦毁谤，拿话讽刺人。
例如张九四一辈子宠待文人，好第宅，高薪水，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把文人捧上天。
作了王爷后，要起一个官名，文人替他起名士诚。
”元璋说：“好啊，这名字不错。
”那人说：“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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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当了！
《孟子》书上有：‘士，诚小人也。
’这句也可以破读成：‘士诚，小人也。
’骂张土诚是小人，他那里懂得。
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还不明白，真是可怜。
”元璋听了这番话，查了《孟子》，果然有这句话。
从此更加注意臣下所上表笺，只从坏处琢磨，果然许多地方都有和尚贼盗，都像是存心骂他的，越疑
心就越像，有的成语，转弯抹角一揣摩，好像也是损他的。
武将和文官争权斗争的发展，使他在和一部分不合作的地主文人对立的基础上，更增加了对一般文人
运用文字动机的怀疑，用他自己的政治尺度、文化水平来读各种体裁的文字，盛怒之下，叫把作这些
文字的文人，一概拿来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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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作者吴晗是中国历史学家。
原名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入。
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
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1934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联盟，积极从事民主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市副市长，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1958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生平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对明史研究尤有成就。
除此书外，另著有《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读史札记》《灯下集》《春天集》《投枪集》《
学习集》等。
编有京剧《海瑞罢官》，并因此受到过错误批判。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出身微贱的皇帝，也是一个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生动活泼的文笔，将朱元璋从农民起义的领袖到封建帝王的一生作了全面描
述。
结合元末明初的历史条件，对朱元璋一生的功过作了具体的分析，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历史地位，在
研究历史方面达到新的高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吴晗的《朱元璋传》有四个版本，诞生于中国现代史上的三个重要阶段：第一版写于抗战局势仍然
恶劣的1943年，第二版写于内战的连天烽火中（1949年），后两版则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4年、1965年）。
一般历史学家认为1949年版水平最高，本书于1949年8月在上海初版，由协兴印刷所印刷，三联书店发
行。
此次出版即以1949年8月版为底本编辑整理，另将繁体字竖排改为简化字横排，径改书中刻印错误，标
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处理，余则保持底本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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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两次晤谈，甚快。
大著阅毕，兹奉还。
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
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
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
此外尚有一点。
即在方法问题上。
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
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毛主席写给吴晗的信朱元璋的智力极高。
长于计谋，看得远。
见得大处。
当机立断，更善于接受好建议。
不自以为是。
他不但是一个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
也是一个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
他的遗嘱里有一段话：“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
”“忧危积心”四字。
说出了这位皇帝一生在恐慌猜疑中过日子，“日勤不怠”说出如何用全副心力来保持这份大家当。
——吴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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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元璋传(精装)》编辑推荐：人民出版社约请国内有关专家对中国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皇帝及其时
代背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兼顾可读性，是目前较好的帝王传记丛书。
朱元璋是明朝开国皇帝,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史称明太祖。
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出身微贱的皇帝，也是一个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生动活泼的文笔，将朱元璋从农民起义的领袖到封建帝王的一生作了全面阐
述。
作者试图通过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使读者领悟一个历史人物的升降沉浮，并了解有明一代
初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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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毛主席写给吴晗（字辰伯）的信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
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
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
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
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统一中国创立明王朝的朱元璋，在位期间实行特务政治，
大兴文字狱，屠戮功臣、知识分子和百姓，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此书解读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谓层层剥离，直入堂奥，读后令人倒吸一口冷气。
中国士大夫偏好帝王之学，希望辅佐明主并有所建树，其实这是一门如履薄冰的学问，君心依然深不
可测。
从改写《朱元璋传》到发表《海瑞骂皇帝》，作者曾力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熊鱼兼得，结果事与愿违
，对君臣关系的揣摩越深入，后果越致命。
                                                       ——章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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