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2>>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2>>

13位ISBN编号：9787201080932

10位ISBN编号：7201080938

出版时间：2013-4

出版时间：天津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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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2>>

前言

为什么张宏杰写的历史好看？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张宏杰的笔总是能如此轻松地割开时间帏幕，让那些本来离我们极其
遥远的历史人物的气息甚至体温扑面而来：“吴三桂真正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处事能力。
他情商极高，善于感觉别人的情绪变化。
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镇定自若。
在战场上，他表现出的勇气和沉着使他能赢得所有军人的尊重，而在社交场合，他的沉稳风度使他能
够永远成为人群的中心⋯⋯虽然年纪轻轻，又是名门之后，可他身上见不到一点儿纨绔之气，和任何
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颜悦色，彬彬有礼。
”写历史人物就像写自己身边一个极熟悉的朋友，这种笔法本身就是一种能力。
或者说，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
张宏杰的作品之所以呈现出一些特别之处，原因就在这里。
张宏杰不是从政治、道德或者学术的角度，而仅仅是从人性的角度去接近古人。
他不批判也不仰视，他只是抱着悲悯之心，替他笔下的人物设身处地，悲欢与共。
也仅仅因为此，那些在历代史书中伟大或者邪恶得光怪陆离的历史人物被他还原成了可以信赖的人，
与以往的描述面貌迥然不同。
比如说，在我们心目中汉奸的代名词“吴三桂”三个字，经过他的笔墨滋润，一变而成了一个“外表
兼具北雄南秀”的美男子，一个在战场上冷静、坚决，无与伦比的战士，一个曾经视荣誉如生命的忠
臣孝子，一个在历史夹缝中被挤压被扭曲的痛苦灵魂。
再比如，那个历来被认为凶险、狡诈、处心积虑的大太监魏忠贤，在剥去历代史家的层层曲解之后，
在他的笔下剩下的是一个憨厚粗朴、待人真诚的“傻子”。
这个“傻子”原本胸无大志，素来在太监中被欺负被嘲弄，直到五十二岁了还仅仅满足于做一个“伙
食管理员”。
谁承想机缘巧合命运捉弄，他居然被颠簸到大明王朝权力结构的最高点进行了一番手忙脚乱漏洞百出
的表演。
这些结论真是触目惊心，但过程却是层层深入的。
张宏杰不是刻意地翻哪个人的案，他只是把这些历史名人所做的那些匪夷所思的伟大或者邪恶的事放
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用人情伦理的平常心去推理，结果却是顺理成章，让我们感觉到如果我们生
在那个时代，也许我们也不得不如吴三桂那样无情。
这些大伟人或者大恶人，其实都是命运之流中苦苦挣扎的可怜人，和你我一样。
在阅读中，你不得不和他们一起痛苦、战栗和呻吟。
在河北保定的军营中，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员，培养起了对历史书籍的阅读兴趣，但是从
那时起到现在，我很少读到什么历史读物能像张宏杰的这些作品一样给我带来这样大的阅读快感。
把这些作品归到某种文学体裁，是件挺困难的事。
这些东西不是小说，不是散文，也不是时下流行的历史报告文学，甚至还不是人物传记。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东西都流露着天然的文学品质，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对人性和命运的关心。
借用张宏杰自己的一句话，“关心历史其实是关心自己”，他对这些古人的性格和命运的兴趣里，无
疑包含了对自己的兴趣。
张宏杰解读古人就如同解读自己，既小心翼翼又深入彻骨。
“人是太复杂的一种动物，其复杂程度有时让人类自己也瞠目结舌”（张宏杰语）。
我相信，张宏杰对人性的复杂一定有着科学家般的浓厚兴趣。
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不会有太多的大风大浪，不会有太多的悲欢离合，体验到的和经历过的事毕竟
有限。
即使是最杰出的小说家，想象力也只能在经验的边界里飞翔。
因此，人性的侧面在现实中表现得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在历史这个壮观的剧场里，人性却有机会表现它平庸生活中难得展示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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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各样出人意料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改朝换代、家破人亡、非同寻常的
诱惑与考验、传奇般的危机和奇遇。
在张宏杰的这本书里，好像上帝为了分析出人性的每一种成分，它老人家进行了千奇百怪的实验：它
把吴三桂放到明清易代的大背景下，看着他的人格结构在历史重压下如何抵抗、伸缩、变形、扭曲、
断裂。
它把魏忠贤这样天姿平庸的人推向社会制高点，看他在这个让人眩晕的高度上如何忘乎所以、丑态百
出。
他把海瑞这样的道学先生放到纷纭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去，看他无望的坚定顽强和可悲的下场。
任何一个小说家极尽想象力，也写不出这样精彩的剧本。
这些剧目对七十年代生人张宏杰来说是如此具有吸引力，所以他循着对自己性格和命运的关心闻声而
来，来到了这里，做了这冷清剧场内的一个有心的看客。
张宏杰是个观察和记录的高手。
他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表达得淋离尽致，
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让我们这些历史书页背后的
观赏者触目惊心、目眩神迷、欲言又止。
当历史扑面而来，我们只好在造物者的深刻面前一再确认自己的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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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2:终结篇(全新增订版)》内容简介：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南京，四十岁的农民
朱元璋，在万众瞩目之下，爬上龙椅登基称帝，大明王朝就此诞生！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亲手建立的庞大帝国。
明朝从建立到灭亡总共276年，其中有七张独特的面孔，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我们：白手起家的开国皇
帝朱元璋，凭借人脉设计和高超政治手腕成功上位的朱棣，无视官场潜规则的硬骨头海瑞，在权力顶
层呼风唤雨的大傻子魏忠贤，身兼政治墙头草和变态杀人狂的张献忠，在险恶政局中两面三刀却始终
屹立不倒的吴三桂，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反清复明并一举收复台湾的郑成功⋯⋯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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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宏杰，一九七二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历史作家。
从人性角度切入历史、还原历史人物本来面目是其写作特点。
成名代表作《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后因口碑而风行，被誉为新一代历史类必读经典。
其他重要作品还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很累》、《饥饿的盛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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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权力的奥秘：朱棣／001 朱元璋的纠结 朱棣的悟性 谁是最合适的接班人 擦肩而过的皇位 中国
式政治规律 建文帝削藩收权 朱棣建立人脉的手段 造反是一门技术活 脑筋急转弯 消失的建文帝 从容登
顶 露出了本来面目 鞭子底下出顺民 政治就是表演 “此上命也，奈何杀臣！
” 大奸亦大雄 第二章偏执症患者：海瑞／023 “海笔架” 孤儿的圣人梦 上任第一把猛火 是谁造就了
“海怪物” 清官是官场上的反面教材 骂皇帝 嘉靖死了，海瑞哭了 扫荡潜规则 恩人也不放过 背后的冷
箭 海瑞罢官的真相 张居正眼中的海瑞 七十二岁东山再起 有人要拿下海瑞 每天都盼着死亡来临 死了，
可以被树为楷模 活活饿死的五岁女儿 第三章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魏忠贤／055 太监专业县 倾家荡产
当太监 “魏傻子” 命运的拿手好戏 五十二岁咸鱼翻身 权力的滋味 文盲治国 绣龙的内裤 荒谬的忠臣 
政治金钟罩 九千九百岁爷爷 造神运动 崇祯动了一下小指头 回到空白 第四章在劫难逃：张献忠／081 
排队剁手的俘虏 一日一夜黑风起 亲历者余瑞紫的记忆 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 农民起义的
本质 农民和农奴的区别 刮人肉者如屠猪狗 缺乏弹性的权力 稀里糊涂的起义 一支没有番号的人马 暴力
的狂欢 为暴力而暴力 从良民到魔鬼 陕北青年张献忠 从“基层捕快”到“八大王” 打仗靠流氓 农民的
淳朴和残暴 大抢大杀大破坏 底层文化缺什么 为何喜欢杀美女 实用主义 陷于恐慌的成都人 “打招安”
“大西王” 过把皇帝瘾 “咱是斯文一气” 治安问题 “打粮” 农民起义的三大功用 “贼之失势在止”
对起义者的再起义 两个传教士的回忆 人命在我，我命在天 釜底抽薪之计 屠戮成都 集权体制的威力 恐
怖的一夜 一千七百双手掌 人肉为粮 五重灾难 “四川有土无民” 杀人者和被杀者的共识 “张献忠崇拜
” 第五章无处收留：吴三桂／144 朝野闻名的孝子忠臣 袁崇焕和洪承畴的教训 “白皙通侯最少年” 
皇太极计收人心 投降的精神代价 两座牌坊 陈圆圆 “冲冠一怒为红颜” 性格即历史 秘密交易 报偿：
云南王 “既取我室，又取我子” 虔诚的佛教徒 “只此云南是吾血挣” 末路 “谁识元戎事两朝” 第六
章血液里的海水：郑成功／178 台湾城的荷兰人 郑成功的计划 海盗郑芝龙 中日混血儿 “勿以红毛火
炮为畏” 不怕死的中国士兵 沉没的“赫克托”号 “国姓爷” 有弹性的刚烈 “我来到的地方，我就一
定征服” 明亮的少年 父与子 技术差距 东方唯一的一次胜利 血液中的“海盗基因” 最大的海盗集团 
最后一个大明忠臣 孤臣辞世 后记我的文学青年生涯／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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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权力的奥秘：朱棣 朱元璋的纠结 遗传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老四朱棣走路时左脚微
微内倾，步子一大一小，和自己如出一辙；而一脸忠厚之相底下游动着的缕缕狡黠与豪霸，则完全是
得了自己的神韵。
“形神毕肖”，望着老四的背影，朱元璋的脑子里跳出了这四个字。
 皇帝这个职业一直使朱元璋感觉有点别扭：譬如穿了别人的衣服，有的地方长，有的地方短。
如果按自己的直觉，他会毫不犹豫地立老四为太子。
但是，“皇帝职业守则”说，必须传位于嫡长子。
据说，天理注定如此，又说，这是无数代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这些说法的来头之大让他不得不否定自己的想法，可现实却一再让他犹豫。
 本来，有许多事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一说就留了形迹。
朱元璋自成年后，几乎从未和人说过心里话。
可惜太子朱标悟性太差。
就在他一次次下手屠戮功臣时，太子却傻乎乎地一再要求他慈悲为怀，逼得他只好破戒。
他屏退众人，拿了一根荆条扔在地上，叫太子去捡。
太子面有难色，然而仍然不明白他的意思。
他只好挑明道：“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刺摘了给你，岂不是好？
我杀的都是奸恶之人，杀了他们，你才能当这个家！
” 没想到太子直通通地回答：“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
”意思是因他残暴，才把大家都想象坏了。
气得朱元璋当时就抄了把椅子，向太子头上砸去。
算是太子命大，没有砸中，抱头逃走。
朱元璋却气得犯了失眠之症，一连半个月没睡好觉。
 辗转难眠时，他越来越觉得，在二十六个儿子当中，老四最像自己。
他相信不用废话半句，老四就会全明白他的意思。
只有老四有做大事业的悟性、能力和欲望，老大和他一比，简直就是木头一块。
可是圣人规定，皇位只能传给老大。
真他妈的狗屁圣人！
朱棣的悟性 做大事业者的禀赋之一是敢于说谎，并且敢于一千遍地重复下去，以使之成为真理。
从少年时代起，朱棣就不断对外宣称，自己是马皇后的嫡子。
官闱禁事，外人知道的很少。
其实马皇后终生不育，从来就没有过所谓嫡子。
只不过马皇后特别喜欢小孩子，视朱棣兄弟如己出却是真的。
这个谎言意味深长，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血缘是最有力的理由，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在几十年之后，他起兵篡位时，这个谎言使他理直气壮。
在起兵宣言中，他自称： 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帝国至亲⋯⋯ 在攻入应天（南京）之后，
他发布的诏书中甚至把朱元璋都省略了： 朕为高皇后嫡子。
 这种强调生母的做法实在少见。
当然，在说谎的同时并不妨碍他把实惠送给自己的真正生母。
在登基之后，朱棣为了证明自己的嫡子地位，报答高皇后的生养之恩，耗巨资修建了大报恩寺，但是
，寺内正殿中供奉的却是他的生母贡妃。
只是此殿经常封闭，外人难得一见。
这种撒起谎来毫无挂碍两不耽误的风度，正是豪杰之人的特征。
从这一点看，朱棣就不愧是朱元璋的儿子。
 虽然出生在帝王之家，朱棣却没有丝毫纨绔气。
出生之时，朱元璋正忙着和陈友谅打仗，战争是他的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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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生到九岁，他是在遍地烽烟中，随着父亲的军队东西奔波，从小就嗅着战火、鲜血、背叛和阴谋
的味道长大。
朱元璋称帝之后，不愿儿子们居深宫之中，成为不明世事之人。
他打发几个儿子回到老家凤阳，住了三年。
这三年正是一个人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民间生活给了朱棣极大的教益，“民间细事，无不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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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的文学青年生涯    一九九六年初，我把一个大信封投入邮筒，然后又用手指探了探投信口，看看是
否落了进去。
信封上的地址是“上海市巨鹿路675号《收获》杂志社”，里面装的是我的一篇历史散文：《无处收留
：吴三桂》。
    十五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也没收到《收获》杂志的回信。
不过，我的“体制内文学生涯”确乎可以从初次投稿这一天开始算起。
    只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才能明白“作家”这个字眼儿，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
    那是一个人人捧读文学期刊的时代。
一篇小说在稍知名一点的文学刊物上发出来，则举国皆知，人人谈论。
那是一个作家是社会精神导师的时代。
人们相信作家是社会的良心，是正义的化身，是未来的宣告者。
那个时候，写作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发表一篇引起关注的小说，就可以使一个人从社会底层
一夜之间变成万众瞩目举国议论的焦点。
一个人如果揣本诗集，号称热爱文学，就可以行走天下（套用高晓松的话“那时的人们相信弹琴的孩
子都是好孩子”，人们相信会写诗的孩子更是好孩子），人心如同白莲花，刚刚绽开。
    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而我身处的辽宁省朝阳市，又是一个对文化和文学抱着特别质朴的尊
重的边地古城。
去年我回朝阳办理母亲的医疗报销事宜（母亲是在朝阳市退休的），异地报销手续繁琐，工作人员表
情慵懒，公事公办，眼看着一天之内不可能办完。
陪我去的表妹夫很机灵，对工作人员说，他是个作家！
说着把我刚送他的一本书拿了出来。
    顿时整个办公室人都轰动了，每个人都站起来，争相传阅这本书。
科长给我端来了椅子，请我坐下，另一个人递上了热水。
人们如同对待一个前来视察的大人物。
一路绿灯，很快全部办妥。
    在“作家”如此贬值的时代，此地对文字还保持着如此淳朴的尊重，那么可以想象二十年前这种尊
重会是何等盛大！
    古城里的人认为读书肯定是一件好事。
并没有人教导自己热爱阅读，但是书籍几乎是小时候除游戏之外唯一的娱乐。
初中时，我在朝阳市图书馆和市政府图书室各办了一个借书证。
别无选择，借回家的都是“名著”，当然，是那些勉强能看懂的名著。
什么《大卫·科波菲尔》、《鲁滨逊漂流记》、《基督山伯爵》、《名利场》⋯⋯记得有一年夏天去
北戴河旅游，我坐在大客车的第一排，手里捧了一本厚厚的《愤怒的葡萄》，因为看不懂而愤怒了一
路。
    一个初中生看《愤怒的葡萄》，这就是我成长年代的文化景观。
一方面我们没太多书可读，另一方面，撞到手里的书大致都有着坚硬的品质，把每个读者都练成了钻
头。
浅阅读、轻阅读、软阅读这些词汇，当时尚未出现。
    更多的文学熏陶发生在上大学的九十年代初，大学图书馆里的书毕竟更多。
王安忆、韩少功、莫言、韩东、王朔，一本接一本。
高中时没读下去的《战争与和平》重新再读，从此迷上了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    经历了这
些之后你没法不成为一个文学青年。
    但是工作以前我并没有认真想过当一个作家。
在大学里，我业余时间大量投入书法和篆刻之中，加入了大学的书法协会。
除了“作家”这两个字在我心目中过于崇高之外，还因为我莫名其妙地认为当作家是起码要人到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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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阅历后才能尝试的事（形成这个印象也许是因为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作家大多是有了一把年纪的
知青出身）。
    开始写作发生在上班一年之后。
写作的动因相当简单：无聊。
大学毕业之后，本来是想好好工作，先“混”上（用我爸的话来说，是“熬”成）副处级，能用公款
请客吃饭，在小城市里有地位有面子，这是一个北方小城长大的人的普遍理想。
但是一九九四年大学毕业进入葫芦岛市建设银行工作之后，我发现“混”和“熬”对我来说是相当困
难的事：一个星期的工作，基本上一两天就能处理完。
其他的大部分时间，主要都用来打扑克。
那个时候，国有银行还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革，工作氛围和政府机关差不多。
我记得有相当一段时间，每天上班之后不久，我们科里几个人就把门上的玻璃亮子用报纸一糊，在里
面拱猪、炸金花，一打就是一整天。
    这样的生活虽然自在，但时间长了，未免觉得空虚无聊。
还有什么更好的打发时间的方式呢？
在单位没法写毛笔字或者画画。
那么，写点东西吧。
我想起我似乎还真有一点“文学天才”：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的作文曾经被老师当作范文。
托尔斯泰说过，成为作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强烈的虚荣心。
很幸运，这个品质，我也具备。
    写什么呢？
什么都行，只要不平庸。
要知道，我从小就爱把自己弄得与众不同。
从初中就开始读每一本能弄到手的《新华文摘》，越是看不懂的长文章，看得越投入。
初二的那年暑假，我还借了本《小逻辑》，在公园里硬着头皮读了十个上午，当然最后还是没读懂。
从小只要是带字儿的东西，不论天文地理医学农业生物自然科学迷信甚至日历，我都能津津有味地读
下去。
大学四年，我基本就是在大连市图书馆泡过来的，读得最多的，是历史书，还有那本介绍朝鲜人民幸
福生活的《朝鲜画报》。
所以截至此时，肚子里已经装了太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虽然“余秋雨”这三个字今天已坏了行市，但我从不否认，那种所谓“文化散文”的写法令我豁然开
朗。
这种纵横捭阖的叙述方式，正好将我一肚子的乱七八糟搅合到一起，一股脑抽出来。
    半年时间里，我写出了《蒙古无边》、《无处收留：吴三桂》等好几篇很长的散文。
其中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无处收留：吴三桂》这一篇。
    对吴三桂感兴趣，是因为读了一本很薄的小书《叛臣吴三桂》，我发现，这个被严重脸谱化的人，
年轻时居然是以“孝勇”闻名天下的。
青年吴三桂是个美男子，下马彬彬有礼，上马武勇过人，颇为时人称许。
从道德至高点走到一叛再叛擒“旧主”以事新主，他经历了什么样的精神地震和灵魂撕裂？
我又买到刘风云教授写的另一本书《清代三藩研究》，找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与吴三桂及那个时代有
关的资料，从材料碎片中一点点复原吴三桂在重压之下如同蜗牛一样一层一层脱去道德面具的精神历
程。
    从文体上，它非驴非马，不是纯粹的散文，也称不上小说。
它是一种叙述和思考的杂糅，是一种合金体的怪物。
后来还是评论家们给这一类东西定义为“跨文体写作”。
后来有人说：“张宏杰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典型的跨文体写作，掺杂了大量小说式、历史报告文学
式、甚至心理分析式的写法。
”    我对这篇东西相当满意，认为我可以开始文学青年的第二个规定动作了：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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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要成为“作家”，必须向文学杂志投稿。
文学杂志是通向文坛的独木桥。
网络那时刚刚兴起，网络文学这个名词还没出现。
每一个“文学青年”，都先要在文学期刊上“露脸”。
一般的路数是先在“省市级”文学期刊上“崭露头角”，然后在“国家级期刊”上引起关注。
这样，你就有机会参加各种笔会采风之类的文学活动，有资格加入市、省乃至中国作家协会。
接下来你的奋斗目标就是被一些知名评论家评论和文学权威认可，获得一些“省级”乃至“国家级”
文学奖项，这样你就会在作家协会体系内混到一个“官位”，比如某市作家协会主席、某省作家协会
副主席。
这样你就算是功成名就，可以被称为‘‘知名作家”，有资格出席“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或者。
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之类的荣誉性大会，享受各级作协组织的免费出国采风交流之类的活动。
这是彼时一个正常文学青年的作家之路。
那时候，人们做梦也想不到，十年后会有很多人比如当年明月，只须把文字发到网上，就有可能被广
大网民关注，成为风行海内的畅销书作家。
更想不到，一个少年韩寒，居然拒绝了进入作协的邀请。
    那么换句话说，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文学杂志的编辑、文学评论者和文学权威，是一个文学青年
成功道路上的三道闸门，你必须一一攻克。
首先要做的，当然是先敲开文学杂志的大门。
作为文学体制的一部分，到今天为止，全国各省都会有至少一本“纯文学期刊”。
按照“文学圈儿”内的标准，文学期刊大致可以分为两级。
一级是“省级”，比如辽宁的《鸭绿江》、黑龙江的《北方文学》，这些刊物影响比较有限，换种说
法可以叫二流的文学期刊。
另一级是“国家级”，其中也包括一些影响很大的地方刊物。
大致有《收获》、《当代》、（《十月》、《大家》、《钟山》、《天涯》、《人民文学》、《花城
》、《作家》⋯⋯大家心中公认的第一位，当然是《收获》。
    和一般文学青年先从“省级期刊”投起不同，我第一次投稿，就把那篇《无处收留》投给了《收获
》。
    我决心要用这篇作品作为开头炮，轰开我的“作家”之路。
相比当时文学刊物上的其他“文化散文”，我自认为这篇东西绝不逊色。
我莫名其妙地相信，它一定会得到编辑们的好评。
稿件寄走后，我不停地幻想着这个大信封在收获杂志社内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
我幻想着某天早晨，一位编辑打着哈欠漫不经心地打开这个信封，读了几段，他坐直了身子，又读了
几页，他拍着桌子，大呼小叫，连呼其他编辑来看⋯⋯我幻想着这篇作品使中国文坛知道了有一个叫
张宏杰的二十四岁的“青年作家”，比余秋雨更善于讲述历史中的人性⋯⋯我幻想着我的生活轨迹将
从此变样。
收到稿费、参加各种笔会、同事们刮目相看的目光、逃离这无聊的工作⋯⋯通过写作改变命运，是那
个时代屡见不鲜的传奇。
    投出去的半个月后开始，我就经常去单位的传达室。
但是直到第三个月头上，还是没有任何回音。
虽然没投过稿，但是长年阅读文学杂志，我有大量的文学常识。
我知道文学刊物的审稿期限是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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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张宏杰是个观察和记录的高手。
他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表达得淋离尽致，
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让我们这些历史书页背后的
观赏者触目惊心、目眩神迷、欲言又止。
当历史扑面而来，我们只好在造物者的深刻面前一再确认自己的浅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我认识宏杰，是他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写朱元璋，将中国封建专
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央视《看见》主持人柴静看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是一个做纪录片的朋友推荐的，
说写得特别好。
一开始我还犯嘀咕，因为我怕又遇到那种扒粪坑的专写阴谋权术情色的所谓“史书”。
结果翻开这本书，整个阅读过程特别愉快，于是我开始向周围的人推荐，当推荐到白岩松时，小白说
他已经买了好几本送人了。
看来虽然没有宣传炒做，好书也能不胫而走。
确实，《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的许多章节令我印象特别深，比如写封建主流文化的朱元璋、暴民
文化的张献忠、清官文化的海瑞⋯⋯——央视《半边天》主持人张越在张宏杰的笔下，所有的人物都
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政治符号。
在张宏杰的笔下，我看到了吴三桂的犹豫，朱厚照的苦恼，魏忠贤的恐惧，那些历史上的所谓完人、
坏人都展现出了他们的另一面。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
如果没有长期的历史修养功底，以及对历史的深刻领悟力，是绝对无法完成的。
他的书在优美的文字中将那段历史完整地表述出来，并揭示其中的规律，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张宏杰不心领神会的话不说,不能真正理解的人和事不写,这是一
条可以成大器的路。
——《潜规则》《血酬定律》作者吴思这本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
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贼子乱臣，在张宏杰笔下，都由冰冷的史料，变成了鲜活的形象，让我们直接感
受古人的智慧、权谋、无奈、残暴和血腥。
吴思和我是一代人，他读史不论多么深刻与老辣，我都不会惊讶。
而张宏杰今年只有三十三岁，如此年轻，品读历史的目光却如此老到，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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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2:终结篇(增订版)》编辑推荐：当红历史学者张宏杰成名代表作！
新一代历史类必读经典！
迄今口碑最好的经典明史读物，全国热卖中！
翻开《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2:终结篇(增订版)》，让您一口气读懂276年的明朝历史，全面了解朱元璋
们的本来面目。
莫言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2:终结篇(增订版)》亲笔作序！
柴静读后悚然！
白岩松买了好几本《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2:终结篇(增订版)》送人。
柴静惊叹：“张宏杰写朱元璋，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当年明月感叹：“在这套书中，我看到了吴三桂的犹豫，朱厚照的苦恼，魏忠贤的恐惧，那些历史
上的所谓完人、坏人都展现出了他们的另一面。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
如果没有长期的历史修养功底，以及对历史的深刻领悟力，是绝对无法完成的。
”还原朱棣、海瑞、魏忠贤、张献忠、吴三桂、郑成功的本来面目；为您解读帝王将相的欲望、得失
、纠结、决断、布局与权谋。
读历史，懂人性，提升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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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张宏杰是个观察和记录的高手。
他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表达得淋离尽致，
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让我们这些历史书页背后的
观赏者触目惊心、目眩神迷、欲言又止。
当历史扑面而来，我们只好在造物者的深刻面前一再确认自己的浅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莫言我认识宏杰，是他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写朱元璋，将中国封建专
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央视《看见》主持人 柴静看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是一个做纪录片的朋友推荐的，
说写得特别好。
一开始我还犯嘀咕，因为我怕又遇到那种扒粪坑的专写阴谋权术情色的所谓“史书”。
结果翻开这本书，整个阅读过程特别愉快，于是我开始向周围的人推荐，当推荐到白岩松时，小白说
他已经买了好几本送人了。
看来虽然没有宣传炒做，好书也能不胫而走。
确实，《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的许多章节令我印象特别深，比如写封建主流文化的朱元璋、暴民
文化的张献忠、清官文化的海瑞⋯⋯——央视《半边天》主持人 张越在张宏杰的笔下，所有的人物都
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政治符号。
在张宏杰的笔下，我看到了吴三桂的犹豫，朱厚照的苦恼，魏忠贤的恐惧，那些历史上的所谓完人、
坏人都展现出了他们的另一面。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
如果没有长期的历史修养功底，以及对历史的深刻领悟力，是绝对无法完成的。
他的书在优美的文字中将那段历史完整地表述出来，并揭示其中的规律，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 当年明月张宏杰不心领神会的话不说，不能真正理解的人和事不写，这是
一条可以成大器的路。
——《潜规则》《血酬定律》作者 吴思这本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
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贼子乱臣，在张宏杰笔下，都由冰冷的史料，变成了鲜活的形象，让我们直接感
受古人的智慧、权谋、无奈、残暴和血腥。
吴思和我是一代人，他读史不论多么深刻与老辣，我都不会惊讶。
而张宏杰今年只有三十三岁，如此年轻，品读历史的目光却如此老到，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 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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