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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出了名的荒唐皇帝，一个是“何不食肉糜”晋惠帝；另一个则是明武宗朱厚照
：他看到宫廷房子着火，不急着救火，而是站在一边感慨地说：“好一棚漂亮的烟火！
”明武宗是皇帝，挥霍得起金银珠宝、雕梁画栋，但江山社稷也能如此挥霍吗？
　　就在中华大地不时上演宫廷闹剧和政变丑闻的时候，地球的另一边，大国崛起的故事已经开演：
文艺复兴、航海大发现、资本积累。
这厢是风雨飘摇的末日帝国，那里却是欣欣向荣的升腾景象。
为何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不再前行，徘徊在中世纪的轮回中呢？
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的司芬克斯之谜，答案似乎就在眼前，仔细想想又好像不对。
要解开如此难题，还应从更为细节的谜题开始。
　　翻开明朝276年的历史，特别是明朝宫廷史，里面充满了权与血的斗争场面：权力是各类悬案的终
极谜底，鲜血则是权力斗争的必然结果。
“争名利何年是彻？
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嚷嚷蝇争血。
”(马致远《夜航船·秋思》)明初的政治屠杀到明末宫廷暗战，在权与血的官场政治中，仁义道德不
是臧否人物的标准，也由此，晚明世林风气彻底走向堕落，甚至出现太学生(相当于现在社科院的研究
生)为了巴结炙手可热的魏忠贤，上书建议将魏忠贤与孔夫子并列！
这是真正善良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咄咄怪事。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晚明也不是一下子堕落的。
　　太祖朝的文字狱、建文的仁柔、朱棣的篡逆、宣宗的特殊爱好、英宗的依赖心理、景帝的贪权、
孝宗的畸恋、武宗的荒唐、万历的贪蠹、光宗的愚蠢、熹宗的颟顸和思宗的独断将明帝国一步步送上
灭亡的道路，也给中华民族带来无数的后遗症。
这些帝王性格上的缺陷是每个普通人都可能有的，如果不是权力，不是压倒一切的专制集权，恐怕不
会将其性格上的弱点推到极致。
张士诚、况钟、于谦、张居正、严嵩和魏忠贤是另外一类历史谜题，通过他们，我们能够大致了解帝
国政界的运行方式：除个别例外，明帝国的官场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
　　读史使人明智，确实，通过了解过去的历史、体会历史人物的悲喜，我们可以最大程度上学会做
人处事的道理，更重要的是能够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增加个体生命的厚度。
明史上迷雾重重，等待着有心人不断去挖掘、重构。
本书所选悬案尽量涵盖明朝整个历史阶段，其中主要以明帝国高层政治斗争为主要内容，涉及皇帝、
后宫、重臣、宠臣、直臣各色人等，谈论了24件影响深远的悬案，力图为您提供一个了解明朝历史的
基本线索。
　　往事往矣，明王朝以及明王朝的一切都已化作云烟，一切爱恨情仇都已散场，留给人们的除了饭
后的夸耀渊博的谈资，还应有对自身、对周遭的思考。
很多时候，那些人们以为已是往日陈事的东西会在某日改头换面卷土重来。
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洛赫说：“人们拥有无穷的想象力，却又善于遗忘。
”了解了过去的悬案，也会帮我们认识眼前的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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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的由社会底层人士建立起来的皇朝之一，它遭后人诟病的诸多症结集中
在差强人意和能力匮乏的皇家血统以及黑暗腐败到惊人程度的专制统治上。
这个与西方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同时期却神秘诡异的朝代，留给了后人太多的思索和未解之谜。
《正说明朝24悬案》将历史上关于明朝的24个重大人物和事件谜案汇集一处，以历史史实为依据加以
剖析，驱散野史和传说的迷雾，为您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大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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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明英宗来说，王振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害得他失去了帝位，在塞外吃苦，又险些丢了性命，
几乎不能活着回来。
但对于这些，明英宗都毫不抱怨，复辟之后仍对他思念不已。
明英宗不但没有处罚王振，还赐给他“精忠”的称誉，真是咄咄怪事。
除了英宗的“妇人之仁”外，王振生前到底是怎样爬上跋扈擅权的高位，又是如何败落，他给明朝的
政治又留下哪些遗祸呢？
　　明朝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而英宗时期的王振则是开明朝专权太监先河之人。
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历朝历代因宦官而亡国灭家的经验教训，对宦官限制极严，曾立下规章制度，不许
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不得超过四品等。
还在官门挂一块高三尺的铁牌，上面刻有“内臣(即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几个大字。
建文帝即位后，对宦官的管制更为严格，左右内侍常常因小过而被诛杀，这些宦官心里都怨恨不已，
纷纷逃到明成祖朱棣的军中，或者给他暗通消息，明成祖能攻入南京，夺走侄儿的江山，宦官也立了
大功。
朱棣称帝后，委任太监到各地从事征税、釆办，甚至监军这些事务，更有郑和下西洋。
可以说明朝宦官得到重用是从明成祖开始的，至于他创办的东厂更成为后代宦官得以擅权的重要机构
。
　　宦官开始读书识字是从明宣宗开始的，宣宗给自己宠爱的几个太监颁发免死敕书，文辞褒美和开
国功臣的铁券差不多。
他还在宫内设立内书堂，让大学士陈山教宦官读书。
宦官虽未达到擅权乱政的程度，但条件已经成熟了。
　　王振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县)人，略通经书，后来又做了教官，一事无成，考虑到中举人、考进
士这条荣身之路太过艰难，他不惜自阉人宫作了太监。
王振人宫后，宣宗皇帝也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
　　明英宗由养母孙太后养大，孙太后凭着自己的愿望。
一心要把他调教成一个听话的、知恩图报的人。
明英宗果然长成一个极平常、极庸碌的人，作为一个皇帝，缺少独立专行、自作主张的习惯，无论做
什么，总得有个人替他拿主意才行。
只要是他觉得可以依靠的人的话，他无不乐于依从。
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正月病死，英宗即位，改元正统。
这时，英宗年仅9岁，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
张太后虽然秉政，并不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
溥处理。
当英宗开始掌管朝政后，第一个被英宗作为依靠的人，便是内监王振。
　　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
大的司礼太监。
这倒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也不例外。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
，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
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
上，称为“批红”。
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沼谕颁发。
宦官由此掌握了“批红”大权，遇上懒惰的皇帝，这些太监就成了皇权的真正代言人。
宦官们整天在皇帝身边，善于察言观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员接触少的
弱点，于是便欺上瞒下，假传谕旨或歪曲篡改谕旨，以售其奸。
　　张太后在世时，王振还不敢过于放肆，对张太后和三杨百般殷勤，毕恭毕敬，极尽谄媚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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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讨得他们的欢心。
一次，英宗朱祁镇与小宦官在宫廷内击球玩耍，被王振看见了。
第二天，王振故意当着三杨等人的面，作出一副忠心耿耿、十分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样子向英宗跪奏
说：“先皇为求子，差点误了天下，陛下今天步先皇后尘，想把国家社稷引到哪里去！
”三杨听了，深受感动。
　　张太后在世时，王振每次到内阁去传达皇帝的旨意，都装得十分恭敬和小心的样子，总是站在门
外，不入阁内，深深感动了三杨，王振表面上讨好三杨，事事顺从，装成不干预政事的样子，但内心
仍然按捺不住攫取权力的欲火，一有机会，就想法抓权。
他常趁无人在英宗旁边时，劝英宗用重典制御臣下，反对开“经筵”，反对文治，建议英宗发展军事
、以武治国家等等。
英宗曾让他带领朝中文武大臣到朝阳门外阅兵，王振则利用这个机会，压制真正有才能的人，把他的
私党隆庆右卫指挥佥事纪广报为骑射第一，一下子被提升为都督佥事。
　　三杨久历宦海，仍不免眼睁睁看着王振羽翼渐丰。
王振从最初低眉顺眼的巴结者一步步走向与三杨平起平坐，可谓费尽心机，最关键的是他牢牢地控制
了皇帝。
三杨中杨荣谋略最高，他知道自己三人已老，便和杨溥、杨士奇商量，预先把一些正直有才干的人引
入内阁，培植外臣势力，一旦自己三人退位，这些人可以有能力对付王振的势力。
只是这一步想到得晚了一些。
　　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张氏病逝，失去了对王振最有控制能力的人。
而此时三杨只有年迈的杨溥在朝，新人内阁的大学士马愉、曹鼐资历太浅，威望不够，至此，朝中、
宫内无人可以钳制王振，王振擅权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
　　阻拦王振掌权的所有障碍都已被扫除，他就开始琢磨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
张太后死后不久，他就把这块牌子砸碎。
随后又在京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正说明朝24悬案>>

编辑推荐

　　《正说明朝24悬案》从明朝高层政治斗争层面、精心挑选了明朝24件影响深远的悬案，阐述了明
帝国是如何走上灭亡之路，诠释了张士诚、况钟、于兼、张居正、严嵩和魏忠贤等另一类人物的政治
命运，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明代276年历史基本线索，而且告诉了我们专制帝国的种种弊端，
给予我们更多的思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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