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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原来很精彩旷野上，当年明月踽踽而行。
历史是什么？
历史就是那些残台断瓦、古庙荒冢吗？
就是那些发黄的书本吗？
不是，绝对不是。
“历史原来是很精彩的呀！
”当年明月大喊一声。
声音消失在风中，当年明月继续踽踽地走着，山野一片寂静。
好一段时间，远远地，传来一阵阵回声：“很精彩的呀，很精彩的呀，很精彩的呀，很精彩的呀⋯⋯
”声音渐渐消失，山野又归于寂静。
前面那座古庙里有点儿动静，一个小和尚好像刚睡醒，慢腾腾地伸了个懒腰，抖落了身上厚厚的尘土
。
噢！
那不是朱重八吗？
他朝四下看了看，然后向当年明月走来了。
那边还有人，朱棣骑着马，风尘仆仆，身上浸着汗水，也向这边赶来。
后边是方孝孺，一脸正气，拉着朱允 ，有点儿嫌他走得太慢；沮丧的胡惟庸，骄横的蓝玉，都来了。
远远地，过来一个瘦了吧唧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朱厚照，还是那样儿，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走路也
是一摇一晃的⋯⋯这么多人都围上了当年明月，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
乱哄哄地，有的拍着当年明月的肩膀，有的指手画脚，吵吵嚷嚷，只听清几个词儿：很精彩的，很精
彩的，写写吧，写写吧⋯⋯写吧，写吧，就像写你们公司的老板，那个胖子，写厂子里那个猴儿精小
李、前村儿的嘎子、胡同儿里的小三儿；写吧，想到哪儿写哪儿，就这么写吧⋯⋯当年明月也不知是
惊喜，还是兴奋，都快晕了。
镜头拉远。
声音淡出。
旷野上又是一片寂静。
忽然，一阵风吹来，一摞纸被吹散了，漫天飞舞。
一个过路人捡起一张，一看，原来是书稿，当年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儿》。
这也算我给它写的序，比上次那篇序轻松点儿。
毛佩琦　　　2006年9月8日于北七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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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主要讲述了晚明由“三大案”引发的党争，魏忠贤兴起及袁崇焕之奋战。
自张居正去世后，便无人敢管万历，为争国本、查妖书、打闷棍，他与大臣展开拉锯战，三十年不上
朝。
东林党却因此发展壮大，为把持朝政，与齐、楚、浙三党明争暗斗，借国本之争，扶持明光、熹宗二
帝即位，成功掌握政权。
魏忠贤以平民出身，利用熹宗昏庸，又傍上皇帝乳母客氏，与东林党展开对决。
在外，援朝抗日战争后，明防御线转至辽东。
没落贵族之后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统一后金。
为抗金、守城、夺失地，在帝师孙承宗的带领下，袁崇焕从一介文人成长为边疆大将，坚守孤城，最
终击败努尔哈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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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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三十年来最畅销之史学读本，多次获得“新浪图书风云榜”最佳图书、当当网“终身五星级最佳
图书”、“卓越亚马逊畅销书大奖”等荣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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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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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万历执政的前二十多年里，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他祖上留传下来的，也只能算是个烂摊子
，而蒙古、宁夏、朝鲜、四川，不是叛乱就是入侵，中间连口气都不喘，军费激增，国库难支。
    可是二十年了，国家也没出什么大乱子，所有的困难，他都安然度过。
    因为前十年，他有张居正，后十年，他有申时行。
    若评选明代三百年历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排行榜第一名非张居正莫属。
在他当政的十年里，政治得以整顿，经济得到恢复，明代头号政治家的称谓实至名归。
    但如果评选最杰出的官僚，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以张居正的实力，只能排第三。
    因为这两个行业是有区别的。
    从根本上讲，明代政治家和官僚是同一品种，大家都是在朝廷里混的，先装孙子再当爷爷，半斤对
八两。
但问题在于，明代政治家是理想主义者，混出来后就要干事，要实现当年的抱负。
    而明代官僚是实用主义者，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混。
    所以说，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
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政治家要能干，官僚要能混。
    张居正政务干得好，且老奸巨滑，工于心计，一路做到首辅，混得也还不错。
但他死节不保，死后被抄全家，差点被人刨出来示众，所以只能排第三。
    明代三百年中，在这行里，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混到惊天地、泣鬼神的，当属张居正的老师
，徐阶。
    混迹朝廷四十多年，当过宰相培训班学员(庶吉士)，骂过首辅(张璁)，发配地方挂职(延平推官)，好
不容易回来，靠山又没了(夏言)，十几年被人又踩又坑，无怨无悔，看准时机，一锤定音，搞定(严
嵩)。
    上台之后，打击有威胁的人(高拱)，提拔有希望的人(张居正)，连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事情都安排
好了，才安然回家欢度晚年，活到了八十一岁，张居正死了他都没死，如此人精，排第一是众望所归
。
    而排第二的，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兼助手：申时行。
    相信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个结论，因为在明代众多人物中，申时行并不是个引人瞩目的角色，但事实
上，在官僚这行里，他是一位身负绝学，超级能混的绝顶高手。
    无人知晓，只因隐藏于黑暗之中。
    在成为绝顶官僚之前，申时行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具体点讲，是身世不清，父母姓甚名谁，家族
何地，史料上一点儿没有，据说连户口都缺，基本属于黑户。
    申时行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
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如今天我和谁说了话，讲了啥，他都要记下来，比如他留下的《召对录》，
就是这一类型的著作。
    此外，他也喜欢写文章，并有文集流传后世。
    基于其钻牛角尖的精神，他的记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
然而奇怪的是，对于自己的身世，这位老兄却是只字不提。
    这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而我是一个好奇的人，于是，我查了这件事。
    遗憾的是，虽然我读过很多史书，也翻了很多资料，依然没能找到史料确凿的说法。
    确凿的定论没有，不确凿的传言倒有一个，而在我看来，这个传言可以解释以上的疑问。
    据说(注意前提)嘉靖十四年时，有一位姓申的富商到苏州游玩，遇上了一位女子，两人一见钟情，
便住在了一起。
    过了一段时间，女方怀孕了，并把孩子生了下来，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申时行。
    可是在当时，这个孩子不能随父亲姓申，因为申先生有老婆。
    当然了，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这似乎也不是什么违法行为，以申先生的家产，娶几个老婆也养得起
，然而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那位女子不是一般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尼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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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百般无奈之下，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被送给了别人。
    爹娘都没见过，就被别人领养，这么个身世，确实比较不幸。
    但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个别人，倒也并非普通人，而是当时的苏州知府徐尚珍。
他很喜欢这个孩子，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徐时行。
    虽然当时徐知府已离职，但在苏州干过知府，只要不是海瑞，一般都不会穷。
    所以徐时行的童年非常幸福，从小就不缺钱花，丰衣足食，家教良好。
而他本人悟性也很高、天资聪慧，二十多岁就考上了举人，人生对他而言，顺利得不见一丝波澜。
    但惊涛骇浪终究还是来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时行二十八岁，即将上京参加会试，开始他一生的传奇。
    然而就在他动身前夜，徐尚珍找到了他，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其实，你不是我的儿子。
    没等徐时行的嘴合上，他已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和盘托出，包括他的生父和生母。
    这是一个十分古怪的举动。
    按照现在的经验，但凡考试之前，即使平日怒目相向，这时家长也得说几句好话，天大的事情考完
再说，徐知府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开口，实在让人费解。
    然而我理解了。
    就从现在开始吧，因为在你的前方，将有更多艰难的事情在等待着你，到那时，你唯一能依靠的人
，只有你自己。
    这是一个父亲，对即将走上人生道路的儿子的最后祝福。
    徐时行沉默地上路了。
我相信，他应该也是明白的，因为在那一年会试中，他是状元。
    中了状元的徐时行回到了老家，真相已明，恩情犹在，所以他正式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归入徐家。
    辛苦养育二十多年，而今状元及第，衣锦还乡，再认父母，收获的时候到了。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父亲拒绝了这个请求，希望他回归本家，认祖归宗。
    很明显，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只有付出，没有收获。
    无奈之下，徐时行只得怀着无比的歉疚与感动，回到了申家。
    天上终于掉馅饼了，状元竟然都有白捡的。
虽说此时他的生父已经去世，但申家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地把他迎
进了家门。
    从此，他的名字叫做申时行。
    曲折的身世，幸福的童年，从他的养父身上，申时行获取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经验，并由此奠定
了他性格的主要特点：    做人，要厚道。
    然后当厚道的申时行进入朝廷后，才发现原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很不厚道。
    在明代，只要进了翰林院，只要不犯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几年之后，运气好的就能分配到中央各
部熬资格，有才的入阁当大学士，没才的也能混个侍郎、郎中，就算点背，派到了地方，官也升得极
快，十几年下来，做个地方大员也不难。
    有鉴于此，每年的庶吉士都是各派政治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
申时行的同学里，但凡机灵点的，都已经找到了后台，为锦绣前程做好准备。
    申时行是状元，找他的人自然络绎不绝，可这位老兄却是巍然不动，谁拉都不去，每天埋头读书，
毫不顾及将来的仕途。
同学们一致公认，申时行同志很老实，而从某个角度讲，所谓老实，就是傻。
    然而事情的发展证明，老实人终究不吃亏。
    要知道，那几年朝廷是不好混的，先是徐阶斗严嵩，过几年，高拱上来斗徐阶，然后张居正又出来
斗高拱，总而言之是一塌糊涂。
今天是七品言官，明天升五品郎中，后天没准就回家种田去了。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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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特想跟写《明朝那些事儿》的人聊，那本书很好。
我觉得喜欢看的人都是有思想、愿意想事情的人，这是本好书，除了把史实摆出来，还要评论、挖掘
，用现代的语言去说，他有他的角度。
—— 联想集团创始人 柳传志历史是千百万人的历史，是大家的历史。
每个人都有解读历史的权利。
《明朝那些事儿》的确是别开生面的，是一种创造。
我热情地支持这种探索和创造！
——央视百家讲坛主讲 毛佩琦《明朝那些事儿》是我自认为所读过的最好的书。
这样的奇文，亘古少有，多一字是狗尾续貂，少一字又言犹未尽，文字表达浑然天成，近乎十全十美
。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底气，作者不露庐山真面目，没有借助任何学历、经历、名号、头衔的光环效应
，却能在充斥着“假、大、空”的出版市场脱颖而出，仅以文字的魅力（甚至连一幅插图都没有）就
能深深地吸引读者，使千万人趋之若鹜，为世间又创造出一例“酒香不怕巷子深，是金子总会发光”
的典型。
——金牙大状首席律师我有个宏大的愿望，希望大伙能坚持不懈地一起将《明朝那些事儿》直接顶入
中学课堂，成为每个中学生必备的书。
——潜水潜到2008《明朝那些事儿》注定会成为一个里程碑事件。
这不在于当年明月的文学功底有多好，而在于这套书以足够有趣的笔法还原了历史原貌，吸引了像我
这样每天追踪的读者。
可以说，没有《明朝那些事儿》，“明矾”对于那个朝代的印象，肯定还是电视剧里胡编乱造的片断
。
——资深“明矾” 公孙扬眉文章以通俗的小说方式，用瑞士表匠的耐心，德国制造工人的严谨，法国
酿酒师的情怀，美国戏剧演员的幽默（化身为魔语）讲述了600多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元末农民起义，
并将继续讲述至明末的276年历史。
此文做工严谨而又不乏幽默，可做明史普及读物，也可用于茶余饭后消遣，皆是居家旅行、学习阅读
、无事消遣之首选读物。
——接近真理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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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朝那些事儿》是迄今为止唯一全本白话正说明朝大历史！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来最畅销的史学读本。
全新修订，雅致收藏！
荣获“新浪图书风云榜”最佳图书，当当网“终身五星级最佳图书”，多次斩获“卓越亚马逊畅销书
大奖”。
第19届全国书博会金口碑好书榜！
2009年京华书榜年度十大畅销书首位！
2009年读者最喜爱的24本书！
2010年中国图书馆借阅量排行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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