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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回眸大明王朝，明朝政治，有元末农民大起义燃烧着大地，有从南京到北京，紫禁城的日出日落，有
皇帝的神化与剥皮，有“桃花扇底看南朝”；明朝经济，从“开门七件事”到“三百六十行”，文人
下“海”一瞥，绿亭朱栏知多少；明朝社会，“黑漆漆装下了陷人坑，响当当直说出瞒天谎”，江湖
隐语知多少，“只有嫦娥未嫁人”；明代文化，“热时无处可乘凉”，酒色财气，踏遍天涯路，“海
内存异己”⋯⋯ 大家王春瑜说明史，带您走进大家眼中的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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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春瑜，江苏建湖人。
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班元明清史专业。
历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明史研究室副主任，《
古今掌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明史论丛》主编，研究员。
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
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学者，长于明清史研究，主编过《中国反贪
史》、《长青藤文丛》，著有《明清史散论》、《明朝酒文化》、《古今集》、《看了明朝就明白》
等二十多种著作。
　　王春瑜，江苏建湖县人，1937年生于苏州。
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明清史专业。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研究明代政治史，社会生活史，并研究清初王朝商业经营史、政治史、文化史。
主要著作有：《中国反贪史》、《明朝宦官》、《明清史散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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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说  回眸大明王朝分说  一、明朝政治    1.燃烧的大地——元末农民大起义    2.紫禁城的日出日落——
从南京到北京    3.皇帝的神化与剥皮——明朝皇帝一瞥    4.暗无天日的诏狱    5.“金丝笼中金丝鸟”—
—明朝的藩王    6.“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的悲剧    7.“半个女人”治天下——明朝宦官
概述    8.汪洋大海上的政治风云——郑和“七下西洋”与海权体系    9.“封疆危日见才难”——张居正
的悲剧    10.“眼看他楼坍了”——赵老太太的大起大落    11.“轻取皇冠葬九宫”——李自成的悲剧   
12.“桃花扇底看南朝”——以李定国、李来亨为代表的南明抗清斗争  二、明朝经济    1.张居正和“一
条鞭”    2.明代商业文化    3.从“开门七件事”到“三百六十行”    4.文人下“海”一瞥    5.宦官与江南
经济    6.绿亭朱栏知多少——江南园林的兴衰  三、明朝社会    1.“黑漆漆装下了陷人坑，响当当直说
出瞒天谎”——明朝流氓与流氓意识    2.江湖隐语知多少    3.“只有嫦娥未嫁人”——拉郎配    4.蒙汗
药之谜    5.迷药与蛊毒    6.“燕饮应知无后艰”——明代坑厕状    7.明宫春灯对良宵    8.从马吊到马将   
9.明代山人面面观    10.末代王孙、爱国名妓    11.义薄云天——马经纶冒死救李贽  四、明代文化    1.“
热时无处可乘凉”——明初两高僧    2.“父母官”与“乌纱帽”    3.酒色财气    4.一字不堪疗饥腹——
塾师    5.防骗新书    6.一本奇特的伪书    7.吴中画派四杰的深谊    8.踏遍天涯路——徐霞客与田夫野老   
9.“海内存异己”——大顺军、大西军与传教士附录一 今古何妨一线牵附录二 主要著作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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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里所述的赵老太太，非普通老太太也，乃明代万历年间宰相、中国古代著名改革家张居正的母
亲，姓赵，故以赵妪称之。
妪者，老太太也。
她多寿，活至76岁，集大红大紫、奇耻大辱于一身。
而无论她的至尊、大辱，却都是历史的悲哀。
她的浮沉，与其子张居正的改革事业息息相关，这就更值得世人回味。
　　赵妪娘家情况不详，当属小户人家。
因为封建社会婚嫁强调门当户对，而张家不过有几十亩田，数间房，余衣甚少，绝非大户。
本来，她不过是乡间普通妇女，每天看日出日落，相夫教子，闲话桑麻而已。
但曾几何时，张居正中了进士，做了大官，并当了位极人臣的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后，母因子荣
，她成了诰命一品夫人，风光可想而知。
万历四年（1576），神宗听说张居正的父母还健在，很高兴，当即亲笔致书张居正，“特赐大红蟒衣
一袭、银钱二十两，又玉花坠七件、彩衣六匹，乃奉圣母（按：皇太后）恩赐”。
赵妪得到这样的礼物，心情之愉悦，《红楼梦》里的贾母也不曾有过。
两年后，居正老父张文明在老家江陵病故。
张居正悲痛欲绝，更以老母为念，在奏章中说：“臣有老母，今年七十有二，人命危浅，朝不虑夕。
”万历皇帝对此很关心，特派司礼监太监魏朝在这年秋天前往江陵迎接赵妪进京。
沿途地方官员小心翼翼，诚惶诚恐，俨然是伺候西王母。
将渡黄河时，老太太有些害怕，私下对奴婢说：“这样大的河流，过河太艰难了吧？
”话一传出，立刻有人通知地方政府，同时安慰赵妪说：“过河尚未有期，临时当再报。
”后来，快到北京了，老太太未免心疑，问：“怎么还不过黄河?”侍奉左右者告诉她：“您老上次问
起后，没几天就过了黄河！
”原来，有司早已在黄河南北，“以舟相勾连，填土于上，插柳于两旁，舟行其间如陂塘，太夫人不
知也”。
显然，即使是皇太后渡河，充其量也不过能享此如天之福。
舟抵通州，时正中午，秋暑尚炽，州守张纶估计老太太一路上定是鱼肉不断，早已吃腻，遂“具绿豆
粥以进，但设瓜蔬笋蕨，而不列他味”。
赵妪果然大喜，抵京后即对张居正说：“一路烦热，至通州一憩，始游清凉国。
”第二天，张纶即调京任户部员外郎，管仓库、粮储等美差相继到手。
真是赵妪一顿凉餐，张纶平步青云！
　　更有甚者，万历皇帝又特命司礼太监李佑出郊慰劳，并护送赵妪至居正私宅。
同时，皇太后又特派慈宁宫管事太监李用至京郊外慰劳赵妪，并与李佑一起护送她抵居正家。
皇太后当即拟召赵妪入宫见面，只是因其年迈体弱而未成行，由居正至会极门“叩谢龙恩”。
皇帝、两宫皇太后赐给赵妪的衣服、首饰等，相当可观。
赵老太太受到这样高的礼遇，是很罕见的，万历皇帝及两宫太后“慰谕居正母子，几用家人礼”，以
致张居正誓言“移孝以作忠，苟利国家，敢惜捐躯而碎首”。
　　但张居正何曾想到，仅仅三年半以后，他就因病在北京家中“捐躯”了；他更难以想到的是，几
个月后，他遗骨未寒，政局即开始逆转，他鞠躬尽瘁辅佐的万历皇帝变脸了，亲自策划对他鞭尸了：
剥夺了他所有的功名，剥夺诰命，赵妪由一品夫人而“天上人间”，还原为普通村妇，并贬斥其子孙
，抄了她的家，用残忍的手段对其子张敬修、懋修等严刑逼供，要他们招出寄存在外面的200万两银子
，这完全是莫须有。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正式抄家前，荆州府、江陵县地方官已将张居正家包围，把时已76岁高龄的
赵妪与儿孙等分别隔离，有十几口人被活活饿死。
而据当时人记载“其妇女自赵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门时，监搜者至揣及亵衣脐腹以下”，何其卑鄙下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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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都被锁在屋内，有几个被饿狗活活吃了！
礼部主事张敬修被逼自杀，在悲愤万状的遗书中，说“吾母素受辛苦”；其弟懋修投井、绝食，侥幸
不死；敬修妻高氏上吊死未成，用茶匕刺瞎眼睛。
可怜赵老太太以衰朽之躯，眼睁睁地看着其子张居正断气；回到江陵老家不久，遭抄家灭顶之灾，受
惊吓，被污辱，又眼睁睁地看着儿孙上吊、饿死、被饿狗吞食，她再也受不了如此折磨，不久就永远
闭上了眼睛。
虽然，在一些正直之士的一再呼吁下，万历皇帝下诏留下空宅一所，田10顷，供张家赡养赵妪，但赵
妪在泉下，再也沾不着所谓的皇恩雨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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