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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步入明史研究领域并不算晚，至今算来也有二十多年了，但我在这个领域中始终算不上是正规
军，而只能算是一个散兵游勇。
记得1985年，我参加了于安徽黄山召开的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
那时，中国明史学会刚成立不久，黄山会议大概是第二届国际性的明史大会，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青
年教师能应邀参加这样一个重要会议，也算是不胜荣幸了。
如果沿着这条道路毫不动摇地走下去，大概我也能是这个领域中的老兵了。
然而，深感愧疚的是，自己并没有能始终如一、持之以久地研究明史。
由于我治学范围较为广泛，故在中国古代史的领域中经常转移阵地。
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前，我曾经把注意力集中于探究明史，自九十年代始，我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发
生了浓厚的兴趣，步入新世纪后，又开始致力于秦汉三国史的研究。
如此一番折腾，本人似乎已逐渐淡出明史学界。
　　屈指一算，我大概已有十多年没有参加明史学术会议，倒不是学会把我忘了，而是我自己的“过
失”，有好多次，当我收到学会的会议通知时，总是在去与不去之间，左右彷徨，犹豫难决，而最后
却是自己将自己开除出会。
何以如此呢？
因为我看到在最近十多年中，明史学界后生可畏。
有不少年轻学者对明史研究已作出了相当卓越的贡献，他们已经站在明史研究领域的前沿。
相比之下，我自觉汗颜。
故暗下决心，在拿不出相应成果的情况下也就不必厕身其中，忝列这一领域了。
最近蒙黄山书社编辑张向奎兄的盛情约稿，使我有机会，将历年草就之若干论文汇集纂成一本专著。
这就给我重返明史学界提供了一个契机，同时也使我有机会对自己以往的学术生涯作一个阶段性的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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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代将近三个世纪的岁月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军事科技都发生了“天崩地坼”的变化
。
因此，对明代社会进行具体的考察，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本书演绎明史的主要特色，在于充分表现了叙事史学的结构与魅力。
明代中国在经济文化上逐步融人世界之际，在政治上却没能及时地把握机遇，反而加剧了自身内在的
矛盾。
明代统治者设内阁、废中书，集皇权与相权于一身。
但事与愿违，统治者的任何“补天之术”都已无法治愈早已千疮百孔的帝国政体。
新建立的内阁反而加剧了党争。
作者在广泛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明代“创业与守成”、“后宫制度与宫闱内幕”、“
藩镇的新类型”，由火器发展而引起的“新军事变革”、“南北海运”、“帝王的经筵制度”、“加
强皇权的工具：铁券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全新的解读。
该书读之趣味盎然，融学术性、可读性于一炉，是一部用多维视角研究明史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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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淮西集团的这种垄断地位亦为其他地区的政治势力所不满，所觊觎。
淮西勋贵的熏天势焰阻遏不住统治阶级内部各个派别对权力的狂热欲望。
洪武初年，随着淮西勋贵地位的提高和权势的膨胀，它与其他派系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加剧。
为巩固既得利益，攫取更大权力，淮西集团对可能与之分庭抗礼、争夺权力的其他势力，极尽排斥打
击之能事。
著名明史专家吴晗说：“对不是自己系统中的人排挤，从乡里观念出发而演成的政治斗争，是洪武初
年政治上的一个特征。
”　　淮西官僚集团的核心人物是李善长。
他是朱元璋起兵后的幕府书记，称王时为右相国，称帝后为左丞相，在朝廷上位列第一。
李善长的儿子是皇帝的女婿驸马都尉。
他的亲戚同乡胡惟庸也继为丞相。
从李善长至胡惟庸掌权的17年中，淮西集团竭力排挤非准人，不让非淮人当权。
　　和淮西集团最早发生冲突的是杨宪。
杨宪是山西阳曲人，由于为人精明能干，亦颇受朱元璋器重，被委以中书左丞的要职。
杨宪在中书省任用亲信、聚集朋党、刺人隐事，形成一个以他为首的山西帮。
他们轮番向朱元璋诉说李善长无宰相才，企图挤掉这一准西集团的核心人物，以山西帮取而代之。
此事的成败，关系到整个淮西集团势力的切身利益，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正如胡惟庸所言：“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
”②于是淮西集团势力合力倾陷，李善长等淮人将相弹劾杨宪抵诬大臣，朋比为奸等事，结果杨宪被
处死，身首异处，其同党亦相继被杀。
杨宪之死，说明准西集团实力的雄厚和地位的牢固，其他地域的政治势力远非其敌手。
经过这一回合，淮西集团的势力反而更加扩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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