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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明朝那些事儿》第三部，主要讲述了从洪熙年间到成化年间六十余年的历史。

朱棣之后，明朝迎来了两位明君——朱高炽和他的儿子朱瞻基，他们创造了长达十一年的仁宣盛世，
国力增长，国家太平，造反的王爷朱高煦也只能以一个跳梁小丑的方式结束了自己不成功的谋反运动
。

然而，一场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一位经历了皇帝——俘虏——皇帝的传奇般人生的天子、一位堪称明代第二强人的登场、明代第一位
专权太监的乱政、骇人听闻的土木之变、皇上兄弟间的反目成仇，都使这个时代的事情更加光彩夺目
，跌宕起伏。

到了成化年间，皇帝搞起了姐弟恋，大臣分成了五大武林门派，搅得这个朝代的朝政黑暗无比又百花
齐放，混乱不堪又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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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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历史开创者，担任国内多家电视台文史类
节目主讲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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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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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朱高炽的勇气和疑团　  历经千辛万苦的大胖子朱高炽终于登上了皇位，定年号洪熙。
　  事实证明，这个体态臃肿的大胖子确实是一个仁厚宽人的皇帝，在他那肥胖残疾的外表下，是一
颗并不残疾的，温和的心。
　  他登上皇位后，立刻下令释放还在牢房里面坚持学习的杨溥同学，并将其召入内阁。
此时杨士奇和杨荣已经是内阁成员。
明代历史上最强内阁之一&mdash;&mdash;&ldquo;三杨&rdquo;内阁就此形成。
　  但此时一个问题出现了，虽然大家都知道内阁是皇帝最为信任的机构，其权力也最大，但由于这
些内阁成员仅仅是五品官，要让那些二品尚书们向他们低头确实是很难的。
 　  这个问题看似很容易解决，既然如此，那就改吧，把内阁学士提成二品，不就没事了吗？
　  事情哪里有那么简单！
你说改就改？
你爹留下的制度，尸骨未寒，你就敢动手改造？
正统的文官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是很有道理的。
　  可是不改似乎又不行，问题总得解决啊。
　  在这个世界上的无数国家民族中，要排聪明程度，中国人绝对可以排在前几位，而其最大的智慧
之一就在于变通。
这样做不行，那就换个做法， 反正达到目的就可以了。
　  所谓此路不通，我就绕路走，正是这一智慧的集中体现。
　  朱高炽没有改动父亲的大学士品位设置，却搞了一套兼职体系。
　  他任命杨荣为太常寺卿，杨士奇为礼部侍郎，金幼孜为户部侍郎，同时还担任内阁大学士。
这样原先只有五品的小官一下子成了三品大员，办起事情来也就方便了。
　  目的达到了，父亲的制度也没有违反，从此这一兼职制度延续了二百多年，并成为了内阁的固定
制度之一。
　  这类的事情在之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每看及此，不得不为中国人的智慧而惊叹。
　  登基后的朱高炽并没有忘记那些当年和他共患难的朋友们，洪熙元年（1425），他用自己的行为回
报了他的朋友。
　  在一般人看来，皇帝回报大臣无非是赏赐点东西，夸奖两句，而这位朱高炽的回报方式却着实让
人吃惊，在历代皇帝中也算极为罕见了。
　  同年四月的一天，朱高炽散朝后，留下了杨士奇和蹇义，他有话对这两个人说。
　  在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之中，无数人背叛了他，背离了他，只有这两个人在他极端困难的情
况下，依然忠实地跟随着他，杨士奇自不必说，蹇义虽然为人低调，却也一直在他身边。
　  年华逝去，大浪淘沙，这两个历经考验的人绝不仅仅是他的属下，也是他的朋友。
　  朱高炽注视着他的两个朋友，深情地说道： &ldquo;我监国二十年，不断有小人想陷害我，无论时
局之艰难，形势之险恶，心中之苦，我们三个人共同承担，最后多亏父亲仁明，我才有今天啊！
&rdquo;　  回顾以前的艰难岁月，朱高炽感触良多，说着说着竟流下了眼泪。
　  杨士奇和蹇义也泣不成声，说道：&ldquo;先帝之明，也是被陛下的诚孝仁厚所感动的啊。
&rdquo; 　  就这样，经历苦难辛酸的三个朋友哭成一团。
　  在我看来，这种真情的表述远比那些金银珠宝更能表达朱高炽的谢意。
　  朱高炽没有辜负杨士奇的期望，他确实是一个好皇帝。
　  虽然他是一个短命的皇帝，皇位还没坐热，就去向他父亲报到了，但在其短短一年的执政时间内
，他维持了大明帝国的繁荣。
　  为什么不细说呢，因为这些夸奖皇帝的内容千篇一律，什么恢复生产， 勤于政务等等等等。
这些套话废话我实在不愿写，估计大家也不喜欢看，如有意深入探究，可参考相关教科书。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皇帝的本分事情，而真正能够体现朱高炽的宽仁并给他留下不朽名声的，是
这样的一件事： 　  我们已经说过，朱棣是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去世的，根据规定，如无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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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皇太子在父亲死后可以马上登基为帝，但是，绝对不能马上将当年改换成自己的年号元年，必
须等到第二年，老爹的尸体凉透了，才能立下自己的字号。
　  比如朱棣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去世，朱高炽立即即位，并有了自己的年号洪熙。
从七月到十二月，实际上已经是他的统治时期，但这段时间还是只能算在永乐二十二年内，只有到第
二年（1425）年，才能被称为洪熙元年。
　  在这段时间内，是皇太子们的适应期，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走出自己父亲的影子，一般在这段时
间内，新皇帝们还不敢太放肆，对父亲们留下的各项命令政策都照本宣科，即使想要自己当家作主，
改天换地的，也多半不会挑这个时候。
　  可是就是这个忠厚老实的朱高炽，在尚未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在这段时间内，就敢于更改自己父
亲当年的命令。
　  这在当时的很多大臣们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但在我看来，朱高炽的这一改实在干得好，干得大快人心！
 　  十一月的一天，朱高炽突然下达诏令，凡是建文帝时期因为靖难而被罚没为奴的大臣家属们，一
律赦免为老百姓，并发给土地，让他们安居乐业。
　  靖难之时，朱棣杀人无数，罚奴无数，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也被定性为奸臣，此事已是板
上钉钉，断无更改之理。
　  然而此时，他的儿子朱高炽却突然下了这样一道旨意，让很多大臣措手不及。
可更让他们吃惊的还在后面。
　  朱高炽接着问大臣：&ldquo;齐泰和黄子澄还有无后人？
&rdquo; 　  大臣半天才反应过来，答道：&ldquo;齐泰有一个儿子，当年只有六岁，所以免死，被罚戍
边。
黄子澄没有后代（后得知，黄子澄有个儿子当年改姓逃脱，后被赦免）。
&rdquo; 　  朱高炽沉吟许久，说道：&ldquo;赦免齐泰的儿子，把他接回来吧。
&rdquo;　  他接着问：&ldquo;方孝孺可有后代？
&rdquo; 　  大臣们目瞪口呆。
　  方孝孺？
您说的是那个灭了十族的方孝孺？
 　  十族都灭了，还去那里找后代？
您不会是拿死人开心吧！
　  可皇帝已经下令了，就快去查吧。
　  这一查还查出来了，虽然没有后代，但确实有个亲戚。
　  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有个弟弟叫方克家，这位方克家有个儿子叫方孝复（方孝孺的堂兄），当时
也被罚充军戍边，至此终于回家了。
　  比起这些宽仁行为，更让人吃惊的是朱高炽所说的一句话。
　  朱高炽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说道：&ldquo;建文时期的很多大臣们，都被杀掉了，但像方孝孺这
一类人，都是忠臣啊！
&rdquo;　  底下的大臣们又是一片目瞪口呆，鸦雀无声。
　  忠臣？
您父亲不是说他们是奸党么？
到您这里就给改了？
那么说您父亲还是杀错了？
 　  就在这样的一片争议声中，朱高炽完成了他的壮举。
　  在立足未稳之时，朱高炽敢于凭借自己的正义感和良心改正自己父亲的错误，不畏人言，不怕反
对，这是毫无疑问的壮举。
　  真正的仁厚也是需要勇气的。
　  朱高炽是一个勇敢的人。
　  虽然这位明仁宗短命，只做了一年皇帝，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中排名倒数第二，但他仅凭这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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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就足以对得起他谥号中的那个仁字，也无愧他一代英主的美名。
　  如果让这位明仁宗接着干下去，相信大明帝国一定能够繁荣兴盛，欣欣向荣，但还是应了那句老
话&mdash;&mdash;&ldquo;好人不长命&rdquo;，洪熙元年（1425）五月，只做了十个月皇帝的朱高炽
病重，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这位厚道的皇帝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但他的义举将始终为人所牢记。
　  至少那些被赦免的人们会记得。
　  谋杀的疑团　  皇帝的位置又空了，但这个位置注定不会空太久，很多人都排队等着呢。
　  朱高炽病重，英明神武的太子朱瞻基自然十分关注，但除此之外，还有一双眼睛盯着皇位，这自
然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朱高煦。
　  朱高煦虽然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以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决心和毅力，数十年如一日地坚
持搞阴谋，搞破坏。
朱高炽十分仁厚，并未因此处罚他，只是警告而已。
而这位无赖兄却越发嚣张跋扈，现在眼见朱高炽病重，他也开始了自己的又一次夺位阴谋。
　  吸取上次的教训，朱高煦加强了情报工作，安排了很多眼线时刻盯着朱高炽，当然不是为了保证
他的安全，而是要确定他什么时候死。
　  他的计划是这样的，考虑到京城的三大营要收拾自己手下那些虾兵蟹将易如反掌，出兵攻打没有
把握，几乎等于自杀，他决定拿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开刀。
　  他准备等到朱高炽的死讯后，便立刻在道路上埋伏士兵，等朱瞻基奔丧路过之时，一举将其击灭
，然后趁乱登上皇位。
　  朱高煦对自己的计划很有信心，何来信心？
来自作案时间。
　  之前说过，他的封地在山东乐安，而太子朱瞻基在南京（根据惯例，太子守南京），只要死讯传
出，太子必然会从南京出发，所需时日很长，而他却可以从容不迫地安排好士兵等着太子的到来。
　  乐安离京城很近，南京离京城很远，朱高炽一死，最先得到消息的自然是我朱高煦，等你听到风
声，赶来京城的时候，我的士兵早就在路上等着你了！
 　  我有充分的作案时间，朱瞻基，你就认命吧！
　  朱高煦的主意应该说是不错的，但不幸的是，他遇到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这件事情不但使他的
计划落空，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谜团。
　  洪熙元年（1425）五月，朱高炽逝世，朱高煦得到消息，十分高兴，估计到朱瞻基赶到这里还有一
段时间，他不慌不忙地安排士兵准备伏击。
　  可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他做好准备，可是左等右等，朱瞻基就是不来，没等朱高煦吟出今夜
你会不会来的词句，就收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mdash;&mdash;朱瞻基已经赶到京城，继位为皇帝。
　  怪哉，真是怪哉！
 　  难道朱瞻基会飞不成，或是他能预知未来，未卜先知？
　  这不但是朱高煦的疑问，也是后人的疑问。
　  关于这一点，史料上有很多不同的记载，有的说朱高煦袭击太子只是传闻，实际上太子是接到丧
报后从容赶到京城的，有的说朱高煦是没有准备好，等到太子过去了才派兵出去埋伏的。
　  还有一种说法就比较骇人听闻了： 　  朱瞻基比朱高煦更早知道自己父亲的死讯。
　  路途远近是客观事实，只要报信的人不是在路上扎了帐篷，睡个几天几夜，乐安的朱高煦一定会
比南京的朱瞻基更早知道消息。
当年没有电话电报，也没有飞机，你就是想破脑袋，也找不出朱瞻基比朱高煦更早知道死讯的理由和
方法。
　  其实方法是有的，也是唯一的可能性。
　  如果这一说法属实，我们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朱瞻基不能预知未来，却创造了未来。
　  他谋杀了自己的父亲。
　  如果你对这一推论感到不满，也请不要向我丢砖头，因为这个推论并非我首创。
实际上，明仁宗朱高炽的死亡原因一直以来都是历史悬案，到目前为止有几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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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说法认为朱高炽纵欲，加之身体有病，最终病死。
另一种说法认为是他的儿子朱瞻基等不及父亲传位，谋杀了他。
因为从朱高炽死亡前后的一些迹象（如登基礼仪已备）表明，朱瞻基可能已经做好了登基的准备。
　  前一种我们不去说他，单说后一种，事实上，朱高煦极有可能在路上设置埋伏，因为从他在后来
朱瞻基已经登基，情况诸多不利的情况下也要造反的行为来看，他犯上作乱的决心是很大的。
这么好的机会，他应该不会错过。
　  那么为什么他没有遇上朱瞻基呢，这其中就有几种原因，可能是朱瞻基绕开了大道，也可能是朱
瞻基听到父亲病重，提前出发，更有可能是朱高煦没有准备好，错失机会。
　  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可能给出任何答案甚至推论，这可能注定又是一个永远的谜团。
　  历史的魅力可能就在于他永远有无数的谜团让人们去探究，却总也找不出答案。
　  纵欲而死也好，被谋杀也好，反正不是自然死亡（很少有皇帝能遇上这个殊荣）。
　  我们最终也只能得到一个肯定的结论：　  朱高炽死了，朱瞻基继位。
　  仅此而已。
　  当然了，我们不应该忘记可怜的阴谋家朱高煦，这位同志搞了几十年阴谋，却一事无成，多次眼
见煮熟的鸭子飞掉，从父亲到兄弟，再到兄弟的儿子，就是没有自己的份，说实话，搞阴谋居然搞到
这个份上，实在可悲， 可怜。
　  如果要评最成功的阴谋家，姚广孝一定能排在前三名，而朱高煦注定会名落孙山。
　  但如果要评最可怜搞笑的阴谋家，朱高煦必能当仁不让，名列前茅。
　  真是悲哀，悲哀的阴谋家朱高煦就是这样空等了几十年，他的耐心已经磨灭殆尽，在他的心中，
已经立下心愿： 　  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一定造一把反！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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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明月的写作不仅笔锋活泼幽默，而且加进了自己的感悟，这就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也拉近
了古人与今人的距离。
　  &mdash;&mdash;著名明史专家  毛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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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ash;&mdash;联想集团创始人 柳传志　  看看《明朝那些事儿》，对朱元璋起兵时的心态分析，
就知道我的意思。
老朱当时起兵是死，不起兵也是死，最后与其等死，不如战死。
陈胜、吴广也是。
这就叫，不做皇帝不行了，所以做皇帝。
　  &mdash;&mdash;新东方创始人之一、过来人董事  徐小平　  我很赞成《明朝那些事儿》对历史的解
读，毕竟历史是一堆堆故事和生动的人物组成，用老百姓喜欢接受的方式让他们去了解，是好事。
　  &mdash;&mdash;著名作家、历史学者  吴思　  这几天我连续在看《明朝那些事儿》，真是写得好看
。
　  &mdash;&mdash;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  窦文涛　  《明朝那些事儿》写得好，写得比较放松，我们过
去写的人都拘着，生怕哪块做得不合适。
　  &mdash;&mdash;著名收藏家 马未都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朝那些事儿3 图文精印版>>

编辑推荐

　  ★《明朝那些事儿》图文精印版由当年明月全新修订，明史专家毛佩琦教授审订并作序推荐　  ★
原文一字不少，新增四大板块全新内容&mdash;&mdash;50余条参考消息+100多幅插图、参考消息、图
表、地图　  ★超值定价，收藏必选　  当年明月全新修订，资深明矾五周年纪念回馈版，明史普及最
具价值收藏版　  1.更权威：当年明月全新修订，明史专家毛佩琦教授审订并作序推荐，全程演绎明朝
三百年兴衰风云。
　  2.更丰富：新增四大板块全新内容&mdash;&mdash;50余条参考消息+100多幅插图、参考消息、图表
、地图。
涉及关键词解析、历史背景及相关插图、作战图、形势图、人物关系图等。
图解历史，小细节、大事件一目了然，通俗易懂。
　  3.更精美：图文并茂，追求更加精美、舒适的装帧。
　  近三十年来最畅销史学读本，读起来就停不下来、最易上手的明朝历史普及本　  《明朝那些事儿
》自2006年出版后，迅速荣登&ldquo;新浪图书风云榜&rdquo;最佳图书、当当网&ldquo;终身五星级最
佳图书&rdquo;；多次斩获&ldquo;卓越亚马逊畅销书大奖&rdquo;；被评为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全国
中小学生必读十本好书之一、2007&mdash;2011年度系列畅销书第一名；连续多年被读者推荐为印象最
深之书。
众多名人、明星、名流的枕边书，无数人口口相传的最有阅读价值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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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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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