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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你并非真正了解的朝代——重读明朝明朝是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朝代，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朝代
；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朝代，更是一个我们误解最多的朝代。
600多年前朱元璋的挥兵北上，使不可一世的蒙古铁骑终于退出中原，汉族重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王朝
。
恐怖的民族压迫远离了汉人的生活，汉族的宽袍长袖再次步入金碧辉煌的宫殿，中国的经济又一次攀
上一个新高峰。
这一系列修饰词足以让明朝拥有堪比汉、唐的光环；然而，明朝留给我们的印象却恰恰相反。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明朝赋税沉重，皇帝昏庸，宦官当道，军备废弛，政治黑暗，人民生灵涂炭，一
派乱世之相。
那么，明朝真的衰弱不堪吗？
真实历史中的明朝又是什么样子呢？
先以“赋税沉重”为例。
我们似乎能找到很多根据，比如明末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就被很多历史学家归因为老百姓不堪重负揭
竿而起。
事实上，大多数时间内，明朝的赋税程度之低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明朝的农业税和商业税加起来，一年大约有2200万两银子(包括把米折合成银钱)，而且200多年没有大
的变化。
很多人可能对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
那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其他朝代的统计数据。
南宋孝宗年间，仅盐、酒、茶的税收就有4000余万两。
而明朝无论是地域、人口、还是盐、酒、茶的消费需求，都远大于南宋；然而这3项的税收只有大
约300万两。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清朝初年，人口大约只有明末的四分之一，耕地只有明末的一半，然而基本税收收入却有2800万两左
右，这还不包括满朝政府冠以各种名义所加收的税金！
面对铁的数字，明代赋税之低不言自明，“赋税沉重”这一罪名不能成立！
再来看“皇帝昏庸”这一项。
对明朝皇帝的评价大多分为3种：其一是开国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虽然这二位皇帝双手沾满了鲜
血，但在漫长历史中仍是相当成功的君主。
其二就是崇祯，大家都会肯定他的勤政、进取，同情他最后吊死煤山的凄凉。
亡国之君能像他赢得这么多同情的目光，是绝无仅有的。
其三就是除此之外的，无一例外地被戴上糊涂、昏庸、残暴、胡闹、不学无术的帽子。
很多人认为，大明皇帝除太祖、成祖、思宗3位，都是数十年不理政事、微服出巡调戏良家妇女或喜
欢做木匠的昏庸之君。
最被人们诟病的明朝皇帝大概有3位：正德、嘉靖和万历。
先说说正德帝，他继位时不过15岁，按理说，少年人好动乃是人之常情。
正德只不过偏好骑马、射箭多一点，就被后世称为“荒淫、不学无术”。
这位可怜的皇帝，被一大堆规矩束缚在紫禁城里，想出个宫也颇不容易。
而我们对清代皇帝的木兰秋猕，康熙、乾隆的6次巡江南却没有太多訾议。
正德也就是在宫里修了一个“豹房”、在宣府搞了一个将军府，就被我们视为一大弊政，而清朝的颐
和园、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却被描绘成中国建筑的精品。
这种两分法对明朝皇帝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
即使把他视为又一个“阿斗”，我们也应了解正德的多才多艺。
他对音乐和佛学的研究都达到相当的水准，甚至精通最难懂的语言——梵语。
再说说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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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罪状有长年怠政、沉迷炼丹、任用奸臣等。
说起炼丹，这可不是“昏君”独有的。
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都醉心于丹药。
至于怠政，无非就是不批奏章。
熟悉明朝历史的人都知道，明朝的文官尤其是言官，可谓世界上最可爱又最可恨的一群人。
他们以骂人为己任，什么事情，只要不符合自己理念那就开骂。
骂同僚，骂上级，骂太监，尤其是骂皇帝。
若是清朝的统治者，这样的人恐怕早就被灭了九族，然而明朝皇帝却拿这些人毫无办法。
嘉靖是个少有的聪明人，他深知不能与这些人纠缠，凡是这些言官的奏章大多不批。
他知道批了也没用，只是徒增无谓的争吵。
当然，这在后世眼中也就成了“怠政”的表现。
至于任用奸臣，熟悉严嵩的人都知道他并非传统的大奸大恶之辈，是有自己的理念和抱负的。
更何况，嘉靖从来也没有赋予他绝对权力，他不过是嘉靖用来制衡其他大臣的一个工具而已。
再说万历。
很多史学家都认为他为明朝奠定了亡国的命运，事实上真是如此吗？
万历的最大“罪状”也是怠政。
这一问题在上文已解释过。
而且，万历对重大问题的指挥判断非常睿智，不然也就不会有“万历三大征”，朝鲜也许早已成为日
本的一部分了。
其余如好色之罪更是无稽之谈。
万历一生只钟情于郑贵妃，甚至到万历四十多年郑贵妃已人老珠黄时，他依然不改痴心。
又何来好色之说？
万历一生多病，行走艰难。
有人把此归结为他好色，这完全是无聊之人的阴暗臆测。
根据定陵考古发现，从万历的遗骨可以知道，他生前患有严重的足疾。
这样一个曾饱受病痛折磨的皇帝，死后还要被人无端诟病。
岂不冤枉？
以这3个皇帝作证，“皇帝昏庸”这条罪名也是不成立的。
那么宦官当道又是怎么一回事？
明朝的太监专政是否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残暴？
终明朝300年，太监之祸的确猖獗过，但绝对不是明朝历史的主流。
主流还是君主专制和文官政治。
太祖皇帝树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铁牌，一直到英宗时才被太监王振除去，前后近80年。
虽然有成祖重用太监的恶例，但是这80年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太监过度干预政事的情况，更何况还出现
了一个郑和。
即便是后人诟病的由太监汪直设立的特务机关——西厂，总共也就是6年。
一直到武宗时的刘谨，太监才真正把持朝纲，其间还隔着孝宗的“弘治中兴”。
从刘谨后直到明朝灭亡前夕的天启年间，才出了那个著名的九千岁魏忠贤。
在长达近400年的明朝统治中，我们也只能列举这4个罪大恶极的太监，而且他们生前无一漏网，得到
了应有的报应。
这相对于东汉、唐朝后期宦官任意废立皇帝、滥杀大臣来说，简直是天壤之别。
可以说，明朝的太监始终处于皇权监管之下。
这种巨大的反差。
我们又如何不佩服明朝完美的政治制度？
我们印象中的明朝。
真的是历史中的真实吗？
可为什么这样一个所谓的“衰弱”王朝，会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庞大的舰队让半个多世纪后的哥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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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麦哲伦羡慕不已？
为什么这样一个所谓的“衰弱”王朝，可以修筑绵延万里的长城，却没有孟姜女凄惨的传说？
可以修建金碧辉煌的故宫，至今仍为我们赚取大量外汇？
为什么这样一个所谓的“衰弱”王朝，会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中心，美洲发现的金银等贵重金属都流入
了中国人的钱包？
如果一个朝代真的很衰弱，那么这些事情是怎么做到的？
而且，我们希望读者了解的明朝，还远远不止于此。
理解明朝，应该从南京的“治隆唐宋”开始。
康熙6次南巡，每次都要拜谒朱元璋长眠的地方——明孝陵；甚至亲笔题词，为其书下“治隆唐宋”4
个大字。
意思是说，朱元璋对明朝的治理要比唐朝、宋朝还要好，明朝比唐朝、宋朝还要兴隆，是个盛世。
明朝拥有一个缜密的制度，几近完美。
政治上，皇帝、内廷和外廷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权力体系。
先后有如此多皇帝不理朝政，而整个国家的运作依然照常。
这充分表示明代政权设计的合理。
我们不能用4个宦官专政去掩盖整个明朝的历史，不能用严嵩等几个奸臣去概括整个明朝的大臣，更
不能用明朝的失败去说明其军事上的无能。
经济上，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一些行业中的出现，商品经济、海外贸易等新的经济因素呈现出日益强
劲的发展，江南市镇的繁荣更让我们看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初曙。
在文化上，明朝更是显示出容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郑和为周边国家带去的是友好与平等贸易。
相比之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却是那么血腥。
殖民者的抢掠与压榨、印第安人的死亡、黑奴的悲惨命运，这一切都是西方带给彼地的“礼物”。
在倡导和平的今天，郑和的精神财富仍值得我们继承。
利玛窦等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科技与宗教，被徐光启等中国人接受，儒家文化也由传教士带回欧洲，
为启蒙运动注入新鲜血液，可以说这是东方与西方平等的对话。
因此，一些中外学者把明朝定位于“前近代”，开启了中国走向近代的大门。
明朝是多姿多彩的，无论太祖、成祖这样雄才大略的皇帝，还是武宗、熹宗这样“昏庸”的皇帝，他
们都有着独一无二人性化的一面。
郑和、于谦、海瑞、张居正、戚继光、郑成功这一连串的名字，让我们懂得了不朽的内涵。
魏忠贤的迫害，让我们看到明朝士人不屈的脊梁，一个个视死如归的文人形象跃然纸上，不能不令人
肃然起敬。
即使小人物也同样有血有肉，至今仍是街谈巷议的人物与故事。
《玉堂春》中那位为爱情受尽苦难的苏三，《牡丹亭》中那位爱得死去活来的杜丽娘，《西游记》中
那位蔑视神权、大闹天官的孙行者，《金瓶梅》中那位为权势、金钱、肉欲而丢了性命的西门庆⋯⋯
这些虚构的文学人物背后，都有着明朝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李自成、张献忠让老百姓知道了，在侠客名单簿上不单单只有水泊梁山义士，还有这些真实生活中的
草莽英雄。
明朝的文化科技也是成功的。
论哲学，王守仁开创的心学仍是我们汲取营养的宝库；论文学，明朝的诗文虽不及唐宋，但留下的戏
曲、小品文与小说也堪称瑰宝；论艺术，宣德炉、景泰蓝无不是传世精品；论科学，李时珍、徐光启
、徐霞客、宋应星等都不愧大师的称呼。
明朝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时代。
让我们破除心中的种种误解，越过一直遮蔽我们视线的清朝，来重新审视这个有意无意被忽略的时代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盛世中国明朝卷>>

内容概要

《盛世中国：明朝卷》是盛世中国的第四本，以浓墨重彩、酣畅淋漓的文风，介绍了中国古代封建社
会历史上第四个太平盛世——大明王朝，那些猎猎风尘和滚滚狼烟、凛冽寒潮和刀光剑影。
《盛世中国》丛书介绍了中国古代的五个主要盛世（秦汉、隋唐、两宋、明朝、清朝）的起源、发展
、高潮、衰落、灭亡全过程，并重点介绍了其政治管理的出色、军事外交的强盛、文化科技的辉煌。

　　本丛书作者基本上以著名的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硕士为主体，以及部分专业作家和知名撰稿
人组成，知识广博，史料丰富，秘闻多见，故事精彩，且观点、见解把握到位，可读性强；兼之语言
流畅，文笔生动，佳句不断，通俗易懂，是一套不错的中国历史和传统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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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铁木真子孙的末路元朝的统治者并没有继承祖先那种锐不可当的霸气。
这个不可思议的王朝迅速没落了，正如它迅速崛起一样。
公元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称汗，被尊称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横空出世。
在短暂的时间里，它如同一股飓风迅速席卷整个亚欧大陆，南宋王朝、阿拉伯帝国等一个个古老文明
轰然倒塌。
公元1241年的瓦尔斯塔特战役，蒙古西征大军击败了波兰与日尔曼联军，歼敌2.5万人。
在匈牙利战役中更是以少胜多，击败其7万人的军队，让整个欧洲为之颤抖。
但是，强大的蒙古帝国也未能逃过盛极必衰的历史命运，昙花一现，到蒙哥统治时期(公元1251年
～1259年)，这个强大一时的帝国事实上已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了。
虽然在忽必烈率领下，元朝于公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续写着蒙古铁骑不败的神话，但此后蒙
古军的颓势逐渐显露出来。
公元1274年、公元1281年两次东征日本，皆以失败告终。
公元1257年～1258年、公元1285年～1288年，元朝多次进攻安南(今越南)，也未能凯旋而还。
公元1283年在与缅甸的对决中，其军事优势也未见彰显。
公元1293年远征爪哇(今印度尼西亚)，再次以损兵折将宣告结束。
这一切都宣告元朝军事帝国的终结。
此后历经数十载的安逸，曾饮马多瑙河的蒙古大军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随着战斗力下降，冲锋陷阵已不再是蒙古贵族的首选。
他们更痴迷于宫廷斗争，从中寻找快感。
这一时期诸王贵族们势力强大，派别林立。
他们之间的争斗，直接影响到皇帝的废立和宫廷政变的发生。
从公元1295年成宗铁穆耳即位到公元1333年顺帝妥懂帖睦尔即位，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元朝先
后更换了10个皇帝，每次权力的更迭都伴随着一场血腥的杀戮。
妥懂帖睦尔即位后，宫廷斗争再次达到一个高潮。
元顺帝妥懂帖睦尔继位这件事，本身就颇具曲折性。
公元1329年，文宗图帖睦尔与权臣燕铁木儿勾结，当朝皇帝明宗暴卒，文宗复位。
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九月，文宗在上都突然病死，年仅29岁。
据《庚申外史》记载，文宗在临终前对往事懊悔不已，把皇后及皇子燕帖古思、权臣燕铁木儿叫到身
边，留下遗嘱道：“我把皇兄害死了，这是朕平生最大的错误。
朕每次想起，都后悔不已。
”于是决意将皇位传于明宗长子妥懂帖睦尔，以求心安。
但在当时形势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权臣燕铁木儿是杀害明宗的主谋，他担心事情败露，便暗自扣压文宗遗诏，将皇位传于明宗次子懿璘
质班，是为宁宗。
可惜宁宗短命，仅在位53天就得病暴亡。
燕铁木儿千方百计阻挠妥懽帖睦尔继位。
直到翌年燕铁木儿病死，妥懂帖睦尔才得以继位，是为顺帝。
登上皇位的他，祖辈留下的烂摊子，权臣擅政、吏治腐败、国库亏空、社会矛盾激烈等一系列积重难
返的难题，一股脑儿摆在他面前。
元顺帝继位之初曾经想要励精图治，在短短的“更化”(当时宰相脱脱主持下的一个改革运动)之后，
每天需要处理堆积如山的公文，但国家局面却不见任何起色。
元顺帝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于是开始沉迷酒色，不问国事。
国家大权遂先后被佞臣哈麻等人操纵，整个朝廷上下一片混乱。
此时正值黄河严重泛滥，大半个华北平原都被大水淹没。
北京赖以生存的粮食和生活用品，以及元朝政府财政运转赖以维持的盐税，都受到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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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经济面临着空前危机。
元顺帝为此一筹莫展，只好把被他罢职的宰相脱脱又请了回来。
但脱脱的措施也没能奏效，反而激起更强烈的民怨。
为解决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脱脱决定实施开河与变钞。
在他看来，开河是解决流民、饥民问题的唯一途径；而变钞也是最快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
结果开河为韩山童、刘福通起义提供了契机；而变更钞法则只是人为提高新钞币值，加之新钞发行额
过大，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在元朝无力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时，北方韩山童等在颍州发动起义；南方在徐寿辉、邹普胜带领下
，于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发动起义。
他们都以白莲教为联系纽带，以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为基本力量，全国迅速陷入红色海洋之中。
全国一片大乱，元顺帝慌忙派人镇压。
但祸不单行，他的后院又“着火”了。
皇后奇氏是个权欲极强的人，在做皇后之初就曾参与朝政。
眼下见元顺帝整天不务正业，沉迷于房中秘法，她感到十分不满。
这时顺帝已33岁，照前几任皇帝来比算是长寿之人。
他们在这个年纪早就驾鹤西去，传位太子了。
太子在奇皇后调教下，很用功也很上进，于是皇后早就期盼儿子得继大统的那一天。
为解决这一矛盾，奇皇后与支持者朴不花等人密谋发动新的宫廷政变，想迫使皇帝内禅于太子。
但由于朴不花把皇后密谋告诉了宰相太平，导致阴谋破产。
不过元顺帝还是一个重情意的人，并未处死奇皇后，只是疏远了她。
虽然元顺帝用温情解决了这场未遂的宫廷政变，却未能弥合派系斗争带来的裂痕。
在元朝宫廷，上下分成旗帜鲜明的两派：支持皇后和太子的一派；支持皇帝的一派。
双方权臣均恶言相向，欲置对方于死地。
这场斗争最终演变成武装冲突，支持皇后和太子的扩廓帖木儿和支持皇帝的孛罗帖木儿发生激烈冲突
，太子因此流亡朝外。
当元朝统治者忙于权力之争时，地方上的红巾军起义已汇聚成一股洪流，冲击着本已岌岌可危的元朝
政府。
正是元朝统治者的内斗，使得农民起义军有可乘之机。
也正是蒙元朝廷的短视，最终葬送了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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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是奥运年。
中国通过这种和平、合作、竞争的方式，欲向全世界展现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欲向
世人展示一个爱好和平的大国风范。
作为历史工作者，不才也想为这个永远铭记的时刻作点什么。
恰逢李子迟、张博二兄主持“盛世中国丛书”，意在弘扬中华文明之久远、胸怀之博大，因不揣浅陋
，故成就此书。
以本人的才识，本不足以承担此书。
但余自幼就喜读史籍，对明史波澜壮阔的历史抱有浓厚兴趣；又有幸在南开园中静坐6年，得以广读
与明史有关的古籍。
读书中或有所见，或有所得，希望与诸君分享，勉力而为之。
而更多的，则是有感于时下轻薄历史的风气。
中国有五千年灿烂文化，传统积淀深厚；然而，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历史，仍不出教科书的范围，流
于表面。
虽叙述得当，但是中国历史丰富多彩的一面也无形地被隐藏其中。
本书就是想为大家呈现出一个更真实、生动的明朝，走出康乾盛世带来的清朝震撼；让一个个活灵活
现的远古人物走入我们视野，而不再只是一张张呆板的图片。
希望大家通过阅读此书，能拨开土木之变、南倭北虏、明亡清兴这些概念化的迷雾，看到明朝在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本书的出版，得力于李子迟、张博二兄的大力倡导，冯雪飞、张景波、高振凌诸君也为本书的写作做
出了大量努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并由衷感谢为本丛书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的出版社各位编辑老师。
由于本人能力有限，书中不免存在错漏之处，尚请诸位读者谅解。
沈一民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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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盛世中国:明朝卷》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我们印象中的明朝。
真的是历史中的真实吗？
可为什么这样一个所谓的“衰弱”王朝，会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庞大的舰队让半个多世纪后的哥伦
布、麦哲伦羡慕不已？
为什么这样一个所谓的“衰弱”王朝，可以修筑绵延万里的长城，却没有孟姜女凄惨的传说？
可以修建金碧辉煌的故宫，至今仍为我们赚取大量外汇？
为什么这样一个所谓的“衰弱”王朝，会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中心，美洲发现的金银等贵重金属都流入
了中国人的钱包？
如果一个朝代真的很衰弱，那么这些事情是怎么做到的？
明朝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时代。
让我们破除心中的种种误解，越过一直遮蔽我们视线的清朝，来重新审视这个有意无意被忽略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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