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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家都在说朱元璋，这本书说得有点儿不一样。
毛佩齐2088年7月18日 于北京昌平北七家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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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讲述了朱元璋一生的传奇经历。
从他的出生，他的起家，他的开国，他的在位，直到他的死亡，有张有弛，详略得当，真实地再现了
这个平民皇帝的不平凡的奋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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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黑龙
江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
 长期从事中国明史、社会生活史、文化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明成祖史论》、《永乐皇帝大传》、《
郑成功评传》、《明清行政管理制度》、等，发表论文八十余篇。
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明史、七解《中庸》, 影响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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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春之卷 濠上穷汉游方僧人第一讲 给朱元璋续家谱有点难说不尽的朱元璋这朱家和朱熹根本不沾边
淘金户穷得什么都没有第二讲　一个穷孩子降生，却有那么多故事因为是皇上，连出生都被神化了 正
史，反映的是统治者的意志 出生地：凤阳与盱眙之争 第三讲 当和尚首先为了吃饭，然后才是念经父
母死了，连葬地都没有 庙里的和尚有饭吃 游方僧就跟乞丐差不多 好不容易能踏实地念经读书了 第四
讲 鬼使神差，怎么就投了军庙外边已经大乱了 一封来信，把小和尚逼到了绝路，在进退两难的时候
，求卦问签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孤苦的人生之旅，注定要有个人陪伴，再没有比同样孤苦的马姑娘更
为适合了 第五讲 这支队伍底子不错游走在权力争斗中，考验了他的忠勇，锻炼了他的智慧打仗亲兄
弟，要成事还得有自己的队伍 智取驴牌寨 占领滁州，独立成军 夏之卷 文韬武略赤手开国第六讲 猛将
铁军．都是他带出来的众星拱月，名将如云 广收义子，亲信统兵 铁血治军，无往不胜 第七讲 秀才见
了兵，说的就是理读书人就是明白 里中长者李善长朱升的“九字箴言” 让小明王替咱们挡着点 第八
讲 先汉后周，决战决胜刘伯温，据说他识破了天命 朱元璋的使者感动了刘基陈历数所在，议勘定之
机 血战鄱阳湖，瓦解陈友谅 终于称了王 直指“自守虏”，打败张士诚 小明王在瓜步翻了船 第九讲 北
伐中原，成就帝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第十讲 咱们的大明国一切都是为了登极
称帝，可到了这一天却假装三次“推让” 这个大明好像是起义部众盼望的光明世界 其实儒生们对“
明”作了新的解释 占住“大明王”的位子，以后再也不许有明王了 秋之卷 仁义为本教化为先第十一
讲 礼乐政刑，把天下管起来要丞相还是不要丞相 天下兵马谁掌握 齐民以刑，不若以礼 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 第十二讲 平民皇帝的治国理想跟富民不对眼 民心即是天心 “宽仁”不是空洞的口号 崇尚节俭
，从皇帝做起 第十三讲 首重农桑学校农业为本，四民各专其业 兴学尊儒 班、马复生，无从再加润色 
移风易俗，敦教化民 和睦乡里，各安生业 第十四讲 大明朝的官不好当从心眼里痛恨贪官 就爱听民告
官 第十五讲 寒风乍起砥砺忠节 建立权威的尝试 邵荣之死 君臣相契，暖如春风 刘伯温的尴尬 急流勇
退的将军 冬之卷 重典治国江山永固第十六讲 重典治国恐怖的皮场庙 使用空印，谁能说其中没有奸 收
拾郭桓，天下中等人家大半破了产 连自己的女婿也不留情 《大诰》，全民必读的反贪教科书 洁己爱
民，士风丕变 第十七讲 胡惟庸案凿空说鬼的“云奇告变” 胡惟庸死得有点冤 开国第一文臣也被牵连
进去了 第十八讲 蓝玉案赳赳武夫，居功骄横 能打仗的都杀光了 靠亲兵与家奴监视臣民 最看重的，是
在臣民眼中的地位 第十九讲 子孙分封屏藩帝室，想得不错 精明人也做蠢事 叶伯巨的远见皇太孙感到
了威胁 第二十讲 宫壶清宁家天下，子孙越多越好 她是贫苦出身，却能母仪天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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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春之卷第一讲 给朱元璋续家谱有点难说不尽的朱元璋朱元璋的故事真不少。
在他身上笼罩着重重迷雾，也笼罩了诸多的神秘色彩。
为什么数百年来人们谈起朱元璋的话题来总是兴致勃勃，热衷程度始终不减？
因为他的经历实在太神奇了。
最贫苦的农民和富有四海的皇帝，最无助的游方僧人和拥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最爱民的皇帝和最残
暴的君王，种种相互矛盾、反差极大的形象都集中于其一身。
还有，是什么成就了朱元璋，除了时势之外，朱元璋有哪些过人之处？
朱元璋雄才大略，而他的子孙却多有不肖，但是他建立的大明皇朝却延续了277年！
朱元璋怎样为大明皇朝奠定了如此坚实的基础？
朱元璋的名字家喻户晓。
在古今历史上，具有知名度和传奇性的人物，如果数出十个人来，朱元璋也应该算一个。
他的奇都奇在哪里呢？
最奇之处，就在于他从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赤贫者，经过十几年时间竟然夺取了最高权力，登上了皇帝
的宝座。
在他前面有过陈胜、吴广，但陈胜、吴广在起义时毕竟还是个小头目，而且最终没有成功。
在他前面还有过刘邦，而刘邦起事时是泗上亭长，一个地方小官。
只有朱元璋，“不阶尺土”，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中国有一句老话，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用文言说，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朱元璋成为不甘于命运安排、赤手空拳打天下最成功的榜样。
在中国的社会中，朱元璋的人生际遇，他的成功曾给过多少英雄豪杰以启示！
朱元璋的另一个奇特之处，是他以贫寒的底层出身，竟然一跃成为皇帝，建立起绵延二百七十余年的
大明皇朝，在这个朝代里，中华文明又一次被推向辉煌的巅峰。
他所建立的制度，奠定了明清两代的政治格局，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影响了此后近六百年的历史。
而这个皇朝深深打着朱元璋个人的印记。
许多朋友都到过南京，游览过朱元璋的陵墓——明孝陵，都知道明孝陵前面有一座大石碑，但是很少
有人注意那碑上镌刻的是什么字。
那座碑上只有四个字，每个字都很大很大。
那四个字就是“治隆唐宋”。
什么意思呢？
那是称赞朱元璋对国家的治理比唐朝宋朝还要好。
这四个字是谁写的呢？
那可不是一般人，是清朝的著名皇帝玄烨，即清圣祖康熙皇帝。
他曾经六次南巡，每到南京都要祭扫明孝陵，并且要行三跪九叩大礼，表示对朱元璋的尊重。
玄烨是一个有胸襟有眼光的皇帝，他的话可不是随便说的。
从朱元璋的作为和影响上町以看出，他是完全担当得起这四个字的。
但是，朱元璋又是一个被迷雾笼罩的神秘人物。
他的身世，他的成功，他的种种故事，一代又一代，说不清，道不明。
他还是一个人们对其充满争议、自身表现充满矛盾的人物。
爱民，节俭，精力过人，智慧超人；专制，独裁，猜疑好杀。
究竟哪些才是他的真面目呢？
我们就从他的出生和身世说起。
这朱家和朱熹根本不沾边中国人有一个传统，就是喜欢修家谱，尤其是族里有人当了大官或是发了大
财，成了后世家喻户晓的名人之后，更要显摆一番，叫大家都知道。
在新修的家谱当中，修谱人要把自己的家族说得很是枝繁叶茂，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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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这样做的常规技巧就是要找一个曾经做过大官或者大学者等那种在历史上风光过一阵的人，作为
自己的先祖。
明太祖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当然也有些御用文人想给他修家谱。
大家可以从常理上揣摩一下朱元璋的心理，他是不是也同样希望给自己找到一位很光鲜、很显赫、很
辉煌、很拿得出手的先祖呢？
但是朱元璋的想法和普通人不一样。
他的确曾经命令儒臣给他写自己的历史，但是这些儒臣要揣摩太祖的心理——应该写得好，还是写得
不好？
是不是应该把太祖早年间生活贫穷困窘的事情，原原本本告诉大家？
如果写得很贫穷，太祖要是生气了怎么办？
如果得罪了太祖，或许马上会给我们治罪，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因此这些人就对太祖的家世做了很多粉饰，总是说好话，说光彩的话。
可是没想到朱元璋却有更高的境界，他对儒臣们说：不能这样写家谱，要写，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写，
那种过于粉饰的文字，对后世子孙无益。
他觉得儒臣们现在写出的这些东西完全是虚假的、浮夸的，不能给后世子孙留下虚假的史实，让他们
来盲目地借鉴。
他告诉修家谱的人们，你们一定要原原本本地把我的艰难身世讲述给后人。
由此可见，明太祖是一个“圣睿之益圣也”，也就是说，是在圣睿之人当中最圣睿的人。
明朝有一位学者叫做郎瑛，他写过一本书叫做《七修类稿》。
郎瑛在这本书中，对于朱元璋的身世，曾经做过一番评论。
他说：“自古帝王之兴，皆位逼势敌，有以成其私志。
”什么叫“位逼势敌”呢？
就是有相当高的地位，有相当强大的力量，这样才可以和自己的对立面抗衡。
任何一位帝王，当他能够抗衡对立面巨大压力的时候，最后才能够实现他的愿望。
接着他说：“汉祖虽微，亦为泗上亭长。
”什么意思呢？
说汉高祖刘邦虽然出身低微，但他至少还是一个泗上亭长，也就是相当于现任我们基层的乡长、镇长
这样一个职务，也属于国家干部，哪里有像我们太祖，这样不阶尺土而成就帝业的呢？
“岂特有如我太祖不阶尺土者耶？
”没有像我明太祖这样连一尺土地也没有的人。
现在的南京在元朝的时候叫集庆。
在朱元璋蓄积了一定的军事势力，打下了南京之后，据说有一批在现在的江苏省句容生活的朱氏家族
的群众，兄弟们一共四十多人，来到集庆找朱元璋。
这些人并不是真心来参加朱元璋起义军的，而是想借助朱元璋的势力来给自己耀武扬威的。
这些人触犯了朱元璋的法律，朱元璋就对他们毫不留情，严惩不贷，所以记载上说：“或不法，疏外
之。
”只要你犯法，不做好事，我朱元璋也不认你这门亲。
这一个朱家之族是什么人呢？
朱元璋的先世确实在这里生活过，于是有人就附会说这个句容的朱家就是历史上南宋的大学问家朱熹
的后代。
这个传说的起源是说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想要给自己寻找一个光耀的始祖，史料上原话怎么说的呢
？
说：“上欲祖朱熹。
”意思是朱元璋想要以朱熹为祖先。
所以儒臣们就想要把他这一段事情，写在朱元璋的家谱里，给皇上贴点儿金。
那位给皇上写家谱的人，继续问太祖，说：“熹之后乎？
”说您是朱熹的后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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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回答说：“否！
”不是！
斩钉截铁。
所以那些妄意推测朱元璋想要找一个辉煌先祖的人，也就泄了气。
这些说法，说朱元璋想要把自己的祖先描述得很辉煌，是一种传说，“盖瞽说也！
”闭着眼睛瞎说。
能够打下江山的明太祖还是非常自信的，“我就是我，我就是从社会最底层无依无靠，凭了自己的努
力，凭了时势得到了我现在有的一切。
”那些写家谱的人实在是不了解朱元璋的心胸。
那么，朱元璋不是贴金者牵强附会出来的名人之后，那他究竟是哪里人呢？
淘金户穷得什么都没有有一本叫做《翦胜野闻》的书，是明朝人徐祯卿写的。
他在书里引用了《朱氏世德碑》来介绍了朱元璋的家世。
这个《朱氏世德碑》当中这样写道：“本宗朱氏”，就是说朱元璋姓朱；“出自金陵之句容”，金陵
是一个很宽泛、很大的地名，句容是金陵地区之下的一个小地名。
朱元璋的家里是做什么的呢？
他家里既不是做官的，也不是读书人，而是“上世以来服勤农业”，自他的祖先以来就专门从事农业
，也就是农民。
朱元璋的五世祖叫做仲八，尊称仲八公，仲八公娶了陈氏，生了三个男孩子：老大叫做六二，就是朱
六二；老二叫做十二，就是十二公；最小的一个，叫百六公。
那么，朱元璋的高祖是这里面的哪位呢？
就是这个叫做朱百六的。
这个高祖朱百六成年以后，又娶了老婆胡氏，生了两个孩子，老大叫朱四五，老二叫朱四九。
这个朱四九就是朱元璋的曾祖父。
就这样，从高祖、曾祖，一代一代排下来，到了他的曾祖朱四九，又娶了侯氏，侯氏一辈子生了四个
男孩子：初一、初二、初五、初十，也就是朱初一、朱初二、朱初五、朱初十。
大家可以想啊，在当时，如果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长辈都应该读过书，知书懂礼，很可能会给孩
子们起一个儒雅一点、有文化一点的名字，而不会像这样，几代人的名字都是凑合了事。
他的曾祖父生了四个孩子，就叫初一、初二、初五、初十，分析一下，就可以想见他们家境的贫寒程
度。
朱元璋的祖父，也就是这位朱初一，娶了王氏为妻，又生有两个男孩。
这两个男孩一个叫做朱五一，一个叫做朱五四。
现在我们说得越来离朱元璋越近了。
朱家因为贫穷颠沛流离，一再迁徙，他们在金陵句容的时候，是做什么的呢？
淘金户。
淘金，这两个词大家都不陌生。
现在我们经常说到什么地方去淘金、去发财，已经是一个引申的说法了。
在元朝末年，淘金就是真的去从沙子里淘金子，没有任何的引申含义。
淘金是个苦差事，怎么苦呢？
因为按照元朝的户口制度规定，每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户籍，有民户、有军户、有匠户，有淘金户、
阴阳户、医户、儒户等等。
一旦定下来你们家是什么户，就必须要做什么事，世世代代不可改变。
你是什么户，就要根据你的户口，要向国家交纳有关的赋税。
淘金户可不是为自己淘金，而是负责给官府淘金的。
他们在泥沙当中淘取金子，用来交税。
有金子好淘，可以交税；没有金子好淘的话，如何交得起繁重的税务？
但是朱家世代的户籍都是淘金户，故土的金子越来越难淘，生活根本无法继续维持，百般无奈之中，
只得举家动迁，脱离了金陵旬容这个地方，来到了现在江苏苏北的盱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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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如果有机会剑苏北去，还可以在盱眙看到规模宏大的明祖陵，也就是朱元璋的祖先的陵墓，
这是朱元璋当皇帝以后，给他的祖先修的。
朱五一的一家在泗州盱眙居住了一段时间，发现这里一样无法维生，于是再次举家迁徙。
最后落脚到濠州钟离之东乡。
朱五四一家则流落到了灵璧虹县，后来也随五一到了东乡。
濠州钟离之东乡，就在现在安徽省的凤阳县。
这时，淘金户是不做了，改为种地，租种别人的土地。
但朱家的生计依然贫困。
朱初一死后，朱家的家境日益败落，朱氏后人在一路的迁徙中，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个不同
寻常的孩子即将诞生。
这家贫穷，却多子多孙。
朱五一娶妻刘氏，在盱眙生了朱重一、重二、重三；朱五四呢，娶了陈氏，在盱眙生了朱重四和一个
女儿。
到了钟离以后，朱五一的家里又添了一个朱重五。
也就是说这两个兄弟生的男孩都按照老规矩，进行统一的排行：、重一、重二、重三、重四、重五。
朱五四又在灵璧生了朱重六，在虹县又生了朱重七和一个女儿，迁到了钟离东乡之后，又生了⋯一个
儿子，按照排行的规矩，这个儿子叫朱重八，这就是我们要叙述的主人公一一朱元璋。
朱元璋的出生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元朝末年的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公元1328年10月21日。
资料：朱五一，娶刘氏，生重一、重二、重三，在盱眙生重五，在钟离朱五四，娶陈氏，生重四、一
女，在盱眙生重六，在灵璧生重七、一女，在虹县生重八，朱元璋，在钟离资料：与他同时代的人物
，当时，宋濂十九岁；陶安十九岁；刘基十八岁；李善长十五岁；汤和三岁；元顺帝九岁。
由此看来，朱元璋就是普通平民家庭出生的苦孩子，他凭什么能够建立这些业绩呢？
为什么一个这么强大的帝国能够被草野之民出身的朱元璋所取代呢？
我们要从朱元璋的出生说起。
第二讲一个穷孩子降生，却有那么多故事因为是皇上，连出生都被神化了在安徽地区，关于朱元璋的
神话流传甚广，可以说是妇孺皆知。
作为朱元璋的家乡人，对本地出了个皇上，无不津津乐道，仿佛这个人就曾经生活在他们当中，而且
曾经和他们一样普通、平凡甚至贫穷。
而朱元璋与普通人的唯．区别是他身旁总伴随着灵异。
有一部明朝人写的讲述朱家皇帝家世情况的书，叫做《天潢玉牒》，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朱元璋的母亲陈氏（后世人称陈太后，但是当时还是个村妇而已）正在麦场上千活，忽然看
到从西北方向来了一个道士。
这个道士长得什么模样呢？
修髯，也就是留着长胡子；簪冠，用簪子把头发梳起来插上；红服，一身红色的道袍；象简，手里还
拿着一个象牙做的板子，一般当作记事本来用。
这位道士走到近前，就坐存了麦场当中，拿出自己手中这个象简，又掏出几粒白色的丸子放在手里头
。
陈氏看见道士手里的白丸，就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东西？
”道士回答说：“这是一颗丹药，可不是一般的丸药，不过呢，你要是想要，我就可以给你一颗。
”陈氏想也没想，就伸手接过来，放在眼前仔细地看了看，没想到这颗丹药就像有生命了一样，直接
就跳进陈氏嘴里去了，她稀里糊涂地就给吞下去了。
陈氏还没有闹明白怎么回事，再一看，道士也神奇地消失了’。
这事过去了没多久，陈氏就莫名其妙地怀了孕。
后来在生小孩的时候，据说有一股白气自东南方向上飘来，穿过陈氏家的屋子，并且伴随有异香，整
整一夜都没有散去。
还有的传说更奇怪，说是在朱元璋诞生的时候，屋上“红光烛天”，就是说那房子上空的红光把天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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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照亮了。
在他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皇觉寺（这个寺院的名字就很耐人寻味），寺院里的僧人被冲天的红光惊
醒，都以为是“回禄”了。
所谓“回禄”，就是火灾的代名词。
一大群和尚跑到那里一看，结果根本没火灾，而是这户人家喜得贵子了。
和尚们都是啧啧称奇，连声唱诵“阿弥陀佛”。
有这么神奇的出生经历，这个孩子当然是天赋异禀了。
陈氏所生的这个小孩就是日后的明太祖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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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本来是给电视台的讲稿，大部分内容是根据录音记录整理的，所以保留了许多口语式的叙述。
此次出书，为了使内容较为完整，又补写了一些篇章，这部分的书面语显得与原来的口语叙述有些不
协调。
这是要请读者谅解的。
在与读者朋友的接触中，了解到不少朋友知识丰富，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
因此本书插录了一些史籍的原文，为的是给读者提供一点原始资料。
不愿一读的可以略过，并不妨碍文意连贯。
本书在编辑整理过程中得到了刘晨曦的帮助，谨致谢意。
还要特别感谢李克先生，是他一再催促本书的出版，如果没有他的催促，也许不会有这本书。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平民皇帝朱元璋>>

媒体关注与评论

　　1、这是一本新奇的书，读之，既可以享受知识的愉悦，又可以体验图画的美感，是一本图文共
欣赏的书！
　　2、朱元璋，在人们的眼里，总是显得扑朔迷离，富有传奇的色彩。
本书在占有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加以整理、总结，层层剖析，渐深渐远，揭开了这个人物的面纱
，读完之后，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的朱元璋，竟是这个样子！
　　3、从下层的一介平民，挤身于万民敬仰的皇帝，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读之可以让身为平民的我
们，无形中生出一丝自豪之感，原来平民也能当上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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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元璋二十讲:平民皇帝》具有以下特点：1、“百家讲坛”十大主讲人之一，著名学者：毛佩琦讲
述一个真实的明朝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是中国一位平民皇帝，他的成长经历，无疑对于每一位平民百姓，似乎有一种感同深受的力
量。
他能从一位平民登上帝王的宝座，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为自己的人生而奋斗呢？
朱元璋就是一个典型，读他的书，能够激发我们的向上的动力！
2、朱元璋的经历，不是一蹴而就的，期间必有无数的坎坷和磨难，读他的书，可以让我们懂得如何
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
3、朱元璋，似乎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更能适合平民百姓的胃口，无论他的品性，他的风度，他的
作风，距离我们总是那样的近，又是那样的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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