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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當年明月
本名石悅，男，27歲，湖北人，國家公務員。好讀書，喜歡歷史。在網上寫作《明朝那些事兒》，成
為網路閱讀熱點；9月，《明朝那些事兒?朱元璋卷》出版，旋即熱銷。當年明月如今在網上已經擁有
相當龐大而固定的「明礬」粉絲團體，他們每天必做的事就是等待他的博客更新。
當年明月，2006心靈歷史開創者，強調寫史即寫人，寫人即寫心。以長文《明朝那些事兒》狂飚突起
于天涯論壇，後轉戰新浪，天涯、新浪月點擊率均力超百萬，引起「明礬」騷亂。相關事件被媒體命
名為「明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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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书人的理想抱负与气节情操所代表的中华精神让人动容，你们是好样的，永远不会被忘记！
2、将历史用小说的手法写出，言辞犀利且富有趣味，本书引人入胜，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3、看完了
4、写作风格我喜欢，可我真的不爱历史啊！
5、值得一读
6、挺有意思的书，后面不如前面好，但当小说看也够了。
7、很会讲故事的人
8、看了，感觉有些史实写的还是不错的
9、2016年6月22日，读毕。
10、描写有趣 故事通俗 意义深刻
11、把历史人物当作平常人，达到一种贯穿如一的共鸣。赋予历史人物血肉情感和心理分析，更能基
于史实做出合理解释。只是文笔稍逊一筹。。
12、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13、好久之前读的，现在才想起来。
14、听书成了上下班枯燥的路上最好的陪伴。虽然你感慨当年那些陪朱元璋打江山的功臣们都不得善
终，然而你不能不佩服朱元璋的军事才略。这位为自己子孙操碎了心的人，也一定是对现世对生活有
足够的热情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生活中吧
15、消遣好读物
16、一直想读的
17、废话太多
18、朱元璋是个很厉害的角色，从一个放牛娃到皇帝，当人到了无所失去的时候，内心的潜能也就被
激发出来了。也离不开他有各种得力的部下的帮助。
19、废话太多，是不是这样就叫做通俗易懂？
20、終於嘹解為啥帝王專制和特務企統會始於明朝，頗具啓發性
21、最喜欢的书，没有之一！
22、操，以为是50多岁老大爷写的，早知道不看了。
23、通俗易懂地描写历史，题材选择巧妙，观点科学，真的是拨开了笼罩在明史上的歪曲描写！
24、我记得读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锦绣文章很重要；世界上，很多事其实是偶然的；只有放回当
时的历史情境，才能知道当时人物的心态，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判断。
25、可乐
26、五星睡前读物（ 既然挖了坑，不管过了多少年，总是要跳的）
27、最精彩的历史作品，白话通俗易懂，而且当年明月写的非常有代入感，仿佛我们读者就站在旁边
看着历史在眼前表演，我们跟着剧情愤怒、不解、开心、感动。已经看了3遍了，还是想看
28、历史讲得太有趣！
29、搞笑捏
30、自古成王败寇，而历史像兰州烧饼被翻来覆去正反面烤。史书，只是胜利者的宣言，而爱好历史
的后人则像从蛛丝马迹中侦查真相的臆想症病人。
31、如果没有深厚的积淀和对历史知识的娴熟掌握，是没办法做到能够以这么浅显易懂的语言来深刻
讲述那段历史的。当你拿起这本书时，看了第一句话时，你不会再轻易放下它，除非直到你读完。王
阳明、于谦、徐霞客、张居正等等这些人，那些事，让人灵魂激荡，写的太好。成功只有一个——按
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32、是这部书更新了我对于明朝的认知，文笔不错
33、可是我却觉得最可悲的是 败给了“历史规律”在人类成长与经济发展的同时 很少有人可以用发展
的眼光去看世 从开始对朱元璋的抵触情绪到后来不得不佩服他眼光的长远 给后代留的几手准备 虽然
并非事事俱全 但是卓越的眼界确实令人叹服
34、非常好的一本书，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了一个个有趣的小故事。难得的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
故事，而且都有史可依。文笔随性，幽默诙谐，公正但不死板，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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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语言够有趣
36、大二的下学期期末开始翻 暑假一直躺着 开学一口气翻到国庆 七本 完
37、第一次知道这个书是上高三新浪博客中，没想到今天才读。通俗易懂，挺有趣的，就是不怎么喜
欢打仗的部分。
38、并不如何
39、很不错，力荐力荐....
40、第一册是真的很不错，读史的启蒙书。
41、稳 准 狠方能成就霸业，朱元璋是个天生的君王。
42、真的很精彩，明朝开国的几个将领都是杰出的人才，能谋善断，同时又极其冷静处事不惊，让人
发自心底地佩服。
43、行文幽默又不失严谨；细致地心理描写是一大亮点，除了给予历史人物立体的形象，更有助于读
者理解他们行为动机；
44、哈哈大笑 好书！！
45、历史太好玩了，朱重八真是一个幸运的、卓越的军事家。后面的屠杀太血腥暴力，幸好有马皇后
。
46、朱重八 朱元璋。
47、多年前买的书，挺好，当年不知不觉就看完了，虽有不足，瑕不掩瑜！
48、人算不如天算。有些事似乎便是命中注定的，时间便是幕后最大的操作者。这本书也看得放不下
，精彩。
49、后边就没怎么看了，我真是太懒了
50、能一口气看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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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完了，感觉很幽默，不知不觉就能笑起来。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抓得很好。回首前尘往事，很
现实和生活中很多事情类似。
2、三个晚上看完。刚看感觉很好，再发现看的很快，就知道只是小说而已。写得不错，只是 通篇 还
是 中国 最传统 的 权术 和 厚黑。比二月河的清朝系列好，能保持中立的立场。看多了就没趣了。
3、有时候看历史题材的小说,就和看黄易写玄疑小说一样.感觉历史就象今天才发生的一样,让读者在不
自主的时候,就感觉也到了那个时代,和主人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希望还能在写好的作品给我们看,谢谢
4、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它的语言诙谐幽默、讲史深入浅出。整本书看下来就想在听一场相声表演一
样，没有什么艰涩难懂的语句，也没有引经据典，纯属个人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的流行语铸
就的大作，我很喜欢。
5、明朝的那些事儿的第一卷里描述的是一个风云变换的年代，在那里，平民朱重八完成了他由一个
小人物到皇帝的转变，所谓的乌鸦变凤凰，也不过如此，但是，所谓的乌鸦变凤凰，只是当别人都以
为他是乌鸦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他身体里潜藏的巨大能量，直到他震翅高飞之时，才明白，原来那看
似不起眼的人，并非凡鸟，在这点上，汤和是聪明的，他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个人不是池中物，所以，
不顾身份的跟随在他身边，心甘情愿的为他效力，他的选择对了，而也许也正因为如此，他也成了唯
一一个能陪朱元璋走完霸主之路的人。那是一个名将纷纭的时代，刘伯温，徐达，常遇春，蓝玉。。
。。。。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将是史册上光辉的一笔，可是，在这段历史中，最打动我的却不是
这些驰骋杀场的名将，而只是一个女子，也许，她的生死，对整个历史而言，只不过是一件小事，但
是，她的存在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不可替代的，也许，她自己也未曾想到，自己会在史书少年宫占
据一席之地，但是她却用她的温柔与仁慈，为那个流血的年代，增添了几分暖意。史书上，没能记下
她的名字，于是，我们现在只能知道她姓马，称呼她为马皇后。相对于男子而言，青史留名的女子要
少得多，而若是皇帝的夫人们，可能会记录式的留下一个姓氏，但是若非其中的佼佼者，只怕连历史
学家也懒得去挖掘她们身后的故事。没办法，谁让皇帝的夫人数量太过庞大呢？而能被历史记得的后
妃（且不论是好名或是骂名），大体上有那么几类，第一类：手握大权者，不管是垂帘听政也好，直
接接受百官膜拜也好，只要那个女子一度成为国家实质的掌权者，她的名字就一定会被记录下来，典
型的代表如吕后和武则天；第二类：良好的辅政型女子，这类女子的特点在于，不专权，但是政治触
觉相当敏锐，能给予自己的丈夫以良好的辅助，这类后妃，通常会被称为贤后，典型的代表如长孙皇
后和这篇里将要写的马皇后；第三类：这类女子可能完全无关政局，但是，她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以一个情字打动了史官，典型的代表如朱祁镇的钱皇后，以及朱佑棠的母亲纪妃。明朝的那些事儿
里对马皇后着墨不多，即使在网络上查资料，对她的记载也是有限，只是，再细细想时，实际上就这
简单的几笔，已经足够概括她的性格：知书识礼，天性仁慈。或许在她看来，她只是朱元璋的妻子，
从朱元璋还只是一个小人物之时，她便一直跟随着他，无论是在危难之中，还是在显达之时，她对他
始终不离不弃，也许，作为一个辅政型的皇后，她不可能如武则天那么张扬，但是她的贤德，也不仅
仅在于柴米油盐和打理后宫。毕竟，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很难在危难时刻捐出自己所有的财物劳军
，没有足够的组织能力，也很难组织起所有的妇女为军队缝补衣物，更无法说出“愿得贤人共理天下
”这样的至理名言。也许，她嫁给朱元璋不过是因为养父指婚，这样的婚姻在那个年代实在太多，可
是，既然她与他构成了一个家，她就能为了他尽自己的努力，无论他是小兵，将军，或是皇帝。当朱
元璋被困牢中，她把刚烙好的饼藏在胸口，给他送饭，每次胸口都会被烫伤，可是她毫不介意。——
而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烫伤胸口还在其次，若是被发现，只怕连她自己也有危险。可是我相信，当时
的马姑娘，后来的马皇后，做那一切时，是心甘情愿的，不为什么，只因为他是自己的丈夫，她不能
就这样看着他死。也许，对马皇后来说，历史终究带给了她一个好的结局，他和她走到了当时社会的
最高点，他成了皇帝，她成了皇后，虽然后宫中嫔妃众多，但是她在他的心里，始终占据了无法取代
的地位。朱元璋也许不能算是个好人，但是他对自己的亲人，还是好的，这也许也和他的经历有关，
曾经有过一个温暖的家，但是这个家因为元而破灭，于是当他重新构造起一个家之后，对自己的亲人
，自然充满了关爱。他为他的子孙计划好了一切，希望他们不要挨饿受冻。他对大臣可能冷酷无情，
但是对家人，无论表达的方式如何，始终是带着几分温情的，而对他而言，在父母死后，他生命中最
重要的一个人，便是马皇后，不是因为她是皇后，而是她是他这一生最爱的人。假如有人要问，什么
最能震撼人心，我不知道，但是，我却知道，最能渗透人心的是什么。那是一种如细雨润物一般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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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也许，现代恋爱中的轰轰烈烈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爱过之后，剩下的便是平凡的生活，
于是，有时候我便会想，当情感的热度过去之后，剩下的是什么？是生活的索然无味，还是同舟共济
相濡以沫？至少我知道，马皇后和朱元璋属于后者。甚至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不敢说生活在那样
一个年代，他们二人是否真正的恋爱过，但是，他们却是真切的相伴过。马皇后的温柔与贤德，就如
同细雨一般渐渐的渗透了朱元璋的心，于是在今后的很多年里，那个刚烈的人心中，始终保持着温柔
的一隅，那是她特有的，无人可以替代。可是换个角度说，这温柔的一隅，也是马皇后自己争得的，
假如她刚烈如武皇，则只会和朱元璋走上对立的道路，最终被毁灭。假如她只是温柔，也很容易如那
个年代的很多女子一样，以夫为纲，一昧顺从，而若是一个一昧顺从的女子，只怕在朱元璋心里，也
不会留下太深的印象。所以，马皇后绝对不是一个只知道顺从自己丈夫的女子，她不但心慈，还极有
主见，且说话有理，让人口服心服，也只有这样，她才能成了朱元璋唯一的安定剂，从他的手上，挽
救了不少的人性命。“这个人的死，在历史上似乎不是什么大事，但对朱元璋而言，却是一个真正的
悲剧。”——《明朝的那些事儿》这句话，我始终觉得很对，唯一能软化朱元璋刚烈性格的人走了，
于是，他便走向了更为极端的一条路，洪武四大案血流成河，却再无人能阻止那个帝王的抉择。而在
那个女子离开之时，那个王者的眼泪，却多少给了我几分震撼，不是为朱元璋，是为马皇后。——要
在一个王者心里占据不可取代的地位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女子？在她含笑离开的时候，那个高高在上
的人，终于明白，自己是失去了不能失去的东西，可是，他手上的权利，要一个人死很容易，却无法
让一个人再活过来，那一泓温泉终究渗透到了他心底的最深处，没有海誓山盟，没有花前月下，只有
平凡的相伴和相依，只有不需要语言的不离不弃。她为他做了很多，却从来没有索取过什么，史书上
记载她含笑而逝，而我想，她的这一生，也许真的没有任何遗憾了吧，“愿陛下求贤纳谏，有始有终
，愿子孙个个贤能，百姓安居乐业，江山万年不朽。”这是她留给朱元璋最后的遗言，虽然江山万年
不朽的可能性不大，可是，我相信，这是她的真心话，直到最后，她依然真切的关怀着自己的丈夫，
就如她死前不肯就医，因为不希望朱元璋因为自己而苛责医生，这一方面自然体现了她对众生的关爱
，但是，这又何尝不是因为她对自己的丈夫了解至深？了解他刚烈的性格，亦不希望他因为过度杀戮
，而有失仁君之名，虽然也算是一个成功的皇帝，但离“仁君”甚远的朱元璋，对妻子的这番苦意，
又能体会几分？但是无论如何，她还是离他而去，在史书上流下了一个知礼仁爱的女子，那些话，始
终回响在我的耳畔：“朱文正是你的侄子，立有大功，请你不要杀他。”“李文忠是你的外甥，也是
你的养子，饶他一命吧。”“宋谦是太子的老师，老百姓尚且尊师，何况帝王家呢？”是她，将这些
人从鬼门关中救了出来，因为，这个神奇的女子，比朱元璋更清楚人命的可贵，于是，后人说这个女
子，能与长孙皇后媲美，在我看来，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
6、明月的书很早就在跟，也很喜欢他的风格。不过也要奉劝朋友们要分清正盗版啊！明月的前五本
均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后两本改为中国海关出版社大家不要上当啊！
7、作者把明朝的历史用白话文手法写的淋漓尽致，笔法带有幽默诙谐的色彩，在作者看来，那段历
史都是一段段小故事，作者诉说着这些故事，让人读历史不再有厌倦感，反而是那些历史人物的回忆
录！
8、如若写史书，都如此，以结果论英雄。对于以头撞人的齐达内等人，是如何不公。最近在看世界
杯，不免唏嘘，捧得金杯固然是英雄，那些为之不懈奋斗的c罗、杰拉德就不算是了吗？还有和总冠
擦肩的加内特，谁能说他没有付出全部呢？只要奋斗过，为之付出过，就该称作英雄吧。那么此书中
除了朱元璋一派，在争夺天下的人中就没有其他更可取的了吗？而且，最最反感的是，什么什么就注
定了什么什么的句子，你只是知道结果才这么写吧，如果在那硝烟乱世，你就知道谁注定会主江山？
看历史，还是中国传统的春秋体好些，拍除偏见固然难，但至少我们拒绝思维定式，拒绝先入为主。
此书，权当小说而已，何况语言都是古龙体。
9、初高中学习的时候觉得历史是枯燥无味的，始终无法将历朝历代的风云人物和事迹对上号，在上
大学的时候翻阅过《美国史》、《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可能是因为枯燥，可能因为不感兴趣，
所以依然对历史无法有较为清晰的认知。最近总是舟车劳顿，在无聊的时候通过手机翻阅了《明朝那
些事》，作者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扎实的史学知识，以及钻研的精神在这套书上发挥的淋漓尽致，着实
让人爱不释手。现在已经看到了第五集，对明朝的事情，名将、皇帝、忠臣、奸佞之间的斗智斗勇有
更多的了解，若要化险为夷，需要何等的坚韧和智慧，一个朝代，如何做到开明、昌盛、国泰民安，
需要多少人心血的努力。似乎任何朝代，任何社会制度，都无法避免贪污、腐败，无法避免内忧外患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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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直喜欢读历史。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吸引我的只是当年明月那种类似调侃式的语言，让这
些原本躺在发黄书本里面的模糊文字真的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缓缓向每一个读过他的人走来，
然后又渐渐的远去。明月笔下，那个驰骋沙场，开创大明霸业的朱元璋，更是一个面对历史有着千般
无奈的孤独老人。杀功臣，勤朝政，废丞相，设内阁，结局却是历史的发展永远的背离了他当初的想
象。有人说得好，自古集大成者无非是有两点，要么成就了千秋霸业，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要么是
留下了旷世奇做，流芳百世，前者是类似于朱元璋等等，后者类似于李时珍等人。但是他们都太不过
“你本出自尘土，也应归尘土”的命运。明月在最后说历史让人成熟也让人衰老，可是既然已经喜欢
历史，只好忍耐，因为历史真的这般悲凉。读中国的历史，让人感到世事的无常，让人的心态衰老！
那些历史上的人和事或许远去了，但是无论怎样，他们没有被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我想，他们是幸
福的，尽管这样的幸福可能是用血泪换来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
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11、这一系列的文，应该不算是《明朝的那些事儿》的书评，而只是我在读完书后针对某一些章节写
下的个人感受，与其说是对这本书的感受，不如说是对历史人物的感受。当时明月说得没错，历史本
可以很精彩，如果不是这套书，我对明史的了解，也许就会仅仅局限在历史课本上。因此，虽然我并
不会写书评，依旧将我的感受写出来，权当是对作者的感受。序：历史也许不幽默，但能引人思索当
时明月在第七本里说得很对，历史从来都不幽默，幽默的只是作者。然而作品幽默与否，取决于作者
的智慧。而面对幽默，是一笑而过，还是在笑完后沉淀下来思考，则取决于读者的态度。于是读一本
书，有时候不仅仅在于作者写了什么，而在于读者从中读到了什么。就如同同是一本红楼梦，有的人
能读出政治斗争，有的人能读出当时的文化，有的人能读出缠绵的爱情，有的人能读出高人一等的写
作手法，然而，只要能有所收获，便没有白读这本书了。我不是考据派，也知道有的历史事实存在争
议，没有比较过的我，也不好评价哪本书说得对，哪本书的说法有失偏颇，所以，在这部分评论中，
我只是就《明朝的那些事儿》里摆出的历史事件做个评价。然而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不是历史系出身，所以谈不上评，只能去感。记得一个朋友曾说过，看明朝的那些事儿，有时候会
看得热血沸腾，有时候又恨不得冲进书去咬杀那些奸佞小人。可是我却没有那么激动的感受，也许，
也会有看得眼眶湿润的时候，可是，心情相对来说却是平静的，也许，是因为我觉得，诟病古人并没
有意义，毕竟对方已经作古。而说古，只为了论今，也就是面对古人事进行思考，然后知道自己该怎
么做。也许，在封建社会，也有很多腐朽的东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贪污，如张居正这类历史名
臣，在经济方面也有不小的问题，也有的思想，可能用今天的观点来评价，是愚忠甚至是落后的，可
是，有时候，用现代人的观点来评价古人，确实不公平，但是，在那个年代，很多我们现在看起来觉
得不可思议的事，确实就那样发生了。例如，嘉靖年间的廷杖事件，大臣们不怕激怒皇帝，甚至在皇
帝记录闹事人名单时，还将自己的亲朋好友名字都签上了。——我并不是说在这个事件中大臣就是正
确的，而是从他们的举动上，至少可以看出一点，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就坚持去做。虽然这个以
杨慎先生为领导的闹事事件颇让人觉得有些好笑，可是有的时候，正是需要有这类坚持的人的。或许
，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并没有想到自己做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正确，抗争到底，只是因为自己觉得自
己没有错，于是虽然是其事待议，至少其心可嘉吧。不过，在看了明朝的那些事儿之后，我看到无处
不在的一群人就是言官，对于这群人，也许在后面的篇幅中，我不会专门对他们进行评论，因为他们
之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确实不多。可是，朱元璋在设计言官这个岗位时，出发点是好的，只可惜
世界上有一个词叫物极必反。而且世界上往往也有这么几种人：能说话也能办事的，能办事不能说话
的，能说话不能办事的，不能说话也不能办事的。第一种和第四种，我觉得没必要特别分析，关键是
中间两种。一个国家要兴盛，首先需要的就是能办事的人，而能办事的人，是不是一定是十全十美的
呢？我只能说人无完人，想起高拱在用殷正茂时说的那番话：“我拨一百万两军饷给殷正茂，他至少
贪污一半，但以他的才能，足以平定叛乱，如果我派一个廉洁的人去，或许他一两不贪，但是办不成
事，朝廷就要多加军饷，这么拖下去，几百万两也解决不了问题。”虽然我个人并不喜欢高拱，可是
，不能否认他这句话是对的，一个国家那么大，遇到事情的时候，不可能等到一个完全合适的人选出
现，行险用人，始终有它的必要。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现在想来，我个人觉得，这句话的
前半很多，后半，则可以进一步的深化，若是一个人是领导者或者是用人者，“至察”是必要的，但
是，在“至察”之余，还要懂得装糊涂，按当时明月的评价，高拱在用人方面胜于徐阶，就是因为徐
阶在唯才任用之时，“察”犹有不足。可是，只是有“察”，依然还不够，还必须容纳，对办事者的
一些缺陷，必须要有所包容，才能够真正做到用人。在说了这一堆看似无关的话之后，再把话题引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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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言官身上，言官的任务在于弹劾，也就是找茬。说真的，一个社会永远需要能说实话的人，可是不
幸的是看完书后，我感觉明代的大部分言官都属于能说话不能办事的人。而相当多的弹劾，类似于没
事找事干，当时明月写弹劾一事时，说得很通俗，只要是看不顺眼都可以弹劾，包括衣冠不整，包括
相貌难看。可是看到这些话，笑过一次之后，我又觉得笑不起来，因为这样的弹劾行为，对国家何益
，典型的没事找抽。而且，在官场上，唾沫星子确实是能淹得死人的，在被人否定的时候，总是会造
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当压力积累到一定地步，人就会承受不下去，于是，被弹劾的官员可能会申请致
仕。可是，从明朝的那些事儿里来看，被弹劾弹走的，似乎都不是那几个著名的奸臣，因为奸臣的脸
皮一般来说都比较厚，而且既然奸臣能奸出点名堂来，多半是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权利，这时候，言官
的弹劾是无力的。而很多事件都表明，言官确实能把人弹走，但是，由于他们是看不顺眼就弹，看问
题也比较片面，往往被人拿来当枪使，而某些人如果被弹走了，对国家来说，是否真的是好事？就如
同张居正的夺情事件，若是他真的被弹了回去，他一直在做的事，又由谁来接手？言官么？于是不由
自主的联想到当今社会的某些愤青，对一些事情看不顺眼就骂，实际上，我个人觉得，他们做的事情
和当时的言官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也许还是值得庆幸的，那就是，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当愤青们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不满时，我觉得只要问他一句：“换做你，你该怎么做？不要空话，
要具体方案。”那么我敢说，他们中的很多人，立刻就哑巴了。我这么说，并不是说不允许对现实不
满，而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让人看了觉得愤怒的事。可是我觉得，比起一昧的去责备，不如先想办
法尽可能的弄清楚事情的真像，然后计划好该怎么做，若是说风就是雨，觉得世界上只有黑白两种颜
色，反而很容易被心怀叵测的人所利用，那不也违背了自己的本意吗？所以，以我愚见，先以略带宽
容的眼光去看待事情，然后抓住事情的本质给以适当的一击，才能真正意义上的解决问题吧。毕竟，
没有至清的社会，不好的事情，多少都会存在，可是，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时手段不重要，能
解决了才是王道。正如同刚才所说的，明代言官的悲哀，就在于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打着正直的旗号做
着不地道的事，可是，哪怕那些人真的是正直的，不地道的事情也不会因此变得地道。不过无论如何
，明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了过去，我们看到的，只是它的兴衰，甚至，某些事件，已经成为了千古
之迷，可是，其中的某些人和事，终究没有被抹杀，他们随着史书流传到我们的耳里，也许，那句话
很对，“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在他们，确实如此，但是在我们，这一切却不是笑谈，它记载
了一个王朝的兴衰，是镜子，其中的很多人和事，足以引以为鉴，最后，感谢这部书，带着我走进明
史，虽然我文字粗浅，但是，仍将自己的思考写下来，权当阅读后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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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明朝那些事兒 壹》的笔记-第116页

        随着老百姓做官的人越来越多，世俗的名门望族势力慢慢消退，科举进士们形成了所谓的科举势
力，也就是后来的文官群体，这一群体给明朝的政治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们形成了类似黑社会
的组织结构，上可威胁皇帝，下可统治百姓。
进士一录取就可以候补官员，而举人要当官，就难得多，他们要参加三次会试，如果考不过，就可以
到吏部去注册，等官员死得多了，有了空缺，就会把这些举人翻出来，选择其中一些人去当官，这个
叫“大挑”。大挑的标准是看你的长相。选中的举人叫做一榜出身，进士就叫二榜出身。

2、《明朝那些事兒 壹》的笔记-36

        在通往胜利之门的路上，你会捡到很多钥匙，这些钥匙有的古色古香，有的金光闪闪，但只有一
把才能打开那扇门。

3、《明朝那些事兒 壹》的笔记-6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心是最柔弱的地方，它特别容易被伤害，爱情的背叛，亲情的失去，友情
的丢失，都将是重重的一击。

4、《明朝那些事兒 壹》的笔记-第330页

               貌似任何一国的开国皇帝在成功之后的第一件事都是产除功臣，杀尽一切对他有威胁的人物，
刘基已死，李善长也告老还乡。而朱元璋为了废除丞相制度更是满腹心机，筹谋多年。成功者真的不
是谁都可以当的。
      “朱元璋从茅草屋的风雨到皇觉寺的孤灯，从滁州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的烽火连天，他从千军万马
中奔驰而出，自尸山血海里站立起来。他经历过无数的磨难，忍受过无数的痛苦，他不畏惧所有的权
威，不惧怕任何的敌人。"一个个盖世枭雄在他面前倒下去，他见过的死人比别人见过的活人还多！所
以他才会还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天欲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啊
  

5、《明朝那些事兒 壹》的笔记-第113页

               明朝的科举制
    明朝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开科举，实行扩招。
    当时考试分为三级。
    第一级是院试，考试者统称为童生，考试范围是州县，在考试中合格的人就是秀才。在此考试中，
考到高能的才能得到秀才的称号，考到一、二等的才能有资格去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叫“录科”。
    第二级考试叫乡试，是省一级的统考，三年一次，在此考试中过关的人称为举人。有资格做官，仅
仅只是有资格，并不一定能包你当官。在此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人叫解元，这就是三元里的第一元。
    第三级考试叫会试。只有获得举人资格才能参加，会试考试第一名叫会元，这是三元里的第二元。
朝廷将在中间挑选三百人（可能有变动），注意这三百人只是“贡生”。
    通过会试面对的最后一道考验就是殿试。皇帝及大臣根据考生的表现划分档次，共有三甲。
    一甲只有三人，叫进士及第，分别是状元（就是三元中的第三元）、榜眼、探花。
    二甲若干人，叫赐进士出身。
    三甲若干人，叫赐同进士出身。
    在所有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和三甲中挑选精英考试才可成为庶吉士，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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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皇帝起草诏书，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到了明朝中期，更形成了
不是庶吉士不能当大学士的惯例。

6、《明朝那些事兒 壹》的笔记-第8页

        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也许不是那么厚道，他们也许有着各
自的打算，但他们确实别无选择。

7、《明朝那些事兒 壹》的笔记-第98页

        一个人要显示自己的力量，从来不是靠暴力，挑战这一准则的人必然会被历史从强者的行列中淘
汰，历来如此。

在进行决策时，会有很多人在你耳边提出他们自己的意见，将他们手中的钥匙交给你，让你选择，但
这个游戏最残酷的地方在于：你只有一次尝试的机会，如果失败了，你将失去一切。在战役实施中，
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能抓住这个时机的，即是天才。

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农民两千年的起义只是为了一块土地，不是农民就是地主！别无选择！

成为名将的六个年级：一年级：军事理论，二年级：实战；三年级学习的是冷酷；四年级学习的是理
智；五年级学习的是判断；最后一个年级学习的是坚强。

兵无常态，水无常形。

连中三元，具体来说就是身兼解元、会元、状元三个称号于一身。

8、《明朝那些事兒 壹》的笔记-第1页

        陈九四，朱重八，从名字来看，都是苦命人啊。他最后看了一眼这宽阔的湖面，来时庞大的舰队
和六十万军队，兵没有可以再招，船舰可以再造，对枭雄陈友谅而言，这不是难事，只是，为什么他
会失败？我不乏驾驭手下的谋略，没有妇人之仁，我敢于杀掉所有阻挡我前进的人，而不畏惧人言，
我比所有人都心黑心狠，我拥有最强的军队和战争机器，我的部下为什么会背叛我？不是谁最有力量
，谁最狠毒，谁就能控制一切。当生存基础--暴力被推翻后，所有人都过来狠狠踩一脚，落井下石。
张定边卒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一百岁，朱元璋死了死后，他还活了二十年。也算是看着仇家翘
辫子了，小小的为陈友谅报了仇，如果恨透一个人，想拿刀砍人时，不要生气，修身养性，活的比他
长就是了。无论生死贵贱，永不相弃。生如夏花，逝如冬雪。马皇后

9、《明朝那些事兒 壹》的笔记-第118页

               八股，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
    考试科目分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四书五经；第二场考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考时务策论
，就是给你个事情让你分析，颇有点应用文的意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这是取士的关键。
    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几个部分。其中精华
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明朝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这个圣人就是朱熹。

Page 11



《明朝那些事兒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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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