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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传》

精彩短评

1、在读。。
2、单行本。好。吴的马列素养不高。
3、還是看49年版的吧，這個版本被老毛閹割了。
4、其实建国后的政治倾向对研究成果的干扰也不完全是破坏性的,要区别对待
5、著史者冷眼良心为上，此书史料翔实，功力不俗，惜乎心眼具红且热也。
6、看这个后终于有点感慨为啥我党对各种宗教，特别是弥勒下凡之类说法很敏感心烦了；另外吴写
这个时候很多地方都有当时那个年代慎言并且往阶级斗争靠的无奈
7、总体来看，吴晗先生对于朱元璋的评价有扬有抑，史料详实。作为我这样一个不是很严肃的读者
来讲，读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是个什么玩意之类戏谑地去评史的书籍后，感觉吴晗先生的书相对缺
乏趣味性。毕竟作为一般阅读来讲，一些玩笑，一些稗官野史也许更能在阅读中调节读者的节奏和兴
趣。
8、据说是我朝太祖特别喜欢这本书⋯⋯此处和谐1918个字⋯⋯
9、看的是64年版本，吴晗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将成为那场影响中国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动乱的导火线，
可是他接到了主席一封信，于是开始将原版修了又修改了又改，一本史书愣是让他改成了探讨朱元璋
是怎样由农民蜕变为地主阶级，农民出身却帮着地主压迫农民。不知老先生死前对此事是否后悔。封
建帝王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逼迫史学家说假话，可是毛主席连他口中声讨的对象都不如，史学在他
治下演变为政治工具。64年版本从治学态度来讲算不上好书，但是从中窥见吴晗一些思想变化也蛮有
意思。可惜他破坏著作原汁后，主席仍然没有放过他，他死于此版出版后5年，若知结局终是一死，
他当初会不会抗争一下，宁死不屈？最起码保住了他身为史学家的尊严，而不是对政治趋炎附势。
10、最近每天晚上在翻，颇受启示 / 鼓舞。
11、后面比前面好看
12、别看口号，看疗效。
13、考据严谨，写得好，笔记之
14、明史大师吴晗的经典之作。看了不下三遍。回味无穷。
15、说了大实话，不被太祖杀才怪
16、12年版，以建国前初版为底本
17、看的是2012年三联重新出版的，豆瓣上没这本书，版权页说是当当发售也找不到，貌似是重写的
那版=-=
18、无论深度还是可读性，都很好。
19、繁體字閱讀障礙 T_T
20、或许第一个版本是最好的，估计没有了吧？
21、真的很精彩，老一辈学者的书啊。此书比较完善的有54年和65年两个版本，后者的阶级分析史观
更严重，但并非不好，反而更有联想的余地。明代和我朝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看完后明太祖的形
象在我心目中被大大提升了。
22、有学者的精炼，客观。极佳的传记。个人观点呢 还是有所映射的，平民皇帝的历史重演还是惹了
某人的不高兴呢，可惜了。。。。时代造就了大学家，又毁了他们的命。
23、嘿嘿~我看的是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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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传》

精彩书评

1、明太祖朱元璋端起自己的金杯倒满了酒，递给户部尚书茹太素，然后缓缓的说：“金杯同汝饮，
白刃不相饶”。身为六部之一的行政长官茹太素此刻的内心感受真可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设
身处地的想到之前太祖血腥残酷的镇压了宰相胡惟庸和大将蓝田所谓的谋逆案，再联想到他的上任赵
勉也死于刀下，怎能不让茹太素胆战心惊、颤颤巍巍？但君恩浩大，皇家威严，茹太素除了毕恭毕敬
的结果明太祖递过来的金杯一饮而尽之外，还能作何选择？内心感慨万千的太素饮毕磕头谢恩，答谢
太祖诗曰“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 ，面对太祖元璋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的似鼓励又似警告的祝酒
，也唯有肝脑涂地难以报答君恩来回复了，让太祖听了很是感动。但世事如棋，谁能胜负？不久之后
，户部行政长官茹太素大人就被明太祖朱元璋因事杀掉。茹太素可怨否？历史自有定论，唯一让九泉
之下的茹太素感到欣慰的是，朱元璋杀了他，不是最大的官，也不是最小的。在茹大人之上，尚有公
侯列将，在其之下，小吏官丞，更是数不胜数。朱元璋杀宰相胡惟庸时，牵连的公侯有十四位，御史
大夫一人，中丞一人。杀大将军蓝田时，牵连的有十四个公侯、两个都督、户部尚书侍郎各一人。这
些人都是和朱元璋当年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两案迸发，诛连一万五千多人，差不多就将军中勇武刚强
之士杀了一个干净。接着，魏国公徐达（开国第一功臣，生背蛆，太祖送鹅慰病，医嘱此病吃鹅必死
，魏国公无奈含泪吃鹅，后死）、韩国公李善长（曾今的宰相首辅死时七十有七，被朱元璋托以星变
之故杀掉，诛连妻儿侄女七十余口）、颖国公傅友德、宋国公冯胜等开国大臣，均诛连。连帮他打下
江山英勇无比的义子侄儿朱文正也被毒死。再杀德庆侯廖永忠等公侯等六人，凡开国功臣基本上都完
蛋了。漏网之鱼尚也有，太祖元璋老乡汤和递交兵权，解甲归田，免死。曹国公李景隆、武定侯郭英
、崇山侯李新建等见苗头不对，保命要紧，退还了封赐给他们的田庄，免死。如果再联想到明太祖执
政时严峻刑法，动之剥皮、腰斩、挖眼、廷杖、凌迟等闻所未闻之、让人不寒而栗的酷刑之下死的官
员和连累的人员，以及动用特务监察机关锦衣卫逮捕的人员、文字狱诛杀的人员等等，可谓磬竹难书
、斑斑血泪。不能否认朱元璋所杀的贪官污吏数量也不少，但中国历史河流当中，杀人游戏玩得淋漓
尽致、毛骨悚然的朝代，非明朝莫属，这一切皆拜明太祖朱元璋所赐。在采用“以猛治国”的宗旨下
，上到王侯将相、下到僧侣凡人，只要在他圈定的范围之内，几乎难以幸免，前前后后，杀了十几万
人。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了。于是，在后人的印象里，我
们似乎武断的根据这些片段，言之凿凿的判定，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了。总之，放
眼古来帝王将相，将残酷血腥镇压玩到这种地步的，朱元璋就算不是第一，绝对也不会是倒数。可是
，历史上的朱元璋真的是这样吗？《朱元璋传》里说道这样一则故事：“太子仁慈，提倡以孔孟之道
治国，对朱元璋杀诸多功臣，也非常反感。于是质问朱元璋，明太祖让人从门外折来一根荆棘，让太
子手握，太子不敢。元璋说：现在有刺，你当然不敢握，等我把刺全部扒光了，你就敢握了。太子也
倔强的很，回顶明太祖，有什么样的臣子就有什么样的帝王，气得朱元璋扔凳子。”，言外之意，不
难揣摩。朱元璋怕他死后，那些和他一起造反的大将公侯很难驾驭，野性难以驯服，再加上外面虎视
眈眈的另外几个儿子，譬如秦王、晋王、燕王等，所以要把这批人杀掉，拔掉这些所谓的刺，让太子
顺顺当当的做一个太平皇帝。可惜，朱元璋的长子在他没有驾崩之前就死了，于是扶持了太子的儿子
，也就是他的孙子，后来的建文帝，迫不得已又杀了一批人，拨了一批刺。这个故事到底有几分可信
度，值得怀疑，不过朱元璋为儿子这样考虑，倒也不是不可能。但不管如何，朱元璋杀功臣、杀贪官
、杀僧侣、杀地主、杀文人，等等一切，无非是为了他新建的王国统治更加牢固而已。功臣都是和他
一起造反起义的军人，手握兵权，尾大不掉之势，不杀不放心。况且，夺取天下之后，这批功臣要了
大批的土地，和整个农民阶层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农民无地可种，则国家没有赋税可言，所以，两权
相害则其轻，天下已定，功臣无用，杀了算。元朝的腐败就是因为下面的官吏贪墨横行，不杀不足以
稳固国家下层建筑的稳定。杀僧侣，是因为朱元璋本身就是和尚，元末的起义大多都是托付各种宗教
名义，譬如白莲教、弥陀教、弥勒教、明教等，这些教会的存在对国家的统治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安
全隐患，不杀不稳定。杀地主，和杀功臣本质一样，地主拥有大片土地，农民无地可种，赋税锐减，
于国家财政税收不利。杀文人，是因为文人还不能接受新的政权，怀念过去的朝代，为了降伏，只好
采用了文字狱，杀一儆百。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开国皇帝明太祖杀这么多人，无非就是为了他
政权的稳固考虑而已。但《朱元璋传》里，从另外一个层面，或许能让我们窥伺到一个真实的明太祖
，那就是建国之后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众所周知，元朝的统治对于汉人是残忍凶暴的，天下人等分
四等，蒙古人第一，色目人第二，投降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第三，第四就是汉人。汉人是奴隶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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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传》

没有土地，没有自由，要杀要剐，随蒙古人处置。再加上马上打天下的蒙古人却不善于马下治天下，
整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狼烟四起，天下群雄，逐鹿中原。朱元璋得天时地利人和，最终得到天下。
他本就佃农出生，做过和尚要过饭，贫穷的出生让他很清醒，农民如果有地种、有衣穿、有屋住、有
饭吃，就不会起来造反，就会让他的国家长治久安，天下太平。于是，在朱元璋统治国家的三十年内
，他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提倡种植棉花、开垦荒地、剥夺地主的土地给予农民，摇赋减税、丈
量土地、解放元末的奴隶、让大批手工业的工匠回复自由之身、保护商业、取消书籍和田策的赋税、
严治贪墨、自己不信奉宗教、不搞长生不老的那一套、勤俭节约等等都是他的优点。譬如，建国初期
规定，凡是荒田，有人愿意耕种的，田地的产权就归谁，并且免除赋税三年。并不断的从人口密集的
地方迁徙大批的劳力到因战乱导致人口荒芜、土地荒废的地区，以便于提高全国的产粮数量。《明太
祖实录》里记载，朱元璋曾说“四民之中，农民最苦最累。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秧
、除草、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流浃背，劳碌不成样子。好容易等到秋收，完粮纳税之后，所剩无几
。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却没有办法。可国家的赋税全都在农民身上，当差做工也是农民
份内的事情，要使国家富强，必得让农民安居乐业，才能可能”，正是因为朱元璋本身就是贫苦农民
出身，所以他倒是懂得农民的疾苦和诉求。为了鼓励农民生产，他甚至要求当地的父母官要亲自深入
农村，帮助农民耕种。没牛的要给牛，没种子的要给种子，要兴修水利，利于田亩灌溉。要大量种植
柿、枣、胡桃、桑树，已被灾荒之年。如《明太祖实录》记载，湖广布政司洪武二十八年报告，所属
州县种植果木八千四百三十九万株，由此可见一斑，全国估计，约有十万株之多。同时规定，每个村
里不许有好逸恶劳者，不然连坐处分。而且考核官员的政绩，主要看产粮、果木种植、水利兴修等数
量。在他御宇三十年内，国家的农业发展有了很大的提高，譬如洪武元年，国家只有田地七百七十余
顷，到了洪武十三年，就有了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一顷，增速不可谓不快。再譬如粮食收入，洪武二十
六年，全国产粮在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九千八百石（念作：dan，古代计量单位。摘自《关于古代粮食
钟亩、石的问题》 “古代常用容量单位由小到大有升、斗、斛（石）、钟，通常学者们认为斛和石相
通，自秦汉开始它们之间都是十进制。... ...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_秦汉经济史（上）》也认定
：汉代1石=2市斗，1市斗=13.5斤，1石=27市斤粟。汉代1石为20000毫升，1斗为2000毫升，即秦汉时
期1斗禾重2.7斤,这也是以实物测量所得数据。...” 宋代1市斤是640克。宋代1石合92.5宋斤（沈括的梦
溪笔谈卷三有，“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因此一石大米就有 59200
克，即59.2公斤。）换算成公斤就是1941156160公斤，是元朝的两倍之多。在譬如，元世祖时，中国人
口约在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到洪武二十六年，人口约为为六千五十四万，增加了一千多万人口，考虑
到元末明初的战乱、饥荒等因素，这个数据已经很客观了。另外明太祖时，对于棉花的种植提倡也是
一件值得关注的政绩。中国在明朝之前，棉花的种植没有大面积的推广，棉花还是属于非常昂贵的一
种布料，只有达官贵人才能用得起。宋朝的福建和广东已经有少量棉花种植，但种植最为广泛的还是
海南，元朝开始，浙江江西湖广等地也开始陆续种植棉花，但都没有达到国家层面大面积的提倡种植
。朱元璋起事的南方地区，正好是元朝棉花种植的中心之一，这为以后大面积推广种植棉花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明朝建国之后，开始在北方大量的种植棉花，同时棉花的加工业也开始陆续的繁荣起来，
到最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北方种植棉花，南方加工棉花，特别是松嘉湖地区的加工业技术已
经达到了一定的成熟。国家提高了税收，甚至可以拿棉花直接用来交换国内稀少的譬如战马等资源。
棉花的种植和加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时商业的发展，为后来的作坊奠定了一定的前提条件。以
上这些，在《朱元璋传》里均有记载。开篇所说的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炮制文字狱等都是他的缺陷
，例外譬如开始八股文、利用《皇明祖训》教育后人治理国家作为准则、他自己不信奉宗教，却利用
宗教麻痹农民等做法，都是他阴暗的一面。总之，看过吴晗先生《朱元璋传》之后，我的印象里的明
太祖已经不再是早先道听途说的暴君形象。至少，他对农民的那些治国谋略还是充分的考虑了农民阶
级的诉求，虽然他的出发点还是站在统治阶层考虑，但至少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和他本人的出生有很
密切的关系。因为，从开始完全控制起义军之后的朱元璋再也不是当年一贫如洗，需要入庙做和尚才
能安葬父母的朱元璋了，从他掌握生杀夺予大权之后，朱元璋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地主阶级，统治阶级
，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他自己所建立的朝代考虑，所以为农民所想也好，杀戮功臣也罢，搞东厂和
锦衣卫的特务机关也好，建立八股文的科举制度也罢，大肆制造文字狱也好，简化办公章程和办事公
报也罢，他的出发点就是维护和统治他的国家和子民。回过头，再来读“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
这句明太祖朱元璋所说的话语，在杀气腾腾里似乎能看到一个软硬兼施、恩威并重的封建王朝的君主
形象。在他统治御宇之内，他是高度集权的天下第一人，民间话说“老子说了算”恐怕才是他心里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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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传》

信的第一准则了。某，管中窥豹，似盲人摸象而已。诸位如有对历史有兴趣，对明太祖朱元璋有兴趣
的，不妨一读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在书中可以看到一个和以往我们印象里不太一样的明太祖的
形象。书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并附议详解，譬如摘录的部分均有明确的出处，读来可信度甚高。但
本书有两处遗憾：第一，吴晗先生著书时，是1964年，离文革爆发还有两年，文中多处从政治的角度
出发，从阶级的角度加以分析，某认为有失偏颇。历史要站在一个中间的角度叙说，功过是非自有定
论，每个人的角度和眼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读书时既要跟着作者的主线走，也要防止被作者的思想
给牵鼻子走。第二，本书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采用了胶线装订，质量甚差，我出差途中均带着看，
已经断裂脱线，并有两页如秋天黄叶，纷纷而落了。另外本书延用了繁体字，读来饶有兴趣。
2、20120828（一）从前看《倚天屠龙记》时困惑之一是明教为什么被称作魔教，当时以为大概是因为
明教以前做了一些伤天害理人神共愤的坏事吧，看了此书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明教的来源可追溯到
唐朝，原名摩尼教，波斯人摩尼创。后来经唐朝传入回纥，极受回纥统治阶级和人民尊信。回纥当时
帮唐朝打仗有功，所以唐朝对明教也加以保护。9世纪中期，回纥内乱，被唐朝所败，明教也被禁止
。从此明教转入地下。元末，明教主要有两大活动范围，一为北派韩林儿，二为西派彭莹玉。二者都
宣传弥勒佛和明王，教徒为与元兵区别，均用红巾裹头，所以世人常将两派混而为一，称之“红军”
。明教神像是摩尼和耶稣，高鼻子抠眼睛黄头发，教外人看了稀奇，以为是魔鬼，因此称明教为“吃
菜事魔”，吃菜指吃斋，事魔指拜魔鬼，又叫做“魔教”。（二）都知道朱元璋做过和尚，可是和尚
也有做不下去的时候。元末的时候，和尚是很轻松的职业，每天敲敲木鱼，谁家死人了帮着念念经超
度，庙里的开支来自长老下到村里收租。可是灾荒年代，百姓自己都吃不饱，哪还有钱交租。庙里没
办法，只得让各位和尚自己外出游方，现在叫化缘。虽然朱元璋那时只是一个打杂的小和尚，也得背
上包袱外出化缘去。几年的游方使朱元璋受尽风霜之苦，但是这一带的人情风俗，使朱元璋见了世面
，扩大了眼界，懂得了学会了许多东西，丰富了社会知识，也锻炼了坚强的体力。朱元璋游方的区域
主要集中在淮西，相当于现在河南省。淮西在朱元璋游方的几年中，后来西系红军的开山始祖彭莹玉
正在这一带潜伏活动，传布弥勒佛下生的教义，组织革命力量。彭莹玉也是游方和尚，朱元璋虽然可
能没有直接见过彭莹玉，但是肯定接触过彭和尚的门徒。朱元璋在淮西周游了将近三年时间，每天生
活在下层社会，接触到新的宗教新的思想甚至是新的政治教育。后来他再回到皇觉寺时，就像变了一
个人似的，开始结交朋友，物色有志气有胆量、敢作敢为的好汉。同时下决心多认识一些字多读一些
书，准备干一番事业出来。因此，可是这么说，朱元璋游方这几年，是他革命思想萌发的开始。（三
）每个朝代末期农民战争的大量爆发，总结起来无非下面这个模式。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剥削农民↓
↓农民交不起租只好逃亡异乡↓↓田地无人耕种，逐渐荒废↓↓粮食产量越来越少↓↓闹灾荒的次数
和面积越来越大越来越广↓↓阶级矛盾越发尖锐↓↓农民起义越来越激烈
3、明清两朝历史是我以往比较厌恶的，也最为少阅读的。但是最近看了点有关明史的著作，历史如
小说，看得倒也津津有味。其实一开始看的是近来网络上颇为红火的《明朝那些事儿》，还有《大明
另类历史》，写的不错，可惜其中错误颇多。自从前二年历史莫名其妙翻红之后，就有很多这种白话
历史的文字出现。不过这种风格老早就有了，吴焓是明史专家，乘热翻了他的《明史四讲》及《朱元
璋传》。大家就是大家，虽然拜老毛所赐，阶级思想观念贯穿全文，但是把明史讲的深入浅出，而且
作文严谨，不管怎么白话历史，出处都恭恭谨谨的附出。李亚平的白话文风也有这种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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