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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始末》

内容概要

本书用不足十万字的篇幅，厘清了明史上最为纠缠繁复又影响最深远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而在
进入具体的“案情分析”之前，作者从帝权与相权的矛盾入手，到万历“造因”为止，从制度层面交
代三案动因，从帝王层面交代三案导火线，将明代的皇权与相权，朝廷与宦官，以及三大案的来龙去
脉、前因后果、相互联系等条分缕析，给读者呈现出一幅明末宫廷、朝政和社会清晰生动的立体图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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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帝权与相权
从宰相到阁臣
内监
万历――三案的造因者
立储上的犹豫不决――三案起因
梃击案始末
红丸案
移宫
《三朝要典》，三案翻了过来
崇祯嗣位，三案又翻了回去
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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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庆幸在有生之年能读到温功义的书
2、我觉得从叙事来说作者的手段非常不好，很多事情没有主次，全是平铺直叙，要是首次了解三案
的人读肯定会误解或者错过很多细节。
3、用静雅思听听完，分析三案经过，并讲解明代相权与皇权的关系。
4、一天读完，全书不足两百页，正题前的铺垫有107页，这也是作者对明朝的评价而决定的：前世之
因，积重难返。然而观点不超史学界定论，太滥。不严肃，无文献引用，读起来没安全感。还有错字
5、制度或有缺点，但在不干活儿又爱乱来的皇帝手里，积弊非但不能根除反而累积叠加。摧垮大明
朝的不是李自成也不是满洲人，正是明朝皇帝们自己。
6、从帝权与相权等角度入手分析三大案，理清其内在联系及起因、过程、结果和余波。并以十余万
字的篇幅讲的清清楚楚，确实不错。明朝不仅亡于党争，也亡于万历啊。
7、“三案始末”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样好看，只能说明朝历史太丰富了，各种奇葩皇帝，
各种宫廷内斗、门户之争，各种尔虞我诈、阴险毒辣，历史本身已足够精彩。
8、文风沉稳细致，虽题为三案始末，但更适合明史入门读物。
9、很好，历史线，始末都很清晰。灭亡实是制度的弊病，把全天下安定系于皇帝一人身上，难怪啊
10、不同的性格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待遇，如李善长在夺天下时时有决断，坐天下时就是专权，就
不符合明太祖的雄猜的性格，书不错，明代内阁演变说的很清楚
11、相当精彩，深入浅出。
12、三案始末，确实有始有末，前情后事，清楚明白。只是从明初开始讲，未免也太早了
13、民间历史学。要是找个人照着说书，定然精彩；作为一部成文的书来讲，则失于言语啰嗦
14、魏忠贤编的那本叫《三朝要典》，不要记混。很缜密的一本小书，题为三案，牵涉更广更深。美
中不足是对东林党阐述不足。大概本文的阅读对象不是我这种半吊子，而是对历史有全面了解的爱好
者吧。
15、值得看。文字深入浅出，平实近人，算得上大家的作品了。当然，总有些意犹未尽的味道，作者
可能无暇展开吧。
16、由三案这一捷径入手，让读者了解明朝统治阶层之间的内部纠纷。书短小而精悍，但并不枯燥。
不过我还是更喜欢明朝那些事儿，显得更有人情味。
17、一气读完，盘根错节，翻云覆雨，竟被理得如此清楚，好书
18、能用一篇硕士论文的篇幅把一桩史事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并且还能做到深入浅出，是不太容易的
事。
19、还不错，看得出作者对明史很有研究。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对明朝后期历史影响深远。崇祯
要是跟天启换一换说不定明朝还不会那么快灭亡？看过明朝那些事儿，又看了这本，相比前者写的更
细致。但其实前者本身对这三案也讲的很明白了，有空还要把明朝拿出来看看。
20、看完了在想这三个案子怎么是最为纠缠繁复的。。看来是讲的好。不过在很多观点上跟《万历十
五年》不一样啊，比如万历为什么突然停朝，一个说是聪明，一个说是懒。。
21、以三案为切入点，用简短的话语将明朝的政治制度透彻的阐述清晰，实在好书。
22、感觉还行，但词语不是很精彩，最近对明史很感兴趣。
23、简短却精炼，条理清晰，非常有趣的历史读本。看完我对里面的情节和人物都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申时行的聪明却又狡诈，汪文言真是奇人。
24、全书大部分篇幅用于阐述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在制度层面的原因。相权废除后巨大的权力真空
被庞大的官僚集团瓜分了，各家争权形成了党派林立的现象。加上后宫的太监，外戚们的专权，三案
的始末，就是一部官僚集团、太监、外戚们围绕皇储问题的互相扯皮的过程。
25、交代的很清楚，结合《明朝那些事儿》很有趣。
26、语言极好，像刘震云的小说一样清通简要。
27、大家小书系列总是很棒，言简意赅，叙事清晰
老朱真是啥都考虑到了，但是大部分都跟他原先的预计背道而驰。对待功臣确实过于冷血了点
似乎无论什么制度，在王朝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形态下，时间长了肯定是会出很多问题的
而且越后面的帝王水平一般也越烂。连出正德、嘉靖和万历，真是天亡大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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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于万历，应该没错。儿子 孙子都跟他的冷淡态度有很大关系

28、短小精悍
29、做社会学科的学问，最可贵的莫过于不刻意堆砌术语、不炫技卖弄概念，举重若轻、化繁为简，
用最平实最生动的语言将深刻睿智的洞见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能达到这一境界，除了见识和眼界的
高屋建瓴、还需要心态和学养的平和开阔。温功义先生或许因为几经人世冷暖，在出世的心态中潜心
为学，才造就了这样一部虽然篇幅短小，却观点深刻、见微知著，笔力、洞察力都力透纸背的作品，
阅读感极强，笔下人物生动有趣，形象鲜明，又融入了整个明代政治生态的全貌，让读者得以一窥其
所生时代环境下每个人物面对人生选择背后的历史逻辑、因果关系，实则对作者要求极高，这种写法
，实与《万历十五年》同出一源，但在语言的简洁、观点的提炼上，本书又似更胜一筹
30、明代伴随着宰相职位的取消，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帝权与相权相对关系的变化并未带来励精图
治的皇帝：相反，阁臣间的门户之争以及太监乱政使得明后期的政局更加混乱。题为《三案始末》，
个人认为进入三案之前的背景分析相当有见地，但是进入三案之后，对于三案如何昭示了前文中主题
的分析略显单薄。
31、短短的一部书，把“三案”说的逻辑清晰，这一点让人不得不服。但读起来又恨其短，如果作者
能用这样的笔力，把三案说的更细更透，岂不美哉！所谓鱼和熊掌的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吧。
32、《三案始末》明朝历史是非常有趣的 妖书案 梃击案 红丸案 移宫案 各个都是奇葩 明朝的皇帝非常
感性 也都有性格缺陷  历史走向往往是他们一念之间决定的 明朝皇帝更像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历史是唯
心的 并不是唯物的
33、朱元璋政治制度很好保护了皇权，没想到后代消极怠工。。。万历。
34、三个故事串起一个朝代
35、严谨并好读，非常喜欢这种完全不带节奏的断代史科普本
36、对明末的门户之争党派之争有了简单的了解。作者文笔了得，简洁精确，很喜欢。
37、“三案”如纠缠明朝的幽灵，经久不散。本书详略得当，对于“三案”和明朝政治弊端说得清清
楚楚
38、可读
39、推荐理由：作者从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入手，厘清了明末影响深远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对制
度和权力有清晰的呈现。尤其是“明代多年增重皇权，积势所及，产生出何等的积弊。
40、2016
41、语言平实生动，题为三案始末，实则通述明史。
42、看得挺过瘾的
43、能把史料讲得这么有趣和吸引人，实在是不容易的。
44、一本小书从明朝政治制度的角度说清了明末三大宫廷案，从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到明中后期皇帝
依仗宦官的现象，说清了明末皇帝，群臣，宦官，宫廷几方利益纠葛所造成的三案始末。
45、2@2017. 短小精炼。前面三分之二是明代政治史，后面是关于三案的以及余波的介绍。
46、有人说写文章的境界是短长短，这本书是最高境了，为其简薄，更显功力。下笔如刀，剖析得透
彻易懂，冷静微讽，人物纷纷扬扬地登场也不乱套。政治无关对错，只是权力的交锋，历史真精彩啊
。其实更适合对明史有一定了解的人，中学的我估计正对背诵左忠毅公纪事不耐烦呐⋯⋯ 感觉最近都
掉在明史坑里了，打算去重读一下万历十五年
47、本书对于明朝内阁形成变化，皇权与相权的博弈，宦官、东林党的斗争，阐述的浅显易懂，对于
了解明朝的整治格局非常有帮助，很是值得一读，尤其是在看过《万历十五年》和电视剧《大明王
朝1566》之后，更好。
48、读了此书，才觉得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其实也不是那么惊艳了。大概黄先生先写的英文版，而温
先生是记者出身，语言更加紧凑简洁，文白夹杂一气呵成。到有几分早年“今日说法”的感觉。

49、在三案介绍前较完整介绍了明朝一些制度，这部分个人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回想一下，如果没有
读过相关明朝历史，直接看有些地方会有些不明白，整体来说，就介绍部分，讲得很有意思，以前不
喜欢明代题材，但是读史又是另一种趣味
50、简明扼要，无一处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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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初识此书，还是大学时代混天涯社区的时候。闲闲书话的斑竹梁由之曾经力荐。可此书至2000年由
重庆出版社出版后就此绝版，芳踪难觅。三联能将此书重版，可见其作为老牌出版社的眼力。温先生
是大公报旧人，退职闲居后写作了此书。老先生态度谦和平易，语言从容淡定，见识中正通达，发为
文字别有韵味。这种韵味我只在金性尧、高阳等少数作家身上见识过。据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曾参
考过该书，对照两书，就会发现万历十五年中世间已无张居正这一章开头部分在语句上和此书相关部
分就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此书虽写的是三案，但对明朝的政治制度如内阁内监等进行了提纲挈领的说
明。有明一代，由于制度设计的原因，君臣之间，文官之间，文官与内监之间斗得不亦乐乎。要斗争
就得找题目，三案便是极佳的题目，明末各方势力都围绕此题目大作文章，三翻四覆，迄于明亡，所
以作者说要了解明末历史，三案是极佳的入口。
2、孙骁骥/文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有史家回答说，宜从明史说起。为什么别的朝代不提而
偏偏提明朝？这是因为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发展到明代，各个方面已臻于成熟，最具代表性。汉学
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里对明朝的评价就颇高，他用一种近乎仰慕的口吻写道：“
从1368年到1644年的明代是人类历史上政府有序、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在相对和平的二百七十
六年内平均人口约为一亿左右⋯⋯总之，明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十分稳定，以致1644年至1911年在外
族的清朝统治时（政治制度）又基本没有改变地保持了二百六七十年。”　　然而，古代帝制发展到
明朝，虽然表面保持了稳定，国家呈现出一片和乐融融的盛世之景，但华丽的旗袍之下，覆盖的全是
跳蚤。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提出的著名论断至今还常常被人提及：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
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用粗疏的道德教条代替了科学的国家治理，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黄仁宇
眼里，明朝政治犹如“潜水艇三明治”（submarine　sandwich），政治上层的文官集团，好比一块大
而无当的长面包；底层散乱无序的农民阶层也是一块长面包。这块硕大无朋、随时可散架的制度面包
，却是靠尊卑男女老幼的道德勉强维系着。此乃中国封建政治的稳定基础，也恰恰是其潜在的危机。
　　当然，我不是故意要挑大师的刺，但我总觉得所谓的道德，难免成为肉食者拿来糊弄大众的工具
。道德家最擅长的莫过于说一套做一套，人前反三俗，被窝看毛片。道德之下，肯定还藏着什么别的
门道。如果确实如黄仁宇所说，剥开明朝“盛世”之皮，底下全是虚浮的道德，那么再进一步剥开道
德的皮，底下又将有何物呢？一位名气不太大的业余史家回答说，道德所掩盖的是官场厚黑和权力斗
争，并且，他还顺便回答了费正清所说的明代“政治和社会制度十分稳定”的原因，也恰恰是因为“
官场权斗”四字。明代上演的一出又一出官场权力角斗，朝臣们整天忙于党同伐异、搞政治运动，精
疲力竭之后，自然没有人再有心思打皇帝宝座的主意。　　这位史学家叫温功义，他在《三案始末》
一书里给读者提了一个醒：谈历史的时候，不要以为问题都到道德为止。恰恰相反，历史上大多数问
题，正是从道德开始，顺藤摸瓜往下看，可有好戏瞧呢。温老的观点，大致来说就是：中央政府内的
党争表面上看确实有利于权力制衡，稳固皇权，但长期看来，它也为一个政权的覆灭播下了最初的种
子。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一统天下后最大的心头病就是权高震主的宰相，他为了保全基业，
最大手笔的一项就是废宰相，把中书省的职能分配给六部，而宰相的职能则被分给了一众阁臣。阁臣
们在殿阁里商量的事必须上报皇帝，经由皇帝批准才能执行。这种“制度创新”的确巩固了朱家王朝
的稳定，但也由此带来了朝廷中的另一大麻烦：由于权力被分散、各部门相互制约，朝臣们抱团结党
的风气自此大为盛行，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长期这么搞下来，到了万历年间，朱家王朝的朝廷
内已经是派系林立、遮天蔽日的景象了。　　再看看这帮朝臣，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看家本领并不是处
理政务，而是窝里斗。逮着任何一件事他们都千方百计推给政敌，然后群起骂之，彻底把对方批倒斗
臭。颇为巧合的是，当朝廷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宫廷狗血剧的时候，皇宫内接连爆发了史上著名的“明
末三案”，这一下，可就把明末的宫廷连续剧剧情推向了高潮。　　所谓“三案”，原是指“梃击案
”、“红丸案”、“移宫案”三个宫廷案件。就事论事来看，三案并无可影响明朝政治走向的力量。
简言之，“梃击案”是指万历四十三年，有一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后
被捕一事。“红丸案”则是万历皇帝的儿子光宗病重时，李可灼进献红丸仙丹，光宗服后暴毙的案件
。所谓“移宫案”，指光宗死后，妃子李氏与太监魏忠贤密谋，企图移居乾清宫，挟皇长子以自重，
后被逼移出乾清宫之事。它们看似各不相干，但在权力斗争你死我活的政府高层眼里，每一个案件都
是大可做文章的政治资本。　　拿皇族那点家务事来做政治文章，首先就得搬出“道德”两字。道德
是一根棍子，忠奸是一顶帽子，谁被扣了帽，就会惨遭政敌摁住一顿痛打。道德在现实中的化身，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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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封建礼法。上到庙堂，下至闺房，明朝所有的事情都要被道德礼法管束起来。当中，也包括了皇帝
“下半身”的那点事。万历皇帝极宠爱郑贵妃，却不小心和宫女发生了一夜情，生下长子朱常洛。万
历并不喜欢那个意外获得的长子，他更想立郑贵妃生的第三子朱常洵为王储，但他这点心思很快被朝
臣洞悉，狗血剧情就此一发不可收拾。　　自古立幼废长不合于礼法，万历的决定亦不例外。朝臣听
闻后哄然，不少人拿出了祖宗的道德规劝皇帝。户科给事姜应麟上奏说：“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
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无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
天下万世则不正。”他一把鼻涕一把泪跪求，“伏请俯察舆情，收回成命”。心太软的万历皇帝见拗
不过，只好使用拖延战术，对立储的时间一拖再拖，拖到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长洛年届二十，朱
常洵也年至十六，还迟迟没有结婚。眼看皇子成了“剩男”，万历终于妥协，册封皇长子为太子。　
　但故事到此远远未结束，因为这时“朝中竟自形成了一种风气，便是以是否主张立储，作为忠奸正
邪的辨别”。主张立长子的传统派、同情郑贵妃的投机派、摇摆不定的骑墙派以立储为基础，搬弄是
非，大做文章，搅得大明朝的后院鸡犬不宁。从这个角度看，后来的“三案”源头上在于党争，党争
又是由立储的问题所引发，而立储的争执得以发生，直接原因还在于皇帝没能管住自己的下半身。—
—但皇帝有义务管住自己的下半身吗？当然没有，全天下的女人理论上都是属于他的，爱谁谁。顺一
遍下来，党争问题根本就是无解。　　当手拿凶器的张差被法医鉴定为精神病时，拥护太子一派就有
人说，这是心狠手辣的郑贵妃派人要杀太子；当没做几天皇帝的朱常洛吃错药暴毙时，又有人散布阴
谋论说，郑家有人谋害了皇上⋯⋯总之是谣言四起，辟谣也四起，人心浮动。满朝文武都在忙着扮演
大型宫廷真人秀，没心思搞“实干兴邦”的动作了。而高高在上的皇帝们呢，则是新褡裢换个破口袋
，一代不如一代。“明代的皇帝，除去朱元璋和朱棣活得较长之外，寿数都不算高，大多是才过中年
便下世了”。有了党争、攻讦不断的朝廷，有了分权的制度，朱家的皇帝们自然可以高枕无忧，玩女
人、玩银子、炼丹、修道⋯⋯反正什么都玩，玩得骷髅形骸、精尽人亡，就是死都不理朝政。国家至
此，可以休矣。　　温功义总结道：“三案都属于宫廷案件。在元凶已获，罪人斯得，原已可算了结
。但由每一案件自发生以至暂结，都牵扯到很多复杂的关系，盘根错节，很难了断，以至每案虽结，
却都不能彻底⋯⋯这是由于明代自始便是以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制约来增重帝权的，随之而来的便是诸
臣之间互相勾结，渐成门户。”这道破了中国宫廷政治的本质，其实就是一锅六必居酱菜，糊成一片
。皇帝腌好菜，群臣放作料，再用道德、党争的棍儿一搅和，成就了大明梦。
3、明朝是中国封建制度集大成者，所以中国封建文化的优势以及劣根性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明朝
，皇帝可以长期不理朝政，国家照样能运转如故，可见封建的官僚机器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但
是中国传统封建王朝的弊端还是在《三案始末》中非常清晰地体现了出来。此三案为明末梃击、红丸
和移宫三案，均发生在皇宫之内，从案发，到翻案，再导平凡再翻案，可见中国传统封建体制之下的
律法，名为律法，视为攻击异党之锤棒，正也使然，反亦使然。不过总结下书中对于明朝制度的症结
对比今朝还是有很多借鉴异议的：1. 明朝开始大力剥夺宰相权力，巩固皇权明朝废除宰相制度，改为
入阁制度，强加皇权，这便让国家的命运更多的绑架在皇帝的能力上了，赌国运于基因显然失败的概
率还是太高了。而且废除宰相加上懒政的皇帝，就给了阉党兴风作浪的机会了，魏忠贤就是代表了
。2. 嫡长子集成皇权结合上一点，皇权还必须集中于嫡长子，顺位继承而不是清朝的择优选用，的确
这样的皇位继承制度不失败都难。3. 制度的完备，进步的桎梏三案中的梃击（意图棒杀皇长子）和移
宫（前朝皇后赖在乾清宫不走）都是和皇家体制相关，可见体制在封建王朝的重视程度，但是如果举
国上下的能人志士都将精力集中于体制，那么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4. 法律只为强者服务这里直接
引用原文的一段话：“在封建皇朝，所有的规例等等，在要它发挥左右时，倒像是铁的定则，不可或
违；在不需要用它时，那些规例就又成了具文。”
4、最初开始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忍不住的要买。主因是从高中到大学的几年间，虽然重点看的是清
代和唐代的材料，但是因为各种关系，也对明代有过深入的了解。其次，是因为在之前，有人说了一
句话，大意是国人的性格其实大约在明代就已经形成，之后经历清代到现在，都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
。为了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解，也非常希望去看这一本书。第三，哈哈，就是见到好书总是忍不住的要
买了收藏。先说一下买书的曲折，看到出书之后，从网络上到昆明的各家书店，都奔波了好几次，最
终都没遇到。然后周六，校友请吃饭，就顺便去了南屏街，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了新华书店，没想到
居然买到了。很开心。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就很轻松的看了一遍，虽然记不住那许多人物的名字，但
是大概的内容还是知道了。全书的开始是从明代的开山之祖朱元璋和朱棣说起，主要是介绍二者在宰
相制的变迁中起到的作用，而这些的最终目的就是中央集权于皇帝一身。但是权力的集中会带来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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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问题，就是掌权者的精力有限。在有限的精力和权力的集中两个矛盾之间进行博弈和平衡，最终出
现了一种替代的方法，就是内阁（阁臣）的出现，利用阁臣来弥补掌权者在处理众多繁杂事务时的身
心不足，同时又因为阁臣在权力的掌握和地位方面无法形成对王权的抗衡，从而实现了良好的国治。
但是，阁臣的出现是利益团体形成的主要推动力，各个团体之间的相互制约形成一种稳定的格局，虽
然不免在特定的时期出现一方独大的局面，但是这种相互抗衡的格局使得明代的统治阶层没有出现较
大的动乱。而且即便是掌权者从这样的统治框架内消失，该框架的稳定性足以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
而且明代和清代最大的区别在于皇子的管理制度方面有很大区别，在明代，除朱棣外，其它的皇子（
藩王）几乎很难构成对政治权利的威胁，而清代在雍正或乾隆之前，几乎都被困在各皇子对皇权的威
胁之中，直到雍正采用了暗立皇储的制度。从阁臣阶层向下，这种团体的构成方式势必延极社会的各
个阶层，并进而影响名族性格的行程。这一点似乎不可忽略。但是具体的形成过程，多种原因的抽取
和综合分析，还有待深入的阅读文献。明代后期最重要的万历皇帝，被普遍认为是明朝灭亡的最主要
因素。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而且三个案件的发生也恰好就在这个时期。书中多次提到明代皇室成员
在贪财这一点上的嗜好，并由此最终导致破国。而这一点上的分析来看，其实万历之后至少三代皇帝
的命运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万历的左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
5、光看这本书讲的三个案子的名字还以为是故弄玄虚的侦探类小说，结果从开篇寥寥数语，就发现
作者拿捏历史举重若轻的叙述语言，讲述的全部都是朱姓皇家的家务事。这本书作者溫功义居然百度
不到什么资料，比起《明朝那些事儿》之类的历史戏说的作者，这个作者低调得有些神秘，不过这种
印象跟他把握历史的文字功底倒是很相称。一言一语搭构的明朝政治少了几分戏谑，多了几分稳重，
从开篇至尾都能明晰地感觉到作者想表达的对于分析明朝皇权的煞费苦心。作者的论述让人不得不颠
覆从前的印象：皇帝可以为所欲为。皇帝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同一时间内皇权却有很多种分配的可能
。皇权可能分散给宦官，可能分散给后宫，可能分散给阁臣各党，而皇权的不平衡自然导致各种明暗
相争的奇案发生。不论案件发生的真相如何，最后都是权利最大的一方得到给案件最终定罪的权利，
比如那个梃击案最后是疯子被杀，主谋不明，因此仅凭当时的记录，我们根本无法确信所谓的史实是
怎样的，作者的意图也就由此显现，任凭文字如何评说，历史如何记录，只有权利的争夺才能左右最
后的结局。读史的意图对于我来说应该就是读故事，所谓的读史以明智，应该是像作者这样的人才有
的境界，简单搜索了一下溫功义，可能正是见证了中国混乱时期的变迁的人，是可以用自己的史学功
底去思考一些我们窥探不到的智慧，其中的趣味还需要我自己读更多的书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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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三案始末》的笔记-第162页

        所以如此，这是由于明代自始便是以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制约来增重帝权的，随之而来的便是诸臣
之间的相互勾结，渐成门户。到了明末，门户更多，争斗益烈，而且内外相结，自后妃、诸王、内监
、外戚、阁臣、九卿、言官、外吏，以至去官乡居的名人、学士，无不涉及门户之争，各有一派。但
是派别虽多，小的争论固然各自有异，遇到大的论争，声气相通者又常相互依附，于相异者共争。这
样，就又常成为相互对立的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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