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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事历史小说写作以来，二十余年心血所积，得书若干，计字又若干，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甚了了。
约略而计，出书总在六十部以上；计字则平均日写三千，年得百万，保守估计，至少亦有两千五百万
字。所谓“著作等身”，自觉无忝。    上下五千年，史实浩如烟海，所以我的小说题材，永远发掘不
尽；更堪自慰的是，世界华人社会，到处都有我的读者。有些读者奖饰之殷，期勉之切，在我只有用
“惭感交并”四个字来形容心境。    行年六十有五，或许得力于凡事看得开；更应庆幸于生活在自由
自在、不虞匮乏的大环境中，所以心理与生理两方面，可说并未老化；与笔续盟、廿载可期。不过今
后的笔墨生涯，一方面从事创作，另一方面亦须整理旧稿。新作单行本将仅交由联经及远景两家出版
事业公司印行。    与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合作的开始，在个人的创作历程中，是一块很重要的里程碑，
更是一种极愉快的经验，特缀数语，敬告读者。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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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小说的笔法描摹历史，记载了明代正德皇帝各种荒淫暴行。正德皇帝，真名为朱厚照，正德为其年
号，谥号为明武宗。朱厚照可谓明代最出名的昏君之一，他盲目信任、重用刘瑾等八虎（八位侍奉皇
帝的太监）。在位十六年，身经各种内乱：刘瑾之变；河北、山东、江西、四川的流寇；审磻、宸濠
的两王的反叛；江彬的奸谋。他终日流连声色，使得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中，也让大明迅速
地走向了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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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台湾著名作家，以历史小说著称，精通清代历史掌故。本名许晏骈，谱名儒鸿，字雁冰。笔名高阳、
郡望、吏鱼、孺洪等。其代表性作品有《胡雪岩全传》三部曲、《慈禧全传》等。高阳的作品对清代
历史有着独特的研究深度，也是他最为拿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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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大明弘治十八年端午节。 时逢佳节，又当盛世，好热闹的一个端午。首辅刘健正在相府中
大排筵宴，召集内阁中的一班有文采的属官，分韵斗诗；忽然，门官疾趋上堂，走到刘健身边，弯着
腰在他耳际轻声说道：“相爷！宫里张公公派了一名官差来，说万岁爷宣召，请相爷马上进宫。” 明
朝称太监为“公公”。太监有大有小，职位最高的称为“秉笔司礼监”，可以为皇帝代批奏疏，参预
军国大计。但是秉笔司礼监中，并没有姓张的，可知宣召进宫，并非有什么突发的重大事件，需要处
理。因此，刘健便问：“可知何事宣召？” “没有说。只说是张公公派来的！” 听得“张公公”三
字，刘健心便往下一沉。他知道，门官所说的张公公是指张愉，此人亦是皇帝的近侍，职务为掌御药
太监，专门照料皇帝的医药——皇帝身子很弱，六七天以前，听说咳嗽又厉害了，这是常有的，大家
都没有把它看得太严重。如今由张愉传旨宣召，莫非病情有变？ “赶快备轿！”刘健起身向宾客拱一
拱手，“诸公宽坐畅饮。皇上宣召，我进宫去一趟就回来。”说罢，匆匆入内，换了官服，径自进宫
。 皇帝的寝宫名为“乾清宫”，宫门就叫乾清门。刘健到得那里，已另有两位宰相在等候——宰相一
共三位，谢迁是华盖殿大学士，其次是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武英殿大学士刘健。李、谢二人虽早就
到达，但以刘健是首辅，所以一定要等他来了，才能一起进见。 皇帝住在乾清宫东暖阁，一进门便有
三个早已铺好的红呢拜垫，于是刘健领导着下跪磕头；口中说道：“臣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叩请圣
安，恭贺节禧！” “三位先生过来！”着便服坐在软榻上的皇帝说；声音相当微弱。 “是！”三人
同声答应，站起身来，随即有小太监将拜垫移近御榻，三人复又并排跪下。 皇帝慢慢说道：“我承祖
宗的大统，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岁了！哪知道得了这个毛病，精神坏极；所以跟诸位先生不大见
面，以后也见不到了！” 皇帝的病，已经好几年了；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从小虚弱，本源不足而
起的痨病。不过，皇帝自己很看得开，也不近女色；大家都以为他可以带病延年，不甚忧虑。可是此
刻听皇帝语出不祥，不由得都吃惊了。 “陛下万寿无疆，”刘健强自慰劝，“何出此言。托陛下的洪
福，四海无事，正宜静摄。” “我自己的病，自己知道，这是天命，勉强不来。”皇帝干咽了两下，
用枯涩的声音，向左右说了一个字：“茶！” 于是掌御药太监张愉捧了茶来，双手捧上，轻声说道：
“万岁爷请服药了。” 皇帝没有答他的话，用茶漱一漱口，吐在金唾盂中；张愉看了一下，顿时流下
两行眼泪。 “茶里面有血丝？”皇帝平静地说。 “没有，没有！”张愉急忙拭一拭眼泪，拿衣袖盖
着金唾盂，转身退去。 “到这时候，何必还瞒我？”皇帝只有黯然之色，但很快地又恢复了平静；抬
眼看着刘健说：“我谨守祖宗的法度，十八年来没有一天敢懈怠荒忽。不过，这也是诸位先生辅助之
功。”说着，将手伸向刘健。 刘健不知道皇帝要干什么，只捧着伸过来的手，不自觉地鼻孔中息率作
响了。 “刘先生不必伤心！我还有要紧话说。” “是！” “我蒙皇考深恩，选立张氏为皇后，而幸
有了太子，今年十五岁了，还没有选婚。社稷事重，可以传谕礼部，立刻着手举行。” “遵旨！”刘
健答说，“臣今天就传旨礼部。” “这件事，要诸位先生费心。” 皇帝抬眼环视，不知道什么时候
，平日接近皇帝的大小太监已经跪满了一屋子了。 “来！写遗旨！” 此言一出，每个人心头都是一
震！只有秉笔司礼太监戴义应一声：“是！”站起身来做个手势，便另有两个太监，抬来一张上置笔
砚的紫檀小长桌，摆在皇帝面前；戴义居中跪下，执笔在手，静候宣示。 “我只一件事不放心。”皇
帝说道，“不放心太子！”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了。 皇帝的难过，一半也由于抚今追昔，想起了
悲惨的童年——皇帝和他的父亲——年号“成化”的宪宗，童年都是非常悲惨的。 宪宗的父亲英宗，
两度做皇帝，所以有两个年号，先为“正统”；后称“天顺”。 正统十四年七月，外蒙古的一个酋长
也先，大举入寇。英宗接纳了太监王振的献议，御驾亲征，朝命下达到统兵启行，只有两天的工夫，
匆促得形同儿戏。结果五十万大军在居庸关外，察哈尔怀来以西的土木堡被围，英宗做了也先的俘虏
。 “国不可一日无君”，英宗的弟弟郕王奉孙太后之命，代统国政，并立英宗的两岁长子见深为太子
。十来天之后，郕王即位为帝，年号“景泰”，遥尊蒙尘的皇帝为太上皇。这一来，太子见深就有隐
忧了！因为景泰皇帝可能有私心，将来要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太子是奉孙太后的懿旨所立，无法废
掉，那就只有见深一死，才能使自己的儿子居东宫。即令景泰皇帝下不了杀侄的毒手，但难保没有他
人先意承旨，谋杀见深。所以孙太后派一个亲信的宫女万氏到东宫，保护两岁的太子。景泰三年五月
，太子见深终于被废，改封沂王。沂王虽只五岁，但被废的太子，决不能住在宫内，而他的生母周妃
又不能移住宫外，于是万氏作了沂王府的“女主人”。对沂王，她是保姆，但也是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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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高阳（1926—1992），一说生于1922年，台湾已故著名作家。高阳以历史小说的创作享誉当代文坛，
其作品的最大特色是“以历史入小说，以小说述历史”，从考据中探索历史的真相实况，并将求证索
据所获的资料运用于小说之中。高阳著述丰富，一生著作约90余部，。105册，读者遍及全球华人世界
，有人以“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来描述高阳作品在华人社会的受欢迎程度。高阳过世
的时候，友人挽联云：“文章憎命达，诗酒风流李太自；才学著书多，古今殷鉴罗贯中。”    由于种
种原因，祖国大陆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缘知晓高阳这位浙籍著名历史小说巨擘。直到20世纪80年
代初，随着高阳作品的陆续翻印，以及研究工作的徐徐展开，祖国大陆读者、研究者才逐渐有机会一
睹其艺术风采。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一股高阳热，许多出版社陆续出版高阳作品。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高阳作品的出版分散于多家出版社，很不完整。基于这些考量，我们计划出版一套比较系统和完整
的“高阳文集珍藏版”。    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地域，语言风格与我们现在的阅读习惯有所不同，
但出于对高阳先生作品的尊重，我们在稿件编辑过程中，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除了对原文中明显
的差误作了更正，极个别地方略有删改，尽量保留文章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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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阳文集珍藏版:正德外记》编辑推荐：荒唐朱厚照，巡游南北胡作非为；千古王阳明，出奇制胜平
定叛乱！高阳一支生花妙笔，入木三分刻画出正德皇帝的荒诞与佞臣的无耻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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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此书没有读正史的那种感觉，语言平实，对于想了解正德皇帝但又苦于正史的枯燥的人来说，这
本书是不错的，就像是读小说一样！
2、钱宁下狱、皇帝落水，等关键的地方描写的过于简单。
作为一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拥有无限的权力情况下，不能克服自己的人性弱点,尽自己的责任,不背上
千古骂名才怪呢!

3、读这书受益良多。
4、高阳的文风，哪里有点像苓姨。
5、正德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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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朱厚照可谓明代最出名的昏君之一，他盲目信任、重用刘瑾等八虎（八位侍奉皇帝的太监）。在
位十六年，身经各种内乱：刘瑾之变；河北、山东、江西、四川的流寇；审磻、宸濠的两王的反叛；
江彬的奸谋。他终日流连声色，使得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中，也让大明迅速地走向了衰亡。
2、如果彼得潘当让了中国皇帝，他就会是明武宗正德皇帝。 　　 　　他一生似乎都想实践彼得潘的
一个宣言：“我是少年，我是快乐，我是刚出壳的小鸟。 　　 　　只是，天下并不是永无岛，老百
姓不能像彼得潘那样假装吃饱肚子就可以鼓起来，死去的生命也不能像仙子们那样因为孩子的信仰而
复活。 　　 　　在位十六年，正德身经汉唐以来所发生过的各种内乱，却终未倒台。《万里十五年
》里归功于明太祖创立的一套官僚制度，《正德外记》写的却是一群像麦田守望者一样照料小皇帝的
老臣。 　　 　　高阳写人，总不给我有血有肉的感觉。从他的书里，你看不到老臣身上折痕分明的
袍服，也看不到正德在豹房里睁大的瞳孔——可是他擅写的是种种审时度势的思量与苦心。 　　 　
　看完《正德外记》，脑子里冒出两句不通的话“为整社稷轻一死，可怜无数老臣心。”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于新制度没有建立之前，在倾颓的旧制度下苦苦支撑的改良者一直更为敬重，毕
竟革命者失去锁链后也不能让一起也如同他们一样一无所有。 　　 　　所以李鸿章这样的人，该高
阳这样的人去写。
3、在大学时曾读过台湾高阳先生的《红顶商人》等胡雪岩一系列小说，被他另一番演绎的历史小说
所吸引。最近又阅读他著的《正德外记》，作为休闲自娱。正德者，即明代正德皇帝也。真名为朱厚
照，正德为其年号，谥号为明武宗。这人可谓明代最出名的昏君之一，信任太监，最为典型是重用刘
瑾等八虎。在位十六年的皇帝，身经汉唐以来的各种内乱，如刘瑾之变，如汉灵帝十常侍之乱；河北
、山东、江西、四川的流寇，如汉末黄巾、唐黄巢之乱；审磻、宸濠的两王的反叛，如西汉七国之乱
；西晋八王之乱；江彬的奸谋，则与董卓、安禄山相似，明朝走向灭亡也为期不远了。应该说，正德
皇帝的所作所为为后世所诟病责骂，一点都不为过。但从高阳笔下，又看到这位大帝的另一面。他好
玩成性，可以说任性到极点，喜欢骑马领兵打仗，喜欢新玩意，层出不穷，历史上的“豹房”就是他
阁下的著名乐园。他荒淫无道，有下手专找良家妇女作玩乐，不过却无后继之子。高阳笔下，他曾真
心喜欢过一个名叫惠娘的女人，但因其误吃某江南运来的鱼而香消云散，终使其郁闷不已。还有他不
喜爱上朝理事，从而许多生杀大权旁落太监手中。但正德皇帝本人待臣子并不严厉，不会动辄杀人，
仍有大臣在顶撞他本人还全身而退的，如在其位时有位名垂青史的王守仁（王阳明）的经历即为明证
。可以说换另一昏君，就没有王阳明今天的辉煌历史了。最为有趣的是，张永和杨一清等人联手要铲
除刘瑾，由张永密告刘瑾的罪状时，正德皇帝竟说：“这些事情不去管它了，改天再说，接着喝酒吧
。”当张永以死相谏时，刘瑾要夺大明江山时，他竟笑说：“天下任他去夺”。碰到这种连江山社稷
都不放在心上的皇帝实在要命，当然张永最有份量的话是：“天下归了刘瑾，陛下准备去哪里？”这
时这个整日没有正经的皇帝才无奈答应下令抓刘瑾，抄家后皇帝发觉贪污罪不致死，又盟生同情之心
。所幸六部要员重新搜罗证据，特别是才发现扇子的“暗器”后，才断绝正德皇帝的仁慈之心，才以
谋反罪凌迟处死太监刘瑾。正德皇帝的一生留给我的思考也挺多：一是作为古代的独生子女（他本有
兄弟两人，但另一弟三岁夭折），教育问题何其艰难！不过在他身上有点尚算成功，他一生都算尊重
信赖其师大学士杨廷和，虽时有矛盾。二是反叛的性格该如何调教？三是得出做一个好皇帝实在太难
，虽万人之上，但却付出很多，首先在时间上要有规范，否则如何处理如此多奏折；其次是应付大臣
与太监等关系；再有是天灾人祸等不可遇知的因素等。四是正德皇帝投错胎了，其实生活在殷实人家
做个混混儿肯定会更好过！
4、这是一个奇怪的王朝，历代统治者的都有着独特的个性，有的喜欢做家具，终身梦想是当个木匠
；有人喜欢熟女，一辈子喜欢一个比自己大了19的女人；有人沉迷于方术，用处女之血入药，等等如
是。这本正德外记，是高阳先生唯一一本关于明朝帝王的小说，因为在个王朝里既有三不朽的圣人王
阳明，也有刘瑾这样被千刀万剐的太监，还留下了如今还在京城的豹房，更令史家无法下笔的是，这
个王朝的皇帝还给自己加封为大将军。

Page 9



《正德外记-高阳文集-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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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