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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实说》

内容概要

《明帝实说》为读者详细介绍了明朝13帝王。皇帝毕竟也是一个人，应该允许他具有他的优点和成功
，缺点和失败。只是我们总希望前者多些后者少些。时在数百年之后，我们读史还是能够捉摸到他们
的思想感情的脉络；他们的言行也颇有值得我们回过头来品味、思索、借鉴和警醒的地方。因此我就
产生了一种愿望，想摸清明代各位皇帝的思想和性格，成功和失误。我在阅读中主要关注的是皇帝个
人的作为，尤其是思想品格方面的表现。我觉得渐渐加深了对这16位皇帝的了解，对他们有了自己的
看法。我所写出的这一些，并不是对史实做出延伸、添加、演绎或改编的“戏说”，也不是史料丰富
的“正说”或“细说”。只是就我所认知的这些皇帝的主要表现方面力求实话实说，因此也就采用了
《明帝实说》之名。
主观上的确是想要实话实说，不去故意捧高或贬低。但是，作为一个在20世纪饱受时代的洗礼，又已
经步入21世纪的自由民，对数百年前封建皇帝的每一位，实在难说都能够做到毫无成见的客观冷静，
褒贬恰如其分；还难免多少掺进个人的爱恶。有关明代的史料和学人著作卷帙浩繁，史实的选用和转
述有的地方也可能失之偏颇。不当之处不该也不敢要求学友认同，而只是提供参考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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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凌冰，已离休多年，一直还在写作的老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解放前编辑《中建》半月刊，解放
初期编辑《北京教师》、《教师月报》。此后长期在机关从事文秘工作，同时参与集体编写。有中小
学语文教材（汉语部分）、教育论说、荀子选注、外国文学介绍等。
　　个人编写，成书已出版的有《语法知识提要》、《常用反义词典》、《实用汉语词通》、《实用
新词汇》：《唐诗短章绝唱》、《诗律概说》、《乾隆御笔长沟诗帖》注译、《红叶与晚霞》（自选
格律诗集）；传记《徐云》，《末代皇父载津》、《末代皇妹韫欢》，《校花回忆录》：长篇小说《
风雨潇潇》、《无怨无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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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明帝实说》

章节摘录

　　洪武皇帝朱元璋　　精明一世未安枕　封子传孙起祸端　　大明皇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1328-1398），享年71岁，是明帝中最长寿者。洪武朝（1368-1398）在皇帝位上31年。　　朱元璋出
生在濠州（今安徽凤阳）一个贫苦农民之家，从小给地主放过牛。17岁那年，父母、长兄和幼弟在瘟
疫流行中相继身亡。此后他也曾多年出家当过和尚。元末乱世的和尚也吃不饱，他在江淮一带云游乞
食，饱尝生活之艰苦。　　1352年春，时年25岁的朱元璋，投奔到占据濠州的反元红巾军中颇有实力
的郭子兴部下，被郭子兴收为亲兵。他在军中表现智勇兼具，每次出战都能取胜，受到郭子兴的器重
，把养女马氏嫁给他为妻，很快就成为一位得力的部将。他在军中注意学习，有了一点粗浅的文化基
础。1355年郭子兴死后，他和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妻弟张天韦祐同为郭军的主将。在三人中他虽然
被排在末位，因善于运筹指挥，征战主要是由他主持的。不久后郭、张二人战死，他得独为大军的主
帅，郭家的队伍也就成为朱家军了。　　朱元璋养兵有方，用兵纪律严明，不许扰民，禁止士兵掠夺
财富和女子。因此他的队伍受到百姓的欢迎，纷纷有人投奔而来，军事实力壮大很快。　　为扩充地
盘征战不止　　此时他驻兵于江北一隅的和州（今安徽和县），虽然顶住了元军的围攻，却不利于更
大更快的发展。他感到壮志难酬，乃在1356年东进渡江，进驻南京（当时称集庆，朱元璋改名应天）
，并且很快就在实际上建立起自己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机构，俨然已是颇具规模的独立政权。　　
朱元璋深知：进了南京并不能松心，必须确保在南京站稳脚跟，然后才谈得上继续发展。当时在南京
的四周，除了元代的臣下还占有一些州县之外，张士诚早在1353年就已经起义，攻占了高邮、泰州、
兴化（今江苏同名地）等地，已于1354年自称诚王。他先于朱元璋渡江，占领了平江（今江苏苏州）
、松江（今已划归上海市区）、常州（今江苏常州）等地，而且在朱元璋进入南京的同年（1356年）
定都苏州。朱元璋却是在这之后才进入南京的。朱元璋到了南京，西、北两面都比较安全，但东面的
张士诚时时都有可能西向取得镇江再进攻南京。因此朱元璋到南京后，便立即派出得力的大将徐达率
兵从元将的手下攻占了镇江，以便守住南京东边的门户。　　在南京的西、北、东三面尚称安全的情
况下，朱元璋派出邓愈攻下了南京南面的门户广德（今安徽广德）。但广德西邻的宁国（今安徽宁国
）有元将的重兵把守，朱元璋派出的徐达、常遇春当年（1356年）未能攻下。一直待到次年朱元璋亲
率大军南下，才得以逼降朱亮祖，攻占了宁国。至此南京四面的门户已是相当的严紧。　　朱元璋在
南京安置儒士名流，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兴修水利，垦田种粮，认真备战
，以求再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范围。当时的形势是各路反元的豪强纷起，彼此各自独立，互
不相属相让。他们不谈联合，各人心中所想的，都是并吞别人壮大自己，准备建国为帝。朱元璋首先
避开强大而取弱小，从1357年到1359年先后攻占了抵抗力量比较薄弱而又各自分散的浙江富庶地区，
使他的军事和后备力量都得以进一步加强。　　陈友谅（1320-1363）占有湖广等广大富庶地区，并即
皇位，自称汉帝。他自恃强大，于1360年攻占太平（今安徽当涂），逼近南京。他的计划是要消灭朱
元璋的势力，夺取他的地盘，而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帝国。他东进的队伍强大，声势逼人，志在必得。
朱元璋自知硬拼是难以和陈友谅对阵的，于是就施展他的特长，使用与陈友谅有旧的部将康茂才诈降
的办法，诱敌深入，一举大败得意洋洋赶来的陈友谅大军的主力于长江之上。朱军俘得陈汉的官兵2
万多人，舰舸百余艘，陈友谅本人仅得乘小船逃命。他的实力大为削弱而西退。　　随着战败的陈友
谅西退，朱元璋从此逐步西进。到1362年，朱军已经占领了如今江西省内包括南昌在内的众多州县
。1363年陈友谅发兵进攻南昌，围攻八十多天而不能下。战场转移到鄱阳湖上。延续一月有余的鄱阳
湖大战，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直到在激烈的混战中陈友谅身中流矢而死才告结束。他的儿子陈
理继汉帝位。陈汉的实力从此大见衰减，再难和朱元璋相抗衡了。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出兵围攻
武昌。陈理无力抵抗，只得投降。至此陈汉灭亡。　　陈汉既灭，朱元璋就可以回过头来对付前几年
无暇也无力对付的张士诚了。他于1365年派出徐达率兵出击，1366年攻占了张士诚在淮河流域的大片
据点，使他的势力大见削弱。随后把征伐转向江南地区，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20
万攻湖州（今浙江湖州），同时派朱文忠进攻杭州。他们先扫清了平江（今苏州）的外围，终于
在1367年攻破了孤立固守达十个月之久的苏州。而这位张士诚却是一个硬汉，他坚决拒绝投降，战败
后自缢而死。　　朱元璋随后出兵攻打割据在庆元（今浙江宁波）的方国珍。方国珍有心抵抗而军力
不足，可望的外援不至。他逃至海岛，又被朱元璋得力的水师部将廖永忠击败，最后被逼请降。　　
为准备称帝沉韩灭宋　　随着实力和声势的日渐壮大，朱元璋已经不能满足于吴王的尊号了。建国称
帝之举已经提上了他的议事日程，箭在弦上，势在必行。这时他就考虑到，有必要抹去浮游在他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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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的一片阴云。这片阴云不是别的，而是朱元璋曾经在他的朝堂称臣，使用过他的“龙凤”年号的
皇帝韩林儿和他的宋帝国。　　原来，当1355年郭子兴死后，当时龙凤政权的实力还相当强大，远在
郭军之上。因此郭军三将领曾接受宋帝韩林儿所加的都元帅和左右副元帅的封号。朱元璋到南京之后
也还使用过韩宋的龙凤年号。　　但实际上朱元璋并不满意韩宋的封号，加以韩宋的实力后来大见衰
减，他根本就没有接受过韩林儿的节制。渡江扫定南京之后，更是成为实际上独立在韩宋之外的实力
，已与韩林儿没有多大的关系了。对韩宋后来又曾加给他的封号也没有放在心上。他一直都是在自己
干自己的，从来没有真心臣服过韩林儿，也没有接受过韩林儿指派的什么任务。但是在名义上他却还
是韩林儿的臣下。　　心胸狭窄而又日益强大的朱元璋对此耿耿于怀，竟然认为韩宋的存在是他所不
能容忍的。当他的实力马上就要强大得可以称帝的时候，便决定要除掉他头顶上的这位韩林儿皇帝。
于是他在1366年密派廖永忠前去当时韩林儿所驻的滁州，诱迎“皇上”韩林儿临幸南京来享福。　　
韩林儿大喜过望，欣然起驾。而廖永忠的任务却是在渡江的中途沉船，把欣喜异常、兴高采烈的韩林
儿溺死在长江中流的巨浪之中。朱元璋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地杀死了韩林儿，从而灭亡了宋政权。韩宋
，这是朱元璋继陈友谅的汉之后，亲手灭亡的第二个政权。　　我们现在看起来，朱元璋溺韩灭宋之
举实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你只管称你的皇帝，建立你自己的皇朝，同别的皇帝无关。当时的韩
宋早已不是朱元璋称帝的阻力了。帝王可以并存，也可以对拼。韩林儿如果和你对抗，显然并不是对
手，就让他拼死在两军对垒的战阵之中，岂不是韩林儿名正言顺的归宿？他若软下来请降为臣，你朱
元璋收留他，岂不是历史上的千古奇事和美事！又何必一定要用计杀死一个并没有亏待过自己的人呢
？　　我们从此也可以知道朱元璋的为人，不但善于在战场上用强力或用计谋杀伤敌人，而且在战场
之外也可以用计谋杀伤不一定是敌人的人。　　这在战场之外的用计杀人，实在也就可以说是阴谋杀
人吧！　　然而，朱元璋的阴谋杀人，而且杀的并不一定是自己的敌人，反而可以是自己的友人、功
臣，却远远不止这一回。大概这也不一定就是开的一回。　　当朱元璋把他头顶上的这一缕阴云扫除
之后，再到1367年击败了张士诚，逼降了方国珍，于是他就在这年之末称帝于南京，国号明。以明年
（1368年）为洪武元年。　　从此，朱元璋也就更加彻底地背叛了他所出身的农民阶级和当初参加农
民起义的初衷。他把农民翻身当家做主的问题完全抛诸脑后，成为统治农民、镇压农民起义的中国封
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为巩固帝位继续征战　　如今虽然有了国号、年号、国都和满朝的文武大臣，
坐上了皇帝的宝座，精明的朱元璋却还是一点也没有松下心来。他清楚地知道，宣布为帝并不等于就
能够长期为帝；迅即土崩瓦解或不几年就被别人并吞灭亡的朝廷有的是。他自己就亲手灭亡过陈友谅
的汉和韩林儿的宋。　　当时他建立起来的大明，直接统辖的地盘还只有中原、江南和闽、粤等腹地
，此外大片的国土仍然掌握在元代臣下或自称帝王的地方豪强的手上。他深知留下任何一个没有臣服
的省份或地区，都是大明朝廷的心腹之患。所以现在的大明洪武皇帝朱元璋，必须抓紧时机，马不停
蹄地迅速完成统一全国的伟大事业。也只有这样，他的龙椅才能够坐稳，而不被别人夺走。　　因此
，建国之后的朱元璋，还是同建国以前一样，一直并没有安枕过。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余年的长时期
之内，为了占领更多的地盘，扩充大明皇朝的国土，他还是一直在为出兵征战而操劳不休。　　洪武
元年（1368年）朱元璋派出他的得力武将徐达率师西进出征秦晋。适逢元臣扩廓带兵出居庸关东进。
徐达乘其无备而直奔太原。扩廓闻讯急忙返师向西，却在中途遭到明军的夜袭而大败。扩廓仅以身免
，向西外逃亡而去。由此山西得以顺利平定。洪武二年（1369年）初，徐达派副将常遇春、冯胜西渡
黄河先行入陕，随后他也赶到。元将不战而率众归降。大明因此得于当年设立陕西、山西二行省，任
命汪广洋为陕西参政，杨宪为山西参政。　　朱元璋一生的工作量巨大，总是把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
。山陕归顺了，他马上就派常遇春出师蒙古，于洪武二年（1369年）攻占元称之为上都的开平（今内
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之东），把从大都（北平）逃亡到此地的元顺帝妥懂贴睦尔赶往更北的应昌（今内
蒙克自治区什克腾旗境）。次年（1370年）又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邓愈和冯胜、汤和为
左右副将军北征沙漠。其时元顺帝已死，新接班的元主及后妃官员等被俘获，迫使元代的残余势力更
向北方撤退。此后明代与蒙古虽屡有接触和胜负，但北境防线可称相对稳固。　　北方的形势稳定下
来了，朱元璋马上就在洪武四年（1371年）从南北两路发动对四川明玉珍政权的进攻。南路汤和、周
德兴、廖永忠率舟师逆江西上重庆，北路傅友德、顾时、何文辉，由秦陇南下成都。　　明玉珍
于1362年称帝于重庆，国号夏。1366年明玉珍病死，其子明舁继位。明舁仗着川江有利的地理条件扼
守瞿塘峡抵抗，使南路明军西进失利，只得退守归州（今湖北秭归）。但北军进展顺利，连克州县，
使夏军斗志衰落，明军士气高涨。　　精明干练的水军将领廖永忠，选水师精兵数百人，扛抬着小舟
，艰苦地翻山越岭前进到夏军的上游，然后乘舟顺流而下向夏军进击。上下夹攻，大败夏军。明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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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夔州（在今重庆之东的奉节、巫山一带），明舁只得乞降。明氏的夏是朱元璋亲手灭亡的第三家政
权。待到傅友德军围成都，守将闻说明舁已降，也就不再抵抗而率众投明。两路明军随后顺利攻克其
他众多的州县，四川即得以平定。　　四川的统一把平定云南提上了朱元璋的工作日程，此后又忙于
平定东北。这些任务也都在后来顺利地完成了，不再细说。　　为预防篡夺滥杀功臣　　精明的朱元
璋马上就要统一全国，按说可以松心了。其实不然，他还是不能安枕。当全国尚有其他政权存在的时
候，他担心的是，这些异己的政权中的某一家会壮大起来而消灭自己。他自己不是就亲手灭亡过3家
政权吗！而今当全国既已统一，并没有其他独立皇朝存在的时候，他又要担心的是，朝臣中有人会阴
谋反叛。这种反叛不同于外敌的进攻，而是从内部一下子就能够全盘夺走他的天下。　　此时的大明
皇帝朱元璋，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朱元璋了。以前他所思考的，主要是如何从别人手里夺取东西。而现
在他所焦虑的，主要是如何防着别人从他的手里夺取东西。这东西不是别的，而是整个的天下；失去
了它就失去了一切。朱元璋立志不仅不能让朱家大明的天下丢失在他的手上，也绝对不能丢失在将来
接他的班的朱家子孙的手上。　　什么人有可能实现这样的反叛，而篡夺朱氏手中的皇权呢？　　那
当然不会是一般的臣民，而只可能是握有雄厚的实力、身居高位的大臣。因此，以武力夺得天下而又
杀害了韩林儿的朱元璋，在登上帝位之后，对辅佐他打天下的有功之臣心怀深深的疑虑。　　最牢靠
的办法当然是把这些人一律除掉。但是他在称帝之后并没有能够马上就着手去办理这件大事。那是因
为当时还很需要他们效力去继续扩充地盘，继续为他拼杀。　　但是，随着武将们忠心的杀伐和艰苦
的征战，四面疆土的统一，境内朱家皇朝的统治日见安稳和巩固，朱元璋就逐渐把大杀功臣的行动列
上了他的办事日程。　　这个日程开始于洪武八年（1375年）。　　朱元璋在这一年动手杀死的第一
位大功臣不是别人，而是廖永忠（1323-1375）。他是在早年带着巢湖水军投向朱元璋的，在渡江进军
南京的行动中就曾颇有作为。他对朱元璋一贯忠心耿耿，表现了惊人的勇敢忘死的精神，真可以说是
行如其名。在建国前后的多次战斗，特别是在水上的拼杀中，他不避艰险，奋勇向前，屡屡建立显赫
的功勋。鄱阳湖的惊险，川江的艰辛，最足以证明这位水上战将难得的智勇。他因此有功，而于洪武
三年（1370年）被朱元璋封为德庆侯。　　可是没有几年，时到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却突然
下令赐死廖永忠。而他所能够加给廖的罪名却是微不足道的：只不过是说他穿过绘有龙凤图样的袍子
，而超越了制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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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雨潇潇》200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以上世纪中国几个知识分子家庭几代人的生活经历，经受
时代打磨和圣洁洗礼的故事为主要内容。人物众多，内容饱满，感情丰富，语言流畅。颇受知识界读
者关注。曾在美国的中国书展上展出并脱销。　　《无怨无悔》（2004年）；长篇小说。写上世纪归
侨人士和学生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热爱中华，执着苦恋祖国的心态。出场人物众多，情　　节紧凑
，内容丰富，语言生动。深受侨界读者的欢迎。闻有些华侨刊物已作转载（见到的有《八桂侨刊》）
。　　《诗律概说》（2005）：作者依据他曾多年辅助一些老同学掌握诗律的实践，改变传统多层次
讲解的方法，一步到位讲明诗律，以求尽快掌握和运用。详细周密，一目了然，通俗易懂。曾有不同
文化层次和不同年龄的海内外友人试用，收效良好。　　《红叶与晚霞》（2006）是作者所写格律诗
的、自选集。内容现实，语言清新通俗，感情真挚。作为现代人运用诗律写作的实践尝试也可资诗友
参考：他在平仄对粘方面是基本依律的；弃平水旧韵起用普通话新韵：律诗对仗联的有无，多少和位
置不拘：长诗3首全面否定了排律的呆板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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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于描述１６位皇帝来说　书很薄　这也是我力荐的理由　看完它　你能对整个明史有一个初步
的认识　不错
2、给了一本旧书，发货速度慢，书面破了，内页发黄，书的内容一般不好
3、读明史总会别有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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