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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传》

内容概要

朱元璋是明朝开国皇帝,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史称明太祖。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出身
微贱的皇帝，也是一个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生动活泼的文笔，将朱元璋
从农民起义的领袖到封建帝王的一生作了全面阐述。作者试图通过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使
读者领悟一个历史人物的升降沉浮，并了解有明一代初期的历史。
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生动活泼的文笔，将朱元璋从农民起义的领袖到封建帝王的一生作了全面阐
述。作者试图通过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使读者领悟一个历史人物的升降沉浮，并了解有明
一代初期的历史。
本书是关于朱元璋传记中影响最大的一部，经过作者四次的修改最终成此书，文笔生动形象，而又不
乏翔实的史料依据，对朱元璋从一名农民起义领袖当上君主的历程进行了讲述，对于研究明史以及对
朱元璋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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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传》

作者简介

吴　晗(1909-1969)　字辰伯。浙江省义乌县人。著有《朱元璋传》、《历史的镜子》、《海瑞罢官》
等，同时主编了历史、地理小丛书100多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央人民政
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北平市委员会主任、民盟中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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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  序朱元璋年表第一章　流浪青年　一、小行童　二、游方　　三、紅軍起义第二章　紅軍大帅　
一、九夫长　二、小軍官　三、大元帅第三章　从吳国公到吳王　一、鄱阳湖决战　二、取东吳　三
、南征北伐第四章　开国皇帝　一、国号大明　二、統一南北和对外对內政策　三、建都和北边防御
　四、中央集权的加强第五章　政权的支柱　一、地主、官僚和人民的义务　二、常备軍和特务网第
六章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二、棉花的普過种植和工商业第七章  統治阶級
的內部矛盾  一、胡藍党案  二、空印案和郭桓案  三、文字獄第八章  家庭生活  一、多妻多子孙　二、
思想和生活  三、辛勤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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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传》

精彩短评

1、阶级分析观点很浓，有些地方比较牵强，再多的传奇也改不了谄媚之气
2、书收到，是繁体横排，保留了当年的风格。吴老一向对待历史非常严谨，但此书，仍然有当时的
政治特色。
3、装B借的繁体字版，本以为艰涩难读，不料读来倒是顺畅。吴晗治史严谨，考据翔实，但其对历史
之评价因为特殊的时代性，硬要用阶级斗争的理论评价朱元璋，迎逢上意，不免死板、枯燥。不过我
也怀疑吴晗用了曲笔，朱元璋由前期农民起义领袖“退变”为中小地主和新贵族的代言人，是暗示某
党？是耶？非耶？
4、史料功底扎实
5、四大传记中最不靠谱的一本。
6、吴晗吴晗，连滚带翻
7、纸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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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明朝是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一个朝代，大明王朝这个最后一个汉人统治的王朝，在后人的印
象中感觉君主昏庸、宦官当道。被后人不断吹嘘的所谓盛世的继任者只是它的不会变通的好学生，满
族的统治者在未有心理准备之下，意外获得皇权，前朝的制度只好原样照抄，边学边用，幸好他们的
主子都是年轻好学的有为青年，至少历史书都是这么说的。明朝最重要的是它的开国之君，朱元璋，
从淮西布衣到大明皇帝，一步一步坚守地杀出来，逐个淘汰掉元末明初的群雄们。他和他的统治机构
对明朝制度的制定和规划，即不可改的祖宗之法，如同幽灵般至今还影响现代人。朱元璋绝对是中国
历史中的强人，他从小贫寒，父母和兄长多在旱涝连年中饿死，死后连葬身之地都难觅，他朱重八为
了一口饭吃，出了家，在皇觉寺当小小行僮。元末，九十年换了不知道几任皇帝，皇族内斗不断，泛
滥的货币，高压的民族等级制度，天灾横祸，世道已经到了又一个盼天明的夜半，也就是弥勒教徒口
中相传明王将降世的时候。元末，各地的农民起义，红巾军是对抗政府军最强大的农民起义军，红巾
军是奉弥勒教，弥勒教又称明教。红巾军分两支，彭莹玉所率领的起义军，彭莹玉为弥勒教首领，徐
寿辉因为相貌堂堂，被其推为皇帝，国号天完，另一支是韩山童自封宋微宗的第八代子孙，自称明王
，刘福通为宋代大将刘光世的后代，国号宋，龙凤年号，韩山童死，子韩林儿替，称“小明王”。身
在佛门且在最底层小行僮朱元璋，云游或者说化缘，对外面的世界和淮西地理具备一定认识，红巾军
四处起义，腐败的政府军根本无法与之为敌。已经在郭子兴手下当千户的汤和拉他入伙，二十五岁的
他做出决定，吃人的元朝要被推翻之际，他要出人头地，离开皇觉寺投靠濠州。郭子兴原本是大财主
，但由于没有显赫的家世和朝中有人的背景，是个纯粹的暴发户，所以总被当地官吏和衙役、小兵欺
负，一怒之下入了弥勒教，与其他人一起占领了濠州。朱元璋，做事小心谨慎、敢作敢为，又有头脑
，讲义气，长得不好看，但却很威严，很快就得到周围士兵的拥戴，郭子兴的喜欢，招了女婿。朱元
璋竖起红军招兵大旗，另起炉灶，发展私人的武装，淮西人是军中的骨干。跟其他农民起义军，龙蛇
混杂、缺乏训练和军纪不同，朱元璋的军队注重训练和军纪，手下的谋士李善长劝说他学习汉高祖刘
邦，为人气量大、看得远、看得宽，最后得到天下，朱元璋也是这么做的，他并不介意他的出身，更
没有像那些个无耻之辈硬拉大儒朱熹当他的祖先。在后来的内部斗争中，郭子兴越来越倚仗朱元璋，
而易发怒心胸狭窄的郭子兴气死后，朱元璋排挤郭子兴的旧部和儿子们，逐渐取代了其位置，此时还
是奉韩林儿为明王，但行政和军事都是相对独立的，只是奉着龙凤的年号。大明王朝，“明”有多重
含义和解释，对于朱元璋旧部和明教教徒，有“明王再世”，“明”用于国号再合适不过了；而对于
后来越来越多加入朱元璋阵营的儒家学者和大地主而言，明是光明，明为日月二字，朝“日”夕“月
”，是火，南方是火神祝融，而朱元璋起事也是从南方起事也是暗合，与历代皇朝从北方起兵，一路
南下统一中原截然相反。南方为火、阳、赤色，神为祝融，北方为水，为阴，神为玄冥（记起《天龙
八部》中的玄冥二老，难怪九阳神功才救了张无忌），朱更是暗合“赤色”，南方平定北方，自然解
释为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暗，甚是符合儒家的天理循环，仿佛天子就是上帝安排的，因此皇
帝的诏书，题头为，“奉天承运”。但在朱元璋取代郭子兴之后，他的军队和地盘，在群雄中并不起
眼，元朝的政府军甚至还顾不上打他。他的地盘，是四面邻敌，西邻陈友谅，东南邻方国珍，东北面
为张士诚，南面为陈友定，北面则是军事力量很强大且在开封定都的宋“小明王”。虽然四面为敌，
但敌人也为其提供了安全隔离带，隔离了北方的强大元军。“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与地主和
儒家学者紧密团结，心放得更宽，看得更远让朱元璋跟其它农民起义军和豪强完全不同，陈友谅志骄
，张士诚器小。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无可厚非，他们是推翻腐败旧王朝的主要力量，但他们却最
后注定是失败者。红巾军起义，关于推翻旧王朝之后的未来天国基本是幻想，是神话和迷信，且长盛
不衰，六百年后，又出了个太平天国。关于未来天国的幻想吸引了无数底层百姓参与其中，但除了破
坏还是破坏，农民起义军所到之处并无太多建立，坐等天下太平的懒汉思想肯定是要失败的。在元军
与彭莹玉、韩林儿相互消耗之时，两线作战的朱元璋，稳住张士诚，艰难地打败群雄中实力最强、地
盘最大的陈友谅，陈友谅就是杀了因帅气当上皇帝的徐寿辉取而代之，红巾军的另一支主要力量。陈
友谅被打败了，窝在一方的张士诚更不是对手了。此时的朱元璋部队已经足以跟元朝军队正面对抗，
而且南方已经经营成为稳固的后方和阵营了。北方的元朝政府军此时也是一团糟，皇族、军事贵族和
地主武装集团各自割据地盘，相互争斗。当他们惊恐一个个被朱元璋的军队吞食掉，担心已经是多余
了，担心已经变成了事实。吴王赶走了欺压汉民族和其它民族的蒙古族人，元顺帝和他的皇族被赶到
了漠北的草原，中原再次回到汉族人民手中，朱元璋赢得的是民族战争，战斗的顺利超过了想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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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传》

蒙古的铁骑却没有消灭，它始终是明朝的隐患，伟大的长城大多是明朝修建所，卫所和长城就是为抵
御蒙古铁骑所修建的防御工事。精心修建的长城跟朱元璋制定看似完美和长远的制度一样，似乎想一
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但漏洞在一开始就无法避免。元朝是朱元璋制定政策和制度，最好的参考模
板，他根据多年战争和统治经验，加上对原先腐败元朝制度的了解，大刀阔斧地对以往制定的制度进
行修改和设计。行政，明王朝崛起所仰仗，或者说封建王朝核心利益集团还是地主阶级，无论哪个朝
代都一样，“普天之下，莫为王土”，皇帝就是这土地上最大的地主，朝廷最大的收入来自百姓所交
的粮食税，朝廷的军事、水利、建造工程项目需要百姓赋徭役。中央集权的政府，官僚机构，强人朱
元璋废掉了替他分担工作的副手丞相，将所有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还立下可恶的规矩，祖宗之法不
可变，精力和智力稍有不及的朱家继承人就苦不。废丞相，胡惟庸案，杀了两万多人，淮西集团被杀
得所剩无几。官员的选用，建立王朝之前，大多来自举荐，王朝建立之后，科举取士制度被确立，科
举题目来自四书、五经和宋大儒朱熹的四书集注，僵硬的八股文令士人不可逾越半步，思想和学术自
然被古代那几个阴魂所管制着，朱元璋和刘基正是这项制度的制定者。知道多读书活用书的皇帝，却
不愿其它人也多读书，跟他一样有很多想法和作为，正如依靠树立弥勒教即明教旗帜招兵买马起家的
朱元璋在一统江山后拼命地打压各种教派组织，弥勒教、白莲教各种危险蛊惑人心的“邪教”。通过
八股制艺考试而获得职位的官员，他们要么出于保护原先的大地主集团中利益，要么从中小地主和富
农向大地主集团靠拢，这些官员就算不贪也要为自己或周边的利益集团服务，制度下出产的贪官们。
尽管朱元璋对元朝的贪官污吏深知其害，并深恶痛绝。洪武一朝对贪官最为严苛，杀无赦，但明朝的
大贪何止魏忠贤一个坏蛋，就连国之栋梁张居正、徐阶也是私人财产惊人。引，即路引，是朱元璋发
展了古代“传”、“过所”、“公凭”这套制度而制定的路引，引将军和民限制在百里之内。此项制
度源于他的前辈彭莹玉秘密传教所引起的后果，对他产生最现实的教训。路引常常配合里甲制度，对
反对封建统治的人民管制和镇压。民户、匠户、军户，出身则决定一切，严重束缚了人身的自由和意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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