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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新的角度审视了明成祖曲折的一生。
在作者的笔下，明成祖朱棣是一个既有功也有过的皇帝，和普通人一样，他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价
值观⋯⋯。
书中资料颇为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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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晁中辰教授（博导），1947年生，山东大学硕士（1982）。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明史学会理事。
发表过《雍正朝的密折制度》（《文史哲》2002.2)、《崇祯帝君非甚暗透析》（《文史哲》2001.5）
等论文66篇。
出版过《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1994）、《李自成大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崇祯传》（
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中国改革通史·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等著作。
主持山东省政府特批项目和省社科规划课题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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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燕王立即把姚广孝召来，密商举兵的事。
这时恰巧来了一阵暴风雨，屋檐上的瓦落下数块。
燕王以为这是不祥之兆，心里很烦躁，脸上一片愁容。
姚广孝却解释道，这是吉祥之兆。
燕王听了呻斥道，“你这个妄和尚，哪来的吉兆呢!”姚广孝却不慌不忙地说：“殿下没听说过吗，‘
飞龙在天，从以风雨。
’屋瓦坠地，这是上天示意，要殿下换住黄屋了。
”这是说燕王是真龙天子，一说举兵起事，上天马上就以风雨相从。
旧瓦坠地，换住黄屋，也就是说很快要当皇帝了。
燕王听了姚广孝这一番解释，顿时转忧为喜。
一个好的谋士，不仅要帮主帅出主意，想办法，而且要能够随时随地帮主帅树立信心。
古人迷信心理重，本来是件平常小事，他们就会误以为是吉兆或是凶兆。
同样一件事，有的可以解释为吉，有的也可以解释为凶。
看来姚广孝是个很称职的谋土，本来通常认为是凶的征兆，他却解释为吉兆，而且说得有根有据。
在那紧急关头，经姚广孝这番鼓励，燕王便决定马上起兵。
于是，中国历史上一场长达3年之久的战争便拉开了序幕。
    金川门之变后，建文旧臣们的态度有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逃跑，“燕兵之入，一夕朝臣缒城去者四十余人。
”在那兵慌马乱之时，这些逃跑大臣的姓名已难以详考。
    第二种是投降，这也是人数最多的一种。
燕王进入南京的当天，兵部尚书茹常就率领群臣投降，并请燕王立即登极称帝。
在这些降臣当中，有后来成为一代名臣的夏原吉、骞义、杨士奇、杨荣、杨溥、解缙、胡广、金幼孜
等人。
    第三种是抗节不屈的大臣。
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这些人为中国传统的君臣大义所驱使，不愿降燕，尽各种可能对抗燕王，明知
不可而为之。
这些人是少数，但也是最有骨气的一类。
例如，徐达的长子徐辉祖，当燕师由金川门入京时，他还率部毫无希望地抵挡了一阵，很快就败下阵
来，被禁于私第。
还有一个叫连楹的御史，他也假装投降，千方百计想接近燕王行刺，结果被燕王的部下杀死。
史书上说，连楹“被杀，尸直立不仆”。
人被杀了，尸体还直立着，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它反映了后人对这种刚直不届人土的赞颂。
    第四种就是自杀殉难的。
他们看到自己为之效忠的皇帝被推翻了，生死未卜，又不愿做降臣，便一死了事。
例如曾当廷殴打徐增寿的御史魏冕，当宫中火起时，有人劝他投降燕王，受到他厉声喝斥，随即自杀
。
和魏冕一起殴打徐增寿的大理丞邹瑾，也和魏冕同时自杀殉难。
    《永乐大典》开始编纂于永乐元年(1403)七月，当时，明成祖一面加紧惩治建文遣臣，一面组织文
人编纂这部大型类书，他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负责此事，在给他的诏谕中说明了编书的宗旨：    天下
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
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
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太略。
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
之宫，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次编书指导思想的核心就是“毋厌浩繁”，凡是能搜罗到的中国古代典籍，则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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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收入。
    明成祖之所以命解缙总共事，可能是因为解缙在洪武时就有过这类的建议。
原来，明太祖朱元璋非常喜爱《韵府群玉》这部书。
有一次，解缙在《大庖西上封事》中对朱元璋说，这部书很简陋，应该编一部像样的书。
朱元璋也知道解缙才高，但认为他“冗散自恣”，便以大器晚成为由，让解缙的父亲将解缙领回，10
年后来朝听用。
解缙回家才8年，朱元璋就死了，编书的事自然也就无从提起了。
明成祖看解缙才高可用，以前有过这种建议和打算，便命他着手编这部大型类书。
    这次编书就是把过去的典籍分门别类地编在一起，搜罗过去的典籍自然就成了头等大事。
明成祖问解缙，文渊阁藏书情况如何，解缙说：“经史粗备，子集尚多缺。
”明成祖说道：“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缺乎?”于是召来礼部尚书郑赐，命他找一
批通晓典籍的人，四出购求遗书，并指示说：“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
”这样，就为《永乐大典》的编纂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第二年十一月，解缙等将所编成的图书进上，明成祖很高兴，特赐名为《文献大成》。
解缙等147人因编书有功，都受到明成祖的赏赐。
但过了不久，明成祖仔细一翻检，发现“尚多未备”，遂命重修。
这次重修的阵容就很大了。
明成祖命靖难第一功臣姚广孝和刘季篪、解缙总其事，王景和陈济等5人为总裁，邹缉等20人为副总裁
，另命礼部挑选中外官员和宿学老儒充任纂修，让国子监和各府、州、县学中善书的生员任缮写，开
馆于文渊阁，由光禄寺供饮食，开始了第二次的大规模编书活动。
    为了编得更好，这次征用了一些民间的博学之士，例如充任总裁的陈济就是其中之一：     朝廷修《
永乐大典》，大臣有言陈先生济者，以布衣召至都，为总裁。
时合内外词臣，暨太学儒生，众数千人，翻阅中秘四库书，浩翰填委。
先生至，⋯⋯详定凡例，区别去取，莫不允惬。
而六馆执笔之士，凡有疑难，辄从质问。
先生随问响答，未尝觚滞，疏决剖析，咸有源委，非口耳涉猎者可比。
故一时之人，无不服其赅博。
参与编修“大典”的王恭也是一介寒儒。
他“家故贫”，经常在山中采樵，自称“皆山樵者”。
他受人推荐参与此事。
竣工后授翰林典籍，但不久即辞官回乡，著诗数卷。
解缙称赞他“布衣萧然，不慕名利，比之朝阳凤鸣”。
    当时正是因为集中了一大批这样的文士，所以才使《永乐大典》能编得宏富、详备。
明成祖对这些文士的才能也不时称赞。
例如，他见陈济知识广博，曾称他为“两脚书橱”。
     《永乐大典》采用了按韵收字、用字系事的体例。
它以《洪武正韵》为韵目次序，以下则以字为纲，将十三经，二十一史、诸子百家分类相属，完全据
原书照抄，一律不改片语只字。
举凡天文、地理、人事、名物、诗文词曲等无不收录。
书名和作者名都用红字写出，显得格外醒目。
    经过近3000文士3年的努力，编纂工作于永乐五年(1407)竣工。
全书共22211卷，11095本，总字数达3．7亿多，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
    在《永乐大典》以前，我国已有不少的类书。
例如，魏时缪袭等人的《皇览》共680卷，梁代刘孝标等人的《类苑》共120卷，北齐祖埏等人的《修
文殿御览》360卷，唐代魏征等人的《文思博要》共1200卷，欧阳询的《艺文类聚》100卷，宋代李蚄
防的《太平御览》1000卷，王钦若的《册府元龟》1000卷。
由此可以看出，以前的类书最多的也就是1000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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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竟达22211卷，实在是煌煌巨制，以前的类书是无法相比的。
     二、价值巨大，历经劫难    书编成后，明成祖赐名为《永乐大典》，并亲制序文，其中说道：    朕
嗣承鸿基，缅想缵述，尚惟有大一统之时，必有大一统之著作，所以齐政事、同风俗、序百王之传，
综历代之典。
看来，明成祖所重视的是“齐政事、同风俗”，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意义。
但在后世人看来，《永乐大典》的主要价值在于对祖国文化典籍的总结和保护，有着不可估量的学术
价值。
    《永乐大典》辑书，不像清代修《四库全书》那样对原书任意删改，而是一字不改地原书、原篇照
录，这就保存了原书的真面目。
由于它收罗宏富，所以使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赖以流传和保存。
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侠书达500余种。
清嘉庆时，又从中辑出一部《宋会要》，也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书，至今为历史工作者所常用。
《水经注》被收在“水”字韵下，这是目前流行最古老的本子。
清前期的考据学者戴震、赵一清为《水经注》的版本问题争论多年，《大典》本一出，此问题迎刃而
解。
过去，人们对工技，农艺之类的书多不重视，而《大典》则广加收录。
例如，元人薛景石的《梓人遗制》即是其中之一，被录在“匠”字韵下，后人据此找到了半部《梓人
遗制》，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建筑学文献。
    《永乐大典》编成后，只有正本一部。
明成祖曾想付印，但因这工作实在太浩大了，所以终未如愿。
这部书被藏于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运至北京。
嘉靖四十一年(1562)，皇宫三大殿遭受火灾，幸赖大力抢救，“大典”才来被毁。
这件事提醒了明世宗，如“大典”万一被烧，这部大书也就彻底完了。
于是，他命大学士徐阶、高拱等召集抄书生108人，日抄3页，历时6年，至隆庆元年(1567)才抄完了一
部副本。
这部副本藏于北京的皇史岁。
正本在明末已完全不知去向，大多数学者估计毁于明清之际的战水。
    副本也历经劫难。
明末时即已不完整，清雍正时，将这部副本移至东交民巷翰林院。
乾隆时清点过一次，只存9000余册，散失了近3000册。
乾隆以后，“大典”被儒臣们陆续私携出去的不少。
1901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有许多被烧为灰烬，没有被烧的也大都被侵略者盗运回国。
因此，在国外的拍卖行时有“大典”的本子出现。
现在，在国外的一些公私图书馆里保存着若干“大典”的本子。
据有关部门统计，现在散藏于世界各地的《永乐大典》约800卷，只相当于原书的3%略多一点。
仅就现在能看到的“大典”本子来说，里面也保存着许多珍贵的资料。
这不能不使人想到，明成祖组织编纂《永乐大典》，这是对祖国文化事业的一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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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开头的话明成祖(1360—1424)名朱棣，1402至1424年在位，年号“永乐”。
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原来被封为燕王，后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
他死后的谥号是“文皇帝”，有的史书又称他为“文皇”。
他的庙号是太宗，所以在《明实录》中他的实录就被称作《太宗实录》。
后来，嘉靖皇帝将他的庙号改为成祖，所以后人便一直称他为明成祖。
    在我国古代著名的帝王当中，秦始皇是和长城联系在一起的，汉武帝是和张骞通西域联系在一起的
，唐太宗则和“贞观之治”联系在一起，而和明成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郑和下西洋、奴儿干都司
、《永乐大典》等等。
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还知道，明成祖五征漠北，80万大军下安南，浚通大运河，大规模营建北京。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明成祖能干好其中一件事就足可跻身到著名帝王之列，他却干成了那么多，而事
实上还不止这一些。
但是，他的名字也和“诛十族”、“瓜蔓抄”之类的残暴行为联系在一起，因而使得他的形象严重受
损。
这本书将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客观描述和分析，看看明成祖到底有哪些是非功过，历史怎么样造就了明
成祖，明成祖又怎么样影响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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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皇帝一直是至高无上的最高权利的代表，了解皇帝的生平事迹对于熟
悉和研究封建历史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明成祖朱棣是历史上争议颇大的一位帝王，他立有不少旷世奇功，创造了明初盛世，但他好大喜功，
多疑好杀，手上沾满了鲜血。
《明成祖传》是讲述成祖一生是非功过的传记作品，其对错自由读者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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