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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放过牛，当过和尚的人建立了这个王朝。
    明朝，取《易经》中“大明始终”之意，朱元璋，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干脆利落地灭了元朝，开
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他的王朝又要马上过去，化作历史的烟尘。
这是中国式的王朝兴替，佛家叫轮回，经济学家叫周期，而历史学家，干脆就把它称之为历史周期律
。
    蒙元的统治日益残暴黑暗，到元顺帝（元惠宗）时期，暴发了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领导的红
巾军起义。
朱元璋参加了红巾军，他南征北战。
1364年，朱元璋自称为吴王，史称西吴政权。
1368年，朱元璋称帝，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就是明
太祖。
不久他又命徐达、常遇春等大将北伐蒙元，攻占大都（北京），元顺帝北逃，元朝在中国历经98年的
统治宣告结束。
中国进入明代统治，明朝共有二十位皇帝（包括南明四帝），明朝的领土除囊括清朝时期所谓内地十
八省之范围，还包括今天的东北地区、新疆东部、西藏、缅甸北部、西伯利亚东部和越南北部等地，
并首次将今天的南沙，台湾正式纳入我国版图，并曾在东南亚的安南，旧港等地设有羁縻管理机构，
势力远及印度洋和中亚。
最强盛时，影响力更是波及非洲东岸和整个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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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物极必反。
西厂将朝廷及“三法司”置于一边，擅权专断，这种特殊的权力实际构成了对专制王朝致命的威胁，
一些正直的大臣忍无可忍，上疏反映了这一严重状况。
当年五月，大学士商辂在奏疏中言道：“近日厂、卫伺察过于繁琐，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畏
，汹汹不安。
陛下完全听信于汪直，汪直又寄耳目于群小。
中外骚然，安保其无意外之变。
”宪宗起先看到这一奏疏时，大不以为然，勃然大怒道：“一内竖(即太监)就能危及社稷吗？
”命太监怀恩亲传旨意痛责商辂。
商辂据理力争，毫不妥协道：“朝臣无论大小，有罪皆须请旨收问，而汪直竟敢无旨擅逮三品以上京
官。
大同、宣府是我朝北边大门，守备不可一日离职，而汪直却在一日内械捕数位守备大员。
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也逃不过汪直之手，甚至皇帝身边近侍，汪直也敢私自调换。
汪直不黜，国家安得不危？
”这一席话落地有声，句句在理，怀恩深受震动。
回宫之后，如实向宪宗作了汇报。
宪宗似乎如梦初醒，下令撤销西厂，命怀恩当面斥责汪直。
西厂内尉校皆被遣还锦衣卫。
然而，西厂不久又死灰复燃，仍由汪直主持。
重掌大权的汪直先后将反对他的大臣排挤出朝，一时间被迫致仕及免职的大臣达数十位之多，西厂的
缇骑又开始横行肆虐。
宪宗此前罢西厂之时，仍然宠幸汪直，密令其暗出刺事，故而西厂复开似乎在情理之中。
势倾中外的汪直更加蛮横狂妄，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
有一位宦官阿丑善诙谐，时常在宪宗面前粉墨表演。
一日在宪宗前装扮醉汉模样，旁人故曰：“某官至。
”阿丑毫不理会，肆骂如故。
又报：“圣驾至！
”阿丑依然酣态十足。
旁边宦官最后道：“汪太监至。
”阿丑顿时惊慌失措，醉态全无。
观者不免问道：“圣驾至而不惧，而畏惧汪太监，是何道理？
”阿丑话中有话道：“吾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
”一旁观看的宪宗表面上微微一笑，但在内心中极为不快。
汪直通过操纵西厂肆意妄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全然不把宪宗放在眼里。
这种皇权旁落、太阿倒持的状况，是任何一位帝王所无法忍受的，从此宪宗对汪直充满了戒心。
必须指出的是，在西厂创设之后，东厂及锦衣卫依然继续着它原来的特务使命，暴横荼毒也不次于西
厂，而西厂的最后罢撤就和其与东厂的矛盾有关。
明清史专家孟森曾特别讲到反映东厂恣横的一件事：东厂官校在侦缉云南官校左升私事之时，供状所
言牵涉通政使兼工部尚书张文质。
对于这样一位朝廷重臣，锦衣卫官校们毫不顾忌地将其打入锦衣卫监狱，甚至连宪宗都不知道。
工部尚书被擅自抓走，那工部内务如何运作？
左通政何琮等人情急之下，以张文质执掌工部印玺为由，联合上书请求宽释。
这时宪宗才知道张文质被逮之事，立即下令予以释放。
锦衣卫官以“擅捕大臣”，罚俸三月，而对东厂特务却置而不问。
孟先生感慨道：“厂与卫为一体，大臣系狱而帝不知，知之则处分仅及卫官，所处分仅止停俸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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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士大夫所被待遇可知矣。
”一次，有一位强盗越皇城进入西内，东厂校尉将其擒获，太监尚铭向宪宗邀赏请功，宪宗十分高兴
，赏赐甚厚。
汪直闻而大怒道：“尚铭是吾所提拔之人，怎敢背吾以邀功！
”尚铭闻听后，担心汪直报复，就秘密向宪宗汇报汪直种种不轨之事。
当时汪直正任大同监军，在朝诸臣趁机上疏揭露西厂之罪恶，宪宗也开始厌恶汪直，遂于成化十八
年(1482年)下旨撤废西厂。
没有西厂爪牙护持的汪直也就无法宣泄自己的淫威，再加上宪宗的疏薄及其他内官的倾轧，这一切都
宣告了汪直末日的到来。
次年八月，御史徐镛上疏，对汪直的罪恶进行了总清算：“汪直与王越、陈钺(汪直的两位得力爪牙)
结为腹心，自相表里。
肆罗织之文，振威福之势，兵连南北，民困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
不知畏陛下。
渐成羽翼，可为寒心。
乞陛下明正典刑。
以为奸臣结党怙势之戒。
”汪直因此而被罢黜。
从根本七说，“厂卫”的设立是基于专制帝王谋求一种彻底钳制臣下的“超级”权力的心理需求，因
为无权的近侍及由王朝法律制约的刑法机构——“三法司”都无法满足他的这一需要。
正是这种专制帝王强烈的、近乎变态的需求，导致了有明一代“厂卫”的兴盛不替。
每一位君主都无意将其完全撤废，正如他们对宦官的宠幸一样，这些皇帝都从“厂卫”机构中得到了
自己需要的东西。
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都没能摆脱这一变态心理的束缚，因为即使是在专制皇权异
常发达的封建王朝中，帝王也不可能为所欲为，全无顾忌。
制约的因素相当之多，包括道德伦理观念以及王朝法令，这种种制约往往是通过大臣的劝谏表现出来
的，而这种劝谏式的反对常常使帝王处于极为难堪尴尬的境地。
而“厂卫”的滥施淫威，正是帝王们得以自我解脱的极佳手段。
我们可以发现，越是品性与行止有缺陷的皇帝，越是依赖与宠幸厂卫及太监，他们甚至用“厂卫”爪
牙与外朝大臣相抗衡。
明武宗(年号正德)即位后，太监与厂卫的横暴更为突出，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武宗本人特好逸乐，丝
毫不把朝政放在心上。
大臣们总结他的特点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
武宗对朝臣的频频劝谏非常反感，故而命太监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
谷大用掌西厂(此时西厂又设)，开始了对正直朝臣的凌虐与迫害。
唯一目的就是压制言沦，以便武宗能肆意玩乐。
刘瑾与“厂卫”鹰犬荼毒之日，也就是武宗玩乐最为痛快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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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明王朝(套装共4册)》光明与黑暗并行，清廉与腐败对决。
盘根错节的政治较量，惊心动魄的财权搏杀。
大明帝国的未来命运及其对于中国人集体性格的强力塑造，在这里，已经可以窥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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