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落月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日落月升>>

13位ISBN编号：9787300092041

10位ISBN编号：7300092047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廖可斌

页数：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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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落月升>>

内容概要

“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这是中国历史上每个封建王朝的宿命，然而轮到明王朝的头上时，似
乎尤其壮观和惨烈：想太祖朱元璋白手起于草莽，在群雄环伺、风雨飘摇的形势下，审时度势、步步
为营，仅用十五年的时间就开创了大明的基业；然到了崇祯帝时，却是满城烽火、君臣相弃，让人感
叹“亡国之惨，未有过于明末者”。
胜败岂无凭，本书撷取明代历史的精彩片断，从“议大礼”到“争国本”，从于谦到袁崇焕，以生动
的人物和故事勾勒出明王朝“日落月升”的图景。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丰厚的学术素养使他在运用史料时能够举重若轻，对事件的背景、因果分析和
人物的心理探究深入而细致，见解独到。
同时，本书的语言通俗、有趣，适合大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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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可斌，1961年12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另为中国明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学位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文学学会会
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学术委员。
是“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浙江省中青年学科
带头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特别是明代文学。
曾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浙江省多项研究课题，已出版专著4种，发表论文40多篇，另
参加10多种著作的编写。
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
曾在香港浸会大学、哈佛大学、意大利特伦托大学、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多次到日
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地访问和参加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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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朱元璋的战略决策元末明初的文人集团与军事集团天下奇男子王保保朱元璋的忌讳朱元璋的反贪决心
科举考试的地区平衡问题开国君主的太子往往不能顺利继位朱棣为何能篡位成功和尚少师姚广孝建文
帝的下落成祖的杀人术“靖难之变”中的江西人朱高炽的夫人儿子外交名臣难过儿女关景帝与于谦于
谦的政治品格与他的悲剧命运残忍的殉葬成化皇帝的畸恋“模范皇帝丈夫”弘治帝不当皇帝当将军敢
杀皇帝的小宫女胡宗宪与戚继光严嵩与嘉靖中后期文坛可怜的焘贞啼笑皆非“争国本”  千古奇冤袁
崇焕奈何生我帝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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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朱元璋的战略决策　　在元末群雄中，朱元璋并不是最早起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力量也不是最
强的，但他却能崛起于群雄之中，四十岁那年就登上皇帝宝座，其中原因自然很多，而他的战略决策
正确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他十几年间作出的一系列战略决策中，有两项决策又尤为关键。
　　第一项是他攻下集庆（今南京）作为基地后，采取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稳步发展战
略。
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郭子兴卒，朱元璋开始独立发展。
至正十六年他率军渡江攻克集庆，至正十七年攻克常州、徽州、池州、扬州等地。
大将邓愈向朱元璋推荐了徽州儒士朱升，朱升向朱元璋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
朱元璋深以为然。
在接下来的关键几年里，他也确实是按这一方针行事的。
　　考察一下当时全国的局势与朱元璋所处的环境，我们就知道朱升的这个九字方针实在是审时度势
，精辟之极，其价值不亚于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
就全国而言，当时群雄并起，早已形成割据的局面。
北方是察罕帖木儿等人的天下，中原是韩林儿、刘福通的地盘，湖广、江西一带是徐寿辉、陈友谅的
地盘，江南、浙西等地则是张士诚的地盘。
这几支力量都远比朱元璋强大。
另如占领浙江沿海的方国珍、占据四川的明玉珍、占据福建的陈友定等，实力也在朱元璋之上。
仅就朱元璋所占领的集庆一带而言，元将定定扼镇江，别不华、杨仲英屯宁国，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
，八思尔不花驻徽州，石抹宜孙守处州，其弟厚孙守婺州，宋伯颜不花守衢州，而池州已为徐寿辉部
将所据，张士诚占领平江（今苏州）后正向浙西一带扩张。
在这种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如轻易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向外扩张，就很容易导致周围之敌乘虚而人，使
好不容易获得的地盘落入他人之手，丧失立足之地。
比较可取的战略就是实行谨慎的蚕食战略，向集庆周围城市发动一系列小规模战斗，逐步占领它们，
形成对集庆的一道保护圈，从而立稳脚跟，这就是所谓的“高筑墙”。
后来的事实证明，朱元璋筑起的这道墙对保卫集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与周围强敌的拉锯战都在这些周边城市进行，不至于让敌人动辄打到集庆城下。
而一直稳固集庆这个基地，对朱元璋的力量逐步发展壮大以至统一全国至关重要。
　　所谓“广积粮”就是要军队生产自给。
当时军阀们都靠搜刮老百姓维持军用开支，每到一地，烧杀掳掠无所不为，自然得不到民众的拥护，
其土地、城池也往往旋得旋失。
朱元璋志向远大，立志成就一番大业，因此他整治军队军纪十分严明。
但军粮从哪里来？
就在朱升向朱元璋提出“广积粮”的建议后不久，至正十八年（1358年）春，朱元璋就任命自己的得
力干将康茂才为营田使，主管军队生产自给和辖区内的农业生产。
不久，朱元璋发现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唯有浙东婺州（今金华）一带可以拓展，遂率军攻取，然后在
这一带兴办学校，发展农业，使之成为集庆的后方依托。
可以说，“广积粮”不仅是个经济战略，也是一项政治战略。
它使朱元璋辖区内的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也使朱元璋的军队保持了良好的纪律。
　　当时韩林儿、徐寿辉、张士诚等都已分别称帝称王，因而成为察罕帖木儿等忠于元朝的大军的主
要攻击目标。
他们都与元朝大军展开过大规模较量，双方都伤亡惨重。
另外，群雄之间互不相让，张士诚与韩林儿之间，徐寿辉、陈友谅与韩林儿之间等，都发生过较大规
模的冲突。
唯独朱元璋长时期内一直未与元军正面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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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他“缓称王”，因而能与已称帝称王的诸强虚与委蛇。
至正十五年韩林儿遥授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禧、朱元璋为左右副元帅。
朱元璋虽然“慨然日：‘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但还是“念林儿势盛可倚借”，乃用其“龙凤
”年号以号令军中，直到自立为明时为止。
当时察罕帖木儿破山东红巾军，江淮震动，力量最强，朱元璋也“遣使通好”，也就是表示归顺。
元朝派了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经过海道入长江至集庆，任命朱元璋为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
书省平章政事，赐以龙衣御酒。
刚到集庆，察罕帖木儿被刺，其军瓦解，朱元璋遂不接受任命，杀了马合谋，因为张昶有才能，把他
留了下来，任命了一个官职。
不久察罕帖木儿的继承人扩廓帖木儿誓师河南，军势复振，朱元璋又派使者通好，凡七上书，扩廓均
扣留使者，不予答复。
朱元璋与张士诚之间也曾有过和议。
总之，朱元璋“缓称王”，不当头，就为自己实施灵活的外交策略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
我们不必责备朱元璋奋斗过程中竟然有这么多向“敌人”屈膝求和的不光彩历史记录，有这种看法即
属于书生之见。
在错综复杂且不断变化的环境里，并没有固定的敌我之分，保持生存和求得发展才是最重要的，否则
一切无从谈起。
因此必须随时调整战略，趋利避害。
正是在“缓称王”的策略指导下，朱元璋逐步积蓄实力，在其他诸强把元王朝的军事力量消耗得差不
多之后，他动如脱兔，后发制人，以迅雷闪电之势，风扫残云，统一了全国。
　　说朱元璋全靠投机取巧夺取了天下，又不尽然。
当时几支最强的力量中，察罕帖木儿和韩林儿在相互拼杀中两败俱伤了，但分踞朱元璋东西的张士诚
、陈友谅（他杀徐寿辉自立）依然很强。
陈友谅兵力远强于朱元璋，且有居于上游之利。
张士诚盘踞最富庶的江南、浙西一带，财力雄厚。
他们都与朱元璋势不两立，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不可避免。
当时朱元璋腹背受敌，陈友谅也一再邀张士诚夹击朱元璋，共分其地，朱元璋的处境非常危险。
是主动出击，还是被动防守？
如主动出击，是发兵西上，还是挥师东下？
这时候朱元璋作出了他夺取天下过程中另一个最关键的决策。
当时他的谋士、部将们在应主动出击这一点上基本一致，但大多认为陈强张弱，应先东后西。
朱元璋认为不然。
他分析张士诚虽兵力不如陈友谅，但也不弱，且财力雄厚，足以支撑较长时期。
如久攻张士诚不下，陈友谅野心勃勃，急于独霸。
必倾力来犯，那时首尾不能兼顾，必败无疑；如发兵西上，先与陈友谅决战，张士诚为人犹豫不决，
只想坐收渔翁之利，必不会袭我后方，待全力解决陈友谅后，再东指张士诚，必将势如破竹。
众人都赞同朱元璋的决策，于是全力西进，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
。
这是朱元璋夺取天下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次战役。
陈军号称六十万，联巨舟为阵，楼橹高十余丈，绵亘数十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
朱元璋兵少船小，士兵站在船上往往连陈军的船沿也够不着。
但朱元璋身先士卒，几次陷入重围中，朱军愈战愈勇，以弱胜强。
在混战中，陈友谅从船中探出头来观察情况，被朱军将士一箭射穿头颅，于是陈军瓦解，大败而归。
朱元璋乘胜追击，次年初即迫使陈友谅之子陈理归降，占领陈氏的全部地盘。
尔后朱元璋挥师东下，攻灭张士诚。
继而发兵北上，赶走元帝，同时派兵收降方国珍，消灭陈友定以及明玉珍之子明舁，犹如秋风扫落叶
，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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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鄱阳湖之战后四年，朱元璋基本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大明王朝。
事实证明，他当时采取“先西后东”的战略，是洞察敌情后作出的正确决策。
当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激战时，果然张士诚除曾派小股军队骚扰朱元璋后方外，几乎按兵不动。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十月，朱元璋以全胜之师对张士诚发起总攻，直到次年十一月才攻下湖州、
杭州等外围城市，形成对平江的包围；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才终于攻下平江。
倘若朱军当初“先东后西”，必定久攻不下，陈友谅乘机来犯，朱元璋必定全军覆没无疑。
　　打天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最关键的也就是那么几步，成败皆系于此。
因此关键时刻的战略决策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古今中外都不例外。
元末明初的文人集团与军事集团。
　　当代一位名人说过一句名言：知识分子是毛，人民大众是皮，知识分子必须与人民大众相结合，
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里所说的“人民大众”，也可以理解为由政治家、军事家们率领的革命队伍。
因此这里所说的“皮”与“毛”的关系，实质上就是政治家、军事家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
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知识分子没有独立性，而有很强的依附性。
他们必须依附一定的政治、军事力量，否则干不了什么大事，甚至生存也成问题。
这位名人精通中国历史，他对现实问题发表的许多精辟见解，实际上都以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为
底蕴。
他的“皮毛论”也不例外。
在当代社会，知识分子与政治家、军事家及广大民众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
但在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关系确实如此。
据此观察中国古代的许多历史现象，我们会有庖丁解牛迎刃而解之感。
　　且说元朝末年，全国存在两个重要的文人集团，一个是吴中文人集团，一个是浙东文人集团。
为何它们都在江南？
一是因为唐宋以来，东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文化中心也随之出现南移的态势。
二是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重用蒙古人、色目人和北方的汉人，歧视南方人。
他们不太重视汉族文化，科举考试制度长期废置不行，选拔官员多取自刀笔吏和武将。
南方汉族知识分子失去了登上仕途的机会。
即使人仕，也只能担任一些佐贰卑职，很难有致身通显的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南方知识分子都选择了隐居不仕的生活。
那些家境富裕者，不做官照样锦衣玉食。
因为不必穷年累月钻研科举考试之道，又没有官场公务和种种客套的束缚，他们反而有了充裕的时间
和精力从事与个人兴趣有关的事情。
有的遂专心致志地讲习践履两宋以来得到广泛传播的程朱理学。
有的则从事诗文、散曲和戏剧创作以自娱。
于是有元一代，特别是元代末年，南方理学名家辈出，诗人猬兴。
当时凡想做官的都往北方跑，凡有志于文化艺术的都流向南方。
由于文化传统和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南方文化事业又相对集中在现在的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福
建五地，而尤以吴中和浙东两个文人集团最为活跃。
　　当时的吴中地区，以平江为中心，西及无锡、江阴等地，东至松江，还包括现属浙江的嘉兴、湖
州等地。
这一带是全国著名的粮食和桑麻产区，又兼有渔盐之利，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城镇繁荣，商业发达
。
元代末年，各地农民起义军蜂起。
至正十三年（1353年）五月，盐贩张士诚起兵，十六年二月破平江，二十七年九月为朱元璋集团所灭
。
在这十余年间，元朝的军队与农民起义军之问，元军的各派系之间，农民起义军的各个派系之间，在
中原、关陕和楚中等地展开鏖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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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诚集团属于打着帮元王朝扑灭红巾军旗号的所谓“义军”系，与元朝一直保持着时降时叛、若即
若离的关系，又没有胆量出兵与群雄争锋，只图保境自守，企图坐收渔人之利，故吴中一直比较安定
，外地躲避战火的人多流寓于此。
张士诚为人颇为宽厚，轻财好施。
起事不久，即筑景贤楼，开弘文馆，招礼儒士，信用文吏。
其弟张士德封楚国公，官平章，总揽军政，尤能礼贤下士。
其他重臣如左丞潘元绍、参政饶介等，周围也聚集了大批文人。
当时许多文人都进入张士诚的幕府任职，如杨基曾任记室，徐贲、张羽都曾被任为属官，陈基任学士
院学士，张宪任枢密院都事，陈汝言任参谋，张经任松江府判官，钱用壬任参政，苏大年任参谋，陈
秀民任翰林学士，姜渐任行省都事等。
高启、余尧臣、宋克等可能也曾受职，杨维桢、王逢等虽未受职，但都是张氏集团的座上客，曾为其
出谋划策。
总之，当时居留在吴中的著名文人，几乎被张氏集团囊括无遗。
　　与此同时，吴中的大地主、大盐商们也都建筑园亭池馆，养女优，玩古董，招延名流，咏诗作文
。
在一些有钱有势之人的倡导下，吴中还定期举行诗社活动，请著名诗人品评高低，给予奖励。
当元代末年遍地战火、满目狼烟之时，吴中俨然成为新的“稷下”、“邺下”，成为全国文学活动的
中心。
　　可惜好景不长，平江不久即被朱元璋集团攻破了。
朱元璋集团的主要军事、政治领袖，都是淮西一带的下层贫民，淮西地区当时十分贫瘠，朱元璋等人
青少年时期都曾饱受饥寒流离之苦，长期浴血奋战的军旅生活也使他们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这种淮西农民和武人的身份经历，使他们对贵族地主阶级及其奢侈豪华生活有一种本能的痛恨，对大
多出身于富裕家庭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视心理。
他们掌握政权后，便用一种近似恶作剧的方式来捉弄、折辱士大夫，摧挫其自尊心。
吴中当时富甲天下，吴中世族向以生活奢华著称，而且朱元璋认为张士诚之所以失败，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他和他的部下耽于享乐，天天与一班文人墨客混在一起。
因此，朱元璋攻下平江后，即召集投降和被俘的张氏僚属，警告他们不得故态重演。
　　张士诚占据吴中没有给当地世家大族造成太多危害，因此朱元璋军队包围平江后，吴地人在几乎
无险可守的情况下，竟顶住能征惯战的朱元璋军队的猛烈进攻，为张士诚固守了十个月。
城破之前，张士诚将征收赋税的鱼鳞图册烧毁，意在保护吴中百姓，故张氏灭亡后，吴中人还颇为怀
念他。
朱元璋对此极为恼怒。
他取当地富豪沈万三家的租簿定额，按私租收取公田赋税，大大加重了吴中人的负担，很多人家因此
破产。
朱元璋还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移民，把平江一带的富民迁移到凤阳、南京等地。
迁徙之民不许私自回原籍，清明节回故乡扫墓只能装扮成花鼓艺人，据说有名的凤阳花鼓即由此形成
。
经过这些打击后，吴中经济繁荣的景象荡然无存，吴中文化也就失去了物质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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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丰厚的学术素养使他在运用史料时能够举重若轻，对事件的背景、冈果分析
和人物的心理探究深入而细致，见解独到。
同时，《日落月升:闲话大明王朝》的语言通俗、有趣，适合大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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