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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几年前，一部历史小说的横空出世，把多年来一直被那些所谓的“显学”排挤的历史学科带到了社会
大众的焦点位置。
转眼之间，在地铁中、公交车上，难以计数的人正聚精会神地阅读着什么，似乎中国一夜之间就进入
了大众阅读的时代。
这本小说正是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
其实称其为小说并不太合适，因为人们的印象中，小说里面描写的事情应该有大量虚构情节的。
而《明朝那些事儿》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它以史料为基
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语言幽默风趣，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
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了全景展示。
其对明朝故事的描述，基本是以正史为主，你甚至可以把它当做史书来读，只不过当年明月的语言非
常之幽默风趣，让人读起来全然无传统史书那种面目可憎的感觉。
我想，这正是《明朝那些事儿》获得巨大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其实，每个人都有喜爱历史的潜在基因，因为我们几乎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保存着小时候听爷爷奶奶
讲故事的美好回忆，而《明朝那些事儿》正是把我们那个潜伏着的基因启动了。
我个人就非常喜欢读历史书，听历史上那些生动有趣的故事。
在寂静的夜里，温暖的被窝中，手捧一本历史书，一头扎进历史的金戈铁马、缠绵悱恻的场景中，那
该是一种怎样的享受啊！
人的一生不过区区几十载，但是通过阅读历史，我们的视野可以扩展到几千年。
所以说，正是历史大大拓展了我们人生的长度、广度与深度。
因为喜欢历史，所以经常阅读历史，所以经常跟朋友们讨论历史。
但是随着自己对历史的了解逐步增多，我越发感觉到只是碎片化地了解历史上那些奇闻逸事是远远不
够的，如果在头脑中没有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认识和讨论就会显得非常肤浅和没
有条理。
于是，我在之后对历史的研读中，总是试图去寻找它的脉络，把一些东西尽可能串联起来。
幸运的是，我似乎找到了那些所谓的“主干”，我头脑中的历史图景逐渐地明晰和完整起来，至少我
自己认为是这样的。
虽然我知道自己的这些体悟微不足道，但是如果能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我觉得还是有价值的，所以
就斗胆写了这本书，希望能与更多的读者交流。
这本书既不是所谓的“纪传体”，也不是“编年体”。
在本书中，我大概把中国历史分为八个专题，每个专题集中于历史的一个方面，每个方面的话题都尽
量围绕一条较为完整的历史轴线来进行阐释，大家可以把每一篇都作为一个侧重于某方面的“编年体
”历史书来看待。
诚然，本人对当年明月极度推崇，虽然功力不济，但也尽量以一种轻松愉快的笔调来进行描述，争取
让读者朋友们看的时候不觉费力和无趣。
同时，希望朋友们在合上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对我心中的那条历史逻辑主线和整体图景有所了解。
在本书第一篇，我们的专题是皇帝，因为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封建帝王史，不把皇帝这个主角儿
聊清楚，就很难聊其他的。
而讲完了皇帝，自然就应该讲皇帝的最重要特征——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么第二篇中，我们就集中讨
论中国历史上关于权力博弈的问题。
在第三篇，我们要讨论皇帝的“德行”问题了——即所谓的“五德”轮回理论，这也是历代王朝对自
己政权合法性的理论依据。
虽然现在看来是历史糟粕，但是不管你信不信，反正当时的人是信了，这就够了。
而知道这个“五德”轮回理论，对我们理解某些历史现象还是有些帮助的。
既然有轮回，那么就有生死，王朝也不例外，于是第四篇我们主要集中讨论一个引起王朝覆灭的重要
直接原因——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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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第五篇中，讨论的话题则比较深刻一点，那就是历史上的国家权力分配和演变的大体脉络，理解
了这一点，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历史。
接下来的一篇，也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那就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和演变。
理解了第五、第六篇的两个话题，你几乎就可以对历史上绝大部分事件有个较为深刻的见解了。
我们第七篇讨论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阐述了各王朝指导思想的演变历史。
到了最后一篇，我们的主要话题是历史地理学，把时间和空间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别有一番意思。
虽然我是尽己所能写了这么一本书，但是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其中必然存在很多疏漏甚至错误之处
，希望朋友们谅解，如能不吝赐教，则更是感激不尽！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朋友的慷慨相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于北京20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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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皇上也是苦命人：中国皇帝的非正常死亡。
有人做过统计，古往今来，中国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有399人；非正常死亡的有272人
，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这其中，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209人，这209人平均寿命仅为39岁多。
　　权力博弈无间道：赵匡胤&ldquo;釜底抽薪&rdquo;。
赵匡胤&ldquo;杯酒释兵权&rdquo;，这一手釜底抽薪，不动声色地完成了领导班子的大换血，稳稳地
把禁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消除了重新出现部下篡夺皇位的隐患，走出了五代十国帝王频频更替的
怪圈，同时，又没有重蹈刘邦和后来的朱元璋的覆辙，在青史上落下诛杀功臣背信弃义的污点。
　　制度也要规范化：宦官与外戚的拉锯战。
外戚与宦官专权几乎是历朝历代都有的现象，它对各朝各代的政治也都或多或少产生过一些影响，这
种影响的大小，则取决于外戚或者宦官对权力的控制程度。
有些比较倒霉的王朝，更是同时出现&ldquo;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rdquo;的现象，外戚与宦官或合
作或对立，围绕皇帝展开激烈斗争。
　　改革不止是变法：基础建设毁于豆腐渣工程。
在王安石看来，大宋朝不是没实力，只是缺少让这个国家运行得井井有条的制度和律法，有了这些，
就能四两拨千斤，似乎大宋崛起指日可待。
然而，有些问题，大家都能看出毛病在哪里，却未必能够对症下药，即使你是神医，你的治疗方案也
未必能够得到准确而顺利地执行。
　　两个世界的征战：神奇的400mm等雨量线。
根据秦长城的走向，我们发现它其实是十分有规律地沿着一条地理学上的400毫米等降雨量线的位置修
筑的。
这种地理格局使分界线两边聚居了两类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
理想状态下，农耕族与游牧族从此便可井水不犯河水，但在中国历史上，多少&ldquo;将军白发征夫
泪&rdquo;的故事，都是农耕民族与匈奴等塞外民族大打出手导致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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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皇上也是苦命人
　◎中国皇帝的非正常死亡
　　皇帝是个高危职业
　　死亡背后的真相
　◎草根皇帝的“除草”运动
　　两个超级男生
　　白眼狼＋灰太狼
　　杀手的隐患
　◎其他的都是不务正业，
　　一颗红心，一个准备
　　皇帝的家庭作业
　　不走运的学生
　◎贤君的正面与侧面，
　　皇权的血酬定律
　　杀人犯的“惩罚”
　　不杀人者被人杀
　◎孩子多了也是愁，
　　超生禁卫军
　　给孩子安排工作
　　生个儿子当藏獒
第二篇　权力博弈无问道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刘邦“敲山震虎”
　　赵匡胤“釜底抽薪”
　　朱元璋“斩草除根”
　◎昏到极致就是聪明人，
　　装傻
　　装病
　　装“孙子”
　◎小脚女上演的龙床政治
　　三个“火枪手”
　　铺床革命、垂帘听政
　　女人最多半边天
　◎身体有缺陷，性格也会跟着缺陷，
　　无根男人最受宠
　　史上十大残人
　　被阉人阉割的王朝
　◎舅舅的美好时代
　　到底不是一家的
　　舅舅、女人和狗
　　舅舅打不过外甥
　◎秀才遇秀才，全都歇菜
　　就怕流氓有文化
　　一个秀才一个坑，一群秀才一窝蜂
　　学而仕则“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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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三篇　五颜六色的皇朝
第三篇　风起云涌的起义
第五篇　制度也要规范化
第六篇　改革不仅是变法
第七篇　意识流中的皇权
第八篇　两个世界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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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皇帝的非正常死亡在中国当皇帝，就像玩股票，风光与危险并存。
这些皇帝处于权力的旋涡之中，整天与人斗，要么我被砍，要么我砍你，就是在这血雨腥风中，中国
皇帝的这种呼风唤雨的权力，才得以一步一步完善。
根据张宏杰《中国帝王的五种命运》一书的统计，“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
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339人；不得善终的
，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272人。
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除了死亡率比较高以外，就是活着的皇帝，他们的生命质量也不是很高。
因为经常处于高压之下，所以中国皇帝出现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概率较常人高许多。
皇帝是个高危职业如果说，有这么一种职业，平均寿命39岁、非正常死亡率44%、死亡方式多种多样
（有被亲爹娘亲兄弟杀死的，有死于老婆孩子之手的，有被自己手下送走的），你会愿意干吗？
我估计没有一个人愿意做，如果谁做了，肯定会被别人认为大脑进水了。
但历史上，还真有这么一个职业，悲惨程度惊天地泣鬼神，但人人抢着干，因为它有一个华丽的名字-
皇帝。
试举一例-唐中宗李显，此人命极好，不仅他爸是李治（唐高宗），他妈还是赫赫有名的武则天，这么
一个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主儿，命好得令人发指。
李显在武则天的四个儿子中排行老三，两个哥哥在当太子期间没能安分守己先后被废，太子之位这个
天下第一的馅饼就掉在了李显身上。
但武则天是一个聪明的女人，一个不择手段的女人⋯⋯有她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女皇，就有
其悲剧掉的儿子。
要说李显也确实是个脑子不好使的主儿，有两个哥哥被废的先例在前，有如此强势的母亲，你就安分
守己老实一点儿，忍到出头之日再说。
但他却不，非要封自己岳父为宰相，在被大臣劝谏之后竟口不择言地说什么“我以天下给韦元贞（即
李显岳父），也无不可，难道还吝惜一侍中吗？
”于是，仅仅当了两个月皇帝就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逐出长安。
之后李显就被软禁了，这时候他才知道怕了，每当听说武则天派使臣前来，就吓得想自杀，日夜担心
会被自己亲娘杀掉，这是个什么滋味也只有李显自己清楚了，总之，这段时间李显倍尝人世冷暖。
好在-有爱情，有妻子韦皇后的不离不弃。
通俗的剧情是：李显自暴自弃，看不到未来，迷失了方向，这时候老婆韦氏挺身而出，对老公不抛弃
、不放弃，多次鼓励劝慰，使李显在逆境中坚持着活了下来。
但皇帝的悲剧就在于，即便是患难夫妻，即便你曾经恩比天高情比海深，跟权力、欲望对人的腐蚀相
比，一切都是浮云。
武则天没有杀李显，李显在母亲死后，重新当上了皇帝。
但没了强势的母亲，来了可怕的妻子，还有同样不是省油灯的女儿安乐公主。
有了武则天的前例以及李显的百般宠爱信任，韦氏不甘心做个安享清福的第一夫人，而是不断干预朝
政，专掌制命，逐渐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直至卖官鬻爵，培养势力，并且背叛李显，与武则天侄子
武三思等人关系暧昧。
李显则听凭老婆和女儿安乐公主母女俩弄权，自己则只顾过着淫靡的生活。
时间久了，韦皇后怕李显查究其淫乱之事，安乐公主则希望母后临朝称制，自己当皇太女，效法祖母
武则天。
为此母女二人竟丧心病狂地密谋害死亲夫亲爹，韦皇后知道李显喜欢吃饼，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
上，命令情夫马秦客配制了毒药，她亲自将毒药拌入饼中⋯⋯就这样，李显逃过了母亲的魔爪，却死
于妻子女儿的毒手，成了皇帝中不得好死的典型。
至于兄弟手足之间为夺皇位自相残杀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英明神武如李世民，也是踩踏着哥哥弟弟
的尸体才成为一代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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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死于祖父母、外祖父母、叔父伯父、侄儿外甥等直系血亲以及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之手的皇
帝都不乏其人。
而且，人间悲剧到此远没有停止，还有很多皇帝被近臣宦官这些“朋友”（如果皇帝有朋友的话）送
上西天，几乎每朝都有这样的案例。
比如中国封建第一朝秦朝的三位皇帝嬴政、胡亥、子婴，传说有两位都是被宦官做掉，执行人就是史
上著名大太监赵高-被嬴政过度宠信的赵高。
雄才大略的嬴政，希望子孙后代永远做皇帝，于是自称“始皇帝”。
但特讽刺的是，秦朝是中国历史上国祚最短的王朝之一，自公元前221年始，至公元前206年止，满打
满算才16年-与秦朝被赋予的地位相比，实在寒碜。
秦始皇三十七年，嬴政死于巡行途中，地点在今天叫河北省邢台平乡的地方。
当时他在行宫寑室养病，死得突然而蹊跷，正史记载，嬴政乃病死，但不少学者认为是他杀，即嬴政
死于处心积虑的赵高发动的一场政变。
当时太子是著名的公子扶苏，嬴政本人无意传位给后来的秦二世胡亥，但赵高担心扶苏即位对己不利
，于是利用第五次出巡、胡亥随行之机，谋划了这场政变，害死嬴政，扶正胡亥。
所以，嬴政死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秦二世胡亥顺利即位。
胡亥也是个倒霉的主儿，老爹拼死拼活打下来的江山被他葬送，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世家被他败个精光
。
很傻很天真的胡亥原本就是赵高的棋子，一颗随时可以捏碎的棋子，自然没有免掉被赵高所害的命运
。
秦二世三年八月，被刘邦攻下武关后，赵高唯恐殃及自身，趁着胡亥在望夷宫斋戒，假借胡亥旨意下
诏发兵围宫，然后逼令胡亥自刎。
之后赵高企图篡位自立，但⋯⋯这是个太监啊，怎可以当皇帝？
百官自然不从，最后立了胡亥的儿子子婴。
子婴即位后随即诛杀了赵高，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秦朝已经被这个大太监整得一塌糊涂岌岌可危了
，子婴在位仅46天就为项羽所杀，秦朝灭亡。
不厚道地说一句，以现代人的价值观来看，跟被至亲至爱的人下毒手相比，如子婴般国灭身死，或者
战死沙场、被俘后被杀，甚至被刺杀的皇帝们，还是幸运的。
死亡背后的真相帝王家的孩子，表面上风光荣耀，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但实际上，他们是中国历史
上非常不幸的一群人。
长寿在中国人的伦理传统中是第一幸事。
但至高无上的皇帝却是平均寿命最短的一群人。
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古往今来曾在中国这片国土上出现过的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
的小国家，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339人；非正常死亡的
，也就是自杀或他杀的，有272人，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这其中，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209人，这209人，平均寿命仅为39岁多。
当然，对此你可以反驳说，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过35岁。
但是，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低的数字吗？
事实上，35岁这个数字中包括大量的夭折人口，我们知道，古代人均寿命低，主要是被极高的新生儿
死亡率拉下来的，古代平民百姓，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早夭的婴儿-而咱们在统计皇帝平均寿命的时候，
算的可都是已经登上了皇位的。
如果除掉早夭这个因素，人口学家推算，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可达57岁。
皇帝吃好的，喝好的，平均寿命却如此低下，主要就是被非正常死亡的人拖了后腿。
最触目惊心的，当属五代十国时期的西燕、南朝的梁以及隋朝。
西燕的7个帝王、梁朝的8个帝王、隋朝的5个帝王，全部都是被杀身亡，无一善终。
那么，皇帝这一行为何会成为如此惊悚的高危职业？
一言以蔽之，因为他手中的权力，以及人性中对于权力的永恒渴望。
换谁谁不想当皇帝，君临天下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汇啊，江山是你的，你爱割地赐宝给谁就给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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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是你的，还主动投怀送抱；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可以谁的也不用听，而你
的话谁都要听。
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为他拥有无上的权力，但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因为他必须时时刻
刻用强力抓住手中的权柄。
为了让天下人成为自己的奴隶，皇帝自己成了权力的奴隶。
想想看，利益的焦点必然是力量的焦点，普天之下有多少人在日夜垂涎、窥觑、谋划着龙椅宝座。
担心失去权力的恐惧使皇帝们神经长年高度紧张，甚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疑神疑鬼，神经不正常
。
没有朋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难有爱人，枕边之人，甜言蜜语各自肚肠。
朱元璋说的准确：凡帝王居安之时，应该常怀警备之心，日夜时刻不可松懈，这样才不至于被人所窥
测，国必不失⋯⋯不这样行吗？
日日警备尚且有那么高的被杀率，皇帝哪有什么其他办法！
为了稳住江山，每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都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加自虐狂。
秦始皇每天规定自己必须看完120斤的竹简文件，才能休息。
朱元璋说自己“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
犹恐不及”。
雍正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
这么看来，好皇帝还真的都是俯首当了孺子牛。
同时，传统礼制对皇帝的折腾还不止于此。
谁都知道，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皇帝作为传说中的万民仪表，一举一动更应该顺应天意，遵守礼仪
，有章有法，完美无瑕，以充当天下万民的代言人。
皇帝的权力大，祖宗定下来的规矩更大，皇帝的生活，无时不处于被监视之中。
因此，当古代中国的皇帝，说容易，任何昏庸白痴都可以凭血统登上帝位；要说难，也真是不好玩儿
。
你身边所有的人都觊觎着你的位置，并且为此变得面目狰狞，随时会向你挥刀舞剑，以命相拼。
什么血浓于水，手足情深，忠孝礼义，在人性深处的恶遭遇权力的诱惑之时，都成了浮云。
只要封建王朝的制度还在，只要皇帝这个至高无上的位置还在，这种悲剧就不会停止。
草根皇帝的“除草”运动有一个非常悲凉的成语叫“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意思是飞鸟打光了，弹
弓没用，就藏起来不用了；野兔捕杀了，猎狗无用，就被煮着吃了。
也就是说，事情成功后，把出过力的人抛弃或杀死。
无论从哪种价值观来看，这都是一种不道德甚至卑鄙无耻的行为，中国人据此感叹世态炎凉感叹了几
千年。
但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封建王朝几千年，这种有违中国传统纲常伦理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尤其是，
一些率领一群穷兄弟出生入死的草根皇帝拼死拼活打下江山后，便下黑手把这群傻帽兄弟一个个解决
了。
世事难料，风水轮流转。
能怪主子忘恩负义丧尽天良吗？
为权霸天下，只有手段的不同，已经没有是非之分。
还是那句话，在实实在在的权力的诱惑面前，什么手足情谊，什么肝胆相照，都变得虚无缥缈。
两个超级男生“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个成语讲的是勾践卧薪尝胆灭了吴国之后，却立刻将最重要
的功臣之一文种赐死。
不过，将其用到极致的却是刘邦和朱元璋。
刘朱二人生活的时代虽然相差了几百年，却有着非常相似的经历。
两人都是真正的出身草莽，没有任何门荫可依，也没有背景可靠，空以徒手打下江山。
刘邦出身芝麻官亭长，朱重八当过放牛娃、当过和尚，一样的生逢乱世，削平群雄，揭竿而起，排山
倒海，宛如两个超级男生，一朝登天。
同时，在历代开国帝王中，刘邦和朱元璋也是以励精图治的模范帝王著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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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都精于政治、目光深邃，在治理国家方面力矫前朝之失，赢得小康的局面，两人亦是“工作狂”
界的翘楚，两人执政的年代，百姓从天下大乱迅速走向小安，诚属难得。
然而，史家并不以此来买刘朱二人的账，虽宵旰勤政，但他们获得的评价却实在是低得很，至少和其
个人努力不成正比。
本来，放在今天，这两个既不拼爹又不靠潜规则的年轻人绝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励志英雄、人气偶像
。
然而，时至今日，两人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是面目可憎。
为什么呢？
原因比较多，但很大一部分是，两个人在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打下江山之后，开始肆意屠杀功臣。
一将功成万骨枯，还应该加上一句“一帝成业百将死”。
垓下决战后，汉王刘邦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建立了一个比秦朝更强大的大汉王朝。
公元前206年，刘邦正式登上皇位，史称汉高祖。
在楚汉战争中，许多带兵的大将出生入死立过大功，刘邦不得不封他们为王，这些诸侯王有的虽然不
是旧六国贵族，但是都想割据一块土地雄霸一方，而不用受制于汉朝中央政府。
其中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功劳最大兵力也最强。
问题来了，如果你是刘邦，你会怎么做？
再说朱元璋，朱元璋这位贫民，不是一般的穷，他穷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朱氏全家9口人，一次饥荒就饿死了5口。
由于家里养不起，朱元璋从小给地主家当放牛娃，17岁时为生活所迫去皇觉寺出家，谁知三个月后寺
里也揭不开锅。
他只好走出寺门，成了云游僧人，开口化缘，浪迹四方。
冷暖自知、游僧乞丐般的生活，使他尝尽了遭人白眼，饱受世间饥寒之苦。
从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军郭子兴部起，南征北战血雨腥风中拼搏了近二十年，终于一朝登上龙位。
也许，正是因为自己是谋反起家，正是因为自己出身贫苦对失去权力有着异乎寻常的恐惧，总之，朱
元璋和刘邦一样，在打下江山后，选择了对身边那些当初共患难同生死的兄弟们下毒手。
白眼狼+灰太狼说刘朱二人白眼狼，没有半点儿冤枉的意思。
先说刘邦。
在楚汉之争中，刘邦为聚集力量、争取同盟军，先后分封了7个异姓王，但这同时也成为他称帝之后
贯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最大隐患，于是，在吕后的帮助下，刘邦选择了杀戮功臣。
在诸位功臣中，韩信成了首当其冲者。
公元前197年，陈豨造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
”-刘邦亲自出征，韩信却在这种时候称病请假。
不过，刘邦去前线打仗，韩信你选择不去就没有危险了吗？
韩信忘了，刘邦有个很能帮他办事的老婆。
果然，未及平叛，留守后方的吕后就“听说”韩信在关中与陈豨策应，便先发制人，用萧何之计，迅
速除掉韩信这一势力最大的异姓王。
萧何给吕雉定计，诈称前线传来刘邦平叛胜利的消息，按照惯例，此时百官都要进宫朝贺，半信半疑
的韩信刚一进宫，就被武士们捆了个结结实实。
曾经将情敌整成“人彘”的吕雉，残忍无度青史留名。
吕后用麻袋捆住韩信，拉到长乐宫的钟室，也不需要等刘邦回来了，她一声令下，特事特办，把竹竿
削尖了，乱枪把麻袋中的一代名将韩信扎死。
解决了韩信后，刘邦紧跟的动作就是，把一起夺取天下后分封的另外六个异姓王一一砍了头。
朱元璋在屠杀功臣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洪武（朱元璋年号）十年，朱元璋已经莫名其妙杀害了两名功臣-淮安侯华云龙、德庆侯廖永忠。
华云龙据说是因为“据元相脱脱第宅，僭用故元宫中物”-这种肉眼很难看到的错误而得罪，《明史》
含糊地说他得罪后“未至京，道卒”。
再说一下廖永忠，作为后人的我们只知道，洪武八年，在朱元璋打江山过程中曾凿沉韩林儿的坐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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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葬身于鄱阳湖的廖永忠，因“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
另一个被朱元璋兔死狗烹的是刘基，这个传说中能呼风唤雨、神通广大、和诸葛亮齐名的人物，在朱
元璋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功劳可谓最大。
一次，刘基要儿子奏请朝廷在一处私盐贩子聚集、元朝时便有人造反的地儿设巡检司防守，以防动乱
，结果被宰相胡惟庸进谗言说刘基“看中了那块地有王气”，想在那里筑坟，将来自己的子孙就可以
称王称帝。
朱元璋当时的心理活动我们不好乱说，但是此君绝对不是一个糊涂昏庸之人，如果刘基想称王称帝，
又为何出山辅佐他朱某人？
但朱元璋的原则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枉杀千人勿使一人漏网。
一代奇人刘伯温就这么被朱元璋诛杀。
再来看看一代名将徐达的下场。
战功赫赫的徐达是被朱元璋在称帝后仍称呼为兄的功臣。
话说徐达背上长了背疽，在京城养病，医生特别嘱咐背疽不能吃鹅肉，否则性命不保。
听闻此言，朱元璋专门从皇宫给徐达送了一只烤鹅。
事实上，朱元璋对曾一起出生入死的忠臣元勋实行的是灭种式的屠杀。
在明初两大谋反案“胡惟庸案”与“蓝玉案”中，各路开国功臣被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罪名牵连，几
乎被一网打尽，甚至株连九族。
但是，单凭两人残忍诛杀功臣良友一事就判断二人丧尽天良、心理变态，似乎又有失公允，这两个人
，其实是白眼狼+灰太郎，对待兄弟一个态度，对待老婆孩子则完全相反。
刘邦后期虽然不喜欢发妻吕雉，但总是保留着其皇后的身份从始到终，而朱元璋和马皇后的故事更是
传为美谈。
另外，两人大肆诛杀功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子孙计。
有时候眼见着儿子不够聪明难成大器，当爹的就不得不趁着有生之年将障碍为其一一铲除。
比如关于朱元璋疯狂屠杀功臣元勋的原因，史学家有一种解释是，朱元璋看到皇太子懦弱，担心他死
后自己这些能人兄弟们强臣压主，所以先下手为强。
并且有一则宫廷逸闻可为佐证：有一天皇太子劝说父皇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怒了，把一根长满了刺
的棍子丢在地上，命他用手拾起来。
皇太子抓住刺棍，结果给扎破了手掌。
朱元璋说，儿啊，爹是事先为你拔掉棍上的毒刺，你难道不明白我的苦心吗？
杀手的隐患诛杀功臣，除了导致后人质疑其人品，这一举动，也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一不小心，可能
引发其他关乎江山社稷稳定的重大问题。
想想看，天平是有两端的，你杀了功臣良将，独宠亲生儿子和老婆，一头降下去，另一头必然翘起来
。
拿刘邦来说，刘邦称帝后果断灭了七个异姓王，然后将他们的王位就全都内定给了自己的子侄。
然而，异姓的人不可相信，同姓的子孙就靠谱了吗？
权力面前无父子，藩王权力越来越大，同时还是自己的兄弟叔侄，理论上也具有继承皇位的权力，对
于皇帝来说，可能是更大的威胁，所以才有历代皇帝“削藩”一说。
“削藩”一事，最考验皇帝的能力，不然一不小心，很可能弄巧成拙，将藩王逼反。
果然，刘邦死后，到了汉景帝时期，汉朝发生了著名的“七国之乱”。
所谓“七国之乱”，是以刘邦之侄吴王刘濞为首发动的一次同姓王联合大叛乱，刘濞称霸一方，蓄谋
叛乱，为时已久；另一边，景帝在大臣晁错的建议下，也逐渐生出削藩的打算。
终于，景帝和晁错找个理由认定吴王刘濞有罪，欲削他的会稽和豫章两郡，刘濞就乘机串通楚、赵、
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发动了联合叛乱。
刘濞发兵二十万，号称五十万，为主力。
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西向。
叛军顺利地打到河南东部，很傻很天真的景帝很惶恐，竟然相信刘濞举兵只是杀晁错，清君侧，就捕
杀了晁错，乞求刘濞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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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濞这时不仅不退兵，还公开声言要夺皇位。
叛军到达梁国（今商丘），被景帝的同母亲弟弟梁王刘武阻住。
景帝开始以武力进行镇压，他命太尉周亚夫与大将军窦婴率军，用奇兵断绝了叛军的粮道，终于大破
叛军。
刘濞逃到东越，为东越人所杀，其余的六王，最终都“被自杀”。
另一方面，除了儿子们窝里斗，还有一个隐患就是老婆也可能不是省油的灯。
刘邦的皇后吕雉，在诛杀韩信一事上充当急先锋，在刘邦死后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专政。
不知道这些皇帝在诛杀功臣之前是否想到过这些后患，或者他们想到了，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认为
如果一定会出现犯上作乱危及皇权的事情，宁愿争夺者是自己的亲人。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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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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