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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写《朱元璋传》，前后经过二十年，写了四次。
这是最近重写的第四个本子。
第一个本子叫《明太祖传》，出版于一九四四年六月；第二个本子叫《朱元璋传》，一九四八年八月
写完，第二年四月出版。
第一二个本子内容都有许多错误，有些地方甚至犯了严重的错误，例如以我自己当时的超阶级思想来
叙述坚强不屈的西系红军组织者彭莹玉和尚，轻率地根据不充分的史料，以为他功成身退，赞叹不绝
，认为革命是可以半途而废，无须革命到底的。
这个错误的观点在到了解放区以后，在理论上得到了启发，我承认了错误。
第二年二月回到北京以后，发愤重新读书，果然发现过去所没有注意的史料，彭莹玉是战斗到底，被
元军所杀的；第二是我那时候不懂得列宁关于国家的学说，错误地以为国家机器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
，比喻为封建皇权的两个轮子；第三是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
，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
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
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
这些比较严重的错误，经指出以后，第二个本子已经在上海出版了。
便决意重写，改正错误，但是因为工作较忙，总抽不出比较完整的时间，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朱元璋传>>

内容概要

　　朱元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封建皇帝中比较卓越的人物。
其功劳在于统一全国，结束了元末二十多年战乱的局面；在立国之后，能够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作
了一些让步，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允许农民尽力开垦荒地，大大增加了自耕农数量；解放
了奴隶，改变了元王朝官僚大量拥有奴隶的落后局面，增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力等措施。
这些都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有利于社会前进，为明朝前期的繁荣安定局面打了基础，值得肯定的。

　　本书全面介绍了明太祖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一生，结合元末明初的历史条件，对朱元璋一生的
功过作了具体的分析，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历史地位，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方面达到新
的高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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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晗（1909－1969），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
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在胡适的推荐和历史系主任蒋廷黻的提议下专攻明史。
1937年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1940年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
解放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49年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主管北京市的文教工作。
    吴晗是我国少有的明史专家，曾出版《朱元璋传》、《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读史札
记》等。
后为响应毛主席号召，撰写剧本《海瑞罢官》，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借《海瑞罢官》
为题，对吴晗进行栽赃诬陷，在残酷折磨之下，1969年10月11日，吴晗吐血而亡。
1979年，吴晗冤狱平反，为他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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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小流氓
　一、小沙弥
　二、游方僧
　三、逼上梁山
第二章　红军大帅
　一、小亲兵
　二、小军官
　三、女元帅、大丞相
第三章　从吴国公到吴王
　一、鄱阳湖决战
　二、取东吴
　三、南征北伐
第四章　大皇帝的统治术
　一、大明帝国和明教
　二、农民被出卖了！

　三、新官僚养成所
　四、皇权的轮子——军队
　五、皇权的轮子
　六、建都和国防
　七、大一统和分化政策
第五章　恐怖政治
　一、大屠杀
　二、文字狱
　三、特务网
　四、皇权的极峰
第六章　家庭生活
　一、马皇后
　二、皇子皇孙
　三、教养和性格
　四、晚年的悲哀
附录　朱元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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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红军大帅朱元璋机智、果敢，有决断，很快由一个小亲兵得到郭子兴的赏识，被招赘做了女婿
，从此青云直上。
他对形势判断很准，总能及时完成军事任务，功劳推给大家，赏赐分给众人，很受拥戴，终于由一个
亲兵成了大元帅、大丞相。
一　小亲兵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闰三月初一，元璋到了濠州城下。
这时元军仍在濠州附近，虽然没有动作，红军还是不敢大意，城墙上布满警戒部队，弓满弦，刀出鞘
，巡逻哨探的川流不绝。
城门的守兵挡住一个丑和尚，只见他穿得极破烂，头裹红巾，堂堂皇皇走进来，毫不害怕。
盘问来踪去路，却只说来见郭元帅，更无别话，不由得起了疑心，以为是元军的奸细。
三言两语，就闹翻了，不由分说，一索子捆了，派人报告郭元帅，请令旗行刑。
郭子兴一想很怪，若是奸细，怎能这般从容？
口说求见，许是来投顺的好汉，不要枉杀了好人。
要知道究竟，骑一匹快马，赶到城门。
远远看见四五十个兵围着，人头攒动，指手画脚在呵斥，连忙喝退众兵。
只见一个躯干修伟，长得极怪的丑和尚，被五花大绑，捆在拴马桩上，相貌虽不整齐，看着有一种威
严的神采，绑着等杀头，并不害怕求饶，眼睛里充满着火气，脸上的肌肉痉挛表情，也揭示了他的愤
恨。
子兴心里已有点喜欢，下马上前问明底细，喊人松开绑，收为步卒。
元璋入了伍，参见了队长，逐日跟弟兄们上操，练武艺。
体格好，记性又强，不上半个月已是队里顶尖顶上的角色，几次出城哨探，态度安详，计谋多，有决
断，同队的都听调度。
每次出去，总是立了功，不损伤一人一卒，喜欢得连队长也遇事和他商量了。
不知不觉过了两个多月。
一日郭元帅带了亲兵出来巡察，经过元璋的营房，全队排成一字向主帅行礼，元璋个子高大，恰好排
在队头。
子兴见了，记起那天的事，唤队长问这投效的心地和能耐如何。
队长极口说好，夸是千中选一的人才。
子兴也觉得喜欢，就吩咐升元璋做亲兵十夫长，调回帅府当差。
元璋遇事小心勤快，却又敢作敢为。
得了命令，执行很快，办理得好。
打起仗总是领头向前，一定打胜仗，也一定完成预期的战果。
得到战利品，不管是衣服，是银子，是牲口粮食，总是悉数献给元帅。
得到赏赐，又推说功劳是大家的，公公平平分给同伴的战友。
说话不多，句句有斤两，又认得一些字，虽不甚通，一有文墨上的事情，譬如元帅的命令，杜遵道、
刘福通的文告，以至战友们的书信，伙伴总找他解说。
几个月后，不但在军中有了好名誉，勇敢、能干、大方、有见识、讲义气，一大堆好话算在名下，甚
至连郭元帅也看做心腹，逐渐言听计从了。
郭元帅的第二夫人张氏，抚养了一个孤女，原是子兴的老友马公临死时托付的，已经成年，甚是贤德
。
子兴爱重元璋，要他出死力，和张夫人商量招赘做上门女婿。
张夫人也听说元璋才能出众，子兴勇猛戆直，和同事的合不来，得有个细心能干的身边体己人帮着些
，一力撺掇，就择日替两口子成婚。
元璋平白地做了元帅娇客，前程多一层靠山，更何况是元帅主婚，自然满口应承。
从此军中就改称元璋为朱公子，有了身份了，起一个官名叫元璋，字叫国瑞。
孙德崖一伙四个元帅，都是粗人，说话做事没板眼，处得日子久了，子兴有些看不上眼，商量事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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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好声气，两下里面和心不和。
孙德崖一边人多嘴杂，闹了几次，子兴索性闲在家里，不和他们照面，勉强三五日见面一次，也是话
不投机半句多。
有时候等子兴不来，事情办了也不通知，子兴越发不快，憋了一肚子气要发作。
本来五个元帅一样大，谁也管不了谁，谁也不服谁，齐心还好办事，一闹别扭，各自发号施令，没有
个通盘的调度，占了濠州大半年了，各人只管带领部下，向四乡要粮要牲口，竟不能出濠州一步，不
像个局面。
子兴几次拿话开导，无人理睬，越想越气闷，也就心灰意懒了。
元璋看出情势不妙，借个方便劝子兴打起精神，照常和四帅会议办事，假如老闲在私宅，他们四帅合
起来，对付一个，这个亏吃了可没说处。
子兴听了，勉强出去三四日，又闹脾气了。
两边的感情越来越坏，都怕对方下毒手，又在盘算如何收拾人。
元璋劝不动子兴，背地里向孙德崖赔小心，说好话，着意联络，以免真个决裂。
九月间，元相脱脱统番、汉兵数十万攻徐州，招募当地监丁和矫勇健儿三万人，黄衣黄帽，号为黄军
。
大军在后，督令黄军攻城，一口气把徐州攻下，见人便杀，见屋便烧，芝麻李落荒逃走，被元兵逮住
杀害了。
部下彭大、赵均用率领残兵投奔濠州。
徐州濠州都是红军，原是一家人，徐州的兵多，占的地方也大，到了濠州以后，竟反客为主，濠州五
帅倒要听客人的调度了。
彭大有见识，也懂事，和郭子兴相处得很好，孙德崖怕吃亏，使手段拉拢赵均用，两边明争暗斗，心
里都不服气。
孙德崖又把话来挑拨赵均用，说郭子兴眼皮浅，只认得彭将军，百般趋奉，对将军却白眼相待，瞧不
起人。
均用大怒，带领亲兵径来火并，冷不防把子兴俘虏了，带到孙家，锁闭在一间空房子里。
这时朱元璋正好出差，得信奔回，郭家大小正在忙乱，要派兵抢救，他连忙止住，叫出子兴二子天叙
、天爵，一径去找彭大。
彭大听了，勃然大怒说：“他们太胡闹了，有我在，谁敢害你元帅！
”即时喊左右点兵，元璋也全身盔甲，团团围住孙家，掀开屋瓦，救出子兴，只见子兴项带木枷，脚
带铁铐，浑身打得稀烂。
当下打开枷铐，背回私宅。
赵均用知道彭大出头，怕伤了和气，隐忍着了事。
脱脱趁连下徐州、汝宁的兵威，分兵派贾鲁追击彭大、赵均用，进围濠州。
大敌当头，红军的头脑们才着慌，大家和好，一心一意地坚守城池。
元璋深得军心，成天成夜在城墙上指挥防守，从这年冬天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整整被围了五个月，幸
得城池坚固，粮食丰足，没有出事。
一日元将贾鲁病死，元军围疲了，料着再打下去也不见得有把握，兼之军无斗志，只好解围他去。
围虽解了，红军也折损了不少人马，吃了大亏。
彭大、赵均用兴高采烈，彭大自称鲁淮王，均用自称永义王，做起王爷来了。
郭子兴和孙德崖五人仍然是元帅。
二　小军官濠州经过长期围攻，不但粮秣缺乏，兵力也衰减得多。
元璋想办法，弄了几引盐，到怀远换了几十石米，献给子兴。
细想二王和诸帅，胸襟太窄，眼光太短，怕成不了什么气候，要做一番事业，得凭自己有队伍，才有
力量。
打定主意，请准了假，回到钟离，竖起招兵大旗。
少年伙伴徐达、汤和等几十个人，听说元璋做了红军头目，都来投效。
不过十天工夫，招募了七百人，子兴大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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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六月，派元璋做镇抚，从此，就一跃成为带兵官了。
一年后，又以军功升作总官。
彭赵二王管军无纪律，随便做坏事，不听劝，也不能改，子兴又兵力单弱，做不了主张。
元璋认为一起混下去，会出毛病，不如自己单枪匹马，向外找出路，把新兵交代了，禀准了主将，带
领贴身伙伴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南游定远。
使个计策，招降了张家堡驴牌寨三千民兵。
向东半夜里袭击元将张知院，收降民兵男女七万口，挑拣得两万壮士，成为浩浩荡荡的一支队伍。
用朱元璋自己的话来形容，真是：“赤帜蔽野而盈冈。
”元璋得到大量的生力军，立刻重新编制，加紧训练。
他最看重纪律，在检阅新军时，特别指出这一点，恳切地训诫将士说：“你们原来是很大的部队，可
是毫不费事就到我这边来了，原因在哪里呢？
一是将官没有纪律，二是士卒缺乏训练。
现在我们得建立严格的纪律，做到严格的训练，才能建功立业，大家有好处。
”三军听了，无不喜欢。
定远人冯国用、国胜(后改名胜)两兄弟，原来是地主，天下大乱后，团结地方上的佃户和乡民，建立
堡砦自卫，听说元璋军队的纪律不错，带领部队来投效。
元璋端详这两兄弟，装束很像读书人，行动说话都和一般老百姓不同，就问如今该怎么办。
国用以为建康(元集庆路，今南京)这地方，形势极好，书上有“龙蟠虎踞”的话，是多少代帝王的都
城，先占了这地方做根本，站稳了逐步发展，扩充地盘，不贪子女玉帛，多做好事，得到人民的支持
，建功立业不是难事。
元璋听了极高兴，留下做幕府参谋，把两家部队合并编制，南下攻滁州(今安徽滁县)。
在进军滁州的路上，定远人李善长到军门求见。
善长头脑清楚，有智谋，善于料事，学的是法家的学问，和元璋谈得极为投机。
元璋问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呢？
善长劝他学汉高祖，以为汉高祖也是平民出身的，气量大，看得远，也看得宽，会用人，又不乱杀人
，五年工夫，便打平了天下；元朝政治一团糟，已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濠州和沛相去不远；如能学
学这位同乡，天下太平也就快了。
元璋连声叫好，留下做掌书记，同时嘱咐：“如今群雄四起，天下糜烂，仗要打好，要紧的是参谋人
才。
我看群雄中，掌书记和做参谋的幕僚，总说将士的坏话，将士无法施展，自然打不了胜仗。
你要做一个桥梁，调和将士，不要学他们的样。
”从这时候起，元璋心目中时时有个老百姓出身做皇帝的同乡在，说话、办事、打仗，事事都刻心刻
意地学习。
善长呢，也一心一意做桥梁，沟通将士和主将，以及将士间的意见，尽心尽力，提拔有能力和有功的
，让大家能安心做事。
滁州守军力量单弱，元璋的前锋黑将军花云单骑冲破敌阵，战鼓打得震天价响，大军跟着推进，一霎
时便占领了这所名城。
元璋亲侄文正，姐夫李贞带着外甥保儿(后改名文忠)得到消息，奔来投靠，才知道二哥三哥也已去世
了。
大家哭了一场，又伤心又欢喜，伤心的是一家人只剩了这几口，欢喜的是这样乱世，还能团聚：“一
时会聚如再生，牵衣诉昔以难当。
”定远人沐英父母都已死去，孤苦可怜。
元璋把这三个孩子都收养做义子，改姓为朱。
原来收养义子是当时流行的风气，带兵的将领要培养心腹干部人才，欢喜把俊秀勇猛的青年收养，不
但打仗时肯拼命，在要紧关头，还用来监视诸将。
沐英在军中称为周舍，又叫沐舍，舍是舍人简称(文武官员的儿子叫舍人)。
元璋义子除文正、文忠、沐英以外，还有二十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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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所占城池，专用义子做心腹和将官同守，如得镇江用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徽州用王驸马，得
严州用保儿，得婺州用马儿，得处州用柴舍、真童，得徽州用金刚奴、也先，此外还有买驴、泼儿、
老儿、朱文逊等人。
柴舍即朱文刚，在处州死难；道舍即何文辉；马儿即徐司马；保儿即平安；朱文逊小名失传，在太平
阵亡；王驸马、真童，金刚奴、也先、买驴、泼儿、老儿，复姓后的姓名可惜都失传了。
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胡大海、李文忠占领严州后，两人闹意见不和，元璋批示帐前都指挥使司首
领郭彦仁，派他说和两人说：“保指挥我之亲男，胡大海我之心腹，前者曾闻二人不和。
且保指挥我亲身也，胡院判(大海官衔枢密院判官的简称)即我心腹也。
身包其心，心得其安；心若定，身自然而定。
汝必于我男处丁宁说知，将胡院判以真心待之，节制以守之，使我之所图易成，只此。
”李文忠代表元璋亲身监视大将胡大海，并有节制之权，这一个例子说明了义子的作用，也说明了元
璋对大将的不放心情形。
单是用义子监视，还怕诸将靠不住，另一办法是留将士的家眷做抵押。
这法子在刚渡江时便实行了。
元璋统兵取集庆，马夫人和诸将家属留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到取下集庆以后定下规矩：“与我取城
子的总兵官，妻子俱要在京住坐，不许搬取出外。
”“将官正妻留于京城居住，听于外处娶妾。
”规定极严格。
将官顾虑妻子安全，自然不敢投敌以至反叛，平时征调差遣，也不敢不听话了。
此外，还提防将官和读书人勾结，规定：“所克城池，令将官守之，勿令儒者在左右议论古今。
止设一吏，管办文书，有差失，罪独坐吏。
”凡是元朝官吏和儒士，都要由朝廷选用，逃者处死，不许将官擅用。
这是因为读书人谈今说古，拿历史上的事情和现今一比，将官省悟了难免生是非，左思右想，不是好
事的缘故。
当元璋进攻滁州时，濠州的红军主力由彭大、赵均用率领，攻下了盱眙泗州，两人脾气不对劲，为郭
子兴的事结下怨，竟闹翻了。
均用和孙德崖四个合成一气，彭大抵不过，事事不称心，手下得力的人，也逐渐被均用收买过去，气
闷不过，发病死了。
彭大的儿子早住接着也称鲁淮王，年轻，比均用矮一辈，又会敷衍说好话，均用没把他看在眼里，倒
也相安无事。
接着，是郭子兴代替了彭大做出气孔，左也不对，右也不对，做一事，说一句活都被挑眼。
几次借题目要害子兴，碍着元璋在滁州有几万人的部队，做决裂了怕坏事，于是出主意下令牌调元璋
来守盱眙，一箭双雕，一窝子收拾掉。
元璋明白这道理，委婉地推辞移防，说有军事情报，部队动不得。
又使钱买通王府的人，拿话劝均用，不要听小人挑拨，自剪羽翼，惹人笑话，万一火并了，他部下不
服，也不得安稳。
针锋相对，均用摆布不得。
说话的人又劝好好地待子兴，让他出气力占地方，保疆土。
成天有人说项求情，均用软了，竟放子兴带原来人马一万多人回滁州。
元璋把兵权交出，三万多兵强马壮的队伍，旗帜鲜明，军容整肃，子兴大喜。
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十一月，元丞相脱脱统兵大败张士诚于高邮，分兵围六合。
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白驹场人，和弟士义、士德、士信一家子都靠运官盐贩私盐过活。
贩私盐赚大钱，和伙伴们大碗酒大块肉，呼幺喝六，过得极舒服，入伙的人日渐加多，都听士诚调度
。
贩私盐是犯法的，常时卖盐给大户，大户吃住是私货，不但说闲话挖苦，有时还赖着不给钱，弓兵邱
义尤其作践他们。
士诚气愤不过，趁天下大乱，带着兄弟和李伯升、潘原明、吕珍等十八壮士，杀了邱义和仇家大户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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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火烧了房子，招兵买马，攻下泰州高邮，占了三十六盐场，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年号为天
佑，这是至正十四年五月间的事。
元兵围六合，六合主将到郭子兴处求救。
六合在滁州东面，万一失守，次一被攻击的目标便是滁州，要保滁州，就非守住六合不可。
郭子兴和六合主将有仇恨，元璋费尽唇舌才说服了。
元兵号称百万，无人敢去，推称求神不许，元璋只好讨了令箭，统兵出救。
元兵排山倒海似的进攻，城防工事全被摧毁，拼死地抵住，赶修了堡垒，又给打平了，眼看守不住，
只好把六合的老弱妇孺掩护撤退到滁州。
元兵乘胜进攻，元璋在中途埋伏，打了一个胜仗，得到好多马匹。
却顾虑到孤城无援，元兵如添兵包围，不困死也得饿死，忍气打点牛酒，派地方父老把马匹送还，哀
求说全是良民，不敢作反，团结守护是为了自卫，情愿供给大军军需给养，请并力去打高邮，饶饶老
百姓。
元兵信以为真，引兵他去，滁州算是保全了。
元兵一退，郭子兴喜欢极了，打主意要在滁州称王。
元璋劝说：滁州山城，交通不便，形势不好，一称王目标大了，元兵再来怕保不住。
子兴才放弃了做王爷的念头。
脱脱大军用全力攻高邮，城中支持不住，想投降又怕朝廷不肯赦罪，正在两难间，外城又被攻破了，
张士诚急得团团转，准备城破时突围下海。
突然元顺帝颁下诏旨，责备脱脱，说他：“往年征徐州，仅复一城，不久又丢掉了。
这次再当统帅，劳师费财，过了三个月，还无功效。
可削去兵柄，安置淮安路，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安置宁夏路。
如胆敢不接受命令，即时处死。
”宣读后全军愤恨大哭，一时四散，大部分投到红军，红军越发强大。
张士诚趁机出击，不但转危为安，而且从此基础稳固，再也不能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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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作者吴晗是中国历史学家。
原名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入。
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
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1934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联盟，积极从事民主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市副市长，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1958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生平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对明史研究尤有成就。
除此书外，另著有《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读史札记》《灯下集》《春天集》《投枪集》《
学习集》等。
编有京剧《海瑞罢官》，并因此受到过错误批判。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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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述。
结合元末明初的历史条件，对朱元璋一生的功过作了具体的分析，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历史地位，在
研究历史方面达到新的高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吴晗的《朱元璋传》有四个版本，诞生于中国现代史上的三个重要阶段：第一版写于抗战局势仍然
恶劣的1943年，第二版写于内战的连天烽火中（1949年），后两版则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4年、1965年）。
一般历史学家认为1949年版水平最高，本书于1949年8月在上海初版，由协兴印刷所印刷，三联书店发
行。
此次出版即以1949年8月版为底本编辑整理，另将繁体字竖排改为简化字横排，径改书中刻印错误，标
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处理，余则保持底本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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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两次晤谈，甚快。
大著阅毕，兹奉还。
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
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
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
此外尚有一点。
即在方法问题上。
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
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毛主席写给吴晗的信朱元璋的智力极高。
长于计谋，看得远。
见得大处。
当机立断，更善于接受好建议。
不自以为是。
他不但是一个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
也是一个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
他的遗嘱里有一段话：“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
”“忧危积心”四字。
说出了这位皇帝一生在恐慌猜疑中过日子，“日勤不怠”说出如何用全副心力来保持这份大家当。
——吴晗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朱元璋传>>

编辑推荐

吴晗三十年心血结晶，毛泽东亲自提点，明史研究和帝王传记的不朽名著。
著名历史学家、明史专家吴晗的经典帝王传记，四易其稿，数十年心血结晶。
《朱元璋传》依据1949年版本，为软精装珍藏本，更具收藏价值。
讲述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传奇一生，塑造了一个有勇有谋又残暴猜忌的矛盾复杂的帝王形象。
对朱元璋作出了客观细致的评价。
文笔活泼有力，思想自由，治史严谨，生动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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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毛主席写给吴晗（字辰伯）的信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
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
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
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
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统一中国创立明王朝的朱元璋，在位期间实行特务政治，
大兴文字狱，屠戮功臣、知识分子和百姓，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此书解读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谓层层剥离，直入堂奥，读后令人倒吸一口冷气。
中国士大夫偏好帝王之学，希望辅佐明主并有所建树，其实这是一门如履薄冰的学问，君心依然深不
可测。
从改写《朱元璋传》到发表《海瑞骂皇帝》，作者曾力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熊鱼兼得，结果事与愿违
，对君臣关系的揣摩越深入，后果越致命。
                                                       ——章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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