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朱元璋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朱元璋传>>

13位ISBN编号：9787531723721

10位ISBN编号：7531723727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北方文艺

作者：吴晗

页数：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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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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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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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人物传记。
讲述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辉煌的一生。
朱元璋最初是一个普通农户的孩子，给地主放牛，和一家人过着贫寒、朝不保夕的生活。
瘟疫来临后，家人陆续亡故。
朱元璋先是进了寺庙，后来出外云游，四处化缘。
当时，元末统治者昏聩，百姓生活困苦，人们纷纷揭竿自立。
朱元璋最终也成为了起义军中的一员。
此后，朱元璋半生戎马，决战杀伐，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强敌，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古骑兵也被赶回了大
漠。
在历经血与火的洗礼后，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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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晗（1909～1969年），字辰伯, 原名吴春晗，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明史专家。
浙江省义乌人。
1927年秋考入杭州浙江大学。
1930年，经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介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馆员。
1931年初，写成《胡应麟年谱》。
时任教于国立北京大学的胡适因此举荐吴晗为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工读生，专攻明史。
求学期间，吴晗写下《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
等四十余篇文章，于史学界崭露头角。
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讲授明史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应聘到云南大学任教授，后到西南联大任教。
1946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
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历史系主任等职务。
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
其间，主持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标点《资治通鉴》，以及发掘明十三陵（定陵）等工作。
1959年9月，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提倡敢讲真话的精神。
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之后，吴晗和邓拓、廖沫沙以“吴南星”为笔名，在《前线》杂志发表《三家村札记》专栏，歌颂光
明、匡正时弊。
1968年3月，因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被捕入狱，翌年10月被迫害致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吴晗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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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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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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小明王从称帝以后，凡事由刘太保作主张。
领兵在外的大将，原来都是福通的同伴平辈，不太听调度，军队数量虽多，军令不一。
占的地方大，不久又被元军收复。
有的大将打了败仗，不愿受处分，索性投降敌人，翻脸打红军；有的前进太远太突出了，完全被敌人
消灭；其余又被察罕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两支地主军打垮了。
只剩下山东一部军力，作安丰的掩护。
到益都被扩廓包围以后，刘福通亲自率军救援，大败逃回。
益都陷落后，安丰孤立。
龙凤九年二月，张士诚的大将吕珍乘机攻围安丰，城里粮食吃完，粮道断绝，不但人吃人，甚至吃腐
烂的尸首，和人油炸泥丸子。
刘太保情势危急，派人到元璋处征兵解围。
在元璋出兵之前，刘基极力阻止，以为大兵不宜轻出，如果救驾出来，作何安置？
不如让吕珍解决了，借刀杀人，落得省事。
而且陈友谅在背后，万一乘虚来攻，便进退无路。
元璋则以为安丰失守，应天失去屏蔽，从军事观点说，不能不救，遂亲自统兵出发。
刘太保趁黑夜大雨突围逃出，元璋摆设銮驾伞扇，迎小明王暂住滁州，临时建造宫殿，把皇宮里的左
右宦侍都换上自己人，供养极厚，防护极严。
小明王名为皇帝，其实是俘虏，受元璋的保护。
三月十四日，小明王内降制书，封赠元璋三代：曾祖九四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司空
吴国公，曾祖母侯氏吴国夫人；祖初一光禄大夫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司徒吴国公，祖母
王氏吴国夫人；考五四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太尉吴国公，妣陈氏吴国夫人。
当元璋出兵安丰的时候，陈友谅果然乘机进攻，以大兵包围洪都（今江西南昌），占领吉安、临江、
无为州。
这回倒真正是两线夹攻，虽然张士诚还不明白。
汉军规模比上次更大：友谅看着疆土日渐减小，气愤不过，特造大舰，高几丈，簇新的丹漆，上下三
层，每层有走马棚，上下层说话都听不见，载着家小百官，空国而来，号称六十万。
洪都守将朱文正死守，友谅用尽攻城的方法，文正也用尽防御的方法。
八十五天的激战，城墙攻破了几次，敌兵涌进，都被火铳击退，连夜赶修工事，攻城守城的人都踩着
尸首作战。
一直到七月，元璋亲统二十万大军来救，友谅才解围，掉过头来，到鄱阳湖迎战。
这一次水战，也许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两军主力苦战到三十六天之久。
这一战的结局，决定了两雄的命运。
在会战开始前四天，元璋留下伏兵，把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封锁，堵住敌人的归路，关起门来打。
两军的形势，一边号称六十万，一边是二十万。
水军船舰，友谅的又高又大，联舟布阵，一连串十几里。
元璋的都是小船，要仰头才能望见敌人，两下比较，就显得渺小可怜。
论实力和配备，都是元璋方面居劣势。
但是，他也有便宜处。
就士气来说，友谅大军在南昌顿挫了三个月，寸步进不得，动摇了必胜的信心；元璋方面则千里救危
城，生死关头决于一战，情绪不大相同。
就船舰说，数十条大舰联在一起，转动不便；小船进退自如，运用灵活，在体积方面是劣势，在运动
方面却占优势。
就指挥而论，元璋有经验丰富的幕僚，作战勇敢的将帅，上下一心；友谅性情暴躁多疑，将士不敢贡
献意见，发生内部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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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补给，元璋军队数量少，有洪都和后方源源接济；友谅军的后路被切断了，粮尽士疲，失
去斗志。
元璋军的主要战术是火攻，用火炮焚烧敌方的大舰，用火药和芦苇装满几条船，敢死队驶着冲入敌阵
，点起火来，和敌方几百条战舰同归于尽。
接战时分水军为十二队，火铳长弓大弩分作几层，先发火铳，再射弓弩，最后是白刃战。
短兵相接，喊杀声震天，从这船跳到那船，头顶上火箭炮石交飞，眼睛里一片火光，一团刀影，湖面
上是漂流着的尸首、在挣扎着的伤兵，耳朵里是轰隆的石炮声、劈啪的火铳声。
友谅船红色，元璋船白色，一会儿十条白船围着红船，一会儿又是红船围着白船，一会儿红船白船间
杂追赶。
有几天白船像是占了上风，又几天红船又得优势。
元璋激励将士苦战，多少次身边的卫士都战死了，坐舰被炮石打碎，换了船搁浅动不得，险些被俘。
一直打到最后几天，友谅军已经绝粮，右金吾将军建议烧掉船，全军登陆，直走湖南，左金吾将军主
张再战，友谅同意走陆路的办法。
左金吾将军怕得罪友谅，领军来降，右金吾将军看情形撑不住了，也跟着投降。
友谅军力益加减削，决定退兵，打算冲出湖口，不料迎面又是白船，前后受敌。
友谅正要亲自看明情势，决一死战，头才伸出船窗外，被飞箭射死，全军溃败。
部将保着友谅尸首和太子陈理，连夜逃回武昌。
战事的胜利，取决于最后一分钟，造成陈军溃败的是友谅的战死。
元璋虽然胜利，可是也险极了，始终弄不清是谁射死友谅的。
第二天，元璋焚香拜天，慰劳将士，答应将来天下一家，和巴都儿们共享富贵，做大官。
后来又对刘基说：“我真不该到安丰去，假如友谅趁我远出，应天空虚，顺流而下，我进无所据，退
无所依，大事去矣。
幸而他不直攻应天，反而去围南昌，南昌守了三个月，给了我充分的时间和机会。
这一仗虽然打胜，可是真够侥幸的了。
”运气特别照顾元璋，他怕察罕帖木儿的兵威，正接洽投降，察罕被刺杀了。
扩廓准备南征，又和孛罗帖木儿抢地盘，打得难解难分。
陈友谅第一次约张士诚夹攻，张士诚迟疑误了事。
第二次张士诚围安丰，陈友谅不取应天而围南昌，又被流矢射死。
上天真是太眷顾了！
他这样想着，越想越有理，再发展下去，就想成“天命有归了”，从此一心一意秉承上天的托付，作
长远而广大的计划。
计划的第一步是称王，称王是不成问题的，小明王在保护之下，写一道圣旨派人送去盖印就成。
问题是称什么王呢，张士诚在九月间已经自立为吴王了，应天正是孙权吴国的都城，而且几年前民间
就有一个童谣说：“富汉莫起楼，贫汉莫起屋。
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
”为着这句话，非称吴王不可。
龙凤十年（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正月，元璋自立为吴王，设置百官，以李善长为右相国，
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立长子标为世子。
发布号令，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
同时有两个吴王，民间叫士诚做东吴，元璋做西吴。
军队服装原先只是用红布作记号，穿得五颜六色，也给划一了。
规定将士战袄、战裙和战旗都用红色，头戴阔檐红皮壮帽，插猛烈二字小旗。
攻城系拖地棉裙，取其虚胖，箭射不进去。
箭镞开头是铜作的，现在疆土广了，有了铁矿，改用铁的。
并且大批制造铁甲、火药、火铳、石炮，武器越发犀利耐用。
二月，元璋亲率水陆大军征武昌，陈理请降，立湖广行中书省。
到年底，友谅疆土，汉水以南，赣州（今江西赣县）以西，韶州（今广东曲江）以北，辰州（今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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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以东，都为元璋所有，够得上说是“广土众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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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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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吴晗的《朱元璋传》一共有四个版本。
作者在近三十年中不断修改，其版本的变迁，其实是对农民起义的评价以及对元末明初政权更迭、社
会变动的定性分析。
《朱元璋传》为1949年版，其成于战火纷飞的年代，有旧的版本铺垫，有对时代氛围的亲身感受，并
且没有意识形态的牵制掣肘（相较于后两个版本），非常真是地表达了作为史学大家吴晗本人的观点
。
《朱元璋传》问世后，毛泽东亲自批阅，给出意见，对史学界，更是对吴晗的一生产生了深重的影响
。
为了更好地解读《朱元璋传》，我们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用了大量的珍贵图片，只为让更多读者了
解、知道这段历史。
书的定价不高，但质量上乘，无论是收藏，还是个人研读，都十分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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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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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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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