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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者中涌动有增加知识厚度，提升阅读层次的自觉需求”，这是十数年前本社大力发展文史普及
读物时的理念。
对此，我们至今深信不疑。
《中国史讲座》系列，就是旨在将当前风行的文史讲座热，再提升一步的初度尝试。
    《中国史讲座》试图将讲座活泼亲切、与读者互动的长处，和国人潜在的渴求知识统系与思考自主
的阅读习惯结合起来，可以说是一次“时尚”与“传统”的对接。
而之所以一眼觑定“中国史”为突破口，则是因为这门学科的发展现状与社会关注度，更具备进行上
述尝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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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勇，男，汉族，1970年2月生，河南夏邑人。
1992年6月，郑州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1992年9月——1995年6月，郑州大学攻读专门史（明清经济史）硕士研究生，师从张民服教授。
1995年7月——2001年9月，留郑州大学历史系、旅游管理学院任教，副教授。
2001年9月——2004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攻中国古代史（明清史方向）博士学位，师从顾诚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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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第二讲 洪永熙宣盛世(上)：洪武开基　朱元璋起义军的发展与明朝的建立 　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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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全面改革第七讲 内治外安：明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　明王朝的民族观　明王朝的“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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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明代中后期的中外关系　平定倭患 　隆庆开关，参与世界市场的建构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第九
讲 传统飘摇：明代社会文化的演化及其态势 　理学从一统天下到渐趋没落　心学的兴起及演化　务
实思潮的涌动 　士风与社会风尚的演变 　对明中后期社会文化近代性的认识第十讲 谁主沉浮：明清
易代的必然与偶然 　明末社会矛盾的激化　明末农民大起义与明朝的灭亡　清兵入关与南明的抗清斗
争　关于明清易代和南明抗清战争的儿点认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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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朝都督府官权力的变迁　　朱元璋从投奔郭子兴起义军队伍充当一名普通士兵，升至该部的最
高军事统帅，深知军权掌控的重大意义。
掌控军权，既要对最高指挥权进行有效的控制，又要对各级的管理权进行合理的分配，这一点从明朝
都督府职能变迁上表现得十分清楚。
　　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率领起义军攻占集庆后，置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关，自任元帅。
稍后，又设江南行中书省作为最高军政机关，在所占领的重要地区设立二十余个翼元帅府。
随着朱元璋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其军事组织管理机构也在不断变革之中，相继设置了亲军指挥使司
、宿卫军、元帅、千户、上千户、都指挥使、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等机构和官职。
　　朱元璋第二次重大军制改革，出现在至正二十一年（1361）。
这一年二月，他“改分枢密院为中书分省”（《明太祖实录》卷九，辛丑年二月癸未）。
三月，“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
命枢密院同金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明太祖实录》卷九，辛丑年三月丁丑）。
这次改制，沿用元朝官机构之旧名，试图把比较分散的军权集中起来以利于自己掌控，他让自己的侄
儿朱文正任大都督就是明证。
当年十月，又增置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副使、佥事、照磨各一人。
至正二十四年（1364）再“以省都镇抚隶大都督府”（《明太祖实录》卷一五，甲辰年十月乙卯）。
次年定大都督官阶从一品。
尽管朱文正在镇守江西等军事括动中作出突出贡献，但由于违反朱元璋的禁令、胡作非为、奸淫妇女
等，于至正二十四年（1365）被免去职务（顾诚《朱文正事迹勾稽》，《明人文集与明代研究》，[台
北]中国明代研究学会2001年版）。
朱元璋遂不设大都督，以左、右都督为长官，使其互相牵制，防止最高军事管辖权被擅夺。
左右都督的品级为正一品，与中书省左右相国平级，共同参与军政事务。
　　洪武三年（1370），明朝大规模统一战争结束，明太祖在大封功臣的同时，开始设法约束武臣，
防其擅权越轨。
首先，大都督府成为没有参与决策权而只是执行命令的机构，而所执行的命令既可能来自皇帝，也可
能来自品级比自己低的兵部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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