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明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微明史>>

13位ISBN编号：9787549103775

10位ISBN编号：7549103771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时间：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

作者：黄波

页数：184

字数：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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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明史>>

前言

　　用段子写历史 微博之横空出世，大概要算我们此时代的一个特征。
微文本的写作与阅读，已经快成一种无法抗拒的趋势。
 而拿微博来与历史结合，除了时代特征激发下的“灵机一动”之外，也含有对宏大叙事传统的反叛心
理。
历史未尝不可以微观，某个历史人物的片言只语，某个惊天事件中的细枝末节，某件家常物事的演变
历程，以微观的史笔凸显，可窥社会变迁，可撄现代人心，均可称为大历史。
 至于特地截取明史这一段来作微博式的文体试验，原因也简单得很，一是个人相对熟悉，举凡《明史
》、《明通鉴》乃至野史笔记和今人研究明史之经典，稍有涉猎，二是明史在中国历史中具有特异性
。
钱穆先生认为，一部中国史，并不能笼统称为一部皇帝专制独裁的历史。
这一观点曾被很多人认为是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美化，大加讥评。
其实批评钱穆者并没有透彻了解其意见，钱氏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 “倘
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不差的。
”按钱氏之意，唯有到了明代，中国才攀上了集权政治的高峰。
一部中国史，明史的最大特异性，或在此乎？
 如果套用事事古已有之的滥调，不妨说，用段子写史也是古人的创造，历代笔记，几乎无所不然，就
中最杰出者，如《世说新语》、《宋人轶事汇编》，其颊上添毫之手段，实令今人叹为观止。
但古人这一类著述，旨趣一般都相对单一，或偏于人物或注重典章，历史的整体感往往无可寻觅，所
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盖棺论定的坏蛋，《世说新语》的作者却在大加赞美。
这当然非古人之咎，盖著述自有体例，他们对历史整体的观照，另有专门著作也。
 现在我既以微博体来写明史，自然首先要注意微博的特点，每个段子中尽量有一点机锋，至少可读，
同时全书也不得不追求一种整体感，即必须能够回答读者一个基本问题：明朝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合而论之，一部“微明史”，一要好玩，二要靠谱。
职是之故，其中之材料，多取资于正史，偶从野史笔记中撷取，也努力选择信而有征者。
初衷如此，结果怎样？
袭古人之成语，“是在阅者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明史>>

内容概要

朱元璋之崛起，靖难之役，嘉靖阁臣之倾轧，嘉靖朝之百态，好色穆宗懒上朝，宪宗、孝宗时之吏治
，男风与女色，郑和下西洋，力图奋发的朱由检⋯⋯黄波编写的这本《微明史》将以微博的形式，择
明朝之要事进行简要叙述。

《微明史》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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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家居湖北宜昌，现供职于湖南《湘声报》。
好读书，不求甚解，偶作文，但慕适意。
关注明初至近代社会文化之变迁，主要有《说破英雄惊杀人》、《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纵横谈》、
《宁为愤青，不做犬儒》(即出)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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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章 洪武朝：一个人的“盛世”
朱元璋之崛起
“玩偶”小明王
“功狗”之命运
文人之新困局
富人的噩梦
农民之“盛世”？

胡惟庸案
“圣主”当朝无“大儒”
恩威莫测
自虐式勤政
“朕扫平中国，非猛不可”
插翅难飞的高启
辣手治国
另类“偷窥狂”
一边兴学校，一边毁文化
刘伯温：帝王师做不得
以文字疑误杀人
幻灭与焦虑
洪武朝杂缀
封藩固权，反成祸根
第二章 变异的龙种，衰朽的王朝
靖难之役
成祖酷似其父
龙子无穷尽，不得不削藩
宣宗与英宗
英宗：谁都不想要的“鸡肋”
夺门之变
“吾不自治，谁能治吾？
”
宪宗、孝宗时之吏治
顽童明武宗
刘瑾：从擅作威福到“凌迟三日”
大议礼之争：尊君还是重道？

嘉靖阁臣之倾轧
“公卿之辱前所未有”
嘉靖朝之百态
好色穆宗懒上朝
初欲振作的小神宗
海瑞：挂起来的英雄
张居正得权不正、用权不慎
“高台倾”、“曲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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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
“随我来，杀税官”
国势日非，党争愈烈
堂皇只是一表象
万历朝之怪象
光宗命短熹宗荒
“此人说我不能剥他皮，姑且一试”
第三章 社会文化之变迁
王权软，社会兴
王阳明：“养得此心不动”
国家兴亡何关歌妓？

烈女：从被旌表到被调侃
功名如尘土
“装点山林大架子”
“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
赫赫东林风
名臣风范
士人心态：从“妾妇”到“矫激”
“三个性儿，不要惹他”
钱能通神
思想多元：从孔子到基督教
“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
“人无癖不可与交”
声色之娱至此而极
男风与女色
世道真是变了
无法抗拒的世俗化
第四章 与海为敌
李约瑟的困惑
大海让人迷茫
关门获得的虚幻安全感
郑和下西洋：与民间无关的盛举
朝贡贸易：只要面子不要里子
“东南髓膏竭矣”
王直：逼出来的“倭寇”
终归破产的“海禁”
第五章 大厦将倾，亡国镜像
力图奋发的朱由检
卧不安枕的的辅臣
若隐若现的亡国征兆
安内还是攘外？

“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
“十八子，主神器”
非亡国之君，有亡国之祸
“尔三人何不幸而生我家？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明史>>

”
附录 明朝皇帝世系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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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人之新困局 洪武元年，徐达陷山东济宁，衍圣公孔克坚眼见新王朝冉冉升起，亟遣儿子孔希学
拜会徐达。
徐达送希学于南京，希学上奏，解释父亲因病不能前来朝贺，元璋即下手谕一道，曰“称疾则不可”
。
“不可”二字分量极重，孔克坚遂“惶恐兼程进”。
事实证明他并未说谎，洪武三年其以疾告归，殁于途中。
 元璋羞辱了孔子的后裔，但却不妨碍他像前代帝王一样高举儒学，声称“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
 原在元朝做官的裕伯，战乱中避地海上，居母丧。
因有大名，元璋招之，裕伯曰：食元禄而背之，不忠，母丧未终而出，不孝。
洪武元年，元璋大局已定，复征裕伯，其仍称病不出。
元璋下了道手谕，说海滨民好斗，裕伯坚守不起，或将后悔。
裕伯岂敢后悔？
涕泗横流地随使者朝见新天子去了。
 元朝翰林学士承旨危素能诗文善书法，尤长于史，元亡时隐居已四年。
入明之后，危素应元璋召，授翰林侍讲学士，颇见恩宠。
一日，元璋闻帘外脚步声，问是谁，答“老臣危素”，元璋哂之：“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
”危素顿首谢罪。
次日又令危素赴和州看守余阙庙，余阙系元朝死节之臣，元璋盖以此羞之。
 元璋读《孟子》，至“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勃然大怒：岂臣民所当言？
皇帝一发怒后果就严重了，居然要罢免孟子千百年来在孔庙里和列位大儒吃冷猪肉的资格，而且特地
下令，不准臣下对此发表反对意见，否则就要处以“大不敬”的罪名，杀头。
 元璋不准孟子配享孔庙，以死威胁劝谏者，但一个叫钱唐的读书人还是毅然上疏，反对把亚圣打入冷
宫，且公开声明“为亚圣而死，虽死犹荣”。
简直是抬棺决战矣。
 经士子死谏，元璋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不过余恨难消，乃命臣下“删孟”，将其中张扬民本
的名言尽皆删去，编就《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亚圣当年经常骂得列国君主灰头土脸，但阉割于其身后，也只能地下发发牢骚了吧？
 元璋之前，文人只要不公开和现政权对抗，大可优游卒岁，享受消极之自由，隐士、逸民即为此一族
群。
元璋立国后于《大诰》中创立了一条空前的峻法：“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
家，不为之过。
”意思是说，知识分子只有两类，要么为他朱皇帝所用，要么不为他所用，对后者，就应该 “诛其身
而没其家”。
 富人的噩梦 洪武初，嘉定万二富甲一郡，尝有人自京师回，乃询其见闻，其人日：皇帝近日有诗：
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披被。
万二叹曰：对我辈而言，此乃不祥之兆啊。
即以财产付仆人，买巨船载妻儿浮湖而去。
不到两年，江南大族渐次籍没，万氏一家独获令终。
 元璋陷苏州不久，即下令迁徙苏州富民至老家临濠（今安徽风阳），并规定“私归者有重罪”，连回
乡祭祖扫墓都不允许。
 这种抑制富人的方略仍然来源于传统政治文化，秦始皇、汉高祖均曾迁富民于都城和其他地区。
帝王们的思想高度一致，富夺其基，人夺其势，连根拔掉之后，将其置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土壤中，就
会使可能的异己失去经济和社会支柱。
 攻陷“江南”带给元璋的，不仅有胜利者的喜悦。
洪武初年，一次微服私访让元璋大发感慨：“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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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天子，此邦（吴地）呼为老头儿。
”吴地的奢华让他惊讶，吴地的民风更让他厌恶。
 朱元璋强迫苏州人移民，对江南课以重赋，又罗织巨案。
洪武年间，“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
这些都是从根本上拔除文化江南的要着。
 朱元璋在位31年，苏州知府换了30次，30人中，遭到“左谪”、“坐事去”、“被逮”、“坐赃黥面
”、“坐法死”等惩罚者达14人。
晚年元璋犹诏日：江浙、松江（今上海）、江西人不得在户部做官。
个中原因正如明末人谢在杭所分析，户部管理天下钱粮，而江浙赋税为最，元璋唯恐江南人士进入户
部后给他玩猫腻也。
 为躲避打击，富人们或被迫献巨资于皇室，或主动将财产充作军需，或散财以图自保。
可是万全之计是没有的，江南首富沈万三捐资助修都城三分之一，又请犒军，朱元璋大怒：匹夫欲犒
劳天子之军，居心何在？
这是乱民，应该杀掉！
好歹经马皇后劝解，将万三流放了事。
 明史学者陈梧桐认为朱元璋“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只限于那些违法乱禁的豪强势族，对于那些遵守法纪
的地主则是采取保护和依靠的政策”。
惜其大著仅举出了一个富人历洪武之世， “每戒家人闭门，勿预外事”，因而“独能保全无事”的例
子。
且不说例证太少，相反的例证又太多，就是在这一个“独”例中，一个守法百姓居然要靠“每戒家人
闭门”才能平安无事，这究竟证明元璋打击面有限还是相反？
 农民之“盛世”？
 朱元璋把地主私田收归为官田，农民得到了什么？
租种地主的田，农民固要遭受盘剥，可是当这些田回到官府手中的时候，农民能否不种地？
不能，还是要种，只不过，他过去从地主那儿租种，现在，变成了从官府那儿租种而已。
那么，他是不是不再遭受剥削了呢？
不是，他依然要为租田上交赋税，而史料证明，官田税赋比民田高数倍。
 农民受厄于“公有制”并不奇怪。
租种地主私田，地主很多，选择余地大，而现在随着官田数量的增加，基本就只剩下官田可租，在你
不租就没有饭吃的情况下，你不乖乖就范还能怎么办呢？
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告诉我们，一个雇主很多的市场，对受雇的一方总
是有利的，如果市场上只剩下了一个雇主，你就只能接受其开价，因为你别无选择。
 为了困农民于土地，惩罚和连坐还不保险，在黄册、鱼鳞册登记户口与土地制度之外，元璋又设“路
引”，百里之内农民可以自由通行，百里之外，就要由官府核查派发“路引”了。
没有这个小玩意儿，必被捉将官里去矣。
 “路引”制度于洪武初年即已施行，其威力堪称空前。
洪武六年八月，江苏常州一个百姓，祖母病危，急于外出求医，仓促之间不能申领“路引”，为当地
巡检司拿获，要送到司法机关问罪。
这时佳话出现了，朱元璋嘉其孝行，“闻而释之”。
一则让人心酸的佳话。
 史学家谈迁在巨著《国榷》中说，明初规定夜晚不能一群人聚在一起喝酒，村子里深夜里不能有人行
走，所以，人们常常稍有不慎就会因“口语细故”而被流放和充军，他的家乡为此而充军的就高达六
千余人。
谈迁生活于明末清初，他提到这一点的时候还情不自禁地说：“言之至今心悸也！
” 朱元璋对官员训诫，既反对与民争利，还主张“藏富于民”，颇具现代性。
可惜其对“富”的理解和常人有很大偏差。
 在元璋眼里，百姓能够吃饱穿暖，就是富裕，农闲时节，一家人于酒足饭饱后，能够围着一个火炉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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唠嗑，就是盛世。
他所谓的 “富”是指满足人们物质生活最低层次的需求，而一旦越过这个层次，就成了他王朝稳定的
一种威胁，是其打击对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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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明史》一本是“微博体”明史。
该书以《明史》、《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以及明人笔记、诗文等为史料来源，撷取或深刻、
或有趣、富有启迪性的片断，融化改造为多不过两百余字少则寥寥十余字的“微博”，简练、生动、
传神，并因其揉进了作者对明代帝王和社会经济和文化演变的个人思考，不乏一定的深度。
可称为现代人所写的另一版本的《明史》，在《南方都市报》文化副刊连载后，深获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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