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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竿头添彩，后出转精    ——图文版《明朝那些事儿》赘语    《明朝那些事儿》一出，几年间成了时髦
书，堪比“凡有水井处，必有柳词”了。
历史本来很精彩，就看怎么写了。
国人多少都有点儿历史癖，历史书写好了是不会缺少读者的。
明月的写作不仅笔锋活泼幽默，而且加进了自己的感悟，这就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也拉近了古
人与今人的距离。
布帛菽粟，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古人原无异于今人，真能深入古人的情境和内心，历史
就活了起来。
    可是作者还不满足于此。
毕竟语言的表现力是有限的，于是辅之以图、以表、以“参考消息”，使读者凭文字冥想的形象、情
境，得以直观，使错综复杂的人物事件得以易晓，使故事的背景更加丰厚，是在百尺竿头又添加了新
的光彩。
古人读书也校书，旧的刊刻版本难免错字误植，就作者而言文字或许尚可推敲，这些遗憾都可以在新
版中得以弥补。
所以，古人说“后出转精”。
这个插图本正是经过再次打磨的精编精印本。
    历史是可以不断挖掘的智慧宝库，每次品读都能得到新的感悟。
如今，读到这个插图大本的《明朝那些事儿》，会又展开一番新的境界吧!    毛佩琦    2011年5月4日于
北京昌平北七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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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朝那些事儿》第一部，主要讲述了朱元璋一生建立及统治明朝七十年间的历史。
朱元璋生于元末乱世之中，父母死于饥荒，他从赤贫起家，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依靠，经历千
辛万苦，无数次躲过死神的追逐，终于建立起朱姓江山，从一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乞丐成为一个
庞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同时，在朱元璋的时代有着无数的厉害角色，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都是一代人杰。
朱元璋用他惊人的军事天赋战胜了这些敌人，几乎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建
立了庞大的帝国，并以无穷的精力为明朝设计了一套不同以往的制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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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当年明月，副研究员，明史学会会员，青年历史学者，心灵历史开创者，担任国内多家电视台文史类
节目主讲人，畅销书作家，所著作品《明朝那些事儿》，为三十年来最畅销之史学读本，多次获得“
新浪图书风云榜”最佳图书、当当网“终身五星级最佳图书”、“卓越亚马逊畅销书大奖”等荣誉，
位列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2007—2011年度系列畅销书第一名，该系列作品已被译为日、韩、英等多
国文字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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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童年    一切的事情都从1328年的那个夜晚开始。
农民朱五四的妻子陈氏生下了一个男婴，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男婴就是后来的朱元璋。
    大凡皇帝出世，后来的史书上都会有一些类似的怪象记载，比如刮风啊，下暴雨啊，冒香气啊，天
上星星闪啊，到处放红光啊，反正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人和别人不一样。
朱元璋先生也不例外，他出生时，红光满地，夜间房屋中出现异光，以至于邻居以为失火了，跑来相
救(《明实录》)。
    然而当时农民朱五四的心情并不像今天我们在医院产房外看到的那些焦急中带着喜悦的父亲们，对
已经有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的父亲而言，首先要考虑的是吃饭问题。
    农民朱五四的工作由两部分构成，他有一个豆腐店，但主要还是靠种地主家的土地讨生活，这就决
定了作为这个劳动家庭的一员，要活下去，就只能不停地干活。
    在小朱五四出生一个月后，父母为他取了一个名字(元时惯例)：朱重八，这个名字也可以叫做朱八
八。
我们这里再介绍一下，朱重八家族的名字，都很有特点。
    朱重八高祖名字：朱百六：    朱重八曾祖名字：朱四九：    朱重八祖父名字：朱初一：    他的父亲我
们介绍过了，叫朱五四。
    取这样的名字不是因为朱家是搞数学的，而是因为在元朝，老百姓如果不能上学和当官就没有名字
，只能以父母年龄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命名(登记户口的人一定会眼花)。
    朱重八的童年在一问冬凉夏暖、四面通风、采光良好的破茅草屋里度过，他的主要工作是为地主刘
德家放牛。
他曾经很想读书，可是朱五四是付不起学费的，他没有李密牛角挂书那样的情操，自然也没有杨素那
样的大官来赏识他，于是，他很老实地帮刘德放了十二年的牛。
    因为，他要吃饭。
    在此时，朱重八的梦想是好好地活下去，到十六岁的时候，托村口的吴老太做媒，找一个手脚勤快
、能干活的姑娘当媳妇，然后生下自己的儿女，儿女的名字可能是朱三二或者朱四零，等到朱三二等
人大了，就让他们去地主刘小德家放牛。
    这就是十六岁时的朱重八对未来生活的幸福向往。
    此时的中国，正在极其腐败的元王朝的统治下。
那些来自蒙古的征服者似乎不认为在自己统治下的老百姓是人，他们甚至经常考虑把这些占地方的家
伙都杀掉，然后把土地用来放牧(《元史》)。
从赋税到徭役，只要是人能想出来的科目，都能用来收钱，过节要收“过节钱”、干活有“常例钱”
、打官司有“公事钱”⋯⋯怕了吧，那我不出去还不行吗？
不干事还不行吗？
那也不行，平白无故也要钱，要收“撒花钱”。
服了吧？
    于是，在这个马上民族统治中国六十余年后，他们的国家机器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此时的元
帝国就好像是一匹苟延残喘的骆驼，只等生命中那最后一根稻草。
    这根稻草很快就到了。
    1344年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上天终于准备抛弃元了，他给中国带来了两个灾难，
同时也给元挖了一个墓坑，并写好了墓志铭：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他想得很周到，还为元准备了一个填土的人：朱重八。
    当然朱重八不会想到上天会交给他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
    这一年，他十七岁。
    很快一场灾难就要降临到他的身上，但同时，一个伟大的事业也在等待着他，只有像传说中的凤凰
一样，历经苦难，投入火中，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浴火重生，成为光芒万丈的神鸟。
    朱重八，来吧，命运之神正在等待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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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来没想写，但还是写一个吧，毕竟那么多字都写了。
    记得前段时间，去央视《面对面》接受访谈，主持人问我，书写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其实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我自己很多次，高兴、兴奋、沮丧，什么都有可能。
    但当这刻来到的时候，我只感觉没有感觉。
    不是矫情。
    怎么说呢，因为我始终觉得写这玩意儿，是个小得没法再小的事。
然而，很快有人告诉我，你的书在畅销排行榜蹲了几天、几月、几年，然后是几十万册、几百万册，
直到某天，某位仁兄很是激动地对我说，改革开放三十年，这本书的发行量，可以排进前十五名。
    有意思吗？
说实话，有点儿意思。
    雷打不动的还有媒体——报纸、期刊、杂志、电视台，从时尚到社会，从休闲到时局，从中央到地
方，从中国到外国，借用某位同志的话，连宠物杂志都上门找你。
平均一天几个访问，问的问题，也大致雷同，翻来覆去，总也是那么几个问题，每天都要背几遍，像
我这么乏味的人，谁愿意跟我聊？
那都是交差，我明白。
    外形土得掉渣，也硬拽上若干电视讲坛，讲一些相当通俗、相当大众、相当是人就能听明白的所谓
历史(类似故事会)，当然，该问的还得问下去，该讲的可能还得讲下去。
    这个没意思。
没意思，也得接着混。
    我始终觉得，我是个很平凡的人，扔人堆里就找不着，放在通缉令上，估计都没人能记住；到现在
还这么觉得，今天被人记住了，明天就会被人忘记，今天很多人知道，明天就不知道。
所以所谓后记，所谓感想，所谓获奖感言之类的无聊的、乱扯的、自欺欺人的、胡说八道的，都休息
吧。
    那么接下来，说点儿有必要说的话。
    首先，是感谢，非常之感谢。
    记得马未都同志有次对我说，这世上很多人都有不喜欢你的理由。
因为你成名太早，成名太盛，太过年轻，人家不喜欢你，那是有道理的，所以无论人家怎么讨厌你、
怎么逗你，你都得认，你该认。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无所谓。
    但让我感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应该还是喜欢我的，一直以来，我都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没有
你们，我撑不到今天，谢谢你们，非常真诚地谢谢你们。
    谢谢。
    然后是心得，如果要问我，有个什么成功心得、处世原则，我觉得，只有一点，老实做人，勤奋写
书，无他。
    几年来，我每天都写，没有一天敢疏忽，不惹事，不闹事，即使所谓盛名之下，我也从未懈怠。
有人让我写文章推荐商品，推荐什么就送什么，还有的希望我做点儿广告，费用可以到六位数，顺手
就挣。
    我没有理会。
因为我不是商人。
    出版商亲自算给我听，由于我坚持把未出版部分免费发表，因此每年带来的版税损失，可以达到七
位数，这还不包括盗版，以及各种未经许可的文本。
    我依然坚持，因为我相信，这是个自由的时代，每个人有看与不看的自由，也有买和不买的自由，
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强迫。
    这是我的处世原则，我始终坚持。
或许很多人认为这么干很吃亏，但结果，相信你已经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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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还有历史，既然写了历史，还要说说对历史的看法。
    就剩几旬了，虚的就算了，来点儿实在的吧。
    很多人问，为什么看历史；很多人回答，以史为鉴。
    现在我来告诉你，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发现，其实历史没有变化，技术变了，衣服变了，饮食变了，这都是外壳，里面什么都没变
化，还是几千年前那一套，转来转去，该犯的错误还是要犯，该杀的人还是要杀，岳飞会死，袁崇焕
会死，再过一千年，还是会死。
    所有发生的，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能超越历史的人，才叫以史为鉴，然而，我们终究不能超越
，因为我们自己的欲望和弱点。
    所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然而终究改不掉。
    能改的，叫做缺点；不能改的，叫做弱点。
    顺便说下，能超越历史的人，还是有的，我们管这种人，叫做圣人。
    以上的话，能看懂的，就看懂了，没看懂的，就当是说疯话。
    最后，说说我自己的想法。
    因为看的历史比较多，所以我这个人比较有历史感，当然，这是文明的说法，粗点儿讲，就是悲观
。
    这并非开玩笑，我苯人虽然经常幽默幽默，但对很多事情都很悲观，因为我经常看历史(就好比很多
人看电视剧一样)，不同的是，我看到的那些古文中，只有悲剧结局，无一例外。
    每一个人，他的飞黄腾达和他的没落，对他本人而言，是几十年，而对我而言，只有几页，前一页
他很牛，后一页就了。
    王朝也是如此。
    真没意思，没意思透了。
    但我坚持幽默，是因为我明白，无论这个世界有多绝望，你自己都要充满希望。
    人生并非如某些人所说，很短暂，事实上，有时候，它很漫长，特别是对苦难中的人，漫长得想死
。
    但我坚持，无论有多绝望，无论有多悲哀，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对自己说，这个世界很好、很强大
。
    这句话，不是在满怀希望光明时说的，很绝望、很无助、很痛苦、很迷茫的时候，说这句话。
    要坚信，你是一个勇敢的人。
    因为你还活着，活着，就要继续前进。
    曾经有人问我，你怎么了解那么多你不应该了解的东西，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六七十岁的人才有的感
受。
我说我不知道。
跟我一起排话剧的田沁鑫导演说，我是上辈子看了太多书，憋屈死了，这辈子来写。
    我没话说。
    还会不会写？
应该会，感觉还能写，还写得出来，毕竟还很年轻，离退休尚早，尚能饭。
    继续写之前，先歇歇，累得慌。
    是的，这个世界还是很有趣的。
    最后送一首食指的诗给大家，我所要跟大家讲的，大致就在其中了吧。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
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
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
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
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
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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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二十多岁写，写完还是二十多岁
，有趣。
    是的，这个世界还是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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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明月的写作不仅笔锋活泼幽默，而且加进了自己的感悟，这就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也拉近了古
人与今人的距离。
    ——著名明史专家 毛佩琦    我特想跟写《明朝那些事儿》的人聊，那本书很好。
我觉得喜欢看的人都是有思想，愿意想事情的人。
这是本好书，除了把史实摆出来，还要评论挖掘，用现代的语言去说，他有他的角度。
    ——联想集团创始人 柳传志    看看《明朝那些事儿》，对朱元璋起兵时的心态分析，就知道我的意
思。
老朱当时起兵是死，不起兵也是死，最后与其等死，不如战死。
陈胜、吴广也是。
这就叫：不做皇帝不行了，所以做皇帝。
    ——新东方创始人之一、过来人独立董事徐小平    我很赞成《明朝那些事儿》对历史的解读，毕竟
历史是一堆堆的故事和生动的人物组成，用老百姓喜欢接受的方式让他们去了解，是好事。
    ——著名作家、历史学者 吴思    这几天我连续在看《明朝那些事儿》，真是写得好看。
    ——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 窦文涛    《明朝那些事儿》写得好，写得比较放松，我们过去写的人都拘
着，生怕哪块做得不合适。
    ——著名收藏家 马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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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三十年来最畅销史学读本，读起来就停不下来、最易上手的明朝历史普及本！
    《明朝那些事儿(共9册)》——五周年纪念版，当年明月全新修订，明史专家毛佩琦教授审订并作序
推荐，全程演绎明朝三百年兴衰风云。
    新增四大板块全新内容——肖像图、拓展阅读、事件进化图表、古地图四大版块。
涉及关键词解析、历史背景及相关插图、作战图、形势图、人物关系图等。
图解历史，小细节、大事件一目了然，通俗易懂。
    全套九卷超值收藏，每本随书附赠独家藏书票三张，全套藏书票共27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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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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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