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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吴晗说明史》由吴晗著。
吴晗是明史研究的著名专家，他于20世纪40年代著《明史》于昆明，原为四章，即收入本书的第一、
四、五章，缺《军与兵》一章，这是本书稿首次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
此次出版增补了《朱元璋的统治术》、《明初的恐怖政治》、《明代的军兵》、《明代的新仕宦阶级
》等力作，与前三章基本可构成一部完整的明史，大体可窥见明代历史全貌及其特点，这本《吴晗说
明史》是了解明代历史和朱元璋统治艺术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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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晗（1909－1969），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浙江义乌人。
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在胡适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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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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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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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撰写剧本《海瑞罢官》，被林彪、四人帮借此迫害而死。
1979年，吴晗冤狱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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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倭寇的祸乱明朝和倭寇的关系，即所谓南倭问题，也是这个时代很突出的一个问题。
明朝以前没有这样的情况，明朝以后也没有这样的情况。
研究明朝和倭寇的关系，光从中国的情况、中国的材料出发，还不可能得到全面的理解。
还必须研究日本的历史。
不研究日本的历史就很难理解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一些人专门从事抢劫，进行海盗活动，而且时间是
如此之长，破坏是如此之严重。
但是看看当时日本国内的情况，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
所以我们先讲讲日本的情况。
明朝的历史是从1368年开始的。
而日本从1336年起，内部分裂为南朝、北朝。
京都是北朝的政治中心，吉野是南朝的政治中心。
这个分裂的局面，长达六十年之久。
一直到1392年南朝站不住脚了，才投降了北朝。
分裂期间，日本有两个天皇：京都有一个天皇，吉野有一个天皇。
正当日本南北朝分裂的时候(1336-1392)，明朝建立起来了。
明朝建立初年，正是日本南北朝分裂的后期。
当时日本的政治形势怎么样呢？
日本有天皇，可是那个天皇是虚的、无权的，是一个傀儡。
不只是那个时候的天皇是傀儡，凡是明治维新以前的天皇都是傀儡，地位很高，可是政治上没有实际
权力。
掌握实权的是谁呢？
是将军。
当时的将军称为征夷大将军。
将军有幕府，当时的幕府叫室町幕府，也叫足利幕府。
那时日本处在封建社会，有很多封建领主，这些封建领主有很多庄园，占有很多土地，有自己的军事
力量，他们不完全服从幕府的命令，各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实行封建割据。
足利幕府建立之后，由于他的经济基础很薄弱，不能完全控制他们。
所以，在足利幕府时代，由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封建领主势力强大，在幕府控制下的中央财政发生了
困难。
怎么办呢？
它就要求和明朝通商，做买卖。
足利幕府的第三代叫足利义满，他派人到明朝来，要求和明朝通商。
明朝政府当然欢迎，但是对日本的情况不了解，对国际形势缺乏知识，不知道日本国内已经有了天皇
，糊里糊涂地就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
足利义满希望通过和明朝通商来加强自己的经济地位，减少财政困难。
但是，由于当时日本是处在一种分裂割据的状态，那些大封建领主并不听他的话。
而在那些大封建领主下面有一批武士，由于得不到土地，生活困难，于是他们就到海上去抢劫，成为
倭寇。
这就是倭寇的来源。
所以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幕府和明朝有交往；另一方面幕府下面那些封建领主一批批地来破坏这种
交往，到处抢劫。
幕府不能控制那些诸侯、封建领主，最后发生了内战。
从1467年到1573年这个时期，是日本历史上的“战国时期”。
这个时期延续了一百多年，日本国内到处打来打去，战争频繁，人民不能正常地进行生产，因而土地
荒废，粮食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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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使更多的人参加到倭寇的队伍中来。
这就是日本在“战国时代”，也就是明朝中期(1467-1573)之后，倭寇侵略更加严重的原因。
从中国的情况来说，中国遭受倭寇的侵犯从明朝一开始就发生了。
在明朝建国以前，倭寇已经侵略高丽。
那时候，高丽王朝的政治很腐败，没有能力抵抗。
接着倭寇南下骚扰我国沿海各地，从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到处侵犯。
洪武二年(1369)明朝政府派海军去抵抗倭寇。
1384年之后又派了一个大将在山东、江苏、浙江沿海地区修了59个军事据点防御倭寇。
1387年又在福建沿海地区修建了16个军事据点。
所以，从洪武时代起，倭寇就已在危害中国。
在永乐时代，1419年倭寇大举进攻山东沿海地区。
明朝军队狠狠地打了它一下，把这一股倭寇全部消灭了。
倭寇的侵扰引起了明朝政府内部在政治上的争论。
当时明朝政府专门设立了三个对外贸易机构，叫做“市舶司”。
这三个市舶司设在广州、宁波和泉州。
这些地方是当时的对外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到这里来做买卖。
当倭寇侵略发生之后，有的人认为，倭寇之起是由于对外通商的缘故，因为你要做买卖，所以日本海
盗就来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市舶司封闭掉，对一切国家一概不做买卖。
这种论调在明朝政府中占了优势，结果在1523年把三个市舶司撤销了。
撤销市舶司之后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人口密度高，人多耕地少，不少人没有生产资料。
这些人做什么呢？
在通商的时候他们借一点资本出去做买卖，买一些外国货到中国来卖，把中国的土产卖出去。
因此，这些人是依靠通商来维持生活的。
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东南沿海的一些大地主，他们看到对外通商的收入比在农业生产上进行剥削
要多好几倍，因此从事对外贸易。
他们自己搞了很多海船载运中国土产出国；同时把外国商品带回来卖。
沿海大地主依靠通商发财，这在当时叫做“通蕃”。
“通蕃”的历史已经很久了，宋朝后期就有许多大地主组织船队出海通商的事。
宋代关于这一类事情的记载很多。
元朝也有。
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说明朝有一个大富翁叫沈万三，他家里有一个聚宝盆，这个盆里可以出很多宝
贝。
这是传说，事实并不是这样。
事实是他搞对外贸易发了财。
有人说他富到这样的程度，明太祖修建南京城时，有一半是他出的钱；此外，每年还要他出很多钱。
因为在明朝和元朝作斗争的时候，他曾经站在元朝这一边。
所以后来明太祖干脆把他的家产全部没收了，把他充了军。
有的说是充军到云南，也有的说是充军到东北。
这个故事说明，当时是有这么一部分人是依靠通商和对外贸易来发财的。
所以，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情况是，一方面许多贫民依靠对外通商来维持生活，其中有一些穷苦的人
长期停留在国外，这一批人就成为华侨。
现在南洋各个地方都有华侨，大体上以广东、福建人为多；另一方面，沿海一些大地主依靠通商来发
财。
因此，当1523年，由于倭寇不断骚扰沿海，明朝政府封闭了市舶司，断绝了对外通商关系时，就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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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问题：一方面很多穷苦人失去了生活来源；另一方面，沿海大地主失去了发财机会。
他们要求恢复通商。
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地主集团便采取反抗手段。
你禁止通商，他就秘密通商。
他们自己组织船队出去，其中有一些照样发了财，有一些就遭到倭寇的抢劫；而另外一些则采取和倭
寇合作的办法，他们也变成了倭寇。
他们组织船队出去，能够做买卖就做买卖，不能做买卖就抢。
因此，倭寇主要是日本海盗，但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中国人。
除了倭寇之外，当时还有一种情况，即在16世纪初年(1513年)，葡萄牙人到东方来了。
这些葡萄牙人一方面进行通商活动；另一方面也进行海盗活动。
不但进行海盗活动，而且占据了我国福建沿海的一些岛屿。
1546年，也就是日本的“战国时代”，倭寇对沿海的侵略更加严重了，浙江宁波一带受到严重的损害
。
明朝政府派了一个官员总管浙江、福建两省的军事，防御倭寇。
这个官员叫朱纨，他坚决执行禁海方针，任何人都不许出去。
坚决用军事力量打击倭寇，打击葡萄牙海盗。
把抓到的九十多个海盗头目——有日本人，有葡萄牙人，也有中国人——都杀掉了。
这样一来引起政治上的一场轩然大波。
因为被杀的这些人里面，有一些是沿海的大地主派出去的，把这些人杀了，就损害了沿海大地主阶级
的利益。
这些大地主集团在北京中央政权机构里的代言人(主要是一些福建人)大叫起来了，他们向皇帝控告朱
纨，说他在消灭海盗时，错杀了良民和好百姓。
这样就展开了政治斗争。
在政府里和地方上形成两派：一派要求对外通商，一派反对通商。
大体上沿海一些大地主坚决主张通商，而内地一些大地主反对。
为什么内地的大地主反对呢？
因为他们不但得不到通商的好处，而且海盗扰乱的时候，还要出钱，他们吃了亏。
通商派和反通商派的斗争很激烈，代表闽浙沿海大地主利益的许多官员都起来反对朱纨。
朱纨也向皇帝上疏为自己辩护，并且很愤慨地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易，
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这样，浙江、福建沿海的大地主集团更加恨他，对他的攻击更厉害了。
结果明朝政府就把他负责的浙江、福建两省的军事指挥权撤销了，并且派了一个官员来查办这件事。
最后朱纨在“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的情况下自杀了。
朱纨失败了，倭寇问题没有解决。
1552年之后，情况更加严重。
在浙江沿海一带，倭寇长驱直入。
一直到1563年的十一年中间，不但江苏、浙江、福建的许多城市、农村受到倭寇的烧杀、抢劫，倭寇
甚至还打到南京城下，打到苏州、扬州一带。
这个时候，明朝的军事力量已经腐化了。
明朝在地方的军事制度是卫所制，一个卫有5600人，一个千户所有1120人，一个百户所有120人。
军队和老百姓分开，军户和民户分开。
军人是世袭的，父亲死了以后，儿子接着当兵。
明朝初年的军事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因为它有经济作基础。
那时，明朝实行屯田政策，军队要参加生产。
办法是国家拨一部分土地给军队，军队里抽一部分人，参加农业生产。
自己生产粮食供应军队的需要，国家再补贴一部分。
所以，尽管军队的数量很大，最多时达到二百多万人，可是国家的财政开支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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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由于许多地主官僚把屯田吞没了，把军队的钱贪污了，所以屯田的面积愈来愈小，粮食收入愈来
愈少。
同时，有些军官把士兵拉来替他搞私人劳动，在家里服役。
此外，由于军队和老百姓是分开的，军户和民户是分开的，军人的服装、武器要自备；把河北人派到
云南去，山东人派到浙江去，世世代代当兵，结果部队中逃亡的比例愈来愈大。
从明朝初年一直发生军队减员的现象，以后愈来愈严重，往往一个单位的逃亡比例达到十分之七八，
一百人当中只剩下二三十人。
怎么办呢？
明朝政府就采取这样的办法：张三如果逃跑了，就把他的弟弟、侄子抓去顶替。
如果他家里没有人可以顶替，就抓他的邻居去代替。
但是这些被抓去顶替的人又逃跑了。
所以军队数量愈来愈少，质量愈来愈低。
军官也腐化了。
从明太祖到明成祖，在沿海建立了许多军事据点，组织了海军，建造了一些战船。
到这时这些战船因为用的时间太久了，破破烂烂，不能再用了。
按照规定，船过一定时期要修一次。
可是由于修船的钱也被军官贪污了，没办法修，所以战船愈来愈少。
由于上面这几方面的原因，明朝的军事力量腐化了，军队不能打仗了。
在1552年之后，往往是数量不多的倭寇登陆之后，一抢就是几十个城市，抢了就跑。
各地方尽管有很多军队，但是不能抵抗。
人民遭受到深重的灾难。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倭寇所侵犯的这些地区都是粮食产区，是最富庶的地方。
像江苏(包括长江三角洲)、浙江及福建沿海地区，都是最富庶的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这些地方长期遭到抢劫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到1564年才改变这种局面。
这时，出现了戚继光、俞大猷等有名的军事将领。
戚继光看到原来的军队不能作战了，就自己练兵。
他了解浙江义乌县的农民很勇敢，便招募了义乌县的农民三千人，成立了一支新军，进行严格的军事
训练。
他根据东南地区的地形，组织了一个新的阵法，叫做“鸳鸯阵法”。
这个阵法的主要特点是各个兵种互相配合，长武器和短武器结合使用。
更重要的是他有严格的军事纪律，对兵士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经过二三年之后，他的这支军队便成了最有战斗力的军队。
当倭寇侵入浙江的时候，在台州地区，戚继光的军队九战九胜，把浙江地区的倭寇消灭光了。
以后把福建地区的倭寇也消灭了。
他和俞大猷及其他地区的军事将领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彻底解决了倭寇问题。
可是，在倭寇问题解决之后，又发生了新的问题。
这时日本国内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幕府被推翻了，新的军阀起来了。
这就是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用军事力量统一了国内。
不过这是表面上的统一，实际上国内各地还是一些封建领主在统治着。
这些封建领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不能完全控制。
为了把尚未完全控制的封建领主(大名)的目标转向国外，并消耗他们的实力，以稳固自己的统治，于
是丰臣秀吉就发动一次侵朝战争，派军队去打朝鲜。
他写信给朝鲜国王，说他要去打明朝，要朝鲜让路，让他通过朝鲜进入我国东北，他的军事野心非常
狂妄，准备征服整个中国，然后把他的天皇带到中国来，以宁波为中心，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
步骤是：第一步占领朝鲜；第二步占领中国；第三步以中国为中心，向南洋群岛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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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这样的形势，明朝政府怎么办？
有两种主张：一种认为日本打朝鲜与中国无关；另一些人看到了唇亡齿寒的关系，认为朝鲜是我们友
好的邻国，丰臣秀吉占领朝鲜以后就会向中国进攻，因此援助朝鲜也就是保卫自己。
经过一番争论，后一种意见占了优势，明朝派了军队出去援助朝鲜。
这时候，朝鲜已经很混乱，大部分地区被日本军队占领，国王逃跑。
明朝政府动员全国的力量来帮助朝鲜，前后打了七年(1592-1598)。
由于中国人民的援助，朝鲜军队的奋勇抗战，特别是朝鲜海军名将李舜臣使用一种叫“龟船”的战舰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最后把日本侵略军打败了。
1598年，丰臣秀吉病死。
日本侵略朝鲜的军队跑掉了，战争结束了。
所以，我们和朝鲜的历史关系很深远，在甲午战争前三百年，中国就出兵援助过朝鲜，共同反抗外来
的侵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我们的经济还没有恢复，美帝国主义就越过“三八线”，向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进攻。
情况很严重。
我们又进行了抗美援朝运动，派出了志愿军支援了朝鲜人民。
这一段历史使我们得到这样的认识：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是这个时代才有，而是有其长远的历史原因。
它总是要侵略别人的，从倭寇起，以后不断地向外侵略，1598年侵略朝鲜，甲午战争时期占领我国东
北，1937年以后占领了我国大部分地方。
我们进行了抗日战争才取得了胜利。
要了解和熟悉日本的情况，必须要了解和熟悉我们自己的历史情况，这样才能对我们很接近的国家有
正确的看法。
当然，说日本的军国主义有长远的历史原因，绝对不等于说日本人民都是侵略者。
如果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错误的。
但是日本的统治者，不管是过去的封建主，或者是近代的军国主义者，都是侵略成性的。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联系。
但是在近代的半个多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了灾难。
现在中日两国人民，都要从惨痛的历史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使惨痛的历史永不重演，建立和巩固
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明朝的历史情况与过去不同。
与倭寇的斗争，与蒙古贵族的斗争贯穿着这个时代。
明朝以前没有这样的情况，明朝以后也没有这样的情况，这是明朝历史的特征。
要抓住这个特征才能够了解明朝人民的负担为什么那么重。
因为北边有蒙古问题，沿海有倭寇问题，就要有军队打仗。
军队要吃饭，要花钱，这些负担都落在人民身上。
所以明朝的农民受着无比深重的苦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明朝开国一直到灭亡，都不断发生农民战争。
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分布地区之广，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和明朝相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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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吴晗是中国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专攻明史长达数十年，成效卓著。
毛泽东称赞他“成就未可限量”。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明史研究的高峰，现在要找能够与那个时代的明史学者如吴晗、郑天挺、孟森
并驾齐驱的人很难。
    复旦大学教授  樊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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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吴晗说明史》内容简介：读史可以明智，尘封70载，《明史》首次单独出版，毛泽东最为赏识的著
名历史学家吴晗，讲述真实的大明朝历史，揭秘朱元璋的统治艺术。
朱元璋的人生对我们极有启发，每个人都应该自强不息，奋斗不止，成就自己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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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吴晗是中国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专攻明史长达数十年，成效卓著。
毛泽东称赞他“成就未可限量”。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明史研究的高峰，现在要找能够与那个时代的明史学者如吴晗、郑天挺、孟森
并驾齐驱的人很难。
                                                    复旦大学教授  樊树志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历史上很多人都想成为帝王，然而真正起自底层而成功的也只有汉高祖和明太祖两人而已。
 元朝后期上层社会腐化堕落，暴虐无道，灾害频仍，饿殍遍地，而汉人的生活尤为艰难，朱元璋就是
这穷苦挣扎中的一分子。
他在皇觉寺出家，除了服侍方丈一家之外，还要四处化缘乞讨。
虽然做了和尚，但他被怀疑私通红巾军，有被抓处死的危险。
于是他投奔红巾军领袖郭子兴，加入了革命的队伍，深受郭子兴赏识，且把义女嫁给他——这就是马
皇后。
 朱元璋从此开始了人生的新阶段，但他的命运仍然掌握在别人手里，他仍然需要等待时机。
面临红巾军内部的纷争，他及时出走，拉出自己的队伍，开始笼络人才，培植自己的势力。
利用刘伯温和李善长的足智多谋，利用徐达和常遇春的英勇善战，东战张士诚，西灭陈友谅，计除韩
林儿，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地盘，直至登上皇帝的宝座。
 为了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他把所有大权收归自己，总揽一切事务，废除宰相制。
为了朱家王朝根基永固，他大肆屠杀功勋旧臣，对文人学士无情打击。
同时建立锦衣卫，侦伺臣民。
   他虽然跻身统治阶层，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他了解下层人民生计的艰难，所以宵旰夜食，
勤勉办公；知道贪官污吏的可恨，对官僚阶层屡屡痛下杀手，企图根除腐败，然而，杀了一批，又出
一批，以致绝望。
这是他个人，是时代，也是整个人类的局限。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是残酷的；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又是可悲的。
    朱元璋的人生对我们极有启发，每个人都应该自强不息，奋斗不止，成就自己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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