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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断章一  天罗地网　　&ldquo;十八日晚上，我们抵达京城，想到城里戒备森严，必须找到合适的
藏身之地才行。
有一位宗都督，他父亲宗礼在世宗时为国捐躯，先人与其有交情，我与宗家有世谊，希望可以凭这点
交情暂时先住在宗家吧。
　　&ldquo;十九日，(不敢说是为了周顺昌的事情)编造了个理由到了宗家。
然而宗都督的长子在外地做官不在家，只有二子某太医、三子某文学在家。
两人(听到求宿的消息)愁眉苦脸地互看一眼，说道：&lsquo;今非昔比，就是皇亲国戚、公侯之家也都
人人危惧。
如果留宿的客人出了事，就得十家连坐!您从外地来我家，只怕邻居已经有人在秘密监视了，您还是走
吧!&rsquo;　　&ldquo;(我没有办法，看来住在宗家是不可能了，不，只怕京城任何一个熟人家都不能
住了。
)便求只住一个晚上，好让我想想今后之事，两人摇头。
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将行李先寄存宗家，准备轻身上路寻个可住之地。
可没想到，连行李暂放也被拒绝了。
　　&ldquo;不得已，我们主仆三人只能离开宗家，在京城里找了一间旅店暂时安息。
&rdquo;　　&mdash;&mdash;朱祖文营救被下锦衣卫诏狱的周顺昌的日记《北行日谱》节选。
周顺昌之事详见第六章　　断章二  天罗地网　　&ldquo;庄烈帝(朱由检)怀疑自己手下的大臣，(他用)
王德执掌东厂，以惨烈刻薄的手段辅佐自己，吴孟明管理锦衣卫，只是随东厂意愿而动，不敢有丝毫
违抗。
而镇抚司的梁清宏、乔可用朋比为恶，只要是士绅富豪人家，必定会有(缇骑)往来侦缉踪迹。
所以(这些人)都早睡晚起，起来也不敢多说话，听说有厂卫的人来了，有如大盗登门抢劫一
般&hellip;&hellip;稍有拂逆，他们就立即百般构陷，找出只言片语的过失，往往株连多达数十
人&hellip;&hellip;&rdquo;　　&mdash;&mdash;译自《明史&middot;刑法志》　　断章三  人情冷暖　　
槛车尘逐使车辕，一路知交尽掩门。
犹喜多情今夜月，斜窥树隙照离尊。
　　&mdash;&mdash;被杨涟连累抓至锦衣卫诏狱的顾大章，写于押送京师途中。
杨涟之事详见第六章　　断章四  镇抚司狱　　锦衣卫镇抚司诏狱不比三法司。
诏狱设在地下，牢房的墙壁厚达数仞，即使隔壁声嘶力竭地呼喊也听不到。
探视之人送进来的东西，必须经过好几次查验，如果送的是食物，犯人拿到手的不过十分之一。
诏狱还不许点火，即使严冬，也得吃冷饭，穿凉衣。
家人不但不能进入，也不许见面，唯一能见面的地方只有审问时的大堂，只有那时可以在堂下遥遥地
看上一眼而已。
　　&mdash;&mdash;译自明人笔记《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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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初朱元璋设立锦衣卫，逐步杀戮开国功臣，最终废除了宰相制度，使得君主的权力空间强大。
     在这场云波诡谲的政治斗争中，锦衣卫演绎着古代版的《无间道》。
     日后，宦官在政治生活中，成了主角。
锦衣卫由皇帝的私兵，变成了这些太监的私兵。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罪恶事情，在这一段时间发生了。
     这极其惨重的代价，令愚忠者们警醒，明末知识分子开始提出了限制君权的政治思想，这也可算是
历史对特务组织锦衣卫血腥杀戮的一点儿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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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夜行独狭，是木易和季明为写作本书合用之名。

     木易，山东人氏，非一流大学号称历史系出身。
历史文化博大情深，未来的启示往往存在于过去的历史之中，而对于历史的多样化理解正是本人致力
的一个方向，唯愿在古老的过往与今日的喧器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季明，四川人氏，建筑经济学科出身。
生性好文，弃经济而就文学，文章既是直抒胸脆，若不得三五知已共赏，恺非平生感事？
自然学识尚浅，著述未丰，经略之间，惟以一份诚事挚人，待己、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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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应天府也就是后来的南京，当年八月，明军
杀入元大都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城，正式宣告取代元朝成为中华之主。
　　打下江山不忘旧人，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就大封功臣，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他还下敕给中书
省，里面说道：&ldquo;诸位文臣武将，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九死一生，开疆拓土，建立大明朝。
遗憾的是，有些功臣含辛茹苦，但却过早地去世，令朕深感痛心。
为此，朕命令相关部门，在鸡笼山上建立功臣庙，封其爵位，并塑像祭祀之。
&rdquo;　　从来皇帝封功臣，最大奖赏莫过于死后配享太庙，让后世皇帝也时常祭祀怀想，功臣名爵
可与整个王朝相始终。
朱元璋却别出心裁，在配享太庙之外，另立一个单独的功臣庙，把和他一起打天下的人按功劳分成三
六九等，供在功臣庙里受人间香火。
鸡笼山功臣庙位于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郊，在朱元璋之时，就是位于首都郊区，得入功臣庙，在当时
的文臣武将来说，乃是所谓从龙功臣莫大的荣誉。
　　从洪武二年诏建功臣庙，到洪武八年（1375年），功臣庙里一共供奉了三百零九位功臣。
彼时已经死了的功臣塑像祭祀，还在世的则虚位以待。
然而活人接受香火，总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情&mdash;&mdash;和死人在一起排座次受香火，莫不是也
把我当成死人么？
这种想法自然只敢在功臣们的心里绕一下，很快就得驱散开，更不敢说出来&mdash;&mdash;又不是真
的想死，何必说出来找死呢？
　　大明朝刚刚建立，功臣们分得高官厚禄，尤以中书省之官最为显耀，却也最为朱元璋所忌惮。
我们所熟知的明初文臣之首莫过于刘基刘伯温，在民间传说中，此公既有济世之才，也有通天之能，
五行八作、阴阳卜卦无所不晓，是个可与《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相媲美的神仙或者说妖人一般的人
物。
但实际上，朱元璋最为亲近和信赖的文臣却并不是刘基，而是李善长。
　　最先做上宰相位置，和朱元璋的皇权发生冲突的人，也正是李善长。
　　李善长在朱元璋的功臣中，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从他的际遇，正可以看出朱元璋对于功臣们的心
理变化轨迹。
　　李善长投奔朱元璋那一年，已经是一位四十岁的小老头了。
当时义军四起，有雄心者如朱元璋、陈友谅等等，内心都存着&ldquo;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rdquo;的狂野想法，而对于李善长这样的文人来说，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当君主的材料，但
和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一样，当时像他这样的小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莫过于辅佐一位明君复兴汉
家天下，成为千古留名的贤臣、名臣。
　　现在我们无从得知李善长如何度过他的童年与青年时代，我们只能看到的是，他站在朱元璋面前
，朱元璋问他：&ldquo;我们现在到处打仗，你看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天下呢？
&rdquo;　　面对那位相貌丑陋，比自己小上整整十四岁的青年将领，李善长从容作答：&ldquo;秦末
乱政，刘邦起自布衣，他胸襟豁达，知人善任，且不嗜杀，只用了五年便得到天下当了皇帝。
现在的情形和秦末相似，天下四分五裂，你是濠州人，离刘邦起事的沛地不远，山川相连，王气在你
。
若能效法刘邦，则平定天下不在话下。
&rdquo;　　这一番话，既真实地看到了天下的形势&mdash;&mdash;四分五裂，又展示了通向成功之
路的方法&mdash;&mdash;知人善任且不嗜杀；更重要的是，巧妙地恭维了朱元璋本人&mdash;&mdash;
朱元璋起自寒微，比诸刘邦还远远不如，刘邦好歹还当过个小小的亭长，家里不愁吃穿，但翻遍史书
，境遇差不多而又成事的皇帝只此一位，所以就以刘邦作比。
当然所谓家乡比邻，王气相连之类的鬼话，朱元璋内心未必赞同，但在李善长的分析之下，他的雄心
自然更为膨胀。
要知道那时候朱元璋只是濠州帅郭子兴帐下的一员部将，本分之心应该是辅佐郭子兴才是，而李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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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当面说出效法刘邦的话来，朱元璋不但不治李善长的妄言之罪，反而留下这个书生，从此倚为心
腹，其心意究竟如何，可谓昭然若揭。
　　这一段英雄际遇，直可上追诸葛亮初见刘备时的隆中对，同样是对天下大势的合理分析和成功路
线的正确把握，同样是君臣一见倾心，从此效忠不二。
但时光已跃千年，刘备与诸葛亮君臣关系的善始善终，并不能套用在朱元璋与李善长之间。
　　李善长之于朱元璋，作用可比萧何之于刘邦、诸葛亮之于刘备，虽然不曾亲身上前线去指挥过战
斗，但在后方积聚粮草、举荐人才、处理政务，所谓&ldquo;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rdquo;，
可称得上是朱元璋的左膀右臂。
朱元璋对李善长当然也极为信任，在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第一次大封功臣的时候，统共只封了
六名公爵，李善长身为文臣被立为首功，位在徐达、常茂（常遇春之子）、李文忠、冯胜、邓愈之上
。
这六公中，除了李善长，都是元末明初最著名的将领（或者遗孤），为实现朱元璋&ldquo;驱逐胡虏，
恢复中华&rdquo;的目标而冲锋陷阵，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mdash;&mdash;六公中本应有常遇春的
，但他在洪武二年就已经去世，朱元璋并不因人死而忘情，让他的大儿子常茂承袭了国公的所有荣誉
。
顺便一提，常遇春的女儿是皇太子朱标的正妃，而常家也因此在以后的靖难之役中左右为难，无从选
择，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六位国公里有五员武将，在开国之时属于正常现象，但李善长以文臣之姿成为国公，且为六人之
首，既可见李善长之功大，更可见朱元璋对他是多么的宠信。
　　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另外授予他免死铁券，免二死，子免一
死&mdash;&mdash;你要是犯了死罪，注意，还不是一般的罪，出示免死铁券就可以保命。
而且&ldquo;免二死&rdquo;，可以犯两次死罪，保两次命！
&ldquo;子免一死&rdquo;，连你儿子犯了罪也可以不用死。
　　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我们可以设想，从此之后，这面铁券必定被供奉在李家最幽深最重要的宗
祠里，作为李家的荣誉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铭记大明皇帝的恩德，从而更为忠诚勤勉地为大明皇帝
效犬马之劳。
　　当然，得到铁券的不只李善长一个人。
&ldquo;凡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
&rdquo;&mdash;&mdash;可笑的是，这道铁券日后看来，却仿佛是催命符，在洪武朝中后期的大屠杀
中，有铁券的家族几乎全都卷入其中。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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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锦衣卫这个光鲜的名字，背后的含义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特务制度。
特务制度作为君主控制群臣、维护皇权的手段，历代都有，但都是暗中为之，不敢招摇过市，为何在
明朝却将其公开化、制度化、并且组建了相应的政府机构？
　　组成锦衣卫的武功高手，是否都是形象俊美、身着锦衣、冷酷无情的帅哥？
这些人从何而来？
他们的归宿又是怎样？
　　锦衣卫从创立之初，曾经令贪官污吏闻风丧胆，保持了明初一百年的吏治清廉，但是如何异化成
为了一种打击贤良、淘汰忠臣的缺席？
最终掏空了明朝的，摧毁了明朝的向心力。
在最后的时刻，空空朝堂，只剩崇祯一人，孑然而立&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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