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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以“朱元璋”为题，但读者将要看到的，并不是一本《朱元璋传》。
关于朱元璋的传记，前人早就有了，而且不止一部两部。
为一般读者熟知，又得到专业人士认可的、则有吴晗先生多次改写、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定稿的《朱
元璋传》，和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陈梧桐先生撰写、初版于1993年的《洪武皇帝大传》。
就我个人而言，虽然对这两本再版多次、印量极大的书都保留有自己的看法，但还是认为，经过像吴
晗、陈梧桐先生等前辈学者的努力，关于朱元璋的基本史实，是早已考证清楚了，再写朱元璋的传记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写朱元璋传已失去必要性，而我对朱元璋又实在有着莫大的兴趣.怎么办？
幸好，前人留下了一个空档，这就是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朱元璋，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无人去
做。
什么是政治文化，套用一些概念，那么它指的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人们参与现实政治生活过程的经验积
累，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整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
抛开缠夹的术语，通俗地说，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朱元璋，就是看朱元璋身上有多少历史因袭
的影子.他又改造了哪些传统，在现实政治生活里他采取的种种举措，放到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中，能否
有一个合情或合理的解释，而这些措施又结出了什么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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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是国内第一本将朱元璋“个人业绩”和“历史功罪”清晰区分的书；
国内第一本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以现代公民眼光评判帝王的书；国内第一本在专业史学和草根史学
中间，倡导“中间代史学”的书；国内第一本叙述平易，又有很强的思想性、批判性，且避免了学术
硬伤的皇帝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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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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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
草莽中崛起的枭雄前辈著名史学家孟森先生说过，中国历代帝王中，只有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
“得位最正”。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这两人出身微贱，非豪门世家，起事之初都没有任何凭借。
而这两人中，要比“没有凭借”这一点，朱元璋无疑要过硬得多。
刘邦大小是一个亭长，家中还有几亩良田，朱元璋则到了靠做游方僧人、当乞丐来填饱肚子的地步，
是货真价实崛起于草莽的一代枭雄。
最初，朱元璋在元末大乱中加入红巾军之一支一郭子兴的部队，本来是乱世下混饭吃、谋自保，一种
没有办法的办法，后来他当上了皇帝也并不讳言这一点。
然而就是这一权宜之计，最终催生了一个新朝和新主。
朱元璋为什么能够崛起？
和其同时的乱世英豪很多，为什么成功的偏偏是朱元璋？
神话很荒诞，天资是事实朱元璋从投军自保，到独挡一面，最后又在逐鹿群雄中脱颖而出，最先抢得
“神器”，说他不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我是不信的。
这种天赋，旧史家曾附会神异之说，竭力让人相信朱元璋荣登宝座是天命所归，后来的人们，因为不
信天命之说，则又完全否定朱元璋的天纵之才。
在我看来，两者都失之于偏。
朱元璋小时候替人牧牛的一则故事已经证明了其天分。
据《龙兴慈记》记载：有一天，朱元璋和几个同村伙伴到山里放牛，遇上雷雨，避雨闲谈中，大家都
称肚饥，感叹没有好东西吃。
朱元璋说我们面前这么多牛，为什么不杀它一头解解馋呢？
说干就干，很快一头小牛就被他们烤熟吃光了，美餐之后才感到后怕。
朱元璋出主意说，我们把牛骨牛皮和血迹都弄干净，把牛尾巴插进一条石头缝里，就说是小牛受惊掉
进裂缝里了，田主能把我们怎样？
回去后这般编说的朱元璋虽然挨了一顿打，可是田主也只好自认倒霉。
这个故事不见于他书，是否属实有待考订，但朱元璋在这个故事中表现出来的性格却和成年后的他决
无二致。
如果属实，则朱元璋的智商和情商在幼年时就已显示高人一头：在别人意想不到处能拿出办法，这是
智商；一旦事情不妙，也勇于面对，有魄力，能担当，这是情商。
朱元璋投入到郭子兴军中，从最低级的步卒开始做起，一步步升迁，逐渐进入主帅郭子兴视野，直到
妻之以义女（即后来的马皇后），其中没有一点侥幸成事的成分，而是以乱世中实实在在的军功和智
略来奠定其地位的。
自然，朱元璋之所以在郭子兴军中鹤立鸡群，也还要依靠“鸡”的“衬托”。
起初郭子兴的手下将领并不服他，一起开会议事，都抢着坐正位，朱元璋有意后至，坐一末席，可是
等到商讨公事的时候，那些昂昂然坐在正位的人，却变成了木偶，只有朱元璋“剖决如流，咸得其宜
”，于是“众心稍屈服”。
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那些趁着天下大乱起兵造反的人，因为不学无术，只懂劫掠不知大计，没啥稀
奇，同样没有读过书的朱元璋为什么能够高人一头？
这与他长期流浪所培养的深厚阅历有关，虽然不知书却人情练达世故洞明，但毫无疑问，对每一个流
浪儿来说，这种底层漂泊的经历不一定都能变成宝贵的财富，这里当然是有某种先天的东西存在的。
策略最重要除了天分，朱元璋的策略得当，则是其终能成功的最为关键的要素。
讲到策略，第一要说到收服人心。
“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国自古以来窥伺神器的人都对这句话耳熟能详，然而虽然熟悉，临到自己行
事时，许多人却常常要忍不住把它抛在一边，原因就在于面对眼前的现实的利诱，不能克制自己的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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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朱元璋的高明就在于懂得区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更懂得为了长远利益而克制自己的欲望。
为了收服人心，朱元璋做了两件工作，首先是笼络读书人，也就是所谓礼贤下士，不论是隐居的，还
是下野的元朝旧吏，也不论是真有才干，还是仅拥虚名，朱元璋都要访求，都要加以礼遇，并听取其
谏言。
在当日读书人拥有广泛资源和深厚人脉的社会，朱元璋的这一动作不仅具有强大的暗示作用，能安定
一地之人心，而且更因网罗了像刘基、朱升这样的奇才异士，等于建立了一支其他群雄无法比拟的强
大智囊团。
在收服人心上面，朱元璋其次是能够较好地约束军纪。
关于这一点，因为史料所载不尽相同，史家们一直有歧见。
明朝官修的资料，如《太祖实录》等自然是竭力宣传朱的部队是仁义之师，朱元璋登基后也夸口说，
他的成功经验就是“不嗜杀人”，然而其劫掠的事实却留在了一些野史上。
究其实，现在可以认为，朱元璋的部队在当时的形势下，要争战，要有供给，绝不可能真正做到秋毫
无犯，完全没有劫夺民家财产和妇女、胡乱杀人的行为，但和其他部队相比，其军纪相对较好是毋庸
置疑的。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乱世之中老百姓的要求极低，别人杀人盈野，据史籍记载有的部队更有食人之
举，而朱元璋只要稍加节制，就特别能够彰显其仁义，使天下之民望风归附。
朱元璋策略得当的第二点是，哪怕战术上偶有疏忽，战略层面上却几乎完美无缺。
先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这是安徽老儒朱升的献计意思是要朱元璋在实力尚未笑傲群雄的情势下，先建立稳固的后方确实保障
后勤的供给，同时还要避免做出头椽子。
试观后来朱元璋的一系列部署，无一不是依计而行，朱升乃名垂史册。
但实际上，朱元璋对朱升的嘉许，正是因为这和他原来的思想如出一辙，他自己只不过未在朱升之前
系统归纳罢了。
早在蛰伏于郭子兴军中时，他就已经领略了“缓称王”，以避免树大招风，偷偷发展实力的妙处。
郭子兴器小易盈，打下巴掌大一块地方，就想关门称王，几次都是在朱元璋苦谏下而作罢。
而通过屯田，以解决军需，则早就是朱元璋的拿手好戏，他后来还曾以此自矜，说有了屯田政策，就
可养兵百万，而不用民一钱。
逐步翦除群雄，这是朱元璋的宿愿，但究竟如何实施，孰急孰缓，则颇可思量，稍有不慎，小者实力
和地盘受损，大者甚至会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
当时局势是，中原有元朝大军，实力还十分强大，却被红巾军所纠缠，一时无法把触角伸到朱元璋所
在的江淮地区，对元朝势力，朱元璋采取的是虚与委蛇的态度，而在他自己所在的江淮地区，面对陈
友谅和张士诚这两大劲敌，则无疑是你死我活，非出于全力争胜不可。
但究竟是先解决陈还是张，这是一个让人踌躇的难题。
先解决张士诚有一大堆理由，比如张士诚盘踞在江浙，和朱元璋接壤，符合“远交近攻”这个通常的
战理，又比如张士诚相对陈友谅实力稍逊，易于解决，⋯⋯但朱元璋最终选择的是先灭陈，再灭张。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策，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在先解决张还是先解决陈的问题上，朱元璋为什么要违背常理？
朱元璋即帝位后，曾与诸臣讨论过这个问题。
他说：“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
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
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
”所谓牵牛要牵牛鼻子，尽管有许多让人一时难以决断的因素的干扰，只要透过纷繁的表象抓住要害
就够了。
这个要害就是，朱元璋比谁都更了解他的这两大劲敌。
陈友谅有争雄天下之心，又十分好斗，而张士诚则只图自保，所以，如果舍陈而攻张，凶悍的陈友谅
绝不会甘于旁观，一定会倾城出动，使朱元璋陷入两线作战的绝境，如果先攻陈，在姑苏（即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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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且偷安的张士诚是不会冒险出击的。
朱元璋看得很准。
有人说这一决策为刘基所上，即使属实，朱元璋采纳之也表明他自己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朱元璋消灭陈、张两大劲敌后，在如何击破元都的问题上又面临着一次抉择。
当时勇冠三军的常遇春主张挟连胜之威，挥师直捣元都北京，一战成功，被朱元璋所否决。
因为他看到，从自己的根据地江淮到北京有漫长距离，而听命于元朝的军队散布于陕西河南等地，一
旦攻北京坚城持久而不能下，势必援兵四集，进退两难。
朱元璋制定的先取山东、河南、陕西，逐步撤除元都之屏蔽，然后从容兵临北京城下的进军路线，最
为明智和稳妥。
没读过多少书，但依靠阅历和军旅磨炼，朱元璋在军事上堪称名副其实的战略家，其征战生涯中几乎
很少打败仗，原因就在于他目光远大，又能谋定而后动。
权术不能不讲朱元璋策略得当的第三点是将权术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是有雄才大略的人，却很注意韬晦。
在下决心解决对手之前，他都会拉下架子周旋一番，对元军是这样，对陈友谅、张士诚和其他群雄都
曾经示好，仿佛温情脉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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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国内第一本在专业史学和草根史学中间倡导“中间代史学”的书，挑战吴
晗，PK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
朱元璋为什么非要置李善长于死地呢？
这就要说到权力学的一条原理。
根据权力学原则，最高统治者与属下之间需要一个权力空白区，这时最高统治者在心理上才会感到安
全。
宋太祖赵匡胤的一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堪称这条原理的最形象的阐释。
所以太近则生疑，生疑则要吃人。
在“服毒及其反应”这项测试中，不能不承认，明太祖是非常敬业的，他不但认真记下了服毒者的神
态和生理上出现的种种异常，还对其逼近死神时的心理高度关注。
整段文字，给人的感觉是细致入微、绘声绘色，完全能够想象，当事人明太祖从中获得了多么大的心
理满足⋯⋯这里出现的明太祖简直就是一个鉴赏家。
在物质享受上，称帝后的朱元璋，其场面肯定是无与伦比的，身旁的儒生也早已给他制定了一整套象
征帝王权威的礼仪，他的举手投足，乡土味都越来越淡，但其视野还是走不出他少年时的那个乡村，
其治国的理念仍然牢牢地建立在小生产者理想的基础上。
朱元璋固然也有一些善政和成绩，但其却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海禁、阻止工商业发展、思想文化
专制等等，影响却是绵延后世，让任何一个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不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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