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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燕王朱棣如何取得“靖难之役”的最终胜利？
明朝嘉靖皇帝时期的“壬寅宫变”又是怎么回事呢？
陈圆圆晚年的归宿究竟在何处？
孝宗朱祐樘可能是中国皇帝中惟一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帝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    本书为你详尽地展现了统治中国历史276年的明朝使六帝争夺皇位的血腥斗争和专制残暴统治，
演绎出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迷案。
本书揭示的迷案扑朔迷离，诡谲多变；讲述的故事惊心动魄、曲折离奇，是一部集知识性、趣味性于
一体，极富欣赏价值的历史揭密之作。
    本书揭示了迷案扑朔迷离，诡谲多变；讲述的故事惊心动魄、曲折离奇。
是一部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极高欣赏价值的历史揭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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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晚年残暴之谜    朱元璋以威猛治国，严刑峻法。
洪武四大案牵连数十万人众，文字狱更是以令人荒唐可笑的原因杀掉众多文人。
满朝文武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每次上朝之前便与家人相告别一次，因为不知下午回家脑袋是否还在
脖子上，有的甚至装疯卖傻以求余生。
朱元璋因此也落得个疑神疑鬼、草木皆兵的暴君之名。
    开国皇帝杀功臣，一向是敏感话题。
由于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开国元勋的特殊贡献与特殊地位，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现象，
这对于朱元璋这个权势欲极强，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无法容忍的。
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权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将们以为开国有功，趾高气昂，飞扬跋扈，如果不加以
制服，那么他的子孙继位之后，局面将会不可收拾。
这样，矛盾激化了。
于是，朱元璋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了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
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
朱元璋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先后开刀，然后蔓延株连，把那些
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以及那些并不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处死，
形成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页。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的开国战争中，除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政治才能之外，还主要依靠了一批优秀
的武将文臣，因此他深悟“武定福乱，文致太平，文武兼备，事乃得济”之理。
但是他晚年杀戮了众多的功臣宿将，与他开国之时的做法完全不相同。
朱元璋的晚年为何如此残暴？
    一说朱元璋残暴不为别的，只为社稷。
当年带领文臣武将打天下时，他们是太祖的左膀右臂，而建国之后，则成为太祖的一块心病。
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退位在即，而太子仍很文弱，不能不令朱元璋痛下杀手，显示出政治家阴险毒
辣的一面，所以说朱元璋的残暴不在于其本人，而在于他与别人位置的不同，他坐到了皇帝的座位之
上，要保皇位，必须痛下杀手。
    还有人认为，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弄清威猛治国这四大案中的人真的都是因冤枉而死的吗？
仔细分析这四大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主要是对开国功臣的剪除。
当时随着全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一些开国元勋、文臣武将恃功傲世，骄横跋扈，贪赃纳贿，结党营私
的不法事情时有发生。
为了巩固朱明王朝的统治，为了确保大权不旁落，朱元璋只得使昔日的患难兄弟、依仗的爪牙，成为
他今日刀下之鬼。
胡惟庸狱案和蓝玉狱案，史称“胡蓝党狱”，前后达14年之久，被诛杀者5万多人，开国元勋，文武耆
旧，几乎被朱元璋诛杀殆尽。
这些大狱之兴，既是朱元璋巩固其统治、加强皇权的必然方针，也是这些功成名遂的文武大员们恣意
专横的下场。
    至于空印案和郭桓案纯粹就是一场对贪污腐化的严厉打击。
官吏的贪横，无止境地的剥削，也就不能不迫使饥寒交迫的人民起来反抗，“官逼民反”，为了缓和
封建统治阶层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巩固统治者基础，朱元璋对地方官贪污害民的，集中力量、全
面大规模地加以无情地打击是势在必行的。
    对于文人，朱元璋曾有一条特别法律：“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意思即是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只能被杀。
由于朱元璋认为“世乱则用武，世治宜用文”。
除过一部分文人被朱明朝廷所用外，部分士大夫不肯为朱元璋所用，朱元璋便用特殊的法律、监狱、
死刑，以致抄家灭族一套办法，强迫他们出来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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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一部分人不肯合作；另一方面新朝又非强迫他们出来合作不可，这样便展开了统治阶级内部另
一方面的长期流血斗争。
结果，一部分封建文人不满意朱元璋的统治，朱元璋也痛恨这些人胆敢抗拒，用尽一切方法镇压，这
种对立形势越来越显著了。
在不知不觉中，朱元璋开始特别注意文字细节和他自己出身经历的禁忌，吹毛求疵，造成了洪武时代
的文字狱。
但是几乎每个有名的皇帝，都有过或多或少的文字冤案，如康熙、乾隆等。
    因此，可以认为，对朱元璋晚年的残暴不能简单地否定。
他作为一个开国皇帝，不但统一了全国，发展了生产，使社会历史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吏治方面，对
贪官污吏的惩治极为严酷，使吏治也多有建树。
但是，他整顿吏治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朱家王朝，他区别官吏是非标准是凭个人意志，因此往往刚愎专
断，残暴地过多地滥杀官吏。
    对于朱元璋晚年残暴的心理，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
    除了同意朱元璋如此做是为了“保社稷”之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出于他多疑的性格。
他生性古怪，往往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分明是故意找茬子，显示出“稍有触犯，刀锯随之”的暴戾
乖张。
    这些说法皆有理有据，但是保权和多疑的性格古怪是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其所处的位置而变得
多疑。
儒学讲究修身、齐家、平天下，总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总想管点事、多点嘴，看不惯的
，以为不合乎“礼法”的，就满腹牢骚，不能说，但又忍不住发议论、说观点，于是就在文字上捣点
小鬼，做点手脚。
偶尔一经发现，统治者才恍然大悟，原本别人换着法儿表示不满，这成为统治者最烦心、最讨厌的。
久而久之，统治者一见文人摇头晃脑，舞文弄墨，便觉得是在说自己，他要问一问，查一查，琢磨琢
磨，研究研究。
这下儿糟糕了，疑人窃斧，越看越像，于是，便无端地、平空地、莫名其妙地生出许多是非，造出许
多冤狱来。
                        P24-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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