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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容青史尽成灰》系列图书将目光对准那些被常规历史图书所遗忘的，不为人知的，但又确实在历
史进程中起到过关键作用的人和事。
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历史现场，亲近历史人物，寻找那些不为人知的人与事。
《明朝那些事儿》一出，举国上下皆说明朝，而铺天盖地的清宫戏更是让我们对清朝麻木。
然而多少过往，就淹埋在历史的长河和喧嚣的今天。
《明清卷》为你展示了朱元璋取天下的另类奥秘，而骚扰整个明朝的倭寇是怎么形成的，是谁为明王
朝开拓了西域，而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是怎么回事，明朝的“越南战争”源从何来，而谁改为
土木堡惨案买单，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如何经营天下，不败的“戚家军”是如何炼成的，谁毁灭了明
王朝众说纷纭，郑成功治下的台湾实情如何，而与康熙过招的葛尔丹何许人也，中国火器第一人谁是
实际名归，一切，都在你的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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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嵚，男，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自由撰稿人。
1999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曾做过话剧编剧、DV导演、影视编剧等多项工作，并有小说、戏剧、历史
著作等多部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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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朱元璋成功的另类奥秘　　大明王朝近300年的沉浮沧桑，自然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得天下开
始。
　　朱元璋得天下，在朝代更迭里，是一段草鱼化苍龙的传奇：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削平群雄北逐
暴元，开创享国近300年的大明王朝，赫然成为中华五千年出身最贫寒的开国皇帝。
成功之神奇，为历代所称颂。
而数个世纪以来，一个问题却始终争论不休：他是怎样做到的？
　　历朝看法各不相同，主修《明太祖实录》的明初大儒董伦感叹：&ldquo;盖因天命所属，时运眷顾
也。
&rdquo;一句&ldquo;天命&rdquo;，颇有&ldquo;君权神授&rdquo;的味道。
改革家张居正言：&ldquo;太祖得天下，因不拘成法也。
&rdquo;说&ldquo;不拘成法&rdquo;，赞朱元璋，顺便也给自己的改革&ldquo;贴金&rdquo;。
清朝史学家赵翼评：&ldquo;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也。
&rdquo;草根出身的&ldquo;淮右布衣&rdquo;，成了清朝史家眼中的&ldquo;复合型人才&rdquo;。
近现代台湾史学家李光涛则归结出了朱元璋成功的六字要诀：用贤，善学，敢战。
时代更迭，后世旁观者清的见解，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的见解，串联起朱元璋的成功史。
无数的历史画卷中，被遗忘的却是发生在大元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的一个&ldquo;盲
点&rdquo;，恰是这个盲点，藏着朱元璋问鼎江山的答案。
　　一　　这个盲点，是一次普通的问答，主人公是朱元璋与刘基。
背景简单：一个是已占有南京，基业初立，却身处元朝廷、张士诚、陈友谅三强夹缝中，争天下局面
正走到&ldquo;十字路口&rdquo;的&ldquo;红巾义军将领&rdquo;朱元璋，一个是声名在外的江东大儒，
乱世中久历沉浮，经多次邀请方投奔而至，初来乍到的大谋士刘基。
　　对话的内容很复杂，后世多注意了刘伯温进献的堪比&ldquo;隆中对&rdquo;的《时务十八策》，
却忽略了其中朱元璋的一个问题以及刘基的回答--义军&ldquo;九恶&rdquo;论。
　　朱元璋的问题是：天下&ldquo;义军&rdquo;（红巾军等反元农民军）之所以屡起屡灭，难以成事
，其根由在何处？
刘基答：所谓&ldquo;义军&rdquo;，虽一时兵势浩大，却多难长久，其原因正在于&ldquo;九恶&rdquo;
。
九恶者，一恶&ldquo;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rdquo;；二恶&ldquo;攻伐无度，形同
流寇&rdquo;；三？
&ldquo;时降时反，相互猜疑&rdquo;；四恶&ldquo;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rdquo;；五
恶&ldquo;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rdquo;；六恶&ldquo;为将者心胸狭隘&rdquo;
；七恶&ldquo;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rdquo;；八恶&ldquo;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rdquo;
；九恶&ldquo;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rdquo;。
史载朱元璋边听边&ldquo;闻之勃然色变&rdquo;。
而刘基却毫无惧色，继而总结发言：&ldquo;九恶不除，虽称义军，实则草寇流贼。
&rdquo;　　这番宏论实在是大胆，彼时的朱元璋虽已是割据一方的吴王，却依然奉红巾军头
领&ldquo;小明王&rdquo;为正主，所谓&ldquo;九恶&rdquo;论其实是当面骂了朱元璋？
刘基话音刚落，朱元璋&ldquo;愤然而起，掷杯怒目&rdquo;，眼看着，刘基仿佛要人头不保了。
　　然而片刻之间，朱元璋朗声大笑，满面怒气化作乌有，一句赞叹脱口而出：&ldquo;千古名骂，万
载相传！
&rdquo;　　刘基没有骂错，朱元璋更没笑错，所谓&ldquo;九恶&rdquo;论，虽条条如刀刺中朱元璋死
穴，却是他从此打开帝王之门的钥匙。
　　二　　&ldquo;九恶&rdquo;论如此重要，究原因：首先，&ldquo;九恶&rdquo;点出了朱元璋军队自
身的弱点，可谓振聋发聩；二者，&ldquo;九恶&rdquo;点出了与朱元璋同时代的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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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杰&rdquo;不能成大事的根本原因，预言了他们最终失败的命运；最后，&ldquo;九恶&rdquo;点出了
两千年历次农民起义虽轰轰烈烈，却大多只能走向灭亡，徒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根由。
甚至之后的明末农民起义，乃至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其结局也终不幸被&ldquo;九恶&rdquo;所言中。
提出&ldquo;九恶&rdquo;的刘基，果不负他&ldquo;渡江文士无双&rdquo;的评语。
　　刘基能够总结出&ldquo;九恶&rdquo;，实非偶然。
面见朱元璋时的&ldquo;九恶&rdquo;论，其实早在4年前，就写在他致元顺帝的《平贼十策》中，那时
他还是一个&ldquo;深受国恩&rdquo;的大元进士，并曾在浙东自募兵勇，尽心竭力围剿方国珍
等&ldquo;义军&rdquo;，直到眼见元朝廷已腐败至不可救药，方才愤然离去。
所谓&ldquo;九恶&rdquo;，是因他常年站在&ldquo;农民起义&rdquo;的对立面，耳濡目染才看得清楚。
刻骨铭心的悟语，化作朱元璋逐鹿天下的利器。
　　且让我们以&ldquo;九恶&rdquo;为？
索，串一下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风云景色。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内外交困的元王朝征15万民夫治黄河，因官吏暴虐导致
民怨沸腾，终在&ldquo;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rdquo;的感召下，由白莲教首领刘福通、韩山
童率领，在河南黄陵岗起事，推倒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多米诺骨牌。
　　这以后就是群雄并起，风云际会。
同年八月芝麻李等人在徐州起事，占领徐州。
徐寿辉、邹普胜在湖北蕲州起事，十月称帝，国号&ldquo;天完&rdquo;。
郭子兴、孙德崖等人在安徽凤阳起事，这些都属&ldquo;红巾军&rdquo;派系，作为&ldquo;红？
军&rdquo;核心的刘福通一部，更是在4年后建都亳州，立&ldquo;小明王&rdquo;韩林为帝，国
号&ldquo;大宋&rdquo;，正式扯起了&ldquo;反元复宋&rdquo;的大旗。
浙江的方国珍和江南张士诚，虽不是&ldquo;红巾军&rdquo;一脉，却也割据一方。
大江南北，可谓沸反盈天。
　　可&ldquo;起&rdquo;得快，&ldquo;灭&rdquo;得更快。
身为&ldquo;核心&rdquo;的刘福通起势猛，一度攻克宋朝旧都汴梁，接着挥师三路北伐，气焰滔天，
却犯了&ldquo;九恶&rdquo;中&ldquo;攻伐无度，形同流寇&rdquo;一条。
三路北伐只知流窜攻城略地，毫无战略目的。
接着又不幸&ldquo;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rdquo;。
西路军攻陕西凤翔失利，一路溃散。
东路军受挫后起内讧，两位主将赵均用和毛贵窝里斗，先是赵均用杀了毛贵，接着赵均用又被毛贵手
下杀掉。
赫赫大军，群龙无首，顿成流寇。
虽一度攻克元上都甚至占领高丽，却终在元朝镇压下全军覆没。
元气大伤的刘福通连连败阵，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被元廷击破后，携&ldquo;小明王&rdquo;于
滁州投奔朱元璋，&ldquo;反元复宋&rdquo;，昙花一现。
　　其他诸路豪杰犯&ldquo;九恶&rdquo;更甚。
郭子兴与孙德崖联合占领凤阳，接着&ldquo;时降时反，相互猜疑&rdquo;，几个主要领袖明争暗斗。
郭子兴本人也&ldquo;为将者心胸狭隘&rdquo;，甚至几度听信谗言，欲治死彼时身为他部将的朱元璋
。
徐寿辉的&ldquo;天完&rdquo;政权更甚，建国后&ldquo;攻伐无度&rdquo;，很快因战线太长，遭元朝反
扑。
做&ldquo;皇帝&rdquo;的徐寿辉，被部将倪文俊篡权，倪文俊又被天完政权另一悍将陈友谅干掉，连
国号也改成了&ldquo;汉&rdquo;，这何止是&ldquo;相互猜疑&rdquo;，简直是&ldquo;窝里反&rdquo;。
南方的张士诚以及方国珍，则是&ldquo;时降时反&rdquo;，割据了一块土地就不思进取。
所谓&ldquo;各路豪杰&rdquo;，终不是成大事之人。
　　有几恶，各路豪杰很有&ldquo;共同语言&rdquo;。
如&ldquo;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rdquo;，以刘福通的红巾军及方国珍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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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通的红巾军三路北伐，导致主战场山东&ldquo;赤地千里，乡民纷纷结团练以自保&rdquo;。
方国珍居浙东，常&ldquo;大掠沿海，荼毒生民&rdquo;。
至于&ldquo;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rdquo;这条，更是通病。
红巾军以&ldquo;白莲教&rdquo;为思想支柱，所过之处，甚至发生过焚烧学堂，拆毁宗庙等事。
对所掠的读书人，也无不&ldquo;极尽羞辱斯文之能事&rdquo;。
这里面例外的是张士诚，在占领苏州后&ldquo;修儒尊孔，礼敬文士&rdquo;不假，却很快沉溺于和文
人们的饮宴诗文唱和，全然是宋徽宗做派。
至于&ldquo;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rdquo;，元末农民军，多未受过正规训练，起事时遇到
腐败元军，尚能战而胜之，后来元廷启用察罕帖木儿、王保保等名将，整顿了&ldquo;正规军&rdquo;
的战斗力，便使多路义军连连败绩。
最要命的恰是&ldquo;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rdquo;。
诸路&ldquo;反元豪杰&rdquo;，几年征战下来，相互之间的征伐次数，远甚于和元政府军的作战次数
。
　　如此&ldquo;九恶&rdquo;泛滥，又何谈&ldquo;一统天下&rdquo;。
　　所幸彼时元朝气数已尽，虽有王保保等名臣辅佐，但朝政腐败，皇帝昏庸，宗室王公之间相互倾
轧，内战不休，比南方的&ldquo;义军&rdquo;好不到哪里去。
于是有了朱元璋逐鹿天下时的情形，元朝灭不得南方诸&ldquo;豪杰&rdquo;，可诸&ldquo;豪杰&rdquo;
也成不了大事。
长江为界，南北分裂割据，互相对峙，最终问鼎天下的会是谁？
　　在这场天下纷争中，最终的胜利者，必然是一个&ldquo;九恶&rdquo;中&ldquo;犯&rdquo;得最少的
人，若能把&ldquo;九恶&rdquo;变成&ldquo;九不恶&rdquo;，这个人，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王者。
　　于是，朱元璋脱颖而出了。
　　三　　朱元璋怎样开始做&ldquo;九不恶&rdquo;？
他又怎样做到？
朗声一笑容易，条条付诸实施可就难了。
在这之前，他本是草头百姓，家中闹饥荒，父兄横死，无奈之下出来闯世界。
先做僧人，后来僧人做不下去，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得到赏识成为爱将，却屡次卷入当地红巾军
的权力斗争中，终于下定决心提兵另闯天地。
之后步步为营建立&ldquo;根据地&rdquo;，及至打下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等来了元末第一谋士刘
基。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说&ldquo;王侯将相宁有种乎&rdquo;，可历代争天下，最终得势的多是世
家豪族，所谓农民起义，虽喧嚣一时，却免不了给别人做嫁衣裳，逃不了覆灭的厄运。
　　从大泽乡起义至元末，一代代有人揭竿而起，一代代重复相同的失败，根由恰是&ldquo;九
恶&rdquo;难改。
之所以难改，应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句话：&ldquo;农民起义之所以重复相同的失败，只因为他
们是农民起义。
&rdquo;　　既是&ldquo;农民起义&rdquo;，招兵买马，自然脱不了古代各类怪力乱神，所谓&ldquo;明
教&rdquo;&ldquo;白莲教&rdquo;甚嚣尘上，自然为&ldquo;读书人&rdquo;所不齿，也自然多瞧不
起&ldquo;读书人&rdquo;，于是&ldquo;亵渎圣人之道&rdquo;也就正常。
起义者多是官逼民反的贫民，既敢起义，心中自然有恨，有恨则仇富，仇富则免不了滥杀滥抢。
起义领导者也多为&ldquo;草寇&rdquo;，有长远眼光的不多，于是更&ldquo;杀伐无度&rdquo;。
庄稼汉出身的农民，从将领到士兵，皆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除却少数无师自通的军事天才，大多数
是乌合之众。
起义多是自发，没有明确的纲领与目标，一旦遇挫，自然内部涣散，分崩离析，各支起义队伍所属不
同，既无眼光，自然计较眼前利益，自相残杀也就不奇怪&hellip;&hellip;所谓&ldquo;九恶&rdquo;，换
位思考，发生在农民起义身上，却是正常。
　　但&ldquo;正常&rdquo;的后果很严重，滥杀的结果是民心丧失，失民心，如何得天下，&ldquo;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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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圣人之道&rdquo;看似快意，但封建社会，朝廷是上层建筑，&ldquo;读书人&rdquo;和&ldquo;中小地
主&rdquo;是基石，基石坍塌，又怎能成大业？
　　所以封建社会历代&ldquo;反封建&rdquo;的农民起义领袖，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一，覆灭；二，
决裂&ldquo;反封建&rdquo;的身份，成为&ldquo;封建主&rdquo;。
两个选择间命运拐点的信号灯，就是这来自农民起义自身的弱点，无法避免的&ldquo;九恶&rdquo;。
　　刘基之所以选择了朱元璋，就是因为&ldquo;九恶&rdquo;，朱元璋之前已经避免了一些。
　　比如&ldquo;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rdquo;这条，起初的朱元璋也曾轻视文人
，但是自招纳了李善长后，开始着力笼络知识分子。
其军队每攻下一城，必设&ldquo;礼贤馆&rdquo;，用以招纳知识分子。
对当地的名士才俊，更是软硬兼施，试图收为己用，刘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朱元璋身边的。
&ldquo;攻伐无度，形同流寇&rdquo;这条也极力避免，从白手起家至占据南京，可谓步步为营，层层
推进，且采用朱升的&ldquo;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rdquo;之策，耐心壮大自己的实力。
&ldquo;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rdquo;这条，朱元璋也是另类，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
晋升为吴国公开始，他就在所辖的淮西地区推行屯田之策，占领南京后，又将此政策推广至南京地区
。
其部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更为不世出的名将，所谓&ldquo;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
殴&rdquo;，虽有存在，却不严重。
在当时的&ldquo;众豪杰&rdquo;里，论&ldquo;九不恶&rdquo;，朱元璋无疑是做得最好的。
　　但是，要得天下，这些还远远不够。
作为一个&ldquo;农民起义领袖&rdquo;，战胜&ldquo;九恶&rdquo;，化&ldquo;九恶&rdquo;为&ldquo;九
不恶&rdquo;，是需要有与其出身，乃至劣行，勇敢决裂的勇气，战胜自己的勇气。
　　四　　&ldquo;九恶&rdquo;中有几条是朱元璋注定无法避免的！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ldquo;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rdquo;。
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事实是：一统天下的最大障碍，并非苟延残喘的北方元王朝，而是身边同为&ldquo;
义军&rdquo;的陈友谅、张士诚两大强敌，两强中陈友谅兵最强，张士诚财最富，&ldquo;互相攻
伐&rdquo;，是免不了的。
　　&hellip;&hellip;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容青史尽成灰>>

编辑推荐

　　《不容青史尽成灰：明清卷》：历史可以通俗但绝非低俗，历史可以白话但绝不神话，历史可以
解读但不容亵渎，比那些事儿更通俗，比那些一口气更完整，比那些玩意更忠于历史。
走进历史现场亲近历史人物，年度最佳历史畅销书，寻找那些不为人知的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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