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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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卷》着墨于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可爱的人与事，郑庄公为何只是小霸一个，仙鹤曾经毁灭了
一个国家?为什么宋襄公的仁义不值钱，而老是被欺负的楚国曾经在历史上很牛，三家分晋到底是怎么
回事，五张羊皮真的换来秦国的崛起么？
春秋也曾有平民起义更曾经召开过“国际和平会议”，战国的变法你方唱罢我登场，谁笑到了最后？
纸上谈兵的赵括是长平之战的最大祸首么，为什么曾经主力的战车消失在历史长河，秦王朝是如何一
统江山又崩然倒塌，百家争鸣的百家最后到哪里去了，一切的一切，更多的精彩，只在你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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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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从事文学他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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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杨思义为户部尚书的大明王朝，经济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但仅有善于谋划的杨思义显然不够
。
古人云“治国之道，柔猛相和”，“宽宏容达”的杨思义显然属于“柔”的一面。
再精细的谋划，也需要严格的律令“保驾护航”，因此，有了第二位“无名英雄”，监察御史韩宜可
。
　　汇聚明朝宦海英杰的《明史》里，诸多“直臣”皆被大书特书，流芳百世，其中着墨最少的韩宜
可，堪称他们中间的“祖师爷”。
　　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
与杨思义类似的是，他险些成为“贰臣”，元朝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焦头烂额的元王朝张
榜求贤，壮志满怀的韩宜可欣然前往，应征监察御史一职，却因身份低微无门路而失败。
之后闲住于家，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在刘基的推荐下，先任山阴教谕，兢兢业业数年，终引起
朱元璋的注意，等来了那个迟到多年的任命——监察御史。
　　朱元璋时代的监察御史一职，和元朝大不相同，朱元璋改革言官机构，全国设十三道，共110名监
察御史，官职为正七品，任务是“代天子巡狩”，又称巡按御史，以纠劾官吏不法行为为要务，官职
低却权位重。
而履任的韩宜可也用行动证明，他仿佛天生就是为监察御史一职而生的。
　　在洪武年间，韩宜可是个人见人怕的人物，特别是有不法劣迹的权贵，几乎对其又恨又怕。
他为人钢直，不畏权贵，甚至敢撸朱元璋的“虎须”。
洪武初期李善长退休，胡惟庸继任中书省左丞相，堪称万人之上，刘基也被其排挤害死，旁人敢怒不
敢言，唯独韩宜可不惧。
某日胡惟庸伙同朋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方觐见朱元璋，正亲热谈笑间，韩宜可突然闯人，当面
弹劾胡惟庸等人“大奸似忠“，恳请朱元璋“杀胡惟庸以谢天下”，说话“不分场合”，又对准皇帝
的宠臣，自然惹得朱元璋龙颜大怒，当场骂道：“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
”即刻命锦衣卫捉拿入狱，然而受尽酷刑的韩宜可毫不屈服，始终大骂胡惟庸不止，消息传到朱元璋
处，冷静下来的朱元璋终为之动容，下令将其释放。
　　后来胡惟庸果然事败，株连无数大臣，韩宜可却得到朱元璋的重用。
韩宜可再接再厉，成日纠劾重臣，被其弹劾的名单上，是一连串大明朝开国的功勋人物：傅友德、王
弼、陆忠亨、廖永忠、蓝玉⋯⋯却不是如朱元璋所说的“排陷大臣”，每次弹劾都条理分明，掌握真
凭实据。
也曾有权贵嫉恨，比如蓝玉就曾放言说要让韩宜可“好看”，韩宜可闻言大笑，每夜睡觉下令全家打
开大门，酣然人眠，消息传到蓝玉处，这位一生杀人无数的跋扈将军也不得不敬而远之。
　　以恶对恶的韩宜可也有让“权贵”们难以想象的一面——宽容。
但凡大案，他总力主反复核查，避免株连无辜。
任陕西按察司期间，曾上书朱元璋，对因罪发配凤阳的官员们进行重新核查，解救不少无辜者。
震撼明朝官场的“胡蓝案”“空印案”，韩宜可周旋其间，竭力解救无辜官民，却将自己牵连进去。
后来朱元璋亲自核查，将其开释。
曾有人告发韩宜可贪污，朱元璋也怀疑，特意微服私访至韩宜可家，只见韩家破屋烂瓦，一家老小穿
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朱元璋还是怀疑：莫不是钱都偷偷藏起来了。
韩宜可坦荡，当着朱元璋的面将家中钱箱倒空，自嘲说“我从无攒钱，也无钱可攒”。
　　在朱元璋眼里，韩宜有时候很不识时务。
比如有一次，朱元璋欲将犯罪大臣的家属赐给臣僚，别人都叩谢“皇恩浩荡”，唯独韩宜可坚决反对
，并力陈查案不该“祸及妻女”，此种做法更“有悖天理人伦”。
朱元璋接受了韩宜可的意见，作为褒奖，将韩宜可提升为山西布政使（相当于山西省长）。
韩宜可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弹劾朱元璋儿子——晋王的不法行为，这次又“撸了虎须”，被朱元
璋贬官到云南清棉做知县，到任后安抚地方，体恤当地少数民族，兴修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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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到哪里都是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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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平常我们所看的历史总是我们熟悉，或者距离我们十分接近的年代，每当我们走进书店看书的时
候，我们总发现重复的历史，一遍又一遍。
面对如此，我们十分期待新的感觉，本套丛书将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觉，在这里，我们会发现那些
曾经以往遥远的人与事，其实与我们如此接近。
　　当历史揭开神秘，当古人拂去尘烟，剩下的就是血肉与亲切。
　　2011年初，最好看、最有口碑的历史读物等待着你，你还在观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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