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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曾说：“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民族的未来。”中国的

历史，无疑是我们国家和整个华夏民族的灵魂所在。从有文字以来，中国人就

对历史的记述有着浓厚的兴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滥觞于前，孕育了中

国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历史记述制度，不仅“世有史官”，而且设立专门的著

史机构；除了国家专门组织的著史工作之外，大量的私人著史活动也是风起云

涌，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观念并在不同的深度和广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

实，从而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文化思潮，影响深远。

在这样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几千年来，中国产生的历史著作可谓汗牛充

栋，为了有所区别，于是产生了“正史”和“野史”之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

著作中，就正史而言，“二十四史”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是中国历史文化遗

产中的璀璨明珠。

作为正史总集的“二十四史”是中国史学主干，由清乾隆帝钦定后，正史

遂成为“二十四史”的专有名称。它从《史记》（司马迁著）至《明史》（张

廷玉等著）共计24部、3243卷，约4000万字。“二十四史”的著作年代前后相

差计1800年，是世界图书史上独有的巨著。

“二十四史”全部按照纪传体的形式，采取以人物为中心、以时间为顺序

的方式记事，完整、系统地记录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明朝末年四千多年间中华

民族形成、发展、融合、兴旺的历史轨迹，全面展示了历代王朝的兴亡盛衰规

律，翔实而细致地记载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疆

域、民族、外交等多方面内容以及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    
为了让读者能够轻松阅读这一皇皇巨著，我们编撰出版了这部《白话精编

二十四史》，从24部史书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精华篇章编译为白话，遵循“信

达雅”的原则，保持原书风貌，浓缩原著精华。为了适应现代读者的审美需

求，本书打破了传统正史读物的条条框框，版式设计新颖别致，书中插配了近

千幅与史书内容相关的绘画、书法、建筑、陶瓷、金银器等精美图片，通过这

些元素的完美结合，将读者带进一个真实而多彩的历史空间，让读者全方位、

多角度地去感受中华文明和华夏民族智慧之所在。

前 言
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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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  

《明史》是“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共 332 卷，包括“本纪”24 卷，

“志”75 卷，“列传”220 卷，“表”13 卷。该书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

记载了自元末农民起义至明朝灭亡二百多年的历史。

从顺治二年（1645) 五月开史馆任命明史撰修官，到清乾隆四年

（1739）大学士张廷玉等正式向乾隆皇帝进呈刊行，《明史》经过 95 年

的修撰，方告成功。这是中国历代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书。其

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反复修改次数之多都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

史》修成之后，得到史家的好评，被誉为官修正史中的上乘之作。史评家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将辽、宋、金、元诸史和《明史》作了比较，

认为“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在《明史》中，“本纪”所占文字量不足1/25，是作为全史之纲，使人

在阅读这部史书之时，首先了解明代的历史概况，而不是在读阅本纪时便事

无巨细，尽览尽知。这应该算作《明史》修纂整体设计上的一个独特之处。

《明史》编纂得体，叙事清晰，评论公允，行文简洁，不仅史料比较

翔实丰富，在体例上亦有所创新（如在列传中专列“阉党”、“流贼”和“土

司”三“传”，“表”中增《七卿表》，《历志》中加图等），这反映出编者

对史实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史事的贯通、文字的驾驭以及体例的把握等

都达到较高的水平。虽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读者

并不感到冗长而生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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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在中国历史上，除汉高祖之外，他是唯一一

个出身平民的皇帝。他率领农民起义军，最终平定天下，建立了明朝。

他即位之后，实行了重大改革，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明朝社会的发展。

和历代皇帝相比，他的种种经历，尤其显得不平凡，其本身也就更多了一分

传奇色彩。

太祖本纪

卷一至卷三

【降生离奇，投靠子兴】

太祖名元璋，字国瑞，姓朱。

他的祖籍是江苏沛县，几经迁徙，到

了父亲朱世珍这辈才迁徙到濠州钟离

（今安徽凤阳临淮镇）。朱世珍有四个

儿子，朱元璋是最小的。母亲陈氏刚

怀朱元璋的时候，梦到有一位神仙给

她一粒药丸，放在手掌上闪闪发亮，

她就吞了下去。醒来之后还口有余香。

到了分娩的时候，只见红光满室。自

此之后，夜里曾经多次有亮光闪现。

邻里乡亲看到，十分惊恐，以为是着

了火，每次跑来救火，到了跟前却发

现没有着火。等到朱元璋长大的时候，

英姿雄伟，奇骨贯顶，志向远大，人

们都难以猜度。

元至正四年（1344），由于旱灾

和蝗灾，他的家乡发生了一场严重的

饥荒、瘟疫，灾难也降到了朱元璋家。

当时朱元璋十七岁，他的父母兄长相

继命归黄泉，家里一贫如洗，无法将

他们埋葬。后来，多亏乡人刘继祖给

了他一块土地，才得以下葬，这就是

凤阳的皇陵。朱元璋孤苦伶仃，走投

无路之时就进了皇觉寺为僧。一个多

月后，他便被长老打发到合肥当游方

僧去化缘，而这实际上是过一种逃荒

讨饭的日子。不幸的是，他在路上又

生了病，这时一直有两个紫衣人伴随

他左右，悉心地看护他。病好了之后，

紫衣人就不知去向。此次出行，他共

到过光（今河南潢川）、固（今湖北

云梦）、汝（今河南汝州）、颍（今安

徽阜阳）诸州。三年后，他又回到了

皇觉寺。

这时，元朝政事紊乱，变乱四起。

刘福通拥戴韩山童在颍州（今属安徽

阜阳）起兵，徐寿辉紧随其后在蕲州

（今湖北蕲春西南）起兵，李二、彭大、

赵均用在徐州起兵，部属各有数万人，

都设置将帅，杀官吏，掠郡县。方国

珍已先在海上起兵，其他乱民则拥兵

占地，烧杀劫掠，一时之间，天下大乱。

至正十二年（1352）春季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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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远郭子兴和他的党羽孙德崖在濠州

起兵，元朝将领彻里不花由于害怕而

不敢攻打他们，便想出了每天擒获

良民去请赏的办法。当时，朱元璋

二十五岁，他想要谋求逃避兵祸的方

法，便向神灵占卜，占卜的结果是：

逃走和留在当地都很不吉利。朱元璋

说道：“莫非应该发动大事吗？”以

此来占卜，大吉，朱元璋十分高兴。

于是便前往濠州，拜见郭子兴。郭子

兴看他相貌不凡，便留他做亲兵。之

后，朱元璋也不负郭子兴的期望，打

仗总是获胜。郭子兴见朱元璋虽然年

纪轻轻，却如此精明能干，便将自己

所抚养的马公的女儿嫁给了他，这就

是后来的高皇后。

【乱世崛起】

不久，义军队伍中发生了内讧。

郭子兴与孙德崖因意见不合，双方发

生了激烈的冲突。孙德崖暗中谋

划，等郭子兴外出时，将他抓起

来，戴上镣铐，扣押在家，

想要将其杀掉。此时朱元

璋刚好在淮北，听说郭

子兴有难，便招呼亲兵

持盾冲入孙德崖的屋

中，让人把郭子

兴背出，命悬一

线的郭子兴得以

大难不死。从此

朱元璋愈发受到

郭子兴的信任，

他在军中的威望

也越来越高。

同时，通过这一事件，朱元璋

也看到，濠州城中的五个元帅之间存

在很大的矛盾，长期发展下去，不会

有什么出路。当时，彭大和赵均用率

领的队伍强暴蛮横，而郭子兴的力量

则十分薄弱，朱元璋认为不值得再追

随他了，于是就将士兵托付给其他将

领，从自己招募的新兵中挑选了心腹

徐达、汤和、费聚等向南攻打定远（今

属安徽）。后来在路上又遇到了定远

人李善长，朱元璋和他相谈甚欢，于

是便同他一起攻下滁州（今属安徽）。

至正十五年（1355）春季正月，

郭子兴采用朱元璋的计策，派张天祐

等攻克和州（今安徽和县），下发檄

文给朱元璋，让他统领这些人的军队。

朱元璋顾虑到众将互不服气，就没有

公布那檄文，约定第二天早上众将在

厅堂会集。当时，以右为尊，众将先

进去，都坐在右边，朱元璋故意后

到，而坐在左边。等到处理公事

的时候，朱元璋迅速如流水

地分析决断，众将听得目

瞪口呆，不发一言，渐

渐地有些服他了。议定

 朱元璋像

朱元璋的画像版本

众多，主要集中在一

美一丑之上，相传朱

元璋对写实的画像

不满，杀掉了画师，

而留下了经过美化

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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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决定众将分头负责用砖加固城

墙，大家约好以三天为期。后来，朱

元璋按时完工了，众将都超过了期限。

这时，朱元璋拿出檄文来，朝南而坐，

说：“我奉命统领众位的军队，如今

你们加固城墙都过了期限，可是谁又

能奈何得了军法呢？”众将诚惶诚恐

地向朱元璋谢罪。从此，朱元璋所率

军队的纪律也更加严明。

至正十五年（1355）三月，郭子

兴死去。当时，刘福通已经拥立韩林

儿为帝，国号为宋。不久，韩林儿就

发下檄文，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

为都元帅，张天祐、朱元璋为副元帅。

朱元璋感慨地说 ：“大丈夫哪里能受

制于人呢！”便推辞不接受任命。但

是他觉得韩林儿势力强大，尚能倚靠，

便在军队中使用韩林儿的“龙凤”年号。

至正十五年五月，朱元璋谋划渡

过长江，但是苦于没有船只，只能望

江兴叹。就在这时，巢湖统帅廖永安、

俞通海带领水军一千艘船只前来投奔

朱元璋，朱元璋十分高兴。可是，现

在依然无法渡江，这是因为元朝中丞

蛮子海牙扼守桐城闸

（今安徽和

县桐城闸

镇）、马场

河各险要处，巢湖水军难以出战。这

可急坏了朱元璋等人。忽然天降大雨，

朱元璋高兴地说：“天助我也！”于是，

他们就趁水势上涨从小港放船返回，

并袭击蛮子海牙，把他们打得大败。

接着，朱元璋就制订计划顺利渡过长江。

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

璋又率兵攻克集庆（今江苏南京），

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以示其起义是“上

应天命”之意。

【削陈平张】

此后，朱元璋就以应天府为根据

地，开始向江南一带发展，其声势也

渐渐扩大。但是，此时朱元璋也面临

着强大的威胁，他担心江左、浙右各

郡都被张士诚和徐寿辉这两个劲敌给

吞并，于是他就派徐达攻克了镇江（今

属江苏），接着朱元璋又率兵先后攻

下了金坛、丹阳、江阴、常州、常熟、

扬州等地。

 凤阳明中都皇故城午门

始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后来的南京

故宫和北京故宫就是以它为蓝本修建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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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的一

大威胁——徐寿辉被陈友谅杀害，接

着陈友谅自称皇帝，国号为“汉”，占

据了江西、湖广之地。同时，陈友谅

还约张士诚联合进攻应天府，一时之

间，应天大为震动。朱元璋就给胡大

海传令，让他攻克信州（今江西上饶）

以牵制陈友谅的后方，又命康茂才给

陈友谅写了书信，骗取他的信任，说

自己在此接应他，让他快来攻克应天

府，陈友谅收到康茂才的信之后，果

然率兵前来。于是常遇春就在石灰山

设下埋伏，徐达在南门外布下阵势，

朱元璋亲自督军于卢龙山。后来，陈

友谅到达龙湾，众人想要开战。朱元

璋说道：“天快要下雨了，赶快吃饭，

趁着下雨的时候再攻击他。”过了一会

儿，果然下起了大雨，士兵奋力抗战，

将陈友谅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陈友

谅就乘别的船逃走了。而如朱元璋所

料，张士诚果然没有出兵。

至正二十三年（1363），不甘心

失败的陈友谅再次反击。他趁着朱元

璋营救小明王韩林儿，就率兵进攻洪

都（今江西南昌）。朱文正（朱元璋

的侄子）率领将士坚守八十五天。后

来，朱元璋率兵进发洪都，陈友谅听

说朱元璋到了，就解除对洪都的包围，

在鄱阳湖迎战。双方在水上交战，死

伤大致相等。后来，陈友谅出动巨船

作战，朱元璋众将士的船小，因此进

攻屡屡受挫。恰到黄昏的时候，刮起

了大风，朱元璋就让不怕死的勇士驾

着七艘船，采取火攻，烧了陈友谅的

船只，一时之间，烟雾弥漫，火光映

红了湖水。陈友谅的军队大败。之后，

再次交战，陈友谅又大败。后来，陈

友谅的很多将士都投靠了朱元璋，陈

友谅后来中流矢而死。

而张士诚则静观朱元璋和陈友谅

打得你死我活，他自己倒乐得轻松，

还自立为吴王。岂不知，陈友谅既死，

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将是他。

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

在李善长等人的劝说下，也即了吴王

之位。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元

璋下令讨伐张士诚，一举攻下兴化、

泰州、高邮、淮安、徐州等地。朱元

璋多次招降张士诚，张士诚均拒绝投

降，于是朱元璋率军包围平江（今江

苏苏州），最后张士诚被徐达俘获，

自缢而死。 

【建立明朝】

削陈平张之后，朱元璋又率兵南

征北战，取得了连续的胜利，于是于

洪武元年（1368）春季正月乙亥，在

应天府南郊祭祀天地，登上帝位，国

号为明，年号洪武；立马氏为皇后，

世子朱标为皇太子，任命李善长、徐

达为左、右丞相，其他有功之臣也都

得到了封赏。后来，各地州县官前来

朝见朱元璋，他告谕他们说：“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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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安定，百姓的财力物力都十分匮乏，因此，当前的首要

任务在于休养生息，只有清正廉洁的人才能够约束自己而为

别人谋福利。大家为此而勉力吧。”

洪武元年（1368）二月，太祖朱元璋下诏制定了郊祭、

社祭以及宗庙礼仪，并规定衣冠的样式，这与唐代的制度相

仿。三月，命儒臣编纂关于妇女的规诫，告诫后妃不得干

预朝政。八月，定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并制定六部官职。

洪武二年（1369），在鸡笼山设立功臣庙，并下诏修《元史》。

四月，编《祖训录》，制定分封众王的制度。七月，太祖朱

元璋下诏制定宦官的官职，告谕群臣说 ：“宫内之臣只是用

来使唤的，不需要太多。自古以来他们这类人专权的事，当

引以为戒。要想驾驭他们，就应当使他们惧怕法纪，不要让

他们有功劳，有了功劳自然就会放纵起来。”十月，太祖朱

元璋下诏书命令全国郡县设立学校。洪武三年（1370）四月，

封皇子朱 为亲王，朱 为晋王，朱棣为燕王，朱 为吴王，

朱桢为楚王，朱 为齐王，朱梓为潭王，朱杞为赵王，朱檀为

鲁王，侄孙守谦为靖江王。洪武三年（1370）五月，设立科

 南京明城墙

南京明城墙不

仅是中国现存

的 第 一 大 城

墙，而且是世

界第一大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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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以选拔士人；洪武四年（1371），

命令开科取士连续举行三年，以后每

三年举行一次。洪武八年（1375），

设立纸币之法。洪武十四年（1383）

九月乙巳，这一天是太祖朱元璋的

生日，他开始接受群臣的朝见庆贺，

并在谨身殿赐宴，以后以此作为通例。

朱元璋称帝后，担心自己的政权

不稳，于是就开始大规模地清除权臣。

他先后除掉了胡惟庸（当时的丞相）、

李善长（开国功臣）、蓝玉（开国大将）

等人，一时之间，被杀掉的大臣有几

万人。除掉胡惟庸之后，洪武二十八

年（1395），太祖朱元璋下令废除丞相

一职，他说：“我废除丞相一职，设置府、

部、都察院分别治理各种政务，处理

赞
曰：太祖凭借聪慧机智、英明神武的资质，抱着救世安民的志向，顺

应天命，一时之间，豪杰如影随形般纷纷归附，平定了叛乱，打败了

强敌，十五年就建立了王朝。太祖本是一介布衣，后来却平定了全中国，这

是西汉之后所没有的。他以元朝政事的废弛为教训，治国崇尚严厉。但是，

他也能以礼对待那些年老的儒者，稽考礼仪，制定音乐，彰明揭示经书义理，

推崇儒家学说，使得吏治由混乱趋于清明，整治人伦风纪，重视风俗教化，

正后宫的名分，宫内的治理清平，禁止宦官干预朝政，各级官员相互配合，

军队设卫实行屯田，这样一来，兵源与粮饷都十分充足。在武功方面，太

祖朱元璋能平定祸乱 ；在文治方面，他又能获得太平，可谓是以一身而兼

有二者。至于他崇尚气节，竟至听任蔡子英返回北方。太祖晚年对于百姓

更为忧虑，曾经在一年之中掘开河流分支与塘堰几万处以利于农业。因此，

他的子孙们继承他的基业达到两百多年，士人重视名分道义，平民富足。至

今他的后代也都蒙受恩泽，还如东楼、白马一般，世代敬奉祖先的祭祀，这

是有原因的啊。

论 赞

的权力都归朝廷。以后继位之君也不

得再设立丞相。臣下若有请求设立的，

则以重法处之。皇家亲属只有谋反罪

不赦免，其他的罪，由宗室亲属聚会

讨论，而由皇上最后裁定。掌管司

法刑狱的官署只许举报陈奏，不得

擅自逮捕。将这些记载到法典中，

永远作为遵循的模式。”九月，太祖

朱元璋向全国颁布《皇明祖训条章》，

说 :“后代有谈论变更祖宗法制的，

按奸臣治罪。”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

七十一岁的朱元璋驾崩。他下诏书将

皇位传于皇太孙朱允 。辛卯，将太

祖朱元璋葬于孝陵，谥号为高皇帝，

庙号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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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文帝朱允 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皇帝。他成在仁柔温和，也

败在仁柔温和。他的父亲朱标英年早逝，建文帝朱允 因仁明孝友即

帝位。身为温和的天子，他继位之后施展改革，创立了“建文新政”。可惜，

好景不长，这位温和天子仅仅做了四年皇帝。就在朱允 即位的次年，他的

叔叔朱棣就起兵造反，发起“靖难之役”，而他则因优柔寡断，用人不当，导

致屡战屡败，最终燕王朱棣带兵攻陷南京。而这位柔弱天子则下令焚烧皇宫，

从此下落不明。一说是他自焚而死，一说是他从地道逃出为僧，至于他究竟

所到何处，已经成为永远的谜了。

恭闵帝本纪

卷四

【仁明孝友即帝位】

恭闵帝名允 ，是明太祖朱元璋

的孙子，懿文太子朱标的二儿子。当

初，朱元璋登上帝位之后就立了长子

朱标为皇太子，并请了宋濂等人担任

太子之师，希望可以将他培养成一代

明君。不幸的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

四月，年仅三十八岁的皇太子朱标就

英年早逝，谥号“懿文太子”。按照

朱元璋所定的嫡长子继承制，懿文太

子的长子朱雄英是首选继承人，但他

十年前就死了，因此，朱元璋就把目

光放到了朱允 的身上。朱允 天生

聪颖好学，又十分孝顺。在他十四岁

的时候，他的父亲懿文太子病重，他

在一旁侍奉，昼夜都不离开一会儿。

两年之后，懿文太子薨，朱允 在守

孝的时候因哀伤过度而形销骨立。太

祖朱元璋看了十分欣慰，同时也感到

十分心疼，于是抚慰他说：“你真是

个孝顺的孩子，但你也应该考虑考虑

年迈的我啊。”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朱元璋最终

下定决心，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

九月，立朱允 为皇太孙。考虑到诸

王都是长辈亲属，朱元璋便于洪武

二十九年（1396）重新设定诸王拜见

皇太孙的礼仪制度，朝见后在内殿行

自家人礼。当初，太祖朱元璋命令皇

太子朱标察看裁决奏章，皇太子朱标

生性仁爱宽厚，免除或减轻了很多人

的刑罚。此时，朱元璋又命太孙朱允

去办，朱允 也同样给予宽大处理。

他还曾经向太祖朱元璋请求，遍考记

载礼的经书，参考历朝刑罚，改定洪

武《律》中偏重的七十三条，天下人

为此都对他感恩戴德。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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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朱元璋驾崩。辛卯，朱允 继位，

成为明朝第二代皇帝，以第二年为建

文元年。这一天，孝顺至极的建文帝

朱允 把高皇帝安葬在孝陵，下诏行

三年丧礼。群臣见此纷纷请求行丧礼

的时间用月代替日，朱允 说道：“朕

并非效法古人居丧期间不说话。上朝

就穿麻做的冕服，退朝就穿齐衰、执

丧棒、系麻带，吃的则是稠粥，祭天

地及宗庙按照通常的礼仪。”于是，

朱允 就下令制定礼仪献上。之后，

又下诏书让百官推举贤才，减少并合

并州县，革除冗员。任命兵部侍郎齐

泰为本部尚书，翰林院修撰黄子澄为

太常卿，共同参与军国事务。

【仁柔温和建新政】

洪武年间，经过太祖朱元璋的整

治，当时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

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然而由于

太祖朱元璋生性多疑好杀，屡次兴起

大狱，动辄杀戮，政治气氛十分紧张，

文武百官人人自危。

初登帝位的朱允 对此有着深刻

的认识，因此自继位伊始，就着手进

行改革，改变太祖朱元璋的一些弊政，

史称“建文新政”。

和太祖朱元璋尚武的政风有所不

同的是，朱允 即位后就大力加强文

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因此人称当

时的朝廷为“秀才朝廷”。他征召汉中

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同时，

下诏书向天下征求向朝廷直言进谏政

事得失之人，推举山野中有才德的人士。

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以严刑峻

法驾驭臣下，他当时使用了很多恐怖

的刑罚，如抽筋、剥皮、阉割、凌迟

等，很多人都被杀害。朱允 意识到

太祖朱元璋用刑过猛，因此，他即位

仅一个多月，就下诏全国实行宽政，

平反冤狱。

建文元年（1399）春正月癸酉，

朱允 接受朝见，不演奏音乐。下诏

书诏告天下：“推举未被发现的贤才。

年事高迈的百姓，赐给他们米肉絮帛；

鳏夫、寡妇、幼而丧父、老而无子及

残疾有病的人，官府赡养他们。重视

耕织，兴办学校，考察官吏，赈济受

 明惠帝朱允

朱允 以皇太孙成为明朝第二代皇帝，

但最后被四叔朱棣夺走皇位，他的下落

不明，成为明史上的一大悬案。



10

明
史

本
纪

灾的贫民，旌表有节操和孝义之人，

掩埋暴露在野外的尸骨，蠲免荒田的

赋税。卫所军户绝后代的，除其名而

不要勾补他人。诏令众王不得指挥管

辖文武官员和属吏士兵，重新制定朝

廷内外大小官制。”

此外，朱允 还下令减轻江浙地

区的田赋，力求减轻赋税。明初以来，

江浙地区的赋税就比其他地方要重，

这是因为朱元璋十分憎恨江浙地区的

缙绅当年依附于张士诚，为此而对他

们加以惩治。于是，朱允 下诏书说：

“国家只有公正的供给，但江、浙赋

税特别重，而苏、松官田全都按私租

簿定税额标准征收，这种做法只能用

来惩戒一时，哪里可以作为固定的原

则！如今全部给予减免，每亩不得超

过一斗。苏、松人仍得按户部规定的

官田税额征收。”

朱允 的这些措施赢得朝野的一

片赞赏，但是，他的命运却即将迎来

下一个转折点。

【锐意削藩隐祸患】

朱元璋在位时期施行了分封宗藩

的政策，分封自己的子孙为藩王，分

镇全国各地。朱元璋在位的时候就已

经有人认识到宗藩的弊端，他们纷纷

上奏章向太祖朱元璋进谏，要求废除

分封宗藩的政策。但是刚愎自用的朱

元璋认为自己的威严高于一切，他绝

对不允许有人质疑自己所制定的这项

政策，因此，一些进谏之人的奏章不

但没能被太祖朱元璋所采纳，甚至还

惨遭杀戮。

朱允 即位之后，就一直认为那

些拥兵自重、分据一方的藩王乃是自

己的心头大患，于是，他依赖齐泰、

黄子澄等人，将削藩付诸实施。他的

第一个目标就是周王朱 ，建文帝

将其废黜为平民，放逐到云南。朱

之所以会成为建文帝削藩的第一个目

标，名义上是因为周王次子告发他“异

谋”，实际上则是为了“杀鸡儆猴”。

周王朱 乃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弟弟，

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建文帝此举有警

示燕王朱棣之意。随后，建文帝又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后削除了诸王

的权力。湘王朱柏自焚而死；齐王朱

、代王朱桂有罪，被废黜为平民 ；

打发燕王世子高炽及他的弟弟高煦、

高燧回北平；岷王朱 有罪，被废黜

为平民，放逐到漳州。建文帝朱允

的这一系列措施使得其他藩王震恐，

一时之间人人自危，而他的目标也正

一步步直指燕王。

不久，燕山护卫百户倪谅便向朝

廷密报谋反之事。建文帝朱允 下诏

书责备燕王朱棣，并逮捕了燕王府的

官吏。燕王朱棣见大事不妙，便佯装

疯癫，走上街头大声呼喊，乃至抢他

人酒肉饭菜，最后他甚至还传出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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