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远迈前王 ”的朱元璋值得人们重新解读  

毫无疑问，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开国帝王！  

今人皆惊叹朱元璋的传奇人生，不过，真正喜欢他并给予公正历

史评价的人却并不太多。究其原因，一是认为他杀戳过甚，薄情寡恩；

二是由于他出身草莽，便下意识地觉得他的文韬武略不及历史上的几

位伟大帝王。此皆是一知半解式的偏见，其实，朱元璋的文治武功，

丝毫不逊色于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清圣祖玄烨（康熙皇帝）曾如是

称赞朱元璋：“朕观明史，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确实如

此！  

以前，明史学者吴晗先生写过一本《朱元璋传》，怎么说呢？虽

然该书影响很大，但是内容着实单薄，以区区二十万字去介绍和评价

这位伟大君王恢弘博大的一生，难免给人一种浮光掠影、蜻蜓点水之

憾。出于对朱元璋伟大人生的感动和对真实历史负责任的态度，笔者

耗时近十年，悉心研究朱元璋，创作此书。从史料考证到布局谋篇再

到分析点评，无不殚思竭虑，精益求精，力图为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

朱元璋及其生存的时代。  

概括而言，笔者对朱元璋其人得出如下几条结论：  

其一，朱元璋是命中注定承载历史使命的人，他之所以能够君临

天下，固然得益于其苦心造诣的辛勤谋划，但也离不开冥冥中的天意

所向成分。  

其二，朱元璋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天才，大明江山是靠他扎扎实实

地打下来的，这与稀里糊涂赢得帝位的刘邦有所不同，朱元璋自己就

是亲自指挥 “功狗 ”的那位 “功人 ”。  

其三，朱元璋是一个非凡的政治家，他高屋建瓴，远见卓识，雷

厉风行，令行禁止。“空印案 ”、“郭桓案 ”、“胡惟庸党案 ”、“蓝玉党案 ”，

这些骇人听闻的大案只有朱元璋能够成功实施。当然，他屠杀功臣将

相，也并非完全出于对皇权稳固的担忧，很大程度上乃是对方咎由自

1



 

 

取。读者只要看看那些洗脚上田造反的农民在成为公侯勋臣之后的骄

横跋扈，就能理解朱元璋内心深处那种深刻的无奈。  

其四，朱元璋是一个成功的改革家，终其一生，他所实施的各项

改革措施遍布大明王朝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所制定的法律制度浩如烟海。清世祖福临（顺治皇帝）曾经无限感佩

地说： “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汉高祖、汉文

帝、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

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度详，朕所以谓历代诸君不及洪武也！ ”该评

价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笔者写作此书，主要依据《明史》、《续资治通鉴》、《明太通

祖实录》等二十余部权威史料，因此，这是一本格调严谨的学术类著

作，所有人物和事件皆有出处，可以稽考。与此同时，也兼顾了趣味

性和可读性，书中展现的时代背景波诡云谲，刻画的帝王将相鲜活生

动。旨在使读者于轻松愉悦的阅读氛围中获取明朝开国君臣正统的史

实资讯，并潜移默化，从中得到相关智慧的启迪。  

另外，为保持行文的连贯性，方便读者阅读，本书凡采用 “引号 ”

标注的文字，皆系引述史料原文，不再在书眉另行标注出处。特此说

明。  

作者  

2012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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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贫贱出身——明太祖备感辛酸的苦

难岁月  
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中间，得位最正、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当属汉高

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如此评价，是因为他们出身低微，完

全依靠个人奋斗成就帝业。  

相对于刘邦所出身的自耕农家庭和其曾担任过的亭长职务，朱元

璋的起点则更加低微，几无任何根基可言：他出身于赤贫如洗的佃农

家庭，生存于蒙元统治者行将灭亡的黑暗时代。此间，外族统治者横

征暴敛，残酷压迫和盘剥汉族百姓；上天也不失时机地凑着热闹，水

灾旱灾蝗灾瘟疫纷至沓来，其父母兄侄四人在一月之内接连死去。十

六岁的朱元璋走投无路，以小沙弥的身份数年如一日地依靠叫化乞讨

来填饱肚子……其经历何其悲惨！  

下面就请读者来了解一下朱元璋在发迹之前所度过的那段艰难

岁月。  

第一节  颠沛流离的贫贱家庭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洪武，十

年倒有九年荒！ ”这首知名度颇高的民谣，道出了大明帝国开国皇帝

的身世归属。的确，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他于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

十八日子丑时，也就是公元 1328 年 10 月 21 日半夜时分，诞生于 “濠

之钟离东乡 ”。  

关于这个 “濠之钟离东乡 ”，自明代中叶以来，已有 “凤阳说 ”与 “盱

眙说 ”之争。由于时代变迁而导致地名频繁更迭，现今的 “盱眙说 ”派

已将朱元璋的诞生之地，具体落实到今安徽省明光市明光街道办事处

赵府村。“凤阳说 ”派则认为朱元璋的出生之地具体应为今安徽省凤阳

县小溪河镇的金桥村。笔者归于 “凤阳说 ”派。  

元末明初距离现在的时间并不太长，之所以会出现两个不同地址

之争，不是史料记载有误，而是因为当年朱元璋的家庭不断搬迁，他

在当上皇帝之后记述往事时又语焉不详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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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考起来，朱元璋的祖籍原在沛郡，即汉高祖刘邦的桑梓故里。

朱元璋的某一代先祖从沛郡迁徙到金陵句容（今江苏句容）通德乡的

一个荒野之所恳荒种地，繁衍生息。年岁日久，朱姓人丁逐渐繁茂，

这个地方便被人们唤作 “朱家巷 ”。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他就出生在

朱家巷。  

等到朱初一成年，蒙古人已经入主中国。元朝统治者实行匠户制

度，朱初一的家庭被编为淘金户。按照规定，淘金户每年要向官府缴

纳一定数额的金子。可是，由于河里的金子越淘越少，地方政府便采

取变通办法，允许淘金户改种庄稼，以粮食换购金子来完成上缴任务。

几经折腾，朱初一在句容实在无法生存下去，遂于至元二十六年（ 1289

年）带着一家老小北渡长江，辗转跋涉到泗州的盱眙县，垦荒种田为

生。这一年，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刚刚八岁。  

经过十余年的辛勤耕耘，朱家的日子日渐宽裕，朱初一甚至还有

能力为儿子们各自娶上一房媳妇。朱初一有三个儿子：长子朱五一，

娶妻刘氏；次子朱五二早夭；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在男孩中间排行老

三，他长大之后娶了盱眙县津里镇的巫师陈公家的小女儿为妻。  

陈公乃朱元璋的外祖父，曾名载《明史 ·外戚传》，故顺便说道一

下。陈公原籍扬州，曾经在南宋大将张世杰的麾下当亲兵。蒙古军队

南下时，张世杰与丞相陆秀夫保护着小皇帝赵昺一路南撤。至元十六

年（ 1279 年）正月，南宋军队在崖山（今广东台山东南海域）与元

军海战失利，陆秀夫背着年仅七岁的赵昺投海自杀。张世杰则率领着

十余条战船突出重围，准备择机重立赵氏子孙，恢复宋室社稷。孰料

天不佑宋，几天之后，舰队突遭飓风袭击，张世杰被淹死海中，南宋

彻底灭亡。陈公却侥幸逃生，历经坎坷逃回到故乡扬州。此时的中国

已经是蒙古人的天下，陈公担心往日在南宋当兵的历史会给家人带来

祸患，便举家迁往津里镇，依靠巫术谋生度日。陈公只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嫁给了季家，小女儿就是朱元璋的母亲陈氏。  

关于外祖父陈公的这段峥嵘经历，朱元璋少年时期听母亲悄悄讲

过许多遍，可谓两耳生茧。当时在蒙古人的治下，朱元璋虽然不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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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声张，心中却为有这样一位外祖父而感到自豪，这种感情潜移默化

地影响了他的一生。陈公活了九十九岁才离开人世，老人家的这个年

龄，即使放在今天，也堪称高寿。  

回到原先的话题，朱元璋的爷爷朱初一在为两个儿子娶回媳妇不

久，便撒手人寰。他去世之后，朱家 “家道日替 ”，光景一天不如一天。

挨到后来，日子实在难以为继，兄弟俩一合计，决定再度搬家。老大

朱五一全家搬到了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一步到位地定居下来。 

老三朱五四却带着全家老小多番辗转，几经折腾：先是搬到灵璧

（今安徽灵璧），接着又迁至虹县（今安徽泗县），后来再搬到大哥

所在的濠州钟离。即使搬到钟离之后，朱五四一家仍旧接二连三地搬

家：起初是在钟离东乡的两个村子前后住了十余年，接着又迁往西乡

住了一年，最后再搬到太平乡的孤庄村，即今日安徽凤阳县西南约五

公里处的二十营村。  

家庭如此动荡，加上朱元璋写回忆录时言语简省，难免被后世人

们误会，以致造成朱元璋的诞生之地有 “凤阳 ”和 “盱眙 ”两派之争。其

实，朱五四一家确实曾经在今日的安徽省明光市明光街道办事处赵府

村住过，不过，它并不是朱元璋的诞生之地。  

说起来令人心中发酸：朱五四这样频繁地搬家，倒不是他爱穷折

腾，实在是因为活不下去！他全家靠种田为生，但是自家又没有田地，

只得从地主大户那里租田耕种。最常见的情形：田主一般都是将贫瘠

田地租佃给朱五四这种初来乍到的外乡佃户，待三年五载田地被佃户

侍弄得肥熟之后，田主便不失时机地逐年涨租，甚至干脆将田地收回！

如此这般，贫苦无依的佃户也只能接受不断搬家的悲苦命运。  

朱元璋是在他家搬到 “钟离东乡 ”（今凤阳县小溪河镇金桥村）之

后不久出生的。他是家中的幺儿，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大哥

叫朱重四，二哥叫朱重六，三哥叫朱重七，朱元璋叫朱重八。  

读者也许会感到费解：这些男丁的名字怎么都与数字有关？确实

如此，元朝时期的农民们，习惯以孩子出生的顺序、时间或父母年龄

相加的数字来作为男孩的名字称呼。究竟是官府规定还是民间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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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而知。朱五一和朱五四，这兄弟俩的名字就是他们出生时父母年

龄相加的数字。朱元璋伯父朱五一的四个男孩分别取了 “重一 ”、 “重

二 ”、 “重三 ”、 “重五 ”等名字，朱五四家的几个男孩取名时也与大伯

家的堂兄弟们合加在一起，所以，朱元璋以前的名字叫朱重八。在投

奔红巾军稍稍发迹之后，他为自己改名叫 “元璋 ”，字 “国瑞 ”。  

据朱元璋后裔朱宙枝所著的《统宗绳蛰录》记载，朱元璋另有一

个名字叫朱兴宗，他的几位亲哥哥——朱重四又名朱兴隆、朱重六又

名朱兴盛、朱重七又名朱兴祖，兄弟四人合起来就是 “隆兴祖宗 ”；朱

元璋的父亲朱五四，也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朱世珍 ”。这些名字不仅

文雅，含义也颇深，不过，这都是朱元璋成功之后给追取的。  

为了佐证这位大明王朝开国帝王的非凡来头，史书照例收录了许

多传说，例如，后世研究朱元璋生平的主要资料《明太祖实录》就声

称，明太祖降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母陈氏梦见一位头戴黄冠之人，自

西北方向而来，走到朱家房前的打麦场上，递过来一粒闪闪发光的白

色药丸，让她吞服下去。陈氏醒来之后，将梦中之事说与丈夫，尚觉

满口余香。次日，明太祖诞生。此后一连多日，朱家皆满屋红光。邻

居远远望见，以为发生了火灾，及至大家赶来扑救，却又发现朱家根

本没有失火，人们皆暗自惊讶。  

由于中国历史上对开国君王身世的神化已几成惯例，《明太祖实

录》又是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朱棣组织儒臣所编写，故这种美化朱元

璋身世的记述究竟有几分真实，今天实在难以定论。  

另一个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起初源自明人王文禄所著的《龙兴

慈记》，是说朱元璋小时候给地主大户放牧，某天，一同放牧的伙伴

们感觉肚子很饿，大家商量着杀头牛吃。于是，朱元璋带头捉住一头

牛犊，在大伙的帮助下把它杀死，剥皮割肉，然后就地生火，一起吃

起了烤牛肉，个个兴高采烈。可是，等到吃完牛肉，脑子冷静下来，

大家又感到后怕，不知该如何向东家交代。朱元璋看着剩下的那堆牛

皮、牛骨和牛尾巴，想出一个主意：他让伙伴们把牛皮、牛骨统统埋

掉，却把剩下的那根牛尾巴插进地里的石头缝里。晚上牧牛归来，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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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璋对东家说，那头牛犊钻进石缝去了，只留下一截尾巴在外面，可

是无法将它拉出来。不消说，朱元璋挨了东家的一顿毒打，却也混过

关，从此，他在伙伴中间更有威信。据说，如今凤阳县小溪河镇金桥

村有座名叫 “烀牛锅山 ”的小山，山坡南麓有一处呈赤色的石岩，就是

当年朱元璋等人杀牛野炊的所在。  

笔者认为，这个故事在情理和逻辑上都殊为不通。前面讲过，朱

家在 “钟离东乡 ”住了十年，朱元璋就出生在这个山村。既然杀牛之事

发生在这里，那么，当时的朱元璋则肯定尚不足十岁。一个不足十岁

的孩子，仅仅因为一时嘴馋，就带领一帮与自己差不多大年纪的牧童

宰杀并烤吃了东家的牛犊，这种事情绝无可能！试想，在蒙古统治者

对汉人严厉管束的元代，汉人连做饭切菜都须在蒙古里长的监视之下

共用菜刀，这些孩子杀牛剥皮的刀具从何而来？生火烤肉的火种从何

而来？此外，牛是颇通人性的牲畜，年幼的牧童怎么可能仅仅因为嘴

馋就去亲手杀死并当场吃掉一头与自己朝暮相伴的可爱牛犊？  

故事的编造者们显然是以成年人的冷酷刻毒之心，去揣度和亵渎

孩子们那充满童真的心灵世界。编造这个荒唐故事的意图无非是欲显

现朱元璋自幼就是如何的卓尔不群、智慧出众和富有威信，为这位开

国帝王贴金。其实不然，这是在朝朱元璋身上泼粪。试想，以牛犊钻

入石缝无法拉出为理由去糊弄东家，这究竟是侮辱东家的智商，还是

侮辱朱元璋的智商？事实上，无论朱元璋定格于历史背景之中的是怎

样一副嗜血残暴的强人形象，笔者始终觉得，童年时期的朱元璋依然

不过只是一名普通的农家孩子而已。  

偷杀牛犊吃肉的传说荒诞不经，不过，接下来的两个掌故倒还真

有其事。  

一则掌故是说，朱元璋小时候常与伙伴们玩一个寓意非凡的游戏：

他将树叶撕成丝条，贴在嘴上当作胡须，找来一块木板顶在头上充作

平天冠，再找一块破黄布披在身上算是龙袍，然后选一处土墩，大剌

剌往上一坐，煞有介事地扮演皇帝；伙伴们则以木片、树枝充当朝笏，

于土墩前跪立两排，三叩九拜，山呼万岁，扮演朝臣。朱元璋本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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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游戏念念不忘，做了皇帝之后，还将这些童趣记忆写进碑文，

其臣民们更是争相传说，津津乐道。  

朱元璋回忆这个掌故乃是出于对童年快乐时光的怀念，而老百姓

乐此不疲地传诵这个掌故，所欲表达的无非是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 ”

和 “朱某人天生就是皇帝命 ”等潜台词。如此穿凿附会，真是牵强得可

以！试想，一群孩子做游戏，朱元璋扮演过皇帝，难道伙伴们就没有

轮流着也去玩一把？  

另一则掌故讲的是，朱元璋刚出生时，一连几天都不吃奶，而肚

子却鼓胀得滚圆，几番求人医治，却总不见效，险些死去。忧烦之中，

父亲朱五四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孩子眼看不行了，他便抱着孩子去

寺庙求佛祖和菩萨保佑。可是，大殿上不见一个和尚，空空如也。朱

五四退出大殿，正准备离开，却见屋檐下有一位和尚面壁而坐，忙上

前说明原委。和尚宽慰说，子时过后孩子就会吃奶。朱五四一觉醒来，

恰是子时光景，孩子果然开始吃奶。又过了几天，肚胀毛病不治而愈。

可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孩子还是三天两头犯病。朱五四想起当

年那个梦，和妻子陈氏商量之后，便带着孩子到庙里许愿，给孩子舍

了身，求菩萨保佑，承诺等孩子长大之后，便将送他到庙里当和尚……  

《皇明本纪》和《天潢玉牒》等史料都记载了这个掌故。这件事

情符合民间习俗，真实性很高，同时，它也是后来朱元璋出家当和尚

的一个原始因由。  

第二节  异族统治的时代背景  
前一节讲过，自朱元璋的爷爷朱初一从句容迁徙到盱眙开始，朱

家一直不断搬迁：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从盱眙迁到灵璧，再迁到虹县，

最后迁到钟离——即使在钟离，也仍旧三番五次地搬家。  

读者知道，中国在数千年封建时代所实行的都是 “以农立国 ”的社

会经济制度，平民百姓恪守 “安土重迁 ”的古训，庄户人家更是聚族而

居，繁衍生息，没有人愿意轻易搬迁。朱元璋的祖辈父兄都是勤劳本

分的庄稼人，就连孩童时期的朱元璋也以帮人放牧讨生活。这样勤苦

的庄户人家被逼着接二连三地搬迁，表面上看是因为田主东家贪婪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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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实质上是国家和社会出了毛病。以下就来说说朱元璋的父兄当年

所生活的时代背景。  

这个背景得从蒙古人入主中国说起。蒙古是长期游荡于中国北疆

漠北草原的一个游牧民族，其祖先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的东胡族系。

秦朝时期，东胡为匈奴单于冒顿所破，从此被纳入匈奴人的统治达三

个世纪之久。汉武帝时期，匈奴又为汉朝所破，东胡人的一支族系——

鲜卑人，便转徙生存于漠北各地，后来日渐强盛。在此期间，日渐衰

败的匈奴后裔也纷纷自称鲜卑人。公元 4 世纪中叶，居于潢水、老哈

河流域的一支鲜卑人，改称 “契丹 ”；居住于兴安岭以西（今呼伦贝尔

地区）的另一支鲜卑人则自称 “室韦 ”。其中，蒙古人就来自室韦这一

支系。  

据史料记载，蒙古人最初只有 “捏古斯 ”和 “乞颜 ”两个氏族，后来，

这两个氏族被其他突厥部落打败，只剩下两男两女，他们逃到额尔古

涅昆（额尔古纳河畔山岭）一带，经过四百余年的生息繁衍，这支部

落逐渐兴盛起来。为了更好的发展，他们不断对外迁徙，到公元 8 世

纪时，已经分出了七十多个分支，这些分支都被称作 “迭儿勒勤蒙古 ”。 

迭儿勒勤蒙古中有一位颇有声望的支系首领，名叫孛儿帖赤那

（蒙古语，意即 “狼 ”），他带领自己的支系迁徙到斡难河源头的肯特

山一带，把生活方式由狩猎转换为游牧，并将这一支系称作 “乞牙惕

氏 ”，也称 “乞颜部 ”。根据《蒙古秘史》记载，孛儿帖赤那的十二世

孙朵奔篾儿干死后，他的寡妻阿阑豁阿又生了三个儿子。传说这三个

儿子是感光而生的 “天子 ”，并且他们是从其母的腰间生出，因此，他

们的后裔被称为 “尼伦蒙古 ”（ “尼伦 ”即 “腰 ”，意为纯洁）。在尼伦蒙

古中，以孛端察儿为始祖的孛儿只斤氏就是成吉思汗铁木真的祖先，

这个家族又被称作 “黄金家族 ”。迭儿勒勤蒙古和尼伦蒙古，被统称为

“也克蒙古 ”（意即 “大蒙古 ”），至此开始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蒙古民族。  

公元 1206 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创建了奴隶主贵族专政的

大蒙古国，铁木真被蒙古部族拥戴为 “成吉思汗 ”。此后，成吉思汗及

其继承人连年征伐，对外扩张：公元 1234 年，蒙古灭掉金国；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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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 1271 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改国号为 “大元 ”，并于至元

十六年（ 1279 年）灭亡南宋。  

元世祖忽必烈在入主中国之后，为了适应华夏中国 “以农立国 ”的

传统社会模式，他摒弃了蒙古国先前所实行的奴隶主贵族专政的政体

结构，所建立的元朝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样，也是一个官僚地主阶

级专政的封建王朝，借此政体来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配合与支持，从

而利于统治数量庞大的汉族人民。  

客观地说，蒙古人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

国的历史疆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为后世中国最终成

为一个多民族的庞大国家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也是后世人们谈起忽必

烈，总是情不自禁地称赞其 “雄才大略 ”的一个主要原因。  

相对于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庞大汉民族，区区百儿八十万人的蒙古

民族，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数民族，并且，这个游牧民族的文明程

度十分原始和落后。虽然他们以其彪悍的铁骑推翻了中国的统治者，

但是，若仅凭借优越的武力去长期统治和臣服广大中国人民，显然力

不从心。怎么办呢？忽必烈的精明之处不仅在于他改革奴隶主贵族专

政为官僚地主阶级专政，构建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体，而且，在具

体实施这一政治体制时，又同时采取了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竭力在

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排挤和打压汉族人民。  

公道地说，蒙古贵族初来乍到之际，尚对汉人官员持信任和重用

态度。公元 1260 年 3 月，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即大

汗位，始建年号 “中统 ”。在朝廷设中书省，以王文统任平章政事，在

各地分设 10 路宣抚司，任用汉人儒士为宣抚司使。同年五月，忽必

烈之弟阿里不哥在蒙古的旧都和林（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的哈尔和

林）自称大汗，忽必烈出兵讨伐阿里不哥。  

中统三年（ 1262 年）春天，正当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鏖战期间，益

都行省平章李璮乘机叛乱，不久便被镇压。这次叛乱引起了忽必烈等

蒙古贵族对汉人的猜忌，于是，他们开始实行一系列抑汉措施：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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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诸侯的世袭制度，削弱汉人家族的军权，并在地方行省实行军民

分治，以此办法来加强对大汉民族的防范  。  

元朝建立之后，蒙古统治者对汉民族的打压日益加剧。这种打压

最显著的一个标志，就是把全国人民按照被征服的先后顺序划分为四

个等级：一等人为蒙古人，也就是与元朝统治者同一民族的人民；二

等人为色目人，主要是指西域地区的各族人民，也包括来自西方的欧

洲人，因为这些人眼珠或蓝或绿，故称色目人；三等人为汉人，大体

是指长江以北被蒙古较早占领地区的人民，这个等级虽名为 “汉人 ”，

其实还包括契丹、高丽、女真以及云南和四川等地的各族人民；四等

人为南人，单指最后被蒙古攻克的原南宋治下的各族人民。  

在这四等人之中，蒙古人高高在上，享受诸多特权；色目人位居

第二，被用来协助蒙古人监视和统治汉人与南人；汉人和南人的地位

最为低下，他们被蔑称为 “汉儿 ”和 “蛮子 ”，受尽统治者的压迫和歧视。

终元代一朝，蒙元统治者始终执行这种不平等的民族政策，现列举如

下：  

首先是政治生活领域的不平等。在民族歧视政策的框架之下，中

央政府机构的主要职位，大抵都由蒙古人出任。以总理政府行政事务

的中书省为例，在元朝一百余年的统治时期，前后共有四十余位左右

丞相轮流把持中书省，偌大的汉民族，仅史天泽与贺惟一两人当过丞

相。国家最高军政机构枢密院的长官和国家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的长

官，这些敏感机构的头头脑脑也几乎全都是蒙古人。中书省以下的礼、

吏、户、刑、兵、工等六部尚书和侍郎职位，一般也都是由蒙古人担

任，其次是色目人，汉人任职者乃少数个别情况。  

中央政府如斯，地方政权机构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各行省长

官多由蒙古人担任，其次是色目人，汉人很少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职

位。行省以下的路、府、州、县，其监治长官称作 “达鲁花赤 ”（蒙古

语音译，意即 “镇守者 ”），大多也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充任。汉人只

能担任各路、府、州、县的 “总管 ”，因为这是个直接与汉族人民打交

道的职位，出于方便管理民众的需要。即便如此，总管的副手往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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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色目人，监视之意昭然若揭。由此可见，朝廷对汉人可谓处心积

虑，层层设防。  

其次是司法领域的不平等。元朝的臣民在法律面前各不平等，如

果触犯法律，官府对蒙古人、色目人的惩办要较汉人、南人轻微许多。

例如法律规定：汉人、南人犯盗窃罪要黥面（在脸上刺字），而蒙古

人、色目人则不受此刑；汉人、南人打伤了蒙古人，要被判处死刑，

“杀以惩众 ”；而蒙古人打死了汉人、南人，仅仅是 “断罚出征 ”，罚凶

手当兵，外加赔偿一些丧葬费即可了事。法律甚至规定，蒙古人殴打

汉族人，不准还手自卫，只能事后凭着证据去打官司申冤。倘不如此，

将 “严行断罪 ”！真正像耶稣所说的那样， “他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

也转过来让他打 ”！除了犯罪后的惩罚办法不同之外，就连审判机构

也不相同：汉人、南人犯罪，由各级司法衙门审判；而蒙古人、色目

人犯罪，则由专管蒙古人事务的大宗正处理，偏袒包庇之意显而易见。 

最后是入仕之路的不平等。元朝的入仕之路大抵有两条：一条是

从禁军晋升。由于禁军的职责主要是宿卫宫廷，出于对汉人的猜忌和

戒备，很少有汉人能够进入禁军队伍，顺理成章，这条通过禁军入仕

的道路对汉人而言基本不通。另一条是科举考试。元朝统治者设立的

这个所谓科举制度，它并非真正为了给国家选拔人才，而是作为沿袭

中国传统封建王朝的一个象征性措施，因此，这个制度一出台就充满

了诸多不平等。简而言之，每次考试，汉人、南人被考的内容多、试

题难，而蒙古人、色目人被考的内容少、试题简单；考试合格之后被

朝廷录用，蒙古人、色目人被授的官阶高，而汉人、南人被授的官阶

低。如此所谓科举，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不学无术的蒙古人、色目

人充斥朝廷庙堂，而满腹才华的汉人、南人却报国无门！  

汉族儒生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其最高人生愿望就是 “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 ”。可是如今，面对这种制度不公、报国无门的残

酷现实，他们怎能不满腹怨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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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述政治制度所触及的仅仅是汉族精英和少数违法者的

利益而对普通守法百姓影响不大的话，那么，元朝政府制定的另外一

些腐朽落后的制度和政策，则深切地损害了广大贫苦百姓的利益。  

其一，是附会和模仿 “汉法 ”的封建地主制度。蒙古原是游牧民族，

他们原本的生产生活方式是逐水草而四处迁徙。在入主中原之后，汉

人发达的封建经济模式吸引了蒙古统治者，于是，元朝政府也学着实

行汉人的封建统治制度。为了争取一些汉族地主阶级的合作与支持，

蒙古统治者采用笼络利诱的方式，许多汉族地主纷纷投靠新的统治者，

帮助他们 “变易旧章 ”、“遵用汉法 ”，并逐渐建立起一套具有元朝特色

的封建生产方式和政权统治制度。  

之所以称之为 “元朝特色 ”，一方面是它变本加厉地继承了历代王

朝那种封建地主化的剥削方式；另一方面，元朝的封建剥削方式还掺

揉进了外族统治者的民族习性。例如，在刚入主中原那会儿，蒙古贵

族一度疯狂掠夺土地，圈占民田改为牧场，企图推行他们固有的游牧

经济。忽必烈称帝之后，“改田行牧 ”的做法虽被叫停，但是，蒙古贵

族侵占良田的举动却并未得到多少改观。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王朝的统治者出于对自家江山长治久安的考

量，大抵对百姓的压榨和侵犯并不过分，往往是抱着 “养鸡吃蛋 ”的心

态，让百姓安居乐业，把日子过下去，以便长期有鸡蛋吃。到了元朝，

这些新兴的外族地主，因为缺少王法的约束，或曰受新朝王法的纵容，

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在自己霸占的土地上作威作福，为所欲为。那些

投靠了元朝的汉族地主则倚仗着新主子的庇护，利用法纪的松弛和不

完备，大肆侵占民田，与蒙古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变本加厉地盘

剥和压迫自己的同胞。  

其二，是带有奴隶制度印迹的分封制度。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国以

后，除了附会 “汉法 ”的封建地主制度之外，还并列实行带有奴隶制度

印迹的分封制度。  

中国历史上的分封制度始于周朝初年的春秋年代，秦时被废，汉

高祖刘邦又重新启用，经过 “七王之乱 ”以后，这种制度日益暴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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