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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统一

王朝。 公元 1368 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

定国号为“大明”，明朝自此开始；公元 1644 年，李自成的

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明朝自此灭亡。 明朝

历经太祖朱元璋 、惠宗朱允炆 、成祖朱棣 、 仁宗朱高炽 、

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代宗朱祁钰、宪宗朱见深、孝宗

朱祐樘、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穆宗朱载垕、神宗朱翊

钧 、光宗朱常洛 、熹宗朱由校 、毅宗朱由检十六帝 ，共计

276 年。

明朝是上承元朝、下启清朝的重要朝代。 明朝灭亡蒙

元以后， 汉族人在华夏土地上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封建王

朝。 明朝的建立改善了汉人的地位，使得占人口绝大多数

的汉族人民重新回到平民的位置上来， 并为中国的进一

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公元 1368 年 8 月，朱元璋的起义大军在大将徐达、常

遇春等人的指挥下一举攻破元大都北京， 宣告了蒙元王

朝的灭亡 。 同年 ，朱元璋称帝 ，改元洪武 ，建立了大明王

朝，是为明太祖。 朱元璋即位之后，立即着手对以前的制

度进行改革 ，自太祖以后 ，明朝废去中书省和丞相 ，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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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并直接隶属于皇帝管辖 。

朱元璋在位 31 年，其后是惠帝朱允文即位。 由于朱允文

的削藩政策，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

起了“靖难之役”。 经过四年的战争，朱棣打败惠帝统治集

团，夺取了明朝政权，建元永乐，是为明成祖。

明成祖为了加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防御， 遂于永乐

八年（公元 1410 年）到永乐二十二年 （公元 1424 年 ）五次

亲征，先后打败了蒙古的鞑靼和瓦剌两部，并于永乐十九

年（公元 1421 年）迁都北京，以此加强对北方各少数民族

的控制。

明朝自成祖之后，历经仁宗、宣宗至英宗一直处于稳

步上升阶段。 公元 1449 年，瓦剌率军南侵，英宗和宦官王

振领兵亲征，在土木堡遭到惨败，英宗被瓦剌俘虏。 这就

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在北京留守的兵部侍

郎于谦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即景泰帝，并

进行了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北京保卫战，最后赢得了胜利。

使瓦剌不得不释放英宗回朝。英宗回国后，于公元 1457 年

乘景泰帝病重之机，在宦官的协助下发动政变夺回政权，

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两朝天子”。 英宗复位之后，

助其夺权的宦官都被授以高官厚禄， 这就导致了此后宦

官的权力大大超出朝臣的权力， 明朝的实际统治权几乎

全部把持在他们手中， 其中以武宗时期的刘谨及熹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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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魏忠贤为最甚。

明朝中后期，明神宗为了改变当时日趋混乱的政局，

挽救统治危机，遂于万历元年（公元 1573 年）任命张居正

为首辅进行改革，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 张居

正在经济、政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最为

著名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 自张居正改

革之后，明朝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起色，政治也相对稳定

下来。

自明神宗之后，明朝开始走向衰落。 公元 1628 年，明

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崇祯帝即位。公元 1664 年，李自

成率军攻占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而死，大明王朝至此

画下了休止符。

由于明朝在统治上相对比较稳定， 因此明朝社会在

各方面都有所发展。 到明朝中期， 不论是在科学技术方

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已远远超过前代。 明朝的科技文

化发展尤为迅速，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典四大名著之三

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 》皆是出于明朝 ；在科

技方面 ，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科技巨著 ，如李时珍的 《本草

纲目》、宋应星的 《天工开物 》、徐光启的 《农政全书 》以及

徐霞客的 《徐霞客游记 》等 ，这些科技著作均成为今日我

们研究和借鉴古代技术的珍贵文献资料。 在永乐年间，我

国著名的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曾率远洋船队六次出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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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加强了明王朝与世界各国在经

济、 政治等方面的联系， 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巨大贡

献。

本书共分为五章 ，分别讲述明朝著名的皇帝 、皇后 、

文臣武将、历史事件以及明朝的科技文化成就。 书中的内

容言简意赅 、通俗易懂 ，集知识性和故事性于一体 ，让您

在轻松愉悦的阅读中，全面了解和把握大明王朝的历史。

不过，由于编者的知识水平有限，书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

些不妥和错误 ，敬请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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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是如何建立起大明王朝的 ？

朱元璋 ，字国瑞 ，原名朱重八 ，后取名朱兴宗 ，后又改名元

璋 。 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 ，因为推翻了蒙古族即元朝在中原的

统治 ，故被列为民族英雄 。 朱元璋是继汉高帝刘邦之后第二位

平民出身并且统一全国的皇帝 。 朱元璋在位 31 年 ，年号洪武 ，

葬于明孝陵 。

朱元璋出身贫寒 ，没有什么文化 ，后来却成为了中国历史

上一位很有作为的英明君主 。 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 ，他也

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

朱元璋于元朝天顺帝天历元年九月十八 （公历 1328 年 10

月 21 日 ）出生于今安徽省凤阳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排行第

四 。 父亲朱五四 （后改为世珍 ） ，母亲陈氏 。 和大多数封建皇帝

一样 ， 朱元璋的出世也被人为地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 根据

《明史 》记载 ：朱元璋的母亲刚怀孕时 ，曾经做了一个怪梦 ，梦

中有一个神仙给了她一粒仙药 ，放在手中闪闪发光 ，于是她就

吃了下去 ，他母亲从梦中惊醒 ，但是仍余香满口 。 等到朱元璋

出生时 ，红光满屋 ，时值夜晚 ，红光从屋中射出 ，邻居见后 ，以

为失火 ，赶忙奔走相救 ，结果是虚惊一场 。

朱元璋自幼家境贫寒 ，父母兄长都死于瘟疫 ，孤苦无依 ，曾

入皇觉寺为僧 ，兼任清洁工 、仓库保管员 、添油工等 。 入寺还不

到两个月 ，因为荒年寺租难收 ，寺主封仓遣散众僧 ，朱元璋不

得不背井离乡 ，成为游方僧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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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同乡好友汤和的举荐下 ，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领导

的农民起义军即红巾军 ，反抗蒙元暴政 。 在郭子兴手下 ，朱元

璋屡建战功 。 郭子兴死后 ，朱元璋继续统率郭部 ，任小明王韩

林儿的左副元帅 。 后来因为战功卓著 ， 朱元璋得到连续升迁 。

到了公元 1356 年 ， 很多将领推举朱元璋为吴国公 。 公元 1364

年 ，朱元璋即吴王位 。 公元 1367 年 4 月 ，吴王朱元璋命中书右

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 、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 ，率 25 万大军北

进中原 。 在北伐过程中 ，朱元璋发布文告 ，文告中提出 “驱逐胡

虏 ，恢复中华 ，立纲陈纪 ，救济斯民 ”的纲领 ，以此来感召北方

人民起来反元 。 朱元璋顺应时代潮流 ，凭借其雄才大略 、远见

卓识对北伐做出了精心部署 ， 提出先取山东 ， 撤除元朝的屏

障 ；再进河南 ，切断元朝的羽翼 ，夺取潼关 ，占据元朝的门槛 ；

然后进兵大都 ，这时元朝已经势孤援绝 ，不战而亡 ；再派兵西

进 ，山西 、陕北 、关中 、甘肃可以席卷而下 。 北伐大军依计而动 。

徐达率兵先取山东 ，再西进 ，攻下汴梁 ，然后挥师澧关 。 朱元璋

到汴梁坐镇指挥 。公元 1368 年 ，朱元璋在南京称帝 ，国号大明 ，

年号洪武 。 公元 1368 年 7 月 ，各路大军沿运河直达天津 ，27 日

占领通州 。 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率后妃 、太子和大臣 ，开健德门

逃离大都 ，经居庸关逃奔上都 。 8 月 2 日 ，明军占领大都 ，元朝

至此灭亡 ，蒙古结束了在中原长达 99 年的统治历史 ，汉人终于

重掌了政权 ，做回了主人 。

经过十数年的征战讨伐 ， 朱元璋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

“驱逐胡虏 ，恢复中华 ” ，从一个横笛牛背的牧童 、小行僧 ，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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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开国皇帝 。

公元 1371 年 ，明军入川 ，夏主明升暗降 ，四川平定 。 公元

1381 年 ，朱元璋命傅友德 、沐英 、蓝玉进攻云南 ，次年攻破大

理 ，基本上完成了南方的统一 。 公元 1387 年 ，冯胜 、傅友德 、蓝

玉奉命进攻辽东元朝残将纳哈出 ， 纳哈出无路可逃 ， 率众投

降 ，辽东平定 。 至此 ，除漠北草原和新疆等地以外 ，全国基本上

完成了统一 。

朱元璋在位 31 年 ，推翻了蒙元的暴政 ，建立了全国统一的

封建政权———明朝 。 朱元璋在位期间 ，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

盾 、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 ，实行了抗击

外侵 、革新政治 、发展生产 、安定民生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进

步的政策 ，在政治 、经济 、军事 、思想等方面大力加强君主专制

的中央集权统治 ，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

明成祖朱棣对中国历史有哪些贡献 ？

明成祖朱棣 ，是明朝第三位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 。

出生于应天 （今江苏南京 ） ，初封燕王 ，曾居于凤阳 ，对民情颇

有了解 。 曾多次受命参与北方军事活动 ，两次率军北征 ，这也

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 。

朱元璋晚年 ，太子朱标 、秦王朱爽 、晋王朱棡先后死去 ，朱

棣不但在军事实力上 ，而且在家族尊序上都成为诸王之首 。 朱

元璋去世后以后 ，继位的建文帝朱允炆实行削藩政策 ，朱棣遂

于建文元年 （公元 1399 年 ）七月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靖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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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役 ，四年六月攻入南京 ，夺取了帝位 ，第二年改元永乐 。

永乐十九年 （公元 1421 年 ） ，明成祖朱棣将都城迁往北京 ，

以南京为留都 。 极力肃整内政 ，巩固边防 ，政绩颇著 。 在文化事

业上 ，明成祖注重加强儒家文化思想的统治 ，大力扩充国家藏

书 。 永乐四年 （公元 1406 年 ） ，他到御殿观览图书 ，曾经问大学

士解缙 ： “文渊阁里的经史子集是否全备 ？ ”解缙回答说 ： “经史

粗备 ，子集尚多阙 。 ”于是他命令解缙等人开始编纂 《永乐大

典 》 。 并于永乐六年 （公元 1408 年 ）最终编成 ，共 22877 卷 ，装成

11095 册 ，定名为 《永乐大典 》 ，藏于 “文渊阁 ”中 。 这对保存古代

文化典籍 ，具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 迁都以后 ，朱棣命令将南京

之书大量北运 ，将 《永乐大典 》运至北京后 ，专门收藏于 “文

楼 ” 。 收录进永乐大典的图书 ，均未删未改 ，这实在是对中华文

化的一大贡献 。

朱棣即位后 ，曾先后五次北征蒙古 ，追击蒙古残部 ，缓解其

对明朝的威胁 ；朱棣为保证北京粮食与各项物资的需要 ，于永

乐九年疏浚会通河 ，十三年凿清江浦 ，使运河重新畅通 ，对南

北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 朱棣迁都并营建北

京 ，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定都北京的汉人皇帝 ，奠定了北京

此后 500 余年的首都地位 ；朱棣设立了奴儿干都司 ，以招抚为

主要手段管辖东北少数民族 ；最令他闻名于世的是郑和先后七

次下西洋 ，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 ，沟通了中国与东南亚及印度

河沿岸国家的联系 ； 朱棣还十分注意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

认为 “家给人足 ” 、 “斯民小康 ”是天下治平的根本 ，他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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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开中则例 ， 保证军粮和边饷的供

给 ，在中原各地鼓励垦种荒闲田土 ，实行迁民宽乡 ，督民耕作

等方法以促进生产 ，通过这些措施 ，永乐时 “赋入盈羡 ” ，明朝

的社会经济达到了一个高峰 。 因此 ，明成祖可谓是功绩累累的

一代雄主 。

永乐二十二年 ，朱棣死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 （今内蒙

古乌珠穆沁 ） ，葬于长陵 ，庙号太宗 ，嘉靖时改为成祖 。

为什么把明仁宗朱高炽称为 “一代仁君”？

明仁宗朱高炽 ，是明成祖的长子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 ，成祖

朱棣病逝 ，朱高炽继位 ，是明朝的第四位皇帝 ，仅仅在位 10 个

月 ，于洪熙元年五月暴死 ，终年 48 岁 ，葬于北京昌平天寿山献

陵 （今北京十三陵 ） 。

朱高炽即位以后 ，改年号为洪熙 ，开始了他一系列的改革

措施 ，首先朱高炽赦免了建文帝的旧臣和成祖时遭连坐流放边

境的官员家属 ，并允许他们返回原籍 ，又平反冤狱 ，使得许很

多冤案得以昭雪 ，如建文朝忠臣方孝孺的冤案 ，永乐朝解缙的

冤案等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平反 。并且恢复了一些大臣的官

爵 ，从而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

朱高炽非常注重选用贤臣 ，削汰冗官 。 他任命杨荣 、杨士

奇 、杨溥三人 （史称三杨 ）辅政 。 废除了古代的宫刑 ，停止了宝

船下西洋 ， 停止了皇家的采办珠宝等等 ， 处处以唐太宗为楷

模 ，修明纲纪 ，爱民如子 。 他还下令减免赋税 ，对于受灾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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