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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卷故事提要

元朝末年，以红巾军为主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一时群雄

并起，烽火连天，元王朝陷于风雨飘摇之中。

历史将一个曾经放过牛，讨过饭，做过穷和尚的人脱颖

而出，推上历史舞台。他渡江南下，立足金陵，东征西讨，终

于击败群雄，于１３６８年登上皇帝宝座，建国号为大明，成为

开国雄主。此人就是明朝第一代君主朱元璋。

同年，朱元璋挥师北上，将占据中原近一个世纪的蒙古

贵族逐出塞外，大元王朝宣告灭亡。此后又经过２０年的征

战，四川、云南、辽东等地都先后被平定，朱元璋终于完成了

大中华的又一次统一。

洪武年间，朱元璋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另一

方面建立了一套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制度，为朱明王朝的长

期稳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晚年，朱元璋疑心渐重，将那些曾为他出生入死的

功臣们杀戮殆尽，演出了又一幕更为惨烈的“兔死狗烹”的

悲剧。

朱元璋去世后，他孙子建文皇帝继位，实行“削藩”政策，

企图削除威胁皇权的亲王势力，然而却被其叔父燕王朱棣以

“靖难”为借口，打得大败，逃出京城，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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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篡位之后，迁都北京，是为明成祖。他大有乃父之

风，多次亲征蒙古，派遣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通好

诸国。永乐年间经济进一步发展，国力雄厚，进入了空前的

强盛时期。此后的仁宗、宣宗，也能注意到加强吏治，与民休

息，出现了著名的“仁宣之治”。

从明英宗当政始，明王朝逐渐走向衰落。明武宗更是荒

淫无耻，巡游无度。宦官刘谨专权，朝政混乱，吏治腐败，特

务横行。宁王朱宸濠叛乱，流民刘六、刘七等矿工、农民起

义，都使明王朝摇摇欲坠。

明世宗一心佞道，万历皇帝横征暴敛，在他们前后近百

年的统治期间，前有严嵩把持朝政，后在矿监税使横行全国，

张居正改革失败，王公大臣、豪强劣绅兼并加剧，土地高度集

中，致使民不聊生，万姓流离，明王朝开始走上了末路。

嘉靖帝时，由于边备废弛，军队疲弱，东南一带倭患严

重，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戚继光、俞大猷等爱国将领

浴血奋战，扫平倭寇，维护了民族利益。

北方的蒙古军事贵族，始终威胁着明朝边境的安全，连

年的边患，耗费了明朝大量的人力、物力。

天启年间（１６２１—１６２７年），宦官魏忠贤专政，结成阉

党，排陷忠良，残害百姓，中华大地鬼域横行。

这时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崛起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

部，建立了后金（后来改为清）政权，明王朝受到了严重威胁。

沉重的徭役赋税和连年的灾荒，使农民流离失所。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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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人作战，明廷又在全国加派“辽饷”。天启末年，处于绝

路之中的陕西农民揭竿而起，遂成燎原之势，高迎祥、李自

成、张献忠等纵横驰骋。崇祯皇帝继位之后，进行了多年的

徒劳挣扎，辽东与“流寇”两处战火烧得他焦头烂额。

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年）三月，李自成身穿青白色布衣，头

戴氈笠，骑乌驳马，率领大顺农民军开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

山上吊自杀，历经１６帝，延续２７６年的朱明王朝宣告灭

亡了。

李自成攻占北京之后，明宁远总兵吴三桂降清，引清兵

入关，李自成战败出走。清王朝建立，镇压了李自成、张献忠

等义军政权，又先后消灭了几个南明小朝廷，明朝气数已尽。

明代的农业及手工业的生产水平超越了以往历代，商品

经济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开始出现。

随着社会的进步，严重束缚人们思想与个性的封建理

学，在明代中期开始走向衰落。思想家李贽等人公开反对某

些传统的封建观念，蔑视历来极受尊崇的六经，反映出市民

阶层的政治、经济要求。当时还出现了许多不循理法、率意

而行的所谓“狂士”，这些人正是一批较为进步的知识分子，

他们貌似怪诞的行为不过是追求个性自由的一种表现罢了。

在文学领域中，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

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等长篇小说，各以其宏大的结构和

场面、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曲折动人的情节以及深刻的思

想内涵，征服了后代无数读者。《金瓶梅》及“三言、二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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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世俗生活的长、短篇小说，反映了普通人物的生存状况，

体现了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艺术上别具特色。这些作品成

为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

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优秀戏曲家，创作了大量的优美动人

的戏曲作品，如他的“临川四梦”（即《紫钗记》《牡丹亭》《南柯

记》《邯郸记》），久传不衰，感动和影响了无数的观众。

在书法和绘画方面，出现了许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如

沈周、祝允明、仇英、唐寅、徐渭、董其昌等人，他们都为后人

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精品。

明朝的科学技术比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郑和下西洋的

事实，证明了我国当时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居于世界先进水

平。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等科学巨匠，都为人类

文明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受到了严重

的压抑和摧残。几乎与明代同时的西方各国，出现了轰轰烈

烈的文艺复兴运动，进行了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生产力得

到了解放。而我国则在封建王朝重复更替，原地踏步之中走

上了“落后挨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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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谅中计

元朝末年，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

但全国各地的其他起义军力量却迅速壮大起来，到后来，又

逐渐演变成了起义军之间争夺天下的战争。在当时的各路

起义军中，以朱元璋为首的力量最强，能与朱元璋相抗衡的

力量应该只有陈友谅的军队。

朱元璋原先是反元义军徐寿辉的部将。后来他将徐寿

辉杀了，自立为王，定国号叫汉。陈友谅占有湖南、湖北、江

西等大块地盘，成为当时南方一个比较强大的割据政权，他

认为朱元璋是自己扩大势力的强大敌人，便率领几万水军，

顺江东下，攻打朱元璋所在的应天府（今江苏南京）。

朱元璋得到消息，赶忙召集各位大将商量对策，讨论了

好一阵子，也没有个结论。最后，新来的谋士刘基出了个好

计谋。

刘基告诉朱元璋说：“敌人远道而来，一定疲劳，我们以

逸待劳，再用诈降计诱他深入，还怕打不了胜仗吗？”

朱元璋听了很高兴，再细细商量就定下了计策。任务交

给了康茂才，要他写信给他的老相识陈友谅，假装投降。为

了分散陈友谅的兵力，叫康茂才在信中说要陈友谅分兵三路

攻打应天府，自己做他的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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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使陈友谅起疑心，康茂才把信写好后，就派自己

的老仆人、过去给陈友谅当过差的老头送给陈友谅。陈友谅

见了老仆人送来的信，不仅没有怀疑，还非常感激，忙问：“康

兄现在哪里？”

老仆人说：“他已带了一队兵马驻守在江东桥，接应大

王您。”

陈友谅又问：“江东桥是个什么样子？”

老仆人说：“很好认，是座大木桥。”

陈友谅美美地款待了老仆人一顿才把他送走，临走时，

对老仆人说：“你赶快回去通知康兄，我马上就去江东桥，到

了桥边，我以叫几声‘老康’为暗号，请他出来接应我。”

老仆人回来后，把这些话一五一十告诉了朱元璋和刘

基，刘基连夜派人拆了江东木桥，砌成一座石桥。朱元璋又

按陈友谅的逃兵所提供的情报，了解到陈友谅的进兵路线，

派徐达、常遇春等几员大将，在沿江几个重要关口分别埋下

伏兵，朱元璋亲自率领大军守在卢龙山（今南京狮子山）指

挥，规定按信号行事，举红旗就是说敌人已经到了，举黄旗就

是命令伏兵出击。

陈友谅在老仆人走后，亲自带领全体水军，径直驶向江

东桥。谁知到了约定地点，只有石桥，却没有木桥。陈友谅

连喊几声“老康”，都没有人答应，知道自己上当了，赶忙下令

撤退。

朱元璋见陈友谅果然中计进了伏击圈，迅速命令士兵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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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旗。顿时，战鼓齐鸣，杀声震天，岸上伏兵和水港里的水军

一齐杀将出来。

陈友谅遭到突如其来的袭击，哪里招架得住，几万水军

死伤无数。陈友谅在部将的保护下，夺船而逃，２万多士兵

被俘，１００多艘战船被缴获。

应天一仗，陈友谅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而朱元璋却从

此声势越来越强大。陈友谅不肯甘心，发誓道：“不报此仇，

誓不为人。”陈友谅养精蓄锐３年，造了几百艘战船，率领６０

万水军攻打洪都（今江西南昌）。朱元璋亲率２０万大军救援

洪都，鄱阳湖一战，朱元璋把湖口封住，与陈友谅连战三天三

夜，由于陈友谅兵力强大几倍，朱军失利较多。

最后一位大将向朱元璋献计说：“这个仗，不用火攻是打

不赢的。”朱元璋认为是条妙计，随即派了７艘小船，装满火

药，每条船后面带着一条轻快的小船。到了太阳落山的时

候，正好刮起了东北风，朱元璋大喜：“真是天助我也。”随即

挑选了几十名壮士，组成敢死队，驾着７艘小船，顺风点火，

火船直冲陈友谅的船队。风越刮越大，风助火势，火越烧越

旺。陈友谅所有大船全部起火，水军全军覆没，陈友谅自己

在突围时被朱军乱箭射死在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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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攻克金陵

暮春三月，暖风习习，江南大地上紫燕翻飞，杨柳依依。

秦淮河东岸的方山顶上，开满了不知名的野花。本来，这应

当是一个花香袭人的美好季节，然而，一股股浓重的血腥气

息随风远播，令人窒息。无数尸体与死马堆积在山涧边、岩

石旁，紫黑色的污血涂在野花上，显得异常惨丽而阴森。折

戟断箭，丢弃得到处都是，像撒下了一地枯枝。

这是元顺帝至正十六年（１３６５年），红巾军将领朱元璋

攻破元将陈兆先的营寨，陈兆先被擒，其部属３６０００多人也

都成了俘虏。

太阳快要落山了，朱元璋身披重铠，手按剑柄，神色凝重

地挺立在一块岩石之上，向东北方远眺。江南重镇、古城金

陵已遥遥在望，城外的蒋山（即钟山）在夕阳下显得更加

苍翠。

金陵，元时称集庆，既是六朝古都，又是兵家必争的龙蟠

虎踞之地。朱元璋早就期望攻占此地，作为立脚点，进一步

扩展自己的势力，郭子兴死后，其部众都归到了朱元璋麾下，

他率众渡江，所向无敌。如今，又新得到３万多名降卒，实力

更强了，因此，金陵实际上已经落入他的股掌之上。

天色渐渐暗下来，几声伤马的悲鸣将朱元璋从沉思中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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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他环顾四周，只见自己的部下正掘壕沟、支帐篷，准备扎

营过夜，然而大群大群的降卒却挤成一堆窃窃私语，脸上满

是惊惶疑虑之色，不少人还偷偷向这边指指戳戳，像在争论

着什么。再看看自己身后的卫士们，他们的手都已不由自主

地按到了兵器之上，神色十分紧张。朱元璋心里一惊，他明

白，降卒们还不清楚他将怎么处置他们，因此人人心怀疑惧。

原来，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月，许多将领嗜杀的事并不少见。

当然，一旦发现大难临头，俘虏们也不会束手待毙，而是要拼

个鱼死网破。

朱元璋略一思索，将右手一招，一直侍立在身侧的年轻

将领冯国用跨前一步，垂手听命。朱元璋缓缓说道：“你去降

卒之中挑选５００名剽悍骁勇者，带到大帐听用。”冯国用应了

一声，匆匆而去。

回到大帐，朱元璋命令所有侍卫去另扎帐蓬宿营。侍卫

们不敢多问，迟疑了一下，纷纷散去，一边走一边回望，只见

朱元璋已走到那５００名剽悍的降卒中间。

朱元璋淡淡一笑，对众降卒说：“今夜有劳各位，请各位

暂且屈居侍卫之职。”说完，径直走进帐幕。冯国用想出言劝

阻，但终于忍住没说，他转身对５００名俘虏兵下令，叫他们分

批站哨，余下的人一律进入大帐，沿帐边铺好地铺，和甲而

寝。降卒们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帐中央一张虎皮褥

子上，朱元璋已经脱掉盔甲，舒适地伸展四肢，仰面而卧，不

一会，竟然发出了细微的鼾声。这时，外面有几个将领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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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似乎有话要说，脸上神色极为焦虑。冯国用对他们挥挥

手，示意他们退下，然后进帐走到朱元璋卧榻之旁，为他盖上

一床棉被，自己则端坐榻旁闭目养神。

降卒们明白了：这是对他们的最大信任！因为此时朱元

璋已完全将生命交到了他们手里。

这５００人个个身如铁塔，武艺高强，他们若结成一个方

阵，在千军万马之中也可任意驰骋。假若他们想杀掉朱元璋

或将他扣作人质，现在任何人都无法来救。到了这时，原先

在心中的疑虑、恐惧渐渐消去，代之以宽慰与感动。这些粗

豪的汉子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为朱氏好好效力，以报答这

一番知遇之情。

夜深了，朱元璋呼吸平稳匀长，鼾声时高时低，似乎已深

深沉入梦乡。其实，当此性命交关之时，他如何真能安然入

睡？他以极大的毅力控制好自己的呼吸，以免气息急促；尽

量放松全身绷紧的肌肉免得老是要翻身。他凝神细听周围

降卒们的动静，听出帐外站哨的人在不时走动，以抗拒春夜

的寒意。帐内的降卒大多都已睡着，偶尔翻身，身上的盔甲

与兵器碰撞得叮当作响。他稍稍放下心来，转脸去看冯国用

只见在一根残烛暗淡的烛光下，他屏息端坐，宝剑横置膝上，

虽然闭着眼睛，但似乎随时都可一跃而起。朱元璋心里一

热，想起冯氏兄弟率义军前来归附时的情形。朱元璋当时

说：“看你们的服装和气质，难道竟是儒生吗？假如要平定天

下，有什么好的计策呢？”冯国用答道：“金陵虎踞龙蟠，是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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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都，愿明公先攻占金陵，然后派大将四出攻伐，救民于水

火，勿贪财，勿滥杀无辜，提倡仁义，天下不难平定。”朱元璋

听罢大喜，从此将此话当成了行动纲领。

月亮偏西，雾气从幕缝中拥入，带进一丝寒意。朱元璋

裹紧锦被，渐渐被难以抗拒的困意带入梦乡。他的梦很不踏

实，朦胧中他想起了父母。父亲朱五四，一个老实巴交的庄

稼人，到处受人欺侮，从外地徙居濠洲（今安徽凤阳），先住在

钟离东乡，后来搬到西乡，最后定居太平乡孤庄村。至正四

年（１３４４年），淮北大旱，接着又发生了蝗灾，赤地千里，饿殍

（ｐｉǎｏ）遍野，后来又发生瘟疫，半个月之中，朱元璋的父母、

大哥、幼弟相继病死。家里穷得什么都没有，朱元璋只好与

二哥用破席裹了父母的尸体，抬到山上去埋，半路上绳子断

了，又下起了大雷雨，竟将父母的尸体冲入一道沟中，被泥土

掩埋起来。不久二哥也死掉了。朱元璋年方１７，衣食无着，

只好进了皇觉寺当和尚。寺中也断了粮。朱元璋被迫孤身

外出“化缘”，其实是讨饭，他云游四方，整整３年。此刻即使

在梦中，他也忘不了当时腹中饥火煎熬，身上僧衣破烂，北风

吹面如割的苦况。再回皇觉寺过了几年后，全国爆发了红巾

军大起义，残暴黑暗的元王朝进入风雨飘摇之中。２５岁那

年，朱元璋投奔了郭子兴的义军，因受赏识，娶了郭子仪养女

马氏为妻。后来，带着幼时放牛的伙伴徐达、周德兴等人四

处攻伐，招募义勇，实力不断扩大。最后断然渡江，焚舟前

行，拔采石，下太平（今安徽当涂），终于有了今天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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