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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目　录（中册）

第５章　驱逐胡虏　恢复中华
● 兼顾南方重在北伐　三路大军同时出发 ４１１…………………………

? 朱元璋最终实现大一统帝国重建战略思路：兼顾南方，重在北伐

４１２…………………………………………………………………

? “先南后北”战略中最终东南统一战争的开启———扫平浙东方国

珍 ４１３………………………………………………………………

? 一日连发三道军令：兼顾南征　重点北伐　齐头并进 ４１８………

● “驱逐胡虏　恢复中华”　颠覆元廷　声震华夏 ４３１…………………

? 朱元璋的“北伐宣言”与“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４３１………………

? 稳扎稳打　三步北伐　颠覆元廷　声震华夏 ４３８………………

● 十“清沙漠”　除去“尾巴”　横扫割据　统一天下 ４６１………………

? “大尾巴”、大后患的凸显与朱元璋的北平之行 ４６１………………

? 《克复北平诏》与太原夜袭、山西平定（１３６８．１２） ４６３……………

? 剪除余虏、夺取关陇———朱元璋：我忽悠你们的呀，现在可来真格

的啦！ ４６６…………………………………………………………

? 十“清沙漠”，南平川滇，横扫割据，天下一统 ４７３…………………

第６章　立纲陈纪　关注民生
● 乱世渐定大明新立　洪武治国宽猛相济 ４８２…………………………

? 以元亡为鉴，欲行宽猛相济之政，解决民生问题 ４８３……………

? 草根皇帝“使厚民生”或言关注民生的缘由 ４８４…………………

? 洪武宽猛相济治国思想内涵：阜民之财、息民之力　禁贪除暴、立

纲陈纪 ４８７…………………………………………………………

● 参酌唐宋立纲陈纪　损益元制构建新体 ４９０…………………………

? 朱元璋说：“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 ４９２………………

? 整饬与改革吏员制度，严防奸吏坏政害民 ４９６……………………

? 简明立法，颁布中国最早的普法教材———《律令直解》 ４９８………

? 严肃大明后廷制度，开创一代宫闱“新貌” ４９９……………………

? 重振纲常礼法　洗涤蒙元胡俗陋习　构建等级秩序 ５０４………































































２　　　　

? 洪武时期立纲陈纪重建等级秩序的历史意义 ５１０………………

● 雄主力治“三农”问题　下“猛药”除民生之疾 ５１７……………………

? 不遗余力经营农业问题 ５１９………………………………………

? 殚精竭虑解决农民问题 ５４０………………………………………

? 别出心裁实行“农村自治” ５７３……………………………………

● 以良治良创设粮长　君权延伸乡村四方 ５８２…………………………

? 中国历代基层赋役征收的利弊与传统社会中央集权的盲点

５８２…………………………………………………………………

? 朱元璋为什么想到要搞粮长制？ ５８３……………………………

? 明初粮长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５８８……………………………

? 粮长制的历史影响 ５９７……………………………………………

? 粮长制的异化 ６０１…………………………………………………

● 工商有序和谐公平　崇本抑末宽厚生民 ６０２…………………………

? 重建有序与平和的工商经济秩序———轮班制与不与民争利、

不劳民 ６０３…………………………………………………………

? 建立严控有序的商业秩序 ６０９……………………………………

? 改革币制，推广“大明通行宝钞” ６１３………………………………

第７章　躬自庶政　高度专制
● 纵观元亡横看现状　躬览庶政唯此为纲 ６１９…………………………

● 废除地方行中书省　实行“三司分立制衡” ６２６………………………

? 第一个层面：将故元的地方省级“集权”机制改为地方省级“三权

分立”制 ６２６…………………………………………………………

? 第二个层面：将元朝的地方四级行政制精简为三级行政制

６３０…………………………………………………………………

● 废除中书省宰相制　相权六分君主统制 ６３１…………………………

? 元明以前的“三省制度”与相权分立 ６３１…………………………

? 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宰相制的主要原因 ６３８………………………

? 为了这一天，朱元璋苦苦等了一二十年———终结千年宰相制度

６４３…………………………………………………………………

? 洪武帝废除中书省宰相制、实行政治制度变革之影响 ６４４………

● 大都督府“一分为五”　“兵权三立”君操军伍 ６４８……………………

? 行枢密院“变脸”大都督府和朱家人独居大都督之位 ６４９………

? 将大都督府改造成五军都督府的三大缘由 ６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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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军事机构“一分为五”：五军都督府的设立及其意义 ６５８……

● 精筑五道监察大堤　分权制衡确保君体 ６６０…………………………

? 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建立范围最广的监察系统 ６６１……………

? 建立以六科给事中为主体的无所不察的皇帝近侍监察官系统

６６９…………………………………………………………………

? 创设以通政使司为主干的集谏官和监察于一体的宫廷内外通政

渠道 ６７３……………………………………………………………

? 建立地方权力制衡监察机制：分巡道与分守道 ６７５………………

● 制定“公务员”标准化　严惩官吏贪暴腐化 ６７９………………………

? 明朝领导干部可不好当，入口处至少有七种回避制度———资格标

准化 ６８０……………………………………………………………

? 大明“公务员”工作规范化与公务标准化 ６８６……………………

? 大明“公务员”工作检查、考核标准化———考察与考满 ６９３………

? 大明“公务员”物质生活待遇规范化、标准化 ７１２…………………

● 专制渗透穷乡僻壤　四处布下天罗地网 ７１８…………………………

? 建立以黄册制、鱼鳞册制为纵坐标，里甲制为横坐标的户籍网络

７１８…………………………………………………………………

? 路引制度与巡检制度———锁定动态小民 ７２１……………………

? 高皇帝教导大家：提高警惕，严查奸民、游民、惰民与逸夫

７２２…………………………………………………………………

● 《大明律》与《大诰》并行　礼法结合屈法伸情 ７２６……………………

? 大明法制建设：《律令》、《大明律》与《大诰》之诞生 ７２６…………

? 大明法制建设的宗旨———强化君主专制主义 ７３２………………

? 司法救济与司法公正 ７４６…………………………………………

? 礼法结合　执法原情 ７５２…………………………………………

● 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特务统治无处没有 ７６７…………………………

? 朱元璋为什么会想到要建立锦衣卫特务机构？ ７６７……………

? 赫赫有名的锦衣卫特务前辈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归宿” ７６９……

? 锦衣卫的组建与人事机构组织———明初特务机构内的秘密

７７３…………………………………………………………………

? 无孔不入的锦衣卫与大明步入“特务帝国”的轨道 ７７５…………

? 五毒俱全的锦衣卫狱废弃与高皇帝“好儿子”对“祖制”的破坏

７８５…………………………………………………………………

● 君主淫威无限张扬　时常当殿滥施廷杖 ７８６…………………………































































４　　　　

? 唐朝大臣坐着议事、宋朝大臣站着议事 ７８６………………………

? 元明皇帝给不听话大臣“打屁股”———中国特色的君主专制主义

创举 ７８７……………………………………………………………

? 中国特色的“打屁股”很有讲究 ７８８………………………………

? 明代两次最为“壮观”的“打屁股” ７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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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中册）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５　Ｄｒｏｖｅ　ｏｕｔ　ｔｈｅ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ｄｉｄｎｔ　ｇｉｖｅ　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Ｚｈｕ　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　ｓｅｔ　ｔｈｒｅｅ　ａｒｍ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４１１……………

? Ｚｈｕ　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ｈｉｓ　ｄｒｅａｍ　ａｂｏｕｔ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ｄｉｄｎｔ　ｇｉｖｅ　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４１２…………………………………………………………

?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　ｏｆ　ｅａｓｔ－ｓｏｕｔｈ　ａｒｅａ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ｔｅｒ　ｓｏｕｔｈ”—ａｔｔａｃｋｅｄ　Ｆａｎｇ　Ｇｕｏｚｈ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４１３………………………………………………………

? Ｔｈｒｅ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ｒｄｅｒ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ｉｎ　ｏｎｅ　ｄａｙ：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ｄｉｄｎｔ　ｇｉｖｅ　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４１８………………

● Ｄｒｏｖｅ　ｏｕｔ　ｔｈｅ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Ｚｈｕ　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ｃｏｕｒｔ． ４３１…………

? Ｚｈｕ　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ｄｒｏｖｅ　ｏｕｔ

ｔｈｅ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４３１…………………………………………………………………

? Ｓｌｏｗｌｙ　ｂｕｔ　ｓｕｒｅｌｙ，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ｅｐｓ，ｈｅ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　Ｙｕａｎ　ｃｏｕｒｔ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ｆａｍｏｕ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４３８………………………………………………………

● 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ｒｍｙ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　ｔｅｎ　ｔｉｍｅｓ　ｔｏ　ｒｅｍｏｖｅ“ｔａｉｌ－ｌｉｋ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Ｙｕａｎ”，ａｆｔｅｒ　ｔｈａｔ　ｈ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４６１………………

? “Ｂｉｇ　ｔａｉｌ”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Ｚｈｕ　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ｓ　ｔｒｉｐ　ｔｏ

Ｐｅｉｐｉｎｇ． ４６１…………………………………………………………

?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Ｐｅｉｐｉｎｇ”；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ｒｍｙ
ａｔｔａｃｋｅｄ　Ｔａｉｙｕａｎ　ａｔ　ｎｉｇｈｔ；ｐａｃｉｆｉｅｄ　Ｓｈａｎｘｉ．（１３６８．１２） ４６３……

?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　ｒｅｍａｉｎｄｅｒ　ｅｎｅｍ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Ｇｕａｎ　＆ Ｌｏｎｇ—Ｚｈｕ

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　ｓａｉｄ，“Ｉ　ｃｈｅａｔｅｄ　ｙｏｕ，ｂｕｔ　ｎｏｗ　Ｉｍ　ｓｅｒｉｏｕｓ．”

４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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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ｒｍｙ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　ｔｅｎ　ｔｉｍｅｓ；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ｐａｃｉｆｉｅｄ　Ｃｈｕａｎ

＆Ｄｉ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ｄｉｓｐｅｌｅ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ｍ；ｕｎ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４７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６　Ｓｅｔｔｌｅｄ　ｒｕｌｅｓ，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ｐａｉｄ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ｗａｒｓ；Ｚｈｕ　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　ｕｓｅｄ

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ａｎｄ　ｒｉｇｏｒｏｕｓ　ｗａｙｓ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４８２……………

? Ｌｅａｒｎｔ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Ｙｕａｎ　ｃｏｕｒｔ，Ｚｈｕ　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　ｗ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ｕｓ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ａｎｄ　ｒｉｇｏｒｏｕｓ　ｗａｙｓ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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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５５章
驱逐胡虏　恢复中华

　　１００多年前在南京诞生了中国历史上也是亚洲历史上第
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当时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
率领南京临时政府的官员们一起拜谒了城东的明孝陵，并在随
后的一次紫金山行猎途中表示：“百年之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抔
土以安躯壳。”即他发愿：死后葬于南京明孝陵旁。那么孙中山
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就会发现１００多年前的中国同盟会纲领竟然与６００年前的朱
元璋“北伐宣言”几乎一模一样，这到底又是为什么？难道是朱
元璋指导了孙中山？明初这个的“北伐宣言”到底隐含了什么
内容？当年朱元璋又是如何贯彻这个“北伐宣言”的精神？

● 兼顾南方重在北伐　三路大军同时出发

东灭张士诚、筹备称帝南京和开创大明之际，朱元璋政权的势
力范围已经“东连沧海，西抵峡口，南有湖湘，北有两淮，兼跨中原”
（《明太祖实录》卷２６），拥有了江浙、安徽、江西、湖广等大一统帝国的
经济心脏地区———长江中下游流域或言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但
就全国形势而言，东南尚有浙东方国珍、福建陈友定、两广何真，西
南尚有四川明昇、云南元朝宗室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等地方割据势
力；而在北方，大元帝国虽然仍维系着以元大都为中心的半壁江
山，且在其名下也有几股强悍的军事势力，如中原与关中地区的扩
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又名张良弼）等，但这些打着大元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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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牌子的割据势力，为了各自的利益，互不相让，大打出手，争得
你死我活，如等情势反倒有利于朱元璋正在着手进行的统一大业。
而此时的他已将目光和精力投向了大一统帝国的全局，且紧锣密
鼓地筹划起全国性的统一战争。用那时的正式文字表达，那就是
“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皇明诏令·谕中原檄》卷１）；体现在军事行动
上，即为扫平东南割据势力，北伐中原，统一天下，实现明代版“隆
中对”中所确立的“先南后北”，全国“一统”的战略目标。

? 朱元璋最终实现大一统帝国重建战略思路：兼顾南方，重在
北伐

　　吴元年十月“因姑苏班师诸军日集金陵，皆言中原、广西、福建
扰攘未已，民有倒悬之急”（《明太祖实录》卷２６），朱元璋觉得，应该因
势利导，一鼓作气，乘着刚刚攻灭东吴，军队士气高涨的大好形势，
迅速地将统一运动推向全国，尤其要着重解决掉自己的真正对
手———北方残元帝国。想到这些，他就跟身边的侍臣给事中吴去
疾等人这样说道：“我原本是个平头百姓，两手空空起兵到现在拥
有这般天地，大约已有１５个年头的光景了。李相国李善长、徐相
国徐达、汤平章汤和都是我的老乡，我们老家相距不过百里，君臣
相遇，做成大事，绝非偶然啊！现已扫灭了江南群雄，拥有了长江
中下游广阔的区域，有人说这是全国土地最肥沃、物产最丰富、人
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谁都想争着要，可我占了它却心里
老不安。常言道：人心难安而易动，事机难成而易坏。如果治理不
当，处置失宜的话，动乱很可能就会再次产生。更令人寝食不安的
是，北方中原地区尚未平定，我怎么能安心坐守一方而忘了未来的
远大谋划？正应该练兵选将，扫平东南割据残余，北伐中原，彻底
推翻元朝统治。说到这事，我倒想起来了，诸将中能小心忠谨、不
折不扣地执行我命令的，唯徐达一人也，他可堪任北伐中原的主
将；常遇春果勇有为，可作副将；其余的或为偏将、裨将，或为守城，
都是一些可用之才。要是老天帮忙的话，我看就这些人组建的团
队足够北伐了。”吴去疾等臣僚听懂了主子的话中之意：他在征求
我们的意见，于是赶紧回答道：“知臣莫若君，主公您这般知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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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知人善使，尤其是让第一大将军领衔北伐，重点在平定中原，以
小臣之见，主公您统一全国之宏愿不久就能实现！”（《明太祖实录》
卷２６）

从上述谈话中不难看出，一路凯歌的朱元璋此时信心十足，打
算重拳出击，派出徐达、常遇春为首的主力军进行北伐，同时兼顾
对南方几个割据势力的征讨。其实早在东灭张士诚克复平江城前
夕的吴元年（１３６７）九月初，朱元璋已派出参政朱亮祖率领浙江衢
州、金华等卫马步舟师，挺进浙东，进攻方国珍，扫灭东南割据势力
的残余（《明太祖实录》卷２５）。

? “先南后北”战略中最终东南统一战争的开启———扫平浙
东方国珍

　　方国珍在元末大起义中应该说是起义最早的一个（１３４８），他
与张士诚倒是有一点相同，都是盐丁出生。但他的人品、素质等各
个方面却都远远比不上张士诚，是个地地道道的反复无常的小人。
反元、降元、又反元、又降元……可以说，他是元末群雄中最为无耻
的人。方国珍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庆元（今宁波）、台州、温州等地，

一生最大的本事有两个：一个是变色龙似地改换门面。哪个强，他
就投靠哪个，地地道道的奸商性格，有奶就是娘，什么道德、骨气、
人格都一文不值；另一个本事就是：能跟你打，就打两下，打不过，

对不起，老子不陪你玩了，赶紧就往海上逃，且逃得远远的，让“旱
鸭子”们站在岸上拼命骂娘，他只当什么也没听到，反正奸商的脸
皮特别厚。

朱元璋与方国珍正式打交道是从至正十八年（１３５８）攻下浙东
婺州后开始的，当时他派了主簿蔡元刚、儒士陈显道前往庆元（今
宁波）招谕方国珍（《明太祖实录》卷６）。方国珍当即召集兄弟与部将
进行讨论，鉴于浙东地区大军压阵，大家都觉得“姑示顺从，藉为声
援，以观其变”，于是就遣使向朱元璋请降，奉上黄金５０斤、白金

１００百斤等，随后又派“郎中张本仁以温、台、庆元三郡来献，且以
其次子（方）关为质”（《明太祖实录》卷７）。

“老江湖”朱元璋一看对方来了这么一手，当场就明白：自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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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悠今天碰到了大滑头。方国珍割据地盘就温州、台州、庆元三
郡，要是他真心请降，还不得亲自前来，何必要拿次子做人质呢？
考虑到自己军队在婺州地盘上刚刚取胜，且前有处州元军，后有张
士诚军，最后朱元璋还是“大度”地处理了，不仅将方关等人放回
去，而且还厚赐了一番。随后又封方国珍为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
章政事，将其视为自己的藩属。可方国珍表面上对朱元璋称臣，背
地里却向元廷讨好，以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时他大造海船，每
年替元朝海运粮食１０余万石。元朝人也不亏待他，将他封为江浙
行省左丞相、衢国公，开府庆元。对此，朱元璋很恼火，派人前往庆
元，予以严斥。方国珍一看自己的小聪明不顶用，让人给戳穿了，
赶紧派人上应天去，奉上以金银珠宝镶嵌的马鞍绺子，向朱元璋请
罪。朱元璋拒收礼物，但因忙于西线战事而无暇深究，最终不得不
又一次“大度”地放了方国珍一马。为此，方国珍甚为得意了一阵
子（《明史·方国珍传》卷１２３）。

西吴军大举进攻张士诚那阵子，方国珍终于明白了唇亡齿寒
的道理，一方面不断地派出间谍前往西吴境内侦查动向，另一方面
暗地里派人北通扩廓帖木儿、南交福建陈友定，目的是想形成掎角
之势，来抵御朱元璋的进攻。

可这等蹩脚小把戏岂能瞒过从濠州一路混出来的老江湖，向
来将谍报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的朱元璋获悉后，马上派出特使前往
庆元，让方氏交上２３万石粮食赎罪，且降书严斥：“你先前答应我，
只要我军打败杭州的潘原明，你就献出温、台、庆元三郡，归降于
我。这大概是你周围的那些为了共保富贵的人出的好主意吧！可
你却怀奸挟诈，阳降阴叛，一次次地愚弄我。请别忘了，你的领地
与张士诚相连接着，张士诚已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难道你我们就
不能打吗？之所以我们至今尚未动手，你还真以为我们的实力不
够吗？说得更透彻一点，你能安处东南海滨一隅，坐享富庶的温、
台、庆元三郡之鸿福，还不是我朱某人网开一面！你的所作所为已
经自取不祥了，你的背信弃义最终会将你自己给害了，真不知道你
怎么会这么糊涂！今天我明明白白告诉你：我大军攻下姑苏后，即
刻南下，来取你的温、台、庆元三郡，水陆并进，到时候你想挡都没
法挡。由此说来，以我看倒不如你识趣点自动归降算了，做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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