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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平叛

明武宗朱厚照整日嬉戏游乐，荒于朝政，许多宗室亲王

都虎视耽耽，寻机缘取而代之。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年）宁王

朱宸濠发动终于了一场叛乱。

宸濠封地在南昌，有些术士讨好他，说他骨格不凡，又说

南昌城东南角有天子气，宸濠大喜，便在那里建了一所“阳春

书院”来承接这股“天子气”，从此，宸濠加快了密谋叛乱的

步骤。

宸濠买通受武宗宠信的武臣臧贤、宦官钱宁以及权贵陆

完等人，排挤打击朝中正直的大臣。大学士费宏因为屡次阻

止宸濠的图谋，结果被迫告还乡。

宸濠为了扩充实力，将大盗杨清、李甫、王儒等１００多人

招入府中，称为“把势”。后来又陆续招来贼首杨子乔、凌十

一、闵廿四等等，率领众匪徒四出打家劫舍，为非作歹。

举人刘养正有才名，熟知兵法，宸濠便将他请进府中，大

讲宋太祖陈桥兵变等事。刘养正恭维他有“拨乱之才”，日日

在府中密议叛乱的事。

为了及时探听朝廷的动静，宸濠派了许多狡猾骠悍的手

下充作“侦卒”，到京师一带刺探情报，一有什么消息，即可飞

马回报。他还命人日夜打造兵器，派人到广东一带收买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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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的东西，以备制作皮甲之用。

所有这些迹象，早已十分明显。江西的许多地方官员及

朝中正直大臣也纷纷上奏，然而明武宗充耳不闻。直到后来

太监张忠为了打击钱宁，在明武宗的耳边说了许多话，一些

大臣也乘机上疏，这才发诏削除宁王宸濠所掌握的军队，逮

捕宸濠派来的“侦卒”。

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年）六月十三日，正值宸濠生日，在府

中大摆宴席，宴请当地的地方官员。宸濠闻报京师出事，大

惊失色，宴会之后立即召刘养正等人密议。

刘养正拱手禀告说：“形势极为危急！明天早上镇、巡三

司的官员要进府中来谢宴，到时可将他们全部拿下，把不愿

归附的全杀掉，然后起兵举事。”

宸濠早就准备着起兵造反，只是没想到会如此仓促，然

而事态危急，不得不孤注一掷了。

第二天早上，各地方官员们一齐来到宁王府，按照惯例

来拜谢昨日所领受的宴席。哪知一入府中，便觉得气氛不同

寻常。府中到处是骠悍的侍卫，一个个持刀握剑，铁甲裹身，

显出一股凌厉的杀气。

官员们你瞧瞧我，我瞅瞅你，都不知要出什么事。

一会儿，宁王宸濠在左右的簇拥下出现在露台上，厉声

说：“太后有密旨，令我入朝监国，你们知不知道？”

众官员相顾失色，他们知道“入朝监国”其实就是要造反

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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宸濠命人将反对他谋反的官员拉出惠民门外杀掉了，将

其余官员囚禁起来。已经退休的侍郎李士实降了宁王，于是

与刘养正一起被宸濠封为左、右丞相。宸濠又命人四出招集

军队，命原来的江洋大盗闵廿四、吴十三等人夺取兵船，顺流

而下，进攻南康（今江西赣州）、九江，当地军政官员望风而

逃，城池都被叛军占据了，一时之间，远近震动。

在这个危急关头，提督南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向全国

发出檄文，揭示宸濠叛逆之罪，同时起兵讨伐。

王守仁，字伯安，是明代有名的哲学家。当时他正在福

州平定叛卒骚乱。闻悉宸濠起兵叛乱之事，他换下官服，化

了装，悄悄地赶到临江，途中几乎被宸濠的部下抓获。临江

地处江滨，离省会南昌又近，而且在大道上，叛军一来，正是

首当其冲。知府戴德孺整日提心吊胆，听说王守仁来了，大

喜过望，立即迎入城中，商议对策。

王守仁给他分析了敌情，说：“宸濠起事，可以有三策：上

策是直接率兵进攻北京，如此则朝廷措手不及，大明江山就

危险了；中策是进攻南京，则大江南北都要遭兵祸；最下策是

仅仅占据江西省城，如果这样，消灭他就很容易了。”

然后，为了避开敌人的锋头，王守仁率随从直奔吉安。

半道上，听说宁王已整兵而出，便假拟了一份朝廷密旨，说是

已调集湖广、两广大兵会合镇压。又找了几个戏子，厚赏其

全家，让他们将假密旨藏在身上，扮做信使，故意被叛军伏兵

抓获。宁王果真被吓住了，一时不敢轻出，王守仁赢得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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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贵时间调集各地的地方兵。

一直到七月，宸濠方率兵６万多人出江西，号称１０万，

兵船黑压压遮蔽了江面，顺流而下，声言直取南京。哪知路

过安庆的时候，知府张文锦等人命令军士一齐登上城头，对

着叛军破口大骂。宸濠大怒，于是顾不上去南京，却留下来

进攻安庆。张文锦等激励士卒，誓死守城，叛军将能想到的

攻城之术全都用上，仍旧无法破城。

此时，王守仁已会合了各府兵力约８万人，号称３０万，

兵临南昌。

王守仁果断地说：“我军锐气正盛，定能攻克南昌。宁王

如听说南昌丢失，肯定会还兵来救，如此则首尾牵制，必然全

军覆没！”

于是，王守仁下令分兵为１３哨，每哨３０００人。命令知

府伍文定等人率兵备攻一门，如有不奋通冲杀者，格杀勿论！

同时又写了不少榜文射入南昌城中，让老百姓不要慌乱，不

要协助叛军。

一声号炮，大军抬着云梯，推着撞车，黑压压如蚁群一样

往城头涌去。叛军虽早有防备，然而此时却吓破了胆，无不

闻风倒戈。没多大功夫，城门便被打开，大军一拥而入。

宁王府中起了大火，宫女们怕在乱兵中受辱，纷纷投火

自尽，没烧死的都被捕获，宸濠留下守城的死党皆束手就擒。

宸濠正在安庆城下督兵猛攻，听说南昌失守，心中大惊，

遂不听部下劝阻，下令回师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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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这个消息，王守仁又力排众议，毅然挥军迎击。两

军在黄家渡相遇。王守仁遣伍文定等诱敌深入，设下伏兵，

又另派奇兵绕出敌后，结果擒斩敌军２０００余名，逼入水中淹

死１万多人。

宸濠见大势已去，往日的野心都化为乌有，哭哭啼啼地

与众嫔妃们诀别。众嫔妃们皆投水而死。

不可一世的宁王朱宸濠终于成了阶下囚。李士实、刘养

正、吴十三、凌十一等元凶也尽数被俘。

武宗听到宸濠叛乱的消息，于八月下诏亲征，其实是想

趁机到南方游玩一番。他自称“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

公”，带着边将江彬、许泰与宦官张永、张忠等人，都称作将

军，点起大兵出发了。刚行至良乡，接到王守仁的捷报，但他

仍一路南行，来到南京。

王守仁要来献俘，张忠、江彬却说应将宸濠放归鄱湖，重

整旗鼓，待武宗亲自指挥大军战胜他，然后再论功行赏，班师

回朝。并且屡次派人阻止王守仁押解俘虏来南京。

面对这种国家大事当儿戏的命令，王守仁哭笑不得，又

怕日久生变，只好将宸濠等装进囚车，连夜过玉山，取道浙

河，往南京进发。刚到杭州，太监张永已经等在那里。

张永还算是懂些道理的人，王守仁见不会将宸濠放走，

于是将一帮俘虏交给他，自己连夜回江西去了。

江彬、张忠为了夺功，竟然诬蔑王守仁，说他起初靠宸

濠，后来见宸濠势将失败，这才擒了宸濠来请功。又说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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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杭州，竟然不到南京来朝见，显然是目无君主。他们还建

议武宗下诏令王守仁前来，而王守仁肯定不会来，这样就可

证明他的欺君之罪。

武宗果然下诏令王守仁来南京。王守仁闻命星夜前往，

将要进见，张忠却又从中作梗，王守仁只好脱了官服，戴上纶

巾，上了九华山。张永听说此事后，对明武宗说，王守仁是忠

臣，有大功，因为有人陷害，现在入九华山当道士去了。武宗

这才相信，并命王守仁为江西巡抚。

张忠、许泰等率领边军来到江西，说是搜捕宸濠余党。

大军在南昌驻扎了五个多月，滥杀平民，抢夺财物，并且耗费

了大量军费开支。

到了十二月份，宸濠等人被押到了南京郊外。明武宗想

自居此功，于是与侍臣们一起都披上战袍，带大军出城几十

里，将俘虏们押在队前，作凯旋之状，然后入城。

一直到第二年九月，明武宗令王守仁重新送上捷报，王

守仁不得已，只好将江彬、张忠等人姓名列了进去，这一帮祸

国殃民的昏君佞臣才带兵北还。宸濠被赐死，尸体烧成了

灰。他的同党们也都被凌迟处死。

王守仁虽然立了大功，却丝毫没得到嘉奖。直到武宗死

后，嘉靖初年，才被提拔为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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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王李时珍

李时珍是蕲（ｑí）州（今河北蕲春）人，出生在一个医生世

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蕲州有名的医生。父亲李闻言对药

草很有研究，他所开的处方和配制的草药，治病疗效很高。

李时珍从小就受到家庭医道的熏陶，父亲每次采药回来他都

要问问这个药草叫什么名字，那个药草有什么功效，能治什

么病，还经常同伙伴们上山采药。时间一长，各种草药的名

称、采摘、炮制方法及其作用、效力，他都掌握了。日积月累，

他的医药知识也不断地丰富了。

在封建社会，民间医生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上流社会

的人根本看不起医生。李时珍的父亲虽然自己是医生，也不

想叫李时珍再当医生让人瞧不起，就要李时珍读书应科举考

试，走科举这条路能取得功名，光耀门楣。其实李时珍对医

药兴趣浓厚，哪想去读书做官呢？但父命也不能违抗。在父

亲的督促下，李时珍１４岁考中秀才，后来三次参加举入考试

都落榜了。别人都说：“这么聪明好学的孩子没考取，真太可

惜了。”而李时珍却没有灰心丧气，一心想当个好医生，为穷

苦百姓治病，对医道和药方的钻研更加刻苦。

几次乡试落榜以后，李时珍就正式跟着父亲学医了。正

好在这一年，家乡闹了一场洪水灾害。水退了之后，疫病流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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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时珍父子日夜奔忙，救治百姓。生病的大多数是穷

人，李时珍父子对穷人都有一片同情心，穷人找他们看病，总

是精心治疗，不计报酬。老百姓对他们高明的医术和高尚的

医德满口称颂，都说他们父子真是穷人的好医生。

李时珍一边行医治病，一边钻研医术，他阅读了大量的

医药书籍，从中汲取了营养。明朝以前，古代医书就已经有

不少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这些书还

满足不了李时珍的需要，他借经常给一些王公贵族看病的机

会，从这些藏书比较多的人家借阅图书。他的医学知识不断

丰富，医术越来越高明，名气也越来越响亮，请他看过病的

人，到处宣传说李医生人好医术高，附近州县没有不知道李

时珍的，有个大病小灾的都来请李医生去看。

有一次楚王的儿子得了抽风病，楚王府的医官治不好，

楚王急得不得了。后来有人告诉楚王，说李时珍能治好这种

病。楚王听了就赶快派人去请李时珍。李时珍来到王府，根

据自己的临床经验，看看王子的脸色，号了号脉，确认这是因

肠胃不好引起的。找到了病因，就好对症下药，李时珍开了

一个药方，王子没吃两剂，病就好清了。

楚王对李时珍感激不尽，经过三番五次的挽留，把李时

珍留在了王府。

明世宗一共在位４５年，但很少关心国事，只是整天尽情

享乐，可又怕自己将来会老死，享受不到这快活的日子，那真

是太可惜了。于是他就设法寻找长生不老的药方，并信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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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想借助神仙的力量帮助自己实现愿望。

为了保证自己不会老死，明世宗于１５５６年下令叫各地

官员向朝廷推荐名医。这时李时珍正好在楚王府里，楚王为

了向明世宗讨好，就将李时珍推荐给朝廷。这一年，李时珍

被调到京城太医院任医官。

明世宗虽然招罗了天下各地名医，但对医学并不重视，

还是想做道场、炼金丹，认为这些才是使自己长生不老的真

正途径。李时珍对明世宗这一套不信科学、只讲迷信的作法

看不惯，而且自己本来的意愿是要为穷苦百姓治病，呆在太

医院里实在没意思。因此，一年多后，他就辞官回乡了。

李时珍在回乡的路上，顺便到许多名山大川去游览。他

并不是到各处去欣赏景色，而是为了他的医学，为了对草药

的研究，要把他所掌握的草药的药用性质都搞清楚。一天，

他到了武当山（在今湖北境内），听说山上出产一种叫榔的

“仙果”，吃了可以使人返老还童，宫廷贵族都当作宝贝，当地

老百姓不得采摘，地方官每年都要将这里的“仙果”，千里迢

迢送到京城，进贡朝廷。李时珍不相信会有那么大功效的

“仙果”。为了弄个明白，他冒着生命危险，攀登悬崖绝壁，采

到一颗榔。把他带回家仔细研究之后发现，哪是什么仙果，

它的样子跟一般梅子差不多，只不过是一种鲜美可口、能够

止渴生津的水果。

李时珍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科学资

料，他发现一些医书上的记载有不少是错误的，经过许多年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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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们又陆续发现不少古书上没有记载的药草，他就决心

重新整理编写一本更加实用可靠的药书。从太医院辞职以

后，他就把大部分精力花在编写药书上，对药草的功效一个

一个地验证，有的不好拿病人做试验，就自己亲自尝试，有一

次误尝了一种毒草，差点丧了性命。经过尝试验证的一个一

个地记下来。对搜集来的药方进行一个个地筛选整理。共

花了近３０年的时间，终于写成了著名的医药著作《本草纲

目》。书里共记载了１８９２种药草，１万多个药方，为我国乃

至世界医药科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本草纲目》是我国医药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成书以

后，流传到世界许多国家，被翻译成日文、英文、德文、法文、

俄文、拉丁文等多种文字，成为全世界研究医药学的经典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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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徐光启

徐光启是上海人，我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明世宗的时

候，上海沿海一带，经常遭到倭寇的袭击。徐光启小时候，就

经常听父亲讲上海人民反抗倭寇侵略的英勇故事，很受启发

和感动，特别敬佩像戚继光这样的抗倭爱国名将，他从小就

有一股爱国激情。

徐光启从小读书，聪明好学，十几岁就考中了秀才。长

大以后，有一次参加科举考试，经过南京，住了几天。听说南

京来了个欧洲传教士，名叫利玛窦，常借传教机会，讲些西方

科学知识，南京有不少读书人跟利玛窦交往。经别人介绍，

徐光启也认识了利玛窦。他听利玛窦所讲的科学知识从没

有听说过，在古书上也没有读到过。从此，徐光启爱上了西

方科学。

当时，中国人不信西方的天主教，朝廷也不支持西方人

来明朝传教。利玛窦传播科学知识，主要是为了方便传教，

他认为皇帝不支持，他在中国的传教就很难扩大。他想，如

何才能取得皇帝的支持呢？只有用中国尚不完全具备的科

学，才能吸引皇帝，说服皇帝让他传教。当时，明朝规定，不

准外国传教士到北京传教。后来，利玛窦请地方大臣在皇帝

面前为他说好话，他自己也到北京去了，通过宦官马堂，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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