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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拙著《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
卷》（２００９年版，以下简称《朱允炆卷》）出版后，承蒙广大读者朋友
的厚爱，不仅畅销于中国大陆各地和宝岛台湾，而且还为哈佛大
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
芝加哥大学等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澳大利亚
国家图书馆所收藏。所有这些都是当初我所不曾想到的，更出乎
我意料之外的是，２０１２年我到美国做讲座时，还应邀对建文帝的
相关历史开了专场，赢得了海外朋友的肯定。对此，美国三大华文
报刊《世界日报》、《星岛日报》和《侨报》都曾做了专门的报道。能
有这样的结果，是海内外广大朋友对我莫大的安慰与鼓舞。

拙著《朱允炆卷》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介绍建文帝的专著，既
然是第一部，又要全方位地把握好，确实不易。因为这位当政只有

４年的大明天子自失国后在明朝官方文书中基本上一直是个被扭
曲的人物。大约到了４００年后的清朝乾隆时期官方主流才正式为
他“扶正”，但即使这样，清人撰写的《明史·恭闵帝本纪》及其相关
传纪也讹误多多，语焉不详。这些都是某些人封为圭皋的“正史”
状况，那么野史呢？自明中叶起非官方的或言民间建文探寻之热
浪却在不断地涌动着，有关建文帝和建文朝史迹的书籍如雨后春
笋般地涌现。版本越多，说法各异，历史谜团也就越发扑朔迷离。
正因为如此，要想写好《朱允炆卷》谈何容易？为此我陷入了深深
的困苦之中。就在这时，我在南京的学业导师也是我的忘年交、原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副主任潘群教授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与启示：如实地将已知的建文帝之事写出来，至于建文帝相关谜案
目前揭秘到了何种地步，也一一呈现给读者，让大家一起来关注谜
案，提供更多、更全面和更有力的证据，或许不久将来人们真的一
一揭开历史的谜底。































































２　　　　

就此，我对建文帝之谜问题开始了一一梳理。说实在的，在中
国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个皇帝会像建文帝那样拥有那么多的谜，也
没有哪个皇帝像朱允炆那样能引发海内外人们那么多的探秘热
情。不过，倘若我们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有关建文之谜其实也不
外乎下列几个方面：第一，朱允炆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皇帝？第二，

建文“新政”到底怎么啦？是不是如某些人所指摘的那样破坏“祖
制”和复古倒退，从而引发天下共愤，直接导致了燕军“靖难”？第
三，建文帝为什么会失国？第四，建文帝最后下落如何？

（一）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建文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皇帝？

按理说，一个皇帝的好坏自有公论，也有历史典籍记载为
凭。可明朝的这位皇帝却实在是个谜，谜之症结就在于抢夺了
他帝位的“好叔叔”朱棣上台后对建文帝朝官方档案进行了肆意
的清洗，而几乎与此同时又开始在官书和官史中重新“勾勒”和
塑造建文帝的形象，将其描绘成嗜杀成性、好色荒淫，甚至与禽兽
相类的昏君闇主，是历史上无法找出第二个比他更坏的皇帝。不
过当我们读到明代非官方人士对建文帝的描述时却发现，其情况
大相径庭。

明代学者顾起元这样说道：“（建文）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
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
者。及燕师之日，哭声震天，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
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１，“革
除”）这怎么可能？一个“荒淫、残忍”的皇帝治理下的国家出现了
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治”景象；就连这个“坏皇帝”失国时也竟然
“哭声震天”。无独有偶，明代著名史学家谈迁在他历史名著《国
榷》一书中记载说：靖难之役后，朱棣进入南京，建文朝“其在任遁
去者，４６３人”。清初学者谷应泰在他的史学著作《明史纪事本末》
中也说：“成祖即位，编籍在任诸臣遁去者４６３人，俱命削籍。”（【明】
谈迁：《国榷·惠宗建文四年》卷１２；【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

卷１７）而建文朝文臣投降朱棣的却只有２９人，这实在是一个让人
迷惑不解的比例题与历史谜案。更有近世以来，海内外此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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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有人出来爆料，说自己是建文帝的后代，就连“老外”也不甘寂
寞，前不久法国足球明星里贝里说自己是建文帝的后裔。

如果建文帝真是一个“坏皇帝”，谁愿意出来将历史的屎盆子
扣到自己或自家祖先的头上？我还没见过有谁自己主动出来说我
是历史上某个大奸贼的子孙的呢！

因此，于史于理，我们都不难看出建文帝不是明代“正史”中所
描述的“坏蛋”，而是一位很得人心的好皇帝。对此，清人在纂修
《明史》和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在撰写《明史考证》时对以往的史料
作了一番甄别与清理，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还原于历史的真相，这为
今人全方位地正确认识建文帝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二）

那么历史上的建文帝为什么会留下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历
史影像”？这就要我们从建文继位与“建文新政”说起。

建文帝朱允炆是朱元璋的皇太孙，如果不是他父亲朱标太
子早亡的话，接替历史上少有的强势皇帝朱元璋帝位的应该是
朱标，朱允炆理应是大明帝国第三代君主。但历史的“无情”就
在于它并不按照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发展。洪武晚年的一系列意
想不到的“变数”，迅速地将个性文弱的朱允炆从大明帝国第三
位君主的位置上“提升”到了第二位，由此也就将他“卷入”了历史
上重复出现的怪圈与漩涡之中———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这样的奇
怪景象：开国皇帝后的第二代君主要么经历一番惊涛骇浪后才得
以登位，要么是在皇位上坐不久或不得安宁，甚至会影响到了整个
王朝的寿命。秦朝二世而亡；汉初惠帝短寿；东吴主孙权死后皇帝
如走马灯地换个不歇；隋朝也是二世而亡；唐高祖武德后期发生了
骨肉相残；宋太祖临终时居然上演了“斧声烛影”一幕……明朝也
不例外。

作为一代雄主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似乎早就注意到了问题
的潜在危险性，他在通过一系列的征伐与杀戮后，不仅确立了自己
的绝对个人魅力效应———克里斯马型权威，而且还通过“洪武”尚
武，严刑峻法治国理政，丧心病狂地大肆屠杀开国功臣勋将，其主
要目的无非是为了确保大明帝国的长治久安。但朱元璋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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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里，建立在克里斯马型即“个人魅力效应”上的权威，是
一种最不稳定的、“非常的”统治形式，它“是形容一个具有特殊品
质，由于这种品质他超然高踞一般人之上，被认为具有超自然、超
人的禀赋或至少是有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德】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

Ｐ２４１）。当这个具有特殊品质的“超人”、“伟人”向世人谢幕以后，

极为自然地引发出权威危机。所以在明初经过三十多年的“洪武”

之后，大明帝国居然朝着朱元璋初衷相反方向发展，出现了“分封
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明史·叶伯巨传》卷１３９），甚至是“无一
日无过之人”的局面。（【明】解缙：《大庖西上封事》，《明文海》卷４７）

对此，晚年朱元璋似乎也意识到未来君主所面临的治国的严
峻性。在他看来，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更需要的是“文治”，因此
在洪武晚年他就适当地让他所寄托“文治”厚望的皇长孙朱允炆参
与国政。但就实而言，具有特殊品质的“超人”之后，最不稳定的、
“非常的”统治形式“克里斯马权威”危机并没有真正解决。恰恰相
反，大明开国之初朱元璋乐此不疲地种植的“罂粟花”———分封制，

随着“后朱元璋时代”的到来却结出了可怕的果子，大明帝国君位
争夺战暗波汹涌。就在这样的非常时刻，生性文弱的书生、只有

２１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继承了大统，并迅速地推行了以“永惟宽猛
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和“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为施政纲领的“建文
新政”。（【明】谈迁：《国榷·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卷１１；【明】朱鹭：《建文书法
拟》前编七）

“建文新政”这个说法最早是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提出的（详
见黄云眉：《明史考证》，第１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９月第１版，第５５页），它
是对建文朝实行的一系列维新举措的总体概括，在笔者看来，至少
应该包括“更定官制”、“宽和政治”、“宽缓刑罚”、“宽免赋税”与推
行“削藩”等五个方面（详见本书第３章和第４章）。

从整体角度来看，“建文新政”贯彻着一个核心精神，即“宽和”

的“文治”。建文帝改变了朱元璋万机皆亲断的做法，尊重文臣学
士，放手让臣下做事，扩大他们的权力范围；从制度设计上建立约
束规谏皇帝职能权限的左右拾遗；宽和对待大臣，虚心纳谏和听取
不同意见；并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人，注重礼教与德化，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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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初步确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改革中央官
制，提高文臣学士的政治待遇，给知识分子创造更多的仕进机会，
从而使得建文朝廷的整体文化素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与此同
时，进行地方官制改革，“省并州县，裁撤冗员”，减赋全国、减赋江
南，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改轻刑典，宽刑疏法，纠正冤假错案，缓
和社会矛盾和稳定大明帝国的统治，等等。所有这些不仅仅是对
洪武严刑峻法的纠偏，而简直是一大“反动”，更是明王朝实现长治
久安的一步关键。在建文帝治理下，大明帝国出现了中国历史上
不常有的天下大治之前兆———“市不拾遗”。如果不是朱棣叛乱的
突然打断，大明也很有可能迅速地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贞观之
治”———“建文之治”了，甚至可能会出现君权限制意识之萌芽。

由此而言，在许许多多文臣学士看来，与将儒士位列妓女之后
的元朝人和右武抑文、无端杀戮士大夫的朱元璋相比，建文帝就是
百年难遇的仁德之君了。正因为如此，人们不难发现：建文帝失国
之际，建文朝大臣压倒性多数选择了“出亡”或“殉难”，演绎了一出
出极为悲壮的“建文悲歌”（笔者首创）。所有这一切，我们不妨将
之归结为“建文情结”（也是笔者所创新论）。而这一情结一旦形
成，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６００年来有关建文帝出亡各地的
传言层出不穷，善良的人们都希望建文帝不死。

毋庸赘言，建文帝是一位有理想、有作为的人格品德高尚的
“宽仁”君主，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好皇帝。但历史的无
情也就在这里，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少之又少的好皇帝只执政了四
年，就匆匆地离开了政治舞台。由此拷问了一个古老的历史命题：
得人心者得天下，真乎？

（三）

“得人心者得天下”最早是孟夫子提出的，其原话为“桀纣之失
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
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
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纣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































































６　　　　

（《孟子·离娄上》）在整个这段话里，孟夫子为“得天下者”指出了一
条成功的秘诀：要想得天下—→必须得其民—→欲得其民就必须
得其心—→欲得民心就必须对其实施仁政，这就是孟子“得人心者
得天下”理论的完整内涵。简言之，“得人心者得天下”。就此而
言，似乎让人觉得得天下就靠施仁政、行宽政即可成功了，可问题
恰恰是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力矫洪武酷政，广施仁政、宽政，最
后却失国了，这到底又是为什么？

这里既有建文帝个性上的缺陷———文弱，他是帝国“狼群中的
羔羊”。而政治权力角斗场向来是不会同情弱者的，因此说建文帝
失国有着自身性格的缺陷，天生文弱的个性使他一次次地错过了
机会；又有治国理政实践中他采纳的指导思想不是“外儒内法”的
汉代以后的儒学，而是方孝孺等人信奉的一些迂腐的先秦儒学主
张，过分强调礼教、德治，对最大的也是最为阴险的政敌朱棣大讲
“亲亲”，即使到了“靖难”战争白热化时，还要告诫自己的北伐将
士：不要伤了朕之叔叔，让朕背负杀叔的罪名。这简直是将北伐将
士的手脚全给捆住了，反而帮了政敌朱棣的大忙（【清】谷应泰：《明史
纪事本末·燕王起兵》卷１６）；再有就是用人严重不当，对于李景隆等
“至亲”过于信任与重用；而最高层领导班子中搭配也很不合理，建
文帝靠着相投的趣味来组建他的领导班子，这样就造成了建文朝
廷领导核心全是书生，没有人精通军事。随之也就构成了另一大
致命失误———没有掌握好军队或言“枪杆子”。坦率而言，建文朝
廷军队将领中不乏有勇有谋又善战的军事人才，如朱允炆的叔叔
平安（朱元璋的养子）和瞿能父子等都是杰出的将才，可他们被压
在了“绣花枕头”李景隆的下面，直到战事发生后才逐渐地被发现。

但即使这样，还没有及时地得到大胆的提拔和尽其所能地发挥军
事作用，这就大大地制约了建文朝廷军队自身力量的有效发挥，挫
伤了将士们的积极性，造成了他们越战越没劲而燕军却越战越强
的尴尬局面，想来就让人昏闷不已。（《明史·瞿能传》卷１４２；《明史·
平安传》卷１４４）

其实在传统社会里，一个政权是否牢固与民心向背并没有过
分直接的关联，绝不像孟夫子所说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它更多更
直接的与是否掌握军队有关，换言之，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掌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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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下。建文帝政敌朱棣之所以能夺得天下，最关键的原因不是他多
得人心———试想一个灭人“十族”、活剥人皮、挖人祖坟和轮奸别人
妻女的魔鬼怎么会得人心？由此追问下去：那朱棣靠什么夺天下？
又是靠什么来稳住天下的？（前提是只要它对占据人口多数的普通老百
姓不过于暴虐）

答案还是军事武力或言枪杆子！不过对于这样的答案，有人
可能要质疑了：建文帝在位时，军事武力绝对优势掌握在他那里，

而不是在朱棣手中呀，怎么能说朱棣是靠掌握军事才得了天下的？

我想，这里边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说明的：
第一，朱棣最初“靖难”的主要资本就是他“老爸”给的护卫军

事势力和特殊的军事优惠权，虽说建文帝上台后意识到了问题的
严重性，并随即对燕王府的军事势力进行了抽调和分解。但这是
表面上的，其实朱棣造反早在洪武二十三年时就已经起意，并开始
有所秘密准备（详见笔者《大明帝国》系列之⑦《永乐帝卷》上册），真可谓
蓄谋已久又树大根深。而从他逆杀封疆大吏张昺、谢贵那一刻起
与随后打出的“靖难”大旗和一夜之间占据北平城等相关事情来
看，皇位争夺战争正式开始时建文朝面临的政治与军事形势已经
是相当之严峻。

第二，朱棣夺得天下是靠军事赌博赌来的。打了近四年的“靖
难”战争，一直到建文三年底和建文四年初时，经人提醒，高皇帝的
这位“好儿子”才领悟到，成功的秘诀不是一城一池一地的争夺，关
键的关键还在于利用建文朝廷军队重兵在外、京师空虚之际，直趋
南京，占据帝国的心脏地区，然后号令天下。至于全国臣民如何
反应？

第三，朱棣自起兵造反那一刻就满口谎言，颠倒黑白，混淆视
听，忽悠了全国臣民。当然这种政治家的忽悠伎俩也没什么新鲜
的，自古以来，夺得皇帝宝座或占据高位者多非善主，要么卑鄙龌
龊，阴谋多多，既强词夺理又巧施粉饰，糊弄小民；要么巧舌如簧、
拉大旗作虎皮，欺世盗名，等到了功成名就之时再进行“拨乱反
正”、“正本清源”，甚至对自己不雅的长相也要进行极度的“矫正”
与美容，大明开国君主朱元璋就是这么一个典型。那么他的所谓
的“好儿子”朱棣呢？简直就是朱元璋的克隆产品！就实而言，在































































８　　　　

治国才能方面他还赶不上自家的老爷子，但在欺世盗名方面可要
比父皇强出百倍、千倍。

建文元年（１３９９）七月初七日，朱棣把将士们召集在一起，举行
起兵誓师仪式，正式打出“清君侧，靖国难”的旗号，他慷慨激昂地
对“靖难”将士说：“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国家至亲。

受封以来，惟知循分守法。今幼主嗣位，信任奸宄，横起大祸，屠戮
我家。我父皇母后创业艰难，封建诸子，藩屏天下，传续无穷。一
旦残灭，皇天后土，实所共鉴。《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
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今祸追予躬，实欲求生，不得已也。义
与奸恶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讨，以安社稷。天地神明，昭鉴予心。”
（《奉天靖难记》卷１；《明太宗实录》卷２略异）

在这２００字不到的“靖难”誓言中朱棣瞒天过海地撒了两
大谎：

第一大谎，说自己是嫡出的，言下之意自己有继承皇权的天然
优势与优先资格。至于他到底是不是呢？中国臣民向来很听上面
的话，只有肚子吃饱就没有更多的要求，绝没有像古希腊人那样对
“绝对真理”的理性追求。所以说朱棣也就根本用不着担心下臣或
小民们向他讨要他是高皇帝嫡子的证明看看。在一般人的眼里，

管他是不是嫡出的，反正都是高皇帝的皇子就行，就连建文铁杆支
持者铁铉治下之人似乎也曾这么认识的。在济南市民向朱棣递交
的诈降书中曾这样说道：“谁非高皇帝子？谁非高皇帝臣民？”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卷１６）虽说名义上是诈降书，

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出当时普通人还真可能弄不懂朱棣到底有
没有继承皇位的合法依据？

第二大谎，说自己“受封以来，惟知循分守法。”那么朱棣真的
守法了吗？明代官史已被粉饰得漂漂亮亮了，不过出乎朱棣及其
子孙意料的是朝鲜《李朝实录》中却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乙酉五年
（明成祖永乐三年，１４０５）六月辛卯“领议政府事平壤府院君赵浚
卒”下记述了赵浚经历之事：“辛未六月（即洪武二十三年六月）以
赞成事入贺圣节，道经北平府，太宗皇帝在燕邸，倾意待之，浚退语
人曰：‘王有大志，其殆不在外藩乎！’”（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
史料·太宗恭定大王李芳远实录一》上编卷二，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３月版，第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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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Ｐ２０９）

洪武二十三年老皇帝朱元璋和皇储朱标都活得好好的，朱棣
这般“倾意”善待朝鲜使者，究竟为何？据《李朝实录》所载，朝鲜人
似乎比当时的明朝国人看得更清楚：“（燕）王有大志，其殆不在外
藩乎！”这话说得再白一点，就是讲当时朱棣就起意要谋反并在暗
中准备着。明成化年间苏州太仓籍进士陆容在他的笔记中也有相
类的记载（【明】陆容：《菽園雜記》卷１１）。密谋造反是传统社会里“十
恶不赦”重罪中最为严重的犯罪，可到了朱棣的嘴里却变成了“受
封以来，惟知循分守法。”

由此说来，在传统社会里政治家说的话人们千万别当真，而所
谓的“正史”、“官史”更不可盲信！不过这是我们后人经过理性思
考和反复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可６００年前的当朝人与寻常百姓哪
会顾得上这么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铁定真理”铸成了既定的
历史，这或许就是从建文转向永乐那段非常历史的比较妥帖的注
释吧。由此可以这么说，政治场有时堪称野兽角斗场，而在明初的
那场政治群兽角斗中，不具备政治野兽特性的建文帝从一开始就
注定是个悲剧性的失败者。那么失败了的建文帝究竟下落何处？

（四）

建文帝最终下落何处？这是大明帝国第一号谜案。从朱棣
“靖难”成功那天起，人们一直在寻找建文帝的最终的下落之谜。

目前为止，海内外有关建文帝下落的说法可能不亚于２００—

３００种，笔者秉着兼容并包的理性态度曾在２００８年制作了《明清
以来有关建文帝出亡各地主要学说简表》，放在２００９年３月出版
的《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的第

６章内，引起了海内外广大朋友的普遍关注。

但就实而言，在这么多的建文帝最终下落之谜的“学说”中有
着十分浓烈的非理性成分。尤其是近年来，各地为了发展地方经
济，大打历史旅游品牌，什么样的历史人物都可能挖出来，哪怕是
坏蛋或文学虚构的人物，都成为了地方政府争抢的“宝贝”。最令
人可笑的是有两个地方为了抢大淫棍西门庆的故里而几乎对簿公
堂。那么对于历史上的好皇帝朱允炆就更不用说，谁都争着要。































































１０　　　

凡是发现老祖宗留下的某个不认识的“宝贝”，就用建文帝御物这
个帽子罩着，甚至还有所谓的祖传家谱一类，言之凿凿。更有个别
媒体记者可能从来也没读过《明史》或《明实录》一类的基本明史史
料，就能以他的常理来判断某物是否与建文帝有关，这实在是让人
大开眼界！

其实有些所谓的文物、古物，只要读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曾
经有地方上抬出一枚螭首官印来，说是建文帝御宝。明眼人一看
便知其假，无论是《明实录》还是《清实录》，对于礼制的记载都十分
清楚，皇帝御宝是用龙的，也只有皇帝才能用这。螭首章印肯定是
由比皇帝级别低的人使用，所以某地一抬出螭首官印来，道里人便
知其在炒作。地方上在炒作，学术界也不敢寂寞，有些人明明知道
就不说，或者绕着弯子说废话，什么也说不死，什么也不肯定、也不
否定，由此造成了建文帝下落之谜的“学说”越来越多，越来越让人
眼花缭乱。

在建文帝出亡各地说中，笔者先前觉得“苏州说”相对证据充
分一点，不过也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２００９年夏秋之交起应福建
宁德地方政府的邀请，笔者与南京大学潘群教授等多次前往当地
去考察，发现那里的古墓、袈裟与建文帝有着较多的联系，随后便
力主“宁德说”。对此，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和新闻、综合
等频道都予以了报道；而后承蒙中央电视台的厚爱，我与潘群教授
等做客《科学教育》频道的《百科探秘》栏目，讲述我们的考古发现。
几乎与此同时，与我和潘群教授素昧平生远在美国的华人记者柯
伊文先生赶写了新闻稿，分别发给全球１４００多家新闻媒体，建文
帝出亡宁德说就此开始为海内外人们所熟知。详细内容，请读笔
者的另一专著《破解大明第一谜案》。

（五）

再说本书初版于２００９年１月，原名为《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
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当时正值全国各地历史文化讲
座特别热之际，笔者有幸受邀南京电视台、江苏教育电视台、安徽
电视台、南京市委宣传部“市民学堂”和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人文
讲堂”等单位与机构，主讲中国历史与文化，常常应接不暇，因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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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是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赶写而成的。若从单句和叙述来看没
什么问题，书的发行量也挺大的，但事后自己读读，总感到遗憾多
多，老想着能否及早修订一番。２００９年夏秋第二次、第三次印刷
时，我曾想做个整体性的大修改，但实在没有时间，因为好多地方
还等着要书呐。一晃四五年过去了，接到东大出版社朋友的电话，
说他们打算整合我的《大明帝国》系列，重新出版，且为全媒体出
版。我感到这既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又有无限的压力，但无论如何
我得抓紧时间，对《朱允炆卷》做个整体性大修订。如今修订的稿
子已经出来，除了基本骨架没变外，增加了第１章《明宫“淫魔”与
历史谜团》，大修了第７章《建文“蒸发”与谜案追踪》，第２章至第６
章主要在文字上做了大修改，之所以这样：第一，防止“盗版”。说
起这事十分让人愤懑，现在我们社会中的有些人为了迅速地“脱贫
致富”居然明火执仗地盗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最令人气不过的是连
引用研究成果的作者也不署名），据说还要做大做强，一点也不脸
红。发生在文明古国里的这种事比比皆是，笔者反而倒为其感到
害臊，文明古国里的某些文人之文明都不知丢到哪儿去了？倒是
人家没多少建国史的老外文明之举让人感慨不已———前不久美国
一位著名的汉学家想要参用笔者在澳门发表的论文内容，到处寻
找笔者的联系方式。中外之间的差异仅此而已？第二，力求更加
正确，更加完善。２００９年版的《朱允炆卷》相对粗糙，有很多史料
出处注释来不及进一步核实到位，仅仅大致注一注。这次修订版
做了细化，便于研究者检验、审阅；第三，力求更加全面化。建文帝
研究如果仅从朱允炆个人生涯角度来讲，就以他的出生到最后出
亡大致勾勒清楚就行了，但事实上有关建文的事情贯穿有明一代，
延续到清代和民国，甚至现代。明朝后来的皇帝都是明成祖朱棣
的子孙，他们看待建文帝问题不可避免地戴着有色眼镜（万历帝似
乎除外）。清代按理说应该好的一点了，但入清后有关朱三太子的
下落问题困扰了清初统治者，因此在看似简单的建文帝问题实际
上却十分复杂，为了给读者朋友一个完整的了解，本次修订增加了
第１章。另外，考虑到原书名字较长，不易记忆，此次修订正式更
名为《大明帝国》系列之④⑤《建文帝卷》（上、下）。

目前研究建文帝的论著不少，但全方位又客观地论述建文帝































































１２　　　

却没有。因此说，本书是国内外首创，既然是首创，又要客观、全方
位地把握，是否真的做到了，笔者不敢妄自尊大，偏失之处在所难
免，欢迎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马渭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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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上册）

第１章　明宫“淫魔”与历史谜团
● 明宫幻境“淫魔鬼怪”，大明帝国“天怒人怨”？ １……………………

? “色鬼淫魔”遗传基因就出了问题———明代官书记载：太子朱标

“忤逆大恶” ２………………………………………………………

? 淫乐了漂亮美眉、老太太，朱允炆还不解渴，居然还临幸母猪

母羊 ４………………………………………………………………

? 明宫闪现“妖魔鬼怪”，建文朝廷“天怒人怨” ９……………………

● 篡位皇帝：满口谎言；明都南京：惨绝人寰 １０…………………………

● “千钩百索”建文史迹；“拨乱反正”半途而废 １４………………………

● 历史迷雾：居然能放建文幼子，就不正视建文史实 １７………………

● 成祖幻境“淫魔”真现，建文正名屡屡遭挫 ２２…………………………

? 明宫奇观：“儿”皇帝恋上“万妈妈”，岂料种下无尽的苦果 ２２……

? 明宫“淫魔”真现：“广爱博种”南北中国，最终却“颗粒无收”

２６……………………………………………………………………

? 玩了别人家怀孕的美女，正德皇帝觉得味道好极了 ２８…………

? 携手别人老婆带了部队，明武宗从北方玩到南方 ２９……………

? 妓女、寡妇皇帝都要，扬州城里上演真实版“拉郎配” ３１…………

? 大明皇统继承危机与旁支继统招来的风波 ３３……………………

? 旁支继统暗合成祖篡位，建文正名再遭挫折 ３９…………………

● ２００年只等来一个名号，建文历史谜雾越来越浓 ４２…………………

第２章　皇家狼群与帝国羔羊
● 朱元璋：大行“分封制”；朱允炆：接手“火药库” ４８……………………

? 朱元璋大行分封制的原因———帝国视作家产，诸藩拱卫皇室 ４９…

? 第一轮大分封：先封龙子龙孙，再封勋将功臣 ５３…………………

? 第二轮大分封：没事找事做 ６０……………………………………

? 第三轮大分封：大明江山靠谁最为安全 ６１………………………

? 明初分封制之特点及其影响 ６４……………………………………

? 皇爷爷怎么这么健忘，竟将一座火药库留给了皇太孙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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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皇家的“狼群”与不露山水的“好皇叔” ６９………………………

? 第一类：对朱允炆帝位没构成威胁的皇叔藩王 ７０………………

? 第二类：对朱允炆帝位还不懂得制造威胁的皇叔藩王 ７０………

? 第三类：对朱允炆帝位不曾表露出个人野心的皇叔藩王 ７０……

? 第四类：对朱允炆帝位充满野心的无赖恶棍似的皇叔藩王 ７１…

? 第五类：对朱允炆帝位具有最大威胁却深藏不露的皇叔藩王 ８０……

● 皇家狼群中的“小羔羊”———文弱的帝国皇储朱允炆 ８８………………

? 太子“二奶”生的“半边月亮” ８９……………………………………

? “国本”立了２５年，可最终回到了原点———太子朱标之死 ９１……

? 中国历代皇位继承的“游戏规则” ９２………………………………

? 符合儒家理想标准的大明皇位继承者 ９７…………………………

? 有这样的父亲，居然叫人抬一箱白森森尸骨给儿子看 １００………

? 皇家“小羔羊”的警觉与自救对策的寻找 １０３……………………

● 洪武三十一年：“非常时”；大明帝国：“三道坎” １０６…………………

? 大明藩王情势的重大转折：从诸藩并列到一王独尊 １０６…………

? 迟到的第六感觉与补救性的调整 １０６……………………………

? ６００年来天大的“秘密”被揭开 １０８………………………………

? 朱棣必须篡改两份“遗嘱” １０９……………………………………

? 朱元璋一生“所爱”与北方边疆军事托付 １１０……………………

● 朱元璋临终托孤与“大灰狼”急速“奔丧” １１２…………………………

? 临终托孤：“燕王不可不虑！” １１３…………………………………

? 明太祖遗诏 １１３……………………………………………………

? 一只从北方来的大灰狼———朱棣奔丧 １１４………………………

第３章　建文新政与贞观再造？

● 建文登基即位 １１８………………………………………………………

● “建文新政”时代 １１９……………………………………………………

? “建文新政”的核心———“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１２１………………

? “建文新政”智囊———齐泰、黄子澄、方孝孺 １２２…………………

● “建文新政”的内涵 １３２…………………………………………………

? 更定官制———完善中枢文职化，提高文臣地位，精减地方官制

１３３…………………………………………………………………

? 宽和政治———创造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初步确立新型的君臣

关系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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