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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明朝开国皇帝。字国瑞，濠州钟离

人。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真正出身于贫穷布衣之家的，只有朱元璋一

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经验，给了他无穷的财富,他目睹贪官污吏

的横行不法，知道社会的病根所在，他目睹贫苦农民挣扎在生死线

上，了解百姓的内心诉求，这成了他日后谋事创业和治国平天下的资

本。他是一个从历史的夹缝中钻出来的英雄。由于出自微贱，于是他

身上特有的平民气质和自卑感一直伴随着他的君王生涯，这正是在中

国人的心目中魅力永存，众口流传的最具吸引力的秘密所在。 

朱元璋会写散文，主张文章应明白显易，通道术，在明务。他对

历史尤其熟，做事执法极严，令出必行，事必躬亲，没有休息，也无

假期。生活尚节俭，不追求奢侈。他智商很高，和于计谋，见得大

处，当机立断，善于接受好建议，不自以为是。 

此书以朱元璋的苦难童年开笔，写他的曲折传奇的情爱故事，写

他铁马金戈救民于水火，写他的辉煌政绩，写他政治家的谋略与风

采，写他的肃贪风暴，写他礼贤下士和选贤任能的品格以及运用权谋

的无奈……本书的看点在于从文章的点滴言辞中能够去真实的体会一

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升降沉浮，于是这些曲折起伏的事实显然搭

建了一个鲜明的历史平台。朱元璋及他的亲人与仇人都在这一历史平

台上演绎他们命运的悲欢离合，大喜大悲。本书的实质不在于让读者

去通读历史事件，而在于让读者朋友廓清历史烟尘，通过起伏波折，



 

 

大开大阖，震撼心灵的故事，把一个个真实的灵魂发掘出来，从而去

探索昔日王朝兴衰、错综复杂的历史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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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少年顽童入寺 

从现今上推 678 年，为大元帝国文宗皇帝天历元年，公元 1328

年。 

这年阴历九月，河南行省安丰路濠州钟离县已是秋风肃杀的季

节。眼下，钟离县东乡的这个打麦场，没有了往日的繁忙和嘈杂，只

有零散堆放的几个小草垛在做着温馨的梦。与草垛相对，大场北面横

着几间茅草屋，像是更大一点的草堆，在寒风中瑟瑟抖动。这天清

晨，草屋主人起得很早。他打开破烂栅门，穿过场边，向东面的土地

庙匆匆走去。他显得有些兴奋，步履较平日轻快得多。 

这人叫朱五四，就是本书主人公的父亲。他今年五十虚岁(后面

提到的所有人的年龄都指虚岁)，是我们至今还能见到的北方农村那

种淳厚朴实的普通农民。脸上堆满的皱纹中，刻下了劳碌风霜，也呈

现出和气与慈祥、忍辱与刚强。或许是生活的担子太沉重了，他的上

躯明显前倾，头发已经半白。他的人缘极好，谁家起房盖屋、红白喜

事，都主动去帮忙。夏天，人们到麦场休息乘凉，都乐意同他打声招

呼；冬天，很多年少年老的，都愿意到他家串门，四邻八乡的年景，

不是新闻的新闻，进烂了的古词，说破了的笑谈，都重新讲起，讲的

人和听的人都津津有味。穷苦的人劳累、辛酸，总要给自己找点乐

趣。为了消除烦闷，村民们有时更希望强烈地宣泄一下。立春前，他

们都举行迎春赛会。由小伙子们扮成的春姐、春姑、春官、春吏、春

皂隶，坐在临时扎起的滑竿上，在土地庙前等候出发。只见社长率领

着的人群兴冲冲来到，对着诸春神膜拜舞蹈，而后恭迎而出，一路锣

鼓喧天，一路歌舞笑谑，迎到打麦场，送上预先搭好的高台，这些春

神像是戏中演员，做出各种身段，出演各种故事。台下谀神歌舞遂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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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疯狂的高潮，连老人们也情不自禁，扎起袍襟，玩一个狮子滚绣

球，破着喉咙唱一曲《月儿高》、《梅花落》。朱五四不会唱，也不

会跳，但整个社火期间，他却是相当忙碌，搬个桌子，找个椅子，为

社饭厨师们挑个水劈个柴，都跑在前面。特别是他的女人能歌善舞，

是赛会期间最惹眼的角色，每当她跳起谀神舞蹈，亮起清唳的歌喉，

人们都自动为她扎起一个圈圈，为她鼓掌喝彩。这时候，朱五四就感

到特别的荣耀和开心、快乐与陶醉。也只有这个时候，他才暂时抛开

重负与压抑，真正体会到人生的乐趣。办赛会是要花钱的。每年朱五

四都尽可能折变些东西，早早准备，可社长和主事人都不收他的份子

钱，事后分社肉，还往往多照顾他家一点，因为他的忠厚，也因为他

是社中最穷苦的人家。 

他的祖籍在沛县。沛县可是个有名的地方，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不

就是沛县人吗?不知道是哪一代先人由沛县迁到集庆路的句容县(今江

苏省句容市)。居住在句容的五世祖名叫仲八。仲八生有三个儿子，

长名六二，次名十一，三名百六。百六生两个儿子，长名四五，次名

四九。四九生了初一、初二、初五、初十四个儿子。长房初一就是朱

五四的父亲。朱五四生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1279)。他还有一

个哥哥名叫五一，大他四岁，生于至元十二年(1275)。就在这一年，

忽必烈令伯颜率二十万大军南下伐宋，由襄阳进汉口，顺流东下，直

达建康(今南京)，第二年二月，攻破宋朝都城临安(今杭州)。南宋丞

相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组织残部进行了顽强抵抗，都无法挽救

败局，最后，陆秀夫、张世杰在广东新会县南面临海的崖山作最后一

搏，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英名，也同时宣告了宋王朝的彻底灭亡。

随着元朝的统一，朱初一一家也就由宋朝百姓成了元朝顺民。元朝臣

民都被编进固定户籍，包括民户、军户、匠户、灶(煮盐)户、站(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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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户、儒户、矿户等，有几十种。不同户籍要为国家承担不同供纳

和劳役。朱初一被编为矿户中的淘金户，每年向朝廷缴纳定额黄金。

可句容县并不出产黄金，朱初一也没淘过黄金，势必要卖掉粮食购买

黄金去缴纳。贫家小户怎能经得起这般折腾，不久便不能支撑。朱初

一只好带领全家逃亡。一路辛酸，北行到淮河岸边泗州盱眙县，见有

大片因战争而抛荒的土地，便停下来开荒种地。这时朱五四才八岁，

哥哥朱五一十二岁。好在初一有的是力气，两个孩子也能做帮手，第

一年就种了十几亩，秋收后，还了种子及借贷利息，勉强能够糊口，

而后又继续垦种。在荒僻地方耕种往往能逃避赋役，初一的日子渐渐

有些起色。五一、五四都先后讨上了女人。五一的女人娘家姓王，五

四的女人娘家姓陈。这位陈姑娘小五四五岁，她的父亲倒是颇有一番

阅历。他在南宋末年曾在抗元名将张世杰麾下当兵，并且参加了崖山

之战。战败之后，他侥幸活下来，经历九死一生，神话般地从海上逃

回老家扬州。为了躲避元朝兵役，由扬州迁到泗州盱眙县津里镇，靠

巫术和卖卜为生。他膝下无子，只生下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季家，朱

五四娶得二姑娘。这位二姑娘生性活泼聪明，模样端正，很受父亲钟

爱，教她认字，给她讲古来各种故事、各地风土人情，使她出落得越

发端庄干练。二姑娘的到来，为朱五四带来说不尽的欢快与幸福。 

在那个时代，普通百姓是不能享受平安与美满的。朱家还没有过

上几天安稳日子，官府的聚敛和敲诈就接踵而来。按照元朝规定，淮

南淮北的农民要缴纳丁税、地税和科差。一般是丁税三石，地税每亩

三升，丁税是地税的一百倍，即一百亩地折一丁，这对人多地少的贫

困户显然是不公平的。像朱五四家，三个成丁，就要缴九石谷，加上

地税，每年不下十石，税粮要由税户自己输纳进仓，则每石税再纳鼠

耗三升、分例四升，共七升，这就接近十一石。科差主要包括丝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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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银、官吏俸钞三项，是按户缴纳。规定每户纳丝一点四斤，包银钞

四两(银钞二两合银一两)，官吏俸钞五钱至一两。此外，民户还要负

担筑城、挑河、运粮、打马草、造船、造甲仗军器等徭役，富裕户要

承当里正、主首、社长、看仓库子等职役，这些职役往往承担招待各

级来往官员，费用越来越大，他们就渐渐向小户身上摊派转嫁。这样

沉重的负担，像朱家这样的贫寒户怎能承受得起呢?待到初一夫妇疾

病丧葬之后，家内便一贫如洗，五四兄弟不得不再走父辈的老路，带

起家口流浪。这时老大五一已有了三个儿子，大名重一，二名重二，

三名重三。五四有一儿一女，儿子取名重四。兄弟俩先逃到五河县，

不久，老大带起妻儿单独到濠州钟离县东乡落脚。在钟离，老大再添

一子，取名重五。五四在五河稍作停留，又北向流浪至灵壁、虹县，

其间又生二儿一女，二儿取名重六，三儿取名重七。七口之家一直在

动荡与漂泊中谋生，困难和痛楚是可以想见的。老大捎信给五四，既

然在北面也不容易混下去，还不如大家搬在一起，相互还有个照应。

五四遂迁到钟离县东乡来。靠着老大和众乡亲的帮助，好容易搭上几

间草屋，连租地加开荒，一家大小才算安顿下来。这不，五四的女人

又要临产了。添人进口，在高门大户自然是值得庆贺的事，可像朱五

四这样为一日三餐发愁的人家，带给他们的却只能是苦涩和忧烦。五

四媳妇今年四十五岁了，依然争强好胜。她渴望美好生活的来临，父

亲讲述过的那些贩夫走卒落难公子时来运转的故事对她影响太大了，

它就像眼下肚子里的小生命，时不时撞击她的心扉，给她以希望，给

她以顽强生活的勇气。她幻想着，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说不定会给

他们带来好运。 

这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见一个戴黄帽子穿红衣服的仙人道士

从西北来到家南打麦场，将一粒光亮亮的白丸交给她，她吃下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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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热气下沉，满口清香，惊喜之间，一觉醒来。她听父亲说起过，怀

孕时候梦见和尚道士是好兆头，孩子会大富大贵。她愈想愈觉得甜

蜜，颊齿之间真像是留有余香。她急忙把五四弄醒，迫不及待地把这

个好梦告诉他。五四的困乏还没有解过来，也不相信有哪位神灵会赐

福给他这个苦命的人，所以听来并不在意。但他的女人却是那样的兴

奋，还搬过他的脖颈，让他闻闻口中是否有些香气。五四爱他的女

人，更可怜她几十年跟着自己受尽煎熬，难得她今天如此兴头，也不

好拂她的意，便顺着她搭讪，亲吻一下她的唇颊似乎真有点异样感

觉，于是也随之高兴起来。夫妻二人决定，第二天一早，由五四到土

地庙去烧炷香，磕个头，请求土地神保佑一家平安，保佑这孩子日后

能有好生活。 

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八日，五四老汉的小儿子在这打麦场

旁的茅屋里降生了。这一天，村里像往常一样的平淡与平静，几天北

风刮过，在晴冷的东方天空烧起的红霞铺得更大些，更广些。当时的

村民们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个茅屋中呱呱坠地的小生命，就是四十年

后的开国皇帝。皇帝就是真龙天子，老天爷派到地上来治理百姓的神

人，他的从天而降，自然不同凡响。到这时候，人们才恍惚觉得，大

元文宗皇帝戊辰年(本年肖龙)九月十八日这一天，在钟离县东乡所发

生的一切，竟是那样的不同寻常，年长于当今皇上的同乡老人，个个

都在为那些奇迹出来作证，都在炫耀卖弄自己当时是怎样地躬逢其

盛，亲眼目睹。不管是文人骚客还是采风的柱下之史，都是皇帝治下

的臣民，有谁不愿意献瑞颂圣，又有谁去愿意考证事情的真伪?于

是，关于朱皇上降生前后的种种灵异，便被各种书籍愈来愈详尽地记

载并辗转抄录开来。作为明朝史实的第一手资料库《明实录》写道：

皇帝诞生这一天，“红光满室”，“自后，夜数有光，邻里遥见，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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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火，皆奔救，至则无有，入咸疑之”。这类传说，在明代几乎是

妇孺皆知，而且情节愈来愈多。嘉靖年间的王文禄将从他母亲那里听

到的类似故事做了个系统笔录，取名叫《龙兴慈记》，其中说道：皇

帝诞生那天夜间，屋上红光烛天，左旁皇觉寺僧人们,从远处望见，

还以为是着了火，天明发人询问，才知道是一个小孩子降生。还说，

那天夜间，土地庙中也异香满室，土地神不敢靠近真龙天子，便退避

三舍，将土地庙往路东迁徙了几十步，自那以后，土地庙所在的地方

数丈方圆寸草不生。 

当孩子出生后，到河中去洗浴，恰从远处漂来一方红罗，便取来

做了襁褓，后来人们称之为红罗幛。由皇帝的诞生，还联系到祖坟的

地脉灵气。说是他的爷爷朱初一曾在盱眙县杨家墩的一个土窝中睡

觉，见有两个道士在此经过。一道士指着初一的卧处说：“若葬在此

处当出天子。”另一徒儿模样的道士问：“为什么?”答说：“这个

地方气暖。你试试看，将这个枯枝插下去，十天以后必能生叶。”说

罢，把初一推起，说：“听到我们说的话吗?”初一佯装聋哑。小道

士插罢枯枝，二人扬长而去。初一等了十天，见果然生出叶芽，便做

个恶作剧，将绿条拔去，另将枯枝插上。两个道士如期而至，小徒问

道：“为什么没有长叶?”老道说：“一定是被这个人拔去了。”追

问之下，初一只好承认。老道说：“也只好罢了。只是泄了地气，不

能由长支传了。”遂大声对初一说：“你有福，死后一定要葬在此

地。将来你们家会出真命天子的。”王文禄还说，他的朋友淞江徐献

忠也听到过类似的传说，为此专门到泗州初一公(追封明熙祖)熙祖陵

做过考察，发现这里龙脉远来，王气攸萃。淮、黄合襟做祭堂，九峰

插天为香案，真是灵秀之地。当这些神奇的故事编制附会出来传播开

去的时候，朱五四夫妇早已离开了人世，倘使地下有知，真不知作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7 

 

感想，因为他们的见证却完全不是如此。如果这个当初不为人所知的

新生儿果真有这些惊天动地的灵异，他们夫妇和他们一家还会受到人

们的那些白眼，还会遭受那样惨绝人寰的痛苦吗? 

朱五四夫妇为这个孩子起了个名字叫重八，显然是按兄弟排行起

的。当时穷人家的孩子只是依照出生年月、父母年岁或兄弟排行等随

便起个名字，哪会像富家子弟那样，由父母再三斟酌或专门请人为孩

子命名，做成家中一个隆重礼仪。朱重八后来发达以后几次更换雅

名，最后选定名元璋，字国瑞。朱元璋因而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鼎

鼎大名。为了前后叙述的统一与方便，本书将不用朱重八这个名字，

而直呼朱元璋其名。 

元璋出生时，大姐已经嫁给了盱眙县太平乡段家庄的王七一，二

人结婚后不久，便相继而亡，王家也就绝户了。这时家里还有三个哥

哥，一个姐姐。大哥年纪已大，好歹娶上一房媳妇，但老二老三难望

成家，莫说没有姑娘家愿意，就是凭媒婆的三寸不烂之舌糊弄上个媳

妇，也没住没吃，没钱娶。被逼无奈，俩兄弟只好都出赘给人家做养

老女婿。那时候，倒插门是最没出息最为人看不起的，但这样做既有

了个家室，也少了两口人的生活费，还少了二丁的重税，一家人也只

好忍辱承受了。本来，五四还想把元璋舍给附近的于觉寺做和尚，混

口饭吃，但他女人无论怎样也舍不得这个小儿子离开。后来二姐也出

嫁了，丈夫叫李贞，是钟离县东乡的渔户。家里大哥那边又生下两个

侄儿，仍是七个人的家口，生计艰难。到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元璋

十岁的时候，五四老汉为了躲避沉重的赋役，不得不将家搬到钟离县

西乡租地耕种。但西乡的土质太差，灌溉条件又不好，一年耕种下来

缴了租子落不下几粒粮食，不得已第二年再次迁徙，来到太平乡的孤

庄村，为一个叫刘德的地主做佃户。他们一家，吃饭没有粮食，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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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种子，没有耕牛，当然更没有房子住，真是上无片瓦遮身，下无

立锥之地，一切都要仰赖主人。种主人的地，用主人的牲畜农具，住

主人的房子，死后还要葬主人的山场，这样的赤贫佃农与奴仆的地位

差不多。男人为主人种地，女人为主人做杂活，孩子们要为主人砍草

放牧，还要为主人守家护院，遇有红白喜事要主动前去听候支应，甚

至还要穿上白孝衣跪在地上号丧。恰恰这个刘德又是个为富不仁的家

伙，对佃户十分苛刻，佃户们种什么、怎么耕种、怎么施肥、怎么浇

水，他都训斥干预，庄稼刚要成熟，他就在地里估摸计算，到分成的

时候，恨不能连一草一禾都算进去，所以名义上是四六分，他往往要

拿到六成多到七成。碰到歉收年景，皇恩浩荡，发下蠲免租税的诏

书，他硬说减税不减租，逼着佃户缴全租。佃户们缴不出，他就放高

利贷，借你一百，先扣出利息，实际只得八十，到好年景，连本加利

上利和租谷一起催缴。元璋一家为刘德忙碌一年，反倒欠下他不少债

谷。就是这样，朱五四每逢年节还要拿着一只鸡一坛酒去谢主人的恩

德。元璋对刘德的刻薄凶狠，常常背地里咒骂，父亲则总是告诫他：

“骂东家是要烂舌头的。再说，不是刘家招揽，我们往哪里去找个吃

住的地方去。”他怕孩子们惹事。冒犯了东家，连眼下这条活路也断

绝了。但一个娘的孩子生性不一样。刘德的哥哥刘继祖就要宽厚得

多，很像他们的父亲刘学老。这位刘老先生曾经做过元朝的总管。原

来元朝各地驻军称镇戍军，按万户、千户、百户编制，总管就是万户

之下的军阶。刘学老就是汉人军队的万户总管。这位刘总管倒是个见

微知著的人，他看到吏贪民困、官场腐败，知道元运将倾，便急流勇

退，谢职回乡。他广有田园，是本地有名的富户，却能不暴不戾，不

仗势欺人，而把乐善好施、济贫斋僧、广种福田作为晚年的最大乐

趣，因此很受乡邻的赞誉和尊重。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刘继祖性情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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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有乃父之风，也乐于济弱扶贫，朱五四一家就经常受到他的看顾

和接济。老二刘德则性情尖苛悭吝，刘学老在世时还有些收敛，现在

学老谢世，兄弟分爨，刘继祖也就只好由他。 

转眼之间，朱五四在孤庄村又住了六年，元璋已度过了十六个春

秋。眼下是顺帝至正三年(1343)。人们常说，十岁八岁花骨朵，十五

十六是花季。十五六岁，处在成年以前，得父母的抚爱，未受人世的

风霜，真像是春天的花朵。元璋生于赤贫之家，藿葵和粥煮，薪炭仰

古槐，难有多少幸福可言，但是父亲疼母亲爱，穷人家的孩子也自有

穷人家孩子的娇惯和满足，况且，皇家爱长子，百姓爱小儿，乖巧伶

俐的元璋自小从父母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爱怜。母亲从哪里捎回个红枣

青杏，白面饽饽，总是给他掖着留着。逢年过节，尽量给他添件新衣

服，实在置备不起，哪怕一夜不睡也为他拆洗翻新。父母还把他送到

刘家办的蒙学里读了两年书，后来要为东家放牛割草，母亲就教他

《百家姓》、《千字文》一类的书，还给他讲很多很多的故事。所

以，元璋在他们放牛的小朋友中是知道得最多又是最会讲会说的人。

他也是一个很懂事很疼爱父母哥嫂的孩子，随着年纪渐大，力气渐

长，他总是帮着父亲哥哥多干些活，什么苦什么累他都顶得住。十六

年，更多的是辛酸痛苦，但也有带涩的温馨、和泪的欢笑，最难得的

是父母康健、全家和睦平安。 

至正三年(1343)，癸未羊年。庄户人家都说，“羊马年好种田，

要妨鸡狗那两年”。羊年理应是风调雨顺的好兆头。谁知这年夏季以

来滴雨未落，竟是一个多年不遇的干旱荒年。夏麦勉强有收，但稷、

黍、谷、豆等秋庄稼便渐渐枯萎了。旁边的濠水断流，田地龟裂，热

风扑面。人们望着初升的太阳膜拜，又顶着烈日匍匐在于觉寺佛祖面

前，晚间，则在场院筑坛布阵，捉拿扑打旱魃。但一切努力和哀求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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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任何回报。毒辣辣的太阳烤焦了人们的心，蒸干了人们的汗。

八月以后，下过两场小雨，人们补种些荞麦青菜之类，再加上借贷、

折卖，好不容易度过了冬荒，可是到了第二年，至正四年(1344)春

天，便是在劫难逃了。开春转暖不久，村里不少人就病倒了，高热、

咳嗽，眼底和皮肤下面渗出血丝血点。往往是一家几口人先后得病。

整个太平乡笼罩在战栗恐怖之中，像是走到了世界的末日。元璋的父

亲朱五四已经六十四岁，连日的糠菜草根树皮，已经使他极端的虚

弱，病魔就先向他袭来，接着是元璋的母亲、大哥和大侄儿。家里没

有病人可吃的东西，也没有医药，元璋和大嫂只有加入到祈求神佛保

佑的无可奈何的人群。听到父母裂人心肝的阵咳和呻吟，元璋在半夜

里默祷上苍，泪如泉涌。四月初六，五四老汉终于摆脱了这个世界加

给他的最后折磨，离开了他的妻子儿女。三天以后，四月初九，他的

大儿和长孙也随他而去。那已经离去的，逃却了苦海，游魂一缕，缥

缥缈缈，不再有什么牵挂和烦恼，他们却把更大的酸痛加给了活着的

人。元璋真是痛不欲生，他是眼睁睁看着他的亲人在饥饿病痛的挣扎

中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但是，他只能压抑住这悲哀，只能偷偷饮泣，

不敢放声痛哭，因为他的母亲也已垂危。他卖掉家中所能折变的一

切，给母亲买了一口吃的，他日夜守护在母亲的身旁。他知道，留给

他们母子相守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用对母亲酸楚的一笑，对母亲的

一口汤饭，对母亲的一个爱抚，来报答她十七年的疼爱、十七年的养

育、十七年的辛酸。他限自己无能，母亲总是教育他，鼓励他，说他

一定有出息，可眼前面对就要离他而去的母亲，除去这些，他又能做

些什么呢!四月二十二日，这位慈祥和善的母亲紧紧握住元璋的手，

也抱恨而逝，但她的嘴边眼角似乎仍然流露出对元璋不尽的诉说和永

不消失的期望。到这时候，元璋才第一次想把平生压在胸中所有的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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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和痛苦一口气告诉母亲。他号啕大哭，发疯似地扑向母亲的怀抱。

他小小的年纪，已经厌倦了这个昏暗的世界，恨不能随母亲而去。然

而，这个家庭已经没有人抚摸他的伤痛，安慰他的心灵。而这两间悲

凉的茅屋中，现在却有四个可怜的灵魂等待着他去安慰。四月的孤庄

村，几乎天天有死亡和哭声，人们的神经已然麻木了。邻近的汪妈妈

等几个热心肠的入还是闻声赶了来。他们劝止了全家的哭泣，要他们

尽快安排丧葬后事。元璋的二哥、三哥老实木讷，况且已经出赘，大

嫂新寡，膝下还有幼小的儿子，元璋虽然只有十七岁，可是精明强

干，这时实际成了一家的主心骨。只是家徒四壁，又能作出如何的安

排呢?棺椁自然是置不起，连给父母哥哥换一件衣服都做不到，瘟疫

荒旱年景也就说不起草草收殓，而只能是入土为安。但是，元璋家地

无一垄，到哪里去埋葬呢?照常情，像元璋家这种佃户，田主家是应

该给块葬地的。于是，元璋同他的哥哥一起跪拜在刘德的门下，请求

恩赐。刘德见这户人家只剩下一个小孩子支撑门户，所欠的债恐怕都

难以偿还了，再加上打心里厌恶元璋的刁钻不驯，便放下脸子，不光

不给葬地，还把元璋斥骂一顿，逼要欠账。元璋在自撰《皇陵碑》中

回忆这段辛酸时写道：“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

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刘)德不我顾，呼叱

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家正在唏嘘无奈，邻居刘继祖忽然派

儿子刘英把元璋兄弟叫了去，对他们说：“刚才英儿告诉我，二爷不

愿意给坟地，你们一定很为难。我已经跟英儿娘商量过，家东那片山

地任你们选个地方安葬。安排后事要紧，也不要太难过了。”元璋兄

弟给刘继祖和刘妻娄氏千恩万谢地磕了头，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第二

天，天气有些燥热，元璋与哥哥将父母遗体放在两扇捆绑在一起的门

板上抬出安葬。走到中途，忽然北风骤起，飘过一片浓云，铜钱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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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点淅沥落下，溅起一层细土。而后霹雳闪电，风雨大作。元璋他们

在刘继袒的地界上急急地往前赶。在跨过一个沟坎时，门板被绊撞，

本有些朽烂的绳索一下断开，门板随即落地，泥水一时冲刷下来，泥

土松软塌陷，渐渐堆积，元璋他们只好再添些土，也就权且安葬了。

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回想起当初草草葬埋的情形，十分伤心，想重

新起坟礼葬，“虑泄山川秀气，使体魄不安，益增悲戚”，便就草葬

之地修建起巍峨的皇陵，并口授大意，由大学士危素写了《皇陵

碑》，十年之后重修皇陵，再次勾起元璋的辛酸，便一字一泪地自撰

了《皇陵碑》，来寄托他对父母的深深怀念。 

却说当时的孤庄村仍然处在饥荒厉疫之中。刚刚下过的一场雨，

并未能解除干旱，而后又是烈日蒸腾。紧接着，那遮天蔽日的蝗虫黑

压压飞来，树上、草头、庄稼地里，恨不能把所有青绿色的东西一扫

而光。人们跪拜、乞求，好容易哀告离去，可留下的蝗蝻，像大兵过

后的留守，继续掠夺搜刮。人们只好纷纷逃亡。元璋再度经历了与哥

哥嫂嫂生离死别的锥心之痛。他在亲撰的《皇陵碑》中写道：“既葬

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

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

兄计，如何是常。兄云‘此去，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

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兄弟异路，哀动遥苍。”文字虽然朴拙，但那

肝肠寸断的悲恸，却读之令人酸鼻。据记载，他的哥哥不久也在乞讨

流浪中死去。 

只剩下孑然一身，除去身上的破衣烂衫和两间破草屋，元璋已经

一无所有，也已经一无牵挂。他步履踉跄，不知不觉又来到父母的坟

前。今天是母亲的七日忌辰，他买不起一陌纸钱，只能用他断珠的泪

水权作对亡灵的祭奠。他想告诉父母，为了活命，他也只好走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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