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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淫无道天下反

我们华夏古国五千年的历史渊远流长，从盘古开天

地到三皇、五帝、夏商周，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一统天下，

再由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直至宋朝的建

立，其间分分合合，有太平盛世的一统局面，也有战乱连

年的分裂时期。到了宋朝以后，北方崛起一个少数民族

蒙古族，屡屡侵犯中原，因此，统一的局面又面临了

危机。

蒙古族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原来居住在也

里古纳河东部，后来逐渐散布到蒙古高原的广大地区。

蒙古有许多部落，他们多数过着游牧生活，白天在草

原上放牧牛羊，晚上住在毡房里。

为了争夺财富和领地，蒙古高原各部落之间经常进

行战争。在不断的争夺战争中，斡（ 难河流域的一个

部落逐渐强大起来。这个部落的首领铁木真，组成了一支

强大的队伍，经过十多年的战斗，打败了四周的部落，统

一了蒙古族。

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 年），蒙古族的首领们聚

集在斡难河源召开大会，一致推举铁木真做大汗（

称为成吉思汗，蒙古国从此成立了。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后，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

年，蒙古军队灭了党项族的西夏国； 年，蒙古军队又

灭了女真族的金国；公元 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

烈又灭了南宋，建都大都（今北京），并正式定国号为元。

忽必烈就是元世祖。

蒙古族刚开始南下攻占黄河流域的时候，就占夺大

片的良田，不种庄稼，改作牧场，专门放牧牛羊，遭到了中

原人民的抗争。

后来，他们又把在战争中掳掠的大量人口当作自己

的财产，任意驱使，强迫他们种田，服劳役，甚至将这些人

当作牲口一样地买卖。这些沦为奴隶的人苦不堪言。

元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实行了

民族分化政策，把全国各族人分为四等。地位最高的是蒙

古人，第二等是蒙古人西征欧亚时最先降服的“色目人”，

第三等是“汉人”，包括原来金国统治区域内的汉、契丹、

女真等族人。地位最为低下的第四等人是“南人”，就是南

宋统治区域内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

这四等人的待遇是完全不同的，为了防止汉人反抗，

元政府规定，不准汉人练习弓马，不准集体打猎，并且尽

量压低知识分子的地位，以便控制人们的思想，实行“愚

民政策”。

元朝在全国实行“里甲制度”，每二十户汉人为一甲，

由一个蒙古人做甲主。甲主除了受汉人供养外，还监视、

控制汉人的行动，以防止他们造反。

元政府还在各地设立了许多官营匠局，把上百万户

的手工业者集中在那里做工。这些工匠另编户籍，称为

2



“匠户 他们日夜辛勤劳作，所得仅能勉强糊口，还不时

地遭受鞭笞打骂。这些操“贱业”的工匠和他们的子孙，世

代相承，不能改业。

元朝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激起了各族人民强

烈的反抗，他们的积怒和怨忿像火山一样地聚集着能量，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在位到元朝第十代皇帝 时，就不

可遏制地爆发了出来。

这一天，早朝完毕，元顺帝对众大臣说：

“朕自登上帝位以来，已经五年了，如今朝中政务繁

忙，日夜不得安宁，几乎没有称心快意的事情。你们谁有

办法让我高兴一下吗

元顺帝的话刚说完，喜欢逢迎拍马的右丞相撒敦连

忙上前奏道：

“如今普天之下，都是皇上您的土地，天下的百姓，都

是您的臣民。皇上的地位至高无上。身上穿的是锦绣龙

袍，嘴里吃的是山珍海味，耳朵里听的是天上的仙乐，眼

里看的是人间绝色的美女。皇上想要什么，只要吩咐就

是，何必闷闷不乐，为一些琐碎的事情费心劳神？”

元顺帝听了十分高兴，说“：你的话很有道理，正说到

我的心里。以后朝中的一些政务，朕就分派给你们去处理

吧，我操劳了这么多年，是该好好地享乐一下了！”

左丞相脱脱是个耿直、忠贞的大臣。他对撒敦这种阿

谀奉承，一味讨好皇上，教唆皇上享乐的做法十分反感。

他挺身出来说：

“撒敦一派胡言，请陛下传旨立即将他斩首！”

元顺帝似乎有点不“撒敦有什么罪 高兴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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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脱理直气壮地说：“自古以来，奸臣用安逸和享乐

来迷惑君王，致使国家衰亡、天下大乱的例子不胜枚举。

现在撒敦又来诱使陛下不顾朝政，只求寻欢作乐，实在是

罪大恶极！”

元顺帝听了默默无语。脱脱又进一步劝说：

“请陛下听臣来讲一下这个‘乐’字：古代周文王有灵

台之乐，是与民同乐，后世就称他为贤君；而商纣王的鹿

台之乐，是个人的淫乐，结果亡国丧生，为后世所不齿。陛

下如果能任用贤才，勤修德政，获得万民仰望，那就是最

大的乐！假如像撒敦说的那样，只顾享受声色犬马之乐，

恐怕难免人心背离，江山不保，请陛下三思！”

元顺帝听了似乎有所震动，频频点头道：

“　丞相说得对极了！对极了！”

说罢，令人取出十锭黄金，十匹锦缎，赏给脱脱丞相。

脱脱急忙推辞说“：臣受朝廷的俸禄，应当尽心报国，

为陛下分忧，决不是贪图恩宠和财物。”

元顺帝微笑着说“：朕赐给你的东西，你就收下，何必

推辞呢？”

脱脱这才收下，再三拜谢。

撒敦捏着一把冷汗退下殿来，心里越想越恨：

“脱脱这家伙老是和我作对，我非得想个办法除掉

他，才消我心头之恨！”

撒敦咬牙切齿地走出朝门，恰巧他的知心好友哈麻

太尉，领着一班歌舞女子进宫来。两人见过礼，哈麻打量

着撒敦，说：

“老兄，你的脸色很不好，出了什么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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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脱“咳”了一声，把刚才发生的事，向哈麻说了一遍。

他越说越恼火，说到后来，恨得直跺脚。哈麻劝慰他说：

“你别生气，我们想办法找个机会，除掉这个讨厌的

家伙！”

撒敦拍了拍老友的肩膀，说：“要真能那样，我可是感

激不尽啊！”

撒敦说完，朝哈麻拱了拱手，余怒未息地回家去了。

这里哈麻带着那班女子，转过宫墙，在百花亭前叩见了元

顺帝，说道：

“臣承受陛下的大恩大德，无可报答，近日训练了一

班歌舞女子，进献给陛下，供陛下操劳朝政后作消遣，请

陛下收下。”

元顺帝虽然刚才奖励了脱脱，但内心依然是贪图享

乐的，何况眼前是一班明艳动人的美貌女子，不由得他不

动心。此时，他早已把脱脱的一番忠告抛到了脑后，喜滋

滋地收下了那班女子。

从此，元顺帝每天散朝回宫，这班歌舞女子就浓妆艳

抹，吹吹打打，把皇上接进内宫，然后摆下酒宴，纵情地饮

酒作乐，天天闹到夜深人静才罢。

渐渐地，元顺帝不再过问政务，一心以享乐为念。为

了尽情游乐，他命人造龙舟，修高楼，穷奢极侈。甚至听信

僧道方士的胡言乱语，以邪门歪道来寻求长生不老。

元顺帝这样无休止地挥霍浪费，一般贪官污吏们也

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因为沉重的赋税，加上连年的灾荒，

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十分艰难，再加上官府的压榨，更加民

不聊生，怨声载道。官逼民反，于是，各地纷纷起来造反，百

5



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姓们反叛朝廷的情绪如烈火干柴，到了 一点就着的地步。

因为元顺帝不理朝政，朝廷的大小事务都由右丞相

撒敦、太尉哈麻等一帮奸臣把持着，每天从四面八方送来

的灾情报告和告急文书，都被撒敦等人扣压，不禀报给元

顺帝知道，所以元顺帝对于天下大事一概不知，整天在宫

中玩乐得天昏地暗。

转眼到了至正十五年（公元 年），元顺帝当皇帝

也有二十多个年头了。元顺帝派了一位巡阅使，名叫贾

鲁，南下去河南、安徽一带，察看各地民情，以及黄河漕运

（朝廷所征粮食的运输）的情形。

这天，贾鲁穿着便服，只带着二三个随从，来到颍州

府（治所在今安徽阜阳）白鹿庄察访民情。他蹓蹓跶跶走

进一片小树林，只见前面是一个村庄，青山绿水环绕，苍

松翠柏掩映着一排整齐的屋宇，不由得脱口称赞：

“好一座整齐的庄院，真赛过人间仙境！”

随后，便吩咐跟随的人员“：你们去查问一下，这里是

什么人家，就说让他把这个庄子送给我老爷，做个喝酒玩

乐的花园吧。”

那奴才得了主子的吩咐，耀武扬威地进了庄院，大声

喝着：

“嗨，这儿是哪一家？我们贾老爷奉旨来巡察，你们好

大的胆子，连茶水也不送一杯出来！”

他的话才说完，就见一个身如铁塔，眼若铜铃的大

汉，跳出门来骂道：

三喝“哪里的狗杂种，到这儿来 四？别说是‘假老

爷’，就是‘真老爷’来了，也甭想有口水喝，快快给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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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那随从一时没回过神来，还在那儿楞着 只见那大汉

回身提了一杆长枪，竟赶杀过来了！那随从见大事不妙，

转身就逃。逃进树林子，一把扯住贾鲁，没命地往前奔去。

直到奔出林子，回头见那大汉没有追上来，这才停下来歇

口气，一面不住地后怕。

贾鲁又羞又恼，气得浑身直哆嗦，恨恨地说：

“我贾鲁的名声，哪个不知道？这狗东西这样无礼，可

恶之极！我非得想办法把这庄子给毁了，出出这口气！”

没过几天，贾鲁回到京城，拜见了元顺帝，禀告一路

上的所见所闻。

元顺帝这几年宫中开支浩大，国库空虚，急等着各地

上缴的钱粮，因此，急切地问：

“贤卿这次出访，看黄河漕运情况如何？”

贾鲁赶忙回答“：启奏陛下，臣一路上见到黄河淤塞，

漕运不通，民间还传有歌谣，说是‘石人一只眼，不挑黄河

天下反’。依小臣看，得把黄河一带挖掘疏通，一方面可以

顺应民谣，另一方面又可以疏通漕运。”

元顺帝听了，皱着眉头疑惑地问：

“怎么，要挑开黄河？前些日子朕想在宫内开些小池

塘，就有谏官上本，奏说什么民谣传得厉害：‘石人一只

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还是不要动用劳役开挖为好。可是

照你现在的说法，不挑黄河反而不好。我倒不明白了，究

竟哪个民谣是对的呢？”

能言善辩的贾鲁马上接口说：

“陛下，这一定传来传去把民谣传错了。陛下如果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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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谏官们的话，不去开挖黄河，任凭它长期淤塞，那往后

南方的钱粮，从什么地方运过来呢？再说，要是南北水路

不通，南方的钱粮不能北运，势必国库空虚，军队也没有

粮饷，这样下去天下能不反吗？”

一席话说得元顺帝连连点头：

“贤卿说得很有道理，看来黄河是该开通一下了，只

是该从哪里开起呢？”

贾鲁听元顺帝问他这话，心想，机会来了，我先把那

个白鹿庄给端了。于是他回答说：

“臣一路上经过徐州、颍州、蕲州、黄州，都要开挖疏

浚，尤其是颍州的白鹿庄和黄陵岗一带，上下绵延四十

里，建造了许多民房，把黄河水路全给堵塞了，更需立即

开挖。”

元顺帝立即传旨，征发河南、河北七十万民伕，由贾

鲁任总指挥，前往颍州，开浚黄河水路，限定一个月内完

工，有敢于阻挠者，一律处死。

那贾鲁好不得意，这征发河工，本是一件肥差，又能

假公济私，于是欣欣然领命前往。

群 　　奸 　兴　 乱

再说颍州白鹿庄使长枪的那个大汉，本姓刘，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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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两臂有千钧之力，是汉高祖第三十六代孙。传说他家

藏有一面宝镜，凡世上的事情，照一下宝镜，就能知过去

未来。照宝镜的人，只要对着镜子焚香祷告，镜子里就会

出现官吏、百姓、军士等等，如果照镜子的人心不诚，镜子

里便会现出各种禽兽的模样来。

刘福通有一个好友，名叫韩山童，两人假称天下将要

大乱，弥勒佛降生人间，因此结成一个“白莲教”，所有部

下，都以头系红巾为标记，鼓动那些乡民，如敬奉神灵般

地敬服他们。遇上一些难以决断的事，便去照那面宝镜，

寻求解答。

这天，两人正在庄前鼓动乡民，说弥勒佛神通广大，

佛力无边，真命天 上劲，忽然听子已经下凡。两人正说得

见锣鼓喧天，人声鼎沸，两人抬头一看，认出是本州的知

州老爷， 喝喝正往坐在马上，带领着二三百个士兵，

白鹿庄而来。

不一会，大队人马来到庄前，知州用鞭指着庄院，大

声宣布“：本官奉皇上圣旨疏浚黄河水道，遇有民房，一概

拆除，先从白鹿庄和对面的黄陵岗动工！”

众乡民一听，顿时骚动起来，这个说“：拆了房子，叫

我们住哪儿？”那个说“：毁了家园，我们往后怎么活呀？”

这时，白鹿庄的里正（小乡官，负责管理几十户人家）

推开众人，向知州禀告道：

“回老爷，这一阵民间一直有歌谣说‘挑动黄河天下

反’，要是真的挑开黄河，恐怕有些不祥吧？”

“胡说！”知州大喝一声“，这是奉旨行事，谁敢违抗！

圣旨说得明明白白，敢有违抗者一律处死。今天正好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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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颗脑袋来示众！”

说罢，知州喝令“：刀斧手侍候，将里正就地正法，枭

首示众！”

一眨眼，刀斧手就将里正的脑袋砍下了。知州吩咐用

一个木桶装着人头，沿河四十里，一路号令而去。百姓们

见了血淋淋的人头，人人不寒而慄，谁还敢说个不字？

这里，知州一声令下，三百名士兵开进白鹿庄，动手

就拆房，只听得一片大哭小叫声，鸡飞狗跳，一座宁静秀

美的白鹿庄，眨眼间成了人间地狱

青壮年男子们一个个怒火中烧，眼中似乎要喷出血

来，把拳头捏得格格地响。

刘福通见自家的房屋转眼间变成了废墟，直气得捶

如今是上无胸顿脚，心想：罢了！罢了 片瓦，下无立锥之

地了，不如反了吧！

他同韩山童商量了几句，猛地跳到一块高地上，振臂

高呼：

“乡亲们，朝廷把我们逼到了这个地步，咱们不如造

反吧！你们要是肯随我共成大事的，日后咱们同享富贵；

日夜有不愿意跟随我的，就帮着官府开河 夜受苦受累

去吧！”

话音刚落，就有五六百人齐声响应：

“反吧！反吧！我们跟着你造反，杀了那狗官

刘福通大步赶上前去，将知州拉下马来，一刀砍了，

把脑袋提在手中，大声喊道：

“蒙古人来我们中原横行霸道多少年，现在又强行开

河，把我们的房子都拆了，逼得我们无家可归，这深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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