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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２１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

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

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

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２１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

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

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

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

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

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

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

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

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

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

的帮助。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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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艰难成长

一

１３２８年，在中国历史的悠悠长河中并不引人注目，可在

元朝的大事年表中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这年七月，大元帝国第十位帝王也孙铁木耳在大都（今北

京）去世。元廷内部旋即爆发了帝位之争。也孙铁木耳生前

所立的皇太子阿速吉八，只有九岁，这时正在上都开平（今内

蒙古正蓝旗闪电河北岸）。签书枢密院事燕铁木儿依靠武力

拥立已故的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在大都即帝位。同时，丞相倒

剌沙等人在上都立阿速吉八为帝。上都与大都形成对峙的局

面。经过一番激战，燕铁木儿获胜，攻入上都，倒剌沙奉皇帝

玺绶投降，阿速吉八“不知所终”。图帖睦尔就是历史上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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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这一年即天历元年。

在蒙古贵族统治集团为争夺最高权力打得不可开交的时

候，谁也没有想到在河南行省安丰路的濠州钟离县东乡（今安

徽凤阳东北）一座破旧的二郎庙里，诞生了大元王朝的掘

墓人。

农历九月十八日，正值秋高气爽的农忙季节。中午时分，

钟离县东乡一位贫苦佃户朱五四的妻子陈氏，在去给下地干

活的丈夫和孩子送饭的路上，突感腹中疼痛，她意识到自己快

要生了，就找了个破庙，结果在那里生下了一个男婴，就是后

来的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家里很穷，孩子的名字是按照父母的年岁或兄弟

排行起的，当时朱五四的哥哥朱五一已有四个儿子，分别叫重

一、重二、重三、重五，他自己有三个儿子，分别叫重四、重六和

重七。于是，朱五四夫妇俩为这个孩子起名叫重八。重八后

来改名为朱元璋，字国瑞。

朱五四的祖籍原在沛县，那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不知从

什么时候起，朱五四的祖先从那里迁了出来。到朱五四的父

亲朱初一这一代，他们逃荒到淮河岸边的泗州盱眙县（今江苏

盱眙县），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由于勤劳日子渐渐好过起来，朱

五四跟他的哥哥都娶了媳妇。但是好景不长，朱初一得了疾

病死去，刚有了点起色的家马上悠垮掉了。五四兄弟只好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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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带口，再次流浪。先后到过灵壁、虹县（今安徽泗县），最后

移居到钟离的东乡。

朱元璋有两个姐姐三个哥哥。大姐早在元璋出生前，就

嫁了人，婚后没多久就染病死了。二姐嫁了个渔夫，叫李贞。

大哥也好不容易才娶了亲，二哥、三哥因为家里穷，娶不上媳

妇，只好去做倒插门。元璋十岁那年，全家搬到西乡，租人田

地。没几年，地主将土地收了回去，朱五四又迁到太平乡的孤

庄村，给地主刘德当佃户。经过如此这般的折腾，朱元璋家里

仍然很穷，连自己的地都没有，只能租地耕种。

有人把刘邦与朱元璋相比，说两个人都是布衣出身，但刘

邦是中农阶层，还做过秦朝的亭长。中国历史上真正布衣出

身的恐怕只有朱元璋一人了。

二

因为朱元璋在家排行最小，所以很受父母宠爱，虽然生活

很苦，父母还是把他送去念了书，但由于交不起学费没几个月

就辍学了。朱元璋的母亲一生勤恳，给朱元璋的影响很深，她

经常给儿子讲他的父亲即朱元璋的外祖父英勇抗元的事迹，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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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仇视元朝统治者的种子。

朱五四一家是刘德的佃户，男人种地，女人做杂活，朱元

璋也为刘德放牛。给刘德放牛的还有周德兴、汤和、徐达等小

伙伴。夏天，他们将牲口赶到村外水草茂盛的地方放牛，然后

大家一块玩装皇帝的游戏，朱元璋常常抢着扮皇帝，他把棕腛

叶子撕成细丝，扎在嘴上做胡须，找了块水车板顶在头上作平

天冠，往土堆上一坐，让小伙伴们给他磕头，山呼万岁。

一天，他们正在放牛。忽然电闪雷鸣，立刻大雨倾盆而

至，他们躲进了山崖下。他们都觉得饿了，议论着吃的东西，

这时朱元璋牵了头小牛犊，对大家说：“这不是有现成肉吗？

不吃白不吃。”说着动起手来捆牛犊，大家明白了他的意思，也

都上来帮忙，很快，就吃上了香喷喷的牛肉。吃完后，天也放

晴了，要回家了，但是少了头牛，不好向地主交代，大家都害怕

起来，有的都吓哭了，还是朱元璋冷静，他说：“不怕，咱们就说

下大暴雨，山里裂了条缝，小牛犊掉了进去，拉不出来了。”结

果事情就这样遮掩过去了，从此，朱元璋在小伙伴们的心中也

树立了威信。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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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至正四年（１３４４年），淮河流域遭受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

灾难。

开春后，连续几个月没有下过一滴雨，禾苗都枯死了。不

久又发生了蝗灾，灾后又闹瘟疫，死了不少人。朱元璋一家也

没有逃得了劫难，先是他的父亲朱五四去世，后来是大哥重

四，再是母亲。不到一个月相继有三位至亲的人离开了人世，

给朱元璋的打击非常沉痛。

处理完亲人的丧葬之后，在邻居的提醒下，朱元璋离家去

寺庙当了和尚，那年，他１７岁。

那座寺院叫于觉寺，坐落在孤庄村西面的山坡上。朱元

璋做了皇帝后，将其改名为皇觉寺、龙兴寺。初进于觉寺时，

寺的规模还挺大，有二十几个和尚，方丈（全寺之长，也叫住

持）是高彬法师。当时僧侣是个特权阶层，皇帝往往赐予施主

布施他们田地，他们从事租佃经营，但却往往逃避赋税。有的

还放高利贷，经商营利。还有的佛门弟子娶妻生子，饮酒吃

荤。高彬法师就是个有家室的地主。收朱元璋做徒弟，高彬

—５—

明太祖朱元璋（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法师主要是看上了他的年轻力壮，可以为他干活。依照佛规，

入门弟子要由方丈“摩顶”，就是用香在头顶上烧出一块疤痕，

以示偿清了业障解脱烦恼的决心，但执行中并不是那么严格

的。高彬法师就没有给朱元璋“摩顶”，只是叫一名小和尚把

元璋领出去剃光了头发，换上一身袈裟，就算完事了。

朱元璋在寺庙里做童仆，做些脏累差的活，像打扫院子、

劈柴、上香、点烛、敲更等等，还经常受老和尚们的气。太平乡

的灾情仍然不见好转，于觉寺的佃户中有许多人都逃荒了，收

不上田租，就等于断了于觉寺的经济来源。高彬法师不能容

忍一批和尚坐吃山空，就打发一些人去云游。“云游”是佛门

术语，也叫“化缘”，意思是乞求布施，实际上就是讨饭吃。朱

元璋叶子被打发之列。

朱元璋背着小包袱上路了。他“笃笃”地敲着木鱼，口中

念念有词，沿途向大户人家乞讨。他先往南到庐州（今安徽合

肥），然后向西去固始（今河南固始）、信阳（今河南信阳），再往

北到汝州（今河南临汝）、陈州（今河南淮阳），往东经过鹿邑

（今河南鹿邑）、亳州（今属安徽），到颍州（今安徽阜阳）。一路

上他风餐露宿，忍饥挨饿，饱偿了人间的辛酸。

就在他云游的地区，后来南方白莲教的首领彭莹玉正在

那里秘密从事反元活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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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莹玉出生在袁州（今江西宜春）南泉山慈化寺东村庄，是

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传教为名，广收门徒，准备起

义反元。至正四年（１３４４年），他和徒弟周子旺组织了五千门

徒，在袁州造反。参加者都在背上写了一个“佛”字，以为有佛

父保佑，可以刀枪不入。这是一支没有经过训练的队伍，刚一

起事，就遭到元朝官兵的残酷镇压。周子旺被杀，彭莹玉在群

众的掩护下逃到淮西，秘密传播白莲教，积蓄力量，伺机再起。

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

（法号慈照）在广泛流行的净土结社基础上创建了白莲教。白

莲教的教义同净土宗没有多大区别，但茅子元在教义宣传上，

更加通俗易懂。他绘制了一幅《圆融四土三观选佛图》，用形

象化的方法传教，使文化程度很低的信徒都容易接受。

白莲教创建初期，一度遭官方禁止，茅子元本人也被流放

到江州（今江西九江）。但白莲教的生命力很强，依然在民间

流传，甚至传布到蒙元统治下的北方。

朱元璋身处白莲教徒十分活跃的地区，思想上多少受到

了些影响，他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难，锻炼了意志，开阔了眼

界，深刻地了解了社会，接触或接受了白莲教徒的反元宣传。

三年后，他回到了于觉寺。这里的一切跟以前没有什么

两样，依然整日听到木鱼声、钟鼓声、诵经声。但实际上外面

整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变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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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参加起义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年）五月，江淮流域各地区的贫

苦农民———元朝蒙汉地主阶级所特别歧视的南人，短衣草履，

头包红巾，擎着鲜红的大旗，扛着竹竿锄头，长枪板斧，杀官

僚，占城邑，开仓散粮食，破牢放囚犯，自立名号，敲响了元朝

政府的丧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红巾军起义。

红巾军的队伍，遍及全国。在颖州发动起义的头领杜遵

道、刘福通，占领了元朝的米仓朱皋（镇名，属河南光州固始

县），开仓散米，一下子就发展到十几万人，攻下汝宁（今河南

汝南）、光州、息州、信阳；芝麻李（李二）的队伍控制了徐州（今

江苏铜山）和附近各县，以及宿州（今安徽宿县）、五河（今安徽

五河）、虹县、丰（今江苏丰县）、沛、灵壁，南边到了安丰（今安

徽寿县）、濠、泗（今安徽临淮）。西系起于蕲（今湖北蕲春）、黄

（今湖北黄冈），由彭莹玉和尚组织，推徐真逸（寿辉）作头目，

攻下德安（今湖北安陆）、沔阳（今湖北沔阳）、安陆（今湖北钟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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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武昌（今湖北武昌）、江陵（今湖北江陵）、江西（今江西九

江南昌一带）诸府。起于湘水、汉水流域的，推布王三孟海马

为头目：布王三的队伍叫北琐红巾军，占领了唐（今河南唐

河）、邓（今河南邓县）、南阳（今河南南阳）、嵩（今河南嵩县）、

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及附近各县）；孟海马率领南琐红巾

军，占领了均（今湖北均县）、房（今湖北房县）、襄阳（今湖北襄

阳）、荆门（今湖北荆门）、归峡（今湖北秭归）。他们都打着明

王出世的旗号，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在淮水流域、汉水流域，

都插满了红旗，把元朝拦腰切作两段。

对于元朝统治者的残暴昏庸，广大农民忍无可忍，终于被

迫拿起了武器，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蒙汉统治阶层腐化

堕落，为其覆灭自掘坟墓。

统治阶层大量占有土地，有的竟至千顷以至十万余顷。

南宋灭亡时，投降的官僚不但保有原来的田土，而且还乘机兼

并，有的一年收租数量竟达到二三十万石，占有佃户两三千户

之多。他们和蒙古色目地主联合一起，奴役人民。在元朝由

于统治阶级尊信宗教，寺院也大量占有土地，达百顷、千顷之

多，最多的如大承天护圣寺前后两次共赐田三十二万五千顷。

大护国仁王寺有水陆田地十万多顷，佃户三万七千五十九户。

白云宗和尚沈明仁强夺民田两万顷，江南寺院佃户多到五十

万户有余。此外，蒙古诸王、后妃、大臣，还有食邑，从几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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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几万户不等，农民要向领主缴纳五户丝和钞，还要向元朝政

府缴纳赋税。

就这样，土地大量集中在少数蒙汉贵族官僚手里，广大农

民和中小地主失去土地，或者被迫降为佃户，或者被迫逃亡他

乡。地主阶级的剥削越重，农民的日子过得越苦。地主兼并

土地的速度越快，农民反抗的手段———逃亡也就越多。田地

荒废的数目越大，粮食的产量就越少；闹灾荒的次数、面积，越

大越多，阶级矛盾就越发尖锐，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爆发了

一次接着一次的农民革命战争。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元朝政府也曾经使用减轻赋税，赈

济，设立常平仓，派遣劝农官等等办法，但是免赋只免到地主

和自耕农，佃户还得照样向地主交租。

除了蒙汉地主阶级的阶级压迫以外，还有蒙古、色目人对

汉、南人的民族压迫。

在蒙古统治时期，买卖人口之风泛滥，许多地位地下的民

户被做为奴隶任人宰割，他们的人身自由受到严重的限制。

１４世纪初年，江南官僚地主强占民户作奴隶动辄百千家，有

多到万家的。蒙古戍兵和平民生活穷困的，也被迫卖妻鬻子

为奴婢。元代官私奴隶在人口总数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奴隶

数量越多，佃户的数量就不能不相对地缩小了，这不只阻碍了

生产的发展，也损害了各族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造成了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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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内部矛盾。

在政治地位上，元朝中央政府各个机构的正长官，都是蒙

古人做，一般汉人是不能做的。次要的官也大半是蒙古人和

色目人。宫廷的卫队只用蒙古色目人，不许汉人南人投充。

蒙古贵族子弟从宫廷卫队出身做官，升迁很快。汉、南人则只

能从科举或学校出身。科举也有民族差别，蒙古、色目人作一

榜，汉、南人作一榜，蒙古、色目人考二场，汉、南人则须考三

场；考试题目汉、南人比蒙古、色目人的难，及格授官的却又正

好相反，蒙古、色目人比汉南人高。国立学校的学生名额，也

是以种族作标准的，国子监生蒙古五十人，色目二十人，汉人

三十人。考试蒙古生从宽，色目生稍加严，汉生考的内容最

多。毕业后授官蒙古生六品，色目生正七品，汉人从七品。

文武官员的荫叙和升迁的等级，也作了优待蒙古、色目人

的规定。蒙古高于色目，色目又高于汉人和南人。官员的惩

罚，法令规定色目人和汉人不勤于职的，处死刑还要抄家，蒙

古人则例外。

除了政治地位不平等之外，元朝政府还特别制订了压迫

汉族的法律，来保障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权。顺帝元统二年

（１３３４年）下令蒙古贵族和色目人犯奸盗诈伪，由专管蒙古贵

族的机关“大宗正府”处理，汉、南人犯法的归普通法庭判处。

蒙古人官员犯法定罪行杖，必须由蒙古人判刑和监杖。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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