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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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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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冲龄登基

一

洪熙元年（１４２５年）六月十二日，２７岁的皇太子朱瞻基在

紫禁城奉天门即位称帝，改明年为宣德元年，大赦天下。史称

朱瞻基为宣德皇帝或明宣宗。

根据野史记载，宣宗朱瞻基出生前，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

做了一个梦，梦到父皇授一大圭，上镌“传之子孙，永世其昌”

八字。等他满月的时候，朱棣前往探视，见到他后不禁大喜：

“儿英气溢面，符吾梦矣！”杀进南京夺建文帝之位而代之后，

朱棣更是对这个应梦而来的嫡长孙宠爱备至，时常将其带在

身边，并且常常在众臣面前夸耀。一日，朱棣竟毫无顾忌地说

道：“此他日太平天子也。”明确地表明了继承大统的将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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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爱孙，同时无疑加强和巩固了太子的地位。

永乐九年（１４１１年）十一月，才１４岁的朱瞻基就已经被

册立为皇太孙。此后，朱棣不论是出征还是巡幸，都将这个孙

子带在身边，还先后挑选了胡广、金幼孜以及杨荣等数名有才

识的学者为其讲授经史，就算是在行军途中也不能停止。两

年后，外藩朝贡，为了炫耀大明王朝的神威，朱棣下令在皇家

校场举行盛大的射箭比赛。皇太孙挽弓搭箭，连连射中，引来

满堂喝彩。朱棣非常高兴，认为青春年少的皇太孙，一点也不

像他的身体肥胖，反应迟钝，不善骑射的父亲，他的敏捷的身

影中处处闪现着自己的影子。为了进一步考察皇太孙的文

才，朱棣将皇太孙召至御前：“今日华夷会聚，四海一体，朕有

一句上联，汝试对下联。”朱棣沉吟了一会儿，口出上联：“万方

玉帛风云会”。话音未落，皇太孙应声对曰：“一统山河日月

明”。在场的文武大臣无不啧啧称奇。

皇太孙根他父亲怯懦优柔的形象相比，显得要机灵有主

见的多，对于任何有可能危及父亲太子地位的言行，他总能适

时地毫不回避地予以反攻。据说有一天，太子朱高炽奉命带

领朱高煦等人到孝陵祭祖，皇太孙也跟着一同前往。因为朱

高炽体胖身肥，脚上又有毛病，尽管由两名太监左右搀扶着，

走路仍然很小心，踉踉跄跄的。跟在身后的汉王朱高煦看到

这种情况，不由得冷笑两声，说到：“前人磋跌，后人知警。”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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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走在汉王身后的皇太孙立即接口：“更有后人知警也。”

汉王一回头，大惊失色。

朱棣死后，朱高炽登基。自永乐二年册立太子至今，已整

整２０个年头，其间，朱高炽上不能见爱于父皇，下不相容于诸

弟，若非皇太孙强力支撑，太子地位几乎不保。而一旦登基称

帝，其原始的本性便无可遏止地暴露出来。对于图谋夺位的

两个弟弟，只知笼络，禄米一加再加；对于已成为太子的朱瞻

基，则无端生疑，竟以祭祖为由，令太子长期据守南京。朱高

炽身体肥胖，加之居丧期间纵欲无度，本就多病的身体迭受重

创。结果，苦苦等待了２０年的皇帝宝座尚未坐热，即撒手人

寰，一命呜呼了。

皇帝猝然驾崩，太子远在南京，汉、赵二王一直蠢蠢欲动，

处在如此险象万端的危局，托孤重臣决定秘不发丧，派内侍海

寿等人飞马南下，急召太子回京即位。尽管一切在急如星火

而又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汉王朱高煦还是很快侦知了这

一惊人秘密。经过一番短暂的利弊权衡，汉王立即派出一队

杀手，自乐安州出发，意欲中途截杀太子。似是冥冥中自有神

助，就在杀手们尚未出城时，太子朱瞻基早已超过乐安，杀手

们扬鞭奋蹄，直到良乡近在眼前，方恨恨而归。

六月初三，也就是仁宗死后的第二十日，太子朱瞻基昼夜

兼程自南京奔至北京良乡，并在此接受了继位遗诏。全国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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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发丧，礼毕后，还没有等汉王缓过劲来，太子朱瞻基早已衮

服加身，位居九五之尊了。

皇权更迭，政局不稳。这在汉王看来是上天赐予的千载

难逢的夺位良机，于是秘密布置兵力，准备伺机发难。他首先

派亲信卫士枚青等人悄悄潜入北京，意欲重金买通英国公张

辅，诱使其成为起兵后的内应。孰料枚青等人刚刚跨入英国

公府第，早已埋伏的锦衣卫官员一拥而上，将枚青等人死狗般

捆住。汉王举兵夺位的阴谋终于暴露出来。

在确切得知汉王打算起兵谋反的情报后，宣宗立马陷入

进退维谷的处境。如果大举镇压，就会遭人口舌是非，背上一

个枉杀叔父的罪名；如果按兵不动，汉王肯定会先发制人，到

时一场灾难不可避免。思虑再三，宣宗最终决定派亲信太监

侯泰前往乐安，劝说汉王，告诫他不要因小失大，一失足而致

千古恨。

早在枚青等人秘密奔赴北京的同时，汉王就暗中约请山

东部指挥靳荣，密定起兵之前的具体事宜，又在各卫所发放弓

箭、刀枪、旗帜等，并把各郡县的良马强行征来，设立五军四

哨。在任命了大批官员后，汉王决定首先攻取济南，然后杀奔

京师。一切布置妥当后，朝廷的使者终于抵达乐安。

一阵寒暄后，侯泰将宣宗之意一一道出。还没有说完，汉

王已经按捺不住，他用力一拍几案：“靖难之时，要不是本王拼
—４—

明英宗朱祁镇（上）



死拼活，怎能夺取天下，又何来今日之太平盛世！可恨父皇竟

听从奸佞构陷，将我徙封于此。仁宗只知对本王施以小恩小

惠，全然不顾及兄弟之情，如今侄皇帝又动用祖制威胁本王，

老子早受够了！”说完抽出随身宝剑，将冰冷的剑锋闪电般在

侯泰等人面前划过：“本王凭此一剑，横行天下足矣！回去转

告你们的主子，立即将夏原吉等奸佞之臣逮捕下狱，否则本王

将举兵北上，以靖国难！”

侯泰早已被汉王的一通胡言乱语吓昏了头，回到京城后

犹自眼冒金星，浑身乱颤，不敢以实情相告，随同前往的锦衣

卫官员感到事态重大，立即将汉王的举动奏明宣宗。宣宗闻

讯大怒，立即召见夏原吉、杨士奇等重臣紧急磋商平叛措施。

宣德元年（１４２６年）八月，汉王朱高煦效仿乃父当年，以

“清君侧”为由，宣布起兵“靖难”，想再圆一个“叔夺侄位”的美

梦。但这一煌煌大梦注定要到另一个世界才能实现了，如今

的宣宗帝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优柔寡断的建文帝，而如今的汉

王更非当年那个勇武果敢的燕王。就在汉王刚刚举起谋反的

旗帜，宣宗立即下令平江伯陈暄及指挥黄谦重兵严守淮安，以

防汉王兵败南逃，又令郑、襄二王留守京师，然后统率大军，亲

征平叛。

汉王未料及皇上竟然御驾亲征，顿时慌了手脚，原先约定

的几支零散武装，闻听朝廷大军将至，立时作鸟兽散。随着大
—５—

明英宗朱祁镇（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军的逼近，汉王自感末日将至，龟缩在乐安城中闭目等死。

大军开赴到乐安城北，宣宗立即下令封锁城中四门，随后

将乐安铁桶般围住。宣宗命少师蹇义草就敕令，射入城中，令

汉王出城投降。惶恐无计的汉王接到敕令后，自感抵抗下去

只有死路一条，无奈只有归降请罪。

宣宗未费一枪一弹而彻底平息了叛乱，面对群臣“大义灭

亲”的请求，思虑再三，决定免其一死，废为庶人，囚禁于西安

门内逍遥城中。过了几年，宣宗念及亲情，亲自到囚所探望，

孰料汉王竟然稳坐不拜。宣宗大怒，厉声痛斥。就在宣宗气

呼呼转身欲走时，汉王突然用脚将其勾倒在地。宣宗遭此羞

辱，立时恼了性子，当即命卫士抬来一口重约３００斤的铜缸，

结结实实将汉王扣住，犹不解恨，下令在铜缸四周堆积木炭，

用火点燃，将汉王活活烫死在铜缸中。朱高煦被炙死后，其他

诸子一并伏诛。一场皇家内部的纷争闹剧，终于画上了一个

血淋淋的句号。

宣宗在位１０年，明帝国曾出现过短暂的中兴，“吏称其

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史

称“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明代１６帝中，宣宗几乎以

一个完美君主的形象出现在明史中，但其荒唐的废后之举，难

免给史家留下一丝遗憾。

宣宗原有皇后胡氏，贵妃孙氏，此外还有贤妃吴氏等１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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妃嫔。在这为数不多的后妃中间，宣宗最宠爱的莫过于贵妃

孙氏。

当年明成祖朱棣为皇太孙朱瞻基筹办婚事时，下诏选济

宁人胡善祥为皇太孙妃，选邹平人孙氏为皇太孙嫔。原来胡

氏是胡荣的三女，胡荣长女因才色双全被选为朱棣的宫妃，第

三女便被选为皇太孙妃。孙氏是永城县主簿孙忠的女儿，生

来美丽聪慧，当时仁宗皇后的母亲、彭城伯夫人也是永城人，

与孙忠家有往来，十分喜爱这个容貌姣好的女孩。后来永乐

帝为太孙选妃，彭城伯夫人便推荐了孙氏，永乐帝令当时还是

皇太子妃的张氏在宫中抚养年仅１０岁的孙氏，７年之后皇太

孙结婚时，孙氏被选为皇太孙嫔。孙氏从一个县城主簿的女

儿，入宫后成为百里挑一的皇太孙嫔，后来随着瞻基即位，胡

氏为皇后，孙氏为皇妃，她已经够出人头地的了，但仍不满足，

一心想当皇后。这位孙氏不仅姿色迷人，而且工于心计，很讨

朱瞻基的喜欢。起初瞻基对两位夫人并没有什么偏爱，但随

着时间和年龄的增长，瞻基对第二夫人孙氏的宠爱逐渐超过

了第一夫人胡氏。孙氏与胡氏有贵妃和皇后的区别，不论是

名份还是地位，孙氏都比胡氏差一级。孙氏是个不甘屈居人

下的女人，很想把排在前边的胡氏赶下去，自己做第一夫人、

大明帝国的皇后。但永乐帝和洪熙帝在世时，她不得不暂时

收敛自己的野心，否则便会因此被赶走。后来朱棣和高炽相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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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去世，对她极为宠爱的朱瞻基当了皇帝，孙氏便以她特有的

精明，设法挤开胡氏。表面上她对胡氏十分恭顺，做得像心甘

情愿地低人一等；暗地里却在积极活动，寻找机会。

青年皇帝朱瞻基颇好巡游之事，胡皇后觉得有些不妥，便

规劝瞻基不可过分，引起了瞻基的不满和厌烦，他经常在母亲

面前发牢骚，嫌胡皇后多事。孙氏却从未劝过瞻基，为了巩固

瞻基对她的宠爱，她从来不做使瞻基扫兴之事。

瞻基当然很明白孙氏的心理，他也想立聪明美丽的孙氏

为皇后，只是胡氏已在他即位时被立为皇后，如果没有充分合

适的理由，是不能随意改立皇后的。好在瞻基比孙氏更为精

明，与孙氏密切配合，一步一步地实现目的。二人都明白，要

想改立孙氏为皇后，既不能操之过急，又不能搞得太露骨，首

先必须得到瞻基的母亲、皇太后张氏的许可。于是二人想了

个办法，首先试探一下皇太后的态度。按照明代的制度，作为

皇后既有金册（即册立皇后的金册），又有金宝（即皇后的金

印）；而皇贵妃则只有金册，没有金宝。以此来区别皇后和皇

贵妃的等级。宣德元年（１４２６年）五月，瞻基和贵妃孙氏经过

一番密谋，由瞻基出面向太后请示：当初胡、孙二人同时为皇

祖选为妃、嫔，名位上相差不多；如今一个是皇后，一个是贵

妃，一个有册有宝，一个有册无宝，相差得太多了。是否可以

赐给孙妃一个金宝，让她与胡氏的名位差不多，希望母后来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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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张太后早年跟随朱高炽监国，颇有历练，养成了一些善处

大事的才干。瞻基和孙氏的把戏，她如何不知？尤其是瞻基

平日张口闭口敬守祖制，如今却为点小事作借口，想改变祖

制，太后早已看透了二人的用心。当初她在宫中养育孙氏时，

就对这个善察人意、过于灵慧的小女子不太喜欢，倒是胡氏沉

默大方、颇能容人的大家风范更让她喜欢。但她更了解儿子

的禀性，瞻基是个胆大敢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青年人，如

果不答应他，他还会想出更多更大的借口来力争。同时张太

后也十分喜欢自己的儿子，认为即使孙妃有了金宝也还是孙

妃，名位稍优，但并未超过皇后，因此赏予金宝也未尝不可。

想到这里，太后勉强答应了瞻基的请求，派人特地为孙妃铸造

了一颗金印。

瞻基和孙氏赢了第一局，又在为下一步做打算。如果想

废掉胡后，改立自己心爱的孙氏为后，最重要的一点是能从胡

后身上找到她不配当皇后的明显短处，然后再想方设法在孙

氏身上找到配当皇后的明显长处，以其明显的优势将胡后比

下去，事情就好办了。胡后的短处非常好找，她多年不育，没

有给皇帝留下子嗣，不能为皇帝传宗接代，这样的女人是不配

做皇后的。这一条用在皇后的身上虽然很合适，但是孙妃跟

皇后一样，也没有生育孩子，当然也不配做皇后的。看来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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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对孙氏并没有好处，所以只得另求注意了。

但是除了生育之外，朱瞻基确实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能

让胡、孙二人分出高下的招法，所以最终又回到原来的思路上

来，仍然围着生育一事打主意。朱瞻基毕竟是朱瞻基，他是大

明朝最有权势的人，宫中又有那么多足智多谋、机敏干练的宫

人替他做事，又有什么事能难倒他呢？胡后和孙妃尽管都没

有生育，不过在当时的皇宫里，已经有宫女怀了皇上的孩子。

宫女给皇帝生了后代，自然会得到皇帝的宠爱，待遇和地

位也都会随之大大提高，而没有生皇子的宫女出于忌妒心也

会暗中谋害皇子，就连同时怀孕的宫女之间也免不了相互倾

轧，谋害对方。这种古老而残酷的宫廷斗争，在明代颇为盛

行，以至于像瞻基那样的风流天子，十几年中只有二子二女保

留下来。最开始孙妃极有可能参与这样的“竞争”，但现在不

同了，她需要一个皇子。于是孙妃在一些心腹宦官、宫女的参

与下，将别人生下的皇子据为己有，终于抢在胡后之前“生出”

了皇长子朱祁镇。这些人真可谓神通广大、身手不凡，他们将

此事做得干净利落，以至于别人顶多只能怀疑皇子并非为孙

妃亲生，而这位皇子的生母是谁，又是怎样被人夺走皇子后销

声匿迹的，则无从考查了。

宣德元年时孙妃还在跟胡后争夺皇后的宝座，宣德二年

孙妃便生了皇子，此人争夺皇后的进程可谓神速。对于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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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不是孙妃所生，别人不知道犹可，朱瞻基不会不知道。他

也曾参与了此事，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如今事随人愿，他

自然很满意。于是他立即顺水推舟地向外廷公布了孙妃生

子、皇帝有嗣的消息，同时也对孙妃更加宠爱了。

“立嫡以长”和“母以子贵”是封建社会中十分重要的道德

法规，孙妃生的皇长子要立为皇太子，而孙妃作为太子的母亲

也应该被立为皇后。外廷群臣当然明白这一点，他们也对宣

德皇帝亲孙妃、疏胡后之事早有耳闻，如今孙妃先生了皇长

子，皇上又是那般高兴，其中的缘故谁人不知？于是一些眼明

手快的侍臣在皇子出生八天之后，便纷纷上疏，有的请求立皇

长子为太子，有的请求改立孙妃为皇后。其实二者是一回事。

瞻基见到上疏，他为外廷所造的声势感到满意。

胡后听到孙妃生子的消息后，知道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已

经被人抢了先，就算以后再生皇子，也是赶不上孙妃的，另外

朝廷内外，早已掀起了立皇子、改皇后的风潮。看着皇帝一天

天疏远自己，于是胡后下定决心假称有病，愿意让位于孙妃，

还知趣地请求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朱瞻基听后非常高兴，

但表面上仍然装着不以为然的样子，对胡后的提议未置可否。

孙妃更演戏，听说胡后辞位的提议后，见人就假惺惺地

说：皇后病体痊愈了，会生育的，我的孩子怎么可以抢在皇后

的孩子之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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