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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明史大家南炳文和汤纲的经典著作，系统地论述了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的发展状况和明代的阶级状况。明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突破了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由此而引起生产关系方面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作者认为这种变化的出现，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标志，而这一变化在当时社会和生产部门中都有较为明显的表现。本书以内容丰富、史料翔实见长，对晚明和南明部分亦着墨较多，在许多史实的阐述方面，其翔实、详细的程度为同类书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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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上）

《明史》序

第一章 元末农民大起义和明朝的建立

第一节 元朝后期的腐朽统治和严重的社会危机

一、剧烈的土地兼并和农民的沉重负担

二、民族压迫政策

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政治的腐朽

第二节 大起义的爆发

一、大起义的前奏——赵丑厮、郭菩萨和棒胡、彭和尚等的起义

二、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和龙凤政权的建立

三、彭莹玉、徐寿辉领导的蕲黄红巾军和天完政权的建立

四、李二、赵均用、彭大红巾军的起义

五、张士诚和方国珍的起义

六、韩林儿、刘福通红巾军的北伐

第三节 朱元璋参加红巾军和建立明朝

一、朱元璋参加红巾军和江南政权的建立

二、江南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三、江南政权所推行的政策

四、并吞陈友谅、张士诚和平定方国珍

五、南平闽广和北伐中原

六、明王朝的建立和元末农民起义的意义

第二章 明初全国统一的完成明太祖的治国政策

第一节 全国统一的完成

一、山西、陕西等地的平定

二、对蒙古的用兵

三、平定四川

四、平定云南

五、对东北地区的统一

第二节 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制度

一、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

二、创建卫所和军制

三、荐举、学校和科举

四、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

五、《明律》和《大诰》的制定

六、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七、限制和迁徙旧豪族地主

第三节 洪武时期的经济政策

一、户籍和赋役制度的建立

二、奖励开荒、实行屯田和兴修水利

三、工商业政策和大明宝钞的发行

第三章 从永乐到宣德治国政策的演变

一、靖难之役

二、削除藩王兵权和继续垦荒屯田

三、兴修水利和治理运河

四、迁都北京

五、“仁宣之治”

第四章 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

第一节 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一、农业

二、手工业

第二节 明初农民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

一、农民的痛苦生活

二、广东、广西和福建的农民起义

三、江西、湖广地区的农民起义

四、四川、陕西的农民起义

五、山东唐赛儿起义

第五章 明初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和管理

一、与蒙古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的关系

二、西北卫所的设置

三、对西藏的管理

四、对东北地区的经营和管理

第六章 明初的中外关系和郑和远航亚非各国

一、与日本的友好关系

二、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交往

三、对安南的战争

四、与中亚帖木儿帝国的关系

五、郑和远航亚非各国

第七章 明中期的政治（上）

第一节 王振专权和“土木之败”

一、王振专权

二、麓川用兵

三、瓦剌的兴起及其南扰

四、土木之败

第二节 于谦和北京保卫战

一、刷新内政，加强战备

二、北京保卫战

三、继续整饬武备和朱祁镇南归

第三节 英宗复辟和曹石之变

一、更换皇太子

二、英宗复辟和于谦被害

三、曹吉祥、石亨的专权乱政

第四节 成化年间宦官势力的继续发展

一、成化以前宦官权势的逐步增长

二、成化时期的宦官权势

第八章 明中期的政治（中）

第一节 弘治“中兴”

一、斥逐奸邪，任用贤能

二、广开言路

三、改良政治

四、政治改良的局限性

第二节 明武宗的腐朽统治

一、刘瑾专权和寘鐇之乱

二、除掉刘瑾后的明武宗

三、朱宸濠之乱和明武宗之死

第三节 从正统到正德年间的农民起义

一、剧烈的土地兼并和残酷的封建剥削

二、几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

第九章 明中期的政治（下）

第一节 社会矛盾继续发展的嘉隆时期

一、嘉靖初年的锐意求治

二、大礼议

三、爱方术，好祥瑞

四、刚愎自用的明世宗和嘉靖朝的首辅

五、严重的财政危机

六、人民的反抗斗争和兵变

七、隆庆时期的政治

第二节 从嘉靖中期到万历初年的改革活动

一、嘉靖中、后期的改革活动

二、海瑞、高拱等人的改革活动

三、张居正出任首辅

四、张居正改革

五、张居正改革的作用

第十章 明朝中期的民族关系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

第一节 明朝中期的民族关系

一、明朝政府与蒙古族的关系

二、西藏与内地的茶马贸易及黄教的兴起

三、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

第二节 中国人民反抗倭寇、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

一、倭寇的侵扰及抗倭战争的胜利

二、抗击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

第十一章 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 农业生产的继续发展

一、注意综合经营

二、兴修水利工程

三、改革工具提高技术

四、粮食作物品种增多

五、经济作物广泛种植

第二节 手工业生产的空前提高

一、棉纺织业继续前进

二、丝织业达到新高度

三、陶瓷业产品精美，名家辈出

四、造纸业的进步

五、印刷工艺的改进

六、矿冶业成就突出

第三节 商品经济的繁荣

一、商品生产的扩大

二、各地的商业往来和商业中心区的广泛出现

三、城市的繁荣和市镇的兴起

四、集市庙会贸易

五、商业资本的活跃

六、商品种类众多

七、对外贸易的发展

八、以银为主、铜币为辅的货币制度的形成

九、商品经济发达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第十二章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一、资本主义萌芽的含义及其出现的标志

二、明中叶以前偶发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单位

三、明代中、后期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

四、明代中、后期各部门的资本主义萌芽

五、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局限性及其发展缓慢的根源

第十三章 明代中、后期的阶级状况（上）

第一节 皇室

一、全国最大的一家地主

二、皇帝的专制独裁空前加强

三、宫女和宦官

四、生活糜烂荒淫

五、皇庄和皇店

第二节 贵族

一、诸王和公主

二、功臣和外戚

第三节 地主

一、缙绅地主

二、寺院地主

三、庶民地主

第十四章 明代中、后期的阶级状况（下）

第一节 工商业者

一、大商人

二、小商人

三、小手工业者

第二节 农民

一、自耕农

二、佃农

三、佃仆及钦赐佃户

第三节 佣工和奴婢

一、佣工

二、奴婢

明史（下）

第十五章 明朝后期的政治（上）

第一节 长期怠政与官曹空虚

一、名副其实的专制君主

二、昙花一现的励精图治

三、万历十四年以后的长期怠政

四、人滞于官与官曹空虚

第二节 压抑不住的谏诤风气及官吏中的党派纷争

一、基本情况

二、万历二十九年以前的争国本及两派斗争

三、首辅沈一贯对正直官吏的打击与乙巳京察

四、东林党与宣昆齐楚浙诸党的斗争

五、梃击案与丁巳京察

第三节 明神宗的大肆挥霍和流毒全国的矿监税使

一、挥霍浪费的主要表现

二、传索帑金

三、矿监税使的派出

四、矿监税使的搜刮手法

五、矿监税使搜刮的经济后果

六、群臣的劝谏

七、地方官与矿监税使的冲突

八、各地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和兵变

九、万历三十三年后开矿榷税政策的变化

第四节 社会矛盾的日趋激化和人民的反抗斗争

一、吏治败坏

二、军队腐朽

三、财政吃紧

四、赋税加重

五、势豪骄横

六、人民群众痛苦不堪

七、反封建斗争经常发生

第十六章 明朝后期的政治（下）

第一节 泰昌、天启年间的政争和魏忠贤专权

一、光宗在位和红丸案

二、熹宗即位和移宫案

三、“众正盈朝”

四、魏忠贤集团的形成

五、杨涟怒上二十四罪疏和魏忠贤的反击

六、魏忠贤集团的黑暗统治

七、熹宗之死和魏忠贤自杀

八、人民群众的反封建起义和兵变

第二节 明思宗挽救明朝的努力及其失败

一、锐意求治的皇帝

二、急于求成和重典绳下

三、虚荣、刚愎自用与奸佞之进

四、疑心重重，重用宦官

五、士大夫的门户纠纷继续存在

六、文官武将大肆贪污

七、赋税加派重到极点

八、两极分化空前加深

第十七章 明后期中央政府与边疆各族的关系

第一节 蒙古族

一、黄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

二、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兴亡和喀尔喀部归附后金

三、漠西额鲁特蒙古和《卫拉特法典》

四、和硕特部顾实汗进入西藏

第二节 宁夏哱拜的叛乱

一、哱拜的身世及叛乱经过

二、叛乱的平定

第三节 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反叛和平定

一、播州的土司制度

二、杨应龙的叛乱

三、叛乱的平定及播州地区“改土归流”

第四节 “奢安之乱”

一、奢崇明的叛乱

二、安邦彦的叛乱和进围贵阳

三、奢安联兵及其被平定

四、奢安之乱的性质

第十八章 满族的兴起和后金的扩展（上）

第一节 满族的兴起

一、满族的先世

二、建州三卫的设置和海西四部

第二节 努尔哈赤统一建州、海西女真和后金政权的建立

一、建州左卫努尔哈赤的崛起

二、军政机构建设与后金政权的建立

三、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和萨尔浒之战

四、 熊廷弼经略辽东和辽沈失陷

五、袁崇焕和宁远保卫战

第三节 满族社会的发展

一、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

二、努尔哈赤时期满族的阶级关系

三、满族社会的封建化

第十九章 满族的兴起和后金的扩展（下）

第一节 汗位之争和皇太极即位

一、汗位之争

二、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

三、皇太极即位

四、后金政权的进一步封建化

五、满族社会的进一步封建化

第二节 明清间的和战与清兵进关

一、明清间的相持和议和

二、宁锦之役

三、袁崇焕冤死

四、皇太极称帝和清军远袭京师

五、松锦决战

六、松锦之役后的明清关系

第二十章 明后期的中外关系

第一节 荷兰殖民者侵占我国领土和郑成功收复台湾

一、荷兰殖民者侵占我国台湾

二、荷兰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残酷统治

三、台湾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四、郑成功收复台湾

第二节 华侨与东南亚人民的友谊和共同反对西方殖民者的斗争

一、华侨与东南亚人民的友好关系

二、华侨和东南亚人民共同反抗西方殖民者

第三节 中朝人民的友谊和联合抗日

一、中朝人民的友谊

二、日本丰臣秀吉发动对朝鲜的侵略和中朝联合抗日

第四节 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和中西文化交流

一、耶稣会士来华传教

二、中西文化交流

三、中国儒家典籍的西传及其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第二十一章 推翻明朝北京中央政权的农民大起义

第一节 大起义的爆发及其初期阶段

一、大起义爆发于陕西的原因

二、大起义的酝酿和爆发

三、崇祯三、四年的战局

四、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早期活动

五、起义军活动地区的转移和初期阶段的结束

第二节 起义活动范围扩大后的双方相持

一、大起义中期的基本特点

二、转战豫楚川陕与“车箱困”

三、兵锋东指与焚皇陵

四、洪承畴关中围剿计划的失败

五、高迎祥被俘黑水峪

六、明政府对付起义军的新措施和起义低潮的出现

第三节 起义的高潮阶段

一、起义高潮阶段的到来

二、闯、献两部分战南北

三、李自成起义军在北京

第二十二章 南明政权及农民军余部的拥明抗清

第一节 弘光政权

一、福王即位于南京

二、连绵不断的内部纷争

三、“相公止爱钱，皇帝但吃酒”

四、错误的“联清灭顺”方针

五、弘光政权的覆灭

第二节 退出北京后的大顺政权

一、晋冀鲁豫地区原明朝官绅的叛变活动

二、永昌元年五六月大顺政权巩固山西的努力

三、永昌元年七月至九月的顺、清战局

四、怀庆之役、潼关失守与放弃关中

五、李自成牺牲九宫山

六、大顺政权退出北京后遭到失败的原因

第三节 公元1645年下半年至1646年冬季的明、清斗争形势

一、概述

二、浙东鲁王政权

三、福建唐王政权

四、大顺军余部拥明抗清的开始

第四节 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

一、张献忠占领四川

二、大西政权的建立

三、大西政权的几项政策

四、明朝残余势力的抵抗和反扑

五、明朝在川的残余势力更加猖狂

六、张献忠残酷报复

七、放弃成都，出走川北

八、清兵偷袭和张献忠的牺牲

第五节 公元1651年前的永历政权和大西军余部

一、公元1651年前的永历政权

二、大西军余部占据云南及秦王封爵之争

第六节 大西军余部的失败和永历政权的灭亡

一、大西军余部与清兵的激烈冲突及孙李矛盾的发展

二、到达安龙后的永历帝及李定国迁之入滇

三、孙可望叛变降清和清兵入滇

四、永历政权的覆灭和李定国之死

第七节 郑成功抗清和坚持永历年号的台湾郑氏集团

一、郑成功抗清队伍的兴起

二、拒绝招降，英勇奋斗

三、郑成功与永历帝、李定国的交往

四、郑成功之死及其后的台湾郑氏政权

第二十三章 明代的哲学、史学、地理学和宗教

第一节 哲学思想

一、明初期程朱理学的统治

二、明代心学的前驱——陈献章

三、王守仁的心学及其社会政治思想

四、“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及“泰州学派”

五、李贽的进步思想

六、罗钦顺、王廷相的反理学斗争

第二节 史学和地理学

一、官修史书

二、私家修撰的当代史书

三、私家修撰的前代史书

四、明代的地图、地理学和地方志

第三节 宗教

一、道教

二、佛教

第二十四章 明代的文学艺术

第一节 诗文

一、明初诗文的师古风格和“台阁体”

二、拟古派和唐宋派

三、公安派和竟陵派

第二节 小说

一、长篇小说

二、短篇小说《三言》、《二拍》

第三节 戏曲

一、杂剧

二、南戏和元末明初的传奇

三、昆腔的兴起

四、梁辰鱼和《浣纱记》

五、汤显祖和晚明戏曲

六、朱载堉创建“新法密率”

第四节 绘画与雕塑

一、绘画

二、雕塑

第二十五章 明代的科学技术

一、建筑

二、商业数学和珠算

三、医药学

四、明朝晚期四大科学家及其著作

第二十六章 明代的图书事业

第一节 图书的刊刻和收藏

一、刻书业的发达和写本书

二、图书的收藏和流通

第二节 类书和丛书的编纂

一、卷帙空前浩繁的大类书——《永乐大典》

二、种类繁多的私修类书

三、丛书的编纂

结束语

附录：明史大事年表

初版后记

再版后记

精彩试读

明朝后期的政治（上）

第一节　长期怠政与官曹空虚

一、名副其实的专制君主

明朝是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但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本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威福自操的，由于种种原因，大权可能旁落，有时大权被首辅掌握，有时又落入宦官之手。皇帝本人要想真正实现大权在握，必须根据主客观条件，采取适宜的措施，才能达到目的。如前所述，在明神宗在位的前十年中，朝廷大权被张居正掌握，明神宗可说是形同傀儡，这种状况，直到张居正死后，才发生了根本变化。

张居正任首辅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其历史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但是，当大权在握时，他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也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为了讨好他，文武官吏多有“极意卑谄”之举，对此，他都不加考虑地予以接受了。如他曾接受一个官吏馈赠的以黄金制成的对联，其词句是：“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1)这竟把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相提并论了。当时也有一些官吏不肯对之奴颜婢膝、曲意逢迎。遇到这种情况，张居正便滥用权力，肆意打击。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之父死去，按照当时的丁忧制度，张居正应该解职二十七个月，在家“守制”，期满后再出来做官。但是，当时朝廷的政务在张居正的主持下刚刚走上轨道，客观情况使他不便丢下政务不管；另外，如果他丢下了经过长期争夺才得以到手的首辅之位，以后能否再保有此官位则将是未知数，这也不能不引起他的顾虑。因此，倘能突破丁忧旧制，由皇上特别决定继续任职（此即所谓“夺情”），将是他非常乐于接受的事情。而这种事情当时确实发生了：所善同年户部侍郎李幼孜，“欲媚居正，首倡夺情议”，张居正在政治上的伙伴、太监冯保对此大力支持，于是“中旨”传出，“谕吏部尚书张瀚留之”。不过，此事遭到了若干官吏的反对，于是张居正大怒，反对者纷纷遭受打击。首当其冲的是吏部尚书张瀚。当留张居正的中旨传出后，张居正表面上上疏“请守制”，暗地里却“以牍风瀚覆旨”。而张瀚认为孝道关系封建秩序的根本原则，不应随意抛弃，对张居正此举甚不以为然，所以在奉到中旨及张居正的书信后，即以假装糊涂的办法加以抵制，史载：“瀚佯不喻，谓：‘政府奔丧，宜予殊典，礼部事也，何关吏部？’居正复令客说之，不为动。”由于张瀚不赞成夺情，在张居正的操纵下，斥责张瀚的圣旨传了下来，说：“瀚久不奉诏，无人臣礼。”不久，张居正又嗾使给事中王道成等“摭他事劾之，勒致仕归”(2)。张瀚被处罚后不久，编修吴中行继起抗疏批评张居正，认为“夺情”之事关系“万古纲常”，不合“圣贤义理、祖宗法度”。第二天，检讨赵用贤又上疏相和。“又明日”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更联名上疏，发表了内容相同的意见。这一连串上疏使张居正火气更大起来，“谋于冯保，欲廷杖之”。学士王锡爵等向张居正反复求情，张居正皆不答应，终于对四人施以廷杖之刑，吴中行、赵用贤杖六十，艾穆和沈思孝杖八十。之所以杖数不同，乃因为吴、赵“请令居正奔丧，葬毕还朝”，而艾、沈“直请令终制，故居正尤怒之”。在四人受杖的时候，刑部观政进士邹元标正怀揣反对张居正夺情的奏疏来到朝廷，等待行刑完毕，邹元标从怀中取出奏疏交给太监，假骗说：“此乞假疏也。”及奏疏递入，张居正大怒，“亦廷杖八十”(3)。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时的张居正真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

上曰：“先生们尚知尊卑上下，他每小臣却这等放肆，近来只见议论纷纷，以正为邪，以邪为正……这等殊不成个朝纲。先生们为朕股肱也，要做个主张。”时行等对曰：“臣等才薄望轻，因鉴前人覆辙，一应事体，上则禀皇上之独断，下则副外廷之公论，所以不敢擅自主张。”(11)

所谓“前人覆辙”，无疑是指张居正之死后遭受惩罚。从这段对话来看，明神宗之打击张、冯，确实使最易于窃弄其威权的首辅大受震惊。

从当时的政治实践看，张居正之后，阁权明显地大为降低。这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直到明神宗去世，历任首辅对于皇帝基本上是仰其鼻息，不敢自作主张。

自张、冯被打击后，终万历之世，先后担任首辅者（包括虽名义上不是首辅，而实际上掌其职权者），有申时行、王家屏、王锡爵、赵志皋、张位、沈一贯、朱赓、叶向高及方从哲等人，其中大部分人对明神宗不肯立异，绝无张居正时对皇帝居高临下的姿态。如史称申时行，“在阁九年，政令务承上指，不能有所匡正”(12)；王锡爵自我评论，“猥承张居正擅权之后，侍皇上久御练事至圣至神之主，兢惕万倍，纵胆智包身、奸雄盖世，安能颐指皇上之手口、借以处人”(13)；赵志皋与张位，“遇事依违”(14)；沈一贯“（对皇帝）虽小有救正，大率依违其间”(15)；方从哲“性柔懦，不能任大事，凡所疏论，以有内援，名争而已，实将顺帝意，无所匡正”(16)。上述诸人之外的首辅，在对待皇帝的态度上，不同于前者的看皇帝脸色行事，但其主张因不合乎皇帝的心意，多半不被皇帝采纳，甚至不能久居其位。如王家屏由于反对皇帝滥施权力、处罚违背圣旨的礼科都给事中李献可，封还了御批，因而跟皇帝发生了矛盾，被迫“引疾乞罢”，“柄政止半载”，即“以戆直去国”(17)；叶向高“志不行，无日不求去”。(18)

第二，文武官吏对于阁臣的弹劾远比张居正担任首辅时期胆大而频繁。

张居正担任首辅时，文武官吏也有对他进行弹劾的，但远不如这一时期为多。如赵志皋任首辅时曾愤愤地说：“同一阁臣也，往日势重而权有所归，则相率附之以媒进。今日势轻而权有所分，则相率击之以博名。”(19)有些情况完全相同的事情，在张居正时期，首辅干了，没人或很少有人敢于出来说三道四，而在这一时期，却招来许多议论。如张居正的儿子在万历二年参加会试不第，“居正不悦，遂不选庶吉士。至五年，其子嗣修遂以一甲第二人及第”。至八年，更同时有两子中进士；第三子懋修得一甲第一人，长子敬修名在二甲。据说，二人“试义”，皆他人“代笔”。此事当时虽不得人心，但只有很小的反应。据载，万历八年（1580年）“传胪之日，江陵（张居正）自阁中归，饮酒欢甚，忽传兵部送紧急塘报至，开函，内有柬云：‘侍生公论拜贺，老年舐犊，爱子常情，野鸟为鸾，欺君太甚。’江陵大怒，急索其人，已亡去矣。”这个匿名“贺”柬，自是说明了舆论对张居正的不满，但表现不满的行动也仅仅限于这种程度，直到张居正死前，并未见一人上疏弹劾(20)。张居正死后，情况大变。万历十一年（1583年）会试，首辅张四维子甲征、大学士申时行子用懋，皆被取中，御史魏允贞即上疏反对，提出：“自居正三子连登制科，流弊迄今未已。请自今辅臣子弟中式，俟致政之后，始许廷对，庶幸门稍杜。”他的这个主张，当时虽未被采纳，并且他本人还因此而被贬秩调外，但其对首辅子弟中进士表示反对的行动，比张居正时期已激烈许多了，而且“自是辅臣居位，其子无复登第者”(21)。更有甚者，万历十六年乡试，首辅申时行婿李鸿予选，大学士王锡爵子衡为举首，也遭人指责。礼部郎中高桂“疏参李鸿”，“摘中式可疑者八人，并及衡，请复试”，刑部主事饶伸“复抗疏论之”。在高、饶等人的弹劾下，申时行、王锡爵被迫“杜门求去”；万历十七年春会试之时，由于另一个大学士许国典试入场，内阁中遂空无一人。面对此情，明神宗只好“慰留时行等，而下伸诏狱”。但“伸既斥，朝士多咎锡爵。锡爵不自安，屡请叙用”，饶伸遂得复起为南京工部主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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