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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不信由你（明代卷）》

内容概要

《信不信由你:你可能不知道的1000个历史细节(明代卷)》内容简介：中国历史，几多兴亡更替，几多
是非难辨，种种假说与戏说，种种传言与演绎，将本就不清晰的历史搅得更加混乱。在这混沌的前世
记忆中，人物命运悲喜辗转，王朝气韵盘桓轮回，历朝历代都发生着似曾相识却又不尽相同的故事，
它们就像冥冥中设定的程序一样，每隔百年便要悄悄地重演。这就是历史的细节，在这些细节中，我
们往往能看出人性的本质与时运的规律。本套历史读本选取了汉唐宋明清五朝万余则历史故事，世间
百态，浮世烟云，有的出自正史记载，更多的来源于野史笔记、札记杂文，甚或乡野间流传至今的历
史段子，读起来生动新奇，品起来鲜活有趣，掩卷静思又百味杂陈。

Page 2



《信不信由你（明代卷）》

作者简介

芳子上世纪60年代出生。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就读于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曾在国内各类期刊发表作品，主编过若干小说、散文类书籍。出
版作品百万余字，并多次获得全国女性作家作品、女性期刊编辑奖项。现任某时尚女性杂志副总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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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吏治◎一朝天子一朝臣明太祖时期，采用严刑峻法整顿吏治，很有成效，可是到了明世宗时，
帝王昏庸，官员冗多，吏治混乱。一个参加过《永乐大典》编修的和尚看到这种情况就说：“洪武时
，秀才做官，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惊骇，费了多少心力，办成了多少事。结果小有过错，轻则充军
，重则杀头。如今好了，秀才做官，尽情受用，皇恩是宽大了，可干了几多事呢？”◎公器不能私用
明初，朱元璋对于官员的管理相当严格。安吉侯陆仲亨从陕西公干返京途中，未经许可，擅自乘驿传
。朱元璋知道后，大发雷霆，当朝训斥他说：“兵荒马乱之后，老百姓刚刚过上太平日子，一个农家
能买上匹马已经很不容易了，要是所有的公侯朝臣都像你一样，老百姓可怎么活呀？”陆仲亨被训得
抬不起头，更怕有一天大祸临头，从此郁郁寡欢。◎说你不行就不行万历二十二年，顾宪成任吏部文
选司郎中，掌管人事。当时的首辅王锡爵年老致仕，万历皇帝要顾宪成他们一起草拟首辅候选人。顾
宪成和吏部尚书陈有年，不徇私情，认真考察，根据个人的品行威望以及个人才能，草拟了一份名单
，交给皇帝审阅。孰料，顾宪成他们的名单中正好有皇帝不喜欢的人，于是不由分说就把这份名单否
决掉了，顾宪成他们据理力争，神宗当即指责他们不会选人，是“徇私”的做法，做了个“司官降杂
职”的批示，将顾宪成一干人等全部问罪。这就是神宗时的吏治，皇帝说你行你就行，否则就是再有
才也是徒劳。◎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明成化年间，内阁为首的刘吉、万安、刘翊三人，位至宰相
，却一味“蒙耻固位”，对国家大事置之脑后，毫不关心，整日要么忙着与阉党朋比为奸，争权夺利
，要么昏昏度日，毫无建树，时人讽刺他们尸位素餐，就噱称其为“纸糊三阁老”，爱憎之意，一目
了然。当时的六部尚书是吏部：尹曼，户部：殷谦，礼部：周洪谟，兵部：张鹏，刑部：张蓥，工部
：刘昭，他们六人对于三阁老的做法噤若寒蝉，谁都不敢多言，唯恐招惹事端。当时的人不满他们的
胆小怕事，就说六部尚书是“泥塑六尚书”。宪宗朝的吏治可见一斑。◎刘棉花刘吉在明代成化、弘
治年问做了18年大学士，是当朝少见的“不倒翁”。这人最大的作为就是奉承皇帝，对于营谋私利很
有手段。尽管屡屡受到一些正直朝官的弹劾，却总是毫发无损，始终不倒。当时的人讥称他为“刘棉
花”，就是形容他的官位耐弹，久弹无损，而且越弹皇帝就越宠信他，而凡是弹劾他的官，都被他怀
恨在心，找机会一一驱逐出朝廷。后来刘吉知道了自己的外号，恼羞成怒，还怀疑是当时落第的举人
们因为考不中怨恨自己而起的，于是就请求皇帝规定，举人三次参加进士考试考不中的就不能再考。
这当然遭到了举人们的不满，所以向礼部请求，最终朝廷没有采纳刘吉的请求。不久刘吉退休了，他
的仇没有报成，外号“刘棉花”却流传了下来，成为人们的笑柄。◎三杨开泰“三杨”，即杨荣、杨
溥、杨士奇，他们在任辅臣期间，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明朝的国力继续沿着鼎盛的轨
道发展，明代阁臣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由原来的皇帝办事员转变为具有丞相性质的辅臣，他们因此
被史家视为名臣。明人焦竑《玉堂丛语》卷七中有言：“正统间，文贞（杨士奇）为西杨，文敏（杨
荣）为东杨，因居第别之。文定（杨溥）郡望，每书南郡，世遂称南杨。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
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三杨可谓开明一代之泰！◎如此朝廷怎能不亡弘光皇帝对
于朝廷不闻不问，马士英和阮大钺作威作福，他们把朝廷中反对他们的官员都遣到了外面，朝廷就是
他们的天下。他们还把各个官职公开拿来售卖，只要有钱，什么人都可以做官。当时的民谣就说：“
都督多如狗，职方满街跑；相公只爱钱，皇上但吃酒。”有这样的当家人，南明能坚持下来也算是奇
迹了。◎贪污成风明朝嘉靖以后，官场中贪风大盛，从首辅到吏员无不贪贿，当官竟然成了一场贪污
竞赛。《新会县志》风俗篇中有记载：正德、嘉靖年之前，有两袖清风的人辞官回家，邻里都纷纷慰
劳，啧啧称赞；如有贪官回乡，众人皆耻于与之来往。嘉、隆之后，风向大变，有官员退休，乡人竞
不问人品，唯问揣了多少金子回来。人们相与嘲笑的，就是那些清白贫穷的“傻官”。民心若此，可
见官风如何。◎海瑞吃肉海瑞做了知县后，生活还十分的朴素，平常只吃些自家种的菜过日子，难得
吃肉。一日，他的下属突然看到他手里提着肉回家，当时十分惊讶，就把它当成新闻到处传播。传到
总督胡宗宪那里去，竟也被当作奇谈，胡宗宪对人说：“昨天我听说海县令买肉了，足有二斤呢！”
后来真有好事者前去打探，才知道那天是海瑞母亲的大寿，所以才破例吃肉。◎大小丞相严嵩入阁之
时，已经是年过六十的老头了，老朽糊涂。世宗御札下问，他常常是瞠目若呆，摸不透其中的旨意。
但是，他有一个奸猾机灵的儿子严世蕃。严世蕃仗着父亲的权势，官至工部侍郎。他晓畅时务，颇通
国典，见了世宗咨询的手札，往往能揣摩曲中，迎合世宗的意思奏答。他又以重贿收买世宗的近侍，
叫他们把世宗的言动举措，无论巨细都向自己报告。因而，每当世宗要办什么事时，他都早有准备，
办得让世宗很满意。严嵩见儿子奸猾，便偷偷让他代为办事。诸部府有事请他裁决，他也总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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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与小儿计议后再定。”朝廷上下都说，皇上不能一天没有严嵩，而严嵩不能一天没有其儿子。有
的人则干脆称“大丞相、小丞相”。大明的朝政也就被严嵩父子掌控了，官员在严府求见请示严世蕃
的，络绎不绝，门庭若市，有些官员在严府等了一整天都得不到召见。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之徒奔
走其门，送礼的筐篚相望于道。◎况青天明代苏州府赋役繁重，胥吏多是奸猾之徒，最为难治。况钟
任苏州知府，决定大规模治理。他到任之初，不动声色，暗中对属吏进行考察。况钟处理政务的时候
，吏员环立在他周围请判牒。他假装对政务不懂，询问左右，大都按照这些属吏的意思进行办理。属
吏非常高兴，认为新来的知府愚庸无能，糊涂可欺。三天后，况钟召集群吏，责问他们：“先前有事
应该做，你们不让我做；有的事不该做，你们强迫我做。你们贪赃枉法，欺上瞒下，罪当死。”他还
把皇帝所赐的敕书当众宣读，读到“属下官员有作恶害民的，你可以逮起来送到京城”时，属吏都大
惊失色。况钟一一宣布他们贪赃枉法的罪行，将情节特别严重的几个人立刻处死。属吏们看见况钟做
事坚决果断，再没有人敢冒犯他。不久，况钟又裁撤平庸无能的属官，惩治贪污受贿的官员。宣宗很
赞赏况钟的做法，曾对众臣说：“知府是一郡的表率，身体力行必定从廉洁奉公开始。况钟肯定是廉
洁的人，廉洁之后才能去贪。知府能去贪，则贪官一定会有所收敛！”果然，通过况钟的整治，苏州
府的坏风气得以扭转，吏治逐渐清明，百姓也大多遵纪守法了。◎当官不知民，不如不当山西和浙江
两个州县的学政、教谕进京朝见。朱元璋问他们民间情形怎样？庄稼收成如何？这两个人是教育官员
，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州县教委主任，在皇帝面前不敢信口开河，于是老老实实回答说：“于民事所知
不多。”谁知，朱元璋拍案大怒，曰：“哪有久居民间而不知民情世务的道理？”立即下令将这两个
倒霉蛋儿撤职，流放到了边疆。◎治贪不徇亲朱元璋对自己制定的法律，带头实行，而且执法相当严
厉，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凭着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
庆公主的丈夫，不顾朝廷的禁令，向陕西贩运私茶。后来河桥巡检司的一位小吏向朱元璋告发了此事
。朱元璋立即下令赐死欧阳伦，同时他还发了通敕令，表扬那位小吏不畏权贵的斗争精神。开国功臣
汤和的姑父席某隐瞒了在常州田产以逃避税收。朱元璋说：“席某是仗着汤和的权力，不畏惧法律才
敢这样。”常遇春拼了命地为他说情，太祖毫不动摇，还是把席某给杀了。◎难得的幸运者明成化十
一年己未科状元谢迁，是乡试解元，又中状元，由修撰累迁侍讲学士。弘治八年入内阁参政，不久加
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目光敏锐，长于论辩，与刘健、李东阳共理国政。当时流传“李公谋、刘
公断、谢公尤侃侃”等语。武宗继位，刘谨擅权，他因上书请诛刘谨，遭人诬陷，愤而辞官。刘谨被
诛后他得以平反复职，嘉庆六年他已79岁，世宗以手令起用为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重新人阁。
他的弟弟进士出身，官至广东布政使，儿子乡试解元，殿试探花，官至吏部左侍郎。兄弟进士高官，
已属盛事，父子解元兼鼎甲则更为罕见。像谢迁这样状元出身，位至高官，又享高寿，子弟亦有出息
，其人生价值得以充分体现，可称为幸运者，谢迁就是一个难得的幸运者。◎内臣贤于外臣明朝成化
年间，章瑾向皇上献宝石，被提升为镇抚司。皇上命令太监怀恩传这道圣旨。怀恩说：“镇抚司掌管
天下所有的案件，是武臣的最高职位，怎么能让章瑾担任呢？”不肯传旨。皇上说：“你敢违抗命令
吗？”怀恩说：“不敢违命，只是担心违背国家法度。”于是皇上让覃昌传旨。怀恩又叫兵部尚书徐
子俊上奏章，希望从中再劝谏皇上，徐子俊推辞不敢做这件事。怀恩叹息道：“我早就知道外廷当官
的没有人坚持正义。”后来怀恩因为正直被贬到凤阳。弘治初年，怀恩被召回京师，官居司礼，帮助
孝宗皇帝治理天下，终生受恩宠荣耀。◎仁宗身边的“魏征”杨士奇以直言闻名，他是仁宗身边的魏
征。有一个叫弋谦的大理寺少卿，在一次上奏言事时态度激昂，言辞猛烈。许多想讨好仁宗的官员指
责他是沽名钓誉，有失大体。仁宗也讨厌他。杨士奇又进谏说：“弋谦是应陛下的号召陈言的，如果
要加罪于他，今后谁还敢说话呢？岂不是要叫君臣自此结舌吗？”仁宗听他说得有理，马上改变对待
弋谦的态度，把他提为副都御史，并安慰说：“卿素来清直，好好为朕办理，勿怀疑瞑。”同时，还
下一道诏书自责过错。有一个喜欢恭维的官员上书歌颂太平，仁宗把奏疏让群臣传阅。满朝文武都认
为歌颂的对，唯独杨士奇不以为然。他上奏说：“陛下的恩泽虽然普及天下，但是，如今流浪的人尚
无所归，疮痍尚未平复，老百姓还很困苦，还须休息数年，才可能达到太平。”仁宗同意这种看法，
并责备众朝臣说：“朕对待众卿以至诚，希望尽力匡扶。但只有杨士奇曾多次上章指出时弊，而卿等
皆无一言。难道朝廷果真没有弊政，天下真的太平了吗？”众朝臣听了，都感到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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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不信由你:你可能不知道的1000个历史细节(明代卷)》：于细微处揭露历史本来面目，以非常事破
解王朝兴亡玄机。一朝天子一朝臣公器不能私用说你不行就不行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刘棉花三杨
开泰海瑞吃肉大小丞相当官不知民，不如不当治贪不徇亲难得的幸运者内臣贤于外臣仁宗身边的“魏
征”把“嫌”字改作“忧”字无所不在的陷害装疯卖傻求活命秉公执法丢了命终生没有攒下一钱的知
府基层工作不好干按照四季上班的四辅官从《金瓶梅》看明朝的货币经济犯罪引发数字大写制度一篇
文章引来的杀身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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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東師圖書館）幼兒讀物
2、给儿子买的，他很喜欢，还在同学中传看
3、中小学生常识书，每个故事极短，可以利用一下“暗时间”。
4、原本对此书抱有较大期待，结果看了觉得一般。一方面每一章节内的内容编排逻辑性不强，另一
方面有一些错误，还有语言描述比较随意，还有就是错别字较多，使得书的层次不够高，虽然书的装
帧还可以。
    不过一般的看看还可以了，对历史比较熟悉的茶余饭后可以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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