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元璋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朱元璋传》

13位ISBN编号：9787530630280

10位ISBN编号：7530630288

出版时间：2000-08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作者：吴晗

页数：33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朱元璋传》

内容概要

朱元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封建皇帝中比较卓越的人物。其功劳在于统一全国，结束了元末二十多年战
乱的局面；在立国之后，能够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作了一些让步，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
允许农民尽力开垦荒地，大大增加了自耕农数量；解放了奴隶，改变了元王朝官僚大量拥有奴隶的落
后局面，增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力等措施。这些都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有利于社会前进，为明朝前期
的繁荣安定局面打了基础，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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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传》

作者简介

吴晗（1909～1969）原名春暗，字辰怕，曾用笔名西生、梧轩、赵彦、刘勉之、刘恢之等，义乌人
。1927年在浙江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后，曾任乡村教员。后考入之江大学预科。1929年入上海中国公学
大学部。1930年8月到北平，经燕京大学史学系教授顾颔刚介绍，任该校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馆员
。1931年夏，考人清华大学历史系专攻明史，先后在《清华季刊》、《燕京大学学报》、《中央历史
学刊》和天津《大公报》副刊《史学》上发表学术论文，同时担任《大公报》副刊《史学》编辑。
1934年夏毕业后留校任教，1937年任云南大学文学系教授，1940年后，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
、1943年经周新民、潘光旦介绍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1944年9月，任民盟
中央执委兼青年运动委员会委员，12月兼《民主周刊》主编。在昆明期间曾与闻一多等积极参加民主
运动。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任清华大学教授，仍继续从事反蒋民主运动。1948年响应中共中央召开
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同夫人袁震一起奔赴解放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和鼓励。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随后任文学院院长。9月参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建国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
、监察委员会主任、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
国史学会理事、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一、二、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副主席及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员等
职。
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59年，发起编写历史小丛书，任《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
主编，以后又主编《语文》、《地理》两套小丛书和《中国历史常识》七册。
1965年，在江青、张春桥等人策划下，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一文，对吴晗进行“批判“，于1969年10月11日含恨去世。
1979年，经中共北京市委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政治名誉，平反昭雪。吴晗生平从事中国古代史
研究，对明史研究尤有成就、著有《朱元漳传》、《投枪集》、《学习集》、《春天集》、《灯下集
》、《吴晗文集入》、《吴晗杂文选》、《海瑞罢官》、《海瑞的故事》、《读史札记》等10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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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传》

精彩短评

1、3星只为吴晗严谨的态度，可读性以及“我”由本书体会的作者的态度只值1星~
2、文人最可怕的是没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
3、20世纪四大传记，终于全部读完了。斗胆一评。苏传以文胜，李传以识胜，张传以史胜，朱传以势
胜。林语堂文笔高妙一流，梁启超见识超卓一流，朱东润史料运用一流，而吴晗，在学术和政治之间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终于没有幸免，实在让人有几分形势比人强的感慨，实在是政治斗争形势霸道
一流啊。
4、我对此书的兴趣源自它一度被批为毒草,并成为作者重要罪名之一,还有领袖嫌把朱写得太坏,读后感
觉完全相反,作家的观点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阶级斗争的观点贯穿全文,封建帝王的残忍,自私和愚昧写
得太轻描淡写,有过誉的嫌疑,在成书当时毫无疑问是好书,在现在就显得政治味太重,而不是史家应有的
春秋笔法.
5、成为领导的素质
6、吴晗同志没明白毛主席的指示啊！
7、粉末太重
8、意识形态里面的作品，和其并称四大传记的其他基本差距很大
9、这是一个经历过穷困苦难的人，这是一个从实际斗争中成长的人，这是一个脚踏实地、精明能干
的人。这是一个不世出的帝王。
10、朱元璋与众多的历史人物从来没有消失，只是呆在视野之隅，呆在名利之外，现在能静下心来读
历史人物传记的太少，而读所谓成功人物的传记者众多，误区啊误区。
11、大二
12、对朱元璋的生平有较系统地介述,作者认知深入浅出,科学简明,是一本深值阅读的好书!
13、呵呵 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明史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14、读来真是无趣
15、严谨详实，瑕不掩瑜
16、有关明朝的记载很多，但传写的很简单，观点是阶级性的
17、学者而欲附和政治，结果如愿以偿被政治吞没。凭朱元璋传这样的映射史学受宠幸，因海瑞罢官
这样的影射文学被诛除，以骂朱元璋始，以赞朱元璋兴，终因触怒身边的朱元璋而亡。吴晗一生，也
算圆满
18、书摊淘来的旧货，有一页上写着这么行潦草的字：吴晗是头猪，被xxx洗了脑，只会用阶级论分析
问题了。
19、把老朱写坏了
20、吴晗那时的语气 还在革命着~~~
21、如果没有那么多的阶级意思，我会给五颗星的。
22、当年看这个，只是为了“中国四大传记”的名头去的。看过没记住多少东西。
23、元璋可谓参加工作后学习不辍的典范，也是人丑就该多读书的杰出代表。此书也是元末明初农民
革命史、明初政治制度史，相信也是理解明代中后期发展的重要资料。
24、还不错呢~~~看的我又哭又笑的。就是怎么把朱元璋写的那么阴狠毒辣呢~不过，这大概是他的特
点吧
25、其实我更喜欢他
26、冲吴晗来的
27、很好的传记，惜乎生搬硬套阶级分析说。
28、草草翻了一翻，“社会主义，马列思想”的痕迹太重，boring
29、很好看
30、阶级斗争分析  
31、好书，难得的好书，读了很多遍，很客观，这才是真正的历史
32、上天剥夺的越多是想要给予的越多
33、阶级斗争史观贯穿全书。回想吴老写书的年代，影响了他的治学方式，也影响了我读书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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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传》

不喜欢阶级斗争这一套。
34、四大传记都齐了
35、XX说：“blablablablablablablablablablabl.....”。这个分析、总结是正确的，是科学的，因
此blablabla...
36、不喜欢阶级斗争的历史史观
37、小时候看的，吴晗俩字印象很深。
38、大家的书，值得买来看！无论是学者还是一般读者，都是一本不错的好书。
39、更像论文
40、两部电影的间隙去路边咖啡馆小坐，从书架上随便拿了本书打发时间。以前就知道吴晗是出名的
明史专家，所以蛮有兴趣看看。四小时后大失所望，书的扉页上附有他当年进献给毛看后毛给的亲笔
意见，这本书也透出那股子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腐气，吴治学虽然严谨，但想法极左，带有鲜明的主
观色彩，他是如此了解朱的帝王心术，献书后有没想过自己的结局？
41、含沙射影的赶脚
42、知道吴晗首先是他的政治背景因素，因为曾是中共高级干部的原因。后来才知道其实他还是位学
者。关于明朝以及朱元璋的传记故事今年来颇多，但戏说的成分多些。本书应该说是很尊重历史的。
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整本书都充斥着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说教。硬要用阶级斗争来看待朱元璋的
行为，可笑，可叹！比如，我们在中学历史中就学习过元末韩林儿及其父亲发起、领导的起义，因头
裹红巾而成为“红巾军”。作者为了迎合执政者，硬要写为“红军”！！！很多方面的阶级分析非常
生硬，遣词造句看不出这一著名学者的文字素养。只能说是本中规中矩，不太精彩的传记。好在价格
不贵，与再版的比较更甚，聊以慰藉。
43、也是和毛一样的伟人啊。
44、看见说刘伯温跟朱元璋干是地主阶级跟革命军的妥协，我就三观重建了。
45、只做一件事.............
46、看罢此书，不禁感慨，朱和毛何其相似，乱世借用民力依托一批知识分子夺取帝位，帝位稳固后
用贪腐之名逐个除去，美名曰治贪为民，实则专权独断，竟有不少数人拍手叫好，真可谓玩弄屁民于
鼓掌之间，历史是面镜子，前朝之事依然历历在目，是非曲折每个人心中都自有公断
47、被意识形态控制的文人作者，只能带着有色眼镜看历史。
48、读这本书一直产生一种感觉，原来古与今政治的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很多政策的实施都是
极为一致的，具体来说包括民族政策，处理腐败问题，解决财富的过度集中，实现中央集权等等，书
中谈及的很多明朝的政策在当今仍具有极广而极现实的应用性。最让我惊艳的是提及的元初的货币政
策，包括准备金政策，货币流通量的控制，货币发行的控制，这些政策在当今的金融市场中都在运用
，让人惊炫。最让我不忍卒读的是谈到第七章：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胡惟庸案和蓝玉案这两桩屠杀
案，朱元璋的以猛治国，官员上朝钱的心惊胆战，还有淮西和浙东等政治集团的明争暗斗读来让人颇
为冷汗附身。乡土政治，以地域划分政治集团，各政治集团为维护本地区的利益，排挤异类，想来倒
也颇为恰和当下的政治吧。书史料详实，做到大部分资料都有史可依却也是极其不容易的了。
49、这书写得还算不错，不过还是参考了毛泽东的意见修改了。可我看这本书时，怎么也想不到这个
作者居然脑残到去主张拆了北京城，还挖了定陵，最后导致烧了万历皇帝的遗骨，所以对于他在文革
中的惨死是遭到了天谴报应，绝不姑息可怜。活该！
50、已购买。
51、推荐
52、渗透了耄要求的历史唯物主义论的改版书。秉着里面的事实看，给3星吧。
53、是因为看了明朝那些事之后生起的兴趣来读吴老先生的这本书．马上就体会到时代背景的不同带
给学者的影响是多么的大．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好在７０年代出生的我对阶级斗争，统治阶级内部
狗咬狗的斗争之类的语言还不陌生．读下来还没有多少障碍．毋庸置疑，这是一部向政治正确努力的
作品．从解放前的个人兴趣之作，到得到主席关心而反复修改，历经１０多年才能定稿的大作．其中
一定故事不少．所以我现在更想看看当初作为个人兴趣一躇而就的＜由僧钵到皇权＞
54、人分两种，一种是有梦想，再行动。一种是没有梦想，在现实中不断妥协向上的人。朱即是后者
。跌宕的一生充满了杀戮，残暴的君主何尝不想自己的子孙统治千秋，他把政权建立在对他人的恐怖
统治，这，或许是古代君主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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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难得的好书。
55、还行，分析的还可以。总觉得有点乏味。
56、20世纪中国文学史四大传记吴晗之《朱元璋传》，马教思想的典范著作，吴晗也是明史专家。朱
元璋自25岁从小卒做起，40岁称帝，15年的大逆袭。朱元璋统一中国进程和以往任何大一统朝代都不
同，以往都是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明是以长江中游为根据地，先克上游陈友谅汉军，接着歼灭下游
张士诚吴军，接着兼东南，并湖广，出鲁豫，锁关陕，取大都，而后平川藏，定甘陕，攻辽东，最后
北击大漠，复云南，华夏复一统。在所有皇帝中，朱元璋是最自卑的皇帝，最勤政的皇帝，诛杀元勋
贵族官吏地主文人最多的皇帝，忌讳最多的皇帝，权力最大的皇帝，反贪最猛的皇帝。
57、另一个角度的明太祖
58、3.5 四易其稿而成书，学术著作写出了青年读物的水平。因受迫害而后世出名的明史专家，前北京
副市长：吴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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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传》

精彩书评

1、可以看出，吴晗这部书写的也是战战兢兢，没办法，你怎么写都觉得是影射~抛开一些上纲上线的
东西，这部书还是比较客观的，而且还比较通俗易懂，让俺一个门外汉也可以看得津津有味，不错，
不错。
2、今天早晨就着早饭，看完了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吴晗是研究明史的专家，甚至为了这个不
惜动了念头，极力主张挖了明成祖的墓穴。朱老兄是中国历史上估计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残忍的皇帝，
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古怪的朝代。真不知道明末清初，为什么有这么多明朝遗老，被这种变态家族统
治了几百年难道还不够吗。《朱元璋》这本书俺前后看了2周左右——最近看书速度放慢了。有很多
不理解的地方，最大的疑惑就是为什么吴晗先生把早期的朱元璋和后期的朱元璋写得跟两个人似的。
今天晚上上网查了一下，窃以为找到了原因。吴晗在《朱元璋传》中曾经对彭和尚莹玉同志大家赞扬
，因为“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去了
”，更因为“功成不居，不是为了作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起的人物”。于是我们英明伟大、文超秦
汉武压唐宋的万寿无疆同志不满意了，他写了封信给吴晗，说“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
应有逃避行为”，而且“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
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呐，看到了吧，道不同不相为谋。后来在
西柏坡，无疆同志请诸知识分子（像极了朱元璋）座谈。那时《朱元璋传》已经成书，无疆同志认为
，吴晗不应当那样书生气十足地认识朱元璋的残暴。那是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采取的措施
，否则他的皇帝位就坐不稳。吴晗先生书生气十足，后来把朱元璋改写得更坏，而且还送给无疆同志
。哎，俺不知道如果俺是吴晗会不会有勇气这样做，俺确实不知道，只能在暗黑的长夜里对这个自杀
的知识分子表达由衷的敬佩。俺只把某些人称呼为先生，吴晗先生就是一个。吴晗不堪忍受折磨，在
狱中自杀，他的妻子也自杀身亡，他们的女儿精神分裂，在医院里自杀。茨威格夫妇为了躲避纳粹跑
到了巴西，他们受不了没有希望的未来，对人类的某些行为痛心疾首，因此他们选择了自杀。而吴晗
、老舍等人也选择自杀，他们受到无尽的屈辱，亲眼看到曾经的理想变为眼前的幻像，像肥皂泡一样
一个一个的破灭。当精神的支柱已经丧失，肉体的痛苦便会变得巨大。海子说，没有丝毫的宽恕和温
情：秋已来临。
3、作为号称20世纪中国&quot;四大传记&quot;之一的本书可以说史实性还是比较强的, 毕竟是明史专家
的著作尽管作者很多方面不便详述, 但就其中4分内容足见他的研究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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