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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从乞丐、和尚到皇帝的
故事，如此大的人生落差，在世界历史上也只有若干从奴隶到帝
王者能与之相比了。 而他最重要的功绩是驱逐胡虏，除暴乱，拯救
民族，雪中国近百年之亡国耻，废除了蒙古人制定的种族等级政
策，恢复了中华。

朱元璋有
26

个儿子， 但是成器的不多。 他越到晚年越发
愁———这么大的江山，我死之后，交给谁来坐？

长子朱标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朱标还是不幸早逝。 对
于勤恳的老皇帝来说，这是极
为罕见的大事件，不是普通的
丧子之痛———接班人没有了，

整个帝国的命运怎么办？ 那么
多大将手握重兵， 怎么节制？

这件事折磨着老皇帝，居然
28

天没有上朝。

朱允
炆

将
3

个年幼的弟
弟照顾得十分周到， 这一切
朱元璋都看在眼里。

朱元璋不得不重新选择
继承人。 周王、晋王、燕王等都
有野心。 秦王荒唐成性，是一
摊扶不上墙的烂泥，还差点儿
被废了王号。 晋王外表残暴，

违法乱纪，然而本质上是个胆
小鬼。 鲁王是个天大的蠢货，

为长命百岁，乱吃丹药，把眼
睛吃瞎了。 其他的王子有的杀
人犯罪，有的沉溺酒色，稍微
几个成器的， 却是舞文弄墨、

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艺术家。

老皇帝一声长叹，现在，

只剩下四子、 燕王朱棣和朱
标次子朱允

炆 PK

了。

朱元璋对朱允
炆

抱着一
种复杂的感情，对他仁柔的性
格又喜又忧： 他柔弱的肩膀，

能担负得起治理国家的重任
吗？ 这么仁柔，跟个兔子似的，

多么大的缺陷啊。 做皇帝，必
须有狮子、 老虎的硬汉性格，

否则必定会被政坛上的狮子、

老虎吃掉。

朱元璋就立储问题，曾经
悄悄征询过大臣的意见。 他问
翰林学士刘三吾：“太子死了，

皇长孙（朱允
炆

）年幼不懂事。

治理国家必须选对人，我想让
燕王接班怎么样？ ”

刘三吾是知识分子，你问他
谁当储君，他当然只推荐自己的
同类。他头摇得像拨浪鼓：“立燕
王绝对不行！ 如果立燕王，那么
秦王、晋王怎么办？ 皇长孙朱允
炆

四海归心， 大家都拥护他，您
可以安心睡大觉。 ”

文官们拥护朱允
炆

，因为他
是文人， 是大孝子又是大好人，

上台后能实行文明德化之治，而
不是军事化的高压独裁。朱元璋
的统治太过猛烈， 官员暗地叫
苦， 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长久下去没人吃得消，国家客观
上需要一位阴柔、 仁爱的皇帝，

让人民歇歇脚、喘口气。

朱允
炆

非常有孝道。 而在
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孝”就是
夺取皇位继承权的秘密武器。

所以，朱允
炆

一定要将“孝”进
行到底。

朱标传说为马皇后亲生。

朱元璋一登上皇位，就给马皇
后吃了颗“定心丸”， 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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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朱标为皇太子，即未来的
国家领导人，也算是对得起这
位相濡以沫的奇女子。 朱元璋
聘请浙江名士宋濂等人为太
子的老师，希望将朱标培养成
合格的接班人。

精心培养
25

年之后，朱
标已经

38

岁， 继承父亲大位
的能力是有了，可是朱标的身
体熬不住。

1392

年
1

月，朱标
从陕西视察回来后，身上长了

个大肉瘤， 折磨得寝食难安，

异常痛苦。 朱标的长子朱雄英
10

年前已经死了，伺候父亲全
靠次子朱允

炆

。

朱允
炆

年仅
14

岁， 日夜
守在父亲身边， 至少也算是
1392

年度“感动中国”的孝子
人物。 他是个偏脑袋，朱元璋
给他起了个“半边月” 的绰
号。 朱允

炆

从小生活在深宫
之中， 在知识分子中间长大，

知识渊博，而且以德服人。 但
他性格仁柔，心太软，脸不厚，

心不黑。

朱标病了 4 个月不幸英年早逝

朱元璋欣赏四子朱棣的“武”

对于第四子朱棣，朱元璋
确实非常欣赏，尤其欣赏他的
“武”，这是朱允

炆

不具备的特
殊优势。

朱棣是闻着战争的硝烟
味长大的，

1360

年
4

月
17

日
出生于南京，正是陈友谅大举
进攻南京的那一年。 他

11

岁
封燕王，

17

岁迎娶徐达的长
女，

20

岁就藩北平。 朱棣的才
能不在朱元璋之下，弯弓射大
雕不在话下， 尤其喜欢打仗，

智谋过人， 知道怎么打胜仗。

作为罕见的勇士和智慧人物，

朱棣可谓一代“战神”。 现在他
33

岁，正当青春年少。

论才能和胸襟，朱棣都胜

过朱允
炆

。 一次，大家在宫里
看赛马。 朱元璋出上联：“风吹
马尾千条线。 ”朱允

炆

没有打
仗经验， 所见不过平凡琐事，

憋足劲想出“雨打羊毛一片
毡”，软绵绵的，没什么味道。

而朱棣见过世面，巧对“日照
龙鳞万点金”，气魄宏大，朱元
璋听了非常高兴。

燕王朱棣就藩北平，以他
为众藩王之首，与宁王、晋王、

肃王、 秦王等沿长城一线封
国，为天子守边，抵御北方蒙
古人的侵犯，号称塞王。 朱元
璋允许他们拥有

3000

人的护
卫，最多的可以达到

1.9

万人。

燕王、晋王、秦王势力最强，多

次奉诏攻打蒙古， 即使傅友德、

蓝玉这样的大将也要听塞王指
挥。 尤其是燕王朱棣，负有控制
北部门户的重任，能够直接指挥
的军队多达

30

万人， 军中大小
事自己裁决，只有天大的事才向
朱元璋汇报。

1390

年， 一场战斗使年仅
30

岁的朱棣威名远扬。那年元旦
刚过，朱元璋命令燕王和晋王分
兵合击， 打垮元代丞相咬住、平
章乃儿不花。

朱棣首先派出几股哨兵四
出侦查，摸清乃儿不花的确切位
置。

3

月，天下大雪，千里荒原上
银装素裹，车马辎重行进十分困
难，士兵们冻得直打哆嗦。 将领
们请求燕王安营扎寨，等大风雪
过后再想办法。

朱棣说：“战机就摆在你们

眼前，你们怎么看不见呢？ 这正
是出奇制胜的大好时机！ ”命令
大军顶风冒雪，快速而进。 大军
出现在乃儿不花面前时，他竟然
还在帐篷里烤火。

朱棣围而不歼，派乃儿不花
的好朋友、降将观童劝降。 乃儿
不花知道是鸡蛋碰石头，只好请
降。 朱棣摆酒设宴，酒喝得十分
爽，令乃儿不花感动得眼泪哗哗
的，主动要求劝降咬住。

朱棣第一次大规模出征，兵
不血刃就大获全胜，让朱元璋非
常高兴， 赏赐宝钞

100

万锭，夸
赞朱棣： 扫清沙漠里的蒙古人，

就全靠你了！

而另一路晋王， 生性怯懦，一
踏上当年成吉思汗征战的土地，就
两腿发虚，走一走停一停，不敢深
入蒙古腹地，连个兔子都打不到。

朱棣的血统带来麻烦

朱棣和朱元璋是同类，雄才
大略，各方面能力都比朱允

炆

杰
出，更适合当皇帝。 但是，血统却
给他带来了大麻烦。 他真的是龙
子吗？

江山当然只能交给亲生骨
肉坐，必须是纯种的龙种，就是
说是马皇后所生。 嫡长子继承制
在中国延续几千年，朱元璋跳不
出这个框框。

朱棣可能不是马皇后生的，

所以朱元璋不会选朱棣接班。

朱棣可能是一个妃子生的，

或许这个妃子还是少数民族。 有
可能是高丽人，究竟是北方高丽
民族，还是来自朝鲜半岛，很多
人都弄不清楚。 也有人称朱棣的
妈妈是元顺帝的妃子，甚至可能
是蒙古人。

根据管理宗庙祭祀、礼乐的

官方机构太常寺的记载（现已丢
失），淑妃李某生了朱标、秦王和
晋王，跟马皇后没什么事儿。 而
另外一个妃子生了朱棣，这个妃
子就是石页妃。

朱棣称帝后纂改《太祖实
录》，把能得到的资料全部纂改，

拼命证明自己就是马皇后生的，

还拿出很多证据证明他当皇帝
是合法的，证明朱元璋有意传皇
位给他。

而朝鲜的一条史料足以戳穿
朱棣的谎言。

1389

年，朝鲜使臣
权近等人在北平拜谒燕王， 回国
后写了一本《奉使录》。里面说，他
到北京燕府去见燕王， 可是很不
凑巧，那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日，是
燕王妈妈的忌日，燕王不见客人。

马皇后是八月初十去世的， 所以
说朱棣不是马皇后亲生。

朱元璋艰难决定：立 16 岁的朱允炆为皇太孙

只有嫡长子继承皇位， 大家
才拥护。 朱棣不是马皇后的亲儿
子，所以经过权衡，朱元璋作了一
个异常艰难的决定：立

16

岁的朱
允
炆

为皇太孙。 这让朱棣十分窝
火，十分不服气。 一次，他用手拍
拍皇长孙朱允

炆

的背，讥讽地说：

“没想到我侄儿还能有今天的荣
耀啊！ ”这一情景，恰好被朱元璋
看见，厉声责问朱棣：怎敢对皇长
孙如此无礼？朱允

炆

急忙打圆场，

才没让朱棣十分难堪。

立皇太孙的第二年，朱元璋
还是担心朱允

炆

太文弱，压不住

阵脚，管不住军队，于是开始大
杀功臣，蓝玉、胡惟庸集团先后
被清洗。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 朱元璋
当初的选择是个错误。 如果选朱
棣当皇帝， 就不会出现后来历时
4

年的内战。 但历史不相信道德，

也不相信眼泪，它只相信实力。朱
棣发动战争， 将朱允

炆

赶下台取
而代之。为抹杀篡权的形象，防止
天下人心不稳，朱棣拼命说谎，证
明自己就是马皇后的亲儿子。 指
“马”为母，万不得已……

（据《大连法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