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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探明成組-朱棣 

壹●前言 

明成祖-朱棣是明惠帝的叔叔，但朱棣的皇位是從姪子手中奪來的，因而許多史

學家將他列入「篡逆｣之中。但是他所做的大事業足以讓他名留青史，所以想探

討一下明成組的功過。朱棣在位時修築萬里長城、通使西域、開鑿運河、鄭和下

西洋、營建北京、修《永樂大典》。以這樣來看，他足以是個出色的好皇帝；但

他篡位自立，這就讓他的評價一落千丈。這些因素使我想探討明成祖到底是好還

是壞。 

 

貳●正文 

 

一、朱棣的出生 

 

元至正二十年(一三六 O年)舊曆四月十七日，吳王朱元璋的庶妻碽是生下一個男

嬰，他即是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伴隨朱棣的出生，只有戰火硝煙。同他的滿月

祝福聲接踵而至，則是漢王陳有諒兵圍太平的告急文件。由於軍情緊急，朱元璋

甚至對自己這個兒子的降世都來不及慶賀一下，便急匆匆的趕往前線指揮作戰

了。至於該爲這個兒子取個什麼樣的名字，他就更無暇顧及了。(註一)由此可見

朱棣的出生是多麼的突然和不祥。等到他即位稱王時，他出生的情景被改編成「雲

氣滿堂，光彩五色，照映宮闈，連日不散」。 

 

二、好幫手 

 

洪武十五年八月接到馬皇后病逝，即刻趕到京師。爲了表示孝心，朱棣和一些親

王像朱元璋請求選派高僧隨歸藩國，位已故的母后誦經荐福。一位法名道衍的高

僧安排給了朱棣。道衍曾說：「良驥色同群，至人跡混俗，知己茍不遇，終世不

怨讟。……一朝風雲會，君臣自心腹。大業計已成，勛名照簡牘。｣(註二)從以

上的話可見道衍決心輔佐燕王朱棣成就帝王大業，青史垂名啊！ 

 

三、削藩 

 

朱元璋去世前太子朱標已先走，立他的兒子朱允炆為太子。朱元璋去世後朱允炆

繼位，開始改革各項措施，但因改革而觸犯了以燕王為首的藩王軍人集團的利

益，朝廷與朱王的關係日趨緊張。同太長寺卿黃子澄和兵部上書齊秦共商削藩之

策，在意見上都同意先把矛頭指向燕王，因為燕王的勢力最大，野心也最大。但

因沒有足夠的理由，計畫便由周王開始，在一步步指向燕王，但他們萬萬沒有想

到此舉可能打草驚蛇，而燕王在此時趁機加緊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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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靖難之變 

 

道衍和袁珙都在朱元璋死後，千方百計的慫恿朱棣起事。燕王府坐落在元宮舊

址，為築以高牆厚壁，派人日夜製造兵器，爲了不讓別人發現朱棣命人在後苑蓄

養大量鴨鵝。但因燕王妃的哥哥，徐達的長子，因兩家來往密切，終於發現一些

蛛絲馬跡。他忠於朱允炆，不時向他報告朱棣的消息，要朝廷及早防備。朱棣以

《祖訓》的「清君側｣和「誅奸臣｣起兵。從起兵之後北平就成了朱棣真正的獨立

王國，州縣官員紛紛棄官而逃。靖難之役起初是有利朱允炆的，因為朱允炆是君，

而朱棣是臣，但是這場戰爭一開始就對朱允炆不利。建文四年(西元 1402年)，是

壬午年，這一年發生再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悲劇，稱為「壬午之難｣。南京攻破，

到處都是血腥。朱棣急奔至皇宮，發現皇宮籠照在一片濃煙之中，而朱棣最關心

的是朱允炆的下落，急忙派人滅火搜人，只發現一具焦屍，以不能分辨是否為朱

允炆。 

 

五、靖難之變後的情勢 

 

朱棣的奪位在朝野上下引起激烈的反對，他們效忠朱允炆，不願做降臣，紛紛自

殺殉難。而逃亡的一共有四百六十三人，官員大規模的逃亡是國家人才流失，整

個國家機能完全癱瘓。有些盡忠於朱允文的官員進行刺殺朱棣的活動，這使朱棣

非常腦火，而展開一場血腥的屠殺。例如黃子澄，他逃亡被捕後至北京，朱棣親

自審問他，而黃子澄抗節不屈，仍然稱朱棣為殿下，而不稱陛下。朱棣怒不可遏，

對黃子澄施「人彘｣，此種刑罰是漢高祖劉邦的元配呂后對戚夫人所施的一種可

怕的刑罰，很少人隻道這種刑罰又在黃子澄身上重演。而齊秦在逃亡途中被人認

出而抓回北京，一家被誅殺。朱棣再對待朱允炆的遺臣的確有點太過殘酷了。在

朱允炆時代主持變法的方孝孺最慘，被誅十族，方家人一家從容就義。 

 

六、鄭和下西洋 

 

朱棣登基時朱允炆出走的消息早已傳到他耳裡，所以他始終放心不下，怕對自己

的王位有威脅。第一個派出的正是宦官鄭和，他於永樂三年出使西洋，這個舉動

後來發展成「三保太監下西洋｣的盛事。下西洋的使團包含許多錦衣衛，這些人

跟隨鄭和出使，不僅是察訪朱允炆的一個有力證據，而且也是朱允紋確實逃亡的

有力證據。 

 

七、蓋棺論定 

 

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享年六十五歲的朱棣留下極短的遺詔「傳位皇太子，

喪服禮儀，一遵太組遺制。｣。朱棣被尊諡為「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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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註三)一百多年後嘉靖十七年，明世宗將朱棣改為「啟

天弘道高明肈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成祖(註四)。朱棣原本想要悠

遊暮年，但繁忙政務使他暇不暖席。晚年好大喜功的他仍拖者病痛之軀連續親征

漠北，最後死在回師的途中。朱棣深深的影響中國歷史，他不僅是十五世紀前期

中國歷史的參與者，而且是個卓爾不群的領導者和塑造者。他在位期間中國的社

會經濟是向前發展，以此為基礎，明朝國力達至鼎盛。這就是明史所謂的「永宣

之治｣。(註五) 

 

參●結論 

 

明成祖朱棣在面對皇位露出一種堅定、志在必得的氣魄。但是面對一些不能歸順

的人，不能以仁者的風範面對，實在有些太過嚴苛殘酷。朱棣和唐太宗頗有類似

之處，例如在弒奪得國方面，而他本人也時以唐太宗自擬。但唐太宗的「貞觀之

治｣，是朱棣難以望其項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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