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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常识，励精图治的总是那些圣明的帝王，如唐宗宋祖，

秦皇汉武，康熙乾隆；而亡国之君，不用说，那自然要么昏

庸、要么残暴、要么糊涂－－要么竟然是兼具三种特色的扶

不起的刘阿斗式的人物。因此，将崇祯定位于励精图治的亡

国之君，就好像说某人是个奸诈的好人，某人勤奋地偷懒，

某人辛苦地享受一样不合逻辑。但历史本身并不一定非要依

照逻辑来行走，更不一定与我们的常识相吻合。历史所干出

的勾当常常令人啼笑皆非，无法表情。 说崇祯励精图治，这

在早些年姚雪垠同志奉了御命写《李自成》的年代自然是荒

唐之论，少不了要被扣上为封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的帽子的

。但是，即便是夺了大明帝国江山的满人，在他们作为胜者

来编撰的《明史》中，也给予了崇祯这位亡国之君相当高的

评价： “崇祯继承神宗和熹宗，慨然而有所作为。在他即位

之初，他精明果断地铲除了魏忠贤这个奸臣，天下都希望他

能带来承平。但可惜的是当时明朝大势已去，积重难返。朝

廷里党派纷争，战场上兵疲将骄。四面战争不已，流寇四处

蔓延，天下溃烂得不可救药，可谓是不幸之极。然而崇祯在

位十七年间，不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而是勤勉辛劳，励精图

治，在面对臣子时常感叹，希望能得到非常之材，但却没能

如愿，以至导致了他所用非人，使时局更加艰难。到后来他

重又信任宦官，将他们派到各个重要岗位上，这一举措非常

地不合适。后来江山移人，他也自杀身死，难道不是气数使



之然吗？”（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

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

。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

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

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

，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

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

”） 崇祯的另一个大敌李自成，在他向全国发布的彻底摧毁

明王朝的檄文中也认为“君非甚暗。”至于大明的遗民们，

更是将他认定为一代圣君，其中岭南派诗人屈大钧在诗中写

道： “ 先帝宵衣久，忧勤为万方； 捐躯酬赤子，披发见高皇

； 风雨迷神路，山河尽国殄； 御袍留血诏，哀痛何能忘？” 

这哪里是一位亡国之君？这分明是一位励精图治，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明天子啊。遗民歌颂前朝，里面

带了不少感情因素，不免有夸大之辞。但考察历史，我们同

样会发现，崇祯在位期间，的确做到了旰食宵衣，兢兢业业

，他本身的素质在明代的帝王中也属上智之人，与他那个二

十多年不上朝不与大臣见面的祖父和他那个纵情酒色，不会

治理天下，却做得一手好木工活的哥哥相比，崇祯之“敬业

”，简直可以评为帝王中的劳模。但是，正是这么一位希望

能够中兴帝国－－并且为了这一希望而身体力行的青年才俊

，他的努力，他的勤勉，他的执着和梦想，最后换来的不但

不是帝国的中兴，反而是帝国的覆亡，他本人也将在一个寒

冷的春夜里走投无路，只得杀妻杀子再自杀。这样的前因与

后果，委实让人捉摸不透历史老人究竟是何种心态。 一个人

命运的悲剧其实就是他性格的悲剧。如果这一论断没错的话



，那么，以崇祯的人生悲剧而言，这人生悲剧的确来源于他

的性格悲剧。 崇祯名朱由检，生于１６１０年正月，系太子

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之子，崇祯五年即丧母，虽然贵

为太子之子，但当时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定，长年蒙在

万历欲废其而立郑贵妃之子的阴影之中，再加上万历是一个

绝情于亲情的人－－事实上历代帝王因为子孙众多，往往其

中的亲情平淡如水，几乎从来没有过平民家庭那种天伦之乐

。万历既不喜欢崇祯的父亲，当然也就更不喜欢木讷内向的

崇祯。后来，他的生父虽然历尽坎坷而位尊九五，但却在即

位的当年就因纵欲过度而病死了，皇位传到崇祯的哥哥朱由

校身上。朱由校对于酒色可谓是秉烛夜游，夜以继日。这个

年轻的皇帝对治理天下基本没有兴趣，将它一股脑儿地交给

了太监魏忠贤。在这个皇帝眼里，连大明的江山也如此漠不

关心，何况是崇祯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呢？因此，崇祯的整

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完全没有常人所享受到的父母之爱，兄

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亲历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等骇人听闻的

政治阴谋。 崇祯少年时所经历的这些政治阴谋和他长年的与

世隔绝而又亲情寡淡的深宫生活无疑是一条条噬心的小蛇，

它们撕咬着崇祯，并使崇祯在这种命运的无常与超乎寻常的

冷漠中，渐渐养成了他一生中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双重性格

：一方面，他身为位尊爵重的亲王，自可以呼奴唤仆，形成

了他性格中严急而刻薄、既对手下人薄情寡义而又自以为是

的一面；另一方面，从小的孤独寂寞和难于主宰自己命运的

无奈处境又让他敏感、多疑，从而因内心深处的过分软弱和

自恋造成极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后来，他在重大关头常常首鼠两端，既怨天尤人又怀疑自我



，最后则是毫无主见地把一切交给命运安排。这种性格对于

一个普通人来说也将是灾难性的，何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呢？ 崇祯和他的祖父万历一样，

生性吝啬，他小时候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范

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

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尽管身为帝王，他无法

随意出入于民间，但为了节约起见，他却常派人到宫外去从

民间采买物品，然后仔细地询问价格。 这种平民生活方式当

然也可看作是节俭和朴素，甚至可以如同我们在歌颂某位大

人物只吃红烧肉时那样，把它看作是崇祯皇帝美德的象征，

尤其是在奢侈成风的帝王族里，这种节俭大约只有那位嗜好

穿补丁衣服的咸丰皇帝差可比拟。但令人沮丧的是，就像咸

丰皇帝常常从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补丁衣服这一些微细节上

来断定他是否清廉称职，是否予以提拔，从而导致北京城里

出现了旧官服比新官服更贵的荒唐结果一样，崇祯这种近乎

于守财奴式的节俭，对于他的中兴帝国之梦，也是致命的一

击。或者说，这种节俭有如一剂慢性毒药，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地浸入了崇祯和整个大明帝国的血脉中，并最终引发了

一场灾难性和毁灭性的不治之症。 １６４５年二月十二日，

这时的“流贼”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农民政权，他的百万

大军怀着必得天下之志从西安出发，此后又从军事要地宣府

、大同进逼北京，并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大明帝国的心

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大明的局势可以说已到了火烧眉毛的

窘状。无计可施的崇祯特地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

、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放弃宁远，调吴三桂军队紧急入卫北

京。但吴襄却提出，如果让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１０



０万两银子的军需。１００万银子在毕生俭朴的崇祯眼里，

是一笔庞大得令他肉痛的数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这么

多的银子，为此，崇祯只得放弃了这一原本还算不错的计划

，然后坐困城中。 [1] [2] [3]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