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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升与朱元璋的首次相见地

    朱升与朱元璋首次相见的地点，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应天城内”之说。据《新安文粹·翰林侍讲学士朱升

传》记载：“丁酉，大兵下徽，被旨召见于潜邸。冬，辞归。”

译成今天的文字就是：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的兵马

攻下徽州后，朱升在朱元璋的邀请下，来到“潜邸”——应

天城(今南京市)；冬天返回家乡。古人称“潜邸”，指皇帝即

位前的住所。

    与上文记载相同者，还有如下史籍：《休宁志·翰林侍

讲学士朱升传》、《新安文献志·朱学士升传》、《新安学系

录·朱学士传》、《国朝献征录·朱侍讲学士升传》等。

    朱升家乡的几部明代方志，如弘治《休宁志·朱升传》、

弘治《徽州府志·朱升传》、嘉靖《休宁县志·朱升传》、嘉靖

《徽州府志·朱升传》、万历《休宁县志·朱升传》，亦作“被

(旨)召见上潜邸”。也就是说，自弘治四年至万历三十九年

(1491—1611年)的120年中，朱升家乡的方志在记录这段史

实时，朱升是“被(旨)召见”的，是前往应天城内相见的。

    “朱升家中”之说。然而，到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

《朱枫林集·学士朱升传》却是另外一种说法：

    丁酉，天兵下徽。上素闻升名，潜就访之。升因进

三策…一

    上文的记载告诉我们：朱元璋亲自来到徽州，久闻朱

升大名，暗地里前往朱升的住地拜访——相见的形式、地

点，完全改变了。朱升的后裔将“上潜邸”之义作了如下歪

曲：“上”，即朱元璋；“潜”，为“潜就访之”；“邸”，为朱升的

住所。

    《朱枫林集·学士朱升传》所载是事实吗?不!它是骗

人的假话。请看史实：

    第一，据《明太祖实录》卷五记载，至正十七年(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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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月，徐达、常遇春攻打宁国时，因“攻之久不下”，朱元

璋亲自前往宁国“督师”，当月克之。之后，朱元璋并没有与

邓愈一道前往徽州。既然朱元璋未去徽州，哪有“上素闻升

名，潜就访之”的事情出现?

    第二，《朱枫林集》卷五中收有朱升所作的两首诗，诗

中明确告诉我们，他于至正十七年曾亲往应天“赴召”：

    题柏山齐祈寺和唐子华韵(丁酉赴召时作)

    西风笳鼓东南来，国本应须老手裁。净洗甲兵过练

水，早随冠冕上云台。传宣马系门前柳，作颂人磨石上

苔。机会到时须勇进，天边莫待羽书催。

    赋“梅花初月”酬汪古义诸公(并序)

    (至正丁酉，余由金陵还山，诸公为赋“梅花初月楼”诗

饯行，作此长歌以答之。)

  冬至之后江上春，来车去马秦淮滨。峨峨钟山楼观

古，翼翼南国衣冠新。此时游子逸兴发，客衾忽梦饮溪

云。金陵弟子来相送，文儒有赋(诗梅花初月楼)尤殷

勤…一

    上述二诗，前者为朱升赴召应天时所作，后者为返乡

后所作。其中第一首诗，表达了朱升赴召时的渴望、喜悦之

情；第二首诗则表达了返乡后对赴召应天的美好情景依依

不舍之意。可见朱升与朱元璋第一次相见，是“奉召”前往

应天，时问约在至正十七年(1357年)秋冬之际。

对“九字三策”的进·步深化

    自Ck枫林集·学士朱升传》将朱升与朱元璋首次相见

篡改成“素闻升名，潜就访之”以后，收于《朱枫林集》卷九

的《翼运绩略》紧跟其后，“更上一层楼”，将君臣二人相见

进行二度“创作”、“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