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说疑点重重(上)
◎夏玉润

    “朱升”的名字，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上个世

纪70年代j|：JJ，因人所共知的历史原因，使朱升以及他献给

朱元璋的“九字三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一时

名满天下、妇孺皆知。

    既然“九字j策”如此著名，曾经对20【止纪70年代初的

L卜【国社会经济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它进行一

番考探：朱升究竟是位何等人物?他的“九字三策”是在何

时、何地向朱元璋提出的?“九字三策”之说最初出现于哪

部史籍?它是通过什么方式流传至今的?它在历史卜-是否

确有其事?这便是本文撰写的口的。

记录朱升的史料

    绝大多数巾国人了解朱升及“九字三策”之说，来[j

《明史·朱升传》：

    太祖下徽州，以邓愈荐，召问时务。对日：“高筑墙

广积粮，缓称王。”太祖善之。

    《明史·朱升传》的资料来源，主要依据《朱枫林集》(朱

升，号“枫林”)。因为存《明史·艺文志》便著录了“朱升《枫

林集》I‘二卷”。时过境迁，今天的公私藏家均未见著录此

书，大约已经佚失。

    此外，有关朱升的文集还有两种版本：景泰本，万历本。

    景泰本：景泰七年(1456年)，朱升的曾孙朱显，将家

藏的朱升文稿交给曾任“御史”的同乡程富，于是程富编成

“十卷本”的《枫林文集》。此书亦佚。

    万历本：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由朱升弟子范准的

后裔、曾官至福建左布政使、休宁人范涞“校订”，朱升五世

裔孙朱时新“阅辑”，朱时脊“参阅”的“十卷水”《朱枫林集》

付梓。这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最早“家刻本”。近年来，书

目文献m版社(现改为国家图书馆m版社)《北京图书馆古

籍珍本丛刊·朱枫林集》影印本、黄山书社《朱枫林集》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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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几丛书．朱枫林集》影印本，都是

据此版本山版的。

    除《朱枫林集》外，朱升的独牛子朱同，撰写了《翰林侍

讲学士朱升传》一文，记录了朱升的一生事迹。朱同这篇文

章最初收于他修纂的《新安忐》中，《新安忐》今虽佚，但该

传有幸被明代入部史籍收录：

    一  金德珐《新安文粹》卷七，收录了《翰林侍讲学_上-

朱升传》(下文简称《新安文粹·翰林侍讲学士朱升传》)，刊

印的年代为天顺四年(1460年)。

    二程政敏纂修、欧阳旦增修《休宁志》卷二九上，收

录了《翰林侍讲学 +朱升传》(下文简称《休宁志·翰林侍讲

学上朱升传》)，T『jEIJ的年代为弘治网年(1491年)。

    三程敏政《新安文献j占》卷七六，收录了《朱学士升

传》(下文简称《新安文献志·朱学士升传》)，刊印的年代为

弘治十年(1497年)。

    四  程疃《新安学系录》卷十四，收录丫《朱学_上传》

(下文简称《新安学系录·朱学士传》)，YIj EIJ的年代为正德三

年(1508年)。

    五   焦姚《国朝献征录》卷二十，收录了《朱侍讲学+

升传》(下文简称《围朝献征录·朱侍讲学士升传》)，刊印的

年代为万历阴l‘四年(1616年)。

    六  朱升《朱枫林集》卷九，收录了《学士朱升传》(下

文简称《朱枫林集·学士朱升传》)，刊印的年代J刊样是万历

四十四年。

    六篇文章虽是同一作者，却出现如下三个问题：第一，

六篇文章rr『仅前两篇的文章标题相同，其余均不同。第_，

有四篇文章所标作者均为朱升的儿子朱『刊，第二篇文章米

标作者，第六篇文章亦无作者姓名，仅在标题卜-注日“载

《徽郡志》”——意思是原载于《新安志》。第三，经过核对，

前五篇文章除极个别字有出入外，全文市开同；而第六篇涉

及到朱升的关键事迹时，与前五篇有着完伞不同的记述。

    笔者正是根据上述“三个问题”、尤其是第入篇涉及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