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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京师、中都燕邸生活经历小考

王 平，何池友，石 魁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01）

摘 要：洪武十三年朱棣之藩北平前，曾在京师（南京）、中都（凤阳）暂住过近十年时间。在京师和中都的宫中，皆

有朱棣的临时燕邸。在京师燕邸，他遵照规定常常侍奉在朱元璋身边聆听教诲；先后在大本堂和文华殿

中跟随老师读书、学习；洪武九年，遵从父命与徐达之女成婚。在中都凤阳，朱棣缅怀祖先之恩德，追忆先

辈之功绩，了解民风民情，学习攻守之略，提高理藩能力。徐氏亦随之前往，明仁宗朱高炽即诞生于此。

关键词：朱棣；京师；中都；燕邸（燕王府）

中图分类号：G112；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17）02-0078-04

朱棣于“洪武三年，封燕王。十三年，之藩北

平”。［1］从洪武三年（1370）到永乐元年（1403），朱棣做

了23年的亲王，他的亲王府即为燕王府或燕邸。

燕邸有几处？就目前的资料看，至少有三处：京

师（永乐十八年九曰丁亥“诏自明年改京师为南

京”）、中都凤阳和北平。洪武十三年（1380）之前，朱

棣在京师生活，曾在凤阳短暂居住，之后就一直住在

北平。北平燕邸的历史，文献多有记载，学界讨论亦

很多。但是，关于朱棣在京师和中都燕王府生活，史

料缺乏，论者寥寥，尤其是中都凤阳燕邸的经历，很

少被提及。在京师和凤阳，朱棣度过了近十年光景，

他从一个10岁的少年成长为20岁的青年。可以说，

这是朱棣的一个重要人生阶段，为他以后“之藩北

平”、夺取建文江山奠定了基础。从学术的角度看，

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

一、册立封藩，暂住京师

皇子册立封藩是明朝国策。洪武三年，朱元璋

“择名城大都，豫王诸子，待其壮而遣就藩服。”［2］此后

又于洪武十一年、二十四年分藩诸子，三次共分封二

十三王。朱棣乃首次分封之藩王。

明太祖实行封藩是有其历史及现实考量的。就

历史依据而言，应该是仿汉制①。朱元璋出身布衣，

人生经历颇同刘邦，“亦遂有一汉高在胸中，而行事

多仿之”，于是他“分封子弟于各省，以建屏藩，即汉

初分王子弟”。［3］今人吴晗进一步指出明初封藩是朱

元璋考察前代郡县制和封建制后所采取的“折衷办

法，是西汉初期的郡国制”②。此论甚当。就现实考

虑而言应该有多方面，但至少两个方面尤为重要：其

一，“藩屏国家”（见《王相府长史敕》）；其二，“天子命

礼，诸侯遵守而行之。”（见《王府典仪正敕》）［4］。从诸

多迹象看，利用诸王藩屏国家的目的超过遵守礼制

的目的。明初封藩有两种类型：封于边塞和封于内

郡。封于边塞者如燕、宁、辽、谷、代、晋、庆、秦、肃

等，“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傅险陿，控要害，佐

以元侯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

望”；封于内郡者如周、楚、齐、潭、鲁、蜀诸王，他们

“护卫精卒万六千余人，牧马数千匹，亦皆部兵耀武，

并列内郡。”［5］朱棣封于燕，属封于边塞一类。“以燕旧

京且近北虏，择可以镇服者，遂以封”。［6］

朱棣的藩国在北平，朱棣受封时年仅十岁，尚在

少年。与朱棣情况类似的还有其他皇子，他们在册

立时年龄很小，有些“年幼者则遣官保抱以从事”。［7］

因燕乃元朝故都，地处北疆，幼小的朱棣无法赴藩就

任，直到洪武十三年才赴藩就任。所以，二十岁之前收稿日期：2016-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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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能暂住京师，内宫自当有其临时王府，在这个临

时燕王府中朱棣生活了十年。需要指出的是：朱棣

暂住京师王府期间，北平燕邸的营建已经开始，基本

依元旧宫而修建。史载：洪武十一年（1378）冬十二

月，定诸王宫城制式。太祖曰：“除燕王宫殿仍元旧，

诸王府营造不得引以为式”。［8］

二、聆听父训，从师读书

住在京师燕邸的朱棣，同太子以及其他年幼亲

王们一样，要遵从惯例侍皇伴驾。他们要在朱元璋

退朝后，“侍”奉在其身边，随时聆听其教诲。朱元璋

教育皇子们的内容大抵多为修德进贤、治国理家之

方略，相关文献对此多有记载。洪武元年十二月己

巳，“上退朝还宫，皇太子、诸王侍”，他指着宫中隙地

对皇子们说：“此非不可起亭台馆榭，为游观之所，诚

不忍重伤民力耳！惜商纣琼宫瑶室，天下怨之。汉

文帝欲作露台，惜百金之费。当时国富民安，犹不欲

耗中人之产以为一身之娱。尔等宜以为法鉴。”［9］洪

武六年三月，朱元璋组织人编成《昭鉴录》，颁行并

“训诫诸王”［1］28；五月“《祖训录》成，……上（朱元璋）

亲为之序……颁赐诸王，且录于谨身殿东庑乾清宫

东壁，仍令诸王书于王宫正殿内宫东壁以时观

省”。［10］洪武九年春正月，“丁巳，太子、诸王侍。上顾

谓之曰：‘汝等闻修德进贤之道乎？’”［11］他告诫诸子

说：“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贤者汇进而不肖者自

去，能修德进贤则天下国家未有不治，不知务此者鲜

不取败。夫货财声色为戕德之斧斤，谗倿谄谀乃杜

贤之荆棘，当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于嗜

好，则必为其所陷矣，汝等其慎之。”［10］1731朱元璋严格

要求子孙们以史为鉴，努力修身，近贤人远谄媚，反

对奢华，爱惜民力，保国安民。可谓见识高远，为一

代明君。

朱棣暂住京师时，还要与太子朱标以及其他亲

王一起跟随老师读书、学习。宋濂、桂彦良等曾为皇

子们授课，读书地点先在大本堂，后移至文华殿。《翰

林记》“大本堂授经”条载：“国初置大本堂，取古今图

书充其中，召四方名儒教皇太子、亲王用学。……其

后，皇太子读书在文华殿，而亲王则出就所居府。”［12］

《明史》亦载：“洪武初，置大本堂，充古今图籍其中，

召四方名儒训导太子、亲王。……已而，太子居文华

堂。”［13］太子和亲王们学习内容大抵为“先读《四

书》”，“次读经或史”，再“习写字”等。皇子们离开大

本堂转移到文华堂的时间大约是在洪武六年，《殿阁

词林记》记载：“洪武六年，开文华堂于禁中，以为储

材地。……命光禄日给（酒）馔。每食，皇太子、亲王

迭为主，（张）唯等侍食左右。”［14］

三、以父婚子，宫中成婚

洪武九年（1376年）春正月，时年十六岁的燕王

朱棣大婚，“壬午，册太傅、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长

女为今上（即朱棣）妃。”［10］1737徐氏即后来的仁孝皇

后，她“幼贞静，好读书，称女诸生”。朱元璋闻其贤

淑，特召其父徐达约为婚姻，说：“朕与卿，布衣交

也。古君臣相契者，率为婚姻。卿有令女，其以朕子

棣配焉。”［15］

朱棣大婚的记载缺失，他与徐氏于何处成婚，没

有直接的资料予以记载。但明代亲王婚礼皆有定制，

欧阳德给嘉靖帝上“疏言”中言及亲王婚姻的规定：

“曩太祖以父婚子，诸王皆处禁中。宣宗、孝宗以兄婚

弟，始出外府。”［16］朱元璋为朱棣挑选王妃徐氏，并亲自

向其父徐达约为儿女亲家，此乃“以父婚子”。按惯

例，燕王夫妇婚后应住在皇宫“禁中”。除欧阳德之说

外，据洪武八年秦王朱樉娶次妃的记载也能推知朱棣

与徐氏成婚于宫中燕邸，《明太祖实录》载：秦王成婚

时先“礼物与亲王妃”，再“同妃家择日至王宫铺房”，

成亲之日，“到妃家请妃上轿……由御桥西板桥至午

门西门下轿。入门上轿，至右顺门。……”［10］1719这则

资料表明：秦王朱樉的婚礼是在宫内秦王“王宫”完成

的。朱樉为朱元璋次子，为其他亲王之首，燕王朱棣

等亲王婚礼大抵可参照其规制。

四、赴藩之前，出游中都

朱棣曾自述说：“朕少时尝居凤阳，民间细事，无

不究知。后受命镇北方……。”［6］441赴藩北平前，朱棣

除了在京师皇宫居住，还有过中都凤阳生活的经历。

中都于洪武二年九月始建，其规模依照“京师之

制”，洪武八年四月罢建。凤阳府城是中都重要的城

阙，“明洪武七年建。周五十里有奇，高丈余，皆土

筑，惟东北砖垒四里余。门十有二：曰洪武、朝阳、独

山、涂山、父道、子顺、长春、长秋、南左甲第、北左甲

第、前左甲第、后左甲第。其长秋、父道、子顺三门后

裁，九门名犹存”。［17］中都内建有皇城，《明史》“地理

志”记：“中为皇城，周九里三十步，正南门曰午门，北

曰玄城，东曰东华，西曰西华。”［18］

朱棣到凤阳的时间是在洪武九年二月，“庚子，

上以秦王樉、晋王棡及今上将之国，命先往凤阳观祖

宗肇基之地，俾知王业所由兴。”第二天，皇子们就动

身到了凤阳。［10］1747-1748中都之行是朱元璋的刻意安排，

其目的：一是要这些即将前往藩国的皇子们去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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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缅怀祖先，牢记大明江山来之不易；二是要让他们

知民情，学习攻守之略（即“讲武事”），以提高治国理

藩的能力。

其实，在此之前的洪武八年十月，朱元璋就曾

“命太子与诸王出游中都，以讲武事”［10］1747。不过，此

次“讲武事”活动，并没有燕王朱棣，《太祖实录》记载，

只有皇太子、秦王、晋王、楚王、靖江王参加［10］1710。朱

棣之所以没有一同前来，估计与他正在准备与徐氏

成婚有关。第二年正月，燕王大婚，然而大婚后一个

月，朱棣便从父皇之命与其他兄弟一起来到凤阳。

七个多月后，朱元璋才“召秦王樉、晋王棡、今上（朱

棣）还自凤阳”［10］1803。

此后，燕王又多次去凤阳，还将燕王府搬到了凤

阳，徐氏随之前往并居住于此。朱棣的长子朱高炽

（明仁宗）即出生在凤阳，时间是洪武十一年七月二

十三日。史载：“是夕，仁孝皇后梦冠冕执圭者上谒，

寤而生。”［19］两年后，朱棣携全家就藩北平，开始北方

燕邸的生活。

相关资料表明：朱棣在之藩北平前，有近十年暂

居京师和中都凤阳燕邸的生活经历。在这段时间，

朱棣和其他年纪尚幼的亲王一样，除从师学习外，还

受到父皇严格的教育。这是朱棣学识才华增长、个

性品格养成的关键时期，也是燕王婚姻家庭建立的

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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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Life Experience of Zhu Di in the Palaces of the
Jingshi and the Zhongdu

WANG Ping，HE Chi-you，SHI Ku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Anqing Normal University，Anqing Anhui 246011，China）

Abstract: Zhu Di had lived in the Jingshi (Nanjing) and the Zhongdu (Fengyang) for nearly ten years before he

went to Peiping to be the owner of the Yandi in the 13th year of Hongwu（A.D. 1381）. Zhu Di’s temporary palaces

were both situated at the imperial palaces in Nanjing and Fengyang. According to the stipulations, when Zhu Di

lived in Nanjing, he always served Zhu Yuan-zhang and listened the instructions from Zhu Yuan-zhang. Zhu Di had

studied at hall of Da-ben and hall of literary glory. In the 9th year of Hongwu（A.D. 1377）, Zhu Di obeyed Zhu

Yuan-zhang to marry the daughter of Xu Da. When Zhu Di lived in Fengyang, he cherished the grace and

recalled the merits of the ancestors, experienced the folk customs, learnt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strategy and

improved governance. His wife was with him at that period, and their son named Zhu Gao-zhi was born there,

who then became the Hongxi Emperor.

Key words: Zhu Di；the Jingshi；the Zhongdu；Zhu Di’s pa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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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ese Traditional Virtues and College Students’
Growth

MING Xiao-yan，GAOQing-l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 Sichuan 637002，China）

Abstract: The growth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rtues have

achieved some success, b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is still not optimistic. In this cas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in the

university education is proposed: it’s suggested to make the traditional virtues become the important spiritual force

for college students’growth and make the youthful vigor of collaga students infuse fresh blood into the traditional

virtues. As a result, a new generation of successors is cultivated; meanwhile our national culture is also enriched.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virtues；college students’values;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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