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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清秋子兄的热心读者，几年前曾经在天涯社区彻夜不眠地追看他的小说《我是北京地老鼠>，描
写都市深处漂泊如浮萍一样的草根人物之命运，几年来我所看过的同题材小说中，窃以为无过于此著
者。
清秋子兄在细致而诙谐地描写“地老鼠”们的生存时，处处能看到他笔端下表露出的一种悲悯情怀，
这正是最感动我的。
    正在我以为清秋子兄消失在茫茫网络中时，沉寂一段时间的清秋子重出江湖，连载的长篇引起追捧
如云。
尤令我钦佩的是，早在网路上成名的清秋子兄，为了避免因曾经的名气而使作品获得失真的高评价，
连载关于张居正此文时再次化名，以初出江湖的新人面孔出现，显然，其所获得的好评是真实纯粹的
、对文而不对人的。
    从今天都市中籍籍无名的草根命运，到近五百年来一流政治家之一的张居正的命运，作者所关注的
似乎从“小”变“大”，但不变的是那种悲悯大情怀。
    张居正这样一个位极人臣的大人物，后世一个普通书生，对其可悲者何7可悯者何？
    历史上多少已被雨打风吹去的风流人物，生前曾建立过赫赫伟业，左右着无数小人物的命运，但在
时代巨大的车轮下，他们依然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给后人留下一曲悲歌。
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人物，难道不可悲悯么’    张居正一直是史家和历史爱好者所关注的历史人物，
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认识犹如开矿，同样的矿藏，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的掘进会越来越深，就
在看上去资源枯竭、快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却往往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是因为人类对历史、对传统、对自身的认识总在不断提高。
有关张居正的历史、文艺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单说20世纪，先有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横空出世，
成为一座有关张居正研究的高峰．后有熊召政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让张居正再一次出现在现
代人的视野下。
当下文化领域关于明朝的人与事热浪滚滚，清秋子再在张居正这座被开掘多次的矿脉上往下开掘，难
度当然很大，但仍然有不同于前人的收获。
    清朝人所修的《明史》，对张居正的评价是  “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
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
而威柄之操，几干震主，卒致祸发身后。
书日‘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
”这是基于传统史观得出的结论，为人臣者不能威权震主，也不能仰仗君王的宠信而获得成功。
但若政治人物都吸取张居正的教训，便使中国的传统政治遇到了不可能解开的死结。
在皇权政治架构下，一个政治家只要没有取得最高的权力，哪怕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要干
一番大事业，要对社稷苍生做出大贡献，不能不依靠最高掌权者的支持，也不能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地避免功高盖主。
如此，政治家的作为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是事与愿违，播撒龙种，收获跳蚤。
清代的大政治家如曾国藩、李鸿章，没有一个人能取得张居正那样的成就，不是他们的才能比张居正
差，而是他们更善于保护自己。
晚清也就无可避免地重复晚明的结局。
    朱东润先生写作《张居正大传)时，正值外侮深重、烽火遍地，艰难的时局需要张居正那样力挽狂澜
的‘‘救时’’政治家，在朱先生的笔下，张居正成为一位忍辱负重为国家不顾个人安危的英雄，而
与张居正同时代的万历帝和某些文臣，则显得刻薄寡恩、自私丑陋，这种判断当然不错。
朱先生的见识显然已经超过简单地说张居正因威权震主而身后罹祸，因为当时的中国刚刚从帝制的泥
坑里迈出一只脚，古老的帝国正在向现代政治体制艰难地转型，但步履艰难，当时的人对张居正的认
识不可能超越时代，朱先生以同情的笔调为张居正一些道德上的瑕疵作辩护：在那种制度和文化下，
张居正不得不那样做。
朱东润所处的时代，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以私人道德、事功成败来论历史人物的传统史观，依然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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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全超越。
    如果今天我们再来看张居正，如果还停留在吸取张居正威权震主的教训，还停留在如何出淤泥而不
染，如何在传统官场中游刃有余的层次，那么说明我们对现代政治文明还缺乏起码的了解。
这些年来，一些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吸引人的卖点就是表现聪明的政治人物如何熟练运用官场各种
明暗规则，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如何在政治角力、权力倾轧中取胜，让现代中国人还津津乐道
于宫廷权谋之术，这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清秋予的这本书，固然也很精彩地写出明朝的政治生态，写出传统官场臻于炉火纯青的官场谋略，但
若局限于此，格局就显得小气，清秋子的书突破了这种虽然好看但陈旧的格局，写出了一曲悲剧英雄
无可避免的命运挽歌。
    张居正的悲剧，不是因为他不能认识威权震主的危险以及鸟尽弓藏的政治规律，也不是因为他不知
权变一味蛮干，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已经熟透了的文官制度培育的一位标准精英人物，他既能深谙世
情，又能通晓人性，知行兼能。
所以他在个人权力达到最顶峰时，清醒地认识到很有可能遭受霍光那种“骖乘”之祸——“骖乘”指
和皇帝同乘一辆马车，比喻太接近皇帝的位置。
他提出过乞休养老，想急流勇退，但大明朝还需要他，明知危机重重，他还义无反顾地留在首辅的位
置上一直到死，实现了自己曾对人表露的心愿：  “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
”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名臣海瑞评价张居正  “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海瑞表面上不畏权势，连皇帝都敢骂，但他将自己塑成帝国官员清廉正直的道德标杆，如此反而安
全系数提高，包括皇帝在内没有谁愿意去故意迫害一个道德模范而自毁形象，和张居正相比，海瑞确
实更善于谋身。
但能谋身的海瑞只能是政坛的点缀，不可能像张居正那样掌握实权，也就不可能真正地“谋国”。
“谋身”和“谋国”不可兼得。
张居正选择了“谋国”，说明张居正比海瑞更像一个伟大政治家，也更忠于大明朝。
骂皇帝的海瑞不但能活下来，而且成为五百年来官员清廉勤政的代名词，而张居正死后遭受种种侮辱
，家破人亡，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王朝、一种制度和文化的悲哀。
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时，他的亲人完完全全成为砧板上的鱼肉，连现代社会一个普通刑事犯的权利都没
有——今天，一个杀人放火的嫌疑犯。
公审时尚可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
这样的王朝，积累了再多的财富，养再多的兵，也避免不了突然崩溃的命运，由此我们能找到张居正
个人命运和明帝国命运之间的内在逻辑。
    清秋子的这本书，不仅好看，我以为最可称道的是，他通过讲述精彩的故事，用理解的、同情的悲
悯情怀，写出了一个大政治家和他所处的政治体制绕不过的悲剧命运，值得向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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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明掌门人(张居正)》编著者清秋子。

《大明掌门人(张居正)》内容提要：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知道他的人不少。
但是,人们对张居正的印象,多半来自中学教科书。
张居正究竟有怎样的功绩？
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思想遗产？
他的经历中有哪些令人惊心动魄的传奇？
本书详细地讲述了张居正的一生事迹,将明代政坛的几次大风波勾勒得扣人心弦,全方位地展现了明朝
中晚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貌,为我们送来了一场历史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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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清秋子，祖籍江苏宜兴，生于重庆，早年曾下乡插队八年，现居海南，专职写作。
一手创作“底层文学”，一手书写历史长卷。
代表作：《我是北京地老鼠》《深圳，你让我泪流满面》《张爱玲私人生活史》《中国人能做到——
民国实业家卢作孚》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明掌门人>>

书籍目录

序：以悲悯情怀写悲剧人物
第一章 宦海无边：他的舞台有多大？

第二章 天赋异禀：令人吃惊的少年才俊
第三章 潜龙勿用：他冷眼旁观一场场政治绞杀
第四章 血雨腥风：庙堂大决战为他扫清了障
第五章 先柔后刚：内阁门外的最后一级台阶
第六章 好风借力：在紫禁城的曙光中冉冉上升
第七章 夹缝生存：文渊阁终于飘起一片祥云
第八章 攘外安内：羽扇纶巾自东华门飘然而入
第九章 一山二虎：大政变于一夜之间到来
第十章 轩然大波：天上掉下来一个“王大臣”
第十一章 力挽狂澜：看他如何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第十二章 还富于民：治国就是要敢打真老虎
第十三章 道义沉沦：孤绝者高处越发不胜寒
第十四章 痈疽附身：有多少雄心大业浪淘尽
第十五章 身败名裂：黄钟大吕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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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个人，就是明驯的张居止。
 男儿若自强，就请记住这个名字。
并且还请记住，他被人拍案誉为“国器”的那一年，仅有十三岁。
壮哉！
张居正！
下面我就来讲述他的故事。
当今之世，早就没有什么“浊酒”了，那就来一壶浓茶提提神吧。
小人物也可聚在一起论古今，不是也很痛快吗？
 张居正，千古一相。
这是我认为的。
那么，他何德何能？
 这正是我要跟大伙儿讲的。
 有人说，史上只有名相诸葛亮、王安石勉强堪与之比拟。
不错！
这不是狂话。
因为张居正这位名义上不叫“宰相”而叫“大学士”的真宰相，和那两位名相比起来，他相当不同。
不同在哪里？
 那就是，他想干的，到了终归是干成了。
 诸葛亮为相，复兴汉室、直捣长安的壮志未酬。
这里既有刘皇叔先天不足的缺憾，也有他自己过于谨慎的原因。
 王安石，浪漫主义者也，人品、文采无可挑剔。
然而书生治国，昧于实事，所谓新政，扰民太甚，落得个“拗相公”诨名儿，遗憾千古。
且新政一出，当，开启了党争。
朝中小人借“新党”之名以营私，官员群体的敦厚之风一扫而光。
说北宋江山就断送在他手里，也无不可。
 而张居正怎么样? 他上台之初，帝国机构臃肿，官僚因循，效率极为低下。
你看，“法令、章程，一切的一切，只是笔纸的浪费。
⋯⋯成日办公，其实只是办纸！
”文件发下去，各部门归档，“从此匿迹销声，不见天日”。
（朱东润语）国家机构成了大小官员盘踞混饭吃的空壳子。
 唯有张居正卓然独立。
他不想学王安石头撞南墙去行什么“新政”，既乱了朝纲，又惹了是非。
他的办法是——老祖宗纸上写的，你就得给我办到。
 你听这几句话：“车之不前也，马不力也，不策马而策车，何益？
”（《辛未会试程策》） 不对吗?车跑得慢，是马不用力。
张居正，他抓住了一个庞大帝国的软肋——效率。
这位古代的效率专家，创造了奇迹。
其实，他也创制了“新法”，首要的一个就叫“考成法”。
考成，就是考核工作成绩。
不听你说了些什么，单看你做成了没有。
汇报汇报，不看材料，请拿实实在在的干货来。
 “考成法”再辅以高压，立刻见效。
瞒报虚报的，跟着就有雷霆打击接踵而至。
官员们哪个再敢敷衍？
“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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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
张居正传》）真是令人神往啊！
张先生仅仅在朝中做了十年“大佬”，帝国机器就又开始飞转了，“帝国官僚的效率达到了极点”（
黄仁宇语）。
有明一代，国祚两百七十七年，这尾巴上的零头七十七年，不妨说就是赖张先生一人之力才得以延续
的，这是不少史家的共识。
关键是，小老百姓从中也受益不小。
这方面我将在后面慢慢谈。
这样的宰相，这样的大臣，你能诟病他什么？
他不忠于国家么？
他眼中无视民间疾苦么？
他专权是为了私利么？
你没有这样的证据。
固然白璧也有瑕疵，可是，道德清白而无能的人，于民又有“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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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海瑞     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尔之议,死而后已。
谓之社稷臣,奚愧焉！
     ——邹元标     明代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
     ——梁启超     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做必要的让步。
     ——黄仁宇     性沉深机警,多智数。
     ——《明神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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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明掌门人:张居正》让张居正再一次出现在现代人的视野下。
当下文化领域关于明朝的人与事热浪滚滚，清秋子再在张居正这座被开掘多次的矿脉上往下开掘，难
度当然很大，但仍然有不同于前人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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