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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居正，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个声名显赫的历史文化名入。
他所进行的改革，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由于得到了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全力支持，成效卓著，一举扭
转了持续走下坡路的颓靡政局，而彪炳于史册。
这是人们通常对他的了解。
人们往往忽略了很重要的环节：他死后，皇帝翻脸不认人，说他“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甚至
想对他“断棺戮尸”。
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官僚随声附和，乘机落井下石，诬蔑张居正“残害忠良，荼毒海内”，扬言：“
即斩棺断尸尚有余罪。
”为大明王朝鞠躬尽瘁的一代名臣，从高耸的云端跌落下来，竟然成了社稷罪人，这是为什么？
背后究竟有什么玄机？
“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这八个字是当时人提供的答案，言简意赅，揭示了张居正悲剧的根源，在于他显赫的权势，与皇帝
的容忍度之间的矛盾，在那种体制下，是难以调和的。
任何一个皇帝(除非他是白痴)，都不能容忍首席大臣凌驾于他之上，让他感受到震慑。
因此“祸萌骖乘”便不可避免。
然而，这毕竟令人遗憾，留下刻骨铭心的感叹，引起了人们纷纭的议论。
甚至对他有所非议的异端思想家李贽，也为之愤愤不平，说：“江陵(指张居正)宰相之杰也，故有身
死之辱。
”称赞张居正是“宰相之杰”，对于他死后遭到政治性凌辱，耿耿于怀，流露出正直人士对张居正的
怀念，对朝廷的不满。
值得注意的是，李贽说这话的时候，万历皇帝正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亲操政柄，他发表这样的意见，
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人们在欣赏李贽凛然气节的同时，也可以察觉到当时舆论界心目中的张居正，必有过人之处，令人难
以忘怀。
自从上世纪中叶传记文学家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问世以来，书中的主角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
历史学家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自1982年至今，畅销不衰。
他以独特的视角，流畅的文笔，重新解读这一段历史，用“世间已无张居正”这样的标题，来抒发他
对张居正别具一格的评价，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兴趣，以及多种多样的评论。
看来，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多侧面的张居正及其时代，至今依然是大家关注的话题。
笔者把题目定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原因就在于此。
张居正在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担任内阁首辅，得到皇太后李氏与小皇帝朱翊钧的充分授权，以及司礼
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密切配合，得以“代帝摄政”。
凭借这样的特殊身份，他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雷厉风行，势不可挡。
当时人把这种久违了的政局，称之为“朝下令而夕奉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
真所谓言必行行必果，丝毫不拖泥带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因此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改变了嘉靖以来政局颓靡，财政亏空，边防废弛的局面，实现了富国强兵的
目的，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最为富庶强盛的一段辉煌。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
改革与改革家，是近年来一个热门话题，这或许是现今人们依然对张居正怀有兴趣的原因所在吧！
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把张居正与历史上的改革家加以比较，姑且不论吴起、商鞅，即以王莽、
王安石为例，他们改革所取得的成效，都难以与张居正比肩。
这是什么原因？
确实值得深长思之。
日本东洋史学先驱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上课时，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自古以来中国的历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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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认为实行《周礼》毫无价值，而最近读了一些社会主义书籍的人，则对其实施的一些社会政策的做
法表示欣赏。
但这两者都不符合事实。
《周礼》中的政治，是根据当时的理想而制订的，应用《周礼》第一个失败者是王莽，第二个失败者
是王安石。
”有意思的是，张居正没有重复王莽、王安石的改革模式，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张居正是科举正途出身，从秀才、举人直至进士，并且在儒学气息极为浓厚的翰林院工作多年，受儒
术的熏陶是毋容置疑的。
但是，他并不沉迷于经学。
他深知，社会的弊端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要想拨乱反正，挽狂澜于既倒，儒术和经学显然是无
能为力的，必须用法家理论和权谋，下一剂猛药。
张居正深谙法家真谛，把它用儒术加以缘饰，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他特别强调“综核名实，信赏必罚
”这一法家名言，在施政时坚定不移地予以贯彻。
他在与同僚议论治国理念时指出，他开始执政之前，“国威未振，人有侮心”，因此必须推行法治，
依法治国。
他是这样表达的：“一切付之于大公，虚心鉴物，正己肃下。
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
务在强公室，杜私门，省议论，核名实，以尊主庇民，率作兴事。
”张居正的立身处事，充分显示了上述风格。
他自诩为“非常磊落奇伟之士”，不愿意“徇匹夫之小节”，因为他有更大的抱负：“慨然以天下为
己任”，所以他可以做到“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
为了依法治国，一定要做到“虚心鉴物，正己肃下”，目的是达到这样一个境界：“法之必行”，“
言之必效”，“朝下令而夕奉行”。
这种说一不二、令行禁止的风格，这种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风格，体现着崇尚“霸道”(而非“王道
”)的法家精神。
正因为如此，张居正身上少有儒家温良恭俭让的气质，少有仁恕的精神，事事处处都是咄咄逼人的严
刑峻法，讲究权术与谋略，甚至在权力斗争中堂而皇之地玩弄阴谋诡计，手法十分老练圆熟，可以置
脸面于不顾，可以对言官的弹劾、舆论的非难，熟视无睹。
所以在后人的眼中，作为政治人物的张居正，既是一个改革家，也是一个政客。
以往人们出于对他的崇敬，讳言政客的一面，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否则就不可能复原一个真实的张居正。
改革家和政客，一身而二任，是他的两面，忽视了其中任何一面，对他的认识都是片面的。
《明神宗实录》对他的盖棺论定，就注意到他的两面。
一方面肯定他的政绩：“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另一方面指出他的
过失：“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
这前面所说的十八个字，概括了他作为改革家的事功；后面所说的十六个字，正是他作为政客的本性
使然。
为了夺取内阁首辅的交椅，他可以不择手段，与太监头子冯保联手，心狠手辣地整垮高拱，进而施加
政治迫害。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与地位，他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置伦理道德、社会舆论于不顾。
他的悲剧，或许与此不无关系吧！
著名的清官海瑞，并非张居正的“同党”，恰恰相反，对张居正政见多所非议，但是，他对张居正的
评价是公正的。
对他死后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而且连累家属，情状惨不忍睹，而感慨系之。
海瑞总结其中的缘由，说了一句极富洞察力的话：张居正“工于谋国，而拙于谋身”。
所谓“工于谋国”，当然是指十年如一日地全身心投入政治改革，力挽狂澜，成效显著。
所谓“拙于谋身”，就意味深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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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说他无所顾忌地推行改革，树敌过多，结怨甚深，没有处理好与同僚、下属的关系；更是说他得
到太后与皇帝的充分信任，权力达到巅峰状态时，过于肆无忌惮，而不知收敛，忘乎所以地自诩：“
我非相，乃摄也。
”这在帝制时代是有“僭越”嫌疑的，也就是所谓“威权震主”。
无怪乎《明实录》在为他“盖棺论定”时，写下了发人深省的一句话：“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威权震主，祸萌骖乘”这八个字，就是张居正悲剧的根源。
无论功勋多么卓著的首席大臣，在皇帝眼里不过是“臣子”而已，绝对不能“僭越”，使皇帝感受到
震慑。
张居正如此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居然对于这个关键有所疏忽，忘乎所以，难怪海瑞要说他“工于谋国
，而拙于谋身”了。
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话题。
读者诸君欲知其详，请听在下细细道来，还原一个真实的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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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居正，一个皇帝面前一言九鼎、声威赫赫的人物，一个雷厉风行、锐意改革，并且成效卓著的
改革家，在他死后，却被同一个皇帝说成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甚至想对他断棺戮尸。
从高位到罪人，也许就在于皇帝的一念之不同。
　　君臣之间，何其微妙。
　　“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是当时人给出的张居正这种结局的缘由，也是值得后人深长思之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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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初涉政坛的徘徊1.家世与科举嘉靖四年（1525），张居正出生于荆州府江陵县。
荆州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地方，也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然而张居正的原籍并不在这里。
他的远祖张关保是凤阳府定远县人，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同乡，也是明朝开国元勋李善长为核心的“淮
西集团”众多文臣武将的同乡。
元朝末年，张关保和乡亲们一样，参加了造反的红巾军（又称红军），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
明朝建立后，张关保被授予军职，分配到荆州府的归州。
从此，张家后人便成了荆州人氏。
张居正曾祖父张诚，从归州迁移到江陵县，在此定居。
所以，张居正科举考试填写的履历表“籍贯”一栏，就写着荆州府江陵县；待到他显赫以后，人们按
照当时官场的惯例，尊称他为张江陵先生，或者索性叫他“江陵”。
犹如江西贵池人夏言叫做“贵池”，江西分宜人严嵩叫做“分宜”，河南新郑人高拱叫做“新郑”，
松江华亭人徐阶叫做“华亭”，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称呼方法。
张居正的家世并不显赫，世袭的军户身份，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家境也属于贫寒一类。
父亲张文明，想通过科举道路改变家庭的境遇，多次参加考试，都名落孙山，连个举人也没有考上，
终其一生，只是一个落第秀才而已。
张居正后来为父亲写的小传《先考观澜公行略》，谈起这一点，似乎有为尊者讳的意思，称赞父亲从
小就很“警敏”，“为文下笔立就，不复改窜，口占为诗，往往有奇句”，简直是一个才子，唯一的
缺点就是“不能俯首就绳墨”：不愿埋头钻研四书五经，学问方面差了一些。
张文明自己也知道学问不行，就把全部梦想都寄托于儿子身上，希望他科举仕途顺利，跃登龙门，改
变张家的困境。
张居正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发愤攻读，学识卓异，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还算比较顺利。
这得归功于两位伯乐式的恩师的提携。
第一位恩师就是李士翱，这位荆州知府在主持童生考试时，发现名叫张白圭的少年很有才华，非常欣
赏，认为白圭这个名字不好，帮他改名为居正，不仅对他寄予厚望，而且极力向湖广提督学政田顼推
荐。
田顼当场出题考试，张居正的文章写得相当出色，发榜时果然名列榜首。
一时间，“荆州张秀才”声誉鹊起。
张居正飞黄腾达后，对恩师李士翱的奖掖始终念念不忘。
第二位恩师是顾璘。
这位湖广巡抚慧眼识英才，在众多参加嘉靖十五年（1536）武昌乡试的秀才之中，看中了年仅十二岁
的张居正，对他赞誉备至，特地写诗相赠，称赞他“今看十岁能长赋，何用从前咤陆机”，令居正感
怀不已。
张居正晚年在给朋友的信中，对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依然记忆犹新，感恩戴德。
他说，湖广巡抚顾磷初次见到他，就赞誉他是“国士”、“神童”，把他引为“小友”。
顾磷多次对同僚说，这孩子将来有治国的“相才”，可以和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李邺侯（唐朝宰相李泌
）相媲美。
有一天，顾磷在家中设便宴款待居正，叫他的小儿子顾峻出来相见，介绍说，这位是荆州张秀才，将
来担任中枢要职时，你可以去求见，他必定会感念昔日老朋友的儿子，出手帮你一把。
张居正谈起四十年前的这些细节，历历在目，仿佛昨天的事情，流露出对于顾公知遇之恩刻骨铭心的
感念，只有以死相报，才能了却这一段恩情。
这时的他已经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一般情况下很少向人透露内心的隐秘，他却向朋友坦然表示这段
恩情一直埋藏在心中，从未忘却。
遗憾的是，顾公过世以后，顾府家道中落，他如果无以为报，必将铸成终生大恨，恐怕无脸再见顾公
于黄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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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一再请求朋友帮忙，才使顾公的后人得到照顾，才不至于有忘恩负义的遗恨。
这是后话，暂且打住。
少年张居正发愤努力，果然没有辜负李翱与顾磷的期许。
不过也经历了一些曲折。
他虽然被誉为“神童”，但科举考试并不顺利，举人考了两次，进士也考了两次。
也就是说，乡试与会试的第一次都落第了。
看来张居正并不是应试教育的宠儿，也不是死记硬背的能手。
嘉靖十九年（1540），他再次参加湖广乡试，考中举人。
四年之后，进京参加会试，结果意外地落第，没有被录取为进士。
这使得被誉为“神童”的他颇有意料之外的失落感，或许是少年得志有些忘乎所以，才马失前蹄？
他后来在给儿子张懋修的信中回顾这段往事，并不怨天尤人，而是有所检讨的。
他坦然地说，由于小小年纪轻易地取得秀才、举人的功名，有些忘乎所以，以为进士及第是“唾手可
得”的事，于是乎放松了学业，尤其是放松了科举考试的本业：四书五经的钻研，心有旁骛。
确实，张居正对于应付科举考试的所谓“制艺”，是不屑一顾的，他有更深的关注点与“治国平天下
”紧密相关的政治实务。
落第以后，他幡然悔悟，不得不回到应试教育的轨道上，埋首于四书五经。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是丁未年，丁未会试与殿试，张居正都顺利通过了。
他终于登上了科举的最高台阶，跃登龙门，进士及第。
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仕途生涯。
按照常规，新科进士必须有一个见习的过程，张居正也不例外，被分配到翰林院担任庶吉士。
翰林院是负责编写历史和管理图书的中央政府部门，庶吉士是没有官品的练习生，新科进士经过庶吉
士阶段，才可以授予有品级的官职。
仅仅从字面上理解，翰林院似乎是一个清闲机构，其实不然。
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翰林院至关重要，进入内阁的官员大多是翰林院出身，而内阁是中央政府的中
枢。
庶吉士虽然只是练习生，没有官品，却是通向内阁的起步。
当时人把庶吉士看作“储相”内阁的人才储备处，内阁大学士的候补队伍，并非夸张其辞。
不久，张居正被分配担任翰林院的编修。
这个“编修”职务，是负责编写国史和实录的七品官员。
在这个岗位上，他居然徘徊了十年之久。
丁未会试的主考官孙承恩、张洽，成了张居正的座主；分房考官陈以勤、吴维岳，披阅他的考卷，成
了他的房师。
与张居正同科成为进士的都是一时之选。
一甲第一名李春芳，后来成为张居正的顶头上司与同事。
其他如殷士儋、王世贞、汪道昆、王宗茂、凌云翼、陆光祖、宋仪望、杨继盛等，都声名显赫，正如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所说：“这一科有第一流的首相，第一流的文人，立功边疆的大帅，弹劾权幸
的忠臣，可算得人甚盛。
”2.彷徨于政坛高层的权力争斗十年寒窗，一登龙门，从一介寒士变为一个官僚，对于张居正而言，
意味着远大的前程正在向他招手。
但是，今后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官场充满了勾心斗角的纷争，仕途是坎坷曲折的。
即使像张居正那样的铁腕人物，也会丧失自信，打退堂鼓，既出乎意料，也在情理之中。
在担任翰林院编修五年之后，即嘉靖三十三年（1554），他以健康不佳为理由，辞职回乡。
对于从不言败的张居正而言，无疑是一件咄咄怪事，需要细细的分析。
回家休养身体，固然是一个理由，但这个理由太不充分真正的理由是对于政坛高层的权力争斗感到彷
徨，无所适从，不如跳出圈子，图个清静。
这完全不像张居正的性格，他后来身处权力中心，纵横捭阖，得心应手地玩弄权术，与此形成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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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差。
五年之前，他第一次表露自己的治国理念。
嘉靖二十八年（1549），他向皇帝呈上了一份奏疏：《论时政疏》。
这份奏疏指出了朝廷政治的病症，关键在于皇帝沉迷于道教，不理朝政，拒绝大臣的批评，导致政局
日趋紊乱。
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宗室藩王骄纵恣肆，官吏荒废本职工作，吏治因循腐败，边防武备废弛，财政
连年赤字。
应该说，这些批评都是抓到要害的。
为了使得皇帝能够接受这些意见，他语重心长地说：臣听说英明的君主不会憎恶臣下言辞危切的进谏
，因而在青史留名；仁人志士不回避杀身之祸而向皇帝直言进谏，使得国事避免失误，因而功勋流芳
百世。
然而，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最不喜欢臣下向他谏诤，听不得批评意见，小小的翰林院编修的奏疏当然
不在他的眼里。
张居正满怀希望的进谏，一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这令他感到伤心，对朝政感到失望，这恐怕是促使他辞职回乡的一个原因吧！
但是，还有更加震撼的事件发生，促使他断然下定决心，暂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那就是内阁首辅夏言被处死事件，这毫无疑问是政坛大地震，是当时最具震撼力的爆炸性新闻。
夏言是嘉靖时期政坛高层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大臣，有才干，有抱负，但为人锋芒毕露，行事无所顾
忌，遭到他的内阁同僚、江西同乡严嵩诬陷，被皇帝处死，堪称当时震惊朝野的政治悲剧。
以内阁首辅的显赫官阶，而被绑赴西市斩首，实在是明朝建立以后罕见的反常现象。
类似的事例只有到明朝临近灭亡的崇祯时期才有再现，内阁首辅薛国观、周延儒被皇帝“赐自缢”遵
命上吊自杀。
然而这是秘密处死，至少还顾及死者的面子，与夏言的公开绑赴刑场处死，不可同日而语；何况薛国
观、周延儒之流人品卑劣，咎由自取，无法与夏言相比拟。
毫无疑问，这是一幕令人感叹的悲剧。
造成夏言悲剧的原因，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受到政敌严嵩的排挤与诬陷；二是他本身对于朝廷“潜
规则”的忽视，失宠于皇帝。
夏言于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及第，担任兵科给事中时，遵照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指示，清查北直隶
皇亲国戚霸占民田的劣迹，与贵族、宦官正面较量，这种无所畏惧的政治品格，被舆论界传为美谈。
不久，他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协助内阁首辅李时处理内阁事务。
李时病故后，他升任首辅。
看来，夏言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又深得嘉靖皇帝的信任，使他有点得意忘形。
正是出于这种心态，使他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同僚，而又缺少城府，即使对待像严嵩这样厉害
的角色，也是如此。
这就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严嵩虽然比夏言进入内阁晚六年，却比夏言早十二年得中进士，资历不浅，时时都在觊觎内阁首辅的
位置。
夏言对此浑然不觉，始终以内阁首辅的身份，把同在内阁的严嵩看作下属，颇有一点颐指气使的样子
。
别看严嵩日后专擅朝政时不可一世，当时在夏言面前却是一副别样的面孔，甘愿放下身段，以下级对
待上级的恭敬态度，阿谀奉迎，唯唯诺诺。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谈到这一情节，有一个极妙的比喻：“如子之奉严君”好像儿子侍奉严厉的父
亲那样。
夏言从内心瞧不起严嵩，常常在公开场合对他冷嘲热讽，严嵩不但不生气，反而更加恭敬如仪。
为了讨好夏言，严嵩亲自拜访夏府，向夏言下跪，递上宴会请柬，请夏言赏光。
夏言丝毫没有察觉严嵩的阴谋，安之若素。
更要命的是，夏言日渐流露出对皇帝的不满情绪，而这一点恰恰被老奸巨猾的严嵩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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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皇帝沉迷于道教玄修，一心只想得道成仙，不喜欢穿龙袍、戴皇冠，索性身穿道袍，头戴香叶冠
，把自己打扮成道士模样。
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大臣们也和他一样打扮，头戴道冠，身穿道服，脚着道靴，出现在朝堂之上。
善于阿谀奉承的严嵩百分之一百地照办；耿直而迂执的夏言以为此举有失朝廷体统，拒不执行，一如
既往地身穿朝服，出现在朝堂，与周围的同僚显得格格不入。
刚愎自用的皇帝十分不满，以为这是夏言对他的“欺谤”。
从此对他表示厌恶，对严嵩日益宠信。
一直在窥测时机的严嵩，乘机出手，利用陕西总督曾铣提出收复河套地区的建议，宣称幕后指使人是
夏言，陷害夏言和曾铣。
此举正中皇帝下怀，他早已对夏言屡屡违背圣旨，有所不满。
接到严嵩的奏疏，立即下达圣旨：处死夏言、曾铣。
夏言死得很惨，堂堂内阁首辅居然被绑赴西市斩首示众，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对于朝野的震撼
力是难以形容的。
身在朝中的张居正第一次领略到官场权力争斗的险恶，人微言轻的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似乎与他无关
，但是政治地震的冲击波他感受到了。
尤其令他难以释怀的是，正直人士受到邪恶势力的排挤打击，是非颠倒，使他深感失望。
这或许是促使他辞官回乡的又一个原因吧！
3.恩师徐阶的虚与委蛇夏言死后，严嵩又排挤了新任首辅翟銮，如愿以偿地升任内阁首辅，开始了他
长达二十年的专擅朝政的时代。
内阁次辅徐阶与他的矛盾逐渐激化了。
徐阶与张居正的关系非同一般。
他是张居正在翰林院担任庶吉士时的指导老师，当时徐阶以吏部左侍郎身份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其
职责之一就是教育、辅导那些庶吉士，是张居正名副其实的业师。
这种师生关系在官场是至关紧要的，日后徐阶提拔重用张居正，都与此密切相关。
因此，徐阶与严嵩的矛盾，张居正难以置身事外。
徐阶这个松江府华亭县人，具有江南人典型的身材与品格，据《明史》的描述，徐阶身材短小，皮肤
白皙，聪明机灵，有权术谋略，却深藏不露。
但是，他也并非一味的明哲保身，年轻时也曾经锋芒毕露，直言无忌，用激烈的言辞反对内阁首辅张
璁迎合嘉靖皇帝尊崇道教贬抑孔子的主张，既是在批评首辅，也是在批评皇帝。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由翰林院编修被贬谪到偏远地方。
徐阶并不因此而消沉，依然在追求自己的抱负。
不久，他奉调回京，出任京官。
经过此番挫折，他有所领悟，收敛起锋芒，日趋圆滑，日趋老练，深知要在朝廷站稳脚跟，步步高升
，必须获得皇帝的宠信，舍此别无他途。
于是，他和其他阿谀奉承的官僚一样，把自己的文学才华用于帮助皇帝撰写“青词”（道教文书），
颇受痴迷于道教的皇帝的青睐。
在这一点上，他和那些“青词宰相”并无二致，和严嵩也不相上下。
徐阶的阿谀奉承获得了皇帝的宠信，经常单独召见，和他长时间对话，当时叫做“召对”。
皇帝的单独召对，是对亲信大臣的特殊待遇。
何况他的才干谋略明显高于严嵩一筹，引起了严嵩的猜忌，两人的分歧逐渐显现。
此时的徐阶已经升任礼部尚书，在不少政见与对策方面，和严嵩有明显的分歧。
圆滑老练的他，采取阴柔的态度，淡化分歧，虚与委蛇，小心谨慎地和严嵩相处。
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严嵩的孙子，以政治婚姻的方式联络感情，化解两人之间的矛盾。
正如黄景昉《国史唯疑》所说，徐阶鉴于夏言等人遭到严嵩陷害而惨败的前车之鉴，不得不对严嵩委
曲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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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这八个字是当时人提供的答案。
读《张居正与万历皇帝》！
为大明王朝鞠躬尽瘁的一代名臣，从高耸的云端跌落下来，竟然成了社稷罪人，这是为什么？
背后究竟有什么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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