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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翻开《二十四史》，我们会发现史学家们为历代的隐士和清官写了不少传记，引起了我的注意。
对照西方的历史，虽然也有类似隐士的称谓和记载，但是，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影响远不如中国的隐
士那么显著，而且人数迄未形成为或大或小的群体。
我在青年时代曾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作了初步的探讨。
至于清官，和老百姓的关系较隐士密切得多，因为不像隐士那样处于在野的地位，而是在朝，要和最
高统治者皇帝以及公卿百官乃至将军等权势人物打交道，有时还发生了震惊朝野的重大事件。
有关清官的类似称谓和记载，在西方史书中也较中国史书少得多。
有感于此，我萌生了为清官写作传记的想法。
为清官下一科学的定义，并不容易，因为包含的内容相当复杂也。
《辞海》第1143页[清官]释文如下：称公正廉洁的官吏，与“贪官”相对。
元好问《薛明府去思口号》：“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
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
”不能说错，但是也许限于字数，说得太简单了。
清官绝对不仅仅与“贪官”相对，举例来说，《十五贯》中的过于执，并未贪污。
他根据苏戍娟的容貌“艳若桃李”，便断定她不可能“冷若冰霜”，便由此确认她和熊友兰私通，而
且这一男一女便是杀害尤葫芦的凶手也。
当然，过于执是朱素臣创造的艺术形象，不是真人真事，但过于执这样凭主观臆测进行断案的官员不
乏其人。
我以为清官基本上要具备以下的条件，首先是精细的观察能力和果断的分析能力，也就是说能把握事
件的本质及其关键所在。
被颂扬为“明察秋毫”、“秦镜高悬”的官员属于这一类。
封建社会的官员大都出身于科举，经过乡试、会试两级考试并取得名次的文人，应该说文化水平、理
解水平都是优选出来的人才。
担任多年文牍的书吏而提升为官员则经验丰富。
这两类官员之所以会出问题，往往是受到上级的压力，要抵制这种压力非要有冒丢官甚至被杀害等风
险的勇气不可。
汉代的董宣是典型的例子，所以有强项令之称。
另一种情况是受贿，行贿者往往用金钱、美女、华屋、名画等礼物，投其所好。
原则性不强的官员经不住诱惑，收受了下来。
即使他完全明白事件的真相，仍旧不愿弄清楚是非曲直，而只可能听从行贿者的要求办理，于是造成
冤案冤狱。
贪官也担心被揭发或败露，所以行贿者行踪非常诡秘。
汉代杨震一生清白，行贿者劝他接受贿赂，谓无人知晓，收之无妨。
杨震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坚决拒绝。
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廉洁奉公的官吏，俸禄之外不取民间一针一线，有时还用俸禄周济贫困百姓，自身的生活则异常艰苦
。
三国时吴国郁林太守陆绩回江南故乡时，行李只有寒酸的铺盖数件，船只因载重太轻，无法航行，最
后搬了岸上巨石压舱，方能启程，这也是一种典型。
当然，也有一批官员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做了许许多多兴修水利、移风易俗等好事，但却不
一定有传奇性的故事。
我之所以在清官之中首先选择海瑞写传记，主要是因为他的确兼备了清官各方面的特点，既能通过事
物的现象看本质，可谓清明。
不考虑任何外来因素，不考虑个人得失、生死，坚决按原则、按是非办事，可谓清正。
无论在朝在野，无论品位高低，始终布袍脱粟，不图锦衣玉食，可谓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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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与官风不正、学风不正、为富不仁者交往，敬而远之，可谓清介。
从各方面看，海瑞都是经得起考验的清官。
海瑞一生，从任南平县学教谕起，开始进入官场，便因不肯轻易下跪迎接知府、巡按御史，得罪了上
级。
任淳安知县时，法办寻衅滋事的副都御史鄢懋卿的公子，鄢懋卿借巡视为名到各地搜括民脂民膏，海
瑞婉言拒绝入境。
因为鄢是奸相严嵩的死党，海瑞这样做，许多富有正义感的官员、文人都异常钦佩，但也为他的命运
捏了一把汗。
任兴国县知县时，前任兵部尚书张鏊的侄子张豹、张魁到兴国收购木材时，无恶不作，张鏊和各级官
员相互勾结，予以包庇。
海瑞决定予以严惩，事情闹到江西总督吴百朋处，最后张豹、张魁仍被海瑞法办了。
海瑞进京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时，嘉靖皇帝已多年不上朝，一心求仙，严嵩虽然垮台，政局却未扭转日
趋恶化的形势。
内阁首辅次辅与各部尚书、侍郎等高官为保住乌纱帽，装聋作哑，海瑞以区区六品官却上了“直声震
天下”的《治安疏》，沉痛谏劝嘉靖，被关进了诏狱，随时都可能被处死。
嘉靖病故，海瑞出狱后累升至应天十府巡抚。
告老还乡的元老重臣徐阶是松江府华亭县人，正在应天十府管辖之内。
徐府横行乡里、侵占民田的罪行累累，到巡抚衙门告状者比比皆是，海瑞并未因当年下诏狱时徐阶有
救命之恩而徇私，勒令徐府退还了一批良田。
徐府乃联络在朝在野的众官员与大地主合力打击海瑞，海瑞被迫罢官而回故乡琼山。
乡居十多年后曾再度出山，到南京任南吏部侍郎等职。
南京的众京员，尤其御史等言官颇多败类，往往敲诈勒索，置公务于不顾，提学御史房寰劣迹尤多，
他先发制人，诬陷海瑞，引起了众多具有正义感的官员和文人的公愤。
但朝廷迟迟不作公断，直到海瑞将逝世时，房寰才被免职。
海瑞一生充满了惊涛骇浪，他的经历比任何清官都要复杂，很值得写一写。
我觉得海瑞的斗争比包拯、比况钟要艰苦得多。
包拯任开封府尹、三司使等官职时，北宋是最稳定的时期，宋仁宗赵祯头脑相当清醒，能掌握大局的
动向，朝中也不存在明显的政治宗派或集团。
凡是包拯作出的决定，宋仁宗大都支持，即使有人进行挑拨，话也不太容易被宋仁宗采纳。
再说，当时开封府尹的职务，非同一般，赵匡胤称帝后，即派其弟赵匡义为开封府尹。
后来赵匡义继承了皇位。
所以包拯在开封府尹任上的确威信极高，令行禁止，根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况钟在明洪熙、宣德年间由一名书吏一再提升为主事、郎中等官员，后来宣德皇帝直接派遣多名知府
到几处特别富庶的或军事要冲的府治担任知府，况钟被派到苏州。
民间称之为钦差知府，办事顺利之至。
再说朝中内阁辅臣基本上是杨土奇等一批江西人，江南巡抚周忱也是江西人，况钟也是江西人，一直
互通声气。
所以况钟从未和上级发生任何矛盾，他查办了几个不称职的官员，也基本是知县以下的品位极低的官
，所以并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再说况钟当时一心做他的苏州知府，也没有对朝中军政大计发表任何批评、建议。
他的两任苏州知府就是在十分平静的气氛中度过的。
海瑞远没有包拯、况钟那么幸运，任南平教谕、淳安知县时是奸臣严嵩当权。
到京任户部主事时，遇上了年迈的嘉靖，可说是典型的昏君。
后来皇帝几次更迭，先是徐阶、高拱争权夺利，徐阶与张居正相互勾结，挤走了高拱，张居正刚愎自
用，容忍不了海瑞，把海瑞迫得只好辞职回海南故乡。
七十多岁时又出山一次，申时行主持内阁，无张居正当年的才能和魄力，却懦弱而嫉忌贤能，海瑞一
筹莫展，与房寰等贪官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直到临终前不久，房寰才被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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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任官职的时间都不长，但却做了大量工作，即如在应天巡抚任上先后不到一年，兴修水利，清理
田赋、狱讼等等，都做出了显著的功绩。
反对他的人也无法否认。
所以我虽然行政工作极忙，还是挤出时间来写了一本篇幅较小的海瑞传记。
二我之所以写《海瑞》传记，还有客观上的原因，那就是《十五贯》在全国风行之后，上海市文化局
领导李太成同志叮嘱我注意一下历史上的清官题材，是否有适合于京剧或其他剧种演出的，希望我推
荐。
我浏览了许多清官的史料之后，向他提供了有关海瑞的题材。
并且说明《十五贯》况钟的《见都》一场，与巡抚周岑发生争执一事，戏剧性极强，但出之于艺术虚
构。
海瑞这位清官的历史经历确实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矛盾，生活本身充满了戏剧性，据实编写就很感动人
。
李太成认为我挖掘清官戏的历史题材的工作还是有一定成果的。
历史人物传记《海瑞》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我在浙江东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编译的《
刘伯温寓言》，也有几篇讽喻的气息颇浓。
疋好那是掀起反右运动的1957年，一位当时和我一起写剧评的同志认为我提倡海瑞是和“右派”相呼
应，必欲置我于“右派”方甘心。
李太成同志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有把我作为运动的对象。
1959年，全国忽然刮起一股海瑞风，据说党中央要提倡海瑞的刚正不阿的精神，而且中宣部副部长周
扬到上海来做提倡海瑞精神的大报告，要学术界、文学艺术界密切配合。
据罗竹风同志告诉我，当时机关各级干部纷纷找寻参考材料，惟一的一本就是我的《海瑞》，只有77
000字篇幅，比较简单，感到不满足。
但除此之外，只有明清两代原刻的海瑞文集了，阅读非常吃力。
至于吴晗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历史人物小丛书》本《海瑞》，却仅仅15 000字，简单到极点，而且出
版较晚，所以影响不大。
正因为我是惟一一本《海瑞》传记的作者，所以周扬到上海作了学习海瑞精神的大报告之后，我立刻
成了《解放日报》、《文汇报》、《劳动报》、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人民美
术出版社、上海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的组稿对象，忙得不亦乐乎。
在周扬做大报告的同一天，《解放日报》记者张世楷来电话，要求我为《朝花》写一篇海瑞的故事。
通讯员取走之后，又来电话谓题材与主题均可，但太短，要予以丰富发展。
晚饭后，他在报社等我，面谈加工的问题。
晚上六时半，我到报社，文艺部主任黎家健接待我时，说明并无其他要求，希望写得细一点、生动一
点，篇幅可以提供《朝花》整个版面，大约6 000字左右。
我正准备回家仔细思考时，黎家健说：“这篇文章明晨一定要见报，你就在编辑部里写，写完时叫我
好了。
”我知道党报安排的紧急任务，没有商量的余地，就喝了几口茶，开始写了。
好在史料都熟悉，用不着去翻参考书。
写到十一点多钟，就写完了。
字数只有5 000左右，也没有精神再增补了。
交到黎家健手里，他看了一遍，点头认可。
便放我回家了。
第二天，亦即4月17日，《解放日报》出版，《朝花》真的发了这篇文章，夜里我匆忙之中，未写题目
，报社代我拟了《南包公海瑞》的标题。
这天上午上海市文化局开会，由刘厚生传达周扬对上海文化学术界的报告。
传达结束时，他又加了几句话：“蒋星煜同志今天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南包公海瑞》，也是写的
海瑞著名事迹之一。
”《文汇报》当时负责人为陈虞孙，原是我的老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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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布置副刊《笔垒》主编徐开垒通知我，把海瑞一生事迹，写成18个段落。
他们已和程十发联系好，由他根据文字配画，用连环画形式发表，我也照办了。
在当时，读者当然是很欢迎这些作品的，《海瑞》这本传记得到再版的机会，时间催得急，内容来不
及再补充，只增加了2 000字篇幅。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张春桥直接操纵之下，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
》发表，此文首先歪曲了明史，歪曲了历史人物海瑞的本来面目，然后把学术问题、文学艺术问题无
限上纲，而且语气专横武断，飞扬跋扈，不可一世。
学术界、文学艺术界人士无不感到愤慨和震惊。
就在此时此刻，张春桥定下“引蛇出洞”的奸计，逼迫《文汇报》召开讨论姚文元文章的座谈会，名
单由张春桥决定。
开会通知则寄送参加者单位党委、党组，要求党委、党组保证被邀请者准时参加。
有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杨宽、刘大杰、谭其骧等十五位，我因为写了《海瑞》传记，1959年又
为《解放日报》、《文汇报》写了评介海瑞的文章，所以也在这十五位被邀者之中。
这次座谈会，大家的发言都表示了对姚文元文章的不满，认为不利于学术界的争鸣。
对于吴晗，认为他对海瑞的研究不够全面，《海瑞罢官》的剧本也欠完美，但吴晗热爱中国共产党，
绝对不是反党分子。
吴晗为《海瑞罢官》作了自我批判以后，《文汇报》再次召开座谈会，出席人员与第一次座谈会完全
相同。
因为第一次座谈会说明记录不公开发表，供内部参考而已。
所以第二次座谈会发言比较踊跃。
结束时，却宣布发言记录要在《文汇报》上发表。
此事完全出于大家意料之外，开始感到其严重性非同一般。
我的发言主要谈一个问题：对待历史人物，一般都主张一分为二地评价。
这一原则对海瑞也应该适用，如果适用，又应该如何分法。
1966年2月26日，徐景贤领导的写作班子用丁学雷的署名，在《解放日报》发表《为谁服务》一文说“
蒋星煜同志不但为这个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亲自参与设计”。
还说我和吴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随后即进行无限上纲的诬陷。
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我个人以及家庭陷入苦难的深渊。
“四人帮”被粉碎后，有关海瑞的一切冤案都得到了平反。
上海人民出版社将《海瑞》再版，我自问对海瑞的史料采择比较审慎、评价亦相当客观，因此对其生
平经历以及刚正不阿的嫉恶如仇的头争事迹均未作任何修改，在篇幅上略有补充。
1982年4月，我有机会访问了海瑞的故乡海南岛琼山县，并拜谒了正在重建的海瑞墓。
我所保存的有关海瑞的若干文物，被红卫兵用封条封在书橱中十年之久，我决定捐献给当地文管单位
，其作用比放在我身边要大得多。
当时海南尚未建省，称海南行政区，由中共广东省委一位副书记领导。
副书记名罗天，曾亲自到招待所来看我，态度和蔼可亲。
他对我捐献文物表示了由衷的谢意。
中共海口市委书记周训堂同志，和我接触了多次，他对历史学，对文艺都是行家，所以我们共同的语
言很多。
原来他在县里工作时，具体组织、领导了琼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和演出。
后来电影的《红色娘子军》成了经典，导演谢晋、主演祝希娟当然贡献很大，但最早发掘这一题材并
搬上舞台的周训堂也有一份功劳，知道的人就极少了。
周训堂同志很严肃地和我谈了一个问题：经过十年动乱，有关海瑞的文物均被破坏无遗，海瑞墓被挖
开，造反派没有找到什么殉葬的金银财宝，恰恰又一次证明了海瑞确是清官，但他们却更为怨恨，所
以作了毁灭性的破坏。
另一方面，即使在“文革”期间，海外侨胞回海南探亲时，仍念念不忘这位正气凛然的乡贤，还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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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园前面较远的地方焚香膜拜，使他深为感动。
现在修整墓园的工程正在进行，但“四人帮”的余孽心有未甘，暗地里仍在散布姚文元、戚本禹、徐
景贤等人污蔑海瑞的谬论，造成了一部分人的思想上的混乱。
听了这番话，我当然也觉得要认真对待。
周训堂同志要求我就海瑞的生平经历及其所作出的贡献作一次专题报告，说得异常恳切，我觉得义不
容辞，就接受了邀请。
报告是在中共海IZl市委大礼堂举行的，海南行政区、海口市两级的宣传部门、文教部门、外事部门、
旅游部门的同志都来听了报告。
根据周训堂同志的提示，我特别在将结束时提了一提海瑞的婚姻问题：海瑞是一个历史人物，不可能
是完人，他有他的局限性，尤其在婚姻问题上显然是大男子主义者，对女权很不尊重。
他曾不止一次娶妾，也是事实。
当时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婚姻法，在封建社会，娶妾并不违法，高级官员娶妾那就更普遍了。
再说，我们研究海瑞、提倡海瑞精神都是肯定海瑞的不畏强梁、廉洁奉公并尽力为老百姓办实事，从
未有任何人歌颂他的娶妾也。
报告会开完，周训堂同志认为讲得很好，许多问题也省得他一遍一遍地解释了。
三《海瑞》一书，以前三次出版，都没有序。
现在是第四次出版，觉得还是把写作动机、写作经过说一说好，所以写了这篇序。
正因为《海瑞》这本传记牵涉到的方方面面不少，所以序的内容也比较庞杂，有的地方也许已经扯得
远了一点，相信还是提供了知识或信息的。
蒋星煜200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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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朝后期的海瑞，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政治实干家，以为政清廉与刚直不阿著称。
他的政绩当时已广为传播，并为人民群众所爱戴，对后世亦产生深远影响。
本书知人论世，对海瑞为人先是作了全面评述，用以刻画出化总的精神风貌。
再分章剖析他的政治、教育和哲学思想。
如培养立身行教的致用人才，主张人法兼资的立国政策，固本培元的重民意识，求真求实的认识方法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都构成为海瑞思想的系列特色，并在明代实学思潮中占有一席之地。
本书最后对海瑞思想作综合性的评价，从而论证他在中国思想史上取得的成就和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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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星煜（1920- ），戏曲理论家。
溧阳人。
复旦大学肄业。
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在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任职。
先后在华东戏曲研究院、上海艺术从事戏曲研究工作。
1984年起兼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及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教授。
先后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戏剧学院、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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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明军的腐朽16世纪后叶的明朝是一个社会危机深重的时代。
当时我国历史上的鞑靼，居住在河套平原，其首领俺答(或作暗达)曾不断进攻中原地区。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又一次大举进攻，直达北京城下，俺答洗劫了通州、涿州等地和北京四
郊。
北京郊区的农民扶老携幼，其中还有不少被俺答的部队所杀伤的，逃到城门下面，希望能够进城避难
。
但是城门关闭不纳，农民们号哭的声音震天，皇宫里面也都可以听到。
这一次明朝损失的生命财物简直无法计算。
这时，身为明朝宰辅的严嵩不但不谋对策，反而乘此安插心腹爪牙，营私自肥，就在北京危在旦夕时
，严嵩还是不准别人出击，理由是：“塞上败，或可掩，失利辇下，帝无不知，谁执其咎?”那些高级
将领如仇鸾等，见了敌人都手足无措，只知道放纵士兵四出抢掠，有人在明世宗朱厚熄面前举发，朱
厚熄也不加罪。
许论做宣大总督时，专门杀良民作为战功上报。
严嵩的爪牙杨顺继许论而任宣大总督，刚到任便失陷四十余堡，觉得无法交代，就派人四出截杀逃难
的人，作为斩获的俺答的人马上报。
那时候锦衣卫经历沈炼充军在边庭，知道了这事，愤慨异常，写祭文吊奠这些既得不到保护反遭惨死
的人们，结果引起了杨顺的不满，他和严嵩设计害死了沈炼。
东南的倭寇之患在嘉靖晚年达到最高峰，沿海各省从江南一直到广东，包括海南岛在内，都曾受到倭
寇的祸患，倭寇甚至深入内陆，攻掠歙县、南陵等地。
隆庆以后虽然没有大帮前来中国，但是小规模的倭寇直到万历年间还经常骚扰沿海各地。
抗倭将领中，除谭纶、戚继光、俞大猷、张经等数人之外，其他大都比较软弱。
张经战功卓著，为严嵩及其爪牙害死。
浙江总督胡宗宪当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倭寇进犯时，自料不敌，便在舟山捉了一只白鹿，作为祥瑞
献给朱厚熄，朱厚熄也居然不问战况，为了这只白鹿而到太庙告贺。
浙江巡抚阮鹗不敢和倭寇开战，送了大批罗绮金银，另加库银数万两，请倭寇早日回去，倭寇因财货
太多无法装运，阮鹗再送给六只舰船，让倭寇满载而去。
阮鹗借此名目向民间搜括来的财货还远不止此数，大部分是饱了私囊，自己的帷、帘、盘、盂各色器
物也是金银罗绮做的。
江南各卫所的士兵对于倭寇毫无作用，被遣散以后就公然成群行劫，应天巡抚都御史翁大立打算捉为
首者，还未动手，被这批人先知道了，便打开牢狱，放出囚犯，一起去攻巡抚行署，翁大立仓皇之间
无以为计，只好带着妻子偷偷地逃走。
像这一类希奇古怪的事情，也是层出不穷的。
二  封建统治阶级的昏聩、贪鄙和残酷这一时期国内阶级矛盾也较以前趋于尖锐；皇帝和大臣们奢侈
淫靡达到了极点。
嘉靖帝朱厚熄一心只想成仙，先后找道士邵元节和陶仲文、方士段朝用等来京，给以高官显爵，让他
们出入宫禁。
段朝用对他说：“只要你不和宫外任何人接触，我们就有把握把黄金炼成不死之药。
”于是朱厚熄就命令太子监国，自己不问朝政，专门和段朝用在一起炼药。
太仆卿杨最和御史杨爵都因向朱厚熄进谏，被酷刑折磨而死。
甚至想救杨爵的主事周天佐、御史浦熔等也被这个暴君所杀死。
明穆宗朱载重和朱厚熄比较起来，已经算是清醒有为的了，但也是沉迷于后宫游宴，把教他怎样去玩
声色犬马的太监滕祥、孟冲、陈洪等当作最可靠的耳目。
给事中石星为此上疏进谏，玩得不亦乐乎的朱载重觉得很煞风景，命令将石星廷杖六十，监杖的刚巧
又是滕祥，石星于是痛骂，滕祥吩咐更加重打，结果打晕了过去。
户部尚书刘体乾等都是因为劝阻他节用太仓银两而被迫退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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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诸王的禄米随宗室的繁衍而日益增多，造成农民重大负担；诸王之中残暴的也不少。
嘉靖末年封于洛阳的伊王典模为了扩建宫殿，要住在贴邻的郎中陈大壮让房子，陈大壮不答应，典模
就派了十多个恶奴到陈大壮家中，不准陈大壮有茶饭下肚，陈大壮就此饿死。
又把城门关闭，抢了七百个少女，留下九十个最美貌的，余外全要他们家中人取款来赎。
当时贪污舞弊的风气到了“舆金辇璧，京邸为场；鬻爵卖官，朝堂为市”的地步，严嵩富可敌国，抄
家时单白银一项就有二百万两之多，称为名相的徐阶侵夺民田达十余万亩之多，张居正也有名相之誉
，回故乡湖广江陵葬父亲，沿途官员每顿供应酒菜一百样，他还嫌没有下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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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海瑞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突出的人物，但以前史学家一直对之不太重视，到1957年，我写的历史
人物传记《海瑞》出版，也仅77 000字篇幅，聊补空白而已。
1959年，明史专家吴晗写了中华书局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之一《海瑞》，仅15 000字，是通俗读物，
非常简单，不是学术论著也。
我因为主要做行政工作，学术研究也以古典戏曲为主，对海瑞的研究只是断断续续进行，《海瑞》一
书两三次再版，增补的史料极有限。
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三版出书，一次印行100 000册之多，篇幅仍只有86 000字，相当单薄。
但当时美国耶鲁大学亚东文化研究中心郑培凯先生在香港《抖擞》月刊发表书评，认为到1979年为止
，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拙著仍旧是惟一一本有水平的历史人物海瑞的传记。
他赞扬此书文笔流畅，便于阅读。
但他不同意我对海瑞受到李贽思想影响的看法，认为出之于推测，并无确切依据。
关于这一点，我现在未作修改，因为虽然没有直接的依据，还是提出了间接依据。
耿定向、周思久都是和李贽有密切关系的人，他们都与海瑞有相互之间的影响。
1982年，我到了海南岛，向海口市五公祠赠送了有关海瑞的文物，中共广东省委分管海南行政区副书
记罗天亲自到宾馆来看我，晤谈甚欢。
中共海口市委书记周训堂向我详细介绍了重修被破坏的海瑞墓工程进展情况。
当时极左思潮仍甚嚣张，有人以海瑞先后娶妾为借口，反对重修海瑞墓，并散播种种谬论，实际是为
“四人帮”翻案。
周训堂同志安排我在市委大礼堂为海南行政区、海口市的党政干部作了一次关于海瑞生平事迹的报告
。
当然，那一次海南岛之行，我也搜集到了一些资料。
因此，我更觉得对《海瑞》一书有再加以修订补充的必要了。
至为遗憾的是我从1980年以来，几乎全部精力都花在《西厢记》的文献学、文艺学的研究上去了，所
以对《海瑞》的修订补充不多。
具体地说增加了《享年、子嗣、墓葬的情况》一章，是为第七章。
原第七章成了第八章，增加了《房寰事件成了东林党的嚆矢》、《以海瑞为题材的民间传统文艺》两
节。
其他章节也都略有修改或补充。
我已88岁，再作进一步的修改、补充，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在年青一代史学家未写出新的内容充实、观点正确的海瑞传之前，这本书还是能对读者有一定的用处
的。
回首《海瑞》一书问世，倏忽已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
1957年《海瑞》问世之际，正值劲吹大鸣大放之风。
我的工作单位上海市文化局好几位极左人物一定要将我打成“右派”。
徐平羽、李太成两位领导一直要我注意历史上的清官题材，所以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我衷心感激。
“文革”开始，他们两位也受到残酷迫害，我们同在牛棚、猪棚劳动，仍旧对我十分关怀。
老干部的光辉形象，我至今迄未稍忘。
《海瑞》一书，“文革”一开始就被作为大毒草，反复无限上纲批判，整个家庭濒临绝境。
1974年，爱人王国霞被折磨而死。
现在欣逢盛世，谨以此书增补再版本以慰她在天之灵。
正因为《海瑞》一书1957年初版问世以来，经历十分复杂，许多情况虽然与历史人物海瑞并无直接联
系，但在“文革”前后却与当时的政治界、学术界、文艺界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觉得应该让读者知道
。
因此，决定把有关文章、文件编入附录。
相信这些情况、信息对于读者还是有所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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