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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后期的海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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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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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锦全，广东东莞人，1926年生。
195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土生导师。
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
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团委员、广东朱熹学术思想研究会会长、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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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序第一章 海瑞时代的社会背景  一、正（德）嘉（靖）隆（庆）万（历）
时期的社会变化    1.社会风气的变化根源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2.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专业城镇的繁荣   
3.手工业工场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封建社会的冲击和影响     1.土
地买卖的加速与农业经营方式的改变    2.工匠人生依附的松驰与农民流入城市     3.明中叶后封建地主阶
级应对时局的措施和对策  三、明王朝在衰落过程中出现的内忧外患    1.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与国内阶
级矛盾的加深    2.内政不修导致外来侵扰的加剧第二章 生平教养与精神风貌  一、家庭教育与政治抱负 
  1.家世渊源与少年教养    2.立身处世与生平抱负  二、仕途坎坷与高风亮节    1.狷介自守的教谕生涯    2.
不畏上官的强项县令    3.敢骂皇帝的户部主事    4.摧折权贵的巡抚御史  三、被迫引退，仍关心国事    1.
遭受诬陷而被迫引退      2.在野之身仍关怀国运  四、勤政爱民，死而后己    1.古稀之年，东山再起    2.
廉洁爱民，终生不渝第三章 政治教育思想  一、培养立身行教的致用人才    1.以身作则，师道为尊    2.
培养生徒，德才兼备    3.立身行事，学以致用  二、主张人法兼资的立国政策    1.人法兼资，人治为主
的治国方针    2.出处去就，立身行道的用世原则  三、肃清吏治的清官作风    1.为政清廉，居官之本    2.
出处去就，立德为先  四、固本培元的重民思想    1.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重民思想    2.洁己守法，勤
政爱民的为官之道第四章 哲学思想  一、对孟子与陆、王心学的积极发挥⋯⋯第五章 海瑞思想的历史
评价结事语海瑞年表（公元1514-1587年）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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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海瑞幼年时，母亲是他的启蒙教师，“教之诲之”，并亲口教他读《孝经》、《大学》、《中
庸》等书，而海瑞“辄能成诵”，可见从小就是个用功读书的孩子。
母亲送他“出就外傅，必择严师托之”，所以称“其成就大器，良非偶然”。
    海瑞母亲对他的影响，除亲口授书外，海瑞后来还讲了三条，谓其“持家有纪法，教子有义方，律
身以正义”。
这就不但教读一些儒家经典，而且在实际行事中言传身教。
当海瑞年纪稍长后，则为之择严师外出就读，据说是送到海口镇靠东的一家私塾去攻书。
他在那里日常表现，和同学相处，从不高声谈笑；在路上遇到长者，总是让长者先行；长者有所指教
和吩咐，就恭谨静听并遵命办理，他这种遵守礼法的态度，曾经得到同学、长者和塾师的称赞。
    关于海瑞的精神风貌，据说他是“生而颀秀挺拔，风神迥异”山，这种赞词可能是有点抽象，但又
说他“稍知识即欲学为圣贤，谓圣贤干言万语，只是欲人识其真心。
率其真而终身行之，便是圣贤。
其自少操修已如此”。
这里说的“稍知识”，他当时才14岁，不过是书塾中一童子，但其立身处世，已经有“必为圣贤，不
为乡原”的崇高抱负了。
    海瑞在青少年时，已很注意对个人的身心修养，加上他入学就读的时间比较长，到嘉靖十九年(1560
年)，他从私塾转到郡学读书，时年28岁，在做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上，他也考虑得比较成熟，适逢郡
学考试，他写了一篇叫《严师教戒》，也题作《自警词》，假借召神对自身进行教诲，其实是通过这
些质询以自警，从而表明自己对人生的态度。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穆宗突然中风去世。
六月神宗即位时只有10岁，太监冯保以两宫太后的诏旨逐高拱，居正代为首辅，到万历十年(1582年)
六月去世，当政时间长达10年。
在此期间为什么不肯召还海瑞?根据资料，主要有两件事招来居正的忌恨。
    这里必需指出，海瑞被迫引退后，虽是在家闲居，但忠君爱民之心不减，仍在关怀国事。
对为政者主张要刚正廉明，反对以权谋私。
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的长子敬修，是这一年的癸西科举人，将参加次年甲戌科会试。
朝廷任命大学士吕调阳为会试总霰。
海瑞知道这个消息，给吕调阳写了一封信。
    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大岳，想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也
。
惟公亮之。
豫所吕老先生。
海瑞载顿首，余慎。
《与吕调阳书》载于宣统三年续修的《琼山县志》卷一五《金石志》中，有段附言说“吾乡忠介公刚
正之气，无往不与俱。
此书盖明神宗初年，张居正擅权，其子嗣修(应为敬修)将就试南宫，物议沸腾，公以讽大学士吕调阳
者。
太岳则居正，豫所，调阳也。
仅五十七字耳，而简严謇直，不激不随，与颜鲁公争坐位书，同一忠义气象。
书法亦遒健，询足追配千古。
”    海瑞此书不知是否起到作用?但敬修在万历二年甲戌科会试落选却是事实。
据说居正因此大为生气，利用权力取消了这次廷试之后对庶吉士的选拔。
后又听说敬修落第与海瑞写信有关，因而招来对海瑞的忌恨。
    还有一事是由张居正的“夺情”引起。
明代官吏有丁忧的制度，对父母的丧事从闻丧日起，要解职回家守制27个月，称为“丁忧”，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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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旧做官，称为“起复”。
在居丧期间，由皇上指定不许解职，称为“夺情”。
张居正的父亲在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十三日去世，二十五日接到讣闻，照例咨行吏部，题请回籍守
制。
居正可能仍留恋权位，或觉得难以找到能顶替工作的合适人选，所以在态度上并不十分坚决。
据说第一个主张夺情是户部侍郎李幼孜，而造成这个非留不可的形势的却是居正自己。
于是在皇帝的几次慰留下，居正提出用辞俸守制的办法，即不支薪俸，不穿吉服，穿着青衣角带守制
的服装入阁办事。
但在遵守儒家礼制的人心目中，见居正不奔丧回籍，所谓辞俸守制，实际上是怙权贪位。
于是居正的两个门生吴中行、赵用贤和刑部属官艾穆、沈思考先后上疏要居正奔丧和回籍守制，结果
受到廷杖处分，这更引起人们的反感，由是出现了一件以海瑞名义弹劾张居正的奏疏，从而掀起一场
政治波澜，重新触发了海、张两人的紧张关系。
    黄秉石在《海忠介公传》中，对这件事情的经过，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
    时江陵张居正当国，虽号厉精，然置其私人王篆、傅作舟等于南京，皆纳贿招权，曲庇不肖有司为
奸利，吏治大窳。
人心思公(指海瑞)，如宋人思司马君实也。
张以父忧起复，物议沸起。
而吴之好事者，潜拟公疏劾张，复拟旨下罢张，且刊布南中。
则南人举手庆曰：朝廷以安车征海公相矣。
秉石尔时亲闻见之。
后事觉，成大狱，士有枉死者。
而张授意粤直指使，使渡海迹公。
公居深山，屋数椽，炊黍饭客。
直指故讯公朝事，公皆不晓，且未知张相之有父忧也。
直指以是复张，怒乃已。
盖当是时，天下知公而已，故以有正论必自公出，而公岂徒为是横议者哉!这段记载，黄秉石说是他亲
所闻见，但他并不相信海瑞会干这种事，只是因为在社会上名声太大，所以伪托的《劾张居正疏》得
以流传而已。
其实居正也知道这是伪托的，他给操江御史胡槚信中说：“承示狂犯之狱，不胜骇异，⋯⋯但详其伪
疏之意，不过以海君为世望人，故托之以阴鼓异类，窥窃虚名，⋯⋯亦可哀也”。
但他明知是伪疏，却仍要派人去观测海瑞的动向，可见其忌恨之情仍未消除，气度上未免太狭隘了。
    海瑞在琼山家中虽说是闲居，但一直关心国运，他做事从来是堂堂正正，并不会搞些小动作来中伤
别人。
海瑞回乡后，尤其对琼山郡县的吏治十分关怀。
隆庆五年(1571年)就先后写信给过去的同僚和县府官吏，详细陈说政令得失。
曾经捐粮支助疏浚吴淞江的史际，当时升任浙江布政司参政，海瑞两次写信，告知自己曾在淳安知县
任上了解的民情和施政情况，借供参考。
隆庆六年(1572年)倭寇劫掠琼州沿海郡县，海瑞写了《启殷石汀(正茂)两广军门》等书信，信中对海寇
之患，“杀掠村市，如入无人之境，任彼所为，其惨其害，从前以来无有也”。
出现这种情况，表示极为痛心。
而对官军“平时养兵，迄与不养之时无异”，这种“纵寇骄兵，万方一辙”的现象，表示极为愤慨。
他还提出防御和剿灭倭寇的策略。
他这样直言不讳来为民请命，正是表现出刚正不阿的海瑞精神。
其后地方官有向海瑞咨询民瘼及政令得失时，他亦是侃侃而谈，毫无忌讳，耻为面谀，不及其私．这
正是他“必为圣贤，不为乡原”的思想体现。
    万历六、七年间，海瑞对海南清丈土地的问题十分关心。
他几次给琼州分巡道唐敬亭等写信，说“琼州开国而今，无一人见有丈田之举”，实属“干载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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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此一大美事，亦一大难事”。
他提出清丈中应注意的事项，以及自己在淳安、兴国、应天丈田的经验、教训，并草拟则例和绘制图
样，分别说明执行的条款办法。
对清丈土地有成绩的地方守令，如罗近云在文昌和定安，陈振源在临高，他特别撰写《赠罗近云代丈
定安田序》与《赠陈侯丈亩成功序》，对此表现勉励和祝贺。
海瑞以在野之身，这些事例也反映出他对国事的关心。
    在家闲居的海瑞，日常除读书和带领小僮在菜园中种植瓜菜，干点轻微劳动外，还着手整理文稿。
万历九年(1581年)，他自刻《续备忘集》二卷，其中收录兴国知县任后十余年来有关时政得失的奏疏
、书信、文告等。
他在家“好接引后学”，“堂揭忠孝二字”，“曰须立此大根本”，这就是他一生立身处世的基本精
神。
    海瑞认为从事教育工作不但是清高，而且在为国家培养贤才，虽然待遇比较菲薄，然而“教官显陟
”，却应该受到表扬，“又安知公道之不可掩”，也可以说是公道自在人心。
海瑞这种多讲贡献、少计报酬的思想，今天对我们教育界的同人，亦应该说会有所启迪。
    海瑞主张学以致用，认为出仕做官是致用之途，但读书的士人并非都是这样，有的将科举考试当作
敲门砖，进入官场又是另搞一套。
而有的教官自己根基浅薄，教书虚应故事，却热衷于奔走逢迎，所以易为世人所诟病。
海瑞在《赠廖锦台膺首荐序》中，开头写的一段就批评了这种现象。
    天下事如斯而己，谓今无经学士大有为于天下哉!国朝以经述造士，士非此无以进其身。
迨得官则又有今时应官之道。
经术之在圣人，刍狗矣。
有儒宫焉，薄收而薄出之，人无望焉。
而奔走奉迎，故事虚文，视热衙门无异，人之所以责官，人之所以责士，判然两途矣。
    这里海瑞既批评那些对待圣贤经传作过桥抽板的人，又批评那些浅簿无能的教官。
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不符合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
不过海瑞揭露这些现象，并不是文章的主题，他是以此反衬廖锦台为人与治学是值得称赞的。
    海瑞对锦台为人，称之为“善读书者”。
并称他“富有经学，文翰擅名于时”。
对他的治学与任教，称其“课士于不废文论，为时制也。
孝弟礼义，尤所课中谆切之急。
道有本末，教有后先。
誉髦士于鸢鱼得所之中，一不见其崖岸自居。
严师尊道，必人为敬学之实”。
”从这段描述，锦台当然是一位完全合格的教官，既教书，又育人，是个尊道的严师，但却并不自高
身价，故为人所敬仰。
    海瑞在评价锦台时还提出一个怎样看人的问题。
他从凌洋山推荐锦台对其教学的表现，发表了一番议论。
    洋山意欲廊庙上大用锦台，使得尽展底蕴。
⋯⋯盖经学文章其精神心术之蕴，今日举行教事，其精神心术中小小之余也。
⋯⋯洋山之见有大焉者矣。
洋山所以想大用锦台，因为他立身行事的学问根底十分浓厚，厚积而薄出就能培养出致用人才，不像
那些儒官，薄收而薄出当然没有成效，这个事例可以为教师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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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海瑞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与宋代包公齐名。
他们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知名度，可以说超过不少历史上的名人。
加上有关小说、戏曲和民间传说的渲染、塑造，使他们的事迹更是带有传奇性的色彩。
包青天、海青天的名声，即使在穷乡僻壤，知道的人也不少。
特别是希望有个清官、好官的平民百姓，更为之津津乐道。
但是在学术界来说，研究海瑞的人并不多，在思想史等一类书中，对他也是没有提及，即并未将他作
为思想家来看待。
    但是海瑞这个政治实干家，生前在仕途上历尽坎坷，想不到死后几百年，又成为政治斗争的导火索
。
建国后对海瑞的研究原是近似空白，但到1959年却突然热闹起来。
如蒋星煜写的《南包公——海瑞》一文，《解放日报》曾加上按语：肯定海瑞“这种正直无私、敢说
敢为的精神，仍然值得后人学习。
”接着史纪言、张天林、冯俊、陈崇桥等陆续撰文，歌颂海瑞“敢想敢说敢做，敢于向恶势力作斗争
”。
明史专家吴晗也写出《海瑞骂皇帝》。
这些文章都是1959年5、6月间发表的，总的是称赞刚直不阿的海瑞精神。
    为什么一下子发表那些文章且调子一致，据说大跃进时讲假话多，有浮夸风，所以领导上说要提倡
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
    但就在这个时候，彭德怀庐山会议上敢讲真话的精神却受到批判，反而被说成是“反党”，于是产
生了真假海瑞问题。
冯兵、立康写了一篇《真假海瑞辨》，文章虽然肯定海瑞精神，同时又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冒牌
的海瑞，右派的海瑞”，与“真正的海瑞、左派的海瑞毫无共同之处”。
对海瑞的学术研究，居然被牵进现代政治斗争的漩涡。
《人民日报》1959年9月21日发表吴晗重头文章《论海瑞》，全文仍肯定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可是却
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尾，为的是要划清海瑞与彭德怀的界线。
    过了两年，吴晗在马连良等人的催促下，“破门而出”，1961年写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
公开演出，当时得到繁星、方三、曲六乙、邓允建等人的好评和肯定。
可是又有谁能料得到，《海瑞罢官》这部历史剧，到1965年底，却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和突
破口。
    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现在回顾起来似乎亦不奇怪，因为政治形势变了。
在批判浮夸风时也许需要一点讲真话的海瑞精神，但当真有人用真话刺到痛处时，就有点受不了。
吴晗等人尽管声明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划清界线，但人家并不理会这一套，在姚文元、戚本禹批
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海瑞精神变成“反党”的精神武器，吴晗在“文革”中终被迫害致死
，学术研究却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用影射史学来制造文字狱，在封建时代早有这种手法，“文革”中更是变本加厉。
但这样一来，海瑞精神被扼杀和歪曲了，并且连历史上的清官也受到株连。
当时有种奇怪的逻辑，清官比贪官更坏，因为清官给人民以小恩小惠，人民就不会起来斗争；贪官对
人民压迫愈甚，则反抗力愈大，人民就会起来革命。
正是这种是非颠倒的年代，要正确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难有可能，海瑞不幸身后几百年却遭逢这场政
治劫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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