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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内容包括“荆州张秀才”、政治生活的开始、休假三年、再投入政治漩涡、闪阁中的混斗
、内阁中的混斗（下）、大政变、初步的建设（上） 、初步的建设（下）、第一次打击以后、从夺情
到归葬、元老的成功、鞠躬尽瘁、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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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东润（1896－1988），江苏泰兴人，中国古代文学及各体文学专家。
1916年英国伦敦西南学院肄业。
建国后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全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等，是复旦大学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
他为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陆游研究、梅尧臣研究、中国文学等课程，并培养了数十名硕士、
博士生。
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历史，尤其专长历史人物传记文字的创作。
善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实的分析考辨，著有《张居正大
传》、《杜甫叙论》等传记文字作品，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批评著作之一。
他还是一位书法家，篆、隶、行、草无不精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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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张氏世系表隆庆、万历十六年间内阁七卿年表第一章“荆州张秀才”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第三章
休假三年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漩涡第五章 闪阁中的混斗（上） 第六章 内阁中的混斗（下）第七章 大政
变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上） 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下）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以后第十一章 从夺情到归葬
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第十四章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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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三四月的天气渐渐回暖，阳光照满北京的郊野，前去泰安的人回来了，但是居正的病势日见沉
重。
仙妃的保祐，只是一个幻梦，剩给居正的是重大的负担和缠绵的病躯。
内阁中还有张四维、申时行，但是稍为重要的公事，四维不敢专拟，一切送到居正病榻面前，听候处
分。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为庶吉士，从此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大道。
    这时政治的大权，一切都在世宗手里。
世宗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十六岁的时候，他只是兴王，武宗死了，遗诏召他嗣位。
他自安陆兴王府入京。
到了城外，礼部尚书请用皇太子即位礼，世宗立即拒绝，坚持着遗诏只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
十六岁的青年，这样地坚决，确实是一个英主的举动。
即位以后，为了追尊父亲兴献王的事情，和大臣发生许多的争执，但是在大体上，我们毕竟不能不承
认世宗称兴献王为皇考，伯父孝宗为皇伯考，是一种合理的主张。
此外还有许多兴礼作乐的事，也许现代的我们不感到很大的兴趣，但是如废除孔子文宣王的尊号，只
称先师，撤除塑像，只设木主，究竟不失为开明的举动。
    然而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经老了。
他只是四十一岁，但是皇帝的年龄，和一般人不同。
崇高的位置，使他的生活失去了上进的诱惑，于是他开始感觉到厌倦，再由厌倦感觉到衰迈了。
从嘉靖十八年起，世宗已经不视朝；二十年以后，便一直在西苑万寿宮，连宫内也不去。
一切的政务，都在因循和颓废中间销磨了。
嘉靖二年起，世宗在宫中开始修醮，至此更是无日不在修醮的当中。
当时还有前朝、后朝的分别，前朝百官的章奏，是给世宗皇帝看的；后朝便是道士的章奏，也是给世
宗看的，但是后朝的世宗，只是道士的领袖。
可是世宗对于整个的政治，仍然把持着，一步不会放松。
他是洞内的虎豹，发怒的时候，会从洞内跳出来，打死些獐猫鹿兔，打得厌倦了，便仍回洞内，度那
优裕懒散的生活。
二十六年以后，世宗杀夏言，杀曾铣，杀丁汝夔、杨选、杨守谦、王忏，乃至杀杨继盛，杀严世蕃，
都是同一的心理作用。
然而世宗毕竟厌倦而衰迈了，整个的政权慢慢地从手里落下，严嵩、严世蕃父子就乘此盗弄君权，显
赫一时。
可是大柄仍然在世宗手里，当他从斋醮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严嵩不免奉命回籍，严世蕃竟至身首异处
。
假如这是当时政治的轨道，那么居正入仕的那一年，明代的政治正在这样的轨道上面。
    明代自成祖以来，政治的枢纽全在内阁。
这是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阁近似、然而完全不同的组织。
现代西方的内阁，是议会政治的产物；它的权力是相当地庞大，有时甚至成为国家的统治者，除了偶
然受到议会制裁以外，不受任何的限制，整个的内阁，人员常在六七人以上，有时多至二三十人；全
体阁员，不是出于一个政党，便出于几个政见不甚悬殊的政党；内阁总理，纵使不一定能够操纵全部
的政治，但是他在内阁的领导权，任何阁员都不能加以否认。
明代的内阁便完全两样了。
整个的内阁只是皇帝的秘书厅，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秘书：内阁的权力有时竟是非常渺小，即使在
相当庞大的时候，仍旧受到君权的限制；任何权重的大学士，在皇帝下诏斥逐以后，当日即须出京，
不得逗留片刻；内阁的人员，有时多至八人，但是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时仅有一人；因为阁员的来源
，出于皇帝的任命，而不出于任何的政党，所以阁中的意见，常时纷歧，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意见
一致，这只是和衷共济，而不是政见的协调；在四五人的内阁中间，正在逐渐演成一种领袖制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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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所谓首辅，现代的术语，称为秘书主任，皇帝的一切诏谕，都由首辅一人拟稿，称为票拟；在首
辅执笔的时候，其余的人只有束手旁观，没有斟酌的余地，即有代为执笔的时候，也难免再经过首辅
的删定；首辅的产生，常常是论资格，所以往往身任首辅数年，忽然来了一个资格较深的大学士，便
只能退任次辅；首辅、次辅职权的分限，一切没有明文规定，只有习惯，因此首辅和其余的阁员，常
时会有不断的斗争；政治的波涛，永远发生在内阁以内，次辅因为觊觎首辅的大权，便要攻击首辅，
首辅因为感受次辅的威胁，也要驱逐次辅；同时因为维持内阁的尊严，所以他们的斗争，常是暗斗而
不是明争；又因为内阁阁员，或多或少地都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斗争的第一步，便是破坏皇帝对他
的信任，以致加以贬斥或降调，而此种斗争的后面，常常潜伏着诬蔑、谗毁、甚至杀机。
这样的政争，永远是充满血腥，而居正参加政治的时代，血腥正在内阁中荡漾．    嘉靖二十六年，内
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
在二十三年以后，严嵩曾经当过一年有余的首辅，但是因为二十四年九月起用夏言，这是曾经当过三
年首辅、资格较深的人物，所以退为次辅。
夏言贵溪人，严嵩分宜人，他们虽然同是来自江西，却是属于两个范畴的人物。
夏言是一味的高亢，严嵩便是一味的柔佞．夏言有时甚至和世宗反抗。
世宗在醮天的时候，自己戴着香叶冠，一时高兴，制了几顶香叶冠，分赐大臣。
第二天严嵩把轻纱笼着香叶冠，颤巍巍地戴进西苑来。
夏言竟没有戴，世宗问起来，他只说大臣朝天子，用不着道士的衣冠。
在他们同在内阁的时候，有一次严嵩跪在皇帝面前，泪水像雨一样地落下，说夏言欺负他，世宗想起
夙恨，把夏言斥逐了，这是夏言第一次落职。
以后便是严嵩的专权；贪污放恣成为政治的风气，所以世宗才想起重用夏言。
夏言再入内阁以后，他们两人仍把以前的作风再行表演。
世宗派小内监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夏言只是坐着，把他们当奴才看待；严嵩却拉小内监并坐，数长
数短地问着，等到小内监告辞的时候，更是满把的金钱塞到他们袖管里。
世宗醮天，要有一道上给玉皇大帝的表章，一一因为写在青纸上，当时称为青词，一一便吩咐夏言、
严嵩拟上来，夏言只是潦草塞责，严嵩便聚精会神，把他的文学天才，完全灌注到青词上面。
这是第二次夏言、严嵩在阁内的斗争，但是这次夏言的失败，却失败在内阁之外。
    自从明代开国起，直到神宗中世，国家的边患，只有北方的一面。
元代的后裔都在北边，在他们分散的时候，对于国家，本来不成为多大的问题；但是一旦团结起来，
常会给予国家一种严重的威胁。
最初鞑靼骑士，未入河套，所以国家西边还比较安静。
英宗天顺六年，鞑靼开始侵入河套，以后逐渐视为他们的给养地，不时再从河套出击，国家西边遂感
觉不安。
孝宗弘治十年，设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所谓三边，便是指陕西省甘肃、延绥、宁夏三边，一切的布置
，都是对付河套的鞑靼，以后称为“套寇”。
第一任三边总制王越曾经主张以十五万大军穷搜河套，事未得行。
武宗正德三年三边总制杨一清主张夺回河套，上言：“兹欲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接宁
夏，使河套千里之地归我耕牧，开屯田数百里，用省内运，则陕西犹可息肩也。
”但是杨一清的计划，也没有贯彻。
到嘉靖年间，盘据河套的吉囊更加猖獗了。
河套不清，三边永无宁日。
夏言当政以后，二十五年夏间用曾铣总督①陕西三边军务。
曾铣，江都人，虽然出生在风华绮靡的地方，但是却充满报国的热情。
到任不久，十余万套寇冲入边墙，大掠延安、庆阳，曾铣一面以几千兵抵住套寇，一面却另派大军，
直捣套寇的根据地，才算解了目前之急。
但是曾铣认定最切实的办法，只有把鞑靼逐出河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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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
于文学的这个部门，作切实的研讨，只是1939年以来的事。
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
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宗旨既经决定，开始研读。
除了中国作品以外，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的著
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记综论》。
当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书籍也有限，但是我只有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围以内前进。
    在这几年以内，陆续写成的《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
传述论》、《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其它几篇文字发表了，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
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国传记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只能写定一些纲领，未能完
成；完成的只有《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
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
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继往开来的工
作。
一般文学如此，传记文学也是如此。
所以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
这是一个尝试，成功固然很好，失败也可以给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实际也是一种成功。
自己对于失败，本来不感觉很大的威胁，何况现在无论如何都有相当的成就呢！
    写作的目标决定，其次便是形式的问题。
自己认定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
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
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
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张魏公行状》，黄幹《朱子行状》的时代也过去了。
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
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决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
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西方三百年来传记文学经过不断的进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少的变化，假如我们采取这一
条路线，我们究竟采取哪一个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鲍斯威尔的作品。
一部《约翰逊博士传》成为家传户诵的文章。
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博士，和他的许多朋友，我们听到他们讨论文学，讨论政治，乃至于讨
论栽树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
有时约翰逊来一次恶谑，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鲍斯威尔抱怨自己的不幸。
约翰逊笑也有，骂也有，但是他的学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时候，描写先生夫妇间的爱恋，蹑手蹑脚
，更引起哄堂的狂欢。
这是生活，因此这部著作成为不朽的作品。
但是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
至于作者文学上的修养和鲍斯威尔那种特有的精神，都是这类著作的必要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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