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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书院产生于唐代，发展于宋代，最初是指官方收藏和校勘书籍的场所，后经由士人大儒的文化自觉，
成为宫学体系之外的研习讲学机构。
自唐初至清末，历经一千三百多年，书院承继孔门遗风，以修己安人、成德济世为宗旨。
不仅孕育了一代又一代贤人志士，也形成了一整套教学与管理的优良传统。
宋以后的大儒，从范仲淹、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到王夫之、姚鼐、戴震、钱大昕、康
有为等，无一不与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晚清以降，随着近代学堂兴起，书院逐渐衰落而最终被废，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出现断
层。
近百年间，几代国人失去了传统文化与精神的滋养。
    梁启超先生曾言：“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之不发明。
”然而，本国学术思想之发明非一代人可以成就，须“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
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
    秋霞圃书院肇创正是希冀通过对传统文化之研究与教学，继承和阐扬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贡献一己之力。
书院由沪上著名学者沈渭滨、葛剑雄、傅杰、朱学勤、李天纲、汪涌豪等教授联合发起，并联合北京
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及香港、台湾和海外数十位著名教授、学
者共同创建，是民间学术研究团体和教育教学机构。
几年来，书院浸淫于文学、历史、哲学与艺文等领域，延请名师驻院讲学，畅谈文学想象，纵论历史
分合，仰望哲学星空，顿悟艺文美感，海阔天空，其乐融融。
    当然，文化的薪火相传仅靠一己之力尚难以点亮国人心灵，希冀更多高士大德汇聚，摒弃地域之见
、门第之分、院校之别，超越功利，集聚起来，和合共生，让经典重光。
    若有重建人文精神之意愿，则书院传统必为珍视之资源。
汲取传统文化精华，以现代表达方式使其重现，发挥“匡翼”学校之不逮功能，正是今日振兴文化、
重建民众心灵家园不可忽略的课题。
    “秋霞圃人文典藏”由登临秋霞圃书院的学者讲授经典之记录或于他处讲演之文字稿汇编而成，陆
续结集付梓，“纫秋兰以为佩”，经由诸多学人精心培育，必会给读者带来怡人馨香。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个中差错敬请批评指正。
    心如风，尚待吹起，对望深沉，百年如一，书院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醇情亦如是！
    李耐儒    壬辰年八月于秋霞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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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帝国暮色(张居正与万历新政)》(作者陈生玺)是关于研究其政治思想史的专著。

    《帝国暮色(张居正与万历新政)》分为张居正其人——外儒内法；考成法与万历初年的改革；考成
法与万历初年的改革；打击反对派与夺情风波；张居正之死与人亡政息等数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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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生玺，汉族，1932年生，陕西乾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秋霞圃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1956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师从郑天挺教授攻读明清史。
著有《明清易代史独见》、《沧桑艳（笺释）》、《清史研究概论》（合著），纂辑丛书《政书集成
》（十卷本），主编《（帝鉴图说）评注》、《张居正讲评（资治通鉴）皇家读本》、《张居正讲评
（大学·中庸）皇家读本》、《张居正讲评（论语）皇家读本》、《张居正讲评（孟子）皇家读本》
、《张居正讲评（尚书）皇家读本》、《张居正讲评（诗经）皇家读本》等。
发表论文《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陈圆圆事迹考》、《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等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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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第一章 张居正其人——外儒内法第二章 排斥高拱和王大臣事件第三章 考成法与万历初年的改革
第四章 考成法与万历初年的改革第一节 整饬吏治与排斥异己第二节 节约开支和追讨逋赋第三节 清丈
土地与推行一条鞭法第四节 整顿驿递与巩固边防第五章 打击反对派与夺情风波第六章 文化专制主义
第七章 张居正之死与人亡政息第八章 张居正改革的经验教训附录善恶并陈，以史为鉴《通鉴直解》
的编纂与张居正的政治思想张居正与《诗经直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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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拱原是穆宗在东宫时的讲官，为他讲读达九年之久，所以在徐阶致仕之后，穆宗又把高拱召回，并
兼任吏部尚书。
明制吏部为六部之首，吏部尚书被称为大冢宰。
高拱既为大学士，又为吏部尚书，大权在握，先后挤走了首辅李春芳以及赵贞吉、陈以勤等。
张居正却和他相处得很好。
隆庆五年(1571)高拱六十大寿时，张居正撰寿序，称颂高拱有周公辅成王之功，“公才略盖世，又天
子师也，而滋益恭，亲贤爱士，实能容之，一事之善，称不容口。
一言之当，决若江河，虽吐握延接，不勤于此矣”。
又说“即余驽下，幸从公后，参与国政五年于兹矣，公每降心相从，宫府之事，悉以咨之，期于周召
夹辅之谊，以奖王室，此神明所知也”q)。
对高拱称颂备至，认为自己能够随高拱之后参与机务，是一种幸运，而且决心要和高拱以周召夹藕相
期许。
但是他私下另有计谋，谋划有朝一日，要将高拱打倒在地，以便攫取更大的权力。
    明代也和往代一样，宦官干政是一大祸害。
明英宗宠信宦官王振，明武宗宠信宦官刘瑾，都给明代政局带来很大灾难。
张居正也深知这一弊政，但他也深知，要想谋取更大的权力，取得皇帝的信任，捷径是通过皇帝身边
的宦宫，所以他在入阁之后，一方面和高拱互相配合，取得高拱的信籁，以巩固他在内阁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却暗中交通宦官冯保，外廷有任何消息，便即时派人通知冯保。
当时冯保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替皇帝处理章奏和批答事宜，内廷的最高当权者则为司礼监掌印太监。
当时司礼监掌印太监空缺，按惯例应由秉笔太监升补，但冯保因小事曾冒犯穆宗，内阁首辅高拱一向
惧怕冯保权力过大，便向穆宗推荐御用监太监陈洪代理，这很遭冯保忌恨。
不久陈洪因仵旨罢官外出，高拱又向穆宗推荐尚膳监太监盂冲，由此冯保对高拱恨之入骨，寻找机会
进行报复。
    隆庆五年(1571)十一月，阁臣殷士儋致仕，内阁便只有首辅高拱和次辅张居正两人，张居正暗中与
冯保交通，高拱有所闻知，为了约束张居正，高拱便疏请内阁添人，张居正却暗中拟旨交与冯保，以
穆宗名义批出“卿二人同心辅政，不必添人”。
    隆庆六年(1572)三月，太子朱翊钧已经十岁，应该出阁就学。
按照旧制，皇太子出阁就学，阁臣只亲自看视三日，以后便不入视，仅由讲官进讲。
高拱以为太子年幼，讲官都是新人，便改为五日一叩经筵看视。
不料冯保别有心计，启奏穆宗说太子年小，要阁臣每日轮留一员看视，穆宗同意了。
由此高拱便与张居正两人轮留看视太子学习，凡张居正看视之日，冯保必到文华殿东厢房屏风左右与
张居正密谈。
他们经过一番策划，便由张居正的亲信户科给事中曹大楚弹劾高拱不关心太子学习、大不忠十事。
冯、张的目的是想用这种方法除掉高拱，张居正即可晋为首辅，掌握朝廷大权。
不料穆宗与高拱师生之谊甚笃，时穆宗虽重病在身，但很倚重高拱，所以穆宗大怒，下令重处曹大壁
。
御史张集弹劾曹大垫时，暗指此事为冯保与张居正的暗中指使，张居正见事情已经败露i穆宗极端信任
高拱，便亲至高拱府上赔罪道歉。
高拱说：“我平日如何厚公，公今日乃如此，如何负心如此？
”张居正连忙自责说：“以此责我，我将何辞？
但愿公赦吾之罪，吾必痛自惩改，若再敢负心，吾有七子，当一日而死。
”高拱见张已认错，而且今届还要共事，也就暂且作罢，岂知此乃纵虎归山，是高拱一大失误。
    四月高拱便题请礼部尚书高仪兼文渊阁大学士一同入阁办事，这样阁员就是高拱、张居正、高仪三
人，若冯保与张居正别有计谋，有高仪见证，或者可使彼有所顾忌。
    历代的宫廷政变，大多发生在皇位更迭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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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若能在穆宗健在时放手让言官揭露张居正和冯保相互勾结的阴谋，说不定不仅能够罢免张居正，
也可能除掉冯保，但他太相信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和影响了，也没有预料到在后来的关键时刻张居正会
背信弃义，不择手段地陷害和排挤自己。
    这年闰二月，穆宗病势沉重，他预料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二月十二日早朝时，他突然向文华殿走来，面有怒色，高拱和张居正即速前去往迎，走到穆宗跟前。
穆宗抓住高拱的衣襟，欲有所言，高拱便问：“皇上为何发怒，今将何往？
”穆宗说：“吾不还宫矣。
”高拱说：“皇上不还宫，当何之？
望皇上还宫为是。
”穆宗稍事沉思后说：“你送我。
”高对日：“臣送皇上。
”于是穆宗放开高拱衣襟而执高手，露腕以示疮说：“看，吾疮尚未落痂也(可能是天花痘疮)。
”并愤恨地说：“我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争奈东宫小哩！
”连语数次，并且一语一顿足、一握高手，随后又说：“有人欺侮我！
”高对曰：“是何人无礼？
祖宗自有重法，皇上说与臣知，当依法处治。
”穆宗叹息道：“甚事，不是内官坏了，先生你怎知道。
”所谓“有人欺侮我”，身为皇上有谁敢欺，无非是妻妾间的事。
随后高拱与张居正被引入穆宗寝殿乾清宫御榻前，穆宗从容对二人说：“自古帝王后事，卿等详虑而
行。
”意思是让张、高二人考虑他的后事，然后命令二入于乾清门外侍候。
这说明穆宗病情危急，府部大臣知此情后都宿于朝房，以防不测。
    结果两三天后，穆宗病情好转，宿于朝房诸大臣复回班办事，到五月二十五日，穆宗突然病危，未
申间命召内阁，于是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亟至乾清官寝殿，这时穆宗已沉昏不省，皇后陈氏、皇
贵妃李氏拥于榻前，太子朱翊钧立于榻右。
高拱等跪于榻前，太监冯保以白纸揭帖授皇太子称“遗诏”，又以白纸揭帖授高拱，内日：“朕嗣祖
宗大统，方今六年，偶得此疾。
遽不能起，有负先帝付托。
东宫幼小，朕今付之9即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
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高拱读罢，失声痛哭说：“臣受皇上厚恩，誓死以报！
东宫虽幼，臣不敢爱其死，望皇上无以后事为忧。
”二十六日卯刻，穆宗逝世，巳刻又传遗旨“着冯保掌司礼监印”。
。
    从上述穆宗逝世前后以及宣布遗诏的情况看，同受顾命者虽是高拱、张居正、高仪三入，但为首而
为穆宗所信赖者则是高拱。
宣布遗诏接受顾命时，穆宗皇后陈氏、太子生母李贵妃以及太子朱翊钧、司礼监太监冯保都在场。
朱翊钧其时年仅十岁，遗诏上有“司礼监协心辅佐”同受顾命，即使穆宗昏迷不省，也必是取得穆宗
陈皇后和李贵妃认同的。
在穆宗死后四小时，又宣布“冯保掌司礼监印”，这当然是冯保做了手脚，但也应是得到皇后和皇贵
妃认可的，因为在穆宗死后，当时最有发言权的就是皇后和皇贵妃。
陈皇后无子。
李贵妃的儿子是太子，这两个年轻妇女(三十多岁)眼下唯一的期望就是让太子安安稳稳地即皇帝位。
因为这个皇帝才十岁，还需要太监的看护和照管，冯保利用这一机会乞请，自然能得到允许。
但朝臣们对此事却大为不满：太监只是皇帝生活上的奴仆，历来没有太监与大臣同受顾命的，太监和
内阁大臣同受顾命，这是违反祖制的，所以便认为这个遗诏必是冯保伪造的。
冯保任司礼监掌印太监，遗诏又是在穆宗死后四小时公布的，这必不是穆宗的原意，也是冯保自己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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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
尤其引起朝臣不满的是六月十日，在太子朱翊钧即皇帝位的典礼上，群臣跪着向新皇帝行礼，而冯保
却站在朱翊钧旁边，这就等于冯保和新皇帝一同受群臣朝参，这怎能容忍？
P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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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张居正是近几年来的热门历史人物，先有熊召正的小说《张居正》，获茅盾文学奖，随后又有电视剧
《张居正》以及《百家讲坛》关于张届正改革的演讲。
各方的角度虽有不同，但主导思想却都是强调张居正的改革及其成果，发挥了历史古为今用的作用。
在读者和观众中的反响也确实如此。
我和天津师范大学贾乃谦等人从1995年开始整理张居正和翰林院讲官为万历皇帝日讲、经筵的讲章，
先后出版的有：    《(帝鉴图说>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张居正讲评(资治通鉴)皇家读本》(卜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张居正讲评(大学)、(中庸)皇家读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张居正讲评(论语)皇家读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张居正讲评(孟子)皇家读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张居正讲评(尚书)皇家读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
    《张居正讲评(诗经)皇家读本》(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
    这些著作颇受读者欢迎，多次重印，有的还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本，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
由此，我就觉得有必要对张居正其人有一个总的介绍让公众认识。
面对前面所说的张居正热，我认为张居正其人有很大瑕疵。
我们不能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所以我便对张居正改革的有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梳理。
适逢2009年先师郑天挺诞生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我便草拟了《帝国暮色——张居正与万历新政》一文
，作为纪念文章，原拟只写三万字，但是问题一展开，就打不住了，最后便成为现在这个有二十万字
的小册子。
    在梳理张居正诸问题的过程中，曾参阅研究张居正诸大家的相关著作。
如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樊树志的《万历传》、韦庆远的《张居正和明代后期政局》，这些著作
都对我有一些参考和启发。
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和他们的看法有很大不同，我把这些不同写出来，以就教于大方之家，也
算是对目前张居正热的一种回应，或有助于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让读者对张居正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2012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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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居正是近几年来的热门历史人物，先有熊召正的小说《张居正》，获茅盾文学奖，随后又有电视剧
《张居正》以及《百家讲坛》关于张届正改革的演讲。
各方的角度虽有不同，但主导思想却都是强调张居正的改革及其成果，发挥了历史古为今用的作用⋯
⋯    这本《帝国暮色(张居正与万历新政)》(作者陈生玺)是关于研究其政治思想史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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