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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引子　耻于谄媚写青词，夏言三度被革职

嘉靖二十一年（1542 年）夏天的一个深夜。

狂风夹杂着雷电，像是要将黑夜撕成碎片。京城里，劳累了一

天的人们，早早关上门窗睡觉。而乾清宫里却乱成一团，所有人都

处在惊恐中。

乾清宫中，一排排红灯笼在狂风中打着秋千，火烛不断被吹灭，

又被点亮，明明灭灭，像极了野外坟头上那跳动的鬼火，诡异至极。

而那殿宇，在一道道雷电声中则如同高高矗立的巨魔，不时发出狞笑。

殿内，嘉靖帝朱厚熜头梳道髻，身穿道袍，盘腿闭目，坐在蒲

团上默念祷词，似乎处在三界之外。其实，他的内心如那滚烫的开水，

焦躁着、沸腾着。

嘉靖帝有些害怕。

难道是自己祭天时诚意不足，惹怒了上天，要遭天谴？抑或是

自己“议大礼”惹怒了天上的神仙？

“议大礼”过去了四年，但始终是嘉靖帝的一块心病。

四年前，嘉靖帝为了让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祐杬进入皇帝

世系，拥有皇帝庙号，他先将永乐帝庙号从太宗改为太祖，又不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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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臣“声震阙庭”的阻止，用“廷杖”取得了“议大礼”的胜利。

确定生父朱祐杬的尊号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亲蒋氏为“本

生圣母章圣皇太后”。

最后，嘉靖帝终于让亲生父亲以睿宗的身份，进入九庙。

能进九庙的，必是帝王。不等嘉靖帝享受艰难得到的这份荣耀，

他就为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怪事惴惴不安起来。先是亲生母亲蒋氏

去世，接着四省闹蝗灾饿死很多人，而后又是旱涝灾害……天灾不断，

民怨沸腾。

这还不算什么，真正让嘉靖帝惊恐不安的，是嘉靖二十年（1541

年）四月初五发生的那件事。

那天的天气和此时一样，狂风夹杂着雷电。不同的是，那天是

白天，天空却像蒙上了一块黑布，整个京城都陷入黑暗之中，犹如

末日来临。

“出大事了！老天发怒了！老天要降罪于我们了！”百姓们神

色惊慌，议论纷纷。

“一定是皇上违背正统，惹怒了上天！”那些曾因反对“议大礼”

而被嘉靖帝廷杖的大臣悄悄议论着。他们惊中带着怕，悲中带着喜，

“九庙岂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入的？皇上不听我等谏言，这下出

事了吧！”

面对如此“异象”，嘉靖帝不可能不害怕，而更令他害怕的是，

伴随着刺耳的雷声，九庙着火了！大火从仁宗庙开始烧起，一直蔓

延到祖庙和太庙。不久，群庙全都处在了火海中。

天空犹如着了火。

那场雷火烧毁了九庙中的八庙，唯独嘉靖帝的亲生父亲—睿

宗的庙宇得以幸免。

有人说，这场天火是大明祖先们不愿和没当过天子的睿宗共同

被祭祀，情愿用雷火自毁。嘉靖帝也有过这种念头，可他不愿将亲

生父亲移出九庙。为了得到上天原谅，他不断用祭天的方式，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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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接受他父亲为睿宗。

四年过去了，在嘉靖帝以为自己祭天已经取得成效时，“异象”

再次出现！如果说四年前，上天用雷电击毁九庙，以此警示他违背

了正统，那四年后的今天，上天会击毁什么来警示他呢？会不会是

他的乾清宫？

嘉靖帝想到这里，嘴唇微微颤抖，端坐的身体也开始摇晃……

无逸殿里，内阁首辅夏言一脸怒容地坐在椅子上，粗黑的眉

毛不停地微微耸动，双目能喷出火来。不远处的书桌旁，礼部尚

书严嵩趴在一张书桌前埋头疾书，额头不时渗出细密汗珠，在那

张沟壑纵横的脸上流淌。怕汗珠掉落在纸上，严嵩不时地用衣袖

擦拭着额头。

“可笑！”夏言突然挺直身子，扭过脸来，双眼含剑盯着严

嵩，讥讽道，“在如此狂风大作的深夜，大明内阁首辅和礼部尚书

竟然不为苍生安危着想，趴在这里写什么祭天的青词，可笑！可笑 

至极！”

正专注于写青词的严嵩，被夏言突然出声给吓到了，落笔的

手一抖。他睨了夏言一眼，庆幸那笔没落下，不然前面的也就白写

了。他心里生着气，可脸上却挤出一丝讨好的笑，“阁老，青词是

皇上祭天要用的，皇上祭天是为天下苍生，您和我这也是在为天下 

苍生……”

“哼！”严嵩的话还没有说完，便被夏言的一声冷笑打断了，

“严大人，不用说了，你接下来会说什么，老夫知道。老夫不想

听，老夫听厌了！”夏言越说声音越大，说到最后，他愤而起身，

踱起步来。

大明官员讲究官仪，夏言双眉如漆，鬓若刀裁，相貌堂堂，很

有官仪。而那严嵩就差多了，身形虽高却略显佝偻，双眉稀疏，长

鬓杂乱，脸颊消瘦。相较于夏言，严嵩的形象很是猥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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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言如此不客气地训斥严嵩，旁人听了都会替严嵩尴尬，但严

嵩本人却像没听到似的，继续谄媚道：“在下能为皇上写青词，是

在下的荣幸！在下能与夏阁老在此值宿，也是在下的荣幸！”

六十二岁的严嵩，在面对比他小两岁的夏言时，总忘不了低头

哈腰。

夏言看不惯严嵩这个样子，他紧皱眉头，盯了严嵩好一会儿后，

摇摇头走到了窗前，看着窗外那黑压压的天空，喃喃道：“这是天

灾还是人祸？这种天气，不知又有多少百姓要流离失所了。唉！祸

不单行啊，如今又有俺答汗带着匪兵入侵。也不知那俺答的入侵，

是不是被遏制住了……”

为这些事，夏言多日以来愁得寝食难安。可他不明白，大明百

姓在遭难，大明领土被侵扰，身为大明天子的嘉靖帝，为何依旧整

日沉迷于祭天修道。如果祭天有用，大明还会天灾不断，苍生受苦？

近几年，夏言曾多次谏言皇帝，让他不要沉迷于祭天修道，可

皇帝不仅不听，反而勃然大怒，屡屡将他革职。

被革职对夏言来说已成常态。自嘉靖十七年（1538 年）第一次

入内阁至今，短短四年时间，他已经被革职两次了，而这两次被革职，

都和他向皇上谏言不要沉迷于修道有关。而更让他哭笑不得的是，

他每次很快复职，又都与他能写青词有关—嘉靖帝找不到一个能

在写青词上与他媲美的人。

“青词宰相”—有人这么称呼他。

对自己沦落为一个给皇上写青词的首辅，夏言既痛苦又厌倦，

当然更多的是无奈。最近一段时间，每次写青词，他都找各种借口

拖延。今天他便是如此。

和夏言不同，严嵩对写青词表现得很积极，他甚至觉得能为皇

上写青词是他的荣幸。好不容易做到了礼部尚书，好不容易被皇上

点名值宿，好不容易有资格写青词，他怎么能不好好把握机会？

内阁建立值宿制度，除了方便内阁官员随时接受皇上的询问，



5

引子

还要奉旨写祷神的青词。因而，每日由谁值宿就很要紧，因为值宿

人全由皇上钦点。值宿是和皇上接触的最好机会，被钦点值宿更是

受到皇上宠信的象征。朝臣中，除了夏言，没有人不想获得这样的

机会。

夏言不想值宿是不愿写青词，不愿被人讽为“青词宰相”，他

想当的是名垂青史、能为世人称道的宰相。

青词是嘉靖帝祷告时用的词，全文用赋体，语言华丽，笔法玄妙，

写作难度很大。写青词的笔和纸很讲究，必须笔蘸朱砂，在青藤纸

上写。“青词”一词，由此诞生。

青词的书写，对嘉靖帝来说大过一切，它关系到祷祀是否灵验。

因而，能写青词，成了他选拔内阁成员的第一要件。夏言因写得一

手漂亮青词，还曾被嘉靖帝亲赐“学博才优”银章（获这银章即有

向皇上密奏的权力）。

擅青词者，得首辅位。

朝臣中流传的这句话，让夏言倍感耻辱，他极力想要避开和青

词有关的一切。而严嵩却在极力争取。严嵩是礼部尚书、内阁阁员，

因被皇上钦点值宿写青词，有了往上爬的机会。他卖力地表现着，

以求能在写青词上“一鸣惊帝”，进而取代夏言，当上他梦寐以求的“青

词宰相”。

为了当上“青词宰相”，严嵩几年前就开始练习写青词了，可

惜他一直没有机会展示。如今，他要使出浑身解数，抓住这个千载

难逢的机会。外面电闪雷鸣，严嵩听不到，他埋头伏身，注意力全

都集中在了写青词上。此时，他不是在写青词，他是在攀云梯，攀

登通向首辅位的云梯。

两炷香的时间过去了，外面那呼啸的风声和“咔嚓”的雷电声

仍然不绝于耳。

“违背正统，会遭报应的！”突然，嘉靖帝的耳边响起了这句话。

他不禁打了个寒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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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词呢？”嘉靖帝闭着眼，轻声问旁边的黄锦，“青词送来

了吗？”

“奴才这就让他们去请夏阁老……”

黄锦还未说完，便听嘉靖帝说：“你跑一趟吧！”

“奴才还是伺候万岁爷吧！”黄锦不愿意离开皇上，特别是这

样的天气，他必须守在皇上身边。

“别人朕不放心，老天还在震怒。”嘉靖帝微微睁开眼，扫了

黄锦一眼，“让崔文来替你吧。”

“是！”黄锦答应一声，出去了。

半炷香后，雷电停了，万籁俱寂。

黄锦再进来时，却见嘉靖帝已经身着白衣单衫，侧卧在了龙榻上。

熟睡中的嘉靖帝发出了轻微的呼噜声。

“黄公公，皇上睡着了。”崔文小声说。黄锦挥挥手，崔文出去了。

第二日，嘉靖帝一睁眼就问黄锦，“夏言的青词呢？”

“万岁爷！夏阁老说身体有恙，青词还未来得及写。”

嘉靖帝看着黄锦，脸上露出了愠色。“身体有恙？”嘉靖帝鼻

子里哼了一声，“看来，朕给他这个首辅的权力太大了，大到他连

朕都不放在眼里了！”

“万岁爷，千万别为这事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当，那夏阁老

虽未写好青词，但礼部尚书严大人写好了。万岁爷要不要先看看？”

黄锦上前一步，轻声道。

嘉靖帝没有说话，重新闭上眼睛。

黄锦从怀里轻轻拿出严嵩所写的青词，慢慢呈了上去。好半天，

嘉靖帝才睁开眼，先是瞟了一眼，后又接过去，仔细看起来。

少顷，嘉靖帝脸上的愠色消失了。见状，黄锦暗里长舒了一口气。

几日后，嘉靖帝下手谕给都察院，列出夏言五项罪状：欲改皇

太后慈庆宫为太子东宫府、在西苑乘轿、拒不戴所赐道士巾、罗织

郭勋狱、军事重事径自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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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嘉靖帝没有给夏言任何辩解机会。

嘉靖二十一年（1542 年）七月一日，夏言第三次被革职，原内

阁次辅翟銮升任首辅，而写青词有功的内阁阁员—礼部尚书严嵩

则做了次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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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嘉靖帝一心修道，无视俺答犯国土

嘉靖二十一年（1542 年）七月。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率兵

在太原掠杀百姓。

六月，俺答便开始入侵太原。当时，俺答纠集青台吉、咒刺哈、

哈刺汉及大同叛军首领高怀智等人，领兵数万，先进朔州，又抵广武，

最后经太原南下沁、汾，复经忻、崞以北，屯驻在了祁县。

这是一场谋划许久的抢掠。俺答有备而来，兵强马壮，刀剑锋利。

相反，驻守在这些地方的明军却毫无思想准备，面对来势汹汹的俺

答兵，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急奏依然一封又一封。嘉靖帝嫌这些事打扰了他的清静，竟然

索性将自己关在殿里，别说上朝，就是平常的议事也取消了。

“朕要闭关几日，有什么事就找内阁，让他们和六部协商！”

嘉靖帝一句话就把事情推给了臣子，推给了刚刚接替夏言当上首辅

的翟銮。

翟銮叫苦不迭，“人人都想当宰相，那是人人不知当宰相的

苦啊！”

大明是没有宰相的，可内阁首辅干着宰相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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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臣下敢有奏请设立宰相者，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

家处死”，这是明太祖朱元璋留下的祖训。

不难看出，对于“宰相”这个职位，朱元璋是多么的排斥。由

于没有宰相，大明户、吏、礼、刑、工、兵六部加上都察院、通政司、

大理院这些平行的九卿，一有重大事情便都直接上报皇上，由皇上

定夺。明太祖朱元璋废相，并从此不再设相，就是担心分权，他要

把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

可权力越大，事情就越多。当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皇帝那里时，

即便皇帝的精力再充沛，也会力不从心。

明太祖朱元璋感受到了压力，为了分担朝政压力，又不被分权，

他下令设立一个专门替他处理九卿上奏文书的部门，事情不大，此

部门汇报后处理；事情重大，皇上亲自处理。由于这个部门设立在

皇帝的阁殿之下，直接和皇帝联系，因而被称为内阁，内阁成员之

首叫内阁首辅，内阁里的成员也就有了专门的称呼—大学士。

内阁刚刚设立时，也如明太祖朱元璋所愿，只起“传旨当笔”

的作用，并没有多少实际权力。然而，懒政的皇帝出现了，“重大事”

越来越少，由内阁直接处理的“小事情”越来越多。这时候，内阁

不再只是“传旨当笔”，而是成了权力只在皇帝之下的部门，内阁

首辅也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内阁、内阁首辅的权力越来越大，大到危及皇权，连懒政的皇

帝也害怕了。怎么办？再设立一个可以制约内阁的部门吧。这个部

门就是司礼监。司礼监是明朝宦官二十四监之首，主要代皇帝批阅

奏章，传达谕旨。二十四监的主管叫掌印太监，是宦官之首，和内

阁首辅一样，拥有“宰相”之权。

于是，大明出现了两个不是宰相的“宰相”职位：在皇帝殿外（内

阁首辅）的叫“外相”；时刻跟在皇帝身边（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叫 

“内相”。

宦官和皇帝走得近，因而干政可能性更大，是怕分权的皇帝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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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设防之人。为绝后患，明太祖立下不设“相”祖训的同时提出：“内

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为规避宦官干政的风险，明太祖还规定，

太监在宫中只能充当杂役，只能是奴才；宦官的品级绝对不能过四

品；不能兼文武衔，不能读书识字等。然而，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

明宣宗以后，太监不能读书识字的规定被打破了，皇帝不仅允许太

监读书，还专门派大学士来教太监识文断字，这为后来司礼监的出

现打下了基础。

懒政的皇帝，给了司礼监太监代皇帝批阅奏章，传达谕旨的权力。

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懒政的皇帝将政事交给这两

个部门，自己则从政事中解脱出来。

何谓“票拟”？来自全国各地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前，会经

过内阁，内阁给出建议，这建议写在小纸上，并贴在奏章背面。这

便是“票拟”。而“批红”，则是司礼监在奏章上用“红字”代皇

帝批示。有了内阁的票拟和司礼监批红的奏章，皇上才会下诏，各部、

各地才能执行。从章程上看，内阁和司礼监权力虽大，但互为制约，

缺一不可。

部门权力，很多时候是掌握在掌管部门的人的手里的。慢慢地，

内阁的票拟便成了首辅的票拟，司礼监的批红成了掌印太监的批红。

权力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入朝为官，无不想进内阁；进内阁者，无不想做首辅。

进宫做宦官者，无不想进司礼监；进司礼监者，无不争抢着当

掌印太监。

当然，也有例外。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不想担责、胆小

怕事的内阁首辅翟銮，把首辅位当成了烫手山芋。

“诸位不知，伴君如伴虎啊！”翟銮替换夏言三次坐上首辅位，

别人恭喜他时，他都苦笑着如是说。他太怕出事了。可怕什么就来

什么，俺答进攻山西太原势如破竹，兵部尚书刘天和整天跟在他的

后面，要募兵，需粮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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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兵、粮饷，哪一样不要银两？可户部声称不见皇上的御批，

不拨银两。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不想拨。皇上正闭关修道呢。当然，

即便户部想拨，国库也无银两可拨。

明知道找翟銮没用，刘天和还是不停地找，谁让他是内阁首辅呢？

翟銮急得抓耳挠腮想不出办法。俺答掠杀成瘾，百姓受罪也就

罢了，只怕听之任之会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不再只满足于抢掠财物，

还要侵占大明领地。后果不堪设想啊！只几日，翟銮的黑胡子就白

了一半。

翟銮想，夏阁老在就好了。他是真想夏言了，有夏言在，他便

可以继续做他的好好先生，在内阁安稳混着了。翟銮为人处事谨慎，

也没多大野心，这是他能在官场稳步上升的原因。在别人争权夺利

斗得两败俱伤之时，他渔翁得利。不会给人造成威胁的翟銮人缘很好，

与那恃才傲物、人缘极差的夏言也能和平相处。

翟銮只想跟在夏言身后，做个次辅，混到告老还乡。可夏言又

一次被革职了，他翟鸾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这劳什子首辅，看

着威风，却实在不是什么好差事，来个大浪就能被卷走。

翟銮的首辅做得很被动，他既不擅长溜须拍马，也不会写青词，

如果不是夏言屡屡被革职，他还真和首辅之位无缘。前两次夏言被

革职而他任首辅时，朝廷无大事发生，他才侥幸混到夏言复职。可

这次，他是混不下去了。

“翟阁老，不能等了，俺答步步紧逼，再不募兵拨粮饷，那俺

答汗可就率兵攻进来了！”兵部尚书刘天和又在内阁逼翟銮。

“刘大人呀，本官该做的都做了，你呈上的疏文，本官也票拟了，

你不亲眼见着了吗？这、这……唉！”翟銮长吁短叹一番，突然又说，

“要不您再找找张公公？”

“找张公公”只是翟銮应付刘天和之言。司礼监掌印太监张佐

早就说了，皇上不点头，他不敢批，牵扯到拨银两的事可不是小事，

他一个司礼监太监不能擅作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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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佐不批红，是不是皇上的意思？他们不知道，也不敢多问。

“翟阁老啊，您老又不健忘，卑职和您去找张公公多少次了，有

用吗？”刘天和急得几天没睡好觉，眼睛里全是红血丝，“卑职掉脑

袋都没事，只是不忍心看着百姓……看着百姓们被俺答欺凌啊！”

刘天和捶胸顿足，声音哽咽。

“老夫何尝不是？只是老夫也没办法，无能为力啊！”翟銮搓

着手转圈。

“那……翟阁老，既然皇上忙着天上的事，顾不过来地上的，

要不我们一起冒死跪在乾清宫，求谏皇上如何？皇上不……”

刘天和刚刚说到这里，翟銮就一脸惊慌，冲过去按住了他的胳膊，

不停对他使眼色。意思是，你这么说皇上，不想活了吗？

刘天和不再说了，只苦笑了一下。他心想，这事如果不能解决，

闹大了，他不一样是死？既然横竖都是一死，还不如冒死求谏。

翟銮见刘天和真将生死置之度外，怕他又说出什么过激的话，

抑或做出什么过激的事，便故意大声道：“松石兄，冷静！冷静！

急是没用的，我们不是正在想办法吗？太原百姓受俺答掠杀，谁都

急，我们急，皇上更急，这才闭关祈求老天保佑啊！”翟銮一边说，

一边还朝外看。

“窝囊！”刘天和在心里骂了一句。

“要不我们再去求求如翰兄？”翟銮知道不想个法子是支不走

刘天和的，“让他想想办法，或许他能拨点银两来。”翟銮所说的

如翰兄是户部尚书李士翱。刘天和摇了摇头，不再说话，只是坐在

那里发呆。他打定主意，翟銮不想出个法子，他不走。

“唉！”翟銮见支不走刘天和，便只得叹口气，坐回椅子上，

耷拉下了脑袋。两个人都不再说话。

翟銮和刘天和在首辅室说的每一句话，都钻入了隔壁房间的次

辅严嵩的耳朵里。按理说，严嵩是次辅，翟銮遇事是要和他商量的。

可翟銮没有把严嵩放在眼里，在他看来，严嵩是靠溜须拍马、谄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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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迎进入内阁，靠写青词当上次辅的平庸之人，没必要和他商量，

和他商量也商量不出什么来。

翟銮几日来的着急和无计可施，严嵩全都看在了眼里。此时，

他觉得自己该出场了。他先令小吏给翟銮和刘天和倒了茶，然后自

己端着这两杯茶，小心翼翼地向首辅室走去。

在门口，他将满是皱纹的脸挤出千层花。

“二位大人忙了一上午，喝杯茶润润嗓子吧！”严嵩说，“这

是我们江西的茶，二位大人先尝尝怎么样？”

翟銮正心急火燎呢，哪有心情喝茶？不过，从不打笑脸人的他，

还是接了过去。

“哎哟，这可不敢当，怎么是严阁老……小吏呢？”刘天和急

忙起身，惶恐地道。

“是卑职没让他们进来，二位大人正谈大事，怕他们进来了惊

扰二位。”严嵩一脸谦卑地说。

“严阁老请坐！”刘天和对严嵩也没好印象，可人家好歹是内

阁次辅，他也就装出恭敬的样子，起身让座位给严嵩。

严嵩嘴里说不坐，但屁股却已落在了椅子上。

“翟阁老和刘大人可是为俺答掠杀太原之事烦恼？”严嵩问道。

翟銮一听，禁不住又叹了口气，却没说话。

“可不是吗，卑职和翟阁老正为此事烦呢，不知严阁老可有什

么好法子？”刘天和坐在另一张椅子上，随口问了一句。

严嵩等的就是这句话，他立马回道：“二位大人何不找夏阁老

出出主意？”

“夏阁老？”翟銮和刘天和互看一眼，刘天和说，“夏阁老……

夏阁老不是被革职了吗？”

“夏阁老虽然被革职，可一向很受皇上器重。何况，夏阁老在

山西任过职，对那里也熟悉……”

严嵩还没说完，刘天和便频频点头道：“没错没错，兴许夏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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