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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商　传

　　２０１２年是中国历史上明朝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逝世４３０周年。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逝世４３０周年，在他的家乡荆州市，

由荆州市人民政府与中国明史学会合作举办了一次高规格、高水平的专题
学术研讨会。

今天的荆州在明朝被称为江陵。明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张居正在北京去
世，他的灵柩被送回到家乡江陵。七十年前，朱东润教授在他的名著《张居
正大传》中讲述到张居正病故后的这段历史，曾经满怀深情地说道：“六月二
十日，居正舍弃十六年始终不放的政权、十年以来竭诚拥戴的皇帝和六千万
人民，死在北京的寓所。”他的灵柩被送归故乡，“江陵的山水无恙罢！三十
六年以前，看到一位少年入京会试，成为新科的进士；三十六年以后，又看到
这位进士回来，成为功业彪炳的张文忠公”。

如今，四百三十年过去了，我们来到古荆州，看到这里古城巍峨，山水依
旧；当我们来到张居正墓葬前拜谒的时候，我们的眼前仿佛再现了张居正生
活的那段历史。

按照传统的说法，明朝到了明神宗万历时代，帝国已经日渐没落，是张
居正的改革，挽救了这个走向没落的帝国，使之统治得以延续，史书中说：
“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
行。”这是何等难得的政治局面！张居正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
的改革家。但是当今史学界的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学者认为，张居正
生活过的及其身后的那个晚明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社会转型期或者
称之为社会变迁时期。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张居正只是顺应了历史潮
流的变化，将已经发生在一些地区的“一条鞭法”推行到了全国，因此，他虽
然挽救了明朝的颓势，却只能说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
改革家。诚然，改革应该是创新，晚明时代真正的改革，应该是政治体制改
革，然而这也正是中国历来改革的难点。

因此我觉得这种看法可能对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有些苛求了。其实任
何一位改革家，不一定都要创立什么新体制、新制度，他们所推行的新政，往
往只是将已经产生的新生事物确定下来，给予支持和推广，对于一个历史时
代来说，这也应该算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改革家与一般政治家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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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他们能够推行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新政，因此，我认为张居正不仅是中
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不愧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改革家。

明朝的政治体制特征之一是完备的内阁制度，明朝自中叶以后内阁逐
渐发展成为国家政治的中枢，内阁的官员中，不乏名臣。然而在这样的形势
下，内阁首辅的位置也成了政治家们竞相角逐的目标。张居正的时代，内阁
发展到了有明一代的巅峰。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张居正的前面，
有夏言，有严嵩，有徐阶，还有他的同僚高拱，都是名著一时的内阁首辅，一
个个也都在内阁的纷争中倒下。内阁首辅的位置为有野心的政治家们所觊
觎，张居正也不例外，他与宦官冯保一起，用阴谋赶走同僚高拱才取而代之
得到内阁首辅之位的，所以张居正也不是一位完美无缺的正人君子，更何况
他也是一个讲排场、生活奢华的人。

不过这不仅是晚明官场的常态，也是中国历史上旧体制下的一种常态，
不足为怪。可是问题在于张居正本人汲取了前人的教训，处处提防内阁中
产生危险人物，以至其病逝之后，内阁乏人，造成明朝内阁政治的衰败，也因
此影响到了晚明政局。对于这种后果，他是应该承担一定责任的。明朝的
政体，在于内阁的作用。自仁、宣以后，明朝内阁支撑了帝国大厦，可是张居
正以后，这个帝国的支柱却失去了旧日的光辉，皇帝和宦官成为了以后的政
治主角。

徐泓教授在为韦庆远教授《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一书所写序言开
首便说：“对于张居正的评价，毁誉互见，瑕瑜不能相掩，是向来一般史家的
共通看法。”韦先生的这部著作，不仅将张居正放到明中后期历史背景下去
考量，而且对于他的成绩与错误也都给予了客观的评价，是继朱东润先生
《张居正大传》之后又一部关于张居正研究的名著。

其实任何历史人物，大凡有所作为者，无不毁誉互见，其身后的评价必
然会有所不同。但是张居正生前位极人臣，权倾一时，去世后即遭以神宗为
首的反对派的报复，追夺抄没，家破人亡，彰显出了中国历史上改革家无法
逃脱的命运。到了这时刻，反倒是几位曾经因为反对张居正而获罪的官员
们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张居正在天有灵，也要后悔自己生前的所为了
吧？

我认为这就是张居正的政治局限性表现。其实对于一位改革家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自己生前身后有没有人反对，或者被后来强势取代，对于
改革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自己的改革成果能够为后世所继承，而不
因一个人的去世或者人事上的变动而付之东流。遗憾的是，张居正这样一
位伟大的人物，却没有看清这一点。以致于我们今天所赞扬他的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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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也被人指为贪恋权力。好在他推行的经济政策“一条鞭法”被后人继
承下来，没有随着政治反对派们的反攻倒算而废止。

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造就了权威政治的模式。一切政策和推行，都必
须有政治权威的支撑。在不同的利益群体追求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的时
候，尤其如此，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更是如此。所以张居正要想成功，就
必须是个强势的政治家。强势的政治家，就必然会得罪人，树敌太多，大概
是他们的共同点。何况他们所要实现的理想，往往是一般人难以明白的远
景。这在中国历史上称为“事功”。《明史》在盛应期、潘季驯、王宗沐等人的
传后评论说：

事功之难立也，始则群疑朋兴，继而忌口交铄，此劳臣任事者为腐心
也。……所规画为军国久远大计，其奏效或在数十年后。而当其时浮议滋
起，或以辍役，或以罢官，久之乃食其利，而思其功。或曰：“可与乐成，
难与虑始”，信夫。

这其中的潘季驯等人也是曾经得到张居正信任的劳臣，当然也因此牵
累而不能逃脱被罢官的命运。

当晚明社会在商品经济冲击下，人人都想一夜间暴富，急功近利的风气
影响着整个社会心理的时候，又有谁还肯想着百年以后的远景呢？能够想
着为国家的发展做一点儿事情，能够想着为后人留下一些东西，就必须具备
高瞻远瞩的眼光、远大理想的追求和百折不挠的毅力。

张居正不就是这样的一位政治家么！他身后的是非，不是当时人们能
够理解清楚的吧？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都必然要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
益，因此也就必然会有人反对，即使如张居正那样温和的改革，也曾经激起
政治波澜，并导致他身后的悲剧。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历史终究会有一个正
确的结论。

我们今天纪念张居正，不仅是对于一位历史伟人的思念，更是对于他的
生活与活动的那段历史的再认识，并且从中找到我们必须记取的历史经验
与教训。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于北京

（作者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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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易法新

袍笏巍然故宅残，入门人自肃衣冠。
半生忧国眉犹锁，一诏旌忠骨已寒。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眼前国是公知否？拜起还宜拭目看。

这是明末诗人王启茂（湖北石首籍）的《拜江陵张文忠公祠》，清代学者
朱彝尊评价说：“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二语足称诗史矣。”

张居正（１５２５—１５８２年），字叔大，号太岳，谥文忠。明代政治家，改革
家，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市）人。他是与商鞅、王安石并列的我国封建社会
三大改革家。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不乏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
开国之君而名垂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
见的一位。他柄政的十年中，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对明王
朝的旧政积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其辅佐幼主之心，经国济世之才，勇
于担当的精神，多行改革的胆识，在明代的宰辅中无与伦比。他的精神世界
的核心是忧国忧民，他推行新政的目标是富国强兵，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勇
于任事，不畏艰险，因此被誉为“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由于张居正的改
革，明朝政令畅通，国家安定，人民乐业，经济兴旺，国库充实，军力强大，民
族团结。这十年成为历史上最富盛名的改革期，史称“万历新政”。

然而在张居正去世后，由于改革触及了一些权贵的利益，遭致他们的怨
恨和非议，也由于其生前“威柄之操，几于震主”，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三月，张
居正去世后９个月，明神宗下诏追夺张居正的官秩，并抄了他的家。张居正
的改革成果也大多付之东流。直到崇祯年间，后人又重新给了张居正及其
改革以公正的评价。
２０１２年６月，在张居正辞世４３０周年之际，为弘扬先贤的改革精神，由

荆州市人民政府、中国明史学会主办，荆州市张居正研究会承办，在荆州隆
重召开了“张居正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央、省、市有关领导、海内外专家学
者及张氏宗亲代表１００多人参加大会。本次会议规格高、影响大、效果好。
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尹汉宁专门发来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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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南炳文、商传出席会议并主持讨论。荆州市委书记李
新华、市长李建明，给予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荆州原市委书记刘克毅同志
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与会专家学者提交了６０多篇
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侧面和视角对张居正的生平事迹、改革
实践、学术造诣和社会影响等进行了客观、公正、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反映了
史学界对张居正研究工作的最新成果。这对于拓展深化张居正研究，提升
荆州城市软实力和打造城市品牌，对于推动荆楚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
用，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张居正思想博大精深，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份优秀的文化遗产，他所提出
的一系列进步思想观点，对明、清以降的思想、文化发展都有着独到的积极
作用，甚至对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开放事业、五大建设仍有着积极的借鉴作
用。我们出版这本论文集，其目的正是为了保存研究成果，扩大交流范围，
启迪和推动张居正学术研究工作向更广的领域、更深的层次不断拓展和延
伸。

当前，荆州正处于加快发展、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全市６５０万人民正在
全面实施“壮腰工程”，为打造长江经济带“钢腰”而努力奋斗。振兴荆州，亟
需从古今中外改革者的改革思想、措施及其改革成就中汲取有益的成分，借
鉴经验，总结教训，而张居正就是这样一座富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文集的出版对加强荆州的文化建及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很强的理论意义和
实践意义。

是为序。

（作者系荆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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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　砥砺前行
———张居正改革思想对实施“壮腰工程”的启示

李建明

　　历史总是在改革中前进，从春秋管仲到战国商鞅，从宋朝王安石到明朝
张居正，无不以改革壮举将历史发展推向新的阶段。其中张居正以“一条鞭
法”改革赋役、以“考成法”整饬吏治，振明朝于飘摇之际，救百姓于水火之
中，被誉为“宰相之杰”。四百多年后，透过“一条鞭法”、“考成法”，我们依然
能看到张居正卓越不凡的改革思想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作为从荆州走出去的明朝政治家，张居正的执政理念带有明显的封建
统治阶级历史印记和局限性，但其勇于改革、破除时弊的精神，却是留给我
们的宝贵财富，其改革思想值得借鉴，颇有启示。其一心为公之心可钦，在
给恩师徐阶的信中，张居正阐述了“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唯鞠躬尽瘁而已，
他复何言”的执政信念。其改革创新精神可敬，在满朝上下对改革顾虑重
重、患得患失之际，他大声疾呼：“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规，扫除廓清，
不足以弥天下之患。”其勇往直前之志可佩，改革遇阻时，他立下誓言：“虽机
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他言必信，行必果，厉行改革，挽狂澜于既倒，
扶大厦于将倾。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张居正实施改革之历史告诉我们，非常之目
标，必以非常之精神施非常之举措。作为首辅故里，当前，荆州正处在实施
“壮腰工程”、推动跨越振兴的关键时期，大力弘扬张居正改革创新精神，以
“治庸问责”作为新“一条鞭法”，利剑高悬，彻底改变少数干部中存在的“庸
懒散软”现象，为加快荆州振兴壮志、壮胆、壮力，意义尤显重大而深远。

一、壮振兴之志
行非常之事者，必先立非常之志，“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张居

正青年时期就有“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的志向，柄政之后，更是拒做平
庸首辅，挺身而出，厉行改革，整顿吏治，重振朝纲，造就万历十年辉煌。加
快荆州振兴，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昂扬的士气，形成强大精神气场。

壮志当坚信心。信心是成功之源。张居正始终坚信“一条鞭法”是治疗
明朝衰弱的一剂良药，我们也要坚信“壮腰工程”是荆州振兴的不二选择。
荆州先后被纳入全国大遗址保护示范区、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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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国家“北煤南运”大通道水铁联运重要节点，成为
省“两圈一带”战略的重要工作平台，荆州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和省的区域
战略，这是我们加快振兴的信心之源。同时，荆州经济总量昂首跨入“千亿
元俱乐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销售收入均突破千亿元，正在形成内联
外畅的铁路、水运、高速公路综合交通网络，荆北新区、沙北新区建设正式启
动，大交通、大城市的框架正在形成，这是我们加快振兴的信心之基。可以
说，当今的荆州得天时、占地利、拥人和，已经走出山重水复，正在迎来柳暗
花明。有信心才有作为，我们一定要有“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的自信与豪迈。

壮志当强决心。“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这是一
种誓死决战的决心。没有这种决心，“一条鞭法”可能早已夭折于重重阻挠
之中。实施“壮腰工程”，我们唯有义无反顾，否则就是对历史机遇的亵渎。
荆州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如今辉煌不再，一直是荆州人民的切肤之痛。打
造湖北长江经济带“钢腰”、建设长江中游明星城市，是省委、省政府对我们
的深情厚望，承载着荆州人民的光荣与梦想。重振昔日雄风，复兴大荆州，
唯有励精图治、勇往直前，才能堪当重任、不辱使命。如果没有坚定的决心，
就会摇摆不定、趑趄不前，振兴目标必将落空，我们就会辜负省委、省政府的
深情嘱托，就会辜负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壮志当燃激情。“境由心造，事在人为”。张居正以激情重燃了大明王
朝行将熄灭之火。实施“壮腰工程”，激情不足则力弱。荆州自古以来就是
一块激情澎湃的神奇土地，楚国先王曾在这里栉风沐雨，三国英雄曾在这里
鏖战沙场，抗洪英雄曾在这里战天斗地。我们要弘扬楚人“生当作人杰，死
亦为鬼雄”的慷慨壮志，弘扬张居正“朝闻命而夕就道”的满腔豪情，弘扬抗
洪英雄众志成城的战斗精神，点燃激情火焰，提升精神区位，以义不容辞之
责来担当振兴重任。

二、壮振兴之胆
行非常之事，需非常之胆。时势创造英雄，英雄推动进步，也创造历史。

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与符合历史潮流和人民愿望的关键人物的过人胆识
密不可分。没有张居正超凡的改革胆识，就没有“万历中兴”。加快荆州振
兴，必须高位驱动，练就“敢为天下先”、“裹革无怯魂”之胆。

壮敢闯之胆。勇敢的尝试是成功的一半。荆州振兴必须敢闯敢试，敢
于创新。要敢闯思想禁区，破除不可能、不敢想的思维定势，于不可能中创
造可能；要敢闯改革雷区，抛弃私心杂念，拿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
言不足恤”的血性，全方位、深层次推进“顶层设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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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新突破；要敢闯体制盲区，大胆突破行政审批、项目建设、征地融资、园
区环境、城市建设等方面的瓶颈制约，闯出一条发展新路。

壮敢担之胆。顺境逆境看胸怀，大事难事看担当。张居正以楚人担当
精神而自豪：“明兴以来，国有艰巨之事，众所观望而不敢承者，率楚人当
之。”担当就是要敢于负责。加快荆州振兴，要求每个荆州人都要担当。要
做敢于担责的勇者，问题面前不回避，压力面前不躲闪，困难面前不推脱，挑
战面前不畏惧，不达目的不罢休。要做敢于担险的智者，善于逢山开路、遇
水搭桥，化挑战为机遇，变风险为风景。

壮敢治之胆。稗草不除，嘉禾不生。张居正推进“一条鞭法”期间，以
“考成”硬举措裁减冗余低效中央官员四百余人、地方官员九百余人。实施
“壮腰工程”，如果慵懒散软问题得不到治理，振兴目标就会成为水中月、镜
中花。要敢治思想之庸，“为官避事平生耻”，下大力纠正不敢担当、不愿担
当的现象；要治能力之庸，强化学习教育，促进提能善政；要敢治作风之庸，
对于作风散漫的干部要敢于亮剑，敢治、真治、善治。

三、壮振兴之力
非常之事，需要非常之力。海瑞评价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后

代史学家也多称他“刚毅果决”。正是靠着坚毅之力，张居正才重新塑造了
一个充满生机的王朝。荆州振兴目标既定，实现目标，必须以坚韧不拔之精
神，苦干、实干、快干。

要潜心苦干。“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苦干是成
事创业的根本保证。楚先民开创基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苦干；张居
正推行“一条鞭法”，夙兴夜寐，十年如一日，也是苦干。实施“壮腰工程”，如
磨宝剑之锋，如筑摩天大厦，必须有磨砺不已、永不懈怠的苦干精神。苦干
就是艰苦奋斗，以“人一之、我十之”的努力，发扬“５＋２”、“白＋黑”精神，不
辞辛苦，任劳任怨。苦干就是持之以恒，发扬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有恒精
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地构筑荆州振兴的宏伟大厦。苦干就是百折不
挠，不被困难所阻挡、不为艰险所畏惧、不因挫折而退缩。

要踏实肯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
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没有。实干就是要用行动说话，一个行动胜过一
打纲领；实干就是要矢志不渝，认准的事、有价值的事，咬定目标不放松，一
抓到底。实干就是要踏踏实实，少说多做，不好高骛远，不好大喜功，不投机
取巧，做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要加鞭快干。“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张居正十年执政，创造了一个
崭新的明王朝。十年之内，荆州要实现振兴目标，必须争分夺秒、奋力快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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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培育大产业，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努力培育以工
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文化旅游为特色的大产业；要加快构筑大交通，抢抓
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机遇，抓紧实施大交通发展规划，加快公路、铁路、港口
等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打造区域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要加快建设大城市，
深入开展“四城同创”活动，实施新区开发、产业兴城、产业兴镇，建设沿江沿
路城镇带，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潮平海天阔，风正一帆悬。”前景无限好，崛起正当时。荆州振兴，时不
我待；跨越发展，义不容辞。唯有继先贤之精神，担历史之使命，振人民之士
气，鼓十足之干劲，才能继往开来、再造辉煌，以“荆州气派”为构建中部崛起
的战略支点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荆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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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革新视野下的张居正
———对张居正是不是改革家的回答

田　澍

　　张居正是明史研究中的热点人物之一。如何认识张居正在万历前期行政行为的特点，学界存在
着很大的争论，主要聚焦在张居正是不是改革家的问题之上。“改革家张居正”似乎是一种学术主流，
但仔细梳理相关成果，却发现很少有学者在明史特别是嘉靖革新的大背景下认真而全面地探讨张居
正改革的对象、条件、措施、目标、障碍、效果等问题，缺乏高水平成果。否定张居正为改革家的学者也
没有回答长达２７０余年的明朝有无改革期，只是就万历初政谈论张居正，相关结论自然也就没有说服
力。总的来说，缺乏对嘉靖政治的理性思考并割裂嘉靖革新与万历初政的密切关系是目前张居正研
究中最大的缺陷，也是张居正研究止步不前的根本原因。

由于防范异姓威胁皇权制度的严密性，明朝是中国封建时期不间断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唐朝有

１５年武则天改朝换代的中断时期）。它之所以能够延绵久远，除了立国体制相对完善之外，还有两次
大的政治调整，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第一次是借靖难之役而崛起的明成祖，他发展和完善
了洪武体制，夯实了明代的立国基础。明太祖的开国奠基与明成祖的再造成为明代前期政治的鲜明
特色，是其他封建王朝所不具有的政治现象。第二次是利用明武宗绝嗣而从湖北藩王崛起的明世宗，
他利用大礼议清除了旧有官僚集团，开启了明代改革的序幕，对明代二祖之后的弊政进行了最大限度
的清理。只有把张居正置于嘉靖革新的大背景下，才能确定他的改革家地位。也就是说，只有在嘉靖
革新的视野下，才能认清张居正对嘉靖政治的效法与继承，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居正才是改革
家。

一、大礼议：明代改革期产生的特殊事件
中国古代社会的改革不是彻底颠覆的代名词，更不是革命，而是在各该王朝根本体制框架内最大

限度的自我更新，即在继承中相对务实的部分批判、部分否定和部分创新。当然，任何一个封建王朝
都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时时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但对这一变化不能随便冠以“改革”之名。就明
朝而言，明代历史在洪武、永乐体制的构架中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同一皇帝在其前后期的施政有所
不同，不同皇帝自然也有施政理念的差别，但由于父死子继基本模式的保障，新旧皇帝之间的政治断
裂度不太明显，故不能将这些现象不加分析地称之为“改革”。那么，如何确定明朝的改革期呢？毋庸
置疑，要进行改革，就必须首先形成改革的条件，但这个条件不是在平和的环境中一夜之间形成的，而
是在激烈的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内部斗争中形成的。就明代改革而言，应在洪武、永乐之后的明代历史
长河中断裂度相对大的时段观察从事改革的条件。相对于父死子继的即位模式，兄终弟及模式与前
朝的断裂度相对要大一些。在这一时期内，先后出现了三次兄终弟及的即位模式，即朱祁钰（代宗）之
于朱祁镇、朱厚熜（世宗）之于朱厚照（武宗）和朱由检（思宗）之于朱由校（熹宗）。在以上三种情形中，
朱祁钰与朱祁镇、朱由检与朱由校皆为同父兄弟，又与朱厚熜与朱厚照同堂兄弟不同。很明显，后者
的断裂度更大，更具改革的可能性。

但要把改革的可能性转化成现实性，仅仅是正常的“兄终弟及”也是难以完成的。因为改革的前
提之一是对前朝乃至前几朝行政的批判与反思，甚至是部分的否定。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经历一
次痛苦的政治撕裂和较为彻底的人事变动。换言之，改革与人事变动具有密切的关系，没有较为彻底
的人事变动，就不可能在王朝体制之内进行有效的改革。所以仅仅是皇帝的变更还不足以形成改革
的充分条件，同时还必须形成与皇帝变更相适应的新兴力量。当然，这种相互匹配的改革条件绝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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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个或某一种势力的人为导演所能实现的，而是要经过特殊事件的洗礼才能具备。明朝在正德十
六年（１５２１）因明武宗的暴亡而带来了改革最佳条件的出现。

年仅三十岁而绝后且无预立嗣子的明武宗走完了自己荒诞的一生，对后事没有具体安排的武宗
一死，立刻引起全社会的恐慌，这是明代前所未有的事情，谁来继承皇位便成了武宗死后最大的政治
问题。但在皇太后、宦官和阁臣的共同努力下，较快地选出武宗堂弟、湖北安陆的藩王朱厚熜作为继
承人。这一选择确保了明朝皇统的延续，暂时消除了人们的疑虑和恐慌。但选择武宗堂弟出任皇帝，
却意外地带来了政坛的震荡，迎来了自明成祖以来最彻底的人事更迭。换言之，选帝过程相对平稳，
而在世宗即位后却迎来了政治激荡。

武宗死后的政治震荡集中反映在“大礼议”之中。对于“大礼议”，《辞海》解释为：“明代宫廷中争
议世宗本生父尊号的事件。武宗无子，武宗侄（应为从弟———引者注）世宗由藩王继帝位。即位后，使
礼臣议本生父兴献王佑杬尊号。张璁等迎合帝意，议尊为皇考。杨廷和认为不合礼法，主张称孝宗
（武宗父）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争论三年，世宗于嘉靖三年（１５２４）追尊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
帝。群臣哭阙力争，因此下狱的达一百三十四人，廷杖致死的十七人，此外尚有谪戍和致仕而去。”①作
为有一定影响的辞书，《辞海》对“大礼议”的解释极不准确，是长期以来错误解读大礼议之典型代表。
翻检各类论著，大多数作者缺乏对大礼议冷静而独立的见解，皆为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并以此为基
础，一味地抬高杨廷和而极力贬低张璁。

众所周知，大礼议的核心是明世宗朱厚熜能否改换父母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世宗不能改换父
母，世宗与孝宗是伯侄关系，与武宗是堂兄弟关系，标志着孝宗———武宗帝系的彻底断裂。随着这一
问题的解决，承载前朝乃至前几朝弊政的杨廷和及其追随者被世宗彻底清除，而与前朝弊政无甚瓜葛
的张璁、桂萼等中下层官员迅速崛起，在短时期内取代了杨廷和集团，组建了新君新臣全新的人事格
局。世宗对张璁说：“君臣之际，固不可不严，此在朝之当慎，他处则犹家礼然。汉文帝之召见贾生，因
语久而为之前席，今亦称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卿夙夜在公，敬君尽礼，昨见退逊太过，恐非辅
臣之于君者。夫何谓辅导大臣？与他臣不同，故曰‘导之训教，辅以德义，保其身体’。此则不可以在
朝之制相与明矣。今后凡会议，或卿有所入奏，无拘时而来，面相计处，庶裨交修。俟朕性志有定，方
可广接他人，庶有所酌别贤否耳。”②正嘉之际人事更迭的彻底性和全新的人事组合是明成祖之后明代
历史上独有的现象。所以说，大礼议是明代改革的起点，世宗借助大礼议清除了孝武时期的遗老遗
少，培植了新兴势力，完全改变了皇位更迭之际旧臣退出政坛的模式。换言之，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
中彻底翻船，不可能再掀风浪，更不可能东山再起。明世宗通过大礼议彻底粉碎杨廷和集团是中国古
代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成功清除旧势力的一次典型案例③。这是一个奇迹，自然孕育着新的政治气
象，必然伴随着政治变革。目前学界对这一人事更迭所带来的政治变革的研究远远不够，一些学者甚
至回避这一问题，而仅仅停留在同情杨廷和集团败灭的这一低层次问题上，像《辞海》一样，他们一味
地放大或突现大礼议被世宗打死或惩治了几个人等问题上，借此来刺激人们的神经，并以此为基点，
无视大礼议之后世宗与张璁等人的改革活动，否认嘉靖革新。

大礼议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没有大礼议，就不会形成从事变革的条件。不可否认，大礼议大大
伤害了世宗与武宗之间的感情，也因此拉大了世宗与武宗乃至孝宗朝政治的距离，这就为嘉靖朝的政
治变革创造了客观的、难得的改革机遇，使改革由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这是认识明代改革必须正视
的关键节点，也是认识张居正行为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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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嘉靖革新：明代改革的黄金期
就永乐以后的明代历史而言，大礼议无疑是一场政坛巨变。不论人们对议礼双方持何种态度，有

一点是要必须承认的，那就是杨廷和集团的彻底崩溃和张璁等新兴势力的迅速崛起。而这样一次重
大的人事更迭必须伴随着一场重大的政治改革。“孝—武”帝系的彻底断绝所引发的不仅仅是庙制等
纯礼仪的变革，而是全面的政治革新。也就是说，世宗在全力进行礼制创新的同时，也会积极推行重
大的政治变革。只强调前者，而无视后者，显然是偏颇的。世宗把变革的矛头直接指向杨廷和集团，
尽一切可能清除杨廷和集团是嘉靖革新的核心内容之一。由于大礼议最终按照武宗遗诏的明确规定
承认了世宗与兴献王的父子关系①，成为不可更改的基本原则，决定着此后明代历史的走向。

对于世宗来说，从事变革的动力来自于他与张璁等人的自信。武宗去世后，政坛自然是由其培植
的势力控制，杨廷和自然是武宗势力的代言人。从湖北安陆成长起来的、年仅十四岁的朱厚熜单枪匹
马地前往京城继位，无疑势单力薄，弄不好便成为杨廷和集团的傀儡。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中的狂妄
和嚣张也充分说明了他们根本不把嘉靖皇帝放在眼中。他们在大礼议中公然违背武宗遗诏，强词夺
理，非要强迫世宗改换父母，再次证明了他们对嘉靖皇帝的蔑视。换言之，大礼议就是杨廷和集团嘲
弄世宗、蔑视世宗的集中反映。他们瞧不起嘉靖皇帝的出身，认为只有改换父母，才能由“小宗”变成
“大宗”，抬高嘉靖皇帝的身份，取得合法的继承权。然而，少年朱厚熜以充分的自信拒绝改换自己的
出身，他坚持自己只是兴献王朱佑杬的儿子和宪宗皇帝的孙子。在世宗看来，藩王朱佑杬的儿子也能
当皇帝，明朝的皇位是祖宗遗留下的皇位，而不是孝宗遗留下的皇位。换句话说，就是祖宗之天下，而
非孝宗之天下。在大礼议中，给人耳目一新的就是世宗的自信和敏锐，他始终未上杨廷和的圈套，不
被杨廷和所宣称的“纲常”所迷惑，更没有被吓倒，而是从事实出发，敢于创造历史，最后以独立的姿态
君临天下。朱东润先生论道：在英宗、世宗、神宗、熹宗等年轻继位的明代皇帝中，“世宗最能干，即位
不久，大权随即到手”。② 嘉靖皇帝通过大礼议击碎了强大的杨廷和集团，清除了施政的障碍，自然会
以极大的自信从事变革。作为年少皇帝，世宗敢于担当的品格和不畏前朝旧势力的勇气是从事变革
的根本保证。也就是说，嘉靖皇帝所表现出的自信、无畏与强势是改革必备的条件。

就张璁等人而言，其变革的动力来自于树立自我形象的需要。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有一种奇特的
现象，一方面人们反对论资排辈，主张用人不拘一格；另一方面又对新兴势力抱以怀疑，极尽诬蔑之能
事。张璁在大礼议中不怕杨廷和集团的围攻和暗杀，挺身而出，打破一言堂，将大礼议引向正常的争
论轨道，并主导着大礼议的发展方向，这没有无畏的勇气和超众的见识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在大
礼议中，杨廷和集团像瞧不起世宗一样瞧不起张璁等人的身份，攻击张璁是为了自己的升迁而讨好、
“迎合”世宗。为了回应这一恶意的诬蔑之词，在钦定大礼议之后，张璁等人便通过改革行为来回应杨
廷和集团的攻击，以树立良好的形象。张璁说：“孚敬遭逢明主，宠异非常，莫知为报，惟委身忘家，敢
以自许。”③又对桂萼、方献夫，霍韬等人说：“吾辈始也生不同方，官不同位，而议礼论之同者，义理根于
人心之固有也。伏遇圣明，作之君师，以定一代纲常，吾辈幸免获罪，敢复论功！夫内阁、吏部、礼部、
都察院、詹事府，此何等切要衙门也。大学士、尚书、都御史、詹事，此何等切要官职也。吾辈若不能平
其心思，公其好恶，各修本职，以佐收治平之功，是负吾君，获罪于天矣。”④张璁等人在大礼议中经受住
了杨廷和集团大肆攻击和报复的考验，这一特殊的经历练就了从事变革的品质。正如张萱所言：张璁
“念以书生片言，当人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报效，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离其党，一意奉公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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