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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张居正》

内容概要

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
蒋介石，梁启超，熊十力，黄仁宇，黎东方等多位大家联合称赞，明朝第一政治家！
大明第一首辅的终极传记！
政治天才的改革治新路！
再现明朝波谲诡异的政治斗争！
张居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怀抱宏志，不与同僚合污，鄙视严嵩奸党的有为青年，他也是玩弄
权术、排除异己，坚决打击政敌的政坛老手，更为所知的是，他是革新除尘、以天下为公的改革家。
嘉靖三十三年，而立之年的张居正面对灰暗时局，心灰意懒，不顾老师徐阶的劝慰，毅然休假归隐山
林，蛰伏六载而出，却学会恩师“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的为官之术。
隆庆六年，内阁斗争达到高潮，内阁次辅张居正联合太监冯保，一举击败昔日知己、首辅高拱，登顶
权力巅峰，成为明朝真正的掌权者，史称江陵柄国。
万历十年，权势滔天的帝师张居正撒手人寰、不存世间，上柱国、谥文忠，然而半年之后，相门抄家
被封，家破人亡！其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也因人亡而政息。
一个不为人所熟知却鲜活真实的大明第一首辅，在翻开本书后将为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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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张居正》

作者简介

宏瞻，原名齐悦，明史研究者，嗜书成性，偏爱古籍。现任张居正研究会学术通讯委员，是张居正四
百多年来最疯狂、最忠实的拥趸。多年来一直研究张居正，以矫正史书中对张的误读为己任，致力于
还原一个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复杂而真实的大明首辅。穷遍史海，凭借着灵敏的嗅觉，作者总能
从相关的每一处史料记载中，闻到与众不同的内幕气息，写下了这本最精准、最真实、最能反映时代
与人物的张居正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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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张居正》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天降文曲
白龟的诞生
成名须趁早
才俊初长成

第二章 初入官场
残酷的内阁斗争
小翰林的蛰伏
居江湖而忧庙堂
重返淤泥政坛

第三章 在政治中成长
做人正直没人欺
当官需要被提携
徐阶和严嵩，不得不说的故事
失败的凄惨下场
张居正的第一次正式亮相

第四章 内阁之内
穆宗之穆
拜相入阁
强人的崛起
坐观虎斗
官场如战场

第五章 初安天下
边境风云
将相和
祖孙反目——绝好的机会
封贡互市
和平需要经营

第六章 两虎相斗
敌乎？友乎？
太监的反抗
突如其来的失败
最后的赢家

第七章 荣耀后的陷阱
位极人臣当帝师
紫禁城内的“刺客”
荒唐的审判
与太监的相处之道
男人背后的女人

第八章 强人的治国术
励精图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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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张居正》

明代的绩效制度
最贵的是人才
为天下而谋计
巧驽骁将

第九章 台谏弹劾风暴
改革不是一个好差
得罪了一群人
开炮的来了
都是学生惹的祸
难以言说的无奈

第十章 阳谋：道义和棒子的较量
风波的开始
纲常的力量
廷杖——杀一儆百
卫道士们的坚持

第十一章 余音回荡
小进士的抗争
小皇帝的撑腰
夺情到底惹了谁
遥遥不归路

第十二章 衣锦还乡
风光无限的首辅
国不可一日无张阁老

第十三章 权力巅峰
权力的后遗症
清流的愤怒
伴君如伴虎
强势宰相的另一面

第十四章 迅飚中的孤焰
急流勇退而不得
最后的政绩
难以割舍的权力与事业
政治巨星的陨落

第十五章 权与血
政治大洗盘
相门破亡的开始
反攻倒算
凄凄惨惨戚戚
政治与人性的较量

第十六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人亡而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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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张居正》

后江陵时代的万历首辅们
直道在人心不容
江山无恙慰英魂

附录与文坛领袖的江湖恩怨
这班同学不寻常
伸出橄榄枝
交恶
文人的笔
史德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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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张居正》

精彩短评

1、不同于明朝那些事完全就是讲故事说演义，读完本书，感觉像听了一堂百家讲坛，严谨，活泼，
有趣，获取新知，少有的好作品。
2、作者的写作手法基本客观，同时表达了自己对张居正的支持，仅凭这一点就好过许多现代的滥竽
充数的传记和历史读物。
3、斯人已远，斯事可鉴，斯情可叹，斯业可颂
4、文字有点矫情,后半段还行
5、书中还是有不少新发现的，以前同类书没有写过的史料的，如如张居正与王世贞的恩怨情仇影响
张氏身后几百年的毁誉评价等，过去的书籍只是一笔带过，这里讲的还是很清晰的
特别是作者指出，一贯反对张居正的邹元标，在张居正死后并未如一些史书所说，积极为张居正的平
反奔走呼号。作者认为，以邹元标为代表的东林清议对张居正其人其学其治国之术始终存在分歧。此
外，有些学者批评张居正晚年自称“孤”是其权力膨胀的结果，有僭越之罪，而作者则指出，明人父
母去世，居忧时或有以“孤”自称的风习。方弘静《千一录》载：“自称者，生、仆、走、不肖，其
来旧矣，非不雅也；乃有称不榖，居忧称孤者，不知其不可也，盖当时风气如此。”这些都是了不起
的新发现，说这书没新意的人请仔细读读以前的成果

6、中国古代乃至本朝，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家长式的治理体制就是其人亡，则其政息；还是要靠
政治科学：三权分立才能向USA一样长治久安
7、书里的序中说作者并非历史专业，是做为一个业余爱好者，写成这样不错了。我往后一看果不其
然写作手法和历史知识果然都是业余的。
8、怎么生存+怎么达到目的？
9、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电子书#
10、中国历史摆脱不了治乱兴废的怪圈，历史上的变法也无法从『不变就死，一变就乱』的窠臼中挣
脱出来，就变法这一主题，能研究出不少东西的。
11、严谨的考证，扎实的文字功底，值得一读
读史使人明智，佩服作者的睿智与才华，期待她更多的图书！！！
12、世间，还会有千千万万个张居正的。。。
13、一般般
14、过分描写了张的个人行为和权力斗争细节，对于历史上至关重要的改革大业却大笔略过，可见作
者只是文学家，个人情怀太重，不建议读。
15、佩服作者，对我有用的知识书。明史真的很有趣！
16、读此书方能对张居正有更深入的了解
17、高处不胜寒。我以前也想过，很多为人臣子之大忌，张居正不会不知道，但还是踩了不少雷区，
这背后自然少不了对权力的渴望和贪恋，但恐怕也多的是他的雄心抱负。改革往往难于革命，后者从
下至上，只管一鼓作气破就是，而后者则是自上而下，得牵涉多少既得利益者，而且推动者本身也基
本都是既得利益者。就书本身而言，显然作者乃张首辅迷妹，主观性强了点，作为历史闲书看看还可
以。
18、每次读明史有关，总是被徐阶打动。世间已无张居正，人间唯有徐华庭。徐阶年少成名，抗天子
、排首府，七年蛰伏，高官显贵，明大义，持公正，身处官场繁华尘土，每怀长林丰草之思。隐忍七
年，以无比的耐心与智慧，惊天一击，人格贵重，国之重器。为官为人，皆应如此。
19、史料还算不错 可惜作者文笔真是不咋地
20、世间已无张居正，人间唯有徐华庭。
21、公正，客观。
22、东拼西凑的材料 复制黏贴来的书 
23、了解了张居正，光荣与破碎
24、沉稳的张居正此时不说一句
25、拖了半个月才算读完。看得出来作者是有历史功底的，但是文字和结构依然略觉混乱，只能获取
知识，谈不上愉悦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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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张居正》

26、读了受益匪浅，感慨良多！
27、作者如傅斯年所赞：上穷碧落下黄泉，到处寻找秘藏史藉，看了书很欣慰

28、值得体会一下第一宰相的风采
29、如果能再多一些关于张居正改革政策的内容就好了。
30、得意时不要得瑟，失意时不要气馁
31、节奏感不太好，局部拖沓。做人对己问心无愧，对人切勿轻论。人太复杂，社会太复杂，成大事
不拘小节，也要懂得急流勇退。
32、提醒自己再撸三遍太岳“倾尽天下”！黑历史认准微博扫书喵。
33、这本书是能让人翻开就舍不得合上，想一口气读完的好书。了解到作者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实在
讶异。以严谨的史料为基础，用浅白的语言叙述，真正是深入浅出。与百家讲坛那些所谓的专家相较
，有过之而无不及，与皓首穷经之学究相埒。《后江陵时代的万历首辅们》这个小节很有意思，过去
只知王锡爵、李廷机、叶向高等人各自的作为，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了他们与江陵的交集及江陵对他们
的影响，讲述了很多新鲜的故事，看了真是有收获！我觉得可与朱东润之《大传》相媲美。

34、2016，之后读了《万历十五年》
35、作为一个张居正迷写的书，看得出已经尽力去公正客观，但是言语之中依然无法忽视为他辩白的
主张。看完这本有兴趣去看看万历十五年。
36、作者简直苏得我受不了。。。是在跑步机上听完的，好几次都被突如其来的肉麻用词惊得险些岔
气。。。
37、主观性还是比较强的，准备接着读万历十五年～
38、阁老思维超前得好像20世纪穿越回去的
39、历朝历代的改革者均无善终啊
40、我之前在天涯拜读过作者的一些学术性质的文章，其对太岳之研究，可谓炉火纯青，考据之精，
见解之深，今世之未有也。史料翔实，分析全面，论证有理有据，文笔老道凝炼。今日大作出版，非
常高兴，强烈支持 ！
　　太岳其人，诽誉天下千秋，终为扶大厦之将倾，振社稷之名臣。
　　钱穆先生说过：“一个庸庸碌碌的人，生也好，死也好，生死除了对他自己有意义以外，对社会
人群毫无影响，历史上更不会记到他，这样，真叫人死了有一个蚂蚁之感。一代伟人，人们回想起来
，他生死似乎都不是偶然。他对后人的影响，使人觉得他的降生真是惊天动地，死亡真是山崩水竭。
” 
41、有的人说这书想小说，真是大错特错！有心的人会发现这本书里，哪怕是很不起眼的词句中也包
含了十足的考据，如果同类书看得多的话就能发现，该书纰漏了很多他书没有的珍贵的历史细节，这
就是这本书的特色。当然，如果能再增加一些太岳的施政措施，就更完美了！
42、不能书名是张居正，就强行吹一波张居正，虽然三国演义强行吹诸葛亮，但是你这毕竟是轻历史
读物不是历史小说对不对
43、一般。
44、《世间已无张居正》，读罢掩卷费沉思。史料丰赡勤挖掘，观点鲜明富新意。侃侃而谈无阻滞，
文笔条畅显才气。四百余载忠臣史，深入浅出雅俗知。一洗先人不白冤，后裔扬眉吐气时。甲申家难
即国难，大明倾覆更何疑？端赖才女史家笔，揭示真象有见识。 
45、我志在虚寂，苟得非所求。虽居一世间，脱若云烟浮。
46、书名起的大气，但故事已经被《明朝那些事》说完了。
47、微斯人
48、整体讲述了张居正的一生吧，但感觉更像歌颂类人物的故事，很难说是一本好的历史传记。对于
张居正的考据可能较为全面，但对于历史背景、相关事件的考据略有不足。可能看惯了第三视角的传
记，对于这样整体称颂的口吻很难认同。
感觉对于张居正崛起的描述夸赞为主，只看了前半篇，觉得全部正面高大形象的描写有写无法接受。
对于张居正的认识总体是治世之功臣，有些过度美化的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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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张居正》

49、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折腾了三四年，效果还是由大家来评判吧。不过说句实在话，作者最下功
夫的地方，都被出版方剪去了，这是很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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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张居正》

精彩书评

1、上穷碧落下黄泉，到处寻找秘藏史藉，严谨的考证，扎实的文字功底，尤其是张居正冤案平反与
邹元标的那段精彩缜密的考据，矫正以往对历史的误读，读之真是痛快！为了满足好奇心，我进一步
查阅这本书的出版新闻，惊悉，作者为了写这本书，更透彻地了解历史人物性格，她对明史作了深刻
研究，看了近千部史料，包括人物传记和各类文集，理清人物之间的关系，分清人物形态，挖掘人物
性格，尽量还原真实的张居正。由是，老夫不由感慨张居正研究后继有人，太岳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
2、《世间已无张居正》的序言有一句话“对历史有一种冷漠叫做高唱赞歌，有一种淡忘叫做耳熟能
详”。书的开头便以如此精彩的话语吸引住我。对于张居正，我早已经不陌生，无论是通俗历史读物
还是教科书，但凡是讲明朝，张居正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然而在我所见过的书里，很少有能全
面地介绍张居正与他多数同僚的那些关系、恩怨，比如说张居正夺情时，耿定向、同年李春芳的态度
，以及张居正的亲家、学生张元忭对夺情的看法。还有万历后张居正时代内阁首辅的看法、评价，在
以往的史书中，这些都是很笼统的，但是此书的作者花费极大的功夫就考究这些东西，使读者更加全
面了解当时社会的思想的变化，我读时更是无比激动。不但如此，作者还对现在史学界流传甚广的邹
元标在晚年为张居正奔走呼号平反事，做了详细的考据并予以否认，并对争议很大的张居正称孤给出
了合理的见解。书中好多观点很新颖，然而却并不是哗众取宠，所有的推论都是有理有据的，真可谓
是做到了“小心求证”，作者的功底深厚，阅读了大量的文献，尤其是与张有关的人的文集，不到涉
及明朝还有大量清朝的文献，对张居正的研读也算是独树一帜。此书对于想更深入了解张居正的人来
说，是不应该错过的。倘若能对改革措施有更深入的分析会更好，期待再版
3、可以看出，本书是作者的用心之作。现在很大一部分人做学问搞研究形式主义很严重，出版多少
专著，发表多少论文，虽然出版的书籍看着很豪华，标题很吸引眼球，但是内容换汤不换药，而本书
不同，看得出作者严谨的作学态度，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见解，甚至纠正了很多历史偏见，最大程度还
原历史真相，这都是查阅众多历史典籍，付出大量心血的研究成果，将之与读者分享，这是一个历史
学家最基本的治学态度，作者是仅凭业务时间和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完成本书，这种态度让人十分敬佩
，书中难免有些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能获取很多新内容，力荐！！！
4、刚入手这本书的时候会被封面吸引，不自觉会想象居正颀面秀眉目的样貌、他所经历的沧桑风雨
。这本书看下来的时候让人荡气回肠，有一种年轻人特有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气，“太岳”二
字更是何等雄壮！仗义执言令老气横秋者惭愧，垂垂迟暮者汗颜。在考证方面，不得不说这本书对张
居正乃至整个明史的研究是具有相当贡献的，也是具有相当历史意义的。作者苦心孤诣，通过零星的
记载和细致的比较，从很多前人不曾注意的东西里盛开出花朵，这本身就是一项壮举。在敬佩的同时
，我也不得不对被认为缺乏趣味性而删掉的考证部分而感到惋惜，这算是唯一的遗憾了。一直认为对
历史书籍的撰写，并不应以噱头和卖点充斥它，以拷贝和粘贴污染它，三月成稿，四月成书，这样的
东西多且无用。而本书，摒弃了这些浮躁的形式，一字一句，以耐心和细心捧着一颗敬畏去倾听来自
那个时代的心跳，虽朴素，却真挚。作者在书中多方考证、尽力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给全书定下了
严谨的基调。尽管如此，任何的文字作品都会掺杂个人的情感、理解和思考。看到有人提到黄仁宇先
生的《万历十五年》，然而仔细品味即会发现，就算是史学大家，有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偏向某一立场
，这是以文学来阐述历史的必然。在全社会的言论价值导向对年轻人并不十分友好的时代，苛责无益
。读者所能做的，只能是通过纷繁的记载来了解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在书中形成独立的思维，并用自
己的内心去判断善恶功过。江陵已逝，封面的轮廓，是去者的背影，亦或是来者的行状，世间已无张
居正，这不是悲歌，是鞭策。
5、这本书是能让人翻开就舍不得合上，想一口气读完的好书。了解到作者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实在
讶异。以严谨的史料为基础，用浅白的语言叙述，真正是深入浅出。与百家讲坛那些所谓的专家相较
，有过之而无不及，与皓首穷经之学究相埒。《后江陵时代的万历首辅们》这个小节很有意思，过去
只知王锡爵、李廷机、叶向高等人各自的作为，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了他们与江陵的交集及江陵对他们
的影响，讲述了很多新鲜的故事，看了真是有收获！我觉得可与朱东润之《大传》相媲美。
6、我之前在天涯拜读过作者的一些学术性质的文章，其对太岳之研究，可谓炉火纯青，考据之精，
见解之深，今世之未有也。史料翔实，分析全面，论证有理有据，文笔老道凝炼。今日大作出版，非
常高兴，一气读完，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删节不少，但我还是会强烈支持 ！　　太岳其人，诽誉天下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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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终为扶大厦之将倾，振社稷之名臣。　　钱穆先生说过：“一个庸庸碌碌的人，生也好，死也好
，生死除了对他自己有意义以外，对社会人群毫无影响，历史上更不会记到他，这样，真叫人死了有
一个蚂蚁之感。一代伟人，人们回想起来，他生死似乎都不是偶然。他对后人的影响，使人觉得他的
降生真是惊天动地，死亡真是山崩水竭。” 
7、张居正作为明朝顶级的政治家，被后世所评述早已习以为常，总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
史其实就是人性，蕴藏在其中的人性，永远也超脱不出来那几种基本的情绪，让人叹息。有一种淡忘
叫耳熟能详，有一种冷漠是高唱赞歌。作为一代改革家，张居正的一生无疑是成功的，只是没想到身
后家人竟落得如此下场，令人唏嘘不已。此书在我看来可以作为《明朝那些事儿》的补充，如果你对
张居正感兴趣，又不愿去读卷帙浩繁的明史，又对《明朝那些事儿》的夸张度存疑，那本书是当仁不
让的选择。对于张居正的评价，历史上有太多太多，通过他本身，更能深切的感受到皇权与相权之间
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老朱家的子孙，真的是一个比一个个性，恨铁不成钢。评价一个人不要只看
他从前做了什么，而要看他掌权后的作为。与君共勉。
8、很好读。叙述活泼，不失考证严密；史料翔实，犹能慢板行歌。不是高头讲章，板脸说教，能将
史实、考辨做得如此精湛，如此可读，实为难能可贵！是历来写张太师最棒之书。竭力推荐文史爱好
者一阅，或能洞见做学问、写文章、知人阅世之灼见。
9、一直对明史感兴趣，这些年来，看过很多明史相关的书，有通史、有传记，而这本书有点小说的
味道，虽然有些主观，也不必介怀。如今事事皆辽足以情怀，怀古思今，也便是一种情怀吧。明是一
个很怪异的朝代，它既有士大夫为国为民、忠贞浩荡的一面，又有同样是这批士大夫们卑颜屈膝，视
当权者为父母爷娘，毫无士子尊严。这是一个汉人执掌的朝代，经过宋代的改制，文人完完全全主导
了朝廷，武将勇武只是粗鄙莽夫，士子风流才是人生之境。有一种淡忘叫耳熟能详，有一种冷漠是高
唱赞歌。张居正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他的名字很多人听过，很多人骂过，也被很多人遗忘过。从
入仕开始，他一直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官僚。张居正之所以是张居正，就是因
为他从来不会是消极避世、厌闻世事的隐士，他所做的只是默默等待机会。在被贬期间，他也不会消
极度日，而是蓄势待发。他有一段名言——“鞠躬尽瘁，但为国事；死而后已，功业自成。”功业自
成！是的，何须言他，功业自成。当时的官僚有一个贴切的形容——许多管事官员，就像坐在不停下
沉的破船上，时刻担心会被淹死，又想不出良方自救。天天计算着自己何时可以升官或调离，好把破
船“送给”继任者。这艘破船就在一个个继任者的不断交接中，不断破败，不停下沉....这和我国早年
的官僚是一样的，没有人想成为这个船的修理者，只是想着尽快离开它。白云黄鹤总悠悠，底事风尘
老岁年？自信任公沧海客，敢希方朔汉庭仙？离居可奈淹三月，尺疏何因达九天？独坐书室不成寐，
荒芜虚负北山田。他和之后的太平宰相申时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政治家，不是官僚，他希
望创造一个好的世界，而不是在这个世界里如鱼得水。我志在虚寂，苟得非所求。虽居一世间，脱若
云烟浮。后人评论：张公之祸在所难免，张公欲有所作为，必揽大权。而这大权正是天子至高无上的
皇权！张公当权便是天子失位，效忠国家就意味着蔑视皇帝！功高震主，权重遭忌，这就是张公无法
逃脱的必由之路。这是社会制度的悲哀，也是封建社会的悲哀。然而世事转眼过去几百年，今日的世
界已经没有了那时候封建体制的束缚，却任然不见理想的世界。是掌权者的无能吗？我想不是的，就
算掌权者无能，他身边还是有大量有能力的人去帮助他，而最重要的不是统治阶级的区分，这一切都
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人性。市场经济理论有一个核心，那就是人人为己，人人自然为人。处于社会中
的一部分，你付出了劳动产生结果，为自己赚取报酬的同时也服务了他人。我们不只是需要那些为光
明而不断呼吁的大V名人，他们的声音无法影响到更多的世界，因为人们的目光永远在身边，远处的
歌声只是远处的他们，与我无关。我们需要有理想的朋友，那些在前行的道路中成全他们，帮助自己
的人。有一种官僚叫清流，他们不干事，但是却洁身自好，这种人，是传统社会的糟粕，也将会是道
德与真实世界相交爆发出火焰的人。缅怀太岳公，斯是远去，心怀犹存。我的简书
：http://www.jianshu.com/p/3b45375cb6cf我的LOFTER：http://geekhome.lofter.com/post/3afa9b_79db957
10、下文是转载：张居正最早在胡适笔下出现是1935年，6月19日日记记载：　　下午读张居正的《全
集》。此人自是五百年中第一个大政治家，其魅力最近于王安石，而处境更难，成绩更大。其书牍卷
五有《答吴尧山》一书，最为世人传诵，其中有云：二十年前，曾有一弘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
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　　
张居正的这一弘愿深深触动了胡适。这时候的胡适，因为其对国民政府内外政策的基本认同，在民族
主义风起云涌、左翼思潮鼓舞人心的情势下，已渐渐失掉了青年导师的地位，“诋毁”甚至“溲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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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垢秽之”的也大有人在，他看到张居正的这段话，能不兴“于吾心有戚戚焉”之感吗？因此很自然
地，来年初周作人的来信给了他一吐积郁的机会，给了他把张居正和孔子、王安石并列为大神的机会
。　　王安石被供进神龛之后，胡适以后反不大提到他了。倒是张居正，在胡适与友朋的私人通信中
，又有所提及，除了“欢喜施与”的境界，他的功业在胡适心目中份量更加重起来。37年4月8日他致
钱玄同信中说：　　⋯⋯为众生入地狱，此意分见各经，《华严》也常提起。如云：普为一切众生故
，不思议劫住地狱。其散文部分云：我当为一切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悉得免出生死沃焦。我当为
一切众生于一切刹一切地狱中受一切苦，终不舍离。⋯⋯何以故？我宁独受苦，不令众生受诸楚毒。
⋯⋯张居正得力的正是这些。“愿以深心奉尘刹”，此中“刹”字与上文“一切刹”之“刹”同⋯⋯
　　这里把对张居正的理解心得与老友一起分享。抗战期间，辞去驻美大使后，在与王重民信函往复
中，又想起了张居正，并且为张未能在黄宗羲编著的《明儒学案》中占一席地位而大为不平。43年7
月24日，寄给王重民一诗，诗题是“偶寄小诗题《明儒学案》”，诗曰：愿将我身作草荐，供人溲溺
供人卧。（概括张居正语-胡原注）第一学道有得人，可怜这里无他坐！寄过诗，怕王重民不理解，8
月2号又致王重民一信，加以解释：　　题《明儒学案》的小诗，只是为张居正说一句不平话。张江
陵不重讲学，并且曾禁止北京讲学。故理学家多说他的坏话，《学案》里当然没有他的位子。江陵少
年登第，他告假回去了六年，做一番预备工夫，然后出来干政治。他的政治事业，在中国全史上没有
人可以比他。但在理学家的眼里，他是理学的仇人！　　“他的政治事业，在中国全史上没有人可以
比他”，这是多高的评价！又寄寓了胡适对当时国内政治多大的期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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