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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最新增订本）》

内容概要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这本书以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前后的史
事和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展开叙述。
全书按照几个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如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分为七个章
节，在人物的叙述之间穿插着或大如抗击倭寇，或小如妃嫔斗争的历史事件。作者研究的明史，并不
只拘泥于大事件和热点，而是捕捉到万历年间表面虽似末端小节，实则为后世历史的发展埋下重要于
伏笔的事件。在作者的眼中，这些事件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均是历史的重点。作者在全书中表达着
对明史深刻的思考与分析，他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
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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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最新增订本）》

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
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退伍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
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
员（1970）、纽约州立大学New Paltz分校教授（1968-198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
的集体研究工作。1979年他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先后出版了《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
，以“大历史观”享誉华人学界。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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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最新增订本）》

书籍目录

自 序
第一章 万历皇帝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参考书目附录一
《神宗实录》一
《神宗实录》二
附录二 1619年的辽东战役
附：黄仁宇手绘图
附录三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附录四 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三数事
附录五 万历皇帝：长期荒废政事与消极对抗
附录六 陶希圣读后记——君主集权制之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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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最新增订本）》

精彩短评

1、一本不走寻常路的历史著作，值得一读。
2、九州出版社精装全集版，没找到对应版本。很惊艳的历史叙述法，也让我开始对甲骨文丛书中的
历史叙述接受起来更容易。
3、关键人物的个人性格对历史发展的影响，那是相当大的，但个性很大程度又受到经济社会影响。
4、闲时读物很棒，对于历史有现代的见解。而且文字不是传统史书的凝重，更倾向于轻快的讲述。
对于管理很有启发性作用。
5、从来没有想到历史是一张网，它也是有一个核心的点，只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文章描述十分细
致，让我更加了解了那几个著名的历史人物，虽然以前只是在历史书上面浅浅地知道他们。也明白作
为一个皇帝的无奈，皇权的集中，最后造就的却是悲剧，万历虽为天子，却也体会着受人桎梏的无奈
与悲哀。
6、大家就是大家，酣畅淋漓
7、中信书店9积分换的，本来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旅途，结果却收获了一本好书，以前总是听说这本书
名气大，但真的读起来确实收获不少。也重新认识了皇帝和大臣的关系
8、历史书没有很对我胃口 但是还是生动有趣的
9、通俗易懂。文官集团的互相钳制以保持表面平衡以及仰赖意识形态作为统治的工具，在当今依旧
可以看出端倪和影子。“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historian lay everything on the table”
10、读这本书的时候刚好到了徽州，看到了许国石坊，还看到了万年桥
11、写的很好 跳过了第七章和部分附录 有待重温
12、手不释卷
13、在年底每日的奔波和纷争中读完这本，今夕何夕。
14、于平凡处见惊雷。在无法冲破凝固和窒息中生活的张居正、申时行、万历帝、海瑞、戚继光、李
贽。
15、九州出版的附录内容比三联和中华书局多点
16、 分析了万历年间的几个相对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文笔犀利，分析到位，挺好的。
17、才粗略的读了一次，就和看小说似的。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每个人都
有其多面性⋯⋯
18、与《明朝那些事儿》分别从两个角度，采用两种叙事方法，使用完全不同的语言风格来描述了明
朝文官集团和皇帝的博弈。这本着重描写万历年间的几个著名文臣的事迹，偶尔才提及其他皇帝的政
治手段，作为了解万历一朝，和明朝的科普文章来读，没什么可挑剔的，阅读趣味上比《那些事儿》
略逊一筹，读到万历从20岁就开始倾举国之力修建的定陵，再想到50年代因为郭沫若的建议，连尸骨
都被红色小将付之一炬的悲剧，心里真不是滋味。
19、久闻大名，今日有幸读完，这本书不是读一遍可以完全理解的，起码要读三遍以上。不仅仅是一
本历史书，而是一种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教科书。相比较而言，我们小时候的历史教科书，不是教
科书，而是洗脑术，里面讲的不是历史，而是狗屎。
20、这两天重读了一遍，是第三次读。发现读书必须读三遍，对我才有所得。
21、有一天这本书也会成为书附录上那些参考书目，它拥有这样的价值。它能够成为美国学校的教科
书，就能明白此书非常类。它所耗费的时间精力，足以使它成为一个经典。
22、我只有说除了李贽那一章老子人都看不起了看起好尼玛烦要是是当初高中选了文科我肯定死了一
万遍、感觉说的研究的完全没有卵用。哎。不过欲扬先抑、文字看起来就很有文化底蕴、能看得进去
、所有人的命运却都是一场不可遏制的悲剧。文官集团真像是一个传销组织还是邪教、然而、也不尽
然大家都在为了自己的生活更好、似乎从朱元璋几万几万杀官员开始什么都开始崩坏了、该怎么说我
们都应该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吗？当时也不大可能来个什么改革开放哈哈哈、历史的遗
憾、但是历史的主宰还是人啊。前几天跟同学讨论、什么都改变不了难以改变的问题、但是这不是消
极对抗的正当理由、万历太嫩了、什么时候也要想办法去解决呀。
23、总觉得大师英文翻成的中文有些晦涩，以道德为基础的社会毕竟根基不稳，法律和规则才是社会
运行的根本。
24、一个无比压抑的皇帝，一个看似硬朗的时代，一群算不得文人的官僚，还有几个值得铭记的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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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最新增订本）》

物
25、原以为会是本严肃的学术书籍，想不到本书通俗易懂之余又不失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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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最新增订本）》

精彩书评

1、观一粟而知沧海，牵一发而动全身。万历十五年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条线，而是错综复杂、风
起云涌的社会藤蔓终于汇集起时的一个横断面。向下有其树根，向上是其树冠。大明王朝这棵大树在
这一个横断面上预言了倾覆的结局。而这个年份本身，哪怕十四年，或者十六年，其实如同年轮一样
没有太多的追究意义——否则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历史学家看数学书了。很明显书中的人物，
无论万历还是张居正，申时行还是海瑞，戚继光还是李贽，在这个“低能的政府”以及“僵化的体制
”下，个人无可避免地走向悲剧。《明朝那些事》总是有点轻佻的痞气，《万历十五年》有着一种现
实与超现实混杂的压抑。黄仁宇究竟是微言大义还是春秋笔法自然不可考，这本史学书籍还是拥有着
一定程度上小说的美感。一群人在摸着石头过河，一个人说：那边有座老桥，我们走老桥——这是海
瑞；一个人说：我们建座新的钢筋混凝土大桥——这是张居正；一个人说：我们一边建桥试试一边继
续摸着石头过河反正桥也可能用不上——这是申时行；一个人一边摸着石头一边悄悄用石头堆桥——
这是戚继光；一个人一边走一边骂一边找桥——这是李贽；一个想建桥的人被人扛着挣扎着放声大喊
：放我下来，我不要摸着石头过河，最后没人理他他就闭眼闭嘴了——这是万历。PS：书中的阴阳之
观点十分精辟，肉体与精神的分裂简直和基督教的本质矛盾有得一拼。
2、这是华裔所写的历史书，原著是英文版，因为其受欢迎而且具有较强的历史研究的价值翻译成中
文版。《明朝那些事儿》引起许多年轻人对明朝历史的关注，而这本书选取1587年万历十五年的一些
事，把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都做了一个完整的梳理与总结，十分的精彩。对史学家一
直都很崇拜，因为历史稀稀落落，或真或假，有正史有野史，有传说有谣讹，难以辨析；而史学家们
可以通过长期的钻研和耐心地剖析，逐步形成发展脉络，梳理总结并著述成书，实属不易，佩服佩服
。这本书的作者并不是在写小说，也不是把史料简单的堆砌，这本书阅读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作出了评
价，而且是客观的评价。作者认为历史中的人物，在那个特定的时期，一定存在阳的一面，也存在阴
的一面，我过去对历史人物善恶忠奸的判断往往注重的是结果，却很少关注过程。每个人的评价在行
成之前往往都有时间空间所造成的因素，人的个性中必然存在阴与阳两面，只关注结论而忽略过程是
不公平且肤浅的。黄仁宇在这本书中的评价是客观的，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消极懒怠的万历皇帝，我
们也能看到他想励精图治的努力，只是一些历史特定的环境与纠葛一步步将那个孤独寂寞的皇帝推向
了大家固有的印象中。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也并不仅是一个企图颠覆朝纲的张居正，也看到他拥守道
德的一面，这本书中我们不仅看到海瑞的廉洁也看到其顽固的一面。总之，这本书将皇帝的励精图治
与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与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与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与贪污舞弊，思
想家的极端进步与绝对保守都评述得很精彩很到位。
3、作者能文能武,曾在报行行走,又曾在军政系统工作过,后来潜心研究,成为一代学者,可以说这些经历
融入进作者的思想,所以从选题到材料的选择,都和作者的思维密切关联.作者通过人物的描写,述及到相
应的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制度等等之间在明末的相互影响,而财政经济贯穿本书的始终,可以理解为此书
是政治经济学的最佳讲本.让我们了解到明朝的过往历史现状,伟大王朝的不足之处.鉴古知今,让我们牢
记和吸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再重蹈覆辙,为实现今日的中国梦剔除一切不利的因素.这是一本值得每
个有思想的人深度阅读和思索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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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最新增订本）》

章节试读

1、《万历十五年（最新增订本）》的笔记-第200页

        张居正死后，廷臣提醒万历：戚继光是伏在宫门之外的一头猛兽，只听张居正的操纵，别人无法
节制。这也正是控诉张居正意图谋逆的理由：张居正和戚继光没有造反的证据，却又造反的能力。

2、《万历十五年（最新增订本）》的笔记-第239页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
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
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
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
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
，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
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做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
录。

3、《万历十五年（最新增订本）》的笔记-第217页

        朱熹：理学派 格物致知王阳明：心学派 知行合一 致良知李贽：半唯物，半唯心  《焚书》《藏书
》 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

4、《万历十五年（最新增订本）》的笔记-第160页

        接近1587年年底亦即万历十五年丁亥的岁暮，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
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去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
排了。

5、《万历十五年（最新增订本）》的笔记-第59页

                        

6、《万历十五年（最新增订本）》的笔记-第69页

        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大凡在政
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7、《万历十五年（最新增订本）》的笔记-第2页

        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
，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8、《万历十五年（最新增订本）》的笔记-第203页

        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
形成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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