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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全四册）》

内容概要

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以再现与“万历新政”相关联的宏大繁复的历史场景为中心，以理
性、热烈而灵性的笔触，从隆庆六年春内阁首辅高拱、张居正斗法写起，直至张居正登上首辅宝座。
继而描述了张居正作为首辅执政的十年间，工于谋国，采取整饬吏治，整肃教育，实施“一条鞭”法
等一系列措施，使万历朝成为明代最为强盛的时期，却又拙于防身，招致天下仕林与贵戚豪强的非议
与排斥，死后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罪及子孙的经历，展现了宫庭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写
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刻画了张居正这一毁誉参半的封建社会改革家的形象，同时也成功地塑造了
从皇帝、太后、权臣到民间大侠、歌伎侍妾等近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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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召政，生于1953年，湖北英山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诗人，现任湖北省文联主席，中国文联委员
会委员。代表作有《张居正》《明朝帝王师》《去明朝看风景》等。其作品气势恢宏，具有大历史情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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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回 病皇帝早朝生妄症 美贵妃衔恨说娈童隆庆六年闰二月十二日清晨，春寒料峭的北京城仍是一
片肃杀。后半夜响了几声春雷，接着扯起漫天丝丝冷雨，天气越发显得贼冷，直冻得狗缩脖子马喷鼻
，打更巡夜的更夫皂隶一挂清鼻涕揪了还生。却说各处城楼五更鼓敲过之后，萧瑟冷清一片寡静的京
城忽然喧哗起来，喝道声、避轿声、马蹄声、唱喏声嘈嘈杂杂。通往皇城的各条街衢上，大小各色官
轿一乘接一乘匆匆抬过。憋着一泡尿也舍不得离开热炕头的老北京人都知道，这是例朝的日子——不
然，这些平日锦衣玉食的章服之侣介胄之臣，决计不肯吃这等苦头。大内刻漏房报了寅牌，只见皇城
午门内东南角的内阁衙门，两扇厚重的朱漆大门被司阍缓缓推开。内阁首辅高拱与次辅张居正从门里
走出来。此时熹光初露冻雨才停，悠扬而又威严的钟鼓声在一重重红墙碧瓦间跌宕回响。参加朝见的
文武百官在鸿胪寺官员的带领下已来到皇极殿外序班站好。两位阁臣刚出大门，一阵寒风迎面吹来，
把高拱一部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大胡子吹得零零乱乱。就因为这部大胡子，再加上性格急躁，臣僚和宫
廷中的太监背地里都喊他高胡子。“都二月了，风还这么刺骨头。”高拱一面整理胡子，一面用他浓
重的河南口音说道。“二月春风似剪刀嘛。”身材颀长器宇凝重的张居正，慢悠悠回答。他也有一部
长须，只因用了胡夹，才不至于被风吹乱。内阁大门出来几十步路，即是会极门。两个腰挂乌木牌的
小火者正在擦拭会极门的柱础，见两个辅臣走过来，连忙避到一边垂手恭立。高拱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只顾着和张居正说话：“叔大，今日皇上要廷议广西庆远府僮民造反之事，兵部平常都是由你分管
，你准备如何奏对？”张居正说：“广西庆远府山高林密，僮民于此聚居，本来就持械好斗，加之地
方官吏无好生之德，盘剥有加，遂激起民变。其首领韦银豹、黄朝猛两人，胆大妄为，率领叛民屡戳
天子命官，攻城劫寨，甚嚣尘上，如今已经三年。地方督抚连年请兵请饷，朝廷一一答应调拨，如今
已耗去几百万两银子，可是叛民却越剿越多。昨日警报抵京，说是韦银豹又攻陷收复不到半年的荔波
县城，把知县的人头挂在城墙上示众。擒贼擒王，要想荡平庆远积寇、地方宁敉，只有一个办法，把
韦银豹和黄朝猛这两个贼首捉拿擒杀。”高拱点点头说：“理是这个理，奈何剧贼据险，五万官军剿
了三年，自己损兵折将，却没伤着韦银豹一根毫毛。”“这是用人不当，”张居正决断地说，“应重
新选派两广总督。”高拱警觉地问：“你认为应该选派谁？”张居正答：“我还是推荐殷正茂。”高
拱的脸色略一阴沉，这位“天字一号”枢臣，同时兼着吏部尚书，拔擢用人之权，被他牢牢抓在手中
。此时他冷冷地说：“你已经三次举荐他，我已说过，这个人不能用。”张居正并不计较高拱的粗暴
态度，只是感叹道：“我真不明白，元辅为何对殷正茂成见如此之深。”高拱说：“殷正茂这个人虽
有军事才能，但贪鄙成性，起用他，不要说我，皇上也不会同意，朝中大臣更不会支援。”张居正摇
摇头。他知道高拱在这一问题上怀有私心。现任两广总督李延是高拱的门人，深得高拱信任。但正是
这个李延，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容不得人。先是排斥令倭寇毛贼闻风丧胆的铁胆英雄戚继光。戚继光奉
调北上任蓟镇总兵后，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接替他继续担任剿匪任务，李延又多方掣肘，克扣军饷
，弄得俞大猷进退两难。这回韦银豹攻陷荔波县城，李延不但不引咎自责，反而上折子弹劾俞大猷拖
延军务，剿匪不力。朝中大臣，如兵部尚书杨博，左都御史葛守礼等，都知道俞大猷的冤枉。但高拱
一味偏袒李延，他们也无可奈何。张居正私下里征求过杨博和葛守礼的意见，他们都认为李延不撤换
，庆远叛贼就绝无剿平之日⋯⋯张居正沉思着不再说话，高拱又说：“叔大，待会儿见到皇上，不要
主动提出更换两广总督一事。不管李延留不留任，反正殷正茂不能接任。再说，内阁没有议决的事，
一下子捅到皇上那里，倘若争执起来，叫各位大臣怎么看？”高拱明是规劝，暗是威胁。张居正苦笑
一下答道：“你是首辅，凡事还是你说了算。”说话间，两人走出会极门。由此北上，便是皇极门前
的御道。忽然，御道上传来喧闹之声，两人循声望去，只见靠近皇极门的御道中间，停着隆庆皇帝的
乘舆。高拱顿时心下生疑，对张居正说：“皇上这时候不在皇极殿中御座，跑来这里作甚？”张居正
也大惑不解。隐隐约约，他看到隆庆皇帝站在乘舆跟前指手画脚，仿佛在发脾气。“元辅，皇上像是
有什么事。”张居正话音刚落，只见内使抬了两乘小轿飞奔过来，招呼两位阁臣上轿，说是皇上要见
他们。两位阁臣赶到时，只见隆庆皇帝朱载垕正在乘舆边上走来走去。他三十岁时，从父亲嘉靖皇帝
手中接过皇位，改年号为隆庆。朱载垕今年三十六岁，正值盛年，却因酒色过度，未老先衰。这会儿
只见他满脸怒气，身上虽然穿着大朝时的章服，但头上的冠冕却没有戴正，前后对称的板歪在一侧，
缀吊着的珍珠宝玉一片乱摇。一大群乾清宫的近侍环跪在隆庆皇帝周围，一个个战战兢兢，显得异常
紧张。“皇上！”不等轿子停稳，高拱就跳下来，疾声喊了一句，走到皇上跟前跪了磕头。张居正跟
在他身后，也跪了下去。“啊，你们来了，来了就好，我要告诉你们，我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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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全四册）》

”隆庆皇帝不停地来回走动，嘴里恨恨不休地唠叨着。雨虽停了，但天尚阴沉，北风一阵赶一阵地刮
。两位大臣跪在地上，棉袍子被渍水浸湿，又冷又硬的石板硌得膝盖生疼生疼，寒气也透入骨髓。这
滋味很不好受，但皇上没有发话，谁也不敢起来。“皇上，赐两位老先生平身吧。”服侍在侧的乾清
宫管事牌子张贵小声提醒，隆庆皇帝这才弯腰扯住高拱的衣襟，大声嚷道：“起来。”“谢皇上。”
高拱与张居正谢恩站起，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都不知道皇上为何突然怒气冲冲。隆庆皇帝仍然
扯着高拱的衣袖。又是一阵寒风吹来，高拱刚整理好的胡子又乱了，飘了一脸，高拱有些尴尬，伸手
拂尽脸上的银白长须，轻声说：“皇上，早朝的时间到了。”“早朝，什么早朝？”隆庆皇帝仿佛压
根儿不知道这回事。两位大臣这才感到皇上神情恍恍惚惚，与往日大不相同。高拱于是小心翼翼问道
：“皇上不早朝，又想做什么呢？”隆庆皇帝沉默不语，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高拱。忽然他把高拱拉
到一边，耳语道：“你是朕的老师，也是朕一手提拔的首辅，现在有人欺负朕，你到底管还是不管？
”高拱小心地问：“是什么人敢欺负皇上？”隆庆皇帝愣了一下，继续说道：“你把奴儿花花给我找
回来。”“这⋯⋯”高拱一时语塞。在隆庆皇帝与高拱说话时，张居正小声问张贵：“皇上今儿早上
怎么了？”张贵说：“早上起床盥洗，皇上还好好儿的，一出乾清宫，刚坐上轿舆，皇上就嚷着要下
来，然后不知为何气呼呼的，一口气走到这里来了。”“皇上手上的疮好了吗？”“没有，”张贵摇
摇头，声音愈低，“有时候痒起来，整夜都不能睡觉。”“叫过太医了吗？”张居正问。“哎呀，还
没有，”张贵一拍脑门子，连忙对身边的一位小火者说，“快，去叫太医来。”小火者飞一般地跑走
了，一直拽住高拱衣袖不放的隆庆皇帝，这时声音又高了起来：“一说奴儿花花，你就不吭声，朕看
你也不是个忠臣！”高拱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知如何应答。站在一旁的张居正上前朝皇上一揖说：
“请皇上还宫吧。”“皇上，回宫吧。”高拱也小声请求。犹豫了一会儿，隆庆皇帝长叹一声说：“
好吧，你们送我。”高拱用手指了指轿门，示意隆庆皇帝上轿。皇上却不理会，他仍拽住高拱的衣袖
，抬步走向皇极门前的金台。在金台上，隆庆皇帝又停下脚步，望着晨光中巍峨的皇极殿，忽然跺了
一下脚，恨恨地说：“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怎奈东宫太小，如何是好
？”就这么几句话，隆庆皇帝重复说了好几遍。说一遍，捶一下胸。说到后来，几乎变成了哭腔。见
皇上如此失态，高拱与张居正面面相觑。作为大臣，他们不敢打断皇上的唠叨。直到隆庆皇帝停住嘴
，高拱才赶紧安慰说：“皇上万寿无疆，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隆庆皇帝愣愣地望着高拱和张居
正，忽然又不说话了。隔一会儿，他挽起衣袖，对两位大臣说：“你们看，我这手腕上的疮还未落痂
。”高拱说：“皇上病刚有好转，千万不要发怒，恐伤圣怀。”隆庆皇帝颓然不答，过了好一会儿，
才长叹一声说道：“什么事都没有，只是内官坏了，先生你怎么能知道。”说毕，隆庆皇帝仍然拉着
高拱的手，走进皇极门，下了丹墀。“上茶。”隆庆皇帝喊道。此时依然是天低云暗，站在这皇极门
内空荡荡的广场上，身上仍感受到北风中的飒飒寒意。近在咫尺的皇极殿外，文武百官早已列队站好
等着朝见。现在，他们都看到皇上和两位辅臣站在广场上，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禁不住交头接耳，
议论纷纷。这时，内侍搬来一把椅子，北向而设，请皇上落座。隆庆皇帝不肯坐，内侍又把椅子转了
一个方向，朝向南方，隆庆皇帝这才坐了下来，但他拉住高拱的那只右手，却一直不肯松开。内侍又
把茶送了上来，隆庆皇帝伸出左手接过茶杯，喝了几口，这才长出一口气，对高拱说：“现在，我的
心稍微安宁了些。”说着，隆庆皇帝站起身来，由东角门穿过皇极殿与建极殿，走到乾清宫门。一直
被隆庆皇帝拽着衣袖的高拱，这时停下脚步。“走。”隆庆皇帝催促。“臣不敢入。”高拱说。乾清
宫属于皇帝的生活休憩之地，称作后宫，也叫大内。后妃宫娥都住在里面，除了内侍，朝廷命官一概
不得入内。隆庆皇帝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说：“送我！”既然皇上这样坚持，高拱也只得遵旨行事，
和张居正一直陪着隆庆皇帝走进乾清宫，进入到寝殿。皇上坐到御榻上，右手仍牢牢地抓着高拱。当
皇上由两位阁臣陪同不入殿早朝而径直走回后宫时，百官们便感到事情不妙。开国元勋成国公朱能的
后代，第六代成国公朱希忠也在早朝的行列中。所有官员中就他的爵位最高。为了探个究竟，他便尾
追而至，在乾清宫门口赶上了他们，一同进了寝殿。隆庆皇帝刚坐定，朱希忠和张居正便一齐跪到榻
前磕头。高拱因为被皇上拉着手，想磕头膝盖不能着地，身子一歪一歪的，显得局促不安。隆庆皇帝
见状，就松开了手。三个人磕头问安毕，隆庆皇帝也不说什么话。三个人便知趣地退了出来，却也不
敢走开，只是在乾清宫门外的值庐等候。不一会儿，有内侍出来传旨，让两位内阁大臣重入乾清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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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全四册）》

编辑推荐

《张居正(套装全4册)》编辑推荐：张居正是历史上著名的宰相，但是世人对他的评价却毁誉参半，既
有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位臣子，那就是张居正。”也有当年明月的“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
，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对于这样一个人物，作者在大量考据、掌握史实
的基础上，塑造了一个最真实、最全面、最不失偏颇的张居正。同时，作者还原了明代中后期宫廷和
官场的生活风貌，以及北京、南京、扬州、武昌、荆州等城市的生活场景和民风民俗，是一部窥视封
建社会百态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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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茶思饭想，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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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全四册）》

精彩书评

1、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以再现与“万历新政”相关联的宏大繁复的历史场景为中心，
以理性、热烈而灵性的笔触，从隆庆六年春内阁首辅高拱、张居正斗法写起，直至张居正登上首辅宝
座。继而描述了张居正作为首辅执政的十年间，工于谋国，采取整饬吏治，整肃教育，实施“一条鞭
”法等一系列措施，使万历朝成为明代最为强盛的时期，却又拙于防身，招致天下仕林与贵戚豪强的
非议与排斥，死后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罪及子孙的经历，展现了宫庭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
，写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刻画了张居正这一毁誉参半的封建社会改革家的形象，同时也成功地塑
造了从皇帝、太后、权臣到民间大侠、歌伎侍妾等近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2、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以再现与“万历新政”相关联的宏大繁复的历史场景为中心，
以理性、热烈而灵性的笔触，从隆庆六年春内阁首辅高拱、张居正斗法写起，直至张居正登上首辅宝
座。继而描述了张居正作为首辅执政的十年间，工于谋国，采取整饬吏治，整肃教育，实施“一条鞭
”法等一系列措施，使万历朝成为明代最为强盛的时期，却又拙于防身，招致天下仕林与贵戚豪强的
非议与排斥，死后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罪及子孙的经历，展现了宫庭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
，写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刻画了张居正这一毁誉参半的封建社会改革家的形象，同时也成功地塑
造了从皇帝、太后、权臣到民间大侠、歌伎侍妾等近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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