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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明朝看风景》

前言

　　我曾写过一本明史札记《读了明朝不明白》，与著名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撰写的《读了明朝就明
白》一起，于2006年交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印行。单看书名，会以为我故意和王先生抬杠，其实不然。
我与王先生是忘年交，数年来向他请益颇多。两个书名闹别扭，原出于我俩的一次笑谈。明代乃集封
建王朝之大成。读其史籍，研判人事，常常会感到明白中有不明白之处，不明白时又会突然明白。明
白与不明白，乃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自写了这本札记之后，各路文友及读者给予颇多鼓励。承
蒙《人民文学》与《美文》两杂志的执事者，不吝版面邀请我开专栏续写明史札记。一年下来，又有
了十几万字。感谢中华书局及刘树林女士的鼓励，又辑为一册付梓。　　我自写作长篇历史小说《张
居正》以来，一直对明史抱有浓厚的兴趣。我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我曾对人讲，我的旅游分两部分
，一是在大地上旅游，二是在历史中旅游。有的地方游了一次就不想去，有的地方却常去常新。明朝
便是我历史旅游的目的地，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收拾思想的行囊，到明朝去看风景。　　大凡称得上
风景区的地方，若非藏有奇山异水，肯定就有名胜古迹。明朝这个风景区里藏有什么呢？它没有汉朝
的剑气横溢，也没有唐朝的雍容大度，在它的英雄谱系里，没有荆轲、霍去病、岳飞这样的铮铮铁汉
；在它的文苑林中，也没有屈原、李白、苏东坡这样雄视千古的俊杰。简单地说，明朝的土壤，产生
不了一流的侠士与文人。也就是说，它的人文风景中没有奇山异水。但我们仍可以说明朝的风景大有
看头，这乃是因为明朝的社会形态与政治形态，都是中国历史中独一无二的范本。　　明朝开国皇帝
朱元璋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人，他的出身与经历使他醉心于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他呆板与多疑的性格
，使他注重伦理而厌恶卓尔不群的人。皇帝的好恶决定了帝国的发展方向。明朝的制度适宜于循规蹈
矩的人。长此以往，庙堂中多保守卑琐之士，民间多怯懦狷介之人。若遇上较强的皇帝，这样的制度
倒也可以保全帝国的安宁。遗憾的是，明朝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他们对自己的掌控能力缺乏自信，
因此不得不借助于非正常的手段来管理朝廷，这样就导致特务政治的横行。　　庙堂多奸佞，民间则
多宵小之徒；君王好灵异，民间则多方士妖术；显宦爱金钱，朝廷则多敛财贿赂之徒。明朝中叶之后
的社会众生相，实乃是光怪陆离、乱象丛生。　　纵观历史，可以说，小人永远是君子的克星。小人
在朝则必定贤人在野，若贤人在朝，则必遭群小暗算而死无葬身之地。徜徉于明朝，君子的悲剧比比
皆是。就我看来，悲剧最盛者，莫过于方孝孺、于谦、杨涟、袁崇焕四人。张居正的悲剧虽然怵目惊
心，但毕竟是祸发身后，他本人已无从知晓。这四个人不一样，他们都是含冤而死，且都死得极为惨
烈。我写过的明朝人物，诸如杨慎、王阳明、李贽等等，凡为后世所推崇者，几乎也全都是以悲剧收
场。　　如果某一朝代的精英人物，都只能在悲剧中让后人怀想，则这个朝代满布黑暗。它所有的人
文风景，亦只能在血腥与残暴中展现。　　我喜欢到明朝去看风景，但我并不是欣赏这风景。每一朝
的执政者，都在建造自己的人文风景，孰优孰劣，当世之人虽然语焉不详，但后人评说便无顾忌了。
毫无顾忌并不等于是不负责任地滥加批评，而是应该以一个历史学者的清醒和人文精神建设者的责任
，为我们当下国人文化复兴的伟大理想，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　　2007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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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明朝看风景》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是在文化界享有盛誉的知名历史小说作家，擅长文字表达，行文常常简洁而到位。近年来在
明史领域颇下工夫，对明朝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有自己的理解和角度独特的剖析。本部书稿是作
者自2006年以来所写的十八篇明朝历史随笔的集结，表达了作者的历史观，即一个朝代，凡君子在政
坛上占据主导地位，则政治清明，国泰民安；若小人当政，则国衰民弱，生灵涂炭。作者认为明朝后
期政治之所以衰败乃至亡国，就是因为朝廷中君子见离，小人多如过江之鲫之故。
我的旅游分两部分，一是在大地上旅游，二是在历史中旅游。明朝便是我历史旅游的目的地，只要有
机会，我就会收拾思想的行囊，到明朝去看风景。
大凡称得上风景区的地方，若非藏有奇山异水，肯定就有名胜古迹。明朝这个风景区里藏有什么呢、
它没有汉朝的剑气横溢，也没有唐朝的雍容大度，在它的英雄谱系里，没有荆轲、霍去病、岳飞这样
的铮铮铁汉；在它的文苑林中．也没有屈原、李门、苏东坡这样雄视千古的俊杰。简单地说，明朝的
土壤，产生不了一流的侠士与文人。也就是说，它的人文风景中没有奇山异水。但我们仍可以说明朝
的风景大有看头，这乃是因为明朝的社会形态与政治形态，都是中国历史中独一无二的范本。
明朝便是我历史旅游的目的地，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收拾思想的行囊。到明朝去看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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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明朝看风景》

作者简介

熊召政，著名作家、诗人。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湖北省文联副主席兼文学艺术院院长。
已出版诗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中短篇小说集等多部。其诗歌及散文随笔多次获各种奖项。1979
年创作的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获1979一1980年全国首届中青年优秀新诗奖。
从1993开始，历经十年潜心创作的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一经问世，便获得海内外读者的一
致好评，被评论界誉为新时期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该书继获得湖北省政府图书奖、首届姚雪垠
长篇历史小说奖及湖北省第六届屈原文艺奖等各种奖项后，又于2005年4月以全票通过荣获第六届茅盾
文学奖第一名。2007年9月，该书又荣获中宣部颁发的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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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明朝看风景》

书籍目录

序言朱元璋与农民朱棣与北京从剃头匠升官谈起君子与小人两个孝子，一场悲剧只有疏狂一老身大笑
大笑还大笑生不逢时王阳明女人与政治座主大汉将军助情花灯节木主丽江与木氏家族张居正是权臣吗
帝王师张居正张居正的为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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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明朝看风景》

章节摘录

　　张灯的习惯，始于汉代，于今有两千余年的历史。起因是印度僧人进人中国传播佛教，言腊月晦
日，佛祖不安，信徒应燃灯表佛，以示虔敬。从此以后，每逢腊月晦日张灯，成为佛教徒必备的功课
。但那时还不叫灯节，彻夜不熄的光明灯，燃烧的还是宗教的情感。　　张灯于春节之后的上元，应
该自初唐始。景云二年（711）正月十五，唐睿宗应一个名叫婆陀的胡僧所请，在长安的安福门外点燃
千盏花灯以悦佛。是夜，睿宗亲往安福门城楼观看，帝王于元宵节赏灯，便是从他开始。这时候，还
只是一夜灯，灯燃三夜，当从盛唐的玄宗开始。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前后二夜，金吾弛禁，开市燃灯，
从此成为惯例。　　灯节由三夜变为五夜，始于北宋。乾德五年（967），宋太祖下旨礼部：“朝廷无
事，年谷屡登，上元可增十七、十八两夜。”至此，一连五天的灯节，让北宋的都城汴梁珠光四溢，
彩色千重。　　公元1125年，北宋的徽钦二帝被大金国掳走之后，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继皇位，把都
城从汴梁迁到杭州，是谓南宋。尽管有靖康之耻，河山沦陷之悲，赵家皇帝仍不改旧习，追求奢侈。
淳■三年（1243），理宗下旨将上元灯节由五天改为六天，即从正月十三至十八日。届时杭州城内，
西湖边上，无论巷陌、寺观、市衢、桥道，尽皆编竹张灯，六天时间，杭州成了不夜城。　　明朝的
灯节　　明朝的朱元璋夺取天下后，建都于南京。数年后，都城初竣，为展示帝都气象，朱元璋决定
恢复因战乱而停止的灯节，并将期限从六天提到十天。所不同的是，灯节不仅仅是赏玩，而加进了招
商的功能。朱元璋在南京建了淡烟、轻粉等十四楼，以贮官妓。灯节期间，十四楼灯火最盛，天下富
商纷至沓来，十四楼人满为患，其中不乏“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纨绔子弟，但更多的是寻找
商机的客人。所以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并不只是盛行于今日，它最初的版权，应该属于明
太诅。所不同的是，今天的商人，虽然直接当官身居要职的少，但通过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的
多。明代不一样，朱元璋是禁止商人当官的，参政议政也不行。十四楼的官妓，商人尽可享用，但六
部五府一应权力机构，商人绝不能染指。反之，入仕为官的人，可坐八人大轿，享受朝廷颁赐的特权
，但绝不可往十四楼嫖妓。虽灯节期间，也不允许。　　成祖迁都北京后，灯节又有了一点改变。自
他开始，灯节再不叫灯节，而叫灯市。从寅时到酉时，即从早到晚，称为市；从酋时到寅时，即从晚
到早，叫作灯。所谓灯市，就是白天做生意，晚上看灯火。　　灯市的时间，仍为十天，从初八开始
，到十七结束，到了十三日，灯市便进入高潮。灯市遍布京城各个角落，中心会场设在东华门东，绵
延二三里地，铺天盖地全是各种灯火。开市之日，各省的商旅云集。这阵势，有点像今天的广交会，
除了外国财团，各省的经贸代表团都组成强大的阵容抵临，全城客店爆满，一铺难求，明代不同的是
，各省的客商赶赴北寻找商机，洽谈合作，纯粹是民间行为，决不会有省长带队，而朝廷也不会出面
组织。有提倡而无干涉，这是明朝对商业经济的一种态度。　　却说灯市开张，东华门外九市一起开
场。所谓九市，分衢与市，衢纵市横，纵四横五。这九个片区按货物归属划分，从三代八朝之古董、
五等四民之用品、布匹绸缎、山珍海味、琴棋书画、油盐酱醋，一应货物，应有尽有。灯市期间，这
中心会场肩摩毂接、人流熙熙，十分热闹。一俟天色黄昏，百廛尽收，一队队儿童打着太平鼓，蹁跹
跳跃从不同方向进入衢市。跟着进来的杂耍艺人也各自团起场子，表演舞狮、钻火圈、打斗、蹬坛、
蹬梯等节目。直到城楼钟鼓报了戌时，那多至数十万盏的宫灯，一霎儿全开了。　　灯的制作，用料
各出匠心，品类过千种。但是，灯市的费用，并没有从国家财政中支出，而是王侯贵戚或商人自掏腰
包。譬如说，东华门东中心会场的这个街市的所有楼房，预先都被各省富商和贵戚租下装饰灯火。这
租金随行就市，价格高昂，尽管这样，仍供不应求。商人们租楼装灯，类同今日的广告。哪家最绮丽
奢华，他的货品销售就会好。其实，灯楼的装饰费用，都由买货的顾客掏了腰包，这叫羊毛出在羊身
上。还有一些商家，觉得仅仅饰灯还不足以炫耀，于是又别出心裁搭起临时高架，在上头放烟花。中
国的烟花，实源于成祖在位时的北京。当时的烟花肯定没有今天的花样品种多，但也有寿带、葡萄架
、珍珠帘、长明塔等多种。从这些名字来看，当时的烟花也可在空中爆出各种吉祥的图案。　　虽然
在朱元璋的手上就定下了十日灯市的制度，但灯市期间，朝廷官员并不放假。永乐七年，成祖下旨赐
官员十日假，与百姓一起欢度灯节。因为官员的参与，灯市比过去更加热闹。那氛围，有点像现在的
“黄金周”。到了宣宗时，大约考虑到十日假太长，影响公务，于是下旨减半。并规定，官员上班期
间，上至阁臣九卿、下至曹官椽吏，一律不得到灯市蹓跶、接受宴请。　　大内的鳌山灯会　　唐宋
两朝皇帝，每逢灯节，常常走出宫禁，以观灯为乐。明朝的皇帝，却少有出宫观灯的例子。但皇帝也
是人，他身边的后妃嫔人，都闷在紫禁城中过于孤寂，大约是灯市的热闹让她们动心，有观赏的欲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约也是在宣宗时，下旨在灯市期间，宫内举办灯会，此旨一出，遂为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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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明朝看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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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明朝看风景》

编辑推荐

　　我的旅游分两部分，一是在大地上旅游，二是在历史中旅游。明朝便是我历史旅游的目的地，只
要有机会，我就会收拾思想的行囊，到明朝去看风景。　　大凡称得上风景区的地方，若非藏有奇山
异水，肯定就有名胜古迹。明朝这个风景区里藏有什么呢、它没有汉朝的剑气横溢，也没有唐朝的雍
容大度，在它的英雄谱系里，没有荆轲、霍去病、岳飞这样的铮铮铁汉；在它的文苑林中．也没有屈
原、李门、苏东坡这样雄视千古的俊杰。简单地说，明朝的土壤，产生不了一流的侠士与文人。也就
是说，它的人文风景中没有奇山异水。但我们仍可以说明朝的风景大有看头，这乃是因为明朝的社会
形态与政治形态，都是中国历史中独一无二的范本。　　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作者，茅盾文学奖
、“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　　熊召政最新力作。　　明朝便是我历史旅游的目的地，只要有机会
，我就会收拾思想的行囊。到明朝去看风景。　　——熊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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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明朝看风景》

精彩短评

1、正如书皮上说的，我的旅游分两部分，一是在大地上旅游，二是在历史中旅游。这个十一，明朝
便是我历史旅游的目的地。三天读完这本书，初步了解下明朝的社会形态与政治形态。续订了《万历
十五年》继续看看明朝的人文景观。
2、读到150多页的时候 知道了 作者与野夫的恩怨 心情顿时复杂起来了 唉。。
3、还记得，高中一个平常的日子，闲来无事拿了同学一本《读者》来看，突然看到一篇很好玩儿的
文章，心想作者对待历史人物竟是这样的文笔，细看之下才知这文章选自《去明朝看风景》当没经济
也没地方买书，也没有太大的冲动去买书来看，只是在心里自然就记下了。恍然间，大学已经过半，
有条件买书了，翻阅间又想起了这本书，变很快的买了下来。看来这书真是和我有缘也！
4、熊召政的书不错，简单易懂又生趣，推荐给喜欢明史的朋友
5、这本书写得水～
6、读了有二十多页，没有一口气读完的冲动。
7、可以视作写《张居正》的随笔副产品，略显零散、枯燥，但观点还是很清楚深刻的。
8、作者功底很好，读起来亦很轻松。值得推荐！
9、总觉得这个岁数的作家写东西都有种故意卖弄，并且极力推荐自己其他著作。
10、作者不喜欢老朱，读着好郁闷的~
11、先说书的质量，感觉纸质不像以往所购中华书局出版的书那般好，轻飘飘的。再说书的内容，说
是讲故事吧，给人感觉不生动太平淡，说是讲历史吧，又缺少一种深刻。总体说来，与我买书之前想
象的差了好多。
12、比历史书有趣，明朝真是一个腐败的朝代
13、本书总体而言不错，唯一不足的是在本文中有错别字，已向出版社提出。出版社也进行了反馈，
哈哈。
14、熟悉的内容，没有太多的惊喜。
15、喜欢张居正才买买了这本书看看，想通过不同人的手看看能不能找到比较正式的原形 呵呵
16、历史是可以像小说一样有趣的.
17、如果你看过熊召政的作品，比如《张居正》，那么你一定会有同感！典型的滥竽充数作品！完全
是在侮辱读者的智慧！
18、算是我对解读中国历史的启蒙
19、略水
20、泛泛浅谈，坏了中华书局的名头。顺便说一句，野夫的事究竟怎么说啊？
21、一般般，没觉得有什么特点。
22、浅显易懂，涨知识好读物～就是有点小乱，没摸清章法，可能熊大师就是在写散文吧。
23、对张居正的评价很公正也很到位。
24、论浅显易懂，不如当年明月。论气魄纵横，不如黄仁宇。论抽丝剥茧，不如张宏杰。看完了，好
像什么都没得到。好在，还可以看下去。
25、流畅，写的很好
26、大家之作,已经2次印刷,很好,值得看看
27、对明朝历史很感兴趣~~
28、开篇的几个八卦有点意思，中篇就感觉出熊先生明显憋着一口气，后篇写他最熟悉的张居正可以
管窥出作者的一些人生观。
29、一堆平庸的观点。
30、去明朝看风景
31、字体太大，内容不多，有点充实门面的做法，写的不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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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明朝看风景》

精彩书评

1、假期有闲心看了唐国强主演的《张居正》，回想以前看的《海瑞》，在粗略浏览了熊召政的《去
明朝看风景》。对明朝有了更多的感知，更重要的是对修身做人的看法有了些变化。以前的思维和看
法比较单薄、片面。儒家的“内圣外王”是许多人追求的极致，“外王”与否我不看重，“内圣”如
何才是我一贯秉性的生活原则。尽心做到该做之事则可自足和无憾。重点在“尽心”二字，是否尽的
“正心”是我一直自省的主要内容。但是尽了“正心”，该如何把事情“做到”，却是我所忽视的。
“尽心”自然能“做好事”的想当然逻辑使我在工作和生活中有了许多欠缺，而我还在洋洋得意，因
“正心”而为自己凭添了不少虚妄的满足。做事是要看动机还是要看结果？看情操还是要看效用？做
给自己看是做给别人看？我一直只关注前者，而忘记了后者，实际上，前者后者都重要，而当所做之
事与他人关系重大时，往往是后者重要多了。当然，这并不是做实事和走形式之争，这是不同维度的
事情。做实事也要看结果、效用和他人感受，而走形式有些时候是不管结果和效用如何，只谋得他人
一时一地的感受的。两者在这三个问题上有交集，并无绝对的对立。再简单一点来说，这三个问题归
结为一个：是沉浸在个人情操的自得享受中呢还是以做事的实效为重心？ 两者能有所兼得更好，但现
实情况往往难偿人愿，后者对事业、对他人更为重要，社会价值在多数情况下大于个人价值，所以，
后者的价值也应更受重视。张居正能顾全大局，容忍冯保的个人劣迹，在不失自己原则的基础上形成
紧密合作，与李太后一起行成万历新政的铁山角有力支持。个人节操与国家大事，后者重要；张居正
任用能吏，慎用清流。戚继光与海瑞，同时当时大名人，对前者，支持、提携、心心相印，对后者绝
不录用。区别只有，前者善事功，后者善评论。一件何其完美的事，在所有的价值参照中，一定有称
扬的也有诋毁的。国家决策，枝节关乎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产生、施用、评价均有其不寻常的
意义和影响。试想海瑞一出，实事做不成多少，倒添了许多细枝末节的聒噪声，该是如何大煞风景。
生为一堂堂男儿，当为他人谋实在利益，而不只看重保全自己的名节与名声，前瞻后顾，惮于细末，
是成不了大事，做不了伟人的。不过我虽赞赏张居正，可自己却是实实在在谨小慎微的人。风吹草动
，我也会想想自己的得失。我更倾向于把外界知觉为不安全的、易变动的、难于把握的，所以常言后
思，行后省，畏畏缩缩，懒于动作。也许，正因为自己的特性才更欣赏张居正，自然不同人心中有不
同张居正。这正应了“缺什么就找什么”，人性所致，理当平常。最后，在看熊召政先生的资料时了
解到钱穆和熊十力对张居正为政有截然相反的评价。钱穆和熊十力先生都是道德良心的宗师级人物，
有机缘一定要找相关文章看看。
2、　　初次接触熊召政先生的作品，是他那部载誉颇丰的小说《张居正》，说来惭愧，当时只是冲
着金庸先生特地写的评论文章而去看的，当下便被深深吸引，一口气读完了四部，张居正也因此成了
我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最近得知中华书局为熊先生发行了关于明史的新书，自是迫不及待购回品读。
　　近来逛一些关于历史的网络栖所，发现如今但凡有人出了关于明史的书，都会被拿来与某某相比
。的确，某某确实是天才，我也喜欢他，有不少作者也确实是坐了顺风舟，但这帽子若是扣在熊召政
先生的头上，就未免太可笑了。熊先生不是普及历史的，这本《去明朝看风景》不是小说。用当下另
一流行说法来说，应该是在“品明朝”，书中撷取明朝历史上的一些特殊风景（片断），但不单单是
把这片风景摆给人看，而是带人细细品味这些风景之中的特殊之处，从中看到什么另外的风景，想到
什么，原因何在，说明什么⋯⋯说到底，读史不就是为了让人学会思考么？“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
，读史不是为了加大信息量，炫耀自己学问高深的，而是有着更为有趣而实在的意义。　　纵览全书
，虽着眼点很散，但点点皆星。见解深刻而独到，时时有令人点头称是之处。而作为多项文学大奖的
获得者，熊先生的文学功底自不必提，词藻优美而不故作姿态，节奏庄重而不故作深沉，也并没有以
学者的姿态板起面孔论历史，而是拿捏有度，理性中透着感性，干练通达，收放自如。加上这本书本
身的思想价值，值得收藏起来反复阅读品味
。==============================================以下是几段本书文摘：　　朱元璋
治国期间，农民问题处理得较好。他死后，他的亲民顺民富民的&quot;三民&quot;政策，还延续了好
多年。到了明中叶，自武宗始，休养了一百多年的农民又开始遭受劫难。又六十多年后，张居正出任
万历首辅，推行新政，力革时弊，用&quot;一条鞭&quot;的改革，来上承朱元璋的农民政策，应该说
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但人亡政息，张居正遭受清算后，刚刚苏困的农民再次陷于水火，这导致大批流
民的出现。元朝末年，大批流民揭竿而起，朱元璋依靠这些流民形成的武装，建立了大明王朝。谁知
在他死后两百多年，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流民武装，又将他的后代掀下帝座。终点即是起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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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历史的想象力，超过任何一位政治家。p11------------------------　　如果我们只从典章制度
来衡量，则历史上不存在腐败的朝代，因为所有朝代的法律与纲纪基本上都是好的。但法律毕竟在皇
权之下，人亡政息，固然是悲剧，人庸政劣或者人奸政败，更是“自作孽，不可活”。所以，在皇权
专制的社会，特别容易产生小人。这是因为人们往往能通过非正常途径（诸如行贿、邀宠、投其所好
等等）从主子那里获取个人利益。国家名器，本为至重，但屡为小人所窃。这些人一旦篡居高位，则
朝纲法制形同虚设。于是，为君子者犯颜直谏，如海瑞、杨涟等人，无一例外酿成悲剧；为小人者投
机取巧，　如张彩、崔呈秀之流，虽最终没有好下场，但过程却是风光无限。p37-----------------------
　　李贽穷诸学问，关注当下。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他比李白更彻底，干脆认为自古本就无
圣贤，这种思想脉胳，可从禅宗慧能的偈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中寻找。佛家讲“众生即佛
”，“我心即佛”，是民本观念，而儒家的内圣外王，则是精英观念。李贽援佛批儒，在儒家中国里
，他当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p61------------------------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研修学问，讲求经邦
济世，即学问服务于国家，作用于社稷的功能。从观念上看，这一点是不错的。但由于儒家学说的局
限，读书人入仕后，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往往与经邦济世的理想南辕北辙。究其因，乃是因为儒家
把道德伦理作为建设社会秩序的基础。事实证明，离开法制，社会根本就没有秩序可言。这道理虽然
简单，中国古代的儒生，却似乎难以懂得。p61------------------------　　当其时也，官学的学生学习
的是程朱理学，私立书院讲授的是陆王心学。两种思想互相激荡，甚至尖锐对立。张居正对程朱理学
也有犀利的批判，同时也反对当时的士林中人一味地拾拣陆王牙慧，所以他不会完全站在官方立场反
对何心隐。他学得国家要储备人才，但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清谈无补于苍生，实际上他对王阳明“知
行合一”思想是赞赏的。当心学演变为玄学，注重实学的张居正便有些担忧，就像今天谈到对青少年
的教育，由于传统文化遭到无情的解构，一些诸如理想、尊严、道德等固有的观念为年轻人所不齿，
而大肆崇尚西方文化，我们国家的文化安全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张居正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对当时
的讲学之风也深为忧虑，他害怕所有的青少年变成崇空谈的清流，因此断然下令关闭全国众多的私立
书院。这样做客观上收到了钳制思想的作用，但张居正的主观动机是想正本清源，让思想界能够为他
的万历新政服务。基于以上考虑，我觉得我们不要以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政治家的作为。对这一
点，作为思想家的李贽没有对张居正的做法提出任何批评，反而说张居正与何心隐“二者皆吾师也”
。可见李贽对张居正的政治功绩是肯定的。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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