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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不过如此》

前言

张居正其人，绝对是超一流的权术高手，揆诸历史，能够与之比肩的，似乎还找不出第二人。从一个
出身低微的寒门之后，跃上国家权力巅峰。不是皇帝却行使皇权，连皇帝都敬他三分怕他七分。但是
这一切都披着合法性外衣，皇家心甘情愿，臣民俯首帖耳。不像曹操，身前死后还落下奸臣、谋逆的
恶名。或许有人比张居正更毒辣，但是他没有张居正隐藏得深；或许有人比张居正更专横，但是他没
有张居正巧妙。张居正出身低微，却仕途顺遂。在相互激烈倾轧的官场，张居正纵横捭阖，左右逢源
，几乎没有挨过整。而他整倒大人物后，却能终生以“生死之交”面目与之保持着“友谊”。在获得
和行使权力上，制度、体制上所有有利条件，张居正都能够发挥到极致；所有不利条件，张居正都能
够转化为有利条件，为我所用。无论是超一流的政治家还是文坛领袖，无论是多嘴的言官还是强悍的
将帅，无论是政敌还是师友，张居正都玩于股掌之上，收放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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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不过如此》

内容概要

《当权不过如此:大明最牛CEO张居正的权力生涯》是一本评史、讲史的“历史故事”书，内容围绕著
名的万历首辅张居正，写透了明朝官场的权力博弈。作者学历史出身，尤其对古代社会行政制度方面
有很深研究，他在研读大量信史的基础上，又不拘泥于历史，以轻松诙谐的文笔写了他心目中的张居
正，比较客观、精彩地描述了那段历史：关于张居正的权力之路，他的宦海沉浮、政策得失，他的失
败与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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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不过如此》

作者简介

郭宝平，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曾师从著名的明清史专家韦庆远先生。先后
任职于省、部机关。业余悉心研究学术，勤奋笔耕，发表论著数百万字。曾出版图书《中国传统行政
制度通论》《探寻宪政之路》《从孙中山到蒋介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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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不过如此》

书籍目录

第1章　精巧机变　连环式争斗中屡战不殆　官运亨通的奥秘　人治官场不能明争必然暗斗　两面周
旋上了双保险　官场之中情比纸薄　得来还需费功夫　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　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
当枪使第2章　出奇制胜　精谙牌理却不按牌理出牌　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　生死之交协力已不
同心　两利俱存独持其柄　知其不可为也要为　玩上司兼好友于股掌中　投石问路有惊无险　胆大心
细步步为营　借刀杀人迅雷不及掩耳　高压之下邪也会压正第3章　惊天大案　　虚伪加阴险的精彩
表演   　令人难以想像的毒计　惊人的心理承受力　百密一疏露破绽　受控制的司法如此掩盖真相　
“善始善终”的精彩表演第4章　各得其所　　以性和利维系的权力格局   　打开权力迷宫的秘钥　非
常之人敢做非常之事 　偷情成正果的太后很有偷情的冲动　蛛丝马迹旁证确凿　最高实权人物却对大
内总管卑躬屈膝　隐情和谜团的背后第5章　顺昌逆亡　　干部的选拔任用   　感人的制度和实际用人
是两回事　柔顺竞成为用干部的最高标准　精心选配的副手实际上都看走了眼　“组织部长”的选配
是说你行你就行的典型　朱部长的下台说明不服确实不行　对心腹的提携保护和翻脸抛弃都如此决绝
　权术，在对名流的任用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此用干部，谁人欢乐谁人愁第6章　人治巅峰　　以
整顿为基调的十年新政　大改革还是大整顿?　改革家还是实用的保守主义者? 　坐享了高拱遗下的和
平“红利”　两项“改革”值得玩味　老套路新招数　没有新意但颇有成效的富国策　人治和制度的
两难选择　反辅为主的奥秘第7章　权令智昏　　绝对权力下的忘乎所以 　没有不敢迈的坎儿　对政
治风波的处理　绝顶聪明的掌舵者屡犯低级错误　巴结不巴结领导的后果竟然立竿见影　过度反应令
人窃笑第8章　为子孙谋　　人治是特权的温床　 　“生活秘书”的风光　由秘书引出的官场学原理
　添乱的老子和作弊的儿子　一桩群体性事件的背后第9章铁血打压  体制内外异议者的悲惨结局　一
个著名思想家之死　两位热血学生的惨亡　提意见的门生被整得家破人亡第11章　真假难辨  官场风向
随权势而移　独裁者的苦恼　清算的信号　外围战悄然打响　清算，在最高领导人的制止声中不断升
级　亲信和子弟的败落　祸遗子孙　人治官场无是非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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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不过如此》

章节摘录

可以说，在张居正的仕途上，家庭除了给他添了不少麻烦外，实在没有任何帮助。排除了这个背景，
总体上说，张居正走的是自我奋斗的路子。具体说，张居正之所以能够爬上权力的巅峰，一靠的是制
度，二靠的是聪明，三靠的是人脉，四靠的是高超的权术。我得声明，这四个因素，不是按照重要性
排序的。或许，在一定情况下，高超的权术，就是主导性的决定性因素。先说制度。前面说过，张居
正出身卑微，但是，幸亏他生活的时代恰好是科举最盛的时代，学而优则仕。所谓“满朝朱紫贵，尽
是读书人”。那个时候寒门子弟要做官，非经过考试不可。既不能花钱买文凭，考试也很难作弊。作
弊倒是有过，恰恰是张居正当国的时候，他为了保证其子能够及第，花钱要未来的作家汤显祖帮忙，
汤显祖拒绝了。此事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对张居正的声望损伤很大。这是后话。不过足以说明当时
取得做官资格，是相对公平的，要靠自己的本事，歪门邪道基本上是走不通的。张居正的运气不错。
二十二岁就考上进士，而且排名靠前，二甲第九名。科举考试，排名和年龄都很重要。当时的制度，
基本上是按考试成绩决定一切的。首先，取得做官资格，取决于成绩。科举考试的起点是秀才；考取
秀才再参加全省范围的考试，考中的称举人；再通过全国的考试，最后考中的就是进士。这些考试，
都是唯成绩论的。考中进士以后，按照成绩排序，分三甲。一甲三名，即我们平时说的状元、榜眼、
探花。二甲从第四名开始至100名左右，其余者统称为三甲，约200人左右。其次，分配工作也取决于
成绩。换言之，进士的分配，是根据他们的排名进行的。每次新科进士出炉后，要分配工作，叫“大
选”。一甲、二甲、三甲，三个等级的进士各分配什么工作，差不多已是惯例，做手脚的余地不大。
排名靠前的，你想给他安排差的工作，很难办；排名靠后的，老爹是高官，就想超过前面的，也很不
容易。不过，张居正没有直接参加分配，而是进一步深造了。按照制度，进士出炉后，还可以参加甄
拔庶吉士的考试，年轻而且名次靠前的，有优势。张居正因此而进入翰林院做庶吉士。翰林院是研究
机构，在里面工作的人被称为“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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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不过如此》

后记

当我动笔写下“后记”两个字的时候，心情很不平静。因为，能够完成这本书的写作，对我这个整天
坐班、工作繁忙的人来说，实在太不容易了。严格说，我着手写这本书，前后经历了整整八年！我是
一个闲不住的人，喜欢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以写作来充实；我也是一个喜欢沉思默想的人，书本上
的、现实中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种种，都会引起我的思考。加之多年来徘徊廊署、沉于下僚，我对
官场中的人和事，多了几分感悟。于是，当我看到自己的老师韦先生写的关于张居正的皇皇学术巨著
后，反复研读，爱不释手。一次，退休后移居家乡的韦先生自穗来京，与我们几个学生相聚。席间，
年过七旬的韦先生感慨道：“历史方面的论文、专著，就只能写给圈子里的人看，与那些戏说历史的
影视剧、通俗读物相比，社会影响实在有限。你们谁要是能够把历史写成小说，最好不过。”同时他
还表示，他已经下决心，自己以后不再写论文和学术专著，而要改写有关明代的历史小说（最近，果
然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历史小说）。听了韦先生的话，我有了写历史小说的冲动。我大学本科是历史学
学士，研究生是学的政治学（大法学范围，授法学硕士学位），而且少年时代就喜欢文学，现在又在
机关也就是广义的官场工作，思考和写作已经成为自己的生活习惯，那么写历史尤其是官场的历史小
说，显然还是有优势的。唯一的不足是，工作太繁忙，不可能有大块的时间用来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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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不过如此》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风平浪静中酝酿着历史的拐点。&middot;明王朝的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表
面看似平平无奇，其实激流暗涌。&middot;行政制度弊端严重，说一套做一套，潜规则大行其道
。&middot;官僚队伍堕入腐败深渊，弄虚作假成风，贿赂公行。&middot;“富益富，贫益贫”，社会
分化严重。&middot;工商繁荣，官商相互利用。新思潮大为流行，挑战着主流意识形态。官场上权谋
之术大行其道，成为生存必备工具。&middot;皇帝再无能，也有合法性；臣下再强悍，也只是辅佐角
色。&middot;权谋之术成为保平安、求发展的生活必需品。张居正就是深谙此术的佼佼者。&middot;
在获取权力、利用制度、转化劣势方面，他更是当之无愧的大师级人物。权术这玩意儿，只可意会不
可言传。&middot;在用干部问题上，他有话从来不直说。&middot;要搞掉谁，要提拔谁，他根本不出
面，而是授意给心腹之人操作。&middot;若发现有人不听话，先背后查查此人有无把柄；一-俟时机成
熟，便手起刀落。&middot;为达目的，他更不惜捏造事实，挑拨离间。&middot;有人就此感叹说，在
用干部问题上，“江陵有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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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不过如此》

编辑推荐

《当权不过如此:大明最牛CEO张居正的权力生涯》：麻辣剖析中国式政治的游戏规则，将草根历史观
进行到底。最靠谱的解读，最犀利的评述，颠覆性解析历史名臣张居正，第一本详解明代人治官场成
功之路的作品。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风平浪静中酝酿着历史的拐点。明王朝的嘉靖、隆庆、万历三
朝，表面看似平平无奇，其实激流暗涌。行政制度弊端严重，说一套做一套，潜规则大行其道。官僚
队伍堕入腐败深渊，弄虚作假成风，贿赂公行。“富益富，贫益贫”，社会分化严重。工商繁荣，官
商相互利用。新思潮大为流行，挑战着主流意识形态。官场上权谋之术大行其道，成为生存必备工具
。皇帝再无能，也有合法性；臣下再强悍，也只是辅佐角色。权谋之术成为保平安、求发展的生活必
需品。张居正就是深谙此术的佼佼者。在获取权力、利用制度、转化劣势方面，他更是当之无愧的大
师级人物。权术这玩意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用干部问题上，他有话从来不直说。要搞掉谁，要
提拔谁，他根本不出面，而是授意给心腹之人操作。若发现有人不听话，先背后查查此人有无把柄；
一俟时机成熟，便手起刀落。为达目的，他更不惜捏造事实，挑拨离间。有人就此感叹说，在用干部
问题上，“江陵有术”!麻辣剖析中国式政治的游戏规则，将草根历史观进行到底。最靠谱的解读，最
犀利的评述，颠覆性解析历史名臣张居正，第一本详解明代人治官场成功之路的作品。如果你正身处
仕途迷茫四顾，如果你正深陷职场斗争焦头烂额，如果你正苦于无法揣测上级意图，如果你正烦恼怎
样管理下属⋯⋯《当权不过如此:大明最牛CEO张居正的权力生涯》绝对会让你醍醐灌顶、如梦方醒！
在同代人中，他或许不是最正确，但却是最成功的！《当权不过如此:大明最牛CEO张居正的权力生涯
》详解了大明朝最牛CEO张居正的仕途人生，无论你是想避祸保身，还是想兼济天下，他都是一本活
生生的教材！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曾作为明神宗朱翊钧的首辅达十
年之久。明代不设宰相，皇帝只挑选几个大学士为其辅佐。在这些人中问，指定一个小组长，就是“
首辅”。换言之，首辅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丞相。而张居正，是明代历朝中最强势的首辅
，在任期间，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执政期间，他清查田地，推行一条鞭法；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
梁，整饬边镇防务；又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均颇有成效。就张居正的改革而言，后人多对其持肯
定和褒扬态度。但他为人骄奢淫逸，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令身后非议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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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不过如此》

精彩短评

1、这是《谋位》这本书的姊妹篇，深刻，独到，其中的道理，千百年来一直如此啊
2、机会成本。如果没有张居正，高拱或许做的更好。但历史就是这样，不留情面，留与后人说。
3、真的好喜欢这本书啊，很好很强大，很权很独到。
4、作者水平太差，象是评论者，
5、这本书很不错。对张居正的分析与当时的专制制度分析入木三分。好书。
6、独裁者张居正的掌权时代
7、觉得这本书实在是没看头全都是作者的个人观点，并且，写的书一点都不严谨，我个人一点都不
喜欢！~！
8、最大的收获是对高拱的再认识。
高拱：拥有良好的受教育基础 出色的反对传统的先进思想 个人生活清贫正直 与外族的友好互市实践
是一大贡献 短短的执政期间能有所建树实属不易
开放海贸的前瞻者 可惜对人情的幼稚毁坏了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
结局悲惨 
张居正 为了目的 挡我者死 胆大运胜 阴谋家 
9、一本偏激的书，书偏激，作者偏激，看问题偏激，但也看完了
10、为权者，不拘于术。以术治国，始终棋差一着。这本书把我对年少的张居正的印象都破坏了，对
比熊召政的张居正里耿耿之躯的张居正，感觉太奇妙了。
11、展现了张居正的另一面，但过于凸显张居正的权谋方面，有失偏颇。
12、本书对张居正的评论与分析,完全颠覆了先前史书或者一些评论者对张居正的正面评价,基本上认为
张居正一无是处,就是个权奸,而且还提出张居正可能与万历皇帝老妈有暧昧关系,可以说是有点偏颇了.
张居正也许是个权力高手,但在专制政权下,尤其是严嵩和徐阶的前车之鉴下,难免要牢牢掌握权力,但不
可否认张居正的改革还是卓有成效的.作者几乎一笔抹杀了张居正的历史功绩,未免失之偏颇,而且同时
把高拱捧上了天,也不尽客观.
13、好恶感太强！
14、还怒错啊！！
15、厚黑垃圾
16、通过对历史人物的了解，可以了解那个历史时期，当然还可以以史为镜。
17、一本讲述张居正的书籍，有记叙有论述。读上去使人受益匪浅。
18、作者加入了太多的个人评价，且文字有过重的贬斥意味，语言也有点痞子味道
19、高拱传！
20、感觉是山寨《张居正大传》的哦，相当通俗易懂，适合初学的人看
21、看了大半天电子文档后发现非完整版于是在是否入一本读完后续中纠结了一个星期最终没入。初
看了个开头便觉作者的论述很泛总说不到点上去，忍了。再继续便发现作者在竭尽全力把张居正描写
成一个卑鄙无耻不折手段的真小人，也许作者只是想要夸大张居正在权术上不折手段来阐述政治的黑
暗，但还是超不爽。
22、师从过韦庆远又怎么样，你只是个硕士，打着韦老的旗号为自己贴金，一个劲抬高高拱，为高拱
打抱不平，有意思么？
23、臆想居多，例证太少。王世贞的话也敢全信，佩服。
24、一半的内容都是官场厚黑学，尤其开篇的几章，主观臆断太多，后半本的内容相对要好，关于张
居正和高拱执政方针的对比比较有启发性，虽然全书都是围绕权力斗争来写的，但是史料的搜集非常
充分，大量引用作者老师韦庆远的观点，对韦庆远的著作很有兴趣！
25、名实之分离，暗箱权术之运用，为解读古代官场之密码
26、作者利用自己在官场的丰富经历，解读张居正的权谋之术，分析得相当深入，从官场政治的角度
分析了其人格，入木三分！
27、作者的观点太偏激！
28、书本内容不错  就是显得有些脏 有些旧
29、本书用通俗易懂，麻辣调侃式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万历首辅张居正的升迁和权术的运用，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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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代的官场和社会人情。作者把自己掌握的明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成一本历史小说，可以说扩
大了这段历史和人物的社会影响。本书分为10章，每章都用一个四字词语概括中心内容，相当精准，
如同书中所言古代的进士写文章多用排比句一样。作者的历史功底很后，把明代的一些规章制度、风
俗人情，特别是官职头衔，用现代的语言解释清楚，让人在阅读中可以轻松思考。比如，作者把张居
正祖父的护卫卒比作现在的“保安”，把总督解释为大军区司令员等。书中在叙述明史的同时，对人
治社会和造成张居正能一手独揽大权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结合现实社会，给出了许多富
有哲理性的结论，看后发人深省，让人掩卷叹息。通读本书，收获还会更多。推荐阅读。
30、还行吧→_→
31、最好的官场曝光作品，虽然剥的是张居正的老底，分析的是古代权谋套路，但彻底拆穿了中国千
年“人治”官场的内幕（至今丝毫不变，请参见周x、朱x、温x等总理的作秀表演），文笔晓畅，观点
大胆，批判性犀利无比，令人拍案叫绝的论断比比皆是，作者是把中国式权力场读透的高手。实属难
得的明史畅销书！
32、帮朋友买的，她很喜欢这类书。
33、有些偏激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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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过此书，才明白书名神马的都是浮云。其实本书就是一本通过现代人的视角来解读古代官场沉
浮权斗的力作。貌似现在这样的重新思考历史的书籍越来越多了，不过本书确确实实是其中的代表作
。细细品味这本书，不小心将张大人联想到了现代的一些人，几千年的官场文化，官场中人，官场制
度，没有改变，神马都没有变，变了就不是中国。这样的基因遗传下去，固化为一种常量，不论何时
都系如此。杯具～！
2、一开始以为只是跟风当年明月，读完发现作者还是有点水平。全书亮点在于，大部分学者通常关
注张居正将当时锈迹斑斑的国家机器运转起来并且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变革。而作者论述了如果执政的
不是张居正而是被张赶下台的高拱，或许明朝会有新的气象。此外全书主要说了人治官场的黑暗。
3、从一开始的兴奋，到后面的无奈，张居正的一生，如一条长长抛物线，每个人都是如此吧，只是
他的高度，比常人更加要突出些。权术，要读，所谓不懂恶又怎么理解善，就当是本普及读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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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当权不过如此》的笔记-第五章 对待名流

        在威权统治下，其实所谓知识分子，我看大半是具有双重性格的。比如王世贞，“一方面无法摆
脱出仕的诱惑”——整个社会价值观就如此啊，个别人想摆脱也确实不容易的，所以总想方设法争取
机会，包括不惜亲近权贵，保持与权贵的交往；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文人的独立性”，也就不
会“屈膝侍奉、俯首帖耳，时常保持着议论时政的习惯，而这是当权者所忌讳而难以容忍的”

2、《当权不过如此》的笔记-第1页

        看了40页，书内废话太对，核心内容太少，看过的40页可以精简到4页就不错了。改详细写的东西
一笔带过。并且引用其他人观点和见解的时候尽然出现了韦先生这样的称呼，作者能告诉我这人到底
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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