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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
文学的这个部门，作切实的研讨，只是一九三九年以来的事。
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
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宗旨既经决定，开始研读。
除了中国作品以外，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的著
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记综论》。
当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书籍也有限，我只有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围以内前进。
    在这几年以内，陆续写成的《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
论》《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其他几篇文字发表了，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
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国传记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只能写定一些纲领，未能完
成：完成的只有《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
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
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继往开来的工
作。
一般文学如此，传记文学也是如此。
所以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
这是一个尝试，成功固然很好，失败也可以给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实际也是一种成功。
自己对于失败，本来不感觉很大的威胁，何况现在无论如何都有相当的成就呢！
    写作的目标决定，其次便是形式的问题。
自己认定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
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
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
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张魏公行状》，黄斡《朱子行状》的时代也过去了。
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
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决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
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西方三百年来传记文学经过不断的进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小的变化，假如我们采取这一
条路线，我们究竟采取哪一种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鲍斯威尔的作品。
一部《约翰逊博士传》成为家传户诵的文章。
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博土，和他的许多朋友，我们听到他们讨论文学，讨论政治，乃至于讨
论栽树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
有时约翰逊来一次恶谑，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鲍斯威尔抱怨自己的不幸。
约翰逊笑也有，骂也有，但是他的学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时候，描写先生夫妇问的爱恋，蹑手蹑脚
，更引起哄堂的狂欢。
这是生活，因此这部著作成为不朽的作品。
但是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
至于作者文学上的修养和鲍斯威尔那种特有的精神，都是这类著作的必要条件。
    另外一种是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
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开“现代传记文学”的局面。
在薄薄的二百几十页里面，作者描写女王的生平。
我们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
我们看到英国的几位首相，从梅尔朋到格兰斯顿和狄士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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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英国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势。
但是一切只在这一部薄薄的小书里面。
作者没有冗长的引证，没有繁琐的考订。
假如我们甘冒比拟不伦的危险，我们不妨说《女王传》很有《史记》那几篇名著的丰神。
这一部书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其实不是偶然的事。
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国，似乎还不是提倡这一类著作的时期。
英国人有那种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近世以来那种繁重的作品，一部《格兰斯顿传》便是数十万
字，一部《狄士莱里传》便是一百几十万字，他们的基础坚固，任何的记载都要有来历，任何的推论
都要有根据。
在这个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脱去一切繁重的论证，探赜钩玄，当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夺取特有的地
位。
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筑在那个坚固的基础上面。
尽管有许多人称道这个写法，但是我的愚见，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国，决定不能写成那样的名著。
中国人模仿他的写法，只会写成那种含讥带讽、似小说不是小说，似史实不是史实的作品。
二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坛，转变的次数不在少处，但是还没有养成谨严的风气。
称道斯特拉哲的人虽多，谁能记得这薄薄的一册曾经参考过七十几种的史料？
仲弓说过：“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
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
”朱熹《集注》：“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
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
”这是说的政治，但是同样也适用于文学，没有经过谨严的阶段，不能谈到简易；本来已经简易了，
再提倡简易，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
所以斯特拉哲尽管写成一部名著，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国，不是提倡这种作法的时代和地点。
    那么惟有谈到第三个作法了。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作品，常常是那样地繁琐和冗长，但是一切都有来历、有证据。
笨重确是有些笨重，然而这是磐石，我们要求磐石坚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认磐石的笨重。
十九世纪以来的作品使人厌弃的，不是它的笨重，而是取材的不知抉择和持论的不能中肯。
在这两点，从斯特拉哲的著作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可以学会许多的方法。
莫洛亚攻击这派的著作，认为他们抱定颂扬传主的宗旨，因此他们所写的作品，只是一种谀墓的文字
，徒然博得遗族的欢心，而丧失文学的价值。
这个议论，确然获得我们的同情，传记成为颂扬的文字，便丧失本身的价值，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
理。
    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作品。
至于取材有抉择，持论能中肯，这是有关作者修养的事。
在作者着手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一切只能付之读者的评判。
孟子说过：“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力的方面，我们应当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单凭努力可以办到的事。
    作法既经采取这一种，便得确定一个传主。
我曾经说过：“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
这一生的记载，在优良的传记文学家的手里，都可以成为优良的著作。
所以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夫野老、痴儿怨女的生活，都是传记文学的题目。
”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事实上还有许多必要的限制。
一个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所以作者对于这样的传主，惟有运用细腻的文学技巧，从人
格分析方面着手，使读者对于传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后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
独特的价值。
不过我们所能细密认识的，只有最有限的几个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们作传的时候，在这方面，实际
便无从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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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学里面，平常人物的传记，还是非常地寥落，这是一个理由。
    因此，只能从伟大人物着手。
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正是我彷徨不定的时候。
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不在少数，但是在着手的时候，许多困难来了。
有的人的确伟大，但是他的伟大的场所不一定为我所了解。
有的人的伟大是我所了解的，但是资料方面，不是少到无从探取，便是多到无从收拾。
抗战期间的图书馆，内部的损失和空虚，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抗战期间的书生，生活的艰苦和困乏，
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所以在择取传主的时候，更有许多顾虑。
其次，在下笔的时候，还得考虑写作中的困难。
传主的时代太远了，我们对于他的生活，永远感觉到一层隔膜；太近了，我们又常常因为生长在他的
影响下面，对于他的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
那一个秋天，我因为传主的选择，经过不少的痛苦。
    最后才决定了张居正。
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
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没有第二个可和他比拟的人物
。
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的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比较清明的
时代，中国在安定的状态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
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
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的了解。
“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
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
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
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
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
    但是，许多困难的问题来了。
    第一，居正是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人物。
现代传记文学，常常注意传主的私生活。
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写，可以使文字生动，同时更可以使读者对于传主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想，因此更能
了解传主的人格。
但是关于居正的私生活，我们所知道的太少了：明代人笔记里面，也许有一些记载，我们为慎重起见
，不敢轻易采用，这一个缺憾，几于无法弥补。
    第二，居正入阁以后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因为他占有政局的全面，所以对于当时的政局，不能
不加以叙述。
繁重、琐屑，都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了解居正。
也许有人以为史传中的人物，寥寥数百字，可以挈举当时政局的大概，为什么要这样地浪费笔墨？
不过，任何一篇史传，只是全部正史的一篇，在史家运用互见之例，尽可言在于此而意喻于彼，这是
传记文学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
    最困难的是一般人对于明代大局的认识。
大家知道居正综核名实，但是要他们举出名实是怎样地综核，他们便有些茫然。
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学生不知道明朝内阁的制度；一个研究政治的专家不知道明朝实际政治的运用
，不是一件罕见的事。
尤其不幸的是人们那番“好古”的精神。
因为好古，所以不知现代，乃至不知和现代接近的时代。
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筑长城，而不知现在的长城是杨一清、余子俊、翁万达、杨博等所筑的边墙：他们
知道隋炀帝开运河，而不知现在的运河是宋礼、万恭、李化龙、曹时聘等所凿的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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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界这种知古而不知今的习气，使得他们对近代的事态，发生一种隔阂。
说少了，他们不会明白；说多了，他们会嫌烦渎：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这许多困难的后面，还有一个难题，便是材料的缺乏。
《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纪》《明史稿》《明会典》这一类常见的书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
重要的材料如《明实录》，就正是一部不能轻易看到的书，除了间见征引外，竟无从利用，不能不算
是一件遗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
以本人的著作，为本人的史料，正是西方传记文学的通例。
一个人的作品，除了有意作伪一望即知者以外，对于自己的记载，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诸人的作品
以上。
关于这一点，当然还有一些限制：年龄高大，对于早年的回忆，印象不免模糊；事业完成，对于最初
的动机，解释不免迁就。
对于事的认识，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见全体：对于人的评判，不免全凭主观而不能分析。
人类只是平凡的，我们不能有过大的期待，但是只要我们细心推考，常常能从作者的一切躇驳矛盾之
中，发现事态的真相。
西方传记文学以传主的作品为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的母本，是明刻《太岳集》，卷数同。
在这四十六卷之中，共奏疏十三卷，书牍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诗六卷，《女诫直解》一卷。
除《女诫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关，当然是最好的史料。
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居正全集的原貌。
居正进白莲、白燕颂，见《明史》，今集中有《白燕曲》而无《白莲颂》。
居正为高拱墓铭，见书牍卷十四《答司马曹傅川书》，今不见文集。
居正有《请令天下度田疏》，略见《明史纪事本末》，今不见奏疏。
张嗣修《编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旧记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难，十余年后，始得完归，
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诸赋，全逸；应制诗，敕撰文，逸十之二；仅据存者编次之，凡为
诗六卷，为文十四卷，为书牍十五卷，为奏对十一卷，合之则为全集，离之亦可四种。
”所谓“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大致是一句遁辞。
余懋学曾为居正进《白莲颂》，提出弹劾；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白莲颂》
和《请令天下度田疏》未经收入，大致是有意的删除，不是无意的逸失。
至于高拱墓铭的被删，当然只是嗣修、懋修的偏见。
韩愈论张巡、许远的后裔，斥为“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
大致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志”的一类。
    这四种著作的编次，也不一律。
假如全体都用编年的次序，对于后人当然是一种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类，尤其是诗集、文集，非经
过一番研读参证的工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的结果，只是一种假定，不是确定，所
以史料的价值，不免受到影响。
    幸亏奏疏、书牍的篇次，大体是编年的，所以勉强可以寻得一些端绪，但是编年之中，还不免有些
分类的意味。
奏疏十三卷之中，前十一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而后二卷为入阁以前的作品。
书牍十五卷，前十三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第十四卷为居正与徐阶书三十一篇，与高拱书四篇以
及其他与徐、高二人有关的书牍；第十五卷为报知己书，与王世贞、世懋兄弟书，以及入阁以前的作
品，而以示季子懋修书附后。
一切都看出那种编次无法的形态。
    最诧异的是书牍诸篇的标题。
嗣修自言：“先公书牍，自旧记室所携来，盖嗣修等遭家难十余年所，而手泽完归，考其年月，似裁
答俱无恙也。
或有举其官，缺其号，或有举其号，缺其官，或官号俱备，或直举其讳，凡例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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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补，仍其旧日授书记语耳。
”⋯嗣修认为书牍标题，出于居正口授。
其实这是一句遁辞。
书牍十三有《答宣大巡抚郑范溪书》，其时郑洛为宣大总督而非巡抚；有《答蓟辽总督张嵋崃书》，
其时张佳胤为宣府巡抚而非蓟辽总督，及居正殁后，佳胤始有蓟辽总督之命。
诸如此类，可举者尚多。
一切看出书牍前十三卷纵使大体保存编年的形态，但是标题方面，还是非常凌乱；有一部分出于居正
口授，还有一部分则出于事后的追题，至其或出于书记之手，或出于嗣修、懋修之手，则不可考。
    即就编年的奏疏及书牍而论，所谓“编年”，其实只给一个先后的顺序，并没有注明某疏、某书作
于某年某月，也没有指实某卷是某年某月之作，编年的作用，实际还不能充分，一切待从史实方面推
比证验，始能得到一个大概的情形。
不过比诗集、文集要每卷、每篇单独推求的，已经便利了许多。
    要为居正作传，眼前所有的材料，只有这一点点。
倘使看到《明实录》，对于居正入阁十六年中的政绩，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认识：倘使看到同时诸人
的文集，对于居正一生的史实，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参证。
但是没有办法，一切的空论，掩饰不了材料的空虚。
我感到彷惶了，几番想把这个主题搁下，但是还有一些眷恋，终于竞把这本传记写成。
这是为的什么？
我认定传记文学的写成，不完全是材料的问题，同时还有写法的问题。
蒙尼辨耐的《狄士莱里传》写成六大厚册，一百五十万言，在材料方面，可称亳发无憾，但是莫洛亚
的《狄士莱里传》继此出版，不妨为一本有名的著作。
华盛顿早年的日记，直到最近方始发现，关于他早年的恋人，还无从确定名姓，但是华盛顿的传记，
已经出到五百种以上，并没有因为材料的不完备而停止。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家知道有一个“至善”，也知道这个“至善”是无法完成的，但是人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于“
至善”的努力。
也许我们对于居正的估计，未免朦胧一点，其实从他对于国家的关系讲，人物不能不算伟大，只要传
记文学的风气一开，以后再有十种乃至百种张居正传，并不是不能想象的事。
那么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替大家做一个前驱，未尝不是尽了一份必要的责任。
    其次关于文字的方面。
我写《读诗四论》和其他几本书的时候，用的文言，因为这许多书中，充满文言的引证，为求本文和
引证的配合起见，当然以用文言为妥适。
但是在写的时候，常时感觉到一种新的意境，必须运用新的笔调，才没有辞不达意的遗憾。
后来写《八代传记文学述论》，用的语体，便是这个理由。
用语体写的时候，也有两种困难。
第一，本文和引证显然用两种文体。
读者最易感觉文字的不和谐，这是无可避免的困难。
其次，语体的语汇比较贫乏，因此在叙述的时候，常时有借用文言语汇或另行创造的必要。
这个困难也是同样无可避免，不过最近数年以来，这样的写法，已经成为风气，文字语言都在不断地
蜕变，大家在这个风气之中，也就觉得无可非议。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也许二十年以后，又有一种变化，一切留给将来的人批评罢。
    这样便引到对话的问题。
对话是传记文学的精神，有了对话，读者便会感觉书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
一篇《项羽本纪》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项羽和项梁往观，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
”项梁掩其口日：“无妄言，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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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个人的对话。
项羽要杀宋义，他说：“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
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日：‘
承其敞！
’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
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
稷之臣！
”这是项羽誓众的宣言。
其后鸿门之宴，项羽、范增、项庄、沛公、张良、樊哙，都有说话，文字非常生动，尤其是樊哙入见
的一段，项羽按剑说：“客何为者？
”这是问樊哙的，偏偏樊哙不答，张良说道：“沛公之骖乘樊哙者也。
”项王才说“壮士，赐之卮酒”，这又是吩咐侍从了。
一切都写得错综变化，使人感觉异常地活跃。
    这个写法，在小说家手里，成为最好的工具。
现代传记文学家也时常采用这个写法。
但是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
因为传记文学是史，所以在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
这一点没有看清，便会把传记文学引入一个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文字也许生动一些，但是付出的代
价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只要是有根据的对话，我是充分利用的，但是我担保没有一句凭空想象的话。
这里另外也有一些困难。
从前人记对话，往往不用活的言语，而用死的文字。
例如谷应泰记严世蕃下狱以后，徐阶和刑部尚书黄光升等计议的一节：    阶固已豫知，姑问稿安在，
吏出怀中以进，阅毕日：“法家断案良佳。
”延入内庭，屏左右语日：“诸君子谓严公子当死乎，生乎？
”日：“死不足赎。
”“然则，此案将杀之乎，生之乎？
”日：“用杨、沈正欲抵死。
”徐阶日：“别自有说。
杨、沈事诚犯天下公恶，然杨以计中上所讳，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
上英明，岂肯自引为过？
一入览，疑法司借严氏归过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
”    这不会使人相信徐阶和黄光升等是这样说法的。
明白一点说，从前人把白话翻成文言，现在我们必须把文言仍旧翻回白话。
这一类翻译的方法，在经史方面有相当的根据。
尧典：    帝日：“畴咨若时登庸？
”放齐日：“胤子朱，启明。
”帝日：“吁，嚣讼，可乎？
”帝日：“畴咨若予采？
”罐兜日：“都，共工方鸠傅工。
”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    这是一段诘屈聱牙的文章。
太史公《五帝本纪》便完全改过了，我们看到：    尧日：“谁可顺此事？
”放齐日：“嗣子丹朱开明。
”尧日：“吁，顽凶，不用。
”尧又曰：“谁可者？
”罐兜日：“共工，旁聚布功，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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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日：“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
”太史公做过一番翻译功夫，文字便非常地通畅。
假如太史公生在今日，那么看到我们把谷应泰的文言，翻回白话，一定不会感到诧异。
    在把文言翻回白话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这是翻回明代人常用的语言，而不是翻成现代人常用的语
言。
我们对于明代人的说话，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但是不妨认为明代人不会用现代特有的语汇，不会用
现代变质的文法，不会用现代稗贩的幽默。
在这几方面加以注意，也许可以得到明代人说话的大概。
稍为困难的是明代帝后的说话。
封建帝后早已随着时代而消失了，我们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触。
他们是和普通人一样地说话吗？
还是同剧本所写的一样，平时也是称“孤”道“寡”吗？
从我所见到的，大致他们还是和普通人一样。
神宗生母孝定太后说过：“说与皇帝知道，尔婚礼将成，我当还本宫，凡尔动静食息，俱不得如前时
闻见训教，为此忧思。
”神宗自己也说过：“我一时昏迷，以致有错，尔等就该力谏乃可。
尔等图我一时欢喜不言，我今奉圣母圣谕教诲我，我今改过，奸邪已去。
”这都是极普通的说话，我们可以从此看到帝后说话的大概，在叙述对话的时候，也有一个根据。
    最可喜的是，居正奏疏中间留下许多对话的记载，如《谢召见疏》《召辞纪事》《召见纪事》《召
见平台纪事》《送起居馆讲(大宝箴)记事》《送起居馆论边情记事》。
在记载的当中，居正偶然也有把对话写成文言的时候，但是最大多数都能保存当日的语气，即如《谢
召见疏》记隆庆六年六月间居正奉召入朝以后，神宗说：“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
”又说：“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
”其后居正奏请遵守祖宗旧制，讲学亲贤，爱民节用，神宗答称：“先生说的是。
”居正再请神宗慎起居，节饮食，神宗说：“知道了。
与先生酒饭吃。
”在这许多地方，我们看到当日的语调，正是最有价值的记载。
    同时我们还得知道即是居正所记的说话，有时虽写成文言，其实文言和语体本来没有绝对的界限，
而在说话之中，为求语言的简练，常时有由语体转成文言的倾向。
授课的时候，教师有时采取近乎文言的语句，以便学生笔记，正是平常习见的事，何况奏对之时，更
觉“天颜”咫尺，不许冗长烦琐呢？
    这本书的大体计划，是在一九四一年决定的。
次年春间，写成《八代传记文学述论》。
今年春间，重行写定《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过第四种、第五种。
在这几年之中，一切剩余的时间，都消耗在这本书上，实际着笔是从今年一月三日开始，八月六日终
了，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六种。
    也许有人看到大传的名称，感觉一点诧异。
传记文学里用这两个字，委实是一个创举。
“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名称；尚书有《尚书大传》，礼记也有大传；但是在史传里从来没有这
样用过。
不过我们应当知道中国的史学，发源于经学，一百三十篇的《史记》，只是模仿《春秋》的作品：十
二本纪模仿十二公，七十列传模仿公羊、谷梁。
“传”的原义，有注的意思，所以《释名·释典艺》云：“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
”七十列传只是七十篇注解，把本纪或其他诸篇的人物，加以应有的注释。
既然列传之传是一个援经入史的名称，那么在传记文学里再来一个援经入史的“大传”，似乎也不算
是破例。
    几年以来的心力，所成就的只是这本很平常的著作，自己的学力，仅仅达到这个阶段，原是无可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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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的事。
我的希望，本来只是供给一般人一个参考，知道西方的传记文学是怎样写法，怎样可以介绍到中国。
我只打开园门，使大众认识里面是怎样的园地，以后游览的人多了，栽培花木的也有，修拾园亭的也
有，只要园地逐日繁荣，即使打开园门的人被忘去了，他也应当庆幸这一番工作不是没有意义。
《法显行传>记法显经过沙河的一节：“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
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
”在一个茫无边际的境界，我们惟有踏着前人的足迹，作为自己前进的路线。
前人对于我们所尽的责任，正是我们对于后人所有的义务。
无论成功或失败，现在的努力，对于后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我应当趁这个机会，对于远方的两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十余年的生活，养成我不事家人生产的习惯。
我独自漂流异地，难得在寒暑假中回去一次。
对日作战以后，我从越南入国，绕到抗战的大后方，从此没有看到故里。
家事的处分，儿女的教养，以及环境的应付，一向我不过问，现在更落在一个人的肩上。
我没有听到抱怨，也没有听到居功。
尤其在故乡沦陷以后，地方的情形更坏，斗大的一个县城，充满最复杂的事态，天涯游子的家属，剩
得举目无亲的境地，但是我始终没有听到怨恨和愁诉。
正因为有人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家庭，我才能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工作。
我自己的成就只有这一点点，但是在我历数这几种撰述的时候，不能忘怀数千里以外的深闺。
我认为在我的一切成就之中，这是和我共同工作的伴侣。
    还有一个更远在万里之外，现正在作一次国外的旅行。
我们的认识远在三十余年以前。
我们曾经共同受过小学教师的训导，共同听过泰晤士河的波声；之后，在同事十余年之中，又共同欣
赏过东湖的初月，乐山的暮钟。
在我们同事的中间，他的著作，我都曾经看过：我的作品，也没有一本不曾经过他的商订。
这本书写成的时候，他不及看到，但是最初的计划，曾经和他讨论。
从他那里，我得到不少的鼓励，不少的协助：但是以前因为时常见面的关系，没有感觉致谢的必要。
现在我得告诉他，万里波涛的重洋，遮断不了平生许与的友谊。
    努力啊，我愿有更好的成就，报答一般友好的关切。
    朱东润自序于重庆柏溪寓斋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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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居正是明朝中期的重臣，他以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岌
岌可危的明王朝重新获得生机。
本书讲述了传主如何从一个普通人直至位极人臣的故事，其中充满了惊心动魄、纷繁芜杂的官场斗争
。
阅读本书，读者可以对传主所置身的时代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亦会对张居正这位专制王朝的著名改革
家有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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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东润（1896-1988），江苏泰兴人。
朱东润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曾在多所高校任教，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拓荒者。
主要作品包括：《陆游传》《梅尧臣传》《王守仁大传》《张居正传》等，其中《张居正传》是学术
大师朱东润巅峰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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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
第三章　休假三年第四章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漩涡
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上）
第六章　内阁中的混斗（下）
第七章　大政变
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上）
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下）
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以后
第十一章　从夺情到归葬
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
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
第十四章　尾声
附录 隆庆、万历十六年间内阁七卿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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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恭帝德祐二年，临安陷落，皇帝成为俘虏。
宋代遗臣，立益王昰为帝，改元景炎，继续斗争：景炎三年帝昰死了，他们再立卫王昺为帝，改元隆
兴。
整个的斗争，开始向南转进，南宋王朝底根据地，剩得海南岛底一角。
是年，文天祥底孤军失败，天祥也成为俘虏。
隆兴二年，崖山的斗争又失败了，陆秀夫抱帝昺投海。
张世杰还想再立皇帝，重新燃起斗争底火焰，但是惊天动地的风浪，沉灭了这一个民族英雄。
南宋王朝底抗元斗争就这样惨痛地结束了，从此整个的中国，第一次开始受鞑靼族底统治。
这一年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宋王朝倒下去了，元王朝兴起来了。
但被压在底层的广大贫苦人民，地位并没有改善，他们过的仍然是被奴役的生活。
在中国境内，仍然是只见到荒淫、暴虐、屠杀和灭亡。
部分的统治阶级没落了；曾经统治中国三百二十年的宋室，再不能产生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文天祥
、陆秀夫、张世杰底死亡，在士大夫的中间，也喊不出一个百折不回的志士。
剩余的只是月泉吟社这一流的诗人，借着“春日田园杂兴”的诗题，流露一点改朝换代的叹息。
整个的中国，便随着上层阶级底没落而没落，四千年的历史，从此便成为统治者脚下的灰尘吗？
不会的。
和西方传说中的长命鸟一样，中国人民正从毁灭里得到再生。
人民的力量是不能摧毁的。
统治者的昏庸腐朽，替他们自己挖掘坟墓，但是人民大众不会随着垂死的统治者走向灭亡，他们要用
自己的力量挣断身上的枷锁，争取生存的权利。
他们正准备力量给骑在头上的统治者以狠狠的打击，而他们中间，也正在产生领导人物，领导全人民
作斗争。
这便是元顺帝以后中国的情态。
顺帝至正十一年贩布的徐寿辉起兵，十二年卜士底儿子郭子兴起兵，十三年贩盐的张士诚起兵，十五
年白莲会的韩林儿称帝。
在这一大群人中，最特出的，一个是皇觉寺的和尚朱元璋，一个是沔阳的渔夫陈友谅。
朱元璋把握着最后的胜利，成为明朝的太祖高皇帝。
明太祖起兵，定远人李善长到了军门，只是说，“从此有天有日了”。
濠人陆仲亨才十七岁，父母兄弟都死了，他怀着最后的一升麦，躲在草中，惟恐被乱兵搜到，把他送
上死亡的境地，恰恰被太祖看见了，太祖喊一声“来呀”，仲亨从此投军。
这里看到当时的惨状，和一般人对于这一番动乱的期待。
以后善长直做到左丞相，仲亨也成为开国功臣，封吉安侯。
有名的功臣里，徐达、汤和是濠人，李文忠是盱眙人，李善长、冯国用、冯胜是定远人，邓愈、胡大
海是虹县人，常遇春是怀远人，廖永安是巢县人，他们以外还有许多出身濠州附近的功臣。
在明太祖底领导下，淮水流域出了许多英雄。
到了明室中衰的时期，也幸亏淮水流域一个无名英雄底后裔，再从人民中间出来，重新领导国家的事
业，为明王朝的统治，延长了七十二年的存在。
（自穆宗隆庆六年张居正为首辅起，至思宗崇祯十七年为止。
）这是明代的大学士张居正。
居正出生的时候，明室已经中衰了：太祖、成祖底武功没有了，仁宗、宣宗底文治也没有了，接后便
是正统十四年英宗出征，不幸恰被鞑靼人包围，大军数十万遇到歼灭的命运，连皇帝也成了俘虏。
在这个困难的阶段，幸亏于谦出来，拥立景帝，支持了当日的天下。
以后是英宗复辟，于谦被杀，再下便是宪宗即位，全国的政治，更看不到清明的时代。
宪宗底儿子孝宗，总算是一个贤君，但是孝宗下面，便是荒唐的武宗：北京古老了，宣府是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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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皇宫住腻了，他住在“豹房”；皇帝做厌了，他自称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
太子没有，东宫也不要了，他有无数的义子，把积庆坊、鸣玉坊毁去，改建他底义子府。
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造反，十四年宁王宸濠造反，总算没有成为大乱，但是明室底元气，已经衰耗了
。
武宗殁后，他底从弟世宗即位。
世宗是一个有名的干才，但是聪明当中带着痴呆底气息，尽管一面制礼作乐，处处表现太平盛世底现
象，可是建斋兴醮，也处处流露荒诞无稽的思想。
整个政治的提示是偏执和专制；大臣常有的机遇是廷杖和杀戮。
因此到处都是谄谀逢迎的风气。
政治的措施只能加速全社会底腐化和动摇。
这是张居正出生的时代。
居正底先代，一直推到元末的张关保，凤阳定远人。
（文集十《先考观澜公行略》。
其子敬修作《文忠公行实》，则称始祖福，庐州合肥人。
）关保是太祖初起时的一个兵士，以后渡江，破采石矶，从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立功浙江、福建、
广东，最后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
居正底祖先，只是定远一个无名的英雄，以后入了湖广的军籍。
军籍是明代的一种制度，天下初定，各府设所，诸府要害之地设卫，大致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
二十人为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兵士和官长都有世籍，所谓军籍。
居正底祖先，是太祖底功臣，以后又世隶军籍，这便造成了他一生以身许国的夙愿。
关保在史册上没有留下怎样的功绩，死后葬在宜都。
居正答宜都知县许印峰说：“远祖孤茔，辱垂青扫拂”，（书牍十）大致即指此。
关保底子孙，在居正《先考观澜公行略》里，仅仅传下两个名字，但是到了关保底曾孙，便有事迹可
考。
他名诚，字怀葛，是居正底曾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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