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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学是什么？
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学问。
因此，国学不仅包括数千年来积累流传下来的经典，比如“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孙
子》、《史记》、《汉书》、唐诗、宋词，也包含研究中国人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乃至娱
乐方式的各种学问。
广而言之，国学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文献，也包括实物；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非物质文化
遗产，包括我国各民族的建筑、服饰、饮食、音乐、绘画、医药、戏曲等等。
国学是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学问。
上面说的从“四书五经”到唐诗、宋词就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近代以来，国学的研究范围还在不断地扩大，比如，敦煌学、甲骨学，是随着有关文物的出土而兴起
的；比如红学，是随着文学理论和学术风气的发展变化而兴起和发展的。
随着时间推移和学术进步，必将有更多的学问被纳入国学研究的范围。
数千年来，中国人做学问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比如思想理论、史学理论、文学理论，以及
训诂学、考据学、音韵学等等。
但这些理论和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比如，在史学研究领域，由于地下文物的出土，王国维等人提出了所谓以地下文物与传世文献相补充
互证的二重证据法。
近代以来，西风劲吹。
国人主动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学问，王国维借鉴尼采的哲学等研究中国的文学戏剧，胡
适以杜威的实验主义研究中国的“国故”。
国学从来没有拒绝外国学问的介入，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改造，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佛学、因明学；
自明朝末年西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的天文学、数学等就已经融入了西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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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帝鉴图说(插图本)》是《家藏四库》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家藏四库》编定于清乾隆四十三年
，共收中华典籍3461种。
如此浩瀚典籍仅分经（儒家经典）、史（各类史书）、子（百家著述）、集（名家诗文）四类。
其后《四库》之名既具有中华经典集成的寓意，同时也具有古代图书分类的含义。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华经典所蕴含的智慧，越来越为世人瞩目。
丛书策划者为了消除今人阅读古代文言经典的艰涩，力求使用时人容易读懂的版画图示和读解心得的
方式，让读者充分汲取古人成功的养分，使圣贤的智慧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
所以丛书得名《家藏四库》。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帝鉴图说>>

作者简介

张居正，汉族，字叔大，少名白圭，号太岳，谥号“文忠”，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
。
明代政治家，改革家。
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内阁首辅，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
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
因湖广巡抚顾辚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
16岁中了举人，23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
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隆庆时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
万历初年，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
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决，前后当国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
定成效。
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
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亦颇有成效。
万历十年（1582年）卒，赠上柱国，谥文忠。
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籍其家；至天启时方恢复名誉。
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
明朝文臣，内阁首辅，因其辅佐皇帝治理有效，具有重大历史功绩。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
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
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丽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
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宰相)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
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
[编辑本段]“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嘉靖四年(1525年)，当张居正在荆州江陵(今属湖北)的一位秀
才的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
。
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
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
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白圭报考生员，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他嘱咐小白圭要从小
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
这一年，居正补府学生。
四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又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
湖广巡抚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希望你树立
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个少年成名的举人。
”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后可赐编修。
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
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
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
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结果是夏言为首辅，然后被严嵩进谗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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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
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
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
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
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
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
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
家境本就贫寒的居正，在乡间体会到了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
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
”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
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
而动。
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
逾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王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
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
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这一年，世宗殁，裕王即位，是为明穆宗。
张居正的机会来了。
隆庆元年(1567年)，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
。
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土。
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此时的他大概不会忘记自己十三岁写下的诗句“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
三十年后，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手”了。
[编辑本段]“摄夷蛮骚乱，锄当路芝兰”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
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
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
民不聊生。
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
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篙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
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
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
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
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
高拱当政期间，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后发生嫌隙。
高拱又和权宦冯保不和。
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个岁的神宗继位。
张居正遂联合冯保，勾结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
这样，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
平心而论，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
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
机重重。
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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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走出困境。
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
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
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
为霸”(《张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
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还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固巩边防的工作。
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进攻大同，计划称帝。
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
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
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祟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
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
并再娶。
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
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
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
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
”(《张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鉴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
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
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
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双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
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穆宗在后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
。
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编辑本段]“以心奉尘刹，不求自身利”作为—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
有深刻认识的。
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
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
均粮足民》)，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
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
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
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
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
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
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
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
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
万里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
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
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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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
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
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
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
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
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
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
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
之故。
”(《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
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仍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
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
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
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
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竞“汰冗员二三”。
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
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
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
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儿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
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铢必较，
寸步不让。
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
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
”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
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
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
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
对于自己的用度，张居正也是力戒奢华。
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
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
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
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
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
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
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
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
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
”他的确是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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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阅读指南国学与我们同在编者的话圣哲芳规任贤图治（唐尧帝）谏鼓谤木（唐尧帝）孝德升闻（虞舜
帝）揭器求言（夏禹王）下车泣罪（夏禹王）戒酒防微（夏禹王）解网施仁（商汤王）桑林祷雨（商
汤王）德灭祥桑（商中宗）梦赉良弼（商高宗）泽及枯骨（周文王）丹书受戒（周武王）感谏勤政（
周宣王）入关约法（汉高祖）却千里马（汉文帝）止辇受言（汉文帝）纳谏赐金（汉文帝）不用利口
（汉文帝）露台惜费（汉文帝）遣幸谢相（汉文帝）屈尊劳将（汉文帝）明辨诈书（汉昭帝）葺槛旌
直（汉成帝）宾礼故人（汉光武）拒关赐布（汉光武）赏强项令（汉光武）临雍拜老（汉明帝）爱惜
郎官（汉明帝）君臣鱼水（汉昭烈帝）焚裘示俭（晋武帝）留衲戒奢（宋高祖）敬贤怀鹞（唐太宗）
览图禁杖（唐太宗）主明臣直（唐太宗）纵囚归狱（唐太宗）撤殿营居（唐太宗）面斥佞臣（唐太宗
）遣归方士（唐高宗）焚锦销金（唐玄宗）委任贤相（唐玄宗）兄弟友爱（唐玄宗）召试县令（唐玄
宗）不受贡献（唐宪宗）遣使赈恤（唐宪宗）延英忘倦（唐宪宗）论字知谏（唐穆宗）屏书政要（唐
宣宗）焚香读疏（唐宣宗）敬受母教（宋太祖）解裘赐将（宋太祖）碎七宝器（宋太祖）受言书屏（
宋太祖）戒主衣翠（宋太祖）竞日观书（宋太宗）纳谏遣女（宋仁宗）后苑观麦（宋仁宗）轸念流民
（宋神宗）狂愚覆辙游畋失位（夏太康）脯林酒池（夏桀王）革囊射天（商武乙）妲己害政（商纣王
）戏举烽火（周幽王）遣使求仙（秦始皇）坑儒焚书（秦始皇）大营宫室（秦始皇）女巫出入（汉武
帝）五侯擅权（汉成帝）市里微行（汉成帝）嬖佞戮贤（汉哀帝）十侍乱政（汉桓帝）西邸鬻爵（汉
灵帝）列肆后宫（汉灵帝）芳林营建（魏明帝）笑祖俭德（宋孝武帝）金莲布地（齐王宝卷）纵酒妄
杀（齐文宣帝）华林纵逸（齐后主）玉树新声（陈后主）剪彩为花（隋炀帝）游幸江都（隋炀帝）斜
封除官（唐中宗）宠幸番将（唐玄宗）敛财侈费（唐玄宗）便殿击球（唐敬宗）宠信伶人（后唐庄宗
）上清道会（宋徽宗）应奉花石（宋徽宗）任用六贼（宋徽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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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成帝④时，张禹④党护⑥王氏⑦。
故槐里④令朱云上书求见。
公卿在前，云日：“臣愿赐尚方斩马剑⑨，断偻臣④一人头，以励@其余。
”上问：“谁也？
”对日：“安昌侯张禹！
”上大怒，日：“小臣廷辱师傅，罪死不赦！
”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断。
云呼日：“臣得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
未知圣朝何如耳！
”左将军辛庆忌，免冠叩头力救。
上意解，得已。
及后当治槛，上日：“勿易。
因而葺之，以摧直臣！
”暾①葺：修理。
②槛：栏杆。
旌：表彰。
③本则故事出自《汉书·朱云传》。
本文记述的是臣子朱云因敢于上表直言相谏，而受到汉成帝表彰的故事。
④成帝：也就是汉成帝，名骜。
⑤张禹：字子文，曾出任汉代的宰相，被封为安昌侯。
⑥党护：勾结，袒护。
⑦王氏：汉成帝的母亲王皇后。
在这里指的是王氏家族。
⑧槐里：古代的县名，在现在的陕西省境内。
⑨尚方斩马剑：即尚方剑，皇帝用的剑。
因其锋利可斩马，故名。
⑩佞臣：就是花言巧语的大臣。
［11］励：惩戒。
［12］龙逢：就是历史上的关龙逢，他是夏桀时候的一位大夫，因为直言相谏，结果被昏庸的夏桀杀
死。
［13］比干：商朝的忠臣，也是商纣王的叔叔。
纣王荒淫无度，国家危在旦夕，他冒死相谏，触怒了纣王，遭受剖心之刑而死。
后代以他的名字来作为忠臣的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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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神宗皇帝）自冲年即有小世宗之号，然亦由《帝鉴》一书，启沃圣心，故孜孜讲究不辍。
    张居正    （《帝鉴图说》于指陈规戒，绘图辑说，切实显豁，不无裨益。
    慈禧同治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将《帝鉴图说》作为同治皇帝的启蒙读物，他认为该书图文并茂，道
理讲得深入浅出。
同治皇帝读得津津有味，常常手不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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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帝鉴图说(插图本)》中生僻字、多音字均有随文注音，读者可以毫无障碍地阅读原文，在流利酣畅
的阅读中感受原文的深意。
《帝鉴图说(插图本)》中配有历代版本的古版画，从多个角度直观地展现原文的故事场景。
《帝鉴图说(插图本)》中设有注释、译文、历史背景、评议等栏目，深刻透彻地阐述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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