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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

内容概要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作者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
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
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作者黄仁宇以其“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万历十五年》
中这一观念初露头角，“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万历十五年》自80年代初在
中国大陆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影响。
《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
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
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Page 2



《万历十五年》

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
长沙《抗战日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
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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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

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章万历皇帝
第二章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参考书目
附录一
附录二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Page 4



《万历十五年》

精彩短评

1、和明朝那些事那段万历篇夹在一起看。一件事一件小事，一定要放在一整个历史时期阶段才能看
的明白，它就是这样一股洪流，带走当年的一切，又留下清晰可见的痕迹。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历史
中去找到答案，模糊也清晰，理解到那段历史，结合自身，仔细思考到一个结果。循规蹈矩，继往开
来。
2、文官的双重性格---虽称公仆，实系主人。
国家：以道德代替法制，今天仍是。
万历：臣僚教育下长大的文官与皇权斗争的牺牲品。
张居正：与全天下读书人为敌
海瑞：单蠢追求法制社会的sa孩子
3、体制面前，个体不过成了牺牲品
4、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读这本书，但每次阅读此书，都有新的感慨和赞叹。黄仁宇的书，都是经典
之作，而这本书无疑为经典之经典，值得用一生的时间去品读。
5、讲的不仅仅是“万历十五年”
6、Kindle上略略读完一遍。
7、就制度而言，以武功取代文治，不过是新鲜的蛮力的一次输入，清朝必然成为明朝的轮回与再现
，成为中国历史循环论的一部分。直到制度变迁，历史才真正展开另一番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五
四的革命性意义便在此。
8、历史见于细微。
9、原来皇帝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逍遥自在，反而会受到强有力的限制和约束，作为制度与权力下的
产物，对于皇权有了新的认识。作者有学者风范，不过读史不多，对于书中道德伦理以及为人处世之
道吃的还不太透，期待再读。
10、读到停不下来
11、真的不喜读史。对明史一点都不了解的情况下读这本书，渣渣只觉尚可。
12、杰作。探讨中国传统社会制度核心问题：没有数目字管理；没有一种能与道德妥善切割的法律意
识。前者实则肯定了技术官僚的存在意义，后者实则肯定了意识形态神圣不可动摇的重要性。他认定
传统小农经济发展模式的注定失败，而转向拥抱具有契约意识的商业社会。另外，书里的成语非常筋
道有味。
13、讲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与这个大明王朝的种种关系，以及
在1587这个再平凡不过的一年里，历史在此刻交融汇聚，说明了一群文官在以道德来管理这个国家，
与世界历史的脱节，读来无不让人惋惜。
14、对于一个历史盲来说，不难读已属不易，还有趣实在是难能可贵。
15、挺好    体制问题 无解
16、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儿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
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17、好像明白了，又好像白看了
18、以五个代表性人物为引子对一个时代进行解剖！
19、读完大概过了快一个月了都，不知道写点什么好。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多数时候我们也
只是相信那些我们愿意相信的东西。但历史绝不是电视剧中的惩恶扬善、泾渭分明，它有必然也有偶
然。书是极好的，结构流畅，文采斐然，一本书里被我标记了不下二十个成语等着翻字典（笑）。脑
子里没东西，以后再具体写。
20、刚才选错了，读的是这本。
21、大历史
22、通过一年中几个人物对历史的独特剖析
23、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所谓“以德治国”，至明代发展到了顶峰，因之成为一切问题的症
结，也是无法逆转的历史规律，所以一切君王、文臣、武将、哲学家们的所有努力都注定是徒劳无功
的，一如万历十五年这个历史断面上的各色人物⋯
24、几年前游十三陵的时候进过万历皇帝的陵寝。地宫阴森诡异的气氛仿佛真的不是人间之地。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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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

英文版叫《无关紧要的1587》正如开头所说，全年并无大事发生平平淡淡的一年。作者写的历史是个
立体的历史。并不是按照简单的时间线写的。其中政治、文化、经济、意识形态分别以一人为代表深
入浅出的阐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道理。可是很多事情，实际上到现在也没有解决！
25、以小见大，耐得住枯燥会觉得很有意思，明朝末期感觉天要其亡不得不亡，想想真是可悲，其实
全书讲的是法制精神的重要性
26、最后两段概括全文，落后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法律无法发挥其作用，导致从当时起中国必然
的落后，而这些与人的作为无关。
27、从今年起，调整下个人的评分标准。感觉自己原来给4星5星太多了⋯读到了差的作品，并不是眼
光问题，而是书读得比原来多了。这事儿不丢人。
28、不敢评价 
29、看完之后对万历年间的社会面貌有了一定的了解
30、前面部分看着还行，后面觉得没啥意思
31、一向对历史不感冒，很少主动读历史书。在各推荐书单上多次看到《万历十五年》，有点好奇，
借来一读。发现历史也挺有意思，“皇帝”是一项貌似至高无上、实则内外束缚的工作，海瑞、戚继
光、张居正、申时行、李贽这些明朝万历年间的清官、名将、政治家、哲学家都难以简单地判定“好
”或“坏”。每个人的言行，跳不出体制的限制，脱不了人性的复杂。读完一声叹息，百年之后，一
抔黄土，活得那么累，为啥？
32、17年第一本，他妈的懒惰⋯⋯
33、1587年，就是万历十五年，明朝。用了5个重要人物(思想家，军事家，皇帝，政治家，忠臣)就把
这一历史解释的完美，很有逻辑。最后附两篇万历及臣写的历史文献，加上作者自己的大历史观。这
样书写历史很容易让读者理解，也看得愉悦。每次看到这样的书，就想买一本收藏。
34、不同的角度来看明代，开始以为会是万历十五年一年的事情，其实只是以1587年前后几个典型的
历史人物来讲述了前后几十年间的几个小事件和时代特点，里面包含了作者的历史观和哲学观点，我
读起来第一遍有点费力，但是能接触到新的思想和历史觉得很棒，希望自己能静下心来空闲时间再读
一遍。
35、大历史观。视角独特语言也很舒服。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
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
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
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
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36、久仰大名，大历史观～
37、前几章都感觉很好，可是最后一章有什么意义吗？我是读不出来的。
38、以几个历史人物的故事展现了封建帝国的方方面面，让读者已轻松看故事的同时了解了明朝政府
这个社会机器！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当皇帝也好无奈啊！
39、读起来顺畅
40、在一个坏的制度下 无论帝王将相还是隐居山间的隐士 一举一动都无可奈何 坏的制度影响到的 不
止庙堂之高 还在江湖之远
41、万历十五年，四海升平，人才辈出，书中万历、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闪耀的名
人终其一生，却无法调和一个道德主宰的政治中枢和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文官集团内部的阴和阳，应
了文中所说：“1587 年 , 是为万历十五年 , 丁亥次岁 , 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 , 无事可记 , 实际上我们的
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 , 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 , 首辅的独裁或者调
和 , 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 , 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 , 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
守 , 最后的结果 , 都是无分善恶 , 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
42、可以从明史中窥见现在依然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就需要以这类好作品
为镜。
43、这书写的真好，解答了说当代中国人读史为什么至少要看看明朝。作者通过7个人物的人生经历，
描绘了明朝的君臣关系，官僚科举体系，经济制度，宗族社会，军事科技，律法与伦理，最后回到哲
学思想的发展。可贵的是，并没有以古论今，而是让读者以史为镜，很多现在的一些守旧的观念，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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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

乎也找到出处了。最后一部分的大历史观也相当的有意思
44、基本上算一口气看完。日后再评
45、选取的人物极具代表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觉去研究历史。
46、所有人都是历史的棋子，在历史的导演下演出了注定的故事。可惜书本的语言太生硬了
47、内容很散，读来也不失趣味，但最后一章涉及哲学读着有些费劲。读完后整体感觉没有形成一个
大框架，理解有些困难。但其中德治与法治的问题的确引人深思。希望以后再读一遍，期待新的发现
。
48、后面有些没看懂
49、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功力之深，很多内容都是详细可见。不过可能是中英文思维的混淆，有些时候
读起来有一种不似翻译又像翻译的感觉在里面。
50、一本关于明朝最重的时期万历十五年的历史读物。从君主、大臣、军事、政治和思想等方面以传
记这种有趣的形式，深入简出的表达了作者的想法。而可惜的是对于普通人所不熟悉的历史故事并未
做出讲解。导致有些地方所想表达的意思，无法得到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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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

精彩书评

1、之前从未想读历史书籍，通过推荐读了《万历十五年》，从而发现历史不止可以明鉴和沉思，还
可以发现每个人的功过是非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在牵制着，时间总是按着它的轨迹不断的前行，历史也
是一步一步的让人回望和总结，对后来的影响是一种注定，更是一种未知。《万历十五年》是平淡无
奇的一年，从这一年出发向我们陈述着明朝一片繁荣下的千疮百孔，因为这些注定了由繁荣到消亡。
给我们展现了万历自小登基从踌躇满志到无奈，再到沉沦，也告诉我们张居正和申时行这样的文官的
功过是非，是对是错立场不同，不触及利益集团则生，然则死；又告诉我们海瑞的清廉是清泉，也是
浊水中的一点纯净，会被浊蚀、另类在那个时代会被吞没；也告诉我们武将戚继光的荣耀和牵制，一
种独孤的誓死精神；抑告诉我们李贽的哲学理想，或是沿袭或是自我，矛盾中郁郁不得志然以出家来
完成自我的理想和救赎。书中说到了文官集团，一个团体的利益怎会因为一个人而改变，一个证明存
在的集团怎会容得别人的质疑，一个要掌控一切的集团怎会让事情失控呢。这是因为这样，形成了利
益集团的冲突，也形成了对立的局势。文武的对视、对立、再到对抗，也给了努尔哈赤机会，给清朝
的成立一个绝佳的机会，有这样的机会又怎能放弃呢？大好的机会在面前，有准备的人会适时的抓住
，正如我们看到影视剧中“反清复明”的理想大多没有成功，因为历史不会重演。历史的长河中不断
湍急而流的时间，时刻在提醒我们，时间可以淹没一切，但是流淌着的却是我们留下来的渊源流传的
不变的精神，是看今日某个时刻或是某刻片段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历史的沿袭或是重演，因为有些东
西是流传了下来。是好的，也有坏的。我们却可以通过书中的一切清楚的看到，也可正视这一切。不
是批评、不是否定，是客观的评价和回顾，因为在历史的进程中，没有人能阻止。
2、作为一名才开始阅读的渣渣，万历皇帝是谁在之前是不知道的。明朝只知道东厂和锦衣卫看完全
书留下最深的一个知识点：明朝是个依靠儒家理论治国、重文轻武轻商的一个朝代。只能跟稍微有了
解一些些的清朝历史作对比，清朝还是有一份《大清律例》可以作为治国的理性依据。在阅读历史书
，总是少不了幻想，如果当年皇帝怎么怎么样，大臣怎么怎么样，我们或许能怎么怎么样。但也只是
幻想。第一章，万历皇帝倒不如是说万历皇帝与他的导师兼重臣张居正、大伴冯保不得不说的过往。
故事从一件无聊的小事说起，这个小事其实也是大事，是整个时代的缩影。宫中误传午超大典，百官
仓促进宫，折射出朝廷过度依赖“文人礼仪”管理大小官员的弊端。接着讲繁冗复杂的礼仪之于这个
国家而言是多么的重要，仪式，远比实际来得重要。皇帝8岁登极，他需要一个对国事熟悉又了解的
人辅助他，这个人就是张居正。还需要一个能照顾日常生活、又能协助沟通的秘书，这就是冯保。两
人成为小皇帝最重要的两个人，他信任他们、依赖他们、重用他们。这两个人是他与朝廷的接口。张
居正死后，重臣齐讨伐，皇帝陷入思绪混乱。从前被故意隐瞒的事情一下子被摊开在面前，了解的，
不了解的，都以无法对证，文官强大的逻辑能力让皇帝的价值观开始崩塌。第二章，申时行既然无法
改变，那就作最大地努力维护。不求釜底抽薪改革进取，但求保持现状就好，不是没有发现问题，但
要从根源解决问题一人之力简直是天荒夜谈。当然，首辅大人也无心直面问题，因为问题太大，大到
无法想象。从申时行身上可以看到现在政府或者官员的行事风格。因为体制已经很完善，如何改变？
即便是位极人臣，也无法改变体制。这一章也是让我触动最深的。若我是一名公务员，我想做些什么
，我可以怎么做？现实就是，如果没有一位支持你的、有话事权的领导为你护航，我什么也做不了。
而这位有话事权的领导，凭什么会帮你？那必须是他也有与你一样的理念。也就是，除非整个体制内
的人有一样的目标，否则谈何改革？自上而下的改革，遇到困难重重，是因为改革，往往牵涉整个集
团的利益，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我们都很短视，很狭隘，只能关注自身利益。富养
体制内的人，是否能让改革之路更好走？谁知道呢？我又不是体制内的人。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
张居正去世，皇帝无法支撑帝国，甚至任性与文官集团对抗，首辅意在维护文官体系，皇帝个人喜好
不作思考。集团缺少核心力量，渐渐陷于危机。皇帝先是失去张居正，然后世界观被文官摧毁，最后
被文官压迫无法享受一点点的自由。可能现代的我们无法想象，皇帝立储为什么就要受到百官的如此
强硬逼迫？皇帝喜欢哪个皇子不就立哪个皇子就好了呗，百官凭什么插足这么多？他们又凭什么有这
么厉害的干涉权？归根到底，就是明朝是一个依靠伦理道德治国的国家。突然想到了我们公司。公司
很年轻，曾经有一批骨干核心成员，他们构成了公司的文化氛围，同事间相处模式，他们都很年轻，
与公司一起成长，或许不够成熟，但足够开心和团结。来了一批能干的有经验员工，他们也能很好地
包容和消化这些空降员工，使这批人变成我们人。公司成长到一定阶段，他们也成长到一定阶段。于
是他们大规模离开。于是公司文化开始崩塌。剩下无法成为核心的员工，形成不了特有的氛围。公司

Page 8



《万历十五年》

渐渐改变。一个广告公司的灵魂，永远是有趣的人构成。第四章，活着的祖宗重新翻了一遍，才大概
知道，活着的祖宗，不是说前任皇帝对万历及其朝代的影响。而是，这个祖宗，就是万历本人。万历
早早就为自己建好陵墓。年轻的皇帝也曾励精图治、全力以赴，然而旺盛精力也抵抗不住已经非常成
熟的文官系统及其构建的思想体系，皇帝越来越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傀儡和工具。然而他是一个有思
想的傀儡。第五章，海瑞海瑞，是个极其严格规范自我的人。无法接受任何道德法理上的瑕疵。他渴
望再次回到洪武帝时代构建的伦理时代。海瑞简直是精神洁癖。一边用伦理道德约束自己和他人，一
边用伦理道德去对抗集团。他只看到这个集团的坏，那个集团的好，却从没有触碰到根本。一个有趣
的思考：是否可以用心理学去解释，为什么他如此精神洁癖？第六章，戚继光一代武将，不仅讲的是
这个人，更讲的是武官于这给朝代的地位。还讲述武官代表的小农小气的军事体制。文官掌权，武官
自然没有地位。也不允许有文官以外的强大群体存在。被抑制，也注定无法诞生强大的军队。被攻破
也就迟早之事。第七章，李贽这章没看懂。
3、《万历十五年》。印象中似乎久远的明朝，然而读后，其中人情、处事、政体，尤以其中政府文
案习节（皇帝朱批“知道了”甚至白话于现在的“已阅”），依然亲切。原来公元1587年，距今不
过430年，也仅仅几代人的光阴。直接进一步了解的大明朝之文官制度、正德皇帝之豹房、御史之神兽
——獬豸、张居正、戚继光、李贽等等不用多说。虽从对作为明朝社会根基的程朱理学的批判，也真
切体会到中国哲学思想历史及体系的悠远博大，但与征服、国力无关（随后，发端于白山黑水仅仅发
明文字两年就创设八旗制度的女贞部落，则在努尔哈赤带领下征服了这个具有悠远庞杂文化体系的汉
民族）。黄仁宇，参加过国民党军的抗日战争，美籍教授学者，于2000年去世。《万历十五年》成书
于“四人帮”时期，原著为英文版。《秦崩》作者李开元也说到，其写作“鲜活”历史风格，曾受启
发惊诧于《万历十五年》。《万历十五年》写作一手材料（包括皇帝对话）最多源于《明实录·神宗
实录》，《实录》虽有所取舍。万历受制于文臣也是客观。但主流大众印象的皇帝的依然是绝对权威
。约束——制衡，应是民主制度的基本设计体现。此刻，脑中浮现出迪斯尼动画片《花木兰》中那个
时刻晃在木兰眼前记述《花家家谱》的小神仙，在意小神仙的记录也时刻左右着木兰的思忖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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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万历十五年》的笔记-第50页

        万历9岁登基，1587年时24岁，这15年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他的学浦张居。，年幼的他不知参政的深
浅，任人胡作非为。先是被皇帝说成难得好助手，后来又被抄家，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真是风云
难测。这十几年皇帝内心感到孤独，犹如傀儡，让我想到了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

2、《万历十五年》的笔记-第253页

        因为所谓“自己”，不过是一种观念，不能作为一种物质，可以囤积保存。生命的意义，也无非
是用来表示对他人的关心。只有做到这一点，它才有永久的价值。这种理想与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
的教义相近。印度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
儒家的学说指出，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和外界接触，离开了这接触，这个人就等于一张白纸。在接触中
间，他可能表现自私，也可能去绝自私而克臻于仁。

3、《万历十五年》的笔记-第279页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
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 年，
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
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
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
，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
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4、《万历十五年》的笔记-第151页

        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
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他朱翊钧生
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

5、《万历十五年》的笔记-第247页

        一个人或一种事物，其所以具有特性或功能，全靠和其他人或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一个人的品
质高尚，就因为他的志趣和行为得到别人的赞赏；他的识见深远，就因为他分析理解其他事物的正确
。所以人的生活目的，就不能不是合作互助与共同享有。

6、《万历十五年》的笔记-第307页

        以后更结识了诸多的名流，遍阅诸家著作，泛游各地。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
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
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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