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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明朝那些事儿》像是一部舞
台剧；而《万历十五年》则像是一个课堂。
舞台剧生动有趣却掺杂了太多主观情感，课
堂严肃客观却枯燥无味，让人难以接受。只
有将二者结合，才能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万历十五年，亦公元1587
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
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一年；
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
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
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
些事件表面看起来虽似末端
小节但实质上确是以前发生
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
掀起波澜的机缘。



本书的章节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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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庆皇帝去世时，几乎所有的廷臣都厌恶高
拱，而对张居正表示好感。甚至他为了获取首辅
之位，不惜与大珰冯保周旋，并以此获得慈圣太
后垂青的种种情节，也得到同僚的理解。

张居正十年新政，其重点在于改变文官机构
的作风......加强行政效率乃是一种手段，张居
正的目的在于国富兵强。

张居正改革：鞭法 考成法



戚继光（1522—1588）：明朝著名抗倭将领，杰出军事
家、书法家、诗人。在中国东南沿海，任浙江都司检事，抗
倭数十年，保证了沿海人民的安全；在北方，任荆州总兵，
抗击蒙古族内犯十余年，保证北部疆域安全。著名战役有岑
港之战、台州之战、福建之战等。万历十年（1582年），朝
廷里内阁首辅张居正病逝，给事中张鼎思趁机上言戚继光不
应该放在北方，于是戚继光被朝廷调往广东。
万历十三年（1585年），给事中张希皋再次弹劾戚继光，戚
继光因此遭到罢免，回乡后病死。有史料记载，戚继光死后
家无余财，唯卷数百。

岳飞（1103—1142）：南宋抗金名将，杰出军事家、战
略家。他于北宋末年投军，从1128年遇宗泽起到1141年为止
的十余年间，率领岳家军同金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所
向披靡，“位至将相”。1140年，完颜兀术毁盟攻宋，岳飞
挥师北伐，先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又于郾城、颖昌大败
金军，进军朱仙镇。在宋金议和过程中，岳飞遭受秦桧、张
俊等人的诬陷，被捕入狱。1142年1月，岳飞以“莫须有”的
“谋反”罪名，与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宪同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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