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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仅仅自己阅读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

的是分享，让思维之光得以碰撞，从而达到共读、共享、共同成长的

目的。

读书心得的优秀作品赏析，展示了读者的读书成果，享受了一场

知识的盛宴，收获了分享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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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请，黄河水浊，长江在流，

黄河也在流。古谚云“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长

江之水灌溉了两岸数省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了两岸数省之田地。

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这段话

出自大明王朝 1566 中嘉靖父子三人审问海瑞一段，个人认为这段话

是整本小说的高潮，是结尾，更是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基调，是通读整

本书后给我们的收获，是最为经典的一段。

这本书在我的书单里很久，初中时接触，因喜欢历史却讨厌晦涩

难读的文章，故而选择了这本书，平白通俗，接近历史，能看下去，

对其印象最深刻的是，人物不死板，每个人极具个性，形象十分鲜明，



“明君”嘉靖，“直臣”海瑞，“遮风挡雨”严嵩，“呼风引雨”严世

蕃，冯保，徐阶，胡宗宪，海瑞的母亲和妻子，还有芸娘，齐大柱，

沈一石都个性非常鲜明，人物不会脸谱化，这是我觉得这部小说非常

好的开端。初读时，对正邪立场鲜明，对海瑞，徐阶印象极好，讨厌

严嵩，只觉其是一部极好的历史小说。

再读此书，读出更多的是讽刺，对其中权术的分析深为叹服，特

别是嘉靖精舍几十年，朝堂，司礼监却制衡得非常好，看似什么都不

管，可又什么都了然于心，感佩作者心思精巧。令人讽刺的地方有很

多比如严党倒台后，徐阶成了土地兼并的最大受益人，一出场就令人

惊艳的芸娘，前期命如浮萍，可谓凄惨，后期献经太子妃，做棉布生

意，得了善果，前期嚣张跋扈的严世蕃，最后却不得善终。

三读此书，读出了更多的是无奈，读出了人性和权术所掩盖不住

的正邪，对中国的君主专制做出了极其有力的批判。嘉靖是个聪明人，

甚至是一个洞察一切的“英主”，“以一人之心夺万人之心”可是这样

的人也有私心，书中改稻为桑一段中，将所有人的私心都写出来了。

严嵩可以为了自己的地位命令胡宗宪贻误战机缓慢抗击倭寇，裕

王党为了攻击政敌暗自命令赵吉贞不要对胡宗宪运粮来帮助江浙受

灾百姓。在他们眼中，改革不是不重要，彻底打倒政敌任用自己私人

的时候才考虑的事情，而百姓的利益则是有时候必须牺牲的代价。意

味深长的是，严党被打倒之后，徐阶成了地方上最大的兼并土地的地

主，所谓严党跟裕王党除了在敛财程度上有些许差距外，本身并无本

质不同。夹缝中的胡宗宪，作为地方实际事务的负责人，最清楚地方



事务的运行规律，也明白上层权力斗争的残酷，他可以反对粗暴兼并

百姓土地，也会在闹出人祸的水淹九县之后选择惩罚小众息事宁人，

在关乎抗倭大计的时候，也不在顾忌恩师严嵩的建议仍然第一时间消

灭了倭寇势力。他不能做到一切都公开透明，一切都以百姓利益为第

一位，但他仍然坚守住了底线，甚至知道会付出自己惨痛的代价，这

无疑值得敬佩。

一心为公的恐怕全书只有一个海瑞，他是大明的良心。他本是严

酷党政中，裕王安插的一枚棋子，却能时时以百姓利益为重，不惜一

次次抗击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他可以无视改农为桑的政策千方百计

阻止兼并土地，这时的他还有裕王党作背后的支撑，到最后他上书骂

嘉靖的时候，却已经孤立无援了，当年的战友为了要保住自己的利益

也要跟他划清界限，纷纷谴责他为何不按套路出牌。然而值得感叹的

是，这样的人假如不是当初依附到党争的一方是无法站到权力中心

的，虽然故事的结局貌似光明，海瑞即将引领一阵改革狂潮，可由于

时代和认识的局限性，改革以失败而告终，海瑞也没有能力担起拯救

大明王朝的担子。

程颐说，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此后每读

一次，对作者的感佩便深一层，此书实在是道尽了儒家精神，尽显了

中国古代社会的实像。

书中的主角当然是一个个个体，而且是典型化的个体，从皇帝、王爷、

宦官、官员、庶民无不有着鲜明的个性，不光是主角，就连配角也令

人过目难忘。《大明王朝 1566》则向我们详细描述了历史的细节，揭



示了每一条政策每一个人事变动等冰山一角的变化下，背后汹涌澎湃

的斗争，将我们带入历史当中，体会到历史人物的时代局限性，也对

他们多了份理解和同情。

书中女性角色也很出彩，这在这种历史性，权术小说中，特别是

男性角色已经很抓眼球的情况下，难能可贵，裕王妃李氏作为中国历

史上著名的“妇德”的代表之一，自然是一个既帮夫又颇得公公欢心

的女子，嘉靖也乐于对她揣着明白装糊涂。海瑞和他的妻子的关系则

比较特殊，又或者说这是古代社会的“正常情况”“孝”使得夫妻之

情处于夹缝之中，即使海母有意减少对孩子的管束，人格模范的海瑞

也当然的把孝放在了第一位。齐大柱的妻子则展现了妇德的另一面，

她对救了她的丈夫死心塌地，贤惠能干，简直就是《列女传》的模板。

同样死心塌地的，还有芸娘，红颜薄命的她做了命运的玩具，见证了

红顶商人沈一石、一手遮天的杨金水的兴衰，和高翰文终成眷属，老

天虽然磕破了这对玉人的一个角，然而最终也赐给了他们安稳的生

活。可见天理昭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