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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居 正 的

法 律 思 想

@陈国平

张居正 ( 1 5 2 5 一一 1 5 8 2 )
,

字叔大
,

号太岳
,

湖广江陵 ( 今湖北江陵 ) 人
。

他

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
,

2 3 岁考 中进士
,

累官至内阁首辅
,

操有宰相之权
。

早在嘉靖二十八

年 ( 公元 1 5 4 9 年 )
,

他 就 向当时的世宗皇帝上 (( 陈时政疏 》
,

初步表明自已的政治主

张
,

后在隆庆二年 ( 公元 1 5 6 8 年 )
,

他又向穆宗皇帝上 《 陈六事疏 》
,

系统地
、

全面地

阐述了自已的改革思想
,

遗著有 《 太岳集 》
。

张居正当政之前
,

明朝己经陷于 内忧外困的境

地
。

张居正针对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
,

实行一系列的改 革措施
:

行考成
、

严清丈
、

肃纲纪
、

了国整顿骚递以及推行一条鞭法
,

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 了当时 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
,

增强

了国防实力
,

使明王朝起死回生
。

本文 以张居正的著述为张本
,

以其改革实践为依托
,

试图

对其法律思想作较为系统的考察
。

法 与 势 结 合

要实施法律必须首先要有
“

势
”

作保障
。

韩非子说过
: “

君执柄以处势
,

故令行禁止
。

柄者
,

杀生之制也
;
势者

,

胜众之资也
。 ”

? 完全按照韩非的理论建立起来的秦始皇政权
,

历来为士大夫所不齿
,

而张居正却赞赏备致
: “

三代至秦
,

浑沌之再辟者 也
,

其创制立法
,

至今守之以为利
。

史称其得圣人之威
。 ”

一

他总结明朝的历史经验时指出
:

从明太祖起
,

越

过建文帝到 明成祖
,

再一直到明孝宗
, “

皆以刚明英断
,

总揽乾纲
,

独运威福
,

兢兢守高皇

帝 之法
,

不敢失坠
,

故人心大定
,

而势有常尊
。 ” ·

他对韩非的势 与法相结合的思想可谓心

神会
。

隆庆二年
,

他在 《 陈六事疏 》 中针对当时
“

纪纲不肃
,

法度不行
,

上
一

F务为姑息
, 一

百

领事悉纵委询
”

的情势
,

希望穆宗能
’ `

张法纪以肃群
_

1几
,

揽权纲而贞
一

百度
`
’ ,

切实地实行

沼令
,

彻底地贯彻政策
,

严密地控制议论
,

做 一 个强有力的独裁君主
。

其实质就是要做到法

与势的结合
。

等到隆庆六年 ( 公元 1 5 7 2 年 )
,

端拱无为的穆宗流逝
,

年仅八岁的神宗登

上皇帝的宝座
,

揽权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在 了他 自已肩
_

L
。

当时的形势是
:

张居正身居首辅的职位
,

又是顾命大臣
,

而皇帝恰好年幼无知
,

可谓天

赐 良机
。

然而首辅的职权
,

虽然实际政治发展的结果已 与前朝宰相无异
,

但 毕竟没有法律上

的根据
。

作为司礼掌印太监的冯保
,

在宦祸惨烈的时代
,

难保不会兴风作浪
。

特别是嘉靖
、

隆庆以来
,

纲纪颓坠
,

积习 己成
:

由于土地迅速集中
,

大地主势力空 前膨胀
,

顽 固势力与反

动势力 己经结合并且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
。

这一切表明
,

张居正要想成功地握有权力
,

并非

轻 而易举的事情
。

张居正首先对冯保采取拉拢限制的策略
。

他利用太监 与言官发生摩擦的机会
,

贬滴言官

中偏激者赵参鲁以取悦冯保
,

同时告诫冯保裁抑其党
,

不得干预政事
。

其次
,

利用顾命大臣

的身份强化自已在内阁中的地位
,

以致于
“

同列吕调 阳莫敢异同
。

及吏部张四维入
,

愉询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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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吏
,

不敢 以僚 自处
” `

兮 特刘值得提出的是
, `{长!云正用考成法扩大 自己的权势

,

使 自已握 “

有的权力取 得法律
_

L的根据
。

考成法的实质是通过六科纠弹六部
,

而通过 内阁控制六科
。

内

阁实际上是张居正一人而已
。

就这样张居正使 自已高踞 于中央百官之上
,

其势恰若高屋建领
。

万历五年
,

张居正的父亲去世
,

张居正按例应该丁忧
,

即自闻丧日起
,

2 7 个月内解职

守制
,

期满起复
。

但是由于 皇帝特别指定
,

不 许 解 职 ( 称做
“

夺情
”

)
,

张居正在孝闺办

公
,

时时刻刻仍然把握着政权
。

到万历六年 ( 公元 1 5 7 8 年 )
,

张居正回江陵葬父
,

一直

从北京送到江陵
.

一切大的事情
,

由他决断
; 一切小的事情

,

则一概搁置起来
,

等他回去处

置
。

因此之故
,

御史周友山给他的信中说他
“

恋
” 。

在古代的政治术语中
, “

恋栈
” 、 “

恋

位
”

是一种罪恶
, `

但张居正对这个
“

恋
”

字却直认不讳
。

汤 这里看出他对势的清醒的认识和

明朗的态度
,

朱东润先生因此而赞扬他
,

说他在那里提倡当时政治界的一种新人生观
。

自

在封建社会
,

`

国家的权力是由封建君主所独掌的
,

任何人不能有丝毫的权力欲望
。

张居

正要破这个例
,

而且要利用所处 的势推行变革的法律措施
,

打击豪门权贵
,

这就理所当然的

为某些人所不能容忍
,

万历四年 ( 公元 1 5 7 6 年 ) 有御史刘台上疏攻击他
“

擅威福
”

; 住
一

,

万历六年
,

户部员外郎王用汲又上疏
,

用意与刘台如出一辙
。

这些都是可 以理解的
,

因为每

一种新法的颁布和实施都必然为顽固势力所阻挠
,

为反动势力所破坏
。

但是有些人将张居正

的势治与变法分开来
,

肯定其变法
,

否定其势治
,

如 《 明史 》评价他
: “

神宗初政
,

起衰振

填
,

不可谓非干济才
。

而威权之操
,

几于震主
,

卒至祸发身后… …
”

⑨ 这见 解未免矛盾
:

张

居正手中要是没有强有力的权势
,

他的变法能够实行吗 ? 要是不能实行
,

他又如何能表现出

他的干济之才?

二
、 “

法 贵 宜 时
”

取得势的目的是为了推行封建法治
,

用什么样的法律来治理国家
,

这是必须首先予以考

虑的问题
。

是格守祖宗 旧制
,

还是变法维新
,

自古 以来
,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总有一番激烈的

论战
。

大抵改革派都主张法律随时势的变迁而改 易
,

而 守旧派则宣传
“

法古无过
,

循礼无

邪
” 。

张居正则有其独特的见解
,

他认为
“

法不可以轻变
,

亦不可 以苟因
, ”

因为
“

苟 因
,

则承敝袭并
,

颓靡不振之虞
,

此不事事之过也
; 轻变

,

则厌故喜新
,

有更张无序之患
,

此太

多事之过也
” ,

他要求
“

去二者之过
,

l厄一求诸实
” 。

针对孟子和荀子一法先王
、

一法后王

的观点
,

他提出
: “

法无古今
,

惟其之所宜
。 ” 万-

假如法律 已经落后于时代
,

那当然是不宜于时 了
,

毫无疑问要加 以变更
。

张居正考察了

当时的社会实际以后说道
: “

近来风俗人情
,

积习生弊
,

有颓靡 不 振 之 渐
,

有积重难反之

几
” ,

因此
“

审几度势
,

更化宜民
”

成为当时的急务
, “

若不稍加改易
,

恐无以新 天之之 耳

目
,

一天下之心志
” 。

他在省议论
、

振纪纲
、

重诏令
、

核名实
、

固邦本
、

伤武备等六个方

面一一提出 了自已的改革主张
,

并且在实践中切实地加 以贯彻
。

然 而
,

法律超越于时代
,

那就过于偏激
,

在张居正看来
,

也是不宜于时的
。

名满天下的

清官海瑞在作应天巡抚时为摧抑豪强而夺田还民
,

结果引起大地主贵族的强烈反对
,

皇帝不

得不 以
“

鱼肉绍绅
,

估名乱政
”

的名义将其罢职
。

张居正在写给海瑞的信中说
: “

三尺法不

行于吴久矣
,

公骤而矫 以绳墨
,

宜其不能堪也
,

讹言沸腾
,

听者惶惑
。

仆谬乖钧轴
,

得与参

庙堂之末议
,

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
、

摧浮淫之议
,

有深愧焉
。 ” 、

明是致歉
,

暗是规

劝
。

张居正在摧抑豪强这个大的方向上与海瑞是一致的
,

但具体步骤上与海瑞相佐
。



什么该因
,

什么该变
; 什么时候该变

,

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该变
,

这都是法宜不宜时的间

题
,

对此张居正心中有数
。

以一条鞭法为例
,

一条鞭法的作用之一就是通过改变赋税与摇役

在大小户之间不公平的分配比例
,

缓和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
,

这与张居正的思想深相吻合
。

然而第一
,

它触犯 了大户豪民的利益
,

必然引起强烈的反对
,

这就需要官吏的严厉督促
;
第

二
,

它按田亩多少征收银两
,

这就需要田亩数字的准确无误
。

张居正在万历四年推广一条鞭

法
,

当时考成法 已行有三年
;

而当他在万历九年 ( 公元 1 5 8 1年 ) 通过皇帝诏旨把一条鞭

法上升为法律的形式时
,

考成法 已有 8 年的历史
,

全国田亩的清丈也已基本结束
。

这一切决

不是什么偶合
,

而是张居正运筹帷幌
、

把握时机的结果
。

也许有人认为张居正提出法贵宜时的主张不够响亮
,

甚至过于圆滑 ; 或者认为只不过是

张居正的一种策略
、

一个幌子
,

笔者却认为在张居正是一种务实的态度
。

法律是由一定社会

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

物质生活条件在不断变化
,

法律当然也要随之变化
。

但是法律作

为人们行动的准则
,

又必须保持 相对的稳定性
,

不能轻变
,

否则就使 人 无 所 持循
。

而且法

律对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是 以立法者 的意志作为 中介的
,

物质生活条件变化的方 向怎样
、

程

度如何
,

立 法者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

对此他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
。

张居正所面临的时代
,

改

革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创制新法上
,

更多地表现在使 已有的但未能贯彻实施的法律得到实施
,

有变的
,

有
“

因
”

的
,

他只能提
“

法贵宜时
” 。

倘若我们想到当年王安石提出
“

祖宗不足法
”

的口号时是何等的鼓舞人心
,

又想到变法的被扼杀又是何等地令人痛心疾首
,

我们就不难理

解
“

法贵宜时
”

的思想价值
。

三
、 “

法 当 宜 民
”

法在什么样的状态 下才算宜时了呢? 张居正的 标 准 是 看 它是否
“

宜民
” : “

夫法制无

常
,

近 民为要
;
古今异势

,

便俗为宜
。 ”

口

张居正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中下层
,

他给徐阶的信中说
: “

窃念正起 自寒士
,

非阀阅衣冠

之族
,

乏金张左右之容
。 ”

几这样 的家庭环境使他有较多机会接近劳动人民
, “

每观其被风

露
,

炙 滴日
,

终岁仆仆
,

仅免于饥 ; 岁小不登
,

即妇子不相晒
;

而官吏催科
,

急于救燎
,

寡

鳌夜泣
,

通寇宵行
,

未尝不恻然以悲
,

惕然以恐也
。 ” 、

·

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有 了此种感受
,

推行的法律政策 自难免有一定的倾 向性
。

老百姓为什么不安定呢? 张居正认为
“

酿祸之根
,

是吏不恤 民
” ,

因此他提出对贪污

显著的官吏要
“

严限追赃
,

押发各边
,

自行输纳
,

完 日发遣发落
” 。

隆庆末年
,

两广发生

农民起义
,

怀远知县马希武被杀
。

张居正在调兵进剿的同时致书巡抚郭华溪说
; “

此事若非

县令苛急
,

亦未遵叛… … 彼激乱畔者
,

死何足恤哉 !
” ` 一

他对这些
“

小不忍
”

而
“

乱大谋
”

的官吏真是恨之入骨
。

张居正 当国的时代存在的主要社会问题是土地的剧烈兼并
。

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地

主
“

花分诡寄
,

恃顽不纳田粮
” ,

把 自已应 负担
.

的赋税
、

摇役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
,

其结果一方面导致阶级矛盾激化
.

大批的流民逃 亡
,

有的地方出现千里一空
、

租税无征的景

象
,

更有甚者发展为农 民武装起义
;
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不敷出

,

濒临崩溃的边缘
。

张居

正在万历六年着手清丈全国上地
, “

凡庄田
、

屯田
、

民 田
、

职田
、

养廉田
、

荡地
、

牧地皆就

扭里
,

无有隐奸
,. , 一

并规定
“

听在强宗豪民
,

敢有挠法者
,

严惩不贷
” 。

其 目的是要田

产多者实纳税粮
,

同时减少工侯
、

官吏
、

大 ) ” 兔 锐川 地的范 1lj[
。

清丈的结果
,

收到 J
’

良好的



效果
: “

豪猾不得欺隐
,

里甲免陪累
,

而小民无虚粮
。 ”

;

张居正法当宜民的思想表现得最为充分的还是在一条鞭法的推行上
。

一条鞭法把各种各

样的赋税
、

摇役合为一条
,

一律按照田亩的多少征收银两
,

这样改变了过去田产多而善于规

避者负担越轻
、

田产少而无势力者负担越重的怪现象
,

为当时社会所不可多得的灵丹妙药
。

万历四年
,

张居正对一条鞭法的认识还不十分清楚
,

然而他说
: “

一条鞭之法
,

近亦有称其

不便者
,

然仆 以为行法在人
,

又贵因地
。

此法在南方颇便
,

既与民宜
,

因之可也
,

但须得良

有司行之耳
。 ”

:之一旦他对一条鞭法的意义完全认清之后
,

他又说
: “

条鞭之法
,

近 旨已尽

事理
,

其中言不便
,

十之一二耳
。

法当宜民
,

民苟宜之
,

何分 南 北
。 ” `

月 两次的言论都表

明
:

张居正决定是否推行一条鞭法的唯一根 据就是法是否宜民
。

孟子有民本思想
: “

天听 自我民听
,

天视 自我民视
。 ”

然而他的民本思想没有贯彻到

底
,

他又说
: ` .

为政不难
,

不得罪巨室
。 ”

于张居正也有民本思想
,

他把它贯彻到了立法和

司法的实践 中
。

为 了安宁百姓
,

他不惜摧抑豪强
,

得罪巨室
,

仅此一点
,

他就不知需要多大

的勇气
,

冒了多大的危险!

当然
,

归根结蒂
,

张居正提出法当宜民的主张
,

仍然是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

益来考虑的
, “

臣闻帝王之治
,

欲攘外者
,

必先安 内… … 唯百姓安乐
,

家给人足
,

则虽有外

患
,

而邦本深固
,

自可无虞
。

唯是百姓愁苦思乱
,

民不聊生
,

然后夷狄盗贼
.

乘之而起
。

盖

安民可与行义
,

而危民易与为非
:

其势然也
。 ”

叮原来 法律之所 以要
“

宜 民
” ,

目的是要维

护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
。

四
、

执 法 宜 严

仅有宜时宜民的法律还不够
,

徒法不足以自行
” ,

张居正认为当时法制方面存在的主

要问题是执 法不严
,

其表现之一
,

是有法不依
:

明代法律
“

鸿纤具备
。

自三代以来
,

法制之

善
,

未有过于昭代者也
” ,

但是
“

今甫两百余年耳
,

科备虽备
,

而美意渐荒
;
申令难勤

,

而

实效圈获
” 。 `

厂

即使 是当今皇帝的
一

沼令也
“

多废格不行
,

钞到各部
,

概从停 搁
,

或 已 题 奉

钦依
,

一 切视 为 故 纸
,

禁之不止
,

令之不从
” 。 一

表现之二是执法不公
, “

法之所加
,

惟

在于微贱
; 而强梗者

,

虽坏法干纪
,

而莫之谁何
。

礼之所制
,

反在于朝廷 ; 而为下者
,

或越

理犯分
,

!l’i, 活不知畏
” ,

:lllJ 赏予夺
,

不能归之于 公道
。

张居正十分强调法的严格执行
, “

盖天下事 不 难 于 立法
,

而难于法之必行
; 不难于听

言
,

而难于言之必效
” , “

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
,

则无法
” 。

他指出当时有法不行
、

执法不公的原因有四
:

( 1 ) 病在积习
,

人们对这 些 现 象 因司空见惯而习以为常
,

要加改

变
,

反认为是
“

烦苟
” 、

是
“

操切
” ;

( 2 ) 病在纪纲
,

天下之势
,

上轻下重
,

运之不易 ;

( 3 ) 病在议论
,

得兴一事
,

众议纷纷
,

而无一定见
;

( 4 ) 病在名实
,

官吏优 良贤否与赏

罚不一致
。 (乡要除掉这四

“

病
” ,

除了振纪纲
、

省议论以外
,

最重要的是要综核名实
。

张居

正综核名实的法律就是考成法
,

它通过一整套系统的考核
、

监督程序
, “

不惟使声必中实
,

事可责成
” ,

而且使建言立法者也
“

不敢不慎其始矣
” 。 -

在实际政治生活中
,

张居正同执法不严的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 “

故 自仆受事

以来
,

一切付之于大公… … 法所当加
,

贵近不有
;

才有可用
,

疏远不遗… … 亦知绳墨不便于

曲木
,

明镜 见憎于 只妇
,

然审时度势
,

政固宜尔
” 。 `

痴他要做到刑赏予夺
,

一归之公道
。

万

历二年 ( 公元 1 5 7 4 年 ) 九月
,

刑部秋审
,

刘定一批重囚应处死刑
,

然而慈圣太后主张实



行宽大
。

张居正认为
“

春生秋杀
,

天道之常
” , “

粮荞不锄
,

嘉禾不茂
” , “

法令不行
,

则

犯者愈重
” 。

L他据理直谏
,

迫使太后改变初衷
。

万历六年
,

张居正 回江陵葬父期间
,

辽东

副总兵陶成誉升官
,

连带总兵李成 梁
、

总督梁梦龙直至内阁大学士吕调阳
、

张四维等一概加

恩受赏
。

张居正回朝后
,

查 明真情
,

将这些人的恩赏一并革除
,

毫不留情
。

经过这一系列整

顿
,

官吏执法情况大为改观
,

朝廷诏令
“

虽万里外
,

朝下而夕奉行
” 。

`

考察张居正法律思想的来龙去脉
,

我们不难发现
,

张居正的法律思想大多不过是旧话重

提
,

它们早在先秦就露了端倪
。

慎子讲
“

势
” ,

商鞍讲
“

法
” ,

至韩非发展为
“

法
” 、 “

术
” 、

“

势
”

结合的系统的理论
,

这无疑是张居正法势 结 合 思 想的直接渊源
;
管仲提出

“

令顺民

心
” , “

俗之所欲
,

因而予之 ; 俗之所否
,

因而 去 之
” , `异则 己开

“

法当宜民
”

思想之先

河 ;
而商鞍所谓

“

礼法以时而定
,

制令各顺其宜
” ,

伪又为
“

法贵宜时
”

思想之发端
。

然而

时间变了
,

世道变了
,

重提的旧话便有了新的含意
。

张居正在评价汉宣帝的时候指出
: “

夫

汉宣帝
,

综核之主也
。

然考其先时所行
,

则固未常新一令
、

创一制… …其所以振刷综理者
,

皆未尝少越于 旧法之外
,

惟其实事求是
,

不采虚声 ;
信赏必罚

,

而真伪无眩
。 ”

丁我们也可

以说张居正的法律思想虽然未脱案臼
,

但是
“

实事求是
” ,

言行一致
,

这就是其最大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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