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人民的名义》这部剧，大家都不陌生，剧中有一个角色让人印象深刻，他的结局也

同样令人唏嘘，这个人就是高育良。作为昔日的汉东大学政法系主任，加上贤妻的鼎力相

助，高育良的仕途走得顺风顺水，最后坐上了高位。而在整部剧中，有一本书贯穿始终，剧

中的很多人物角色也可以从中找到原型，这本书就是高育良推崇的《万历十五年》，他的人

生信条几乎都是被这本书里的价值观带动的。

官二代赵瑞龙等人知道高育良喜欢看《万历十五年》，为了拉他下水，就安排高小琴的

妹妹高小凤接近高育良。他们成天让高小凤熟读《万历十五年》，着力培养这个从农村出来

的打工妹。终于，高小凤对这本书研究透彻，与高育良

侃侃而谈，从而让他逐渐沉沦，最终

走上了不归路。

其实在最开始，高育良也兢兢业业

地工作，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万历

十五年》中的历史人物也曾带给他过启

发和方向。而正是因为高育良深谙《万

历十五年》中的道理，他在权力旋涡中时

就明白，官场的规律是官比事重要，人比

理权威。可惜的是，看似精明的高育良

完全误解了书中的内容，当他掌握大权

之后，逐渐失去了人生方向。可以说高

育良是依靠他对《万历十五年》中历史智

慧的理解一步步走上政坛，也因为对它

的曲解而被沦落，这本让高育良奉为圭

臬的书，究竟讲了什么内容？

《万历十五年》由美籍华人黄仁宇所

著，刚开始他用这本书作为大学讲课的

书，最初的英文名是《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意思是“1587：平淡无奇的

一年”。这一年的确是平淡无奇的一年，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因此

也容易被众多历史学家所忽视。

但在黄仁宇看来，1587年看似平淡，

却是“明朝动摇了最后根基的一年”，这

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如同青萍之

末一般，成为明王朝走向瓦解的前兆。

因此，黄仁宇选择把万历十五年作为创

作的时间节点。

《人民的名义》中屡次提到《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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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万历十五年》出版的

第四十周年，它创造了近 600 万

册的销售纪录，可以说是出版界

的一个奇迹。那么，《万历十五

年》畅销不衰的价值何在？该书

的责编、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

琮表示：“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

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

眼光。”这本书最重要的一个贡

献，就是作者黄仁宇提出了“大历

史观”这一概念。他提醒读者要

站在一个更加宏大的历史时间里

看待问题，跳出个人的狭隘思维，

用更长、更远的眼光去探索生命

的真正意义，以此重塑自身。

《万历十五年》既是一本官场

秘籍，同时也是一本人生指南。

黄仁宇选择从6个人物的故事入

手，他们分别是万历皇帝朱翊钧、

大学士申时行、首辅张居正、模范

官僚海瑞、抗倭英雄戚继光、名士

李贽。6个人物，6种命运，6条截

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作者以小见

大地分析了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

衰败的原因：

万历皇帝朱翊钧少年继位，

免不了受到各种制约，光鲜亮丽

的身份背后其实有说不清的苦

楚，即使是皇帝也有他的无奈和

不可得；

忠于职守的首辅申时行，兢

兢业业地维护着心中的理想社

会，但人生的“大”往往不可得，能

求得的只有一些“小”，比如学识、

心态、道德；

“救世宰相”张居正，用自己的

一腔抱负去践行诺言，收获了赞誉

的同时也得到诽谤，如何抓住机会

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效条件；

两袖清风的“模范官员”海

瑞，他是明朝百姓的精神支柱，但

有时候不忘初心不一定会得始

终，用错了方法，结果可能事与愿

违，“溶于世事，才能做事”；

戚继光抗倭十余年，他是明

朝最耀眼的武将，他的身上本该

有最清醒的认知，但对操行的妥

协，最终导致英雄末路；

明朝著名的“异端”思想家李

贽，他敢于触动封建纲常，但有时

候，个人意义的探索会困于时代

的枷锁。虽然这六个人身居高

位，各有各的立场，但他们无一例

外都困于自己的局限里，被大时

代裹挟着，个人的努力显得徒劳

无功，也无法扭转最后的结局。

作者黄仁宇在书中提到：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皇帝的励

精图治或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

或调和，高级将军的富于创造或

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贪

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绝

对保守，都无法扭转时局。”可见，

在“大历史观”的背景下，个人的

得失无足轻重。见微知著，学会

跳出思维和视野的局限，从更广

阔的背景去观察我们的人生，就

是《万历十五年》想要告诉我们的

道理。 据《读者新语文》

见微知著，学会跳出思维和视野的局限如青萍之末，
成为明王朝瓦解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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