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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明王朝 1566》下嘉靖皇帝的领导力研究 

张昭   陈胜刚  

（电子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作为明朝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占有相当地位的一位皇帝——嘉靖，在其在位期间，从在位前期的积极改革到后期的修玄追

道，这中间有过许多的功过是非。但是，作为一个在位期间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仍然可以掌控着朝局，嘉靖皇帝不失为一位大明朝

朝野的合格领导人。本文主要从嘉靖皇帝的权谋之术中的权力制衡之道进行分析，以期从中找到有价值的领导观，并对我国当今时

期的企业、政府中的行政领导加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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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制衡之道是中国古代帝王进行专制统治的政治手段。在他

们进行权力的分配过程中，为了避免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他们更

愿意将权力下放为两派或者多派。正因如此，领导者变成了手托天

枰的人，用自己的绝对权力维护着权力的均衡。 

大明朝的“总领导”嘉靖皇帝在位时期出现一代批杰出的人物，

如：严嵩、张居正、胡宗宪、戚继光、海瑞等，这些人物的起起落

落跟嘉靖皇帝的用人方法有很大的关联。在我国的明朝时期，宦官

扰乱朝纲的现象十分的普遍和严重，嘉靖皇帝抑制司礼监的权力、

打压宦官集团的势力。[1]  

一.权力制衡和领导力 
正如“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言，在绝对皇权下面的

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他们拥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至高权力。

作为一个掌控朝野全局的嘉靖皇帝为了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

统治必然会对其进行权力的制衡。 

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思想是人类最重要的政治文明成果之一。[2]

权力制衡，指的是在公共政治权力内部或者外部，存在着与权力主

体相抗衡的力量，这些力量表现为一定的社会主体，包括个人、群

体、机构和组织等等，他们在权力主体行使过程中，对权力施以监

督和制约，确保权力在运行中的正常、廉洁、有序、高效等，并且

使国家各部分权力在运行中保持总体平衡。 

领导力指领导者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充分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

力在以最小的成本办成所需的事提高整个团体的办事效率的能力。 

二.嘉靖皇帝权力制衡运用中彰显的领导力 
1.保持自身的中立性 

嘉靖皇帝的手中托着朝野的天枰，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自己

的下臣形成一股集团。相反，他更想看到的是不同集团之间的制衡，

甚至是适当的冲突。在《大明王朝 1566》一剧中可以看出端倪，在

赵贞吉与谭伦审理郑泌昌的证词送达吕芳后，吕芳没有直接呈送给

嘉靖皇帝，而是抱着一坛黄酒找到严嵩和徐阶，三人企图欺瞒嘉靖，

事后被嘉靖得知并让吕芳去修坟墓。嘉靖皇帝容不得下臣在天枰上

的势力流向一处而导致权力的失衡，而这也为吕芳日后权力的逐渐

丧失埋下了伏笔。身为一名领导者，为了保持自身的领导力，嘉靖

皇帝不会偏袒势力集团的任何一方，一家独大的情况容易导致领导

力的流失。 

2.用人方面的两面性 

大多数人的观念中，君王应该任用贤臣而远小人，嘉靖皇帝却

不然。在《大明王朝 1566》中嘉靖皇帝说的一席话道破其用人之道，

原话：“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

在流，黄河也在流。长江之水灌溉了两岸数省之田地，黄河之水也

灌溉了数省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因水浊而偏废，

自古皆然”。嘉靖皇帝对于“长江水清派”的海瑞、胡宗宪等人在

用，对于“黄河水浊派”的严嵩等人也在用；对泛滥的“长江水清

派”的杨廷和、夏言罢之及杨继盛、沈炼杀之，对泛滥的“黄河水

浊派”的严嵩等人罢之及严世蕃等人杀之。由此不难看出在水清、

水浊之间的用人上，嘉靖皇帝清浊兼用、不偏不倚。 

3.行使皇权的权威性 

正如在《大明王朝 1566》剧中嘉靖皇帝所说：“没有所谓真正

的贤臣，贤与不贤有时候也由不得他们，看清楚了，贤时便用，不

贤便黜”。在中央集权高度统一的皇权下，决定下臣用与不用的权

力完全在皇帝一人之身，朝野百官在绝对的皇权面前并无选择的权

力，这也是在古代中国封建社会下皇帝拥有绝对领导力的体现。而

在剧中，嘉靖皇帝更是将自身拥有的皇权领导特质发挥的淋漓尽

致，在权力的制衡过程中，作为朝局的大领导——嘉靖皇帝才是掌

握着天枰上下摆动的按钮。 

三.嘉靖皇帝权力制衡的运用对当今领导力的启示 
1.增强组织整体的民主化 

在中国古代，内阁议事虽然带有些许的民主性，但更多的是随

着嘉靖皇帝的个人态度而去附议，并且最终的决策权在嘉靖皇帝一

个人手中。当今的社会是民主化的社会，在组织中更应该强调民主

性。行政领导把权力分配给不同的部门、机构可以让彼此之间互相

监督、沟通协调更好的完成目标，但是也要给予下属更多的主动发

言权和决策权，鼓励更多的人建言献策而非阿谀奉承。 

2.使组织成员能够人尽其才 

嘉靖皇帝的用人之道并非任人唯贤，而是“用人唯才”，不管

是以天下为公的清流海瑞、胡宗宪还是谋取私利的浊流严嵩、严世

蕃都得到了重用。但是当今领导在关注组织、团体的利益的同时咬

更加关注下属的私人利益，这样才会在权力之外形成一位优秀领导

者所独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在正确的伦理道德规范指导下任用正

面、积极的人才，并让其自觉性的服从领导指挥。 

3.在下属中树立良好且持久的影响 

古人常说“以德服人”，嘉靖皇帝也是如此，通过采用恩威并

用的方式让不同的政治集团能够无条件的服从领导。当今的领导在

保持自己领导权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打“感情牌”的方式，攻

心为上，去了解不同部门、机构下属的心理情感。在权力的作用下，

下属只是消极被动性的接受命令，甚至有时候还会出现反抗的现

象。但是透过感情，可以让下属积极主动地去服从领导，并且在长

期的领导中形成个人独特的领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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