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港中學中國歷史研習獎勵計劃(2020-2021) 

 

 

 

 

題目 :明太祖廢相與宦官弄權關係淺析 

 

 

 

 

 

 

學校名稱 : 香港真光中學 

 

學生姓名 : 梁爾琛 

 

參賽組別 : 初級組 

 
  



「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1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

1368-1398 在位）廢除宰相，旨在鞏固皇權。然而，明太祖並沒有想過廢除宰相對後世

子孫的影響，更沒考慮過他們有否能力擔起所有責任；中書省的消失，正種下日後宦

官弄權的禍根。 

 

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1380）以謀反罪被殺，因此明太祖嚴禁子孫

設立宰相。2自此，原隸屬中書省的六部須向皇帝直接負責，大小國事都必須由皇帝親

自處理，由是加重了君主的負擔。 明太祖鑑於「密勿論思，不可無人」，3 設置了

「四輔官」，並以殿閣大學士為顧問，這就是內閣的雛型。  

 

內閣制始創於明成祖（朱棣，1360-1424，1402-1424 在位）在位時期，主要職

責是提出施政建議供皇帝參考。 到了明宣宗（朱瞻基，1399-1435，1425-1435 在位），

就開始出現由內閣票擬，然後給皇帝「批紅」的決策方式。《續通典》：「是時帝亦

屢幸內閣，凡中外章奏，宰相俱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4
 皇帝讓內閣

用小票墨書，貼於奏章上再呈上，此稱為條旨。皇帝如同意內閣的草擬，會親自或交

司禮監太監（主要掌管內外章奏文書的管理，特別是擁有閣票「批朱」權 5）以朱筆照

批於奏章下發，稱為“批紅”。6這種做法，能減輕皇帝的工作量，有利施政。內閣以其

特長和優勢，推動整個官僚機器的運轉，有利加強中央集權。7 

 

在內閣制度下，皇帝必須親批票擬以維持皇權。然而，除明太祖和明成祖外，

中後期的君主大多昏庸無道，寵信宦官。他們只顧玩樂，將「批紅」大權交給宦官頭

目代行。6司禮監為了爭權，多運用計謀，甚至假傳聖旨。「票擬」和「批紅」，成了

宦官進入權力核心的缺口。內閣的「票擬」制度及司禮監「批紅」的權力，令宦官掌

握一切政令、政策的最後決定權，使他們的權勢高踞於內閣之上。8下文就以明武宗一

朝，宦官劉瑾(1451-1510)為例，分析廢除中書省後，如何造成宦官亂政的局面。 

 

早在明武宗（朱厚照，1491-1521，1505-1521 在位）還是太子的時候，劉瑾已

經開始引誘他終日玩樂，不務正業。「太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丘聚、張

永、傅亨、羅祥等，或係先朝舊人，或經春宮任使，遭際已極，寵倖實深。」 
9（合稱

「八虎」）。明武宗即位後，他們更變本加厲，經常變出不同的花樣供其玩樂，使他

沉溺於逸樂之中。劉瑾專在武宗玩興正濃時，呈上各類奏摺請他審閲裁決。有一次，

明武宗終於不耐煩地對劉瑾說：「我要你有何用，還要拿這些事情來煩我！」此後，

劉瑾就理所當然地不再奏請，大小政事，常常不經奏報就任意裁斷，並傳旨執行。 
10

起初被明孝宗（朱祐樘，1470-1505，1487-1505 在位）囑托輔助明武宗的閣臣，大學

士劉健（1433-1526）、李東陽（1447-1516）、謝遷（1449-1531）看不過「八虎」的

胡鬧，三番四次向皇帝進諫，希望他彈劾「八虎」。但完全無效，因武宗和「八虎」

的關係深厚，不忍心懲治他們。最後，「八虎」沒被治罪，劉瑾更掌管了司禮監，權

勢倍增。 

 

劉瑾成為司禮監首領太監後，創立內行廠，權力在東廠、西廠之上，11 並將劉

健、謝遷等曾支持除去「八虎」的人通通列為「奸黨」。武宗昏庸，把普通政務都交

劉瑾處理。大臣所上奏摺，經劉瑾初步處理後，再挑出最重要的幾件交給他親自裁斷。
12 司禮監首領太監的職位賦予劉瑾「批紅」的權力，他恃着武宗的寵信，自行處理國

事，假傳聖旨。內閣對劉瑾的胡作非為無何奈何，他們的職責限於建議，權力也不能



像宰相那麼大。否則，就可制衡劉瑾，使其氣焰稍微收斂。劉瑾專權，可任意將文武

百官處罪。正德五年，劉瑾雖被淩遲處死，但宦官弄權並未完結，反之越演越烈。 

 

明太祖廢相，未能穩定朱明政權之餘，還令它逐步衰落。內閣雖有宰相之實但

無宰相之名，此制度上的缺陷，造成了宦官弄權，朝政漸趨腐敗。總括來說，宦官得

勢，實由明太祖廢相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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