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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其歷史發展的過程，不論它的時間有多長，年代有多久，各國

的先民都在歷史的進程中不斷的創造其歷史和文化。台灣雖與中華文化的母國有百

年之久的隔絕，但文化的臍帶，則很難加以剪斷。也因為我們有這樣的背景，我們

更加尊敬中華歷史，也因此想要更了解中華文化的豐富內容，觸摸到歷史運動的脈

搏，增強歷史責任感。 

 

想必課文上出現過宦官這詞吧！大體來說，宦官就是歷史上一些被閹割過，專門在

皇宮或王府中伺候皇帝及皇室，皇族成員的男性的通稱。宦官遠在殷周即有從事宦

官職業的人，在東漢與明朝影響甚遽，宦官的機構日益完備，活動範圍更漸擴大。

他們依附皇權，在不同程度上，參與複雜的政治鬥爭，甚至使動盪的政局更加搖擺

不定，從而導致皇朝覆亡。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要了解中華文化方式有很多，我們從無遠弗屆的網路資料當中與古時聖賢留下的圖

書中尋找。 

 

貳●正文 

 

一、權勢從何而來 

 

1. 皇權旁落： 

 

宦官產生的前提，是無限膨脹、無拘束的制外皇權，和建立在這種皇權之上的一夫

多妻制和世襲宗法制度。 

 

明朝建國時，一切政治制度沿襲元朝。在中央設中書省，由丞相負責，協助皇帝總

掌全國政治。所以丞相權力很大對權勢是個威脅。明太祖朱元璋，因畏懼丞相權力

過大，便以丞相胡惟庸謀反為藉口。撤去中書省、廢丞相，並嚴令以後子孫也不準

再設。由於他不信任大臣，久而久之，就只能信任生活在宮中，沒有社會地位、沒

有嫡親後裔、無法與自己抗衡的宦官。他屢派宦官和太學生到各地核實商稅，因此

違背自己制定的「內臣不得干預政事，預者斬」＜註一＞的禁令。 

 

明成祖朱棣在靖難之變中，從姪兒惠帝手中奪得地位，因此很忌諱官員的非議和反

對。而在這過程中，宦官卻不斷暗送情報，幫了他大忙，所以非常信任宦官們，派

使他們出使外國，或統兵鎮邊，或出任監軍，並設立由他們掌管的「東廠」，對臣民

進行刺探活動。「東廠」的設置成為明代權臣反撲為主的轉捩點。 



明朝「患」官干政 

3  

 

因無丞相輔佐，皇上需批閱大量的奏章，顯然不可能長期這樣做，因此設立內閣，

作為輔佐皇帝處理政事的部門。朱元璋、朱棣經歷長期戰鬥的洗禮，有能力、威望，

亦深知創業守成不易，所以能勤於政事，推動國家各方面的發展，內閣只能發揮顧

問的作用。後繼子孫由於怠惰、昏庸，往往把政務推給內閣辦理。偌大的皇權就是

這樣旁落到宦官的手裡。 

 

2. 官僚集團腐敗： 

 

明朝皇權過於龐大，官員往往因一些小事，無故遭到抓去詔獄坐牢、廷杖等侮辱和

摧殘。 

 

正統以後，朝臣對宦官依附是很明顯的。史書記載，文武大臣見王振而跪拜的有一

半；見汪直跪拜的有三分之ㄧ；見劉謹跪拜的，有十分之八。被當時的人諷刺為：

「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蔥。」＜註二＞大臣的卑躬屈膝，在主觀上或客

觀上，都助長了宦官權勢的擴張，為宦官的擅權亂政開了方便之門。 

 

二、宦官擅權亂政 

 

1.操縱內閣 

 

宦官消奪內閣權力，一面是利用批硃壓制他們（由內閣先把批答意見草擬好寫在小

紙並將其貼在奏章上稱為票擬，皇帝則將票擬的意見用硃筆御批稱為批硃），另一方

面是控制內閣的會議。 

 

2.控制人事 

 

宦官人數雖然多，權力雖然大，但真要把全國各地區、各部門控制起來，單靠他們

本身的力量，無論在才能、經驗、人力那一方面來說，都是遠遠不夠的。所以他們

在操縱內閣的同時，還要控制官員隊伍，在裡面打擊異己，培植自己的勢力，而干

預科舉，是宦官控制人事的一個手段。 

 

3.插手軍事 

 

封建社會裡，軍隊是皇權的重要支柱，也是推翻王權的、最強大的力量，所以歷代

帝王，無不重視對軍隊的控制。明代從永樂年間開始，便派宦官去監督或統率軍隊，

直至明亡不變。明代宦官監察、提督軍隊普遍、持久、深入的程度，足以使唐宋兩

代的宦官監軍大為遜色。 

 

4.宰制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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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東廠之置 

 

永樂十八年（一四二○年）朱棣在新都北京東安門北設立東廠，專以刺事，打探臣

民隱私，操縱刑獄。東廠其實就是權宦為所欲為的工具，而東廠之置，成了明代權

換反撲為主的轉捩點。 

 

B.廷杖 

 

廷杖就是皇帝下令在朝中用大棒打臣下的屁股，經常被皇帝使用，而監杖太監，又

操縱著被杖者的生死，因此，廷杖自然就成了司禮監（負責代替皇帝處理內閣奏章）

報復、威脅、打擊那些不歸附自己的官員殘酷手段。 

 

5.染指外交 

 

明朝皇帝在對外交社與國際間其他事務，亦派宦官負責，這就很容易洩漏國家、宮

廷的秘密，給國家帶來損失。 

 

6.壟斷經濟 

 

明朝皇帝認為，宦官沒有嫡親後裔，「豈得復有營私」。既然他們沒有後代，沒有私

心，掌握錢財是最適合了。於是監督、查核、管理事關國家命脈的錢糧賦稅，控制

對外貿易、總攬宮廷採辦、督造、管理皇莊等一切事務，都放心地交給了宦官包辦。

明朝在經濟領城重用宦官，一方面是加強了宦官的勢力，另一方面則是縱虎噬臍，

加速了王朝的崩潰。 

 

三、明朝干政的宦官 

 

1.王振 

 

是明朝時期的著名宦官，王振在太子心中的地位極高，當時九歲的朱祁鎮登基後八

個月後便任命王振入掌司禮監（明朝宦官二十四衙門中最高的）。王振掌管了司禮監

便可利用到英宗的寵信，以代批奏章、傳達詔諭等的方式，欺上瞞下、控制朝廷了。 

 

爲了粉飾太平以鞏固自己的地位，王振便討好瓦剌，對於瓦剌來朝貢的使者，必會

待遇優厚、有求必應。正統十四年的春天，瓦剌帶來了二千貢使，更報稱有三千人

之多。王振未能滿足瓦剌的要求，於是對邊境攻擊，邊境的守軍根本不是瓦剌的對

手，連續幾次的慘敗傳到英宗的耳中，便第一時間找王振商議。 

 

後來，王振提以皇帝親征以振軍心，但實質上，王振一來是不想自己的家鄉受到戰

火的蹂躪(因戰事就發生於王振家鄉附近)，二來是想在英宗面前炫耀一下。在親征

途中，明軍節節敗退的消息已傳到王振的周圍，王振自然沒把消息告訴英宗。而在



明朝「患」官干政 

5  

路途中，王振怕自己的家鄉度人馬踩壞，又繞了一段路，明軍死傷慘重。 

親征的第十四日，瓦剌軍假意退走，又派使者議和。王振信以爲真，於是下令士兵

到附近取水。誰知瓦剌軍從四面八方沖出來，明軍措手不及，陣腳大亂。英宗已知

大勢已去，連忙下馬，不久後度瓦剌軍所俘虜，史稱“土木堡之變＂。王振被嚇得

魂飛魄散，還想逃跑，最後被護衛將軍樊忠所殺。明英宗復辟後，賜王振祭葬，立

祠“旌忠＂。 

 

2.汪直 

 

明憲宗時被擄入宮爲宦官，在萬貴妃宮中服侍。汪直爲人狡詐，善于察顔觀色，奉

承討好萬貴妃。汪直深得萬貴妃的歡心，汪直憑藉討好萬貴妃，進而獲得了憲宗的

寵愛，很快升任禦馬監掌印太監，禦馬監是明朝宦官十二監之一，有一定的權力。

四年之內，汪直又掌管「西廠」，恃寵弄權，濫殺無辜，屢興大獄，朝野官民慘遭劫

難，堪稱有明一代臭名昭著的「特務頭子」。 

 

西廠是明代一個鎮壓官民的特種機構，是維護皇權、强化統治的特務組織。汪直當

了西廠提督之後，爲了表示對皇帝的忠心，顯示聲威，他派出爪牙四出偵察、捕人

審案。 

 

汪直控制下的西廠對官民言行的箝制，比先前的錦衣衛、東廠更是有過之而不及，

官民因爲西廠而生活在恐怖之中。汪直提督西廠後，威風甚至超越皇帝。 

 

3.劉謹 

 

明代權力臻極的太監，武宗即位之後，原來在東宮伺候的太監都以舊恩得幸，時稱

「八虎」，劉瑾即為「八虎」之首。 

 

劉瑾做到了司禮監的秉筆太監，權力可大可小，視皇帝勤政或倦政與否。偏偏武宗

耽於玩樂，怠於政事。劉謹剛開始不敢擅專，但每有請示，「武宗輒叱曰『吾安用爾

為？而一煩朕！』自是不復奏，事無大小，任意裁斷，悉傳旨行之，上多不之知也。」

劉謹得以代替皇帝硃筆票旨而取得大權。 

 

劉謹用事期間，針對時弊對政治制度作了不少改動，推行過一些新法，即所謂「劉

謹變法」。包括降賦稅，減輕農民負擔。建立官員不定期考察制度，為避免戰事發生

時各鎮守將領擁兵自保或各自為戰，邊防方面，對於屯制，劉謹下令作重新的全面

勘查，清理了一些假冒的不法之事，整頓鹽法亦有成效。 

 

此外劉謹組織編纂了《通鑒纂要》，調整過各省的科舉錄取名額，值得一提的是，劉

謹雖為宦官出身，但他專權期間卻禁止太監干政，限制宦官權力，他的親信都是外

臣，並無一個宦官，以至遭內廷嫉恨，頗有諷刺意味的是，這又成了他倒臺的重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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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忠賢 

 

 
 
原名李進忠。泰昌元年（西元 1620 年），朱由校即位，是爲熹宗。魏升爲司禮監秉

筆太監。 

 

當時東林黨人士吏部尚書趙南星，在朝廷中排斥反對派，于是非東林派憤而結交魏

忠賢。1624 年，魏忠賢遭到楊漣的彈劾，但倖免於難，於是開始大規模迫害鎮壓東

林黨人士。天啓五、六年，誣陷東林黨人有貪贓之罪，大肆搜捕及殺害東林黨人。

東林書院被全部拆毀，講學亦告中止，至此，東林黨被閹黨勢力徹底消滅。 

 

魏忠賢與皇帝乳母客氏沆瀣一氣、狼狽爲奸，極受寵信，被封爲「九千歲」，有些

人乾脆叫他「九千九百歲」，「舉朝阿諛順指者但拜為乾父，行五拜三叩頭禮，口呼

九千九百歲爺爺。」 

 

參●結論 

 

皇帝 設置機構 宦官名稱 相關事項 

明成祖 東廠 -- 派宦官為監軍

明英宗 -- 王振 土木之變 

明憲宗 西廠 汪直 -- 

明武宗 內廠 劉謹 -- 

明熹宗 -- 魏忠賢 捕殺東林黨人

 

宦官之禍的影響： 
 
1.強化君主專制：明代的廠衛，操諸宦官之手，直接聽命於皇室。因此，終明之世，

特務政治橫行，強化了君主專制。 
 
2.造成吏治敗壞：官僚向當的宦官逢迎，形成貪污風氣，官吏冗濫。一般官僚為求

自保，也變得口是心非，寡廉鮮恥，官風敗壞至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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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劇明代黨爭：宦官援引小人，結為私黨，如魏忠賢的「五虎」、「十狗」、「四十

孫」等，他們殘害百姓，於是激起東林黨的反抗。從明中葉起至明末的「東林黨」

與「閹黨」的鬥爭愈演愈烈，出現「綱紀頹墜，上下解體」的動盪不安的局面。 
 
4.加速官軍腐敗：宦官以監軍的名義控制軍隊，督府鎮將處處受到掣肘，搜刮錢財

的場所，克扣軍餉，結果軍隊士氣低落，鬥志日差。 
 
5.陷害邊防名將：熊廷弼、孫承宗及袁崇煥皆是邊防名將，但均被宦官所陷害，致

使邊防失守，滿族乘機進犯。 
 
6.摧殘社會經濟：宦官對民間進行各種名目的搜刮，索取賄物，廣佔田地，利用「監

器」的機會貪污，或假「進貢」之名進行科歛，而為害最烈的「礦使稅監」到處勒

索民財，對社會經濟更是嚴重摧殘。 
 
7.引致人民叛變：明代宦官禍國殃民，到處激起民變(如高淮起於遼東，梁永起於陝

西、陳奉起於江夏、楊榮起於雲南)。最後明朝便在各方民變下摧毀滅亡。 
 
宦官是促使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前對於宦官的印象只有太監、被閹割的男

人以及專門服伺皇帝的人，是個地位不高、僅靠著阿諛討好皇帝來填飽肚子的社會

地位，但是宦官卻懂得善加自己才能來輔佐甚至操控、影響皇上，也許是因為生理

上的空虛，而想藉著心理上的虛榮來填滿。野心勃勃的宦官干涉朝廷的政事，是為

了滿足空虛、野心；懶惰無庸的皇帝荒廢天下的政事，是為了享受榮華、富貴，朝

代的滅亡人人有責，不管是古代還是現代，人永遠是自私的。 
 
在經過這次的研究之後，我們對王振、汪直、劉謹、魏忠賢等宦官不再搞不清楚，

縱然這些宦官的出現對明朝歷史有著負向的影響，但是他們提出的一些看法也值得

我們去思考。探觸歷史背景的一小處靜脈，深知還有更深奧的歷史寶藏等著我們去

發掘，我們相信這次的研究只是開啟求知的鑰匙。 
 
 
肆●引註資料 

 

註一、劉新風。明朝權宦。（台北市：雲龍，1992 年）頁 27 

 

註二、杜婉言。失衡的天平。（台北市：萬卷樓，1999 年）頁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