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題七 明代的君主集權政治

1）認識明代君主集權政治的形成

a)明太祖的建國與分封諸王

b)明太祖廢相

c)靖難之變與君主集權政治的加強

2）探究明代君主集權政治的發展：

a)宦官弄權：王振、曹吉祥、劉瑾、魏忠賢

b)東林黨議

c)晚明民變：李自成、張獻忠

d)外患：女真





明太祖朱元璋對宦官管制甚嚴，不准宦
官識字，嚴禁他們干政，違令者斬。



但明成祖朱棣得宦官之助而得帝位，
開始重用宦官。派宦官出使、監軍。



明宣宗更准許宦官讀書識字



明 初 的 政 制

工部 刑部 兵部 禮部 戶部 吏部

中書省

皇帝

中書省權力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朱元璋廢丞相後的政制

工部 刑部 兵部 禮部 戶部 吏部

皇帝

所有政令都要皇帝批示，才算有效。



明初廢丞相，由皇帝直接主理政務。



明朝中後期的皇帝，多才幹平庸，或荒怠政事，給
宦官藉傳遞詔書的過程中，製造機會干預朝政。



宦官藉傳遞詔書的過程干預朝政

司禮太監

工部 刑部 兵部 禮部 戶部 吏部

皇帝



有些皇帝(例如明熹宗)竟然把
批示奏章的權力亦交給宦官。



宦官於是得以假傳聖旨，專權弄政，排除異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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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時的王振

明朝出現過四個破壞力
很大的宦官：

明英宗復闢後的曹吉祥

明武宗時的劉瑾

明熹宗時的魏忠賢





四大宦官之一



宦官王振慫恿明英宗
親征，惹出大禍。



元朝滅亡後，蒙古勢力退回北方。



明英宗時，蒙古瓦剌部強大，入侵明朝。



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慫恿下，御駕親征。



明軍戰敗，英宗在土木堡被瓦剌俘虜，
王振被殺，史稱土木之變。



瓦剌挾持
英宗進軍
北京



兵部尚書于謙迎立景泰帝，尊英宗為
太上皇，積極整頓軍隊守衛北京。



瓦剌連戰失利，只得和明朝議和退兵，放還英宗。



四大宦官之二



曹吉祥協助太上皇明英宗復辟，廢景泰帝。



明英宗復位後，曹吉祥恃功弄權，後因謀反被殺。



四大宦官之三



明武宗好玩樂，宦官劉瑾導帝玩樂，打擊正直的官員。



有大臣上書批評劉瑾，劉瑾矯詔下令數百官員跪在
烈日下，由早午到黃昏，後由錦衣衛收押。



趨炎附勢的官員稱劉瑾為千歲，官員的奏章
會先送一份給劉瑾，另一份才送給皇帝。



後來劉瑾被其他宦官告發處死，抄家時搜出
鉅額金銀財寶，證明貪污情況極嚴重。



四大宦官之四



明熹宗時，宦官魏忠賢專攬權力。依附魏忠
賢的官員稱為閹黨。內閣學士、六部尚書、
地方總督、巡撫等，很多都是他的黨羽。



阿諛奉承魏忠賢的人稱他為「九千九百
歲」，並為他建生祠，供奉他的畫像。



東林黨官員楊漣上疏羅列魏忠賢罪行

另有七十餘官員上
疏彈劾魏忠賢，但
明熹宗都不理會。



魏忠賢反擊，捕殺東林黨人，拆毀全國書院。



魏忠賢使人編《東林點將錄》，凡不依附
魏忠賢的，都列入東林黨人而加以迫害。



不少東林黨人被酷刑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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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發動戰爭

曹吉祥廢立君主

劉瑾導帝荒怠

魏忠賢殺害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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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為禍之下，
明朝國力不斷衰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