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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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神宗在位時，顧憲成與政府意見不合，
罷官回鄉，修建東林書院。



顧憲成在東林書院講學，時常

議論朝政，逐漸形成一股在野

的政治力量，被稱為東林黨。



朝廷部份官員，視東林黨人為敵，
稱為非東林黨。





1615年(萬曆43年)有男子張差拿著棍棒走入
太子朱常洛居住的宮殿，擊傷侍衛被捕。



張差是鄭妃派人指
使的，她想殺太子，
改立親生子朱常洵。
此事應該嚴查。

此事純屬意
外和誤會，
不必深究。

梃擊案爭論



梃擊案結果：
鄭妃親自向太子請罪，
求太子不追究，太子
答允。皇帝下令殺侍
候鄭妃的宦官。





1620年明光宗朱常洛繼位不足一月得病，太監崔文
昇進藥，病情加劇，鴻臚寺丞李可灼先後進獻紅丸
光宗服後死亡，在位僅29日。



紅丸案是鄭氏

指使下毒的，

必須嚴懲。

此事純屬不
幸，不必深
究。

紅丸案爭論



紅丸案結果：

崔文昇被判發遣南

京，李可灼被罰戍

邊。





光宗死，皇長子朱由校繼位，光宗寵愛的選侍李氏
自恃撫養長子有功，不願遷離乾清宮。



李氏要立即

遷出皇宮。

李氏撫養皇上
有恩，應該准
許留在皇宮。

移宮案爭論



移宮案結果：

李氏被東林黨人驅逐

出皇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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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壓東林黨



熹
宗
時
，
魏
忠
賢

得
寵
專
權
，

橫
行
不
法
。



楊漣上疏羅列魏忠賢二十四大罪

另有七十餘官員上
疏彈劾魏忠賢，但
熹宗都不理會。



非東林黨勾結宦官魏忠賢，為挺擊、紅丸、
移宮翻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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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熹宗死，思宗繼位，魏忠賢被殺，但朝臣間
的派系鬥爭仍未停息，還禍及邊防將帥。





明末政治昏亂，土地兼併嚴重，農民
失去土地，政府的賦稅卻不斷加重。



明思宗即位前後，陝北一帶連年
發生災荒，到處是饑民。



國家財政困難，長期不給邊防軍糧餉，軍隊叛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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饑民、叛軍、失業者匯集，形
成龐大的民變隊伍。



各股民變勢力中，以李自成、張獻忠的規模最大。



李自成號稱闖王，在西安建立大順政權。



張獻忠在成都
建立大西政權



李自成領兵攻入北京，明思宗自縊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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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新覺羅．努爾哈赤
（愛新覺羅，「女真之遺族」的意思）

十六世紀末，
女真族出了一位傑出的領袖。



十
七
世
紀
初
，

努
爾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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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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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
立
八
旗
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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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爾哈赤建立後金汗國，起兵攻明。



努爾哈赤的兒子皇太極繼位後，

改國號為清，勢力更盛。



李自成攻入北京時，明朝山海關守將吳三桂向滿清投降。



吳三桂引清兵入關



清軍入關後，掃平反對勢力，統一中國。



滿清統治中國，開創一個全新的局面。

北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