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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與人物研究

以明初閣臣黃淮為例

爿艮 ≒島
*

黃淮為明代內閣制度初創時期成祖簡任之閣臣 ,排名僅次於解縉 ,

七人中居第二 。解縉黜 ,黃 淮在內閣地位最高 ,惟 日後在政治的權勢影

響力反在其他閣臣之下 ,此或與其因輔華仁 宗獲罪 ,縈獄十年有關 。

《明史》本傳則謂 :「 (黃 淮 )量頗隘 ,同 列有小過 ,輒以聞 。或謂解

縉之謫 ,淮有力焉 。其見珠於宣宗也 ,亦謂楊榮言淮病療 ,能染人云 。」

此種說法 ,明 朝人已置疑 。考察黃淮政治上的起伏 ,以 及傳言的真守性

與否 ,有 助於 了解 「靖難」後永祭至正統時期政局發展的若干問題 。然

而問題的釐清 ,必須從黃淮的文集 (《黃文簡么介庵集》及 《省愆無》 )

尋求解答 。本文先介紹貴淮文集的笨輯 、版本 ,進而就內容進行文獻分

析 ,配合同時代諸人文集 ,兼及其他史料 ,以個素的研究 ,說明文集對

人物研究的重要性 。透過本文的探討 ,可知將貴淮么發放在明初內閣發

展的時代背景來看 ,意義是相當大的 。從永樂到正統初期 ,明 代內閣在

同寅協恭的背後也有工於心計暗中排擠的一面 。黃淮蒙垢 ,楊土奇與楊

榮絕對是關鍵的因素 ,這兩位黃淮的摯友封貴淮確安有相當不厚道的地

方 。明代初期內閣良好形象的維護 ,黃淮才是最重要的人物 。如果能對

此有認識 ,再來考察明代內閣制度初期的發展 ,一定能有不同以往的恩

考與看法 。

關鍵計 黃淮 明代內閣 楊士奇 楊榮 明人文集

中本文作者為國立士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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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淮為明代內閣制度初創時期成袓簡任之閣臣 ,排名僅次於解縉 ,七人中居

第二 。
l解

縉黜 ,黃淮在內閣地位最高 ,惟日後在政治的權勢影響力反在其他閣

臣之下 ,此或與其因輔導仁宗獲罪 ,繫獄十年有關 。《明史》本傳則謂黃淮 「量

頗隘 ,同列有小過 ,輒以聞 。或謂解縉之謫 ,淮有力焉 。其見觫於宣宗也 ,亦謂

楊榮言淮病瘵 ,能染人云 。」
2此

種說法 ,黃淮在世時已存在 。《明英宗實錄》

於黃淮卒日所附的本傳即云 :「 同列有小過 ,淮每以聞 。以故 ,人或怨之 。解縉

之得罪 ,淮與有力焉 。」
s史

臣對黃淮的品評 ,明朝人已置疑 。正德 、嘉靖時的

廖道南說 :

子觀文貞 (按 :楊 士奇 )所載日錄 ,謂 淮忌胡廣 、解縉 。及觀國史 ,亦謂

縉之死 ,淮有力焉 。再觀省愆錄 ,乃 知淮之不容于時 。下獄十年 ,家食二

十餘年 ,社門掃軌 ,不 問國事 。而同事七人 ,縉既罹難 ,廣 亦蟪天 。惟文

貞秉鈞 ,文敏 (按 :楊榮 )謀幄 。淮之蒙垢 ,亦未可知也 。
4

鄭曉也有相同的看法 :

初與父 (按 :黃 淮 )並入閣者七人 。胡儼早休 ,胡 廣先卒 ,解縉沒詔獄 。

惟西楊秉鈞最久 ,東楊謀幄最密 ,並總修累朝實錄 。而岔田土十年 ,家食

餘二十年 ,蒙垢簡牋 ,君子弗信也 。
5

內閣甫置之時 ,雖然未形成日後首輔 、次輔之分的現象 ,解絡 、黃淮兩人於建文四年八月最先
入閣 ,其後胡廣 、楊榮 、楊士奇 、金幼孜 、胡儼 ,工 人於九月入閉 ,(張廷玉等 ,《 明史》
(北京 :中華古局 ,198U),卷 】U9,頁 mU9名31U,(宰輔年表一 >)解縉 、黃准以先入閣 ,

地位應高於其他人 。成祖立太子之重大事件 ,閣 臣中佳兩人被徵詢 ,參與機密 ,應為明證 。且

永樂五年解縉黜 ,黃 淮進右春坊大學士 (正五品 ),取代縉為閣臣之首 。(《 明史》 ,卷 147,

頁姐∞-4121,〈 解縉傳);卷 149,頁 姐刀 ,〈 黃9住 傅))此 事亦可說明貴淮於內閣初置之
時 ,地位次於解縉 ,高於其他閣臣,位居第二 。有關內閣初成立時間臣的位次問題 ,可 參閱許
天星 ,《 明代內閣政治》 (北京 :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頁 15-16。

《明史》 ,卷 147,頁 姐舛 ,〈 貴淮傅 >。

陳文等 ,《 明英宗放皇帝女錄》 (以 下簡稱 《明英宗甘錄》)(台 北 :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據國立北平日古館紅格鈔本校印 ,19ω ),卷 199,頁 3a,正統十四年六月辛亥條 。
廖道南 ,《 殿閣詞林記》 (台 北 :士灣商務印苦館影印故宮藏文淵閣四庫珍本第九祭 ,1999),
卷1,頁 巧b,「 武英殿大學士貴淮」。
都曉 ,《 吾學編》,持引自李發 ,<錢藏古》 (台 北 :台 灣學生古局 ,1974),頁 “6。

眳眽



文其典 人物研 究 一 一 以 明初爓 臣黃堆為 I9J
. 75 .

明末黃景昉 (l”6∼ ㏑ω)亦提出他的懷疑 :

黃淮最先受知 ,傳好詆毀同列 ,解縉 、胡廣 、楊士奇皆烏所排 。時號淮瘟

鬼 。卒為楊榮以計傾去 。余觀同時蹇 、夏 、胡 、楊諸公

一

咸篤老沒於其

官 ,莫 肯以退歸請者 。淮蚤罷 ,家居二十餘年 ,晚備優開之道 ,似較得出

處正 。前語恐非實 。且淮身械繫十年 ,善譖人者固如是乎 !?6

由黃景昉的評論 ,可知至明末清初傳言黃淮詆毀同列的情事 ,較 《明英宗實

錄》所載者更甚 。乾隆時頒定的 《明史》 ,大體上依循 《明英宗寅錄》 ,只將解

縉之謫 ,歸咎於黃淮 。但卻指出黃淮患有會傳染的癆病 ,而且楊榮與黃淮之間似

存在某種問題 ,由於楊榮之故 ,黃淮亦見疏於宣宗 。

作為明代第一批的閣臣 ,黃淮在官場上的起伏境遇 ,以及史書對其與其他閣

臣關係的記載 ,應該予以應有的正視 。大陸學者張兆裕撰 ㄑ黃淮之獄與朱高熾的

太子地位 >,運用 《省愆集》描述黃淮幽居的生活與心理 ,並認為黃淮繫獄高煦

的作用是片面的 ,真正的原因來 自明成祖 。
’
除張作外 ,有關的著述闕如 。考察

黃淮政治上的起伏 ,以及傳言的真實性與否 ,不在於為黃淮辯誣 。而是有助於了

解 「靖難」後 ,永樂至正統時期政局發展的若干問題 。然而問題的釐清 ,必須從

黃淮的文集 (《黃文簡公介庵集》及 《省愆集》 )尋求解答 。本文以黃淮文集為

主 ,配合同時代諸人文集 ,兼及其他史料 ,透過個案的研究 ,說明文集對人物研

究的重要性 。

二 、黃淮行誼與著述

黃淮 ,字宗豫 ,別號介庵 ,浙江永嘉人 ,生於元至正二十七年 ,卒於明正統

十四年 (1鉑7∼ ∥49),享年八十三歲 。除了時人陳敬宗 、王直 、周旋 ,分別撰

有墓誌銘 、神道碑銘及祭文 ,散見於諸人文集外 ,《明英宗實錄》的本傳 ,應是

文集史料以外最早的傳記 。其後以迄清乾隆 《明史》成書 ,史籍中有黃淮傳記者

所在多有 ,舉其要者有 《殿閣詞林記》 、《吾學編》 、《皇明書》 、《皇明世說

貴●住,《 國史唯疑》 (台 北 :正 中守局影印國立中央田書館藏本 ,I963),卷 2,頁 S3-“ 。
張兆裕 ,〈 黃准之獄與朱高熾的太子地位〉收入 <明 清史論文集 (第二輯 )》 (天津 :天津古
籍出版社 ,1991),頁 M-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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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語》 、《內閣行實》 、《本朝分省人物考》 、《名山藏》 、《明書》 、《明史

竊》 、《明史列傳》 、《明史稿》 、《罪惟錄》等 。各家記載不一 ,惟不乏較

《明英宗實錄》及 《明史》為詳者 。綜合諸書記載 ,先勾勒黃淮一生行誼 。

黃淮曾袓南┬ ,曾任元朝明正書院山長 。祖父應發 ,為松陽教諭 。父親黃

性 ,字思恭 ,號靜庵先生 。元季溫州為方國珍所據 ,堅拒不出仕 。黃淮出身儒者

家庭 ,自幼即好學有經世之志 ,且嫉惡如仇 ,見有司黷貨便形於言 。十二歲入鄉

學 ,能賦桃花詩 ,通書經 。十四歲補邑弟子員 ,有司命賦挑燈杖詩 ,語皆出奇驚

人 。
8

洪武三十年 (丁丑 ,l397),黃淮年三十一 ,登二甲進士 ,授中書舍人 。

初仕時期事蹟無聞 ,時人稱其 「勤慎周密 ,於職務無所不舉 。」
9建

文末 ,燕兵

薄京城 ,城陷之前 ,曾與同僚相約同死 。臨難失約 ,降燕 。
1U

既歸降成祖 ,詔對稱旨 ,入翰林 ,常與解縉立御榻左 ,備顧問 。甚至夜半時

分 ,成祖已就寢 ,猶賜座榻前語 ,機密重務悉得預聞 。既而置 「內閣」 ,黃淮與

解縉 、胡廣 、楊榮 、楊士奇 、金幼孜 、胡儼並值文淵閣 。改官翰林編修 ,進侍

讀 。在內閣七人中 ,黃淮排名僅次於解縉 ,居第二 。永樂二年 (l的4)四 月 ,黃

淮遷左庶子兼侍謨 。永樂五年 (1們7),解縉被黜 ,黃淮進右春坊大學士 ,秩正

五品 ,為閣臣中官品最高者 ,居內閣諸臣之首 。

初入內閣 ,黃淮就表現不俗 ,議立太子 ,黃淮為成袓諮詢的對象 ,時閣臣中

被徵詢意見參預此機務的只有解縉與黃淮 。黃淮請尊重制度 ,立嫡以長 。「靖

難」之後 ,誹謗之風大熾 ,時有告黨逆者 ,黃淮向成祖進言 ,謂洪武末年 (按 :

指建文四年 )已 有敕令禁革 ,不宜再受理 。成袓接受黃淮的意見 ,化解一場大

焦9+=,《獻徵錄》 (上海 :上海書店 ,1987),卷 也 ,頁 14a,陳敬宗 ,「 榮祿大夫少係戶部
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諡文簡貴公淮基誌銘」.工 直 ,《工文端公文集》 (台 北 :國 家固書館藏
明隆慶二年工有霖刊本).卷 ” ,頁 17a,〈 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諡文簡貴公神道碑
銘 >。 【按 :《 明代名人傅》中 ,劉 家駒以 《工文端公文集》作者為三家屏 (I“7∼ 16“),有
誤 。L㏑ Chi日 6hu,”HUANGHuai,貴 淮

”
,L.CaΓi㏑gtonGoodIichandChaoy:ngΓanged.,D比 rㄉ刀-

K〃
9’

prM㎎ ΠU§吶 ,iJa︴ “〞(New汐IkandLUndoⅢ CU㏑ mb:日 Un㏑小” PIeSs,1996),p.667.】

雷 禮 ,《 國朝 列 卿 紀 》 (台 北 :國 家 固 古館 藏 明隆 萬 問海 字 查 志隆 刊 本 ),卷 9,頁 ” a。

焦竑 ,<獻徵錄》 ,卷 挖 ,頁 14a,陳敬宗 ,〈 榮祿大夫少係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諡文簡
黃公淮基誌銘 )。

《明史》 ,卷 143,頁 如5U,(周是修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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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 。又
,吏部追論 「靖難」兵起時 ,南人任官北方不立即歸附者 ,應編戌 。黃淮

表示若如此 ,是示人以不廣 。成袓也聽從了黃淮的建言 ,罷編伍之令 。
l1

永樂六年 (l們8),與其他閣臣一同輔導皇長孫 ,即 日後的宣宗 。七年 (l的9),

成祖北巡 ,命與蹇義 、金忠 、楊士奇輔導皇太子監國 。十一年 (l姐3),成祖二

度北巡 ,仍命留守 。十二年 (l姐Φ ,成祖北征瓦刺還京師 ,太子遣使迎駕稍

緩 ,再加以漢王高喣的諧言 ,成祖悉徵東宮官屬下錦衣詔獄 ,黃淮因此坐繫十

年 。永樂七年至十二年 ,是黃淮一生仕途最亮麗的時期 ,各家黃淮傳記所述其政

事的表現都為此期之表現 。重要的事蹟有 :

(-l永樂八年 (l班U9,仁宗監國之際 ,李法良反 ,命豐城侯李彬討之 ,漢王

忌太子有功 ,從中作梗 ,詭言彬不可用 。黃淮以彬老將 ,必能滅賊 ,建議速速遣

彬滅賊 。結果正如黃淮所言 ,彬卒擒滅法良 。

ω永樂九年 (1姐 l),阿魯臺來降 ,請併女直 、土番諸部 ,歸其役屬約束 。

並要求明朝刻金作誓詞 ,磨其金酒中 ,飲諸酋長以盟 。群臣商議擬同意阿魯臺的

請求 ,黃淮卻認為宜分北方諸族勢力 ,若其合一則難制 。成祖對黃淮的識見極為

讚賞 ,謂 「黃淮論事 ,如立高岡 ,無遠不見 。」

Θ永樂十二年 (141Φ ,西域僧大寶法王來朝 ,成袓命玉工以全璞製印賜

之 。黃淮表示朝廷賜諸番制敕 ,所用 「敕命」 、「廣運」二寶 .亦有限制 。今玉

璞大如璽書 ,非所以示遠人 ,亦不足以尊朝廷 。成袓聞後 ,稱許嘉勉 ,接納其建

言 。

黃淮在政事上的卓越表現 ,史家的評語是 :「性明果 ,達於治體 。」
12

永樂十二年 (1班Θ ,黃淮繫獄 ,長達十二年 ,期間賦詩引咎而已 。仁宗嗣

位 ,復官 。擢為通政使 ,兼武英殿大學士 ,不預所陞職務 ,仍與昔 日閣僚楊士

奇 、楊榮 、金幼孜同掌內制 。洪熙元年 (l砭5),進少保 、戶部尚書 ,兼大學士

如故 。仁宗崩 ,皇太子在南京 ,漢王心懷異志 ,群情洶洶 ,中外疑懼 。黃淮與楊

士奇 、楊榮 ,輔佐鄭 、襄二王監國 ,憂勞至於嘔血 。宣德元年 (l佗6),漢王高

黃9住 封 「蜻雜」後施政不當者進言 ,《 明史》本傅列於文未 ,

八年以後之事 .據陳敬宗所撰基誌銘 ,應為永樂初事 (焦 竑 ,

觀雷禮 《國朝列卿記》 ,知為永樂年黃淮官侍詨時事。(卷 9

《明史》 ,卷 147,頁 姐舛 ,〈 黃准傅〉。

置於李法良叛亂事件後 ,似永樂

《獻做錄》,卷 12,頁 16b)。
,頁 ηa＿η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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喣謀反 ,宣宗親征 。命黃淮居守 ,再度輔佐鄭 、襄二王監國 。黃淮公爾忘私 ,夙

夜在公 ,至宣宗班師方歸私第 。由於黃淮多病 ,上書乞骸骨 ,宣德二年 (l乾7)

終獲宣宗同意 ,歸田養疾 ,結束了仕宦生涯 。

黃淮致仕之時已屆耳順之年 ,父親八十九歲高壽 ,淮恪供子職 ,奉養甚歡 。

宣德六年 (l芻1),其父卒 。此後 ,黃淮曾三度至北京入覲 ,蒙君上寵眷 ,為辭

官後的歲月憑添無上風采 。首次言旨闕在宣德七年 (l芻2)冬 ,因宣宗命有司以一

品禮葬黃淮父親 ,故而料理喪事完畢 ,淮即赴京謝恩 。正值八年 (l侶3)元宵燈

節 ,宣宗留黃淮數月 ,賜遊西苑 ,命公侯伯師傅尚書學士與淮同遊 。並召黃淮子

采從行 ,詔乘肩輿登萬歲山 ,賜宴山之麓 。復命黃淮主考會試 。迨黃淮辭歸 ,宣

宗於太液池設宴餞行 ,親灑宸翰製詩送淮 。給路費 ,賜金織紗衣一襲 。宣宗更命

黃淮俟明年其生辰時再至北京 。於是 ,宣德九年 (l芻4),黃淮如期入覲 ,停留

逾半年 ,宣宗寵眷賜宴之禮有加 。宣德十年 (l絡5),宣宗崩 。正統元年 (l化6),

黃淮再入朝奔喪 。英宗新立 ,念淮先朝舊臣 ,寵賚優厚 ,留滯月餘辭歸 。
13

既還永嘉 ,杜門不接世故 ,至正統十四 (1研9)年六月卒於家 ,享壽八十

三 。諡文簡 。

綜觀上述 ,黃淮一生約可分為五個階段 :(-l三 十歲以前為居家未入仕時期 。

(1367∼ 1397)日洪武三十年 (丁丑 )登進士 ,授中書舍人 ,至建文四年七月 ,

為初仕時期 。(l397∼ 14U2)日 「靖難」之後簡入內閣 ,至永樂十二年入獄 ,可

謂內閣時期 。(l的2∼ 1414)四永樂十二年至二十二年 ,身陷囹圄 ,為繫獄時

期 。(l班 4∼ 1424)m仁宗即位 ,復官 ,至宣德二年乞休 ,為再度入閣時期 。

(Ⅱ24∼ 1427)內 宣德二年之後 ,以迄終年 ,長達二十三年 ,為辭官時期 。(1乾7

∼ 1449)

黃淮身為詞臣 ,以文學見長 ,據陳敬宗所撰的墓誌銘 ,黃淮繫獄十年期間 ,

「惟日賦詩自遣 ,無非引咎責躬而已 ,名日 《省愆集》。又即人情變態 ,寓之於

言 ,名 日 《自省錄》 。」 「及歸田 ,日謝病 ,杜門不接世故者二十餘年 。所著有

13 黃准辭官後入覲次數 ,某 些史籍 ,如 (國朝列卿記》、《殿閣詞林記》 ,只 記載前兩次 ,有

誤 ,應是三次。此段敘述 ,主要根據陳敬宗所撰基誌銘 ,及 《明史》本傳 。亦見 《黃文簡么介
庵集》 (以 下簡稱 《介庵集》)(台 南 :莊嚴文化事紫有限公司據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民國
二十七年永嘉黃氏排印敬鄉樓叢書本 ,1999),〈 跋〉,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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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

《介菴集》 、《歸田稿》 ,藏於家 。」
k但

《明史》本傳完全未提及黃淮的著

述 ,〈 藝文志 >則著錄 《省愆集》二卷 、詞一卷 。
15《

自省錄》及詞一卷 ,缺

佚不傳 。

黃淮著述流傳至今者 ,只有 《省愆集》及 《黃文簡公介庵集》 。兩書目前可

見的版本有 :

省愆集二卷二冊  明宣宗癸丑 (八年 )刊本 臺北國家圖書館

省愆集二卷  明正統八年王豫刻版 清丁丙跋 南京圖書館

省愆集二卷  四庫全書本

黃文簡公介庵集十二卷十冊 【缺卷六】

書館

明初葉刊黑口本 臺北國家圖

黃文簡伏介庵集十一卷補遺一卷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七年

永嘉黃氏排印敬鄉樓叢書本

黃文簡么介庵集十二卷  清抄本 清孫詒讓校 存十一卷 (一至六 ,

八至十二 ) 浙江瑞安縣玉海樓

以上諸書 ,南京圖書館藏 《省愆集》 ,及浙江瑞安縣玉海樓 《黃文簡公介庵

集》未能得見 ,暫不論 。《省愆集》為黃淮永樂年間繫獄十年所作詩詞 ,宣德八

年 (1侶3)黃淮在世時正式出版 ;現存臺北國家圖書館典藏之刊本 ,該版本有楊

榮 、金幼孜 、楊溥的序 ,及楊士奇所作之跋 。而四庫全書本 ,序跋全刪 ,僅有提

要 。兩種版本卷次內容及編序 ,則完全一樣 。

《黃文簡公介庵集》情況複雜 ,問題較多 。臺北國圖所藏為明初葉刊黑口

本 ,應是早期的版本 ,因無序跋等文 ,無法得知確實刊印年代 ,然一定是在正統

十四年 (1併9)黃淮謝世之後所刊 。換言之 ,《黃文簡公介庵集》與 《省愆集》

之出版不類 。《省愆集》為黃淮健在時 ,由 自己董其事 ,刊印問世 。《黃文簡公

介庵集》則由其後人 ,於黃淮身後集稿纂成刊印 。內容分三類 ,卷一至卷三為退

直稿 ,四 、五兩卷為入覲稿 ,卷六亡佚缺 ,卷七至十二為歸田稿 (按 :目錄將第

眥畤畤眻

焦竑 ,《獻做錄》 ,卷 12,
諡文簡黃公准基誌銘〉。
<明 史》 ,卷 99,頁 9z164,

頁1助 、19b,陳敬宗 ,〈 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共殿大學士

〈墊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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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卷作入覲稿 ,應有誤 )。 據陳敬宗所撰黃淮墓誌銘 ,淮生前 「所著有 《介庵

集》 、《歸田稿》 ,藏於家 。」
16極

有可能兩書於黃淮在世時業已面世 ,惟至

今無存 。

《黃文簡公介庵集》在明代刊行時 ,可能有不同的版本 。乾隆三十八年

(19931浙江巡撫三寶嘗進汪啟淑家藏本 《黃文簡公介庵集》 ,係明刻本 ,共十五

卷 ,但缺卷四至七 ,計四卷 。且經書商移易竄改 ,以十四卷為第四卷 ,十五卷為

第五卷 ,十三卷為第六卷 。又撤去前後敘跋 ,及所缺四卷之目 ,以泯其跡 。敘跋

既亡 ,刊刻時間無從考察 ,然定在黃淮卒後 。該書卷一至卷三為退直稿 ,卷八至

十三為歸田稿 ,卷十四 、十五兩卷為入覲稿 。與明初葉刊黑口本相較 ,卷次編排

順序不盡相同 ,惟退直稿三卷 ,入覲稿兩卷 ,歸田稿六卷 ,總卷數十一卷 ,則完

全相同 。
1’

此版本目前無由得見 。

大陸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七年永嘉黃氏排印敬鄉樓叢書本 ,係黃

淮後人黃群因浙江瑞安縣玉海樓所藏影鈔 《介庵集》雖經孫詒讓精勘 ,輾轉傳

鈔 ,魯魚亥豕仍復不少 ,遂託詒讓從孫縯萬取原影印本重校 。黃群復自加審正 ,

並於黃淮同時鄉人 ,及朝列往來名字爵里有可考者 ,略加註記 ,以茲省覽 。卷次

的編列 ,不照原書 。蓋所缺卷數 ,如照原編卷三以後徑接卷八 ,驟閱者不無駭

然 。故改編卷八為卷四 ,卷九至十五以次改作卷五至十一 。卷一至三退直稿 ,卷

所至九歸田稿 ,卷十 、十一入覲稿 ,另有補遺 「書學箴後」乙篇 。
肥

黃淮 《介庵集》不僅有遺佚 ,各種版本不一的現象 ,而且流傳絕少 。黃群論

其原因為 :

蓋文簡始居永嘉之黃府巷 ,子孫遷徙不一其處 。其在平陽鄭樓者 ,譜謂文

簡次子中書♂采之後 ,至今十數傳矣 。時易境遙 ,先世道箸至不能保守 。
19

詢之 ,移 徙他處者 ,則 亦皆然 。

焦9宏 ,《 獻徵錄》 ,卷 12,

黃弦9住 墓誌銘〉。
黃淮 ,《介庵無》 ,

貴淮 ,《介庵朵》 ,

黃准 ,《介庵集》 ,

8U .

�笫

�笫

�笫

頁19b,陳敬宗,〈 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苦兼武英殿大學士諡文簡

,頁 1b-2b。

,頁 3γ 3b。

,頁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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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 ,各版本內容則無甚差異 ,均包括退直稿 、歸田稿 、入覲稿 。退直稿為

永樂十二年 (l班 4)以前 ,在京師 (南京 )值內閣時期所作 ,歸田稿為宣德二年

(l親7)以疾乞休後所作 ,入覲稿則為宣德 、正統時三度入朝時所作 。除此之外 ,

《省愆集》眾繫獄十年之作。職是之故 ,黃淮的著作《自省集》雖亡佚無存 ,然

《省愆集》及 《介庵集》的傳世 ,已為黃淮自入內閣以迄終年留下了豐富可貴的

紀錄 ,其內容不僅足與本傳互證 ,更能補各家傳記之不足。

三 、文集考史 :黃淮好詆誣同列之辯

黃淮為官勤慎周密 ,於職務無所不舉 ,且識見尤為人所不及 ,亦深受永樂 、

洪熙 、宣德三位皇帝所賞識 ,但其仕途卻時乖命舛 ,下獄十年 ;家食二十餘年 。

不似楊士奇 、楊榮 、胡廣 、金幼孜 ,能長期處禁密 ,直至終老 。黃淮的境遇 ,

《明史》歸因於器量狹隘 ,喜以同列之小過上聞 。甚至認為解縉之謫 ,乃因黃淮

譖言之故 。而其於宣德二年致仕 ,蓋因楊榮言淮病瘵 ,能傳染人 ,以致見陳宣

宗 。
四

《明史》的說法 ,遍見明代至清初有關黃淮的傳記 ,此說最早出自楊士

奇 。《三朝聖諭錄》有段記載 :

永樂五年冬 ,一 日 ,胡 廣獨於武英門進呈文字 ,上兒之 ,稱善再三 。既 ,

從容問曰 :楊士奇文學於今雞得 ,而黃淮數不容之 ,何也 ?對 曰 ε淮有政

事才 ,士 奇文學勝 ,且 簡靜無勢利心 。蓋解縉重士奇及臣而輕淮 ,故淮有

憾 。朕知汝亦不容於淮 ,惟朕不烏所惑 。廣叩首退 ,與 臣言 8上恩如此 ,

當子孫世世不敢忘 。蓋自是吾二人待淮謹矣 。
21

《三朝聖諭錄》刊行於正統七年 (1貂2),士奇行將就木 (按 :士奇卒於正

統九年 (l羽4)三月 ),黃淮辭官家居 。自正統元年 (1芻6)黃淮入覲後 ,士奇與

黃淮一在北京一在永嘉 ,兩人已久未謀面 。士奇在 《三朝聖諭錄》中記載與黃淮

陳年舊事 ,謂淮氣度小 ,不能容同列 。縱使所言屬實 ,然因成袓 、解縉與胡廣均

早已去世 ,死無對證 ,實有失厚道 ,頗不得體 。

8】

﹄

！
《明史》 ,卷 147,頁 姐餌

楊士奇 ,《 三朝聖論錄》 ,

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3

,〈 黃准傳〉。
上 ,收入鄧士龍輯 ,許 大齡、工天有主點校 ,《 國朝典故》 (北

),卷巧 ,頁 lU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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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十四年 (l併9)黃淮卒 ,《明英宗實錄》於黃淮卒日所附的本傳亦云 :

「同列有小過 ,淮每以聞 。以故 ,人或怨之 。解縉之得罪 ,淮與有力焉 。」顯

然 ,黃淮氣度狹小 ,喜言同僚之過 ,為爭議性高的人物 ,當黃淮在世時已是 「共

識」 ,死後遂能 「蓋棺論定」。

然而在楊士奇及 《明英宗實錄》的記載 ,都未言及解縉之謫與黃淮有關 ,也

未透露楊榮言黃淮病瘵能染人之事 。這兩種說法 ,可能是始於 《簪齋瑣綴錄》。

作者尹直 (l親7∼ 151l)有一段涉及黃淮的敘述 :

永嘉黃文簡么淮 ,永樂中 ,以漢庶人之譖 ,下錦衣獄十年 ,憂畏不測 ,積

勞成瘁 。仁廟嗣位 ,重 睹天日,薦進孤 9FF。 宣德丁未 ,主考會試 ,後以病

歸 。時甫下壽 ,而 父已封少係 ,年逾九十 ,慈 孝甚樂 ,世 以為容 。癸丑 ,

父以父卒 ,蒙卹典 。即吉 ,赴京謝 。留數月 ,至賜遊西苑 。己卯春 ,復赴

臨 ,仲夏乃東歸 。後終於正寢 。子輯 《名臣通錄》 ,未得其家傳銘志 ,僅

據其 《省愆集》略為之 。贊曰 :高 才懿學 ,夙榮遭際 。簡任輔儲 ,兢惕淬

勵 。莫為而為 ,省 愆懲艾 。困久乃亨 ,薦陟三事 。退休葆和 ,亦惟嚴侍 。

橋梓並榮 ,毒福隆備 。蓋頌其美耳 。及旁詢其詳於博識諸士夫 ,有謂方正

學之誅夷 ,尹 昌隆之藉沒 ,許白雲之極刑 ,皆 出於文簡。因憶昔祭酒劉益

嘗見謂文簡好訾毀同列 ,一 日 ,便殿未入侍 ,宣 廟問 :淮何在 ?東楊 (

按 :楊 榮 )對以淮素病瘵 。療病能染人 ,白 是有旨免奏對 。久乃告病侍

親 。是則文簡好短毀人 ,固 宜有反爾之報 。至謂方 、尹 、許之慘禍一出於

文簡 ,則 未必然 。若果有之 ,是小人之尤者 ,何得老死牖下好還之 ,天豈

懵然焉 ?通錄宜不取 ,姑俟知者審焉 。
妙

由尹直的記載 ,可知黃淮謝世後仍成為爭議性的人物 ,而且對黃淮不利的說

法愈來愈多 ,甚至連方孝孺等人之死都嫁禍到黃淮身上 。尹直雖對此也不相信 ,

但其仍將之記載下來 ,並轉述劉益之言 ,謂黃淮好訾毀同列 ,並道出黃淮病瘵之

事 ,且因楊榮之故見疏於宣宗 。其說法影響極大 ,幾乎成為黃淮的定評 。換言

之 ,尹直得自於劉益 (l們2∼ 1463)的說詞 ,為後人所接受 ,成為了 「事實」。

η 尹直 ,《寒齊瑣綴錄三》 ,收入鄧士龍輯 ,許大齡、三天有主點校 ,《 國朝典故》 ,卷 “ ,頁

1282-12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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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與黃淮同時代的友人 ,陳敬宗 (l397∼ Ⅱ59)撰 的墓誌銘 ,與王直

(1379∼ 踊 砂撰的神道碑銘 ,卻有不一樣的說法 。陳敬宗謂 :

(黃 淮 )當讀廷試卷於上前 ,同 列有不直者 ,伏 必正色直之 ,不 少隨順 。

於是人有 日父烏太認真者 ,亦 不少變也 。
四

王直謂 :

(黃 淮 )性尤介特 ,不 由隨茍止 。雖與同列議事上前 ,有 所不可 ,亦 毅然

不回 。人或謂公板執 ,且議公太認真者 ,父 曰 :我道當如是也 。但恐執不

固 ,認不真耳 。薦引賢才 ,無問疏戚 ,其烏上為德 ,為 下為民 ,多 造膝之

言 。宏未嘗言于人 ,人亦罕得而知者 。天下蓋陰受其賜 。及謝病歸 ,厭城

市 ,居 山菴中 ,囂 然自得 ,外物不以累心 。郡縣官及師生請易♂所居孝廉

坊為榮祿坊 ,且請為位子先賢祠 。么謝曰 :某 邑庠諸生 ,恭竊至此 ,無益

于時 ,欲寡過未能 ,此非所敢聞也 。事乃已 。父之將終 ,有星大如棬枕 ,

墜其所居之後 ,光焰燭人 ,而父尚無慧 。人或謂公逝之祥 ,父處之恬然如

常時 。未幾 ,父 卒 。跡么前後所立 ,非樂天知命之君子歟 ?四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記載 ,要判定何者比較接近實情 ,可從作者或事件相關的

人入手 。解縉輕黃淮 ,黃淮好訾詆不能容胡廣 、士奇 ,都是楊士奇的說法 ,這段

記載其實透露了地域的問題 。解縉 、胡廣 、楊士奇都是江西人 ,解 、胡為吉水

人 ,楊為泰和人 。當內閣剛剛設置時 ,江西人所佔的比例頗高 ,他們看不太起黃

淮 ,然有才識抱負的黃淮也不肯退讓 ,江西閣臣與籍隸浙江永嘉的黃淮之間存在

若干問題 。再進一步言之 ,另一位後起的不利黃淮的記載者尹直 ,與士奇為同

鄉 。提供尹直訊息的劉益 ,則徙居吉水 ,落籍於此 。尹直也參與 《明英宗實錄》

的修纂 ,《 明英宗實錄》為國史 ,卻對黃淮有偏頗的評斷 ,不為無因 。加以尹直

為人有勢利心 ,躁於進取 ,寅緣攀附中官 ,且性格矜忌 ,不 自檢飭 。
%尹

直的

為人德性 ,也使我們對出自他的記載持保留的態度 。

∞ 焦竑 ,《獻徵錄》 ,卷 坨 ,頁 17b,陳敬宗 ,

黃宏9住 塞誌銘 )。

〈榮祿大夫少係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諡文簡

〈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諡文簡黃父神道工直 ,《工文端公文集》 ,卷 ” ,頁 2。 a＿b,
碑銘〉。
《明史》 ,卷 %8,頁 仍3U-4531,〈 尹直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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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為黃淮撰墓誌銘的陳敬宗 ,為人方嚴 ,容儀端整 ,任兩京祭酒 ,表範卓

然 。
%撰

寫神道碑銘的王直 ,個性端重 ,不茍言笑 ,居官能力持正議 ,不隨眾

俛仰 ,是位身負碩望的大臣 。
”

兩人的德行為人 ,足以讓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

對黃淮的記載應非背離或隱瞞事實的溢美之詞 。換言之 ,不應以對神道碑 、墓誌

銘記載的刻板印象 ,認為一定是褒美傳主 ,而否定其真實性 。記載的可信度 ,與

記載者的人格特質是有相當關係的 。

面對兩種出入甚大的記載 ,史家應以更審慎的態度處理 。值得吾人注意的

是 ,明代中期嘉隆的典籍多對黃淮持正面的看法 ,如雷禮 《國朝列卿記》 、廖道

南 《殿閣詞林記》 、鄧元錫 《皇明書》 、尹守衡 《明史竊》 、李贄 《續藏書》 ,

或不提及負面說法 ,或兩說並陳 ,或在本傳之後引對負面記載置疑的評論 。顯然

地 ,他們不太相信楊士奇與尹直的說法 。反倒是明代後期及清初典籍 ,如何喬遠

《名山藏》 、徐學乾 《明史列傳》 、王鴻緒 《明史稿》 ,接受楊士奇及尹直的說

法 ,對陳敬宗 、王直正面評價黃淮的記載全然忽略視而不見 。《明史》承之 ,遂

對黃淮之公案作了偏頗的論述 。

黃淮究竟是好詆誣同列 ,還是太認真 ,他與閣僚的情感關係如何 ?這些問題

的了解 ,或有助於黃淮公案的澄清 。若仰仗傳記類的史籍 ,顯然文獻不足徵 ,要

解答問題 ,必須借重文集 。先觀黃淮的 《省愆集》。

《省愆集》為黃淮獄中之作 ,其 自述說 :「 在獄逾十年 ,懲艾之餘 ,他無所

事 ,凡觸于目而感于心者 ,一皆形於詩 。」 「篇什所載 ,或追想平昔見聞 ,以鋪

張朝廷聖美 。或懷恩戀闕 ,以致願報之私 。或顧望咨嗟 ,以興庭間之念 。至於逢

時遇景 ,遣興怡神 ,一皆出於至情 。」仁宗嗣位 ,黃淮獲釋 ,再度入內閣 ,「 退

食之暇 ,紬繹腹稿 ,得詩賦詞曲 ,合若干篇 ,彙次成帙 ,名之日 《省愆集》 ,志

不忘也 。」叩是書除黃淮自序外 ,楊榮 、金幼孜 、楊溥作序 ,楊士奇作跋 。楊

榮作序於宣德八年 (l芻39二月 ,楊溥作序於宣德七年 (l芻2)春正月 ,楊士奇書

跋於宣德八年四月 ,黃淮自序成於宣德八年九月 。金幼孜之序未署年月 ,且其於

《明史),卷 163,頁 “Z-“25,(陳敬宗傳);卷 163,頁 併34,(贊辭〉。
《明史》 ,卷 169,頁 仍37.4542,〈 王直傳)及 〈贊辭〉。
黃9住 ,《省愆無》 (台 北 :國 家固書館藏明宣德癸丑刊本),序 頁Sa＿ 1Sb,〈 省愆集序)。

眳眳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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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六年 (1芻2)十二月已去世 ,其序文謂 :「 公方以疾 ,得告南歸 ,間 出其

集 ,示予屬為之序 。」
四

可知黃淮在宣德二年 (1親7)辭官時已有付梓之計劃 ,

正式出版時間應不早於宣德八年 (l芻4)九 月不晚於十二月 。此時距出獄已近十

年 ,黃淮致仕歸田 ,不問政治久矣 。且甫遭父喪 ,首度入覲謝恩 ,居北京 ,受宣

宗寵眷之際 。刊行此集 ,恐不僅是 「俾覽者知予處困之大略」 ,sU而是在向世

人 ,特別是昔日的內閣僚友明志 。

《省愆集》所表現的情
j懷

心境 ,楊榮的序說 :

此蓋特其一時幽厲之作 ,而 愛親忠君之念 ,咎 己自悼之懷 ,藹 然溢於言

表 。真和而平 ,溫而厚 ,怨 而不傷 ,而得夫性情之正者也 。
s1

金幼孜說 :

是集蓋么居幽時之作 ,凡 愛君念親 ,感 時書事 ,憂鬱自適之恨 ,悉於是發

之 。其言正而無邪 ,哀而不傷 ,詠嘆而自懲 ,紆徐委備 ,卒 本於忠厚惻

怛 ,其情藹如也 。⋯⋯子閱之再三 ,見父之於此 ,畏天祇命 ,志 愈堅而操

愈篤 ,藹 然忠臣孝子之思 ,備 見於情詞之間者 ,子無以議烏矣 。然去此而

休也 ,吾知岔怡愉恬道 ,氣益和 ,體益夷 。奉親之暇 ,與賓客故人 ,時時

作為詩歌 ,更倡迭和 ,以頌聖天子太平熙洽之盛 ,則 共和平盛大之音 ,又

非前 日憂鬱之時之可比矣 。甲

與黃淮同樣繫獄十年的楊溥說 :

皇太子監國 ,伏 以春坊大學士輔導久之 ,以職務被縈者若干年 。時其尊府

封少係父 ,及母 、夫人皆在堂 。躬身自克責 ,念君親之恩 ,惟圖存庶報稱

於萬一 。乃託之詩歌 ,以舒其抑鬱憔悴之懷 。故凡風景之接手日 ,而 感乎

情者 ,皆發之於詩 。久而成卷 ,名 之曰 《省愆票》 ‥.⋯ .觀宏名集之義 ,

豈徒詩云乎哉 ?!古之人孝莫如舜 ,忠 莫如周公 ,世未嘗以舜之孝 ,周 公

之忠為有餘 。則凡臣子之所以白處者當何如哉 ?伏蓋有見於是也 .夫人心

之天 ,不 烏事變所移易 ,別 足以昭世教 。士君子取重於世者 ,以其信道

貴淮 ,《省愆無》 ,序 頁13b,〈 黃淮自序)。

黃淮 ,《 省愆集》 ,序 頁助-6a9〈 金幼孜序〉
黃淮 ,《省愆年》 ,序 頁坊-3日 9〈 楊榮序〉。
黃淮 ,《省愆集》 ,序 頁Sb-7b,〈 金幼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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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豈徒詩云乎哉 !肥

與黃淮同為輔導監國太子宮臣的楊士奇則說 :

淮一滯十年 ,蓋鄒孟氏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 。夫莫之致而至 ,君子何容心

哉 ,亦反求諸己耳 !此省愆之所以著志也 。
s4

黃淮身為閣臣 ,傳言其與閣臣不相容 ,且好詆同列 。然其 《省愆集》作序作

跋者 ,全是昔日閣僚 。由他們的序跋 ,可知黃淮 《省愆集》所流露出來的是反求

諸己 ,忠君愛親 ,得乎性情之正的表現 。

黃淮刊行 《省愆集》 ,並請閣中舊友作序跋 ,應非文章應酬之事 ,他對同僚

持有一份特殊的情誼 。永樂十六年 (1班8)五 月 ,胡廣卒 ,貴淮在獄中得知噩

耗 ,傷懷不已 ,作 「聞胡學士物故詩以悼之」 :

廿載簪纓侍禁垣 ,哀榮終始荷君恩 ;生無慚德塵編簡 ,死有雄文遺子孫 。

愁鎖玉堂雲黯淡 ,魂飛楚水月黃昏 ;側 聞優詔須封諡 ,行見穹碑照基門 。

託官何幸屬斯文 ,交誼如君迥不群 ;持論肯嫌相可否 ,傾心殊覺更殷勤 。

薄劣自慚霄漢隔 ,別離誰謂死生分 ;阻培執紼情無已 ,涕 波汍瀾洒夕嘹 。
S5

胡廣生前 ,黃淮與其相得甚歡 ,唱和詩文 ,《介庵集》有 「和胡學士從狩陽

山韻」、「和胡學士遊牛首山韻」兩首七言律詩 。黃淮亦曾邀請胡廣在元宵前夕

賞蓮花燈 ,金幼孜同時受邀 ,留有詩句記其事 。
s6若

從胡廣的文集觀之 ,黃淮

曾以閩人陳叔起所畫樹石贈給胡廣 ,又贈江南佳茗 。
s’

黃淮為中書舍入時 ,回

故里永嘉 ,胡廣贈詩送行 。文集亦收錄寄黃淮 、楊士奇詩十首 ,以見平生交誼 。
ss《

省愆集》也有思念內閣同僚之作 ,「夢同僚諸閣老」云 :

貴淮 ,《 省愆年》 .序 頁Sb-lUb,〈 楊溥序〉。
楊士奇 ,〈 題黃少係省愆集後〉,黃 淮 ,《省愆集》 ,頁 仍a-45b。

黃淮 ,《省愆集》 ,下 卷 ,頁 1Ua＿ b°

金幼孜 ,《 金文蜻祭》 (台 北 :臺 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故宮藏文淵閣四庫珍本第二年 ,1991),
卷4,頁 aa＿ b,〈 正月十四夕黃侍講宗豫請資蓮花燈光大胡宏席上有詠走筆屑和之〉。
胡廣 ,《 胡文穆公文集》 (台 南 :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胡
張書等刻本 ,1997),卷 4,頁 鋪-4a,〈 黃學士以陳叔起所重樹石見貽賦此以答之〉。卷 16

,頁 如 ,〈 與黃學士書〉。

胡廣 ,《 胡文穆么文禁》 ,卷 6,頁 mb,〈 贈黃中書速永嘉)。 卷8,頁 1b●b,〈 次楊之宜
見寄兼東貴學士楊論德十一首〉。卷8,頁 ηa68a,(寄貴學士楊論德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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倏忽三年別 ,今宵夢裏逢 ;相看情繾綣 ,慰 問語從容。豈謂雲泥隔 ,猶憐
S9

道義同 ;覺來揮波眼 ,燈燼落殘紅 。

「猶憐道義同」流露了閣臣彼此以道義結合 ,有共同的政治理念 。永樂十八年

(1ηΦ正月初一作詩二首 ,一首憶雙親 ,一首則 「遙思諸閣老 ,環珮集彤閣」。

∞
翌年 ,永樂十九年 (1笈l),作春日書懷十首 ,其中有一首也是思念諸閣老之

作 :

遙思諸閣老 ,濟濟集彤問 ;恩 寵超常秩 ,奎躔耿夜煇 。黃封分內醢 ,春眼

換羅衣 ;料得多垂念 ,其如信息稀 。
41

諸閣老對僚友身陷囹圄難免有份感傷思念 ,經常賦詩給黃淮 ,《省愆集》中錄有

一首黃淮記此事的詩 :

人情疏闊易乖離 ,高 義相憐久不衰 ;免使題門如翟尉 ,多 緣知已過鍾期 。

青霄雲翮垂餘蔭 ,陰壑霜松挺故枝 ;瞻企無由懷似海 ,臨風搔首一嗟咨 。

42

同僚的關切 ,令身陷囹圄的黃淮有道義相挺友誼彌堅的感受 。閣僚中以楊士

奇最令黃淮感念 ,兩人有極其特殊的情誼 。《省愆集》有 「追和東里詩韻三絕」

五言絕句一首 ,抒思念故友之情 。
芻

正統五年 (1伯U),楊士奇出版 自訂之文

集 ,該書僅有序一篇 ,作序者便是黃淮 。正統九年 (1芻4)士奇卒 ,黃淮作祭

文 ,敘兩人之相交 :

么之於我也 ,道義交情 ,始終無達 。茍不託之於觚翰 ,曷 以致夫感仰之

私 。懷 自筮仕以來 ,五 十年于茲 ,升況榮辱 ,與時推移 。厥初承乏 ,職兼

兩制 。僚友之中 ,公 尤我知 。情之相字 ,堅如膠漆 。事之可否 ,信若若

龜 。逮夫鑾與北狩 ,青 宮監國 ,慎 簡官僚以勵翼 。惟我與公而相依 ,異體

同心 9合轍並趨 ,獻可替否 。一出手工 ,竭謀殫慮 ,扉 憚勞劬 。晉錫便

蕃 ,光 昭倫輩 ,百 貴所萃 ,曾 莫敢支 。夫何人事之錯迕 ,豈料災禍之荐

貴淮 ,《 省愆集》
黃淮 ,《省愆集》
黃淮 ,《 省愆集》
黃淮 ,《省愆無》
黃淮 ,《 省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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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 ,頁 留a-b

,上卷 ,頁 巧b,
,上卷 ,頁 ηa,
,下 卷 ,頁 %b,
,下 卷 ,頁 ηa。

〈庚子正旦二首〉。

〈辛丑春日書懷十首 )。

〈承舊同僚諸閣老屢造惠詩以志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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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 。父方入對明廷 ,旋復釋還故職 。我則拘幽田土 ,一滯十稔有奇 ,常承

憫惻之念 ,屢餽藥食之資 。詗我音耗 ,撫我癡兒 。綢繆懇悃 ,久 而不衰 。
44

黃淮此篇祭文 ,敘兩人始終無違的情義之交 ,絕非酬庸文章可比 。觀此文 ,應知

就黃淮而言 ,他應是非常重視友誼的性情中人 。

綜觀 《省愆集》及 《介庵集》 ,我們看不到一位喜言人過 ,善於譖人 ,不容

於同列的黃淮 。相反的 ,透過文集顯示黃淮與內閣同僚相處和洽 ,有情有義 ,彼

此為道義之交 。

四 、文集證史 :楊榮言黃淮病瘵能染人

黃淮在永樂內閣中 .年壽最長 ,卻最早致仕家居 。史言因其病瘵 ,且為楊榮

以計去 。實情究竟如何 ,亦可藉文集來瞭解 。

黃淮有疾 ,應是事寅 。陳敬宗所撰之墓誌銘述及監國之際 ,「 公以疾在告 ,

皇太子命內臣問安 。復遣院判蔣用文診視 ,賜以手書 。」
仍

《介庵集》 「和胡

祭酒 (按 :胡儼 )通州寄來詩」及 「清明陪謁長陵過田家有感」 (退直稿 ),分
別說 :「 力疾陪清論 」 、「力疾心何切 」 ,46作詩時有疾在身 。因黃淮早歲即

染疾 ,故而繫獄期間有 「十年蹤跡困沉痾 」的詩句 ,卻 其後 ,也嘗作 「愧我沉

痾猶未愈 」之嘆 。
姻

繫獄十年 ,黃淮始終病體纏身 ,《省愆集》有不少為病所苦的詩句 :

負愆將一載 ,嬰疾又經旬 ;自 笑相如渴 ,誰憐原憲貧 。炎蒸侵瘦骨 ,雨 濕

透重裀 ;解慍思餘澤 ,馳心向北辰 。 (上卷 ,頁 刉b-21a,〈 病暑 >)

新秋金氣應 ,涼 雨畫模糊 ;愁破詩懷好 ,神 清肺氣蘇 。祇慚孤聖眷 ,寧肯

哭窮途 ;更喜承佳製 ,聯篇錦繡鋪 。 (上卷 ,頁 21a,<承友人和立秋詩

韻復成一律以謝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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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淮 ,《介庵集》
焦竑 ,《獻徵錄》
基誌銘>。

黃淮 ,《介庵集》
貴9住 ,《省愆集》
貴淮 ,《介庵祭》

9/39a-b,〈 祭少師東里楊公文〉。
lVl5a,陳敬宗 ,〈 榮祿大夫少係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諡文簡貴公准

l/24a 。
下卷 ,13a,〈 壬寅初春」。
lU/18a,〈 次子采蒙恩留內閣進學臨別賦十絕以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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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旬日後 ,餘熱尚憑陵 ;病體何時減 ,愁懷此 日增 。渴恩金碗蔗 ,清愛

玉壺冰 ;便欲凌風去 ,羈 留愧未能 。 (上卷 ,頁 鈕b,ㄑ 秋熱 >)

抱病何當差 ,興懷總可憐 ;多 愁醒似醉 ,不 寐夜如年 。灰冷消餘燼 ,衾 寒

怯故綿 ;固 窮吾道在 ,肯 烏別情牽 。(《省愆集》 ,上卷 ,頁 2sb,<冬

夜 >)

弱女吾鍾愛 ,興恨百感升 ;有 家雖素願 ,力 疾困微生 。貞淑無達訓 ,紉縫

自夙成 ;客 中間此語 ,陡覺病身輕 。(《省愆集》 ,上卷 ,頁 笳a,<憶

子二首 >)

病起力難任 ,愁 來思不禁 ;雙 眸雲霧影 ,兩耳海潮音 。鄉國連宵夢 ,忠 貞

百歲心 ;誰能似鷗島 ,隨意 自浮沉 。(《省愆集》 ,上卷 ,頁 3ia,ㄑ 病

起 >)

久困沉痾力漸衰 ,艱難藥衷厭頻開 ;丹 心未許如灰冷 ,白 白驚看似箭催 。

塵篋尚淹題柱筆 ,落花空負送春盃 ;聞 知天上多恩露 ,不信餘生委草萊 。

(《省愆集》 ,下卷 ,頁 Sa,<送春 >)

暑雨連朝未放睛 ,不堪病體困炎蒸 ;何當置我崑崙頂 ,兩腋清風萬壑冰 。

(《省愆集》 ,下卷 ,頁 2ca,<暑雨 >)

終朝悶坐太無聊 ,病體何堪肉漸消 ;惟有丹心長耿耿 ,夢 中猶憶紫宸朝 。

(《省愆集》 ,下卷 ,頁 29a-b,〈 悶坐 >)

由以上的詩句 ,可知黃淮在獄中頗為病體所苦 ,炎炎夏日病情加劇最難忍

受 ,渴盼下雨 ,更望秋天早 日到來 。秋高氣爽的天氣 ,神清肺氣蘇 ,黃淮大概也

認為他的病與肺有關 。沉痾在身 ,黃淮甚至自稱 「病翁」。
們

仁宗即位 ,黃淮被釋 ,仍居內閣 。仁宗壽不永年 ,在位僅十月 。仁宗因欲還

都南京 ,遂派太子前往 ,因而仁宗崩時 ,宣宗不在北京 。時漢王高煦有異志 ,群

情洶洶 ,黃淮與楊士奇 、楊榮共同輔導鄭 、襄二王監國 ,淮憂勞至於嘔血 。宣宗

φ 黃淮 ,《省愆年》 ,下卷 ,頁 粥a,〈 立冬朝天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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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位 ,高煦反 ,黃淮因多病留在北京 ,再度輔佐鄭 、襄二王監國 。黃淮深感責任

重大 ,夙夜在公 ,直至平亂班師 ,才返回私第 。公爾忘私 ,使黃淮病情加劇 ,宣

宗命太醫院使徐叔拱為其治療 ,病勢稍癒 。隨後即致仕返鄉靜養 ,結束了仕宦生

涯 。黃淮在事業的另一高峰時 ,卻因疾退隱歸田 。究竟是 「病少瘥 ,即上書乞骸

骨 。固請不許 ,使令歸田養疾 。賜楮鏹萬貫 。陛辭 ,加賜萬貫 。」
m還

是 「其

見陳於宣宗也 ,亦謂楊榮言淮病瘵 ,能染人云 。」
H

黃淮辭官 ,楊士奇贈詩並作序 ,楊榮亦有詩記其事 。楊士奇的序文寫道 :

⋯⋯始么以病在告 ,上命醫往治 ,歷五閱月弗廖 ,於是作其去歸之志 。其

交游有歎其際亨會而遽達榮 ,私為么惜者 。亦有高其當盛滿而戒止足 ,以

為公喜者 。士奇曰 :皆 非也 。夫役志於貴富 ,淺 大夫之事 ,固 不足以知

么 。脫屣乎世累 ,獨善者所為 ,亦 非所以喻父 。么起 自諸生 ,不三十年致

位三孤 ,階一品 ,在崇重清切之地 。名聞海內 ,方將勉副重寄 ,慰人望 。

乃引恬山林以自高 ,豈 大臣君子之事哉 。伏聞之曰 :子之勵余是已 ,而 豈

余之所得 ?聖天子聰明睿智 ,英 文神武 ,過古帝王矣 。股肱群臣方濟濟都

俞 ,相得於泰和熙洽之朝 。淮雖非才 ,何幸參陪千載之過 ,顧讀寡祐 ,而

纏綿疾病歲月之久 ,尚可孤榮祿而不知退哉 ?遜入疏 ,白 其情 。上憫而從

之 ,且命疾已復來 。么明日入謝 ,賜鈔萬緡 。敕兵部給驛舟 。又明日 ,陛

辭 ,加賜萬緡 。夫不強其難 ,不合于舊 ,陛下仁與義兼盡矣 。於是在庭文

武之臣皆喜 ,以 為儒者之榮 。而士奇獨不能無感焉者 。
犯

楊榮作五言古詩一首 ,先述兩人交誼 ,繼言黃淮之辭官 :

憶昔事太宗 ,從容侍帷幄 ;時時被顧問 ,密邇居館閣 。維公我最厚 ,交契

得所託 ;丰 標獨清奇 ,襟度 自恢廓 。獻納效忠勤 ,論思攄寒諤 ;青綾每同

直 ,彩 毫時間作 。出入二十年 ,親愛宛如昨 ;龍與忽上賓 ,街哀波俱落 。

仁皇嗣實位 ,任舊多寵渥 ;么 時特承恩 ,不 日登峻擢 。三孤位隆重 ,兼秩

m 焦竑 ,<獻做錄》 ,頁 16a,陳敬宗 ,〈 榮祿大夫少係戶部尚苦兼武英殿大學士諡文簡黃岔淮
基誌銘〉。
《明史》 ,卷 147,頁 射2,〈 貴淮傳 )。

楊士奇 ,《 東里文集》 (台 南 :莊展文化字紫有限公司據杭州大學固書館藏明刻本影印 ,1999),

卷7,頁 lUb.mb,〈 送少係黃公歸永嘉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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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非薄 ;寧期望,g+湖 ,弓 劍隔真寞 。今皇紹大統 ,眷遇恩禮數 ;父 乃久嬰

疾 ,懇辭近丘壑 。盛情念老臣 ,錫 奇何揮霍 ;歸帆指東浙 ,奏親以為樂 。

榮名動宇宙 ,英 聲鎮南朔 ;到 家懷遠音 ,好寄雲問鶴 。
犯

觀楊士奇與楊榮之作 ,不難看出楊士奇與黃淮的情誼較深 ,對其辭官多少還

有惋惜之意 ,楊榮則多述黃淮在永樂 、洪熙 、宣德三朝受寵渥的情狀 ,且對辭官

賜賚之厚 ,有點羨慕中帶酸的味道 。惟兩人都指黃淮久病一時難瘱 ,故上書辭

官 ,此種說法與陳敬宗墓誌銘病稍癒即上書乞骸骨的說法有異 。誰是誰非 ,頗難

論定 。

黃淮辭官 ,是否因楊榮向宣宗謂其病瘵能染人 ?由文集來看頗有可能 。《介

庵集》有黃淮悼念楊榮的祭文 ,該文不類前引祭楊士奇文 ,多述楊榮受君主寵任

之情狀 ,著墨兩人情誼者不多 ,且通篇為四言體 ,缺乏感情 。祭文中也提到因病

歸田之事 ,「 淮忝同官 ,蓋亦有年 ,叨辱眷愛 ,義重情堅 ,憫余瘁困 ,遂獲歸

田 。」
臸

楊榮因憐惜黃淮為病所困 ,使黃淮得以辭官返鄉 ,顯然地 ,黃淮認定

其致仕與楊榮有關 。換言之 ,文集的資料可以證史 ,使宣宗疏黃淮乃因楊榮言其

病瘵能染人的說法 ,相當的可信 。

黃淮辭官後 ,「 臥病甌臾」 ,5‘ 返鄉調養 ,也得以盡孝子之心 ,承歡於年

屆九十的父親膝下 。俟其父親過世後 ,入京朝覲謝恩 。當時的寵渥 ,僅由各家傳

記 ,頗難得其情狀 。《介庵集》入覲稿的部分 ,有些記錄當時各種活動的詩文 。

宣宗曾賜宴內閣 ,特別是宣德八年 (l芻3)四 月二十六 日宣宗賜遊西苑 ,除黃淮

外 ,還命成國公朱勇等十四人陪行 ,其中有楊士奇及楊榮 。時黃淮身體疲弱 ,宣

宗許其乘坐肩輿 。其後又賜遊北京西湖及太液池賞荷 ,觀麒麟 (長頸鹿 )、 福祿

(斑馬 )於東苑 ,更宴於萬歲山麓 。
∞

如果黃淮是瘟鬼 ,所患之疾是能染人的

∞ 楊榮 ,《 文敏集》 (台 北 :士 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故宮藏文淵閣四庫珍本第四祭 ,1973),卷
2,頁 22b,(送少係黃先生遠鄉)。

黃淮 ,《 介庵年》 ,卷 9,頁 筘b,〈 祭贈太師默菴楊么文)。

黃淮 ,《 介庵祭》 ,卷 1U,頁 16b,〈 題熊都御史送行卷)。

黃淮 ,《 介庵集》 ,卷 lU,頁 9a＿ lUa,〈 賜遊西苑詩〉。另外 ,同 卷 ,頁 Sa＿ Sb,〈 宣德壬子
入現賜留屢月庖從幸南海子閱海來青應制賦五言排律一首);頁 1Ua＿ 1Ub,(賜遊北京西湖觀荷
花仍遊西山新寺進律詩三首〉;頁 1Ub,〈 賜遊太液池觀荷進律詩二首〉;頁 ηb一”a,(靈瑞

贊〉;頁 23a＿舛a,〈 御制恩賜詩贊),都是有關入現時活動的紀錄 。

窔�

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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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癆 (瘵 ),宣宗以這些活動表示對黃淮的榮寵 ,豈不令人匪夷所思 。由黃淮入

覲期間的宮廷活動 ,我們應知此時的宣宗基本上不相信黃淮病瘵 。再者 ,黃淮歸

田後 ,日與父親及胞姊王安人相處 ,其父高年九十三 ,田 胞姊年壽近八十 ,兒

黃淮則享齡八十三 。家族及本人的高壽 ,也令人很難同意黃淮病瘵的說法 。

五 、結 論

作為明朝內閣初創 ,第一批被欽定簡入禁密的閣臣 ,黃淮應可在 「靖難」後

的明初政局中取得崇高的地位 ,尤其是解縉被黜後 ,他以內閣第一人的地位 ,更

可以成其輔弼的不世之功 。然而卻因輔導太子失職 ,繫獄十載 ,出獄後不數載 ,

又因有病而歸田養疾 。黃淮的境遇 ,造就了楊士奇與楊榮的勳業 ,兩相比較 ,幸

與不幸 ,令人唏噓 。史稱黃淮好詆毀不容於同列 ,又患有能染人瘵病 ,似乎這兩

項理由是將黃淮的不幸境遇做了合理化的解釋 。由本文的探討 ,可知黃淮非常珍

惜與同僚的情誼 ,不論是對楊士奇或楊榮 ,都推誠以待 。然而 ,好詆誣同列的指

責源自楊士奇的 《三朝聖諭錄》 ,病瘵能染人的說法則是楊榮惡意中傷 。而且明

代文獻對黃淮的訿議 ,可說是 「踵事增華」 ,層壘堆積 。由楊士奇的 《三朝聖諭

錄》 ,經 《明英宗實錄》黃淮本傳 ,到尹直 《謇齋瑣綴錄》 ,事涉不利黃淮記載

愈來愈多 ,而且逐漸形成了 「事實」。這個 「事實」 ,明朝中晚期的史家多採懷

疑的態度 ,認為黃淮蒙垢 ,透過以黃淮及同時代諸人文集史料的考察 ,應可獲得

證實 。文集對人物研究的重要性 ,於此可見 。

明朝史家對不利黃淮的記載持保留懷疑的看法 ,似乎對清初的學者沒有產生

作用 。清代修築的明史書籍多直接記載了黃淮好詆毀同列排擠閣僚 ,以及病瘵的

情事 。以致乾隆時官修的 《明史》黃淮本傳最後的部分直接寫道 :「 量頗隘 ,同

列有小過 ,輒以聞 。或謂解縉之謫 ,淮有力焉 。其見陳於宣宗也 ,亦謂楊榮言淮

病瘵 ,能染人云 。」
兜

由於 《明史》取得正史的地位 ,使得以上所引的一段文

9 黃淮父黃性生於元至元五年 (已 卯 ,l339),卒於明宣德六年 (丙 寅 ,1431),字年九十三。
楊榮 ,《 文敏祭》 ,卷 η ,頁 la＿4b,〈 封榮祿大夫少係戶部尚書兼武共殿大學士黃岔基誌
銘 )。

黃淮 ,《介庵年》 ,卷 9,頁 39b-銘a,〈 祭亡姊王安人文〉。
《明史》 ,卷 1η ,頁 41留 ,(黃准傳 )。

92 .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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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成為黃淮的定評 。影響所及 ,會誤導研究者在探討明初內閣制度發展走歧路 ,

產生偏差 ,當然也會忽略了黃淮公案的意義 。

將黃淮公案放在明初內閣發展的時代背景來看 ,意義是相當大的 。從永樂到

正統初期 ,明代內閣在同寅協恭的背後也有工於心計暗中排擠的一面 。黃淮功在

輔導 ,通達治體 ,識見高於二楊 。惟其行事太認真 ,不肯苟且 ,且 「己之自信

者 ,報國之忠 」 。
UU這

種性格使其只知戮力從公 ,而疏於刻意營造與君上及同

僚的關係 ,因而其閣中摯友乃能在皇帝面前片言使其受到莫大的傷害 。黃淮蒙

垢 ,楊士奇與楊榮絕對是關鍵的因素 ,這兩位黃淮的摯友對黃淮確實有相當不厚

道的地方 。如果能對此有認識 ,再來考察明代內閣制度初期的發展 ,一定能有不

同以往的思考與看法 。

黃淮獄中十年的集子以省愆為名 ,「 當患難幽憂之日 ,而和平溫厚無所怨 ,

尤可謂不失風人之 旨 。」
61身

處憂患 ,仍和平溫厚無所怨 ,善譖人者豈是如

此 ?尤其難能可貴者 ,黃淮雖為楊士奇與楊榮所中傷 ,但仍與之保持相當良好的

友誼 ,只在兩人謝世後 ,於悼念的文辭中婉轉表露內心的慊然之情 。明代初期內

閣良好形象的維護 ,黃淮才是最重要的人物 。

楊榮 ,《 文敏集》 ,卷 %,頁 13b,〈 黃少係像贊〉。
黃淮 ,《省愆年》 (台 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故宮藏文淵閣四庫珍本第十集 ,

〈提要〉。

198U) ,頁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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