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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內閣人事嬗變看崇禎朝之政局一一以 「五

十宰相」為中心之探討

林璀瑤

明代崇禎皇帝在位十七年 ,內閣閣臣計有五十人之多 ,有所謂崇禎 「五

十宰相 」之稱 。本文針對崇禎朝內閣的人事遞變進行探討 ,涉及崇禎皇帝與

閣臣間政治互動關係 、以及諸位閣臣間的人際關係等間題 ,分析當時政局發

展及變化 。

崇禎朝 「五十宰相 」的人事嬗變與當時政局發展有密切相關性 ,討論內

閣人事問題 ,因應崇禎朝不同時期 ,可以區分為前期 、中期 、後期三階段來

討論 。(一 )崇禎朝前期內閣之發展 (15”一16” ):經歷崇禎帝整頓魏忠賢

勢力的改革 ,內 閣人事出現波動 ,雖引進反魏人才的加入 ,但因為東北邊防

及袁崇煥事件 ,前期所建立的反魏內閣 ,如曇花一現 ,未能維繫長久 ;(二 )

崇禎朝中期內閣之發展 (lt3U-1t39):周 延儒與溫體仁兩人有首輔之爭 ,溫

體仁排擠周延儒後順利擔任首輔之位 ,主政下受到崇禎帝之重用 ,對於異己

極力排除 ,政風沉淪 ;(三 )崇禎朝後期內閣之發展 (1639-16“ ):為解決

流寇及東北問題 ,崇禎帝採用考試方式引進新閣員 ,尤其著重軍事 、財政等

事務的處理 ,但隨著國勢 日漸衰落 ,後期閣員未能如崇禎帝之願 ,為其順利

解決危機 ,並伴隨著亡國的悲運 ,閣員也多殉國喪命 。

關鍵詞 :明朝政治 、內閣 、崇禎 、五十宰相

71



花  林璀瑤

一 、前言

自明太祖廢相後 ,不復存在宰相之職 ,但隨著明代內閣制度的發展 ,時

人即以入閣大臣視同宰相 。以明代內閣制度運作而言 ;閣員並無固定任期 ,

亦無特定人數 ,因此其中人事之嬗變與更替 ,適反映著明代朝廷中樞政治運

作發展之現象 。明代的內閣政治 ,在皇權與閣權之間 ,形成一套支配與制約

的雙重作用 。
I就

皇權支配方面而言 ,皇帝對閣臣的重視與信賴 ,影響著內

閣票決策與落實程度 ,而閣臣的選用受到皇帝好惡的左右 ;就內閣對皇權影

響方面而言 ,更須進一步考量皇帝 、閣臣本身 、以及政治環境等多重因素 。

因此 ,內閣閣臣扮演的政治角色 ,及其人事的遞變 ,具有深刻時代意義 ,對

於了解明代政治制度之運作 ,更可提供一項觀察的面向 。

明代崇禎皇帝在位十七年 ,所用內閣閣臣 ,計有五十人之多 。這五十位

閣臣有所謂崇禎 「五十宰相 」之稱 。
2崇

禎帝在位短短十七年間 ,任用如此

之多 ,而其任期之短 、更迭之速 ,皆是明代內閣制度運作中的特例 。但 目前

對崇禎朝五十位閣臣的相關研究 ,並未以五十相為主體進行深入探討 ,惟涉

及晚明黨爭 、
3相

權問題 、
4內

閣制度
s、

崇禎皇帝
‘
等研究成果上 ,則提供

I譚
天星 ,《 明代內閣政治》(北京 :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年 1月 ),頁

124-lt5。
2曹

溶 ,《 崇禎五十宰相傳 》,收入於 《四庫全書存 目叢書》(臺北 :莊嚴文化事業 ,

史部第 l19冊 ,19%年 8月 ),曹溶以五十宰相命此書之名 ,乃從其俗稱 ;王士

禎 ,《 池北偶談》(臺北 :新興書局 ,19tU年 6月 ),卷 lU,「 談獻 」,有崇禎五

十相之稱 ,頁 la/46U2;陸敬安 ,《 冷廬雜識》(臺北 :文海出版社 ,近代中國史

料叢刊第七十六輯 ,19η 年 4月 ),卷 4,明崇禎朝相以 「明崇禎朝五十相 」稱

之 ,頁 27a/%3。
3謝

國禎 ,《 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θ 年

一

月 ),頁
72一98。

4蘇
同柄 ,〈 明代相權問題研究 〉,收入 《明史偶筆》(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U

年 6月 ),頁 1-56。
5有

山本隆義 ,《 中國政治制度U研究 :內閣制度°起原 t發展》(京都 :京都大學

東洋史研究會 ,1%8年 3月 );王其架 ,《 明代內閣制度》(北京 :中 華書局 ,1989

年 1月 ):張治安 ,〈 閣臣出身經歷及籍貫 〉、〈閣臣之任用 〉,收入於 《明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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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之參考價值 。綜合相關研究成果 ,大致可歸納以下三方面 l)以黨爭

角度剖析 ,說明崇禎朝內閣的人事異動 ,包含著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之爭 ,而

崇禎朝內閣成為晚明黨爭延續之所 ;7 (2)以分析崇禎皇帝為主軸 ,從閣

臣更替不斷 ,以證崇禎帝用人之非 ,8及其專權獨斷的一面 ;’ (3)就內

閣閣臣素質作分析 ,討論崇禎朝五十位閣臣 ,多庸碌無所建樹之徒 ,其中周

延儒 、溫體仁更受到惡評 。
1U

制度研究》(臺北 :聯經出版社 ,19兜 年 6月 ),頁 99-2U5;暴鴻昌 ,〈 明代內

閣組合類型述略〉,收入於吳智和主編 ,《 明史研究專刊》(宜蘭羅東 :明史研究

小組出版 ,19夗 年 lU月 ),第 1U期 ,頁 ”5-24U;譚天星 ,《 明代內閣政治》

等 。
°
張德信 、譚天星 ,《 崇禎皇帝大傳》(瀋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3年 12月 );

晁中晨 ,《 崇禎傳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年 9月 );樊樹志 ,《 崇禎傳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年 11月 );李龍華 ,〈 明崇禎皇帝的統治術 〉,香港

大學創校九十週年 「明清史國際研討會 」發表文章 ,(未出版 ,2UU1年 4月 )。
7謝

國禎以東林黨為劃分標準 ,將崇禎五十相分為三個系統 :第一種是東林黨正人

君子派 ,代表人物有文震孟 、錢龍錫 、孫承宗 、范景文等人 ;第二種是其後與

依附東林黨採合作的一派 ,代表人為周延儒及王應熊 ;第三種則是屬於反東林

黨一派 ,代表人物有溫體仁 、薛國觀 、陳演 、魏藻德等人 ;張德信 、譚天星 《崇

禎皇帝大傳 》及晁中晨 《崇禎傳 》皆採用 「東林內閣 」指稱劉鴻訓 、韓爌等人

在閣時期 ,亦談及閣臣黨爭問題 ;樊樹志 《崇禎傳 》,特別以錢謙益案 、錢龍錫

案作為黨爭之例 ,兼談周延儒 、溫體仁之傾軋等間題 。8孟
森 ,《 明清史講義》(臺北 :里仁書局 ,19跑 年 9月 ),頁 319-32U。 孟森對於

崇禎朝之用人有深刻之批評 ,直斥所用姦臣溫體仁 、周延儒 ,皆是造成明代促

亡之因 ,並兼論崇禎閣臣薛國觀 、周延儒被戮 ;劉鴻訓 、錢龍錫遭遣戍 ,反映

崇禎帝無敬大臣之意 。
’
蘇同炳 〈明代相權問題研究 〉一文指出 :「 崇禎一朝⋯⋯亦俱由皇帝躬親處理 ,

內閣不過奉行意志 。皇帝事事獨斷 ,所用的大臣 ,又專以逢迎揣摩為能事 ,這

就造了一種情勢一整個政治成為一人政治 。⋯⋯其原因總由於莊烈帝專斷而多

疑 ,既無知人之明 ,又無容人之量 ,於是小人得志 ,君主被蒙蔽 ,國是 日非 ,

正是必然的結局 。」頁 54。 李龍華 〈明崇禎皇帝的統治術 〉一文 ,分析閣臣資

料 ,指出罷免人數有 力 人 ,被迫退休有 14人 ,認為崇禎基於前朝權相 (嘉靖

朝嚴嵩 、萬曆朝張居正 )、 權宦 (正德朝劉瑾 、天啟朝魏忠賢 )之戒 ,頻換閣臣

乃為了杜絕權相 ,免除君權旁落 ,頁 16-19。
I°

暴鴻昌 〈明代內閣組合類型述略 〉一文 ,分析明代內閣組合 ,在皇權政治下出

現有相協型 、閹黨型 、首輔專政型 、傾軋型及庸材充位型等內閣組合 ,其中崇

禎朝閣臣周延儒與溫體仁代表傾軋型內閣組合 ,而崇禎一朝表現最為明顯的是

庸材充位型內閣組合 ,頁 ” 5-2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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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之論述 ,可以發現對於崇禎五十相探討之論點 ,環繞在晚明黨

爭 、崇禎帝用人缺失 、閣臣本身表現之議題上 ,其研究成果皆傾向於對崇禎

朝內閣較負面之批判 。本文希望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 ,重新以崇禎五十相作

為探討中心 ,針對崇禎朝內閣的人事之遞變 ,分析其與政局之關係 ,尤其崇

禎皇帝與閣臣間如何進行政治互動 、以及閣臣間的人際關係等問題 ,亦是本

文嘗試探討的部分 ,希望從崇禎五十相的分析呈現當時政治發展 ,及其特殊

的歷史意義 ,並給予崇禎 「五十宰相 」一個較客觀之評述 ,及嘗試釐清有關

五十相研究論點之爭議 。

對於崇禎五十位閣臣之探討 ,為了有系統之介紹 ,將其分類並說明閣臣

其特殊表現是必要的 。
ll本

文以崇禎五十相人事遞變為探討中心 ,所以考

量其遞變之發展 ,嘗試將崇禎朝內閣分為前期 、中期 、後期三期進行討論 :

(l)前期 :從天啟七年 (15” )八月崇禎帝即位到崇禎二年 (16” );(2)

中期 :為崇禎三年 (l“ U)到崇禎十年 (1“ 7);(3)後 期 :為崇禎十年 (l“ 7)

到崇禎十七年 (16併 )三月流寇攻陷北京為止 。以此三期分段 ,逐次論述崇

禎朝內閣人事遞變及其政局發展 。

二 、崇禎朝前期內閣之發展 (1627一 1629)

崇禎皇帝為光宗第五子 ,冊封為信王 。
珍

當天啟七年 (16η )八月天啟

帝自知病危之際 ,乃召其弟信王入宮交代後事 ,並有意將皇位傳授其弟 。八

月底 ,二十三歲的天啟帝崩於懋德殿 ,魏忠賢等閹黨竟意圖秘而不宣 ,謊稱

謝國禎 ,《 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頁 74-75。 謝國禎以黨爭觀點切入 ,將崇禎朝
政治區分為五期 :(1)崇禎初年 :溫體仁 、周延儒合作時期 ;(2)崇禎 6-lU年 :

溫體仁專政時期 ;(3)崇禎 1U-l3年 :薛國觀當政時期 ;(4)崇禎 13-16年 :周

延儒再相時期 ;(5)崇 禎 16-17年 :陳演 、魏藻德等專政時期 。本文考量人事
嬗變為核心 ,採用前 、中 、後三期討論 。

談遷 ,《 國榷》(臺北 :鼎文出版社 ,1998年 7月 ),卷 88,頁 “85,天啟七年
八月乙卯條載封信王時間為天啟元年九月 。另外封信王時間有天啟二年之說 ,

如文秉 ,《 烈皇小識》(臺北 :廣文書局 ,1964年 2月 ),卷 l,頁 5;張廷玉等
撰 ,《 明史》(臺北 :鼎文出版社 ,1982年 l1月 ),卷 ” ,頁 3U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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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妃有娠 ,欲阻撓信王無法入繼大統 ,以便繼續掌握朝政 ,惟因皇后力拒不

可而止 。
‘

遂使魏忠賢等陰謀無法得逞 。信王入宮初夜秉燭獨坐 ,更擔憂

自身的安危 ,竟 自備食物 ,而不敢食用宮內糧食 ,可見入宮之初的信王對客

觀環境的不安與憂慮 。又見一宦官攜劍經過 ,「 即取視其劍 ,留几上 ,許以

賞 」
∥ ,皆是當時信王為避免遭閹黨等謀害 ,在不得已的情形下 ,一種 自

我防備 。正式握有皇權後 ,便以處理魏忠賢閹黨 ,成為崇禎皇帝首先要務 。

初時 ,有御史楊維桓 、工部主事陸澄源 、兵部主事錢元愨 、嘉興貢生錢嘉徵

等人先後上疏彈劾魏忠賢 、崔呈秀 。
5崔

呈秀 自知大勢已去 ,自 行請罷 ;

魏忠賢也告病求退 ,被置於鳳陽 ,十一月畏罪自縊而死 。
1‘

之後 ,一股反

動魏忠賢及其餘黨的整肅朝政之風興起 ,內閣人事之波動與安排 ,正是在此

時反魏聲浪中進行 。

前期的閣員有黃立極 、施鳳來 、張瑞圖 、李國搢 、來宗道 、楊景辰 、周

道登 、錢龍錫 、李標 、劉鴻訓 、韓爌 、孫承宗 、成基命 、周延儒 、何如寵 、

錢象坤十六人 。其中有天啟朝閣臣續任者 、有經由崇禎帝枚 卜者 ,以及透過

崇禎帝特簡而新入閣者 。

(一 )魏璫失勢後的內閣波動

崇禎剛即位時 ,內閣閣員有黃立極 、施鳳來 、張瑞圖 、李國搢四人 ,皆

天啟年間已入閣 ,繼續擔任崇禎朝之閣員 。天啟朝政權把持於魏忠賢等閹黨

手中 ,四人也因先前與魏忠賢共政之關係 ,在魏忠賢死後遂成為被彈劾之對

象 。天啟七年 (16η )十二月 ,國子監監生胡煥猷上疏 ,主張巨奸當除 ,而

文秉 ,《 先撥志始》(臺北 :廣文書局 ,1964年 2月 ),卷下 ,頁 2IU。

谷應泰 ,《 明史紀事本末》(臺北 :三民書局 ,19%年 2月 ),卷 花 ,「 崇禎治亂 」,

頁 8I7。 可另見談遷 ,《 國榷 》,卷 88,頁 “85,天啟七年八月乙卯 。文秉 ,《 烈

皇小識》,卷 l,頁 5。
巧

文秉 ,《 先撥志始》,卷下 ,頁 21l-213。
1‘

文秉 ,《 先撥志始》,卷下 ,頁 214。 張廷玉等撰 ,《 明史》,卷 ” ,頁 3U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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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奸者不可不除 ,17他認為黃立極等四輔 :

當忠賢專擅 ,揣摩意旨,專事逢迎 ,省 直建祠 ,各撰碑稱頌 ,宜亟罷。
H

面對監生胡煥猷之彈劾 ,四輔乃表示 :

忠賢碑文 ,使其食客遊士自為之 ,至於取旨褒贊 ,則 文書官稱上命票擬 ,

臣等不能盡職 ,計維有見幾之作 ,而徘徊其間 ,冀有毫髮之益于國 ,亦少

盡區區之心耳 。
1’

四輔的說法乃辯解早先奸璫當道下 ,不得已之舉 ,但當反魏輿論的壓力下 ,

眾人也只好稱病去職 。崇禎皇帝對於諸人的乞休 ,也給予一定禮遇 ,不但遣

行人送還 ,並賜金 、幣 、稟役 。
力

從四人的離任出閣 ,標示著天啟朝內閣

成員 ,在面對崇禎即位初反魏的風潮下 ,遂成為政爭的犧牲者 。另一方面 ,

崇禎帝對乞修的閣臣皆給予優待 ,其在整頓天啟內閣人事佈局上 ,即位之初

是以較溫和的手段進行安排 。

(二 )枚 卜選 才 :崇禎 朝新 內閣的組合

當黃立極 、施鳳來 、張瑞圖 、李國搢等四輔 ,遭遇奏章交相彈劾之際 ,

四人已知大勢已去 ,難以久留 ,因此建議崇禎帝應對未來閣員人事預做安

排 ,天啟七年 (16η )十二月 ,吏部先會推閣員十人 ,再議請崇禎帝採用枚

卜方式選出新閣臣。崇禎帝為了表示謹慎的態度 ,先對天焚告 ,行叩拜之禮 ,

再以箸挾取金瓶簽條 ,先後抽出錢龍錫 、李標 、來宗道 、楊景辰四人 ,但輔

臣以 「天下多事 ,叩頭求廣一二」
”,崇禎再從金瓶復挾二次 ,得周道登 、

劉鴻訓二人 。

崇禎皇帝何以使用枚 卜作為選用閣臣的方法 ,無疑是崇禎帝對朝廷大臣

18

I9

2。

曹溶撰 ,倦圃老人重定 ,《 崇禎五十宰相傳》,收入於 《叢書集成續編 》(上海 :

上海書店 ,第 3U冊史部 ,19舛 年 6月 ),頁 4lbZ7U9。

李遜之 ,《 三朝野記》(臺北 :廣文書局 ,1964年 2月 ),卷 4,頁 135。

同註 18。

《崇禎實錄 》,(臺北 :大通書局 ,台灣史料文獻叢刊第三輯 ,台 灣文獻叢刊第
2艸 種 ,1984年 IU月 ),卷 1,頁 4U,崇禎元年三月乙丑 。

李遜之 ,《 三朝野記》,卷 4,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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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黨營私深懷戒心的做法 。
η

不但防範外官的請託行為 ,更突顯沒有私意

介入的公正人事安排 ,希冀內閣閣員有客觀的選用 ,透過枚 卜任用的六位新

閣臣 ,其中錢龍錫 、李標 、周道登 、劉鴻訓四人皆在天啟時忤怒魏忠賢 ,而

遭禁錮 。
”

至此經由會推再枚 卜而擔任新閣員 ,亦呈現崇禎初內閣人事的

新氣象 。然而 ,透過枚 卜所得的六位新閣臣 ,其素質參差不齊 。如來宗道 「居

相無所長短 」
留

而有 「清客宰相 」之稱 。雖然周道登未曾依附魏黨 ,但因

無學術 ,奏對鄙淺加上入閣柄政後任用私人 ,終被言路所劾 ,也 引疾請辭 。

25

同樣 ,劉鴻訓雖在天啟時忤魏忠賢被斥為民 ,而入閣之初 ,亦懷著的政

治抱負 :

感上知遇 ,欲為國家破積習 ,以替新政 ,焚三朝要典 ,及處分三四侍從 ,

中有名章徹者 ,大抵出公票擬 。
%

但矯枉過正 ,極力根除魏黨勢力的結果 ,遂引起御史袁宏勳彈劾其借毀 《三

朝要典》所帶來的人事惡果 ,其日 :

未毀以前 ,崔 、魏借之以空善類 ;既毀以後 ,鴻訓又借之以殛忠良,以暴

易暴 ,長此安窮 !”

崇禎帝不為所動 ,依舊委任劉鴻訓 ,但在御史吳玉舉證歷歷 ,彈劾劉鴻訓增

減敕書及受賄的事蹟後 ,田 崇禎皇帝乃下令九卿科道依律懲處 ,所以劉鴻

訓終因獲罪謫戍 。至此 ,經由枚 卜選出六位已去其五 ,崇禎帝不得已再命吏

夏維中 ,《 景山的晚風 一大明帝國的衰亡》(江蘇 :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S年 l

月 ),頁 126。

曹溶撰 ,倦圃老人重定 ,《 崇禎五十宰相傳》,頁 1Ua/693。

《崇禎實錄 》,卷 1,頁 48,崇禎元年六月壬子 。
陳盟 ,《 崇禎內閣行略》,收入於 《叢書集成續編 》(上海 :上海書店 ,1994年 6

月 ),頁 1laZ674。

陳濟生 :《 啟禎兩朝遺詩小傳 》,收入於周駿富輯 ,《 明代傳記叢刊 》(臺北 :明

文書局 ,1991年 lU月 ),頁 UI2-185。

蔣平階 ,《 東林始末 》,收入於周駿富輯 ,《 明代傳記叢刊 》(臺北 :明文書局 ,

1991年 lU月 ),頁 UU6-舛 8。

孫承澤 ,《 山書》(浙江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9年 9月 ),卷 l,「 增改冊書 」,

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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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推閣臣舉行枚 卜,但閣臣之任用又引起另一番爭議 。

當時禮部尚書溫體仁因 「無素望」
”

未被吏部所推 ,禮部侍郎周延儒

雖奏對稱宜 ,但資歷過淺 ,亦不被推 ,兩人遂合作攻擊會推的人選錢謙益 ,

指其在浙江主試時受賄 ,也不宜在枚 卜之列 。
m終

於使這次的枚 卜選才的

計劃胎死腹中 ,並且導致崇禎帝開始懷疑吏部利用會推閣臣的方式 ,暗中操

縱內閣人事安排 ,進而試圖否定枚 卜引進閣員之方式 。對此 ,吳甡曾上疏指

出 :

凡枚 卜,多 不過四五員 ,少 則二三員,未有推至十員之外者 。今被人言者 ,

止一錢謙益耳 ,其餘合與多論 ,協 聖心者尚多也 。若因一人而盡疑諸臣 ,

聽一言而盡廢大典 ,則 國體謂何 ?31

然而對疑心極大的崇禎帝而言 ,朝 中結黨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 ,最後決定終

止了會推枚 卜的方式 。

(三 )崇禎帝特簡的選擇 :反魏內閣的組合及其瓦解

有鑒於會推枚 卜所錄用的閣臣 ,無法擺脫結黨的顧慮 ,崇禎元年 (1ω8)

十二月乃一反以往慣例 ,特簡起用天啟舊輔韓爌入閣擔任首輔 。崇禎帝諭吏

部指出 :

朕勵精化理 ,注 意端揆 ,近 日政本諸臣 ,維朕特簡 ,雖庶幾和衷師濟之盛 ,

但主持國是尤藉老成 。舊輔韓爌 ,忠謹直節 ,淵識宏猷 ,劻勳績著 ,寅 亮

望隆 。方今時事多艱如斯 ,良弼豈宜長違禁地 ,資特從閣臣及臺省諸臣所

請 ,以原官起用入閣 ,特正揆席 ,式 資和燮之功 ,期佐蕩平之治 。
五

然而 ,經 由特簡起用的閣臣 ,仍未獲得崇禎帝的信賴 。崇禎二年 (16” )三

月 ,韓爌 、李標 、錢龍錫等閣臣與吏部尚書王永光 ,在崇禎帝指示下 ,要羅

”
談遷 ,《 國榷》,卷 89,頁 5461。

∞
孫承澤 ,《 山書》,卷 l,「 枚 卜之變 」,頁 “ 。

3I吳
甡 ,《 柴庵疏集 .憶記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

7U。
珍

孫承澤 ,《 春明夢餘錄 》(臺北 :大立出版社 ,198U年

1989年 1U月 》 卷 4,頁

1U月 ),卷 24,頁 2aZ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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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天啟年間朝臣依附魏忠賢的名單 。
∞

但 「端而厚 」
弘

的韓爌 、「和而謙」
竻

的錢龍錫並不願牽連過多 ,廣搜樹怨 ,因此只列出四 、五十人 ,卻引起

崇禎皇帝之不悅 。
“

最後在崇禎皇帝主導下 ,先後將與魏黨有關大臣分別

處議死刑 、充軍 、貶摘為民 ,達兩百五十餘人 。
田

此次定逆案 ,崇禎帝採

取較強硬的手段整肅魏忠賢餘黨勢力 ,所以韓爌等具有反魏背景的閣臣 ,在

此次定逆案中 ,被委任重責 。對明代內閣素有 「主票擬而不身出與事 」
鉻

之

慣例 ,因此韓爌等人之定逆案 ,享有 「政 自閣出 」
”

的權力之柄 ,是在崇

禎帝決心掃蕩魏璫餘逆 ,重振朝政而發展的選擇 。

繼韓爌等人入閣後 ,崇禎二年 (16” )十一月 ,成基命 、孫承宗亦因特

簡方式而入閣協理機務 ,而孫承宗 「曉暢虜情 ,通知邊事本末 」,的 所具有

的軍事經驗與長才 ,更反映崇禎帝委任孫承宗的動機 ,加上召對時孫承宗詞

辨分明 ,更深獲崇禎帝的倚重 :

蓋臨御以來所未有 。公謂入對時 ,天 慈篤摯 ,溫然如家人父子 ,仰睹聖顏

焦勞 ,屬 望老臣之切 。
41

通觀崇禎特簡人選 ,大多遭天啟時魏黨壓抑的大臣 ,至崇禎即位後 ,有 「素

惡客 、魏皆置之法 ,其大臣將相用舍皆取獨斷 ,天下望平矣 」
妙

之呼聲 ,

因而起用韓爌 、孫承宗實有特殊寓意 ,一方面倚仗其才 ,另一方面為了導正

魏忠賢亂政時的內閣頹風 。然而伴隨著東北軍事問題與袁崇煥事件 ,內閣又

掀起一波人事變遷 。

”
談遷 ,《 國榷》,卷 89,頁 5468,崇禎二年正月庚辰 。

田
同註 33。

”
同註 33。

筘
同註 33。

η
文秉 ,《 先撥志始》,卷上 ,頁 218-巧 4U

銘
孫承澤 ,《 春明夢餘錄》,卷 ” ,頁 16b225U。

”
孫承澤 ,《 春明夢餘錄 》,卷 幻 ,頁 19a/2Sl。

的
錢謙益 ,《 牧齋集碑傳》,收入於周駿富輯 ,《 明代傳記叢刊 》(臺北 :明 文書局 ,

1991年 lU月 ),卷 47上 ,頁 血/155U29。
引

錢謙益 ,《 牧齋集碑傳》,卷 47下 ,頁 免/155-139。
佗

佚名 ,《 明亡述略》,收錄於 《崇禎長編 》(臺北 :廣文書局 ,I964年 2月 ),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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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二年 (1t” ),受到清軍威脅東北 ,首輔韓爌遭到 「疆事棘 ,有訾

公短謀者 」
好

的批評 。同年十二月 ,袁崇煥事件發生後 ,錢龍錫 、韓爌 、

李標等人也先後遭受牽連而被迫乞休 。至崇禎四年 (1531)十一月 ,孫承宗

亦因長山之役大敗 ,而遭冠帶閒住的下場 。
班

當錢龍錫因袁崇煥事件牽連去職的同時 ,崇禎帝又進用禮部侍郎周延

儒 、何如寵 、錢象坤等人 。
巧

周延儒為人 「性警敏 ,善伺意指 」,46早在崇

禎元年 (I628)因 錦州兵譁 ,便藉機提出 :

何故譁 ?譁必有隱情 ,安知非驕弁搆煽以脅崇煥耶 ?咑

事實上 ,周延儒之質疑 ,無疑背後獲崇禎帝授意 ,因而袁崇煥事件後 ,周延

儒遂獲寵而得以入閣參與機務 。而何如寵乃因召對不欺 ,受知於帝 ,們 錢

象坤曾對東北戰事有禦敵三策的主張 ,加上其任事不懈 ,φ 受崇禎帝所看

重 ,而得以入閣 。至此 ,崇禎帝原本重視的反魏內閣 ,在完成定逆案的工作

後 ,卻經不起東北邊防與袁崇煥事件之考驗 ,終告瓦解 ,因此崇禎朝內閣之

發展也重新進入另一個階段 。

三 、崇禎朝中期內閣之發展 (163U-1637)

崇禎三年 (163U)到 崇禎十年 (1639),此 時期新入閣人員共十六人 ,

分別是溫體仁 、吳宗達 、鄭以偉 、徐光啟 、錢士升 、王應熊 、何吾騶 、文震

孟 、張至發 、林釬 、黃士俊 、孔貞運 、賀逢聖 、劉宇亮 、傅冠 、薛國觀 。此

佔
徐開任 ,《 明名臣言行錄 》,收入於周駿富輯 ,《 明代傳記叢刊 》(臺北 :明文書

局 〢 991年 lU月 ),卷 78,頁 U54-153。
“

李棪 ,《 東林黨籍考 》,收入於周駿富輯 ,《 明代傳記叢刊 》(臺北 :明文書局 ,

妙 91年 1U月 ),頁 UU6一 π l。

小 《崇禎實錄》,卷 2,頁 93,崇禎二年十二月丁卯 。
伯

王鴻緒 ,《 明史稿》,收入於周駿富輯 ,《 明代傳記叢刊》(臺北 :明文書局 ,1991

年 lU月 ),列傳 132,「 周延儒傳」,頁 la/U97一 U97。
η

王鴻緒 ,《 明史稿》,列傳 132,「 周延儒傳」,頁 lb/U97-U97。
侶

張廷玉等撰 ,《 明史》,卷 那l,列傳 139,「 何如寵傳」,頁 6491。
妙

張廷玉等撰 ,《 明史》,卷 巧l,列傳 139,「 錢象坤傳」,頁 “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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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內閣人事之變動 ,大多受到內閣閣員之間彼此對立或依附關係的變化所

左右 。

(一 )周 延儒到溫體仁的首輔之爭

周延儒入閣不久之後 ,韓爌 、李標相繼出閣 ,而當時孫承宗在通州督理

兵務 ,所以內閣實際只有周延儒 、成基命 、何如寵 、錢象坤等人參預機務 。

崇禎三年 (163U)六月 ,在周延儒穿針引線以及疏通運作下 ,崇禎帝又進一

步特簡溫體仁與吳宗達二人入閣 。
‘U對

溫體仁而言 ,攻訐錢謙益的事件後 ,

引發外界輿論的批評與攻擊 ,但反而強化崇禎帝對溫體仁的信任 ,溫體仁嘗

言 :

比為謙益故 ,排擠臣者百出。而無一人左袒臣 ,臣孤立可見 。
5I

溫體仁頗善於利用形勢塑造自我無黨無援 ,孤忠可任的形象 ,取得崇禎帝的

信任 。
犯

自溫體仁入閣後 ,積極與周延儒合作排擠首輔成基命 ,“ 終於促使成

基命不安其位而乞休致仕 ,首輔之位便落在周延儒身上 。至於其他閣臣 ,如

錢象坤 、何如寵等人 ,也在周延儒 、溫體仁與吳宗達陣營的攻擊下 ,紛紛去

位 ,終於形成內閣以周延儒 、溫體仁 、吳宗達三人所建構的鐵三角聯盟 。

對此發展 ,御史吳執御在彈劾周延儒時指出 :「 攬權雍蔽 、植黨徇私 」。

與
雖然崇禎皇帝並非不知周延儒私心險詐 ,實需 「借周延儒票擬以行其

私」,“ 所以崇禎帝非但不接受御史吳執御的勸說 ,並且加以申斥 ,往後對

吳執御連番彈劾周延儒的奏章則留中不報 。

S。

5I

52

53

54

55

因為周延儒與溫體仁在之前揭發錢謙益浙江科試受賄 ,兩人便屬於同一陣線 ,

所以入閣後的周延儒亦促成溫體仁入閣共政 ,另外吳宗達與周延儒有姻親關係 。

王鴻緒 ,《 明史稿》,列傳 132,「 溫體仁傳 」,頁 9b/U97一 lUU。

文秉 ,《 烈皇小識》,卷 2,頁 58。

王鴻緒 ,《 明史稿》,列傳 132,「 溫體仁傳 」,頁 12b/U97-74。

《崇禎實錄》,卷 4,頁 1U2,崇禎四年八月己丑 。

計六奇 ,《 明季北略》(臺北 :大通書局 ,台灣史料文獻叢刊第五輯 ,台灣文獻

叢刊第 2巧 種 ,1987年 1U月 ),卷 7,頁 l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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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帝為了分散內閣權力 ,乃藉出現月蝕 、日蝕
%為

契機 ,試圖吸納

具眾望的徐光啟入閣 。雖然徐光啟早有向崇禎帝啟奏致仕之請 :

為遵例引年 ,懇 乞聖明俯容休致 ,以免矌瘝事⋯⋯不幸夙廢狗馬之疾 ,日

漸衰頹 ,今年滿七十矣。伏讀大明會典內一款 :『 凡內外大小官員年七十者 ,

聽令致仕』,明例昭然 。職之年是 ,政與例合 ,而況多膺疾病 ,與筋力未衰

者不同 ,伏望聖辭 ,俯容照例休致 。
’

但崇禎帝除仰賴其修層長才外 ,崇禎帝心理無疑卻另有一番佈局 ,希求徐光

啟參與內閣事務 ,共輔朝政 ,乃下聖諭指稱 :

卿清恬端慎 ,精力正優 ,詞林允資模範 ,不 止修曆一事 。著安心供職 ,不

必引陳 。
’8

除了徐光啟之外 、以學識著稱的鄭以偉亦以東閣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

然而 ,徐光啟入閣時 ,畢竟已是七十一歲高齡 ,加上適逢周延儒 、溫體仁在

閣專政 ,即使有治世理想 ,也不能有所發揮 。
”

而鄭以偉喜讚書 、文章深

奧 ,但票擬非其所長 。
ω

因此 ,徐光啟 、鄭以偉之入閣 ,尚無法與周延儒

等人相抗衡 。然而 ,在周延儒 、溫體仁 、吳宗達所建構的聯盟陣營 ,逐漸在

溫體仁覬覦閣揆的政治野心下 ,面臨瓦解局面 。溫體仁剛入閣便頻頻對周延

儒 「陽曲謹媚之 ,陰實擠焉」,a並暗中計劃取代周延儒 :

與周延儒為難者 ,體仁必陰助之 ,而助延儒者皆詘焉 。
ω

自崇禎六年 (1633)始 ,溫體仁開始逐步唆使內監與言官對周延儒進行無情

的攻訐與彈劾 。
“

並成功迫使周延儒上疏乞罷 ,雖經崇禎帝多次挽留 ,但

S6

S7

58

99

6。

孫承澤 ,《 山書》,卷 4,「 辛未月食 」,頁 98、 「辛未 日食 」,頁 82一 B3。

徐光啟撰 ,王重民輯校 ,《 徐光啟集 》(臺北 :明文書局 〢9B6年 1月 ),頁 3U4-3U5。

徐光啟撰 ,王重民輯校 ,《 徐光啟集》,頁 3U6。

王鴻緒 ,《 明史稿》,列傳 13U,「 徐光啟傳 」,頁 15b/U97一 %。

鄭以偉曾因一疏之中有 「何況 」二字 ,誤以為人名也 ,也曾經一次擬票 ,懸筆

不能下 ,而遭周延儒等所恥笑 ,鄭以偉甚至嘆日 :「 吾富於萬卷 ;而窘於數行 ,

致為後生所藐 。」參見李清 ,《 三垣筆記》(北京 :中華書局 ,1982年 5月 ),頁
I6U。

佚名 ,《 明亡述略 》,頁 299。

《崇禎實錄 》,卷 ε,頁 125,崇禎六年六月庚辰 。

有太監王坤 「承體仁指 」彈劾周延儒 ,周延儒 上疏乞罷 ,崇禎 帝不允 。溫體仁

6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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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因言官揭發周延儒曾背後指稱崇禎皇帝為 「羲皇上人 」
“

之語 ,觸怒

崇禎帝 ,不得不掛冠求去 ,溫體仁代周延儒為首輔 。由此可見 ,往昔溫體仁

多靠周延儒之力援引入閣 ,而今卻反遭溫體仁之排擠 ,實非周延儒所意料 。

(二 )蒙上恩寵 、構陷異己:溫體仁主政時期的內閣生態

繼周延儒離開內閣後 ,鄭以偉 、徐光啟相繼過世 ,形成內閣空窗期的危

機 ,崇禎皇帝先後引進錢士升 、王應熊 、何吾驅入閣 。素來端謹的錢士升與

溫體仁因同鄉情誼而相結 ,形成與溫體仁共政的契機 。王應熊博學多才 、熟

諳典故 ,個性苛刻強橫 ,朝中大臣多所畏懼 ,溫體仁極力拉拔引薦入閣。
‘J一

般朝野之士對此時的內閣生態多有批評 ,文秉 《烈皇小識》一書言 :

溫體仁 ,烏程籍 ,歸安人 ;王應熊 ,巴縣人 ,同 惡相濟 ;吳宗達奉行兩人

意旨 ,毫無短長 ,時 目為 「蔑片」‥⋯‥
「內閣翻成妓館 ,烏歸 、王巴、篾

片 ,總是遭瘟 (溫 )」
,一 時傳以為笑 ,雖語出輕薄少年手 ,然赫赫師尹 ,

而令人鄙夷至此 ,其生平可見矣 。
孫

刑科給事中黃紹杰則謂 :

自體仁為相 ,無歲不旱、無日不霾、無地不災、無在不盜 ;燮理固如是乎 ?

秉政既久 ,窺 旨必熟 。故中外諸臣承奉其意 ,如
一人當用 ,則 曰此與體仁

不合 ;一事當行 ,則 曰此體仁所不樂 。凡此 ,接召變之由 。乞命體仁引咎

辭位 ,可以上回天心 ,下慰民望 !σ

溫體仁雖屢遭彈劾 ,仍深受崇禎帝信賴 。如崇禎七年 (1t34)二月 ,禮科給

借王坤之力欲逐周延儒出閣 ,其用心在於 「攫其首輔也 」。當時左副都御史王志
道對於太監竟然彈劾閣臣踰矩之失上言 ∴「王坤內臣 ,不宜侵輔臣」,但崇禎帝
不怪罪太監王坤 ,反而遷怒於左副都御史王志道 ,因此 ,溫體仁又放手繼續唆
使給事中陳贊化彈劾周延儒 。參見王鴻緒 ,《 明史稿》,列傳 I32,「 周延儒傳 」,

頁 2b/U97一 U97。 孫承澤 ,《 春明夢餘錄》,卷 24,頁 3a/268。 計六奇 ,《 明季北
略》,卷 9,頁 I33。

王鴻緒 ,《 明史稿》,列傳 132,「 溫體仁傳 」,頁 3a/U97-U98。

曹溶撰 ,倦圃老人重定 ,《 崇禎五十宰相傳》,頁 %a/9Ul。

文秉 ,《 烈皇小識》,(臺北 :大通書局 ,台灣史料文獻叢刊第五輯 ,台灣文獻叢
刊第 2“ 種 ,1984年 lU月 ),頁 89-88。

《崇禎實錄》,卷 7,頁 135,崇禎七年三月己亥 。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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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吳家周彈劾溫體仁越次 ,引起崇禎帝不悅而遭貶 。
惢

黃紹杰的參奏 ,

反被崇禎帝視為草率魯妄而受貶斥 。其他大臣 ,如兵部職方主事賀王聖等

人 ,亦遭受奪爵 、貶斥 、戍邊的處分 。
ω

甚至劉宗周的彈劾 ,也撼動芣了

崇禎帝對溫體仁的重用 。
η

溫體仁主政八年期間 ,歷經多人彈劾始 ,卻始終動搖不了其地位 ,除個

人操守廉潔謹慎 「苞直不入門」
π

值得肯定外 ,在皇權高漲的情勢下 ,溫

體仁更深知自己閣員該扮演的角色 。如崇禎七年 (1634)十一月 ,禮部尚書

右侍郎陳子壯曾拜訪溫體仁 ,溫體仁便對他說到 :「 主上神聖 ,臣下不宜異

同」。
η

崇禎帝討論兵餉問題時 ,溫體仁也會委婉謙遜的表明以皇帝意見為

主 。
竹

對崇禎帝來說 ,溫體仁無疑是一位恪守職分的僚屬楷模 ,任何試圖撼動

溫體仁的人 ,即是對皇權與君臣關係的挑戰 。無怪乎計六奇在 《明季北略》

評及溫體仁並對當時賢佞不分之局 ,大感嘆息 :

凡劾體仁者 ,無不見責 ;為體仁劾者 ,無不立罷 ;除佞如扳石 ,去 賢若轉

丸 ,可為三嘆 。
π

由此可知 ,從崇禎帝與溫體仁有良好互動的君臣關係著眼 ,而非以奸賢做評

價 ,便可知溫體仁有能力取得崇禎帝的信任 ,長任閣中絕非偶然 ,其主因就

是懂得安分任職 ,配合崇禎帝的行政主張 ,以吻合 「主上神聖 ,臣下不宜異

同」
巧

的原則 。

崇禎八年 (16“ )初 ,流寇勢力進入安徽 ,並對皇陵所在的鳳陽一帶橫

加蹂躪 ,非但將陵寢樓殿燒為灰燼 ,守陵內侍六十餘人與不少文武官員及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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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實錄 》,卷 7,頁 132,崇禎七年二月壬戌 。

《崇禎實錄》,卷 8,頁 157,崇禎八年正月甲寅 。

計六奇 ,《 明季北略》,卷 12,頁 187。

張廷玉等撰 ,《 明史》,卷 38U,列 傳 196,「 溫體仁傳 」,頁 99“ 。

《崇禎實錄》,卷 7,頁 154,崇禎七年十一月丙寅 。

張廷玉等撰 ,《 明史》,卷 3$U,列傳 196,「 溫體仁傳 」,頁 99竻 。

計六奇 ,《 明季北略》,卷 l1,頁 154。

《崇禎實錄》,卷 7,頁 154,崇禎七年十一月丙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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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皆遭殺害 ,當時崇禎帝深受震驚 ,不僅下詔引罪 ,%並對內閣人事做調

整 。利用同年五月吳宗達致仕的機會 ,” 崇禎帝以閣員乏人 ,下召吏部尚

書姜逢元等人透過票擬考試方法 ,試圖引進務實的官僚 。
化

票擬考試的結

果 ,張至發以深得帝意獲得重用 ,從 中反映崇禎帝認為 「翰林不習世務 ,思

用他官參之 」,” 嘗試晉用新人的大膽嘗試 。而有 「正學強骨 」
m之

稱的文

震孟 ,曾在流寇侵犯皇陵時上疏 ,規勸崇禎帝 「廣集群策群力以定亂 」,&其

後又以講春秋稱旨 ,特簡入閣辦事 。
&而

剛加入兩位新閣員 ,不久即彈劾

總漕楊一鵬駐紮鳳陽失職 ,給事中何楷也以皇陵遭焚 ,追究政治責任 ,糾劾

當時楊一鵬座師的王應熊
田,使王應熊出閣乞還 。

駬
崇禎八年 (16“ ),流寇

的威脅 ,非但震動了明朝龍興之地 ,更掀起崇禎朝內閣人事上另一番的風波。

與溫體仁長期合作的吳宗達 、王應熊相繼出閣 ,在此時換了文震孟等人

入閣 ,溫體仁剛開始還會顧慮文震孟 ,一時之間溫體仁還處處表現對文震孟

的禮遇重視 。
8j文

震孟當時還表示溫體仁虛懷 ,即被同官何吾騶提醒 「此

人機最深 ,胡可信 」,縣 後不久溫體仁果不再擬旨徵求文震孟意見 ,甚至隨

便更改文震孟票擬內容而導致兩人關係破裂 。崇禎八年 (16“ )十月 ,文震

孟與何如騶欲以工科給事中許譽 J=ll補 南京太常卿 ,溫體仁聯合吏部尚書謝陞

從中作梗 。文震孟怒斥溫體仁時作色擲筆日 :「 即削籍無害 」,87所以溫體

仁藉此上疏糾劾文震孟 。崇禎皇帝相信溫體仁 ,直斥何吾驅 、文震孟 「不得

%孫
承澤 ,《 山書》,卷 8,「 元旦雷電 」,頁 171。

η 《崇禎實錄》,卷 8,頁 166,崇禎八年五月乙亥 。
爾

孫承澤 ,《 山書》,卷 8,「 考試閣員 」,頁 181。
砂

王鴻緒 ,《 明史稿》,列傳 133,「 張至發傳 」,頁 4b/U97-1U4。
m《

崇禎實錄》,卷 l,頁 竻-36,崇禎元年正月丁卯 。
8I孫

承澤 ,《 山書》,卷 8,「 元旦雷電 」,頁 171。
趷

計六奇 ,《 明季北略》,卷 ll,頁 153。
路

鄒漪 ,《 明季遺文 》(臺北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台 灣文獻叢刊第 Il2種 ,19tl

年 8月 ),頁 5。
駋

陳盟 ,《 崇禎內閣行略》,

於
王鴻緒 ,《 明史稿》,列傳

跖王鴻緒 ,《 明史稿》,列傳
胖

計六奇 ,《 明季北略》,卷

頁 3a/t7U。

13U,「 文震孟傳 」,頁 2Ub/U97-U78。

13U,「 文震孟傳 」,頁 2Ub/U97一 U78。

l1,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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徇私撓亂 」,田 最後何如騶奉旨致仕出閣 ,文震孟則奉旨冠帶閒住 。
紗

此次

溫體仁與文震孟之爭 ,取得勝利的關鍵在於其先發制人 ,並得到崇禎帝信賴

之故 。對此 ,錢士升在崇禎九年 (15%)初 ,曾上四箴勸戒崇禎帝 :

曰寬已御眾 ,如天之覆 ,不兢不絿 ,世躋仁壽 ;曰 簡以御下 ,若網在綱 ,

執要則逸 ,紛更則荒 ;曰虛以宅心 ,如鑑斯空 ,以 意索照 ,億逆則窮 ;曰

平以出政 ,如衡斯準 ,矯偏執中 ,罔 或不凜 。
∞

當時崇禎帝雖以優 旨報聞 ,但心中對錢士升深感不滿 。
”

後因錢士升不同

意武生李璡建議搜括臣宰助餉 ,擬下法司 ,加上此時福建右衛經歷吳化鯤 ,

奸奏錢士升之弟錢士晉 ,溫體仁乃擬出更嚴厲之旨 ,意欲重懲 ,夗 錢士升

與溫體仁行同陌路 ,乃乞罷出閣 。初時 ,錢士升與溫體仁關係良好 ,曾一度

在內閣合作共政 ,但在政治利害與人事糾紛的風波紛擾中 ,終究步文震孟 、

何吾騶後塵 ,成為溫體仁主政時被排擠的另一犧牲者 。夏允彝 《幸存錄》一

書 ,即曾對當時政局提出看法 :

溫棄之 ,如遺也 ,其立心概如此 ,國 家元氣剝喪良多 ,至於敵寇交訌 ,不

展一等 ,則凡居政府皆如是 ,不得獨責溫也 。
竻

其感嘆政風之敗壞 ,已不獨獨是溫體仁個人之間題 ,更是士風沉淪之象 。

錢士升離閣後 ,崇禎帝又先後引進黃士俊 、孔貞運 、賀逢聖入閣 。其後

溫體仁於崇禎十年 (1t39)介入錢謙益下獄之密謀 ,舛 使崇禎皇帝 「始悟

體仁有黨 」,’5所以六月溫體仁引疾免 ,崇禎帝許之 ,並賜其金幣 ,並遣行

人吳本泰護歸 。
%崇

禎十年 (16” )六月溫體仁出閣 ,八月崇禎帝進劉宇

亮 、傅冠 、薛國觀等人入閣 。

孫承澤 ,《 山書》,卷 8,「 內閣水火 」,頁 194一 195。

文秉 ,《 烈皇小識》,卷 4,頁 1lU.11l。

《崇禎實錄》,卷 9,頁 178,崇禎九年三月戊辰 。
王鴻緒 ,《 明史稿》,列傳 13U,「 錢士升傳 」,頁 lUa/U97-U73。

計六奇 ,《 明季北略》,卷 12,頁 181。

夏允彝 ,《 幸存錄 》,收錄於 《明季稗史初編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 1991

年 lU月 ),頁 3U6。

計六奇 ,《 明季北略》,卷 13,頁 2U1。

王鴻緒 ,《 明史稿》,列傳 132,「 溫體仁傳 」,頁 12a/U97-lU2。

蔣平階 ,《 東林始末》,頁 UU“ 9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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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體仁入閣八年以來 ,長期受到崇禎帝之信賴 ,谷應泰之評述為 :

自佐政以來 ,邊檄潢池之警 ,漫無經畫 ,惟斤斤自守 ,不 殖貨賄 ,故上始

終敬信之 。
叨

綜觀溫體仁主閣八年 ,並未妥善規劃政治安排 ,繼續讓明朝政府留下當時東

北邊防 、國內流寇等諸多間題 ,所以 ,溫體仁離職後 ,崇禎帝在任用內閣新

人時 ,已迫不及待的需要可以為其分憂除禍的人才 ,而開啟崇禎朝後期內閣

發展的新局面 。

四 、崇禎朝後期內閣之發展 (1639一 1644)

崇禎十年 (%39)到崇禎十七年 (15研 ),此時期進入內閣人員共二十

三人 ,有劉宇亮 、傅冠 、薛國觀 、程國祥 、楊嗣昌 、方逢年 、蔡國用 、范復

粹 、姚明恭 、張四知 、魏炤乘 、謝陞 、陳演 、蔣德璟 、黃景昉 、吳甡 、魏藻

德 、李建泰 、方岳貢 、范景文 、邱瑜二十一人 ,為首次入閣人員 ;另外有周

延儒 、賀逢聖二人在崇禎十四年 (1541)第 二次入閣 。

之前入閣之人 ,紛紛於崇禎十一年 (1638),相 繼出閣 ,如黃士俊 「中

材伴食 ,無所建明 ,然以地遠 ,不與門戶相暱」,%便在正月離職 。賀逢聖

因「兆邊多事與首揆張至發議論多忤 」,竻 三月離開內閣。崇禎十一年 (l“ 8)

正月 ,日 講官吳偉業奏劾張至發 :

首輔張至發黨附溫體仁 ,新猷方始 ,故轍猶存 ,乞 中諭改圖 ,以收後效 。
l0U

雖未直接打擊張至發 ,但不久中書舍人黃應恩涉罪牽連張至發 ,於是張至發

乃在崇禎十一年 (1638)四 月乞休 ,崇禎皇帝則同意其回籍調理 ,時人傳笑

其遵旨患病 。
lU1孔

貞運雖 「入相輔政 ,調劑為多」,m2但侍御郭景昌糾劾

叨
谷應泰 ,《 明史紀事本末》,卷 砲 ,「 崇禎治亂 」,頁 831。

兜
陳盟 ,《 崇禎內閣行略》,頁 竻 a/頁 “U。

”
曹溶撰 ,倦圃老人重定 ,《 崇禎五十宰相傳》,頁 犯 a/7I4。

I°°
《崇禎實錄》,卷 ll,頁 2U2,崇 禎十一年正月戊辰 。

Ia錢
基博修訂 ,《 明鑑》(臺北 :啟明書局 ,19” 年 7月 ),卷

lφ
閻湘蕙 《明鼎甲徵信錄 》,收入於周駿富輯 ,《 明代傳記叢刊 》

16,頁 ω 6。

(臺北 :明文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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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貞運糊塗闒冗 ,有 「揆席豈養濟院 ,為彼伴食素飧之資 」
IU3之

評 ,崇禎

十一月 (1638)六月孔貞運乃引歸 。
lU.孔

貞運出閣後 ,內閣獨留薛國觀 、

劉宇亮 、傅冠三人 ,所以為因應當時軍事緊張與籌備兵餉之考量 ,崇禎帝採

取大量攬用外僚官入閣 ,並且透過考試閣員的方式進行選才 。

(一 )崇禎 帝 的新 選 擇 :中 極 殿 考 試 閣 員

崇禎帝在選用內閣閣員 ,因有 「翰林不習世務 」
m5之

顧慮 ,先前乃嘗

試引用了張至發 、薛國觀兩人入閣辦事 ,為解決流寇及東北大清之威脅 ,軍

事與財政問題迫在眉睫 。十年 (1639)六月崇禎帝乃諭吏部表示閣員用人應

警慎 :

枚 卜不拘詞臣 ,該告
「
應力持慎擇 ,何 乃泛濫游移 。著詳酌開列衙門官及在

籍堪任者確推據奏 。
lU6

其實也是一再提醒吏部在用人選才上 ,不必拘泥於翰林詞臣 ,而廣泛推舉適

任人才 。刑科給事中孫承澤也重視閣員之任用 ,上疏建議崇禎帝 :

所云揆席登舉宜慎者⋯⋯惟望皇上一在慎重其始圖 ,一在鼓舞其未路 ,獲

真才而收實用 ,何懮天下之多事哉 。
lU7

崇禎帝不久在十一年 (1t38)六 月御中極殿 ,召各部官員 ,以考試之方法選

擇新進閣員 。其中針對解決天災民禍 、邊疆與流寇用兵 、用人 、邊餉等諸多

國事 ,提出一系列的問題 :

年來天象頻仍 ,今年為災甚烈 ,且金星盡見 ,已逾五旬 ,將謂主兵耶 ?方

今正在用兵 。四月山西大雪 ,凍斃人畜 ,將謂邊地耶 ?然時已入夏 ,何所

致歟 ?朝廷托耳目腹心 ,以致裝尤易起 ,直枉難分 ,何所憑歟 ?引 限屢違 ,

寇尚未滅 ,處分則剿局更張 ,再寬則功令不信 。況剿兵議撤 。分應安難 ,

1991年 1U月 ),卷 4,頁 U2U-71U。
lU3李

清 ,《 三垣筆記》,頁 2-3。
l“

錢基博修訂 ,《 明鑑》,卷 16,頁 ω6。
l“

王鴻緒 ,《 明史稿》,列傳 133,「 張至發傳」,頁 仙/U97一 lU4。
l°ε

孫承澤 ,《 山書》,卷 11,「 閣員言職」,頁 ”3。
i研

孫承澤 ,《 山書》,卷 H,「 閣員言職」,頁 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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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餉欠多 ,蠲 留未已。民貧既甚 ,正供猶難 ,侵剝旁出 ,如 火益熱⋯⋯卿

等忠能體國 ,才 足匡時 ,其悉心以對 。
lU8

考試結果 ,兵部尚書楊嗣昌 、戶部尚書程國祥俱改禮部尚書 ;工部右侍郎蔡

國用 、禮部右侍郎方逢年俱升禮部尚書 ;大理寺左少卿范復粹升禮部左侍

郎 ,俱兼東閣大學士而正式入閣 ,楊嗣昌仍代管兵部事 。

早先崇禎皇帝曾向諸臣討論兵食間題 ,戶部尚書程國祥就財政問題建議

崇禎皇帝 :「 京師賃房月租即天下會館租 ,歲可得五十萬 。」
@工

部右侍郎

蔡國用就加強軍事防備建議 :「 崇文宣武街石除中道外 ,可培修外城 。」
∥°

兩

人的建議是否能發揮功效 ,有識者曾為之質疑 ,但對於崇禎皇帝來說 ,在其

面對外患大清及內亂流寇的雙重威脅下 ,財政之緊縮與兵餉的籌措 ,兩人建

議卻獲得崇禎帝的肯定 ,成為兩人入閣參與機務的關鍵原因 。不過程國祥實

際入閣後 ,當時政事由薛國觀 、楊嗣昌掌握 ,程國祥 「委蛇其間 ,自 守而已 」

m,後
因召對無一言以對 ,崇禎皇帝傳諭 「責其緘默 ,大負委任 」,1l2所以

程國祥乞休出閣 。而其出閣後 ,在薛國觀的力援下
lI’ ,崇禎十二年 (15” )

四月又引進姚明恭 、張四知 、魏炤乘三人入閣 。

面對東北用兵與處理剿寇問題 ,崇禎帝在考試閣員之後 ,分別委任內閣

閣員劉宇亮與楊嗣昌參與 。因為劉宇亮 「素善擊劍 ,好談兵」,11.崇禎十一

年 (1638)十二月 ,崇禎帝命劉宇亮督察各鎮援兵 。
iIs但

劉宇亮督察軍情 ,

未能有軍事長才的表現 ,抵保定時一間盧象昇兵敗 ,便躲避至晉州 ,不敢戰 ,

後至天津 ,彈劾總兵劉光祚逗留擬斬之 ,卻因劉光祚後有武清之捷 ,劉宇亮

復具疏乞宥 ,崇禎皇帝責劉宇亮前後矛盾而遭削籍處分 。
I1.但

也說明崇禎

I鋁
孫承澤 ,《 山書》,卷 ll,「 考試閣員 」,頁 刀 5。

l°’ 《崇禎實錄 》,卷 11,頁 21U,崇禎十一年六月己丑 。
ll°

同註 1U9。
ll1王

鴻緒 ,《 明史稿》,列傳 133,「 程國祥傳 」,頁 12a/U97一 lU8。
l12錢

基博修訂 ,《 明鑑》,卷 lt,頁 “ 3。
Ⅱ3張

廷玉等撰 ,《 明史》,卷 竻3,列傳 141,「 張四知傳 」,頁 6546。
l14 

《崇禎實錄 》,卷 12,頁 ”2,崇禎十二年二月丙申 。
Ⅱ5 

《崇禎實錄 》,卷 1l,頁 218,崇禎十一年十二月辛卯 。
IK錢

基博修訂 ,《 明鑑》,卷 16,頁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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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委任劉宇亮視師督察 ,不容其有差錯缺失 。另外 ,楊嗣昌入閣 ,其軍事之

才 ,受到崇禎帝之信賴與重視 ,當時處理李自成 、張獻忠等流寇問題 ,楊嗣

昌條奏 「十面網 」的計劃 。
l1’

崇禎十二年 (16” )九月 ,崇禎帝乃命大學

士楊嗣昌以兵部尚書督師討賊 ;賜尚方劍 ,給帑金四萬 、賞功牌 、蟒紵緋絹

各五百 。正式離京前 ,安排設宴於平臺後殿 ,崇禎帝親 自觴楊嗣昌三爵 ,託

付其南征 。
IlB當

時崇禎帝親作詩為楊嗣昌餞行 ,其詩日 :

鹽梅今暫作干城 ,上將威嚴細柳營 ,一掃寇氛從此靜 ,還期教養遂民生。
l1’

表現了崇禎帝對楊嗣昌之期許倚賴 U崇禎十四年 (1541),楊 嗣昌在襄陽失

事 ,一時諸臣爭相彈劾楊嗣昌 ,崇禎帝為此憤怒的表示 :

楊嗣昌係朕特簡 ,用 兵不效 ,朕 自鋻裁 ,況尚有才可取 。各官見朕有議罪

之旨,大家排擠 ,紛紜不已 ,如 出忠直 ,何不於兵科未見疏時先言之也 ?12°

更可說明崇禎帝對當時選擇楊嗣昌擔任剿寇工作 ,仍是有十足自信 ,所以不

容他臣對楊嗣昌過度否定 ,所以李清在 《三垣筆記》論到楊嗣昌 :

一手握定 ,凡兵部覆疏 ,皆 自上自票 ,他閣臣無敢晲視 ,上委任之專如此 。

及北兵入犯 ,五案失機 ,諸 臣皆駢首西市 ,嗣 昌雖名單職 ,猶眷倚如故。
切

同楊嗣昌入閣的范復粹 ,早先被御史魏景琦彈劾其與張四知兩人學淺材疏 ,

伴食中書 ,崇禎皇帝並未採納 。但因李自成勢力攻陷河南 ,並殺死福王常洵 ,

崇禎帝與廷臣召對談及福王被殺而落淚 ,范復粹以此乃天數也之語勸崇禎帝

不必太難過 ,崇禎帝則強調雖天數亦有賴人事挽回 ,所以范復粹引愧 ,在崇

禎十四年 (1641)五月而有致仕之舉 。
吻

從范復粹引愧出閣 ,可以深知當

時崇禎朝內閣在面對流寇威脅下 ,閣員相對承擔的政治責任 ,更為加重 ,所

以無法積極為崇禎帝謀畫者 ,空談天數的范復粹 ,已不適任內閣工作 。

l17李
清 ,《 三垣筆記 》,頁 64。

il8 
《崇禎實錄》,卷 12,頁 ”8,崇禎十二年九月壬戌 。

l→
李清 ,《 三垣筆記》,頁 41 。

l2U李
清 ,《 三垣筆記 》,頁 198。

I21李
清 ,《 三垣筆記》,頁 14。

lη
張廷玉等撰 ,《 明史》,卷 竻3,列傳 141,「 范復粹傳 」,頁 6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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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免為太廟犧」:崇禎帝賜死輔臣

崇禎十三年 (lt們 )五月 ,大學士姚明恭致仕 。
爝

其致仕之時 ,有翰

林作詩贈別 ,內有 「免為太廟犧 」之句 ,人笑其言 ,及薛國觀 、周延儒 ,相

繼賜死 ,人始以其詩為讖 。
Ⅲ

至於崇禎帝之所以賜死兩位輔臣 ,乃是兩人

在當時財政匱乏的困境中 ,涉及賄絡之罪 ,其中更牽連著外戚與宦官之複雜

影響 。

早先崇禎帝曾與薛國觀商量財政問題 ,薛國觀向崇禎帝建議 :

外則鄉紳 ,內 則戚畹 ,在鄉紳者 ,臣 等任之 ;在戚畹者 ,非 出自獨斷不可 。
126

因此崇禎帝委任薛國觀向外戚借金以為國用 ,卻導致戚畹間人人 自危 ,爾

後 ,皇五子病薨 ,在宮廷內更被傳為因崇禎帝不念親屬之情 ,縱容薛國觀之

舉 ,才導致其子殤折 ,崇禎帝也將此禍歸罪於薛國觀身上 。
I2‘

另外 ,先前

崇禎皇帝曾召薛國觀討論朝士婪賄的解決方法 ,薛國觀對日 :「 使廠衛得人 ,

朝士何敢黷貨 !」
I2’

在當時剛好有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 ,聽到薛國觀竟然

當著皇帝面前指稱廠衛之間題 ,一時之間還汗出浹背 ,於是從此與薛國觀為

敵 ,並且專門偵查薛國觀之私事 。崇禎十三年 (164U)六 月 ,崇禎帝命薛國

觀擬諭 ,只因其不當上旨 ,責怒其不恪遵 ,便下令五府 、九卿議處 ,定國公

徐允禎等人 ,乃建議崇禎帝懲處薛國觀當令致仕 。
佛

崇禎十三年 (16們 )

七月 ,刑科給事中袁愷彈劾薛國觀賄賂之罪 ,下獄賜死 。因此薛國觀得罪外

戚 、宦官 ,又在喪失崇禎帝的信賴下 ,釀成個人悲劇 。

周延儒之再召入閣 ,依靠賄賂宦官的機會 。
”

崇禎十四年 (1641)九

123 
《崇禎實錄》,卷 13,頁 ”6,崇禎十三年五月己丑 。

I留
李清 ,《 三垣筆記》,頁 29。

l乃
孫承澤 ,《 山書》,卷 13,「 處分輔臣」,頁 332。

I%孫
承澤 ,《 山書》,卷 13,「 處分輔臣」,頁 332。

I27 
《崇禎實錄》,卷 13,頁 ”9,崇禎十三年七月辛卯 。

128 
《崇禎實錄》,卷 13,頁 ”9,崇禎十三年六月癸亥 。

I”
計六奇 ,《 明季北略》,卷 17,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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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周延儒再度入閣 ,君臣間相得甚歡 ,崇禎帝更常稱呼周延儒 「先生 」,

而不以其名稱之 。
13U當

時周延儒承上眷顧最深 ,「 凡上怒莫能回 ,延儒能談

言回中」,1∥ 所請無所不允 ,如鐲逋 、緩刑 、起廢 、罷廠衛 、罷京營提督內

臣 、清獄等 。
晚

但其中建議罷除廠衛緝事 ,影響到廠衛實權喪失 ,當時掌

錦衣衛之駱養性便與宦官聯合 ,以刺探周延儒私事作為報復 。甲 崇禎十六

年 (1643)四 月 ,清軍越關內犯 ,皇帝命周延儒以閣部督師 ,斷其歸路 。但

清兵勢力極大 ,周延儒畏不敢逼 ,但適逢天氣漸炎 ,清軍擄掠後 ,不便久留

乃返還 。周延儒卻謊報奏捷 ,崇禎帝初以為周延儒有功 ,加封太師 、賜太平

宴 。
I34對

周延儒之謊報軍情 ,時人曾作詩譏諷日 :

畏敵炎熇歸思催 ,黃金紅粉盡駝回。出關一月無消息 ,昨 日元戎報捷來。
l竻

不久 ,被彈劾受賄縱敵 ,形跡敗露下 ,便被逐去官職 。
I3‘

但當時彈劾周延

儒東北督師不力與貪賄問題紛紛而至 ,崇禎帝終將周延儒下獄 。
I3’

崇禎十

六年 (1643)十二月 ,大理寺fll凌 義渠審理周延儒之罪 ,作出如下的評說 :

舊輔周延儒惟工謀身之私智 ,罔 念體國之公忠 ,精神慣用之揣摩 ,技倆總

歸於閃爍 。一時倖安雜出 ,狐假公行 ,自 誤以誤國 ,嗟何及矣 !138

即將受刑 ,大學士陳演等人極力申救無效 。死前 ,周延儒留下一首懺悔且對

崇禎帝頗有微詞的絕命詩 :

恩深慚報淺 ,主 聖作臣忠 。國法冰霜勁 ,皇仁覆載洪 。可憐惟赤子 ,宜慎

是黃封 。替獻今何及 ,留 章達聖聰 。
13’

13。

I31

!32

I33

134

13∫

136

137

I38

I39

計六奇 ,《 明季北略》,卷 19,頁 33U-331。

蔣平階 ,《 東林始末》,頁 UU●-%7。

李清 ,《 三垣筆記》,頁 18U。

張廷玉等撰 ,《 明史》,卷 3U8,列傳 196,「 奸臣傳 」,頁 99”一993U。

錢數 ,《 甲申傳信錄》(臺北 :大通書局 ,台灣史料文獻叢刊第六輯 ,台灣文獻
叢刊第 2“ 種 ,1987年 lU月 ),頁 2。

計六奇 ,《 明季北略》,卷 I9,頁 釳 9。

同註 135。

張廷玉等撰 ,《 明史》,卷 3U8,列傳 196,「 奸臣傳 」,頁 993U。

《崇禎長編 》(臺北 :大通書局 ,台灣史料文獻叢刊第三輯 ,台灣文獻叢刊第
27U種 ,1984年 lU月 ),卷 l,頁 “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戊辰 。
李清 ,《 三垣筆記》,頁 214。



從內閣人事嬗變看崇禎朝之政局 93

為自己之悲運 ,留下無限之感慨 。計六奇 《明季北略》對周延儒有中允之評 :

延儒當中外交訌 ,無能為上畫一等 ,然受主眷深 ,故其罷內監 、徹廠衛 ,

諸璫日夜間媒孽 ,上俱不信 。延儒益忽之 ,迨視師行邊 ,上意稍移 ,而諸

璫乃盡發其蒙蔽狀 。上始信之 。
lm

由此可知周延儒遭賜死 ,其納賄玩師固然是主要原因 ,但得罪內監廠衛 ,亦

終步上薛國觀同一下場的結果 。尤其 ,崇禎帝在後期任用閣臣以考試方式取

才 ,更意外讓宦官介入了內閣人事 。如崇禎十三年 (164U)五 月以謝陞 、陳

演入閣 ,陳演 「庸才寡學 ,工結納 」
l射

其擢用入閣乃因與內侍相通 。是故 ,

夏允彝 《幸存錄》中 ,感嘆崇禎朝閣臣的興替 ,亦受宦官操弄時指出 :

烈皇帝太阿獨操 ,非 臣下所得竊用 ,而每當大舉措 ,則 內璫每發其端 ,似

陰中而不覺也 。若滿朝之用捨榮枯 ,則 一視首揆之趨向 ,亦似為所陰移而

不覺者 。
I42

而此時崇禎朝內閣 ,在國勢 日漸走衰之中 ,也步入最後發展 。

(三 )亡 國前夕的內閣殘燭

在崇禎朝最後的一年 ,正是流寇跨出陝西 、河南省外 ,逼近京師 ,滿洲

勢力大舉南移 ,國勢岌岌可危的時刻 。此時閣員擔負之重責 ,就是協助崇禎

帝解決此危機 ,但是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後 ,明代正式宣告亡國 ,而閣員也成

了亡國之臣 。其中李建泰在督師時被俘虜 ,范景文殉節而死 ,陳演 、魏藻德 、

方岳貢 、邱瑜等人則是喪命於流寇手中 。閣員之悲運 ,也宣示了崇禎朝之終

結 。

崇禎十六年 (lt43)十一月 ,吏部右侍郎李建泰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方

岳貢 ,俱兼東閣大學士入閣 ,同首輔陳演等佐理政務 。
喲

當時李自成流寇

勢力 ,已經進入山西 ,籍屬山西的閣臣李建泰即對崇禎帝表示 ,自 願請纓 ,

計六奇 ,《 明季北略》,卷 19,頁 33U。

張廷玉等撰 ,《 明史》,卷 竻3,列傳 I41

夏允彝 ,《 幸存錄》,頁 3U6。

《崇禎長編》,卷 l,頁 竻 ,崇禎十六年十一月辛亥

頁 t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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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阻撓賊勢擴張 ,其言 :

臣西人 ,頗知賊中事 。臣願於本地募餉百萬 ,治兵剿賊 ,否 則毋使東渡 。
1..

對於李建泰的建言 ,崇禎帝立刻奏准 ,並御書敕督師李建泰曰 :

朕仰承天命 ,繼祖宏固 。自成辰至今甲中 ,十有七年 ,未能修德尊賢 ,化

行海宇 。以致兵災連歲 ,民罹兵戈 ,流毒直省 。朝廷不得已用兵剿除 ,本

為安民 。今卿代朕親征 ,鼓銳忠勇 ,表揚節義 ,獎勵廉能 ,選拔豪傑 。其

驕怯逗玩之將 ,貪酷倡逃之史 ,妖言惑眾之人 ,違務軍糧之輩 ,情真最當 ,

以尚方從事 。行問一切調度賞罰 ,俱不中制 。卿宜臨時而決 ,號謀而成 。

剿則真剿 ,殲渠宥脅 ,一人勿得妄殺 ;撫則真撫 ,投戈放遣為民 ,從此安

生 。以卿忠獻壯略 ,品望素隆 ,辦此裕如 ,特滋簡任 ,告廟授節 ,正陽親

篤 。願卿早蕩妖氣 ,旋師奏捷 ,晉爵鼎彝銘鐘 ;內 外各官 ,從優敘用 。朕

乃親迎宴賞 ,共享太平 。須將代朕親征 ,安 民靖亂至意 ,通行示諭 ,威使

聞之 !邱

言裡行間 ,明顯透露出崇禎帝將剿寇除賊希望寄託在李建泰身上 。然而 ,當

李建泰親至前線平剿流寇 ,卻面臨兵糧短缺之困境 ,並表示賊方燎原之勢不

可擋的可怕 ,上書建議崇禎皇帝南遷避禍 。對此 ,崇禎帝召對平臺 ,告諭各

臣時 ,悲痛的表示 :

李建泰奏請南遷 ,國君死社稷 ,朕將安往 !l巧

受到流寇嚴重之威脅 ,大學士范景文 、左都御史李邦華 、少詹事項煜等人 ,

提出折衷方案 ,建議崇禎帝先讓太子撫軍江南 ,但又受到兵部給事中光時亨

痛責南遷與太子撫軍江南之謬論 。
1.’

見到廷臣對於滅寇之事無可奈何 ,反

而還爭論是否南遷之議 ,崇禎乃沉痛的表示 :

朕非亡國主 ,諸 臣為亡國臣矣 !I48

魏藻德早在崇禎十三年 (l“U)文華殿殿試之時 ,被崇禎皇帝問到 :「 內

外交訌 ,何以報仇雪恥 ?」 魏藻德便對日 :

l駬
錢墩 ,《 甲申傳信錄 》,頁 4。

14’ 《崇禎長編》,卷 1,頁 71,崇禎十七年二月戊辰 。
I4‘

《崇禎實錄 》,卷 17,頁 316,崇 禎十七年三月壬辰 。
lη

同註 14ε 。
l侶

向註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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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臣所見 ,不離明問 ,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 ,則 才能自生 ,功業自建 。
l姆

魏藻德此語 ,深獲崇禎皇帝之肯定 ,即拔取他為狀元 。其後擔任翰林院修撰

之職 ,魏藻德上言兵事 ,也受到皇帝嘉許 ,崇禎十六 (1643)五 月即拔取魏

藻德入閣 ,崇禎十七年 (16併 )二月委任其擔任總河屯練等事務 ,三 月又命

輔臣魏藻德兼兵部尚書 ,駐天津調兵 。
Is°

全祖望 《鮚埼亭集》提及魏藻德 ,

也指出其進入內閣攀升之速 :

不三年遽大拜 ,又驟越三相⋯⋯蓋遭遇之最隆者 。
IsI

不難反映出面對內憂外患交証的局面下 ,崇禎帝已到病急亂投醫的愴惶地

步 。
1‘2崇

禎十七年 (lt研 )三月三 日 ,李 自成派叛監杜勳縋城入北京城講

和 ,議割西北一帶 ,分國而王 。崇禎尋求魏藻德意見 ,魏藻德默然不答 ,鞠

躬俯首而已 ,崇禎帝憂惑不能坐 ,於龍椅後靠立 ,再四詢魏藻德定議 ,依舊

無一辭以對 U向 此時的內閣閣員 ,在流寇臨城之下 ,也徒然無助 。范景文

面對當時國勢維艱之局 ,也往往在深夜流淚 ,並感嘆表示 :

身為大臣 ,不 能杖劍為天子擊賊 ,雖死猶負國矣 !I’
4

而流寇攻陷北京之後 ,范景文選擇投井自殺 ,也成為當時唯一為國殉節的閣

員 。其他閣員陳演 、魏藻德 、方岳貢 、邱瑜則也是喪命於流寇手中 。誠如錢

《甲申傳信錄 》在書內第一卷題名 「睿謨留憾 」,感嘆崇禎雖英斷有中興之

思 ,但面對內外困境 ,終究避免不了亡國之憾 ,其中提及 :

其艱辛于社稷 ,誠知為君難 ,為 臣不易也 。
I5’

更說明在紛亂的世局下 ,為人臣子要擔負的重責 ,並不少於君主 ,而崇禎晚

年的內閣閣員 ,更是真實的印證 。至此 ,崇禎十七年間的 「五十宰相 」,在

亡國之悲劇裡 ,譜下最後哀調之曲 。

〕妙 《崇禎實錄》,卷 13,頁 ”3-234,崇禎十三年三月戊戌 。
l’U錢

朝 ,《 甲申傳信錄》,頁 6。
151全

祖望 ,《 鮚埼亭集》(臺北 :華世出版社 ,1997年 3月 ),外篇 ,卷 ” ,頁 lU“ 。
1’

錢齞 ,《 甲申傳信錄》,頁 “ 。
l兒

錢朝 ,《 甲申傳信錄》,頁 lU。
Iγ

陳濟生 ,《 啟禎兩朝遺詩小傳》,頁 Ul2-U84。
ls’

錢馭 ,《 甲申傳信錄 》,(臺北 :廣文書局 ,1964年 2月 ),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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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崇禎朝 「五十宰相 」的人事嬗變與當時政局發展有密切相關性 。崇禎朝

前期內閣 ,以排除魏璫勢力為呼聲 ,凡與魏忠賢有合作或攀附關係的閣員在

此時期紛紛被排除出閣 ,同 時 ,反魏人事進入內閣 ,協助崇禎帝重振朝綱 ,

焚棄 《三朝要典》並且完成了定逆案之工作 。不過反魏內閣人事的組成 ,建

立在崇禎帝短暫的需求上 ,當魏璫勢力大致消退以後 ,因東北軍事與袁崇煥

案之影響 ,讓此時扮演重要角色的反魏內閣 ,頓時間失去了政治舞台的地

位 。崇禎朝中期內閣 ,在內憂外忠隱約刺痛之中 ,尚無處理政事之困擾 ,此

時內閣的人事反而夾雜在首輔地位的競爭漩渦中 ,合作與對立的錯綜複雜關

係 ,彷彿糾結的毛線 ,纏繞在權力難解的間題上 。崇禎朝晚期 ,陷入抗清與

剿寇的泥沼裡 ,崇禎帝透過考試閣員 ,希冀尋求與其分憂的適合人選 ,在督

師 、籌餉等工作上 ,此時期的閣員擔負起更多的責任 ,但亡國的最後悲劇 ,

戳破崇禎帝最後的希望 ,更在內閣內進行了一場生命的賭注 。

思考崇禎朝十七年出現五十位閣臣更替之因 ,除了從當時政治背景分析

外 ,崇禎帝以藩王入朝的身份 ,也是人事欠缺穩定的原因 。錢穆指出明代內

閣大學士的地位 ,始終無法與漢唐宋時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論 ,因為其官階受

限於五品官 ,提昇內閣地位的一種方式 ,除了透過六部尚書兼職的方式提高

其地位之外 ,還可以透過曾任 「經筵講官」官職來兼內閣大學士 ,因為經筵

講官作為皇帝之師的身份 ,其擔任內閣大學士之職務時 ,有助於聯繫與皇帝

密切的關係 。
1’‘

但當時崇禎帝在年輕的兄長天啟帝駕崩後 ,意外地接任明

代君主之位 ,尚無機會培養及建立合作內閣的默契 ,誠如 日人學者三田村泰

助談及崇禎皇帝指出 :

在特別時期出現的年少氣銳之新帝 ,是非常希望有一番作為的 ,但作為旁

系入繼大統的身份 ,很可悲的是無所可依賴的人 ,當然也沒有其指等者的

協助 。通常 ,與皇太子的教育關聯者 ,習 慣上是成為下任閣臣適合的可取

I’‘
錢穆 ,《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臺北 :東大圖書 ,1999年 6月 ),頁 1UU-1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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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但是作為藩王出身的崇禎 ,並無法具有此條件 。
I‘7

所以在了解崇禎帝特殊背景與面臨國政的危機之後 ,對其用人之評價 ,是否

要接受張岱 《石匱書後集》對崇禎帝嚴厲之批評 :

先帝焦於求治 ,刻於理財 ;渴於用人 ,驟於行法 :以致十七年之天下 ,三

翻四覆 ,夕 改朝更 。耳目之前 ,覺有一番變革 ;向後思之 ,訖無一用 :不

亦枉卻此十七年之精勵哉 !即如用人一節 ,黑 白屢變 ,捷如弈棋 :求之老

成而不得 ,則 用新進 ;求之科日而不得 ,則 用薦舉 ;求之詞林而不得 ,則

用外任 ;求之朝宁而不得 ,則 用山林 ;求之薦紳而不得 ,則 用婦寺 ;求之

民俊而不得 ,則 用宗室 ;求之資格而不得 ,則 用特用 ;求之文科而不得 ,

則用武舉 :愈 出愈奇 ,愈趨愈下 。
I58

應該會讓人出現難以抉擇的評論 。是故 ,蔣棻 《明史紀事》中 「崇禎治亂 」

所論 :

嗚呼 !自 古未有端居深念 ,旰食宵衣 ,不 邇聲色 ,不 殖貨利 ,而馴致敗亡 ,

幾與暴君昏主 ,同 失而均貶者 ,則 以化導鮮術 ,貪濁之風成于下 ,股肱乏

材 ,孤立之形見于上 。夫是以欲安而得危 ,圖 治而得亂也 。
I5’

兼顧及崇禎帝具有圖治及致亂雙重的複雜性 ,不失為一項允平之論 。崇禎朝

「五十宰相 」的人事嬗變 ,正是崇禎皇帝應變當時政治問題 ,從剷除魏忠賢

勢力到面對流寇與東北危機的救急安排 ,無論是枚 卜選才 、特選入閣 、考試

閣員等方式 ,皆是崇禎帝透過引進內閣新血 ,希冀共輔國政 ,解決當時政治

難題的對策 。只是在短短十七年之間 ,更替五十位閣臣 ,終究未能順利克服

國勢 日漸衰亡的命運 ,「 五十宰相 」也成為崇禎朝亡國的悲歌 。

i’
三田村泰助 ,《 明 t清》,(東 京 :河出書房新社 ,昭和 44年 6月 ),頁 外6-外 7。

l兒
張岱 ,《 石匱書後集》,(臺北 :大通書局 ,台灣史料文獻叢刊第五輯 ,台灣文獄
叢刊第 2跑 種 ,19S9年 1U月 ),頁 ” 。

I”
蔣棻 ,《 明史紀事》,(江蘇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199U年 1U月 ),頁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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