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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代宦官》（作者温功义）以灵活流畅的文笔，扼要介绍了中国宦宫（太监）的由来及其在历
代的发展、变化和影响；综述了明代宦官的概况；接着从&ldquo;郑和下西洋&rdquo;开始，将明代两
百多年间的著名宦官（如郑和、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和宫廷内部的重大事件（如&ldquo;土
木之变&rdquo;、&ldquo;夺门&rdquo;事变，帝位之争、厂卫之争等），作了生动的叙写。
《明代宦官》中广泛反映了明代的朝野斗争与社会生活，形象展现了明代政治制度和特务组织（锦衣
卫、东厂、西厂）的发展演变情况，深刻揭示了明王朝存在的各种矛盾弊端及其由盛而衰的原因。
著者在系统、全面介绍各朝宦官的奇闻异事及其对宫廷政治的重大影响时，还将朱元璋建国到崇祯帝
覆亡的全过程，也生动、概略地勾画出来。
读者从中会大开眼界，深感这是一部栩栩如生的封建宫廷斗争史和高度浓缩的中国太监演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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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温功义(1915～1990)，生于河北省静海县，祖籍湖北省武汉市，幼年聪颖好学，博闻强记，青年
时期便开始写作，文章多受茅盾等作家指点。
1939年，进入大公报，在抗战时期从事新闻工作。

　　解放后，温功义熟读史书，尤精明史，出版了《明代宦官与宫廷》及《三案始末》，文字生动晓
畅，将明代历史的凝重与精彩表达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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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上所述的内监二十四衙门的概况，大致都是洪武初年、二十四衙门建立齐备时便已俱备了的，
但也有些情况已略超出了洪武初年的时候，因为这些衙门，自建立之始，便都在不断扩展着，这种不
断扩展的情况，很使明太祖朱元璋感到不安。
他是一心想要限制宦官的发展的，而实际都是事与愿违，宦官的人数、职权等等总在不断地发展着。
他原本以为，宦官的职务，只是在宫中执行洒扫、清除的任务而已，人数最多有个百把人便够了。
但实际上却是，宫中的事务日繁，宦官的人数日增，到了内监二十四衙门全部形成之时，宦官的人数
早已逾千，所管的事项也已大大增多，不但把宫中的衣食住行全都揽尽，而且连在这些之外的工农诸
业，以至兵器甲仗等等，也都设有专属，全管到了。
明太祖是个一心想把他的帝业传诸子孙万代的人，在他即位为帝后，他的精力主要便是用在这一方面
。
他感到宰相制有碍于他的帝业，便不惜以多年的谋划和大动杀伐，废除了自古形成，已经成为定制了
的宰相制。
宦官的人数不断增多，他们的职权不断地增大，也很使他感到担心；但他又深知，这些都是出于实际
的需要之故。
他并不想废除宦官这一制度，因而想出一些做法，希望能把宦官发展势头予以限制。
为此，朱元璋订出了很多的禁条和禁例，其中最主要的有：内臣与外官不得有文移往来，不得互通消
息；内臣不得兼有外臣之文、武官衔；内臣不得服用外臣冠服；内臣官阶不得高过四品；内臣月给食
米一石，衣食都在内廷等等。
另外，明太祖特别注重并且关心的，还有&ldquo;内臣不得识字&rdquo;和&ldquo;内臣不得干预政
事&rdquo;这么两条。
在这两条中，尤以后者为重。
他为此，曾在官门特别立了一面铁牌，上面铸有&ldquo;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rdquo;的字样。
关于此事，在《太祖实录》中，也特别记有他宣谕&ldquo;内官不得干预外事&rdquo;的言论；他说
，&ldquo;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
前代人君不鉴于此，纵宦寺与外官交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其为害非细故
也。
间有发奋欲去之者，势不得行，反受其祸，延及善类，汉唐之事，深可叹也！
夫仁者治于未乱，智者见于未形，朕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rdquo;这里所说的&ldquo;内臣不得干预外事&rdquo;，与铁牌上所书的&ldquo;内臣不得干预政
事&rdquo;，二者之间仅有一字之差，但《实录》中所说的却比铁牌上所书的，包括的范围更宽，也更
难于执行。
因为内监虽然主要是活动于宫廷之中，对于外面诸事总不免有所接触，要他们不干预政事已经很难，
要不干预外事，就更难了。
明太祖对于他自己的这些禁令都是很认真的。
据说有个在他左右任事很久了的老内监，一天无意之间偶然谈起了政事，明太祖为此立即大怒，即日
便把这个老内监斥回乡里，不许再回朝。
他的认真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即便如此，有时出于事实的需要，明太祖自己也还是不免要触动这些禁例。
如在洪武八年（1375年），他就曾派内侍赵成到河州去干市马的事务；又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
，派司礼监的内监聂庆童到河州去，办理有关茶、马等项事务。
除去这两次派出内监到河州办事之外，明太祖对宦官的控制管理都是很严的，直到他于洪武三十一年
（1398年）去世，都是如此。
　　明太祖去世后，继之而登帝位的是他的太孙朱允炆，也就是后来被谥为&ldquo;恭闵&rdquo;的恭
闵帝。
但是历来人们还是习惯以他的年号来称他，称之为&ldquo;建文&rdquo;，或是建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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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皇太孙朱允蚊，是明太祖曾立为皇太子的朱标的次子。
朱标是在洪武元年正月，初建国时便被立为皇太子的，但他只活到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便在他的父亲
明太祖之前，先下世了。
那一年，朱允炆已十四岁，遂于当年九月便被立为皇太孙。
　　朱允炆在即位为帝时，年龄已及二十，他是在明太祖言传身教中度过了作为皇太孙的几年岁月的
，因此对明太祖的教导都&mdash;体谨遵，在约束宦官方面，更是比明太祖尤为严厉。
他于即位之始，便曾严谕各处地方官吏，说是内侍外出，如有某种不法之处，地方有司便应将其械送
治罪。
在内廷，他对内监的管束也极严厉，稍有违忤，立即严惩不贷。
他对宦官们如此之严，以致宫内的宦官们很多人都很不安，有的甚至私逃出宫，另寻去处。
那时明太祖的第四子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早已有了不臣之心；由于他待宦官们较为宽松，因
此那些逃出宫外的宦官们，很多都投奔了燕王，并把他们所知道的各种消息也都告诉给了燕王。
特别是燕王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南下时，逃离出宫，投到他那里去的宦官们就更多，也给朱棣添了不
少的助力。
　　明成祖朱棣原本就很信任在他左右的宦官们，他起兵后又得到宦官们的很多助力，对宦官的倚重
更增加了一些，因而在他即位为帝后，便一反他的父亲明太祖的所为，对于宦官，从严加约束，到信
任倚重，觉得最可信赖的，还是那些随在他身边的宦官。
他的帝位是由篡夺得来的，他怕各地有人不服，便派出很多宦官去镇边关，或是作为监军驻在军中监
视各地的守将。
这些出镇或监军的宦官们，自认为是来自禁中，在皇帝左右的人，几乎都是傲然高踞于地方有司之上
，为所欲为，比起建文时期，宦官外出稍有不法，便被械送法办，真有极大的不同了。
由于信倚内监有过于信倚外官，朱棣把对外出使的重任也交给了宦官，如永乐初年奉敕出使暹罗的李
兴，出使西域诸国的李达，出使迤北的童海，出使西番的侯显等人，便都是很被明成祖朱棣信任的内
监。
当然，成为永乐时期令人最为触目的三保太监下西洋一事，更是内监出使事件中，传说最为广远，一
直流传至今的事例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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