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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学士

参考资料一：

内阁学士，为明、清朝官制之一，品等为从二品。朱元璋仿宋制设置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
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1659年，
清政府将文馆与内三院统一且更名为内阁，其内阁设学士。在数量上，内阁学士中，满人六人，
而汉人则四名。学士于1730年代乾隆朝时，成为三殿三阁定制。数量到达几十人之多。明代代表
人物有解缙、商辂、李东阳、杨廷和等。

职能设置

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罢中书省，设“四辅官”，
不久又罢。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置华盖殿、谨身殿、英武殿、文渊阁、东阁等大
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

位高权重

随着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内阁成为一个重要的部门，于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内阁大学士开
始由尚书担任，而这些尚书有的还担任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官阶为
正一品，于是六部尚书有事只好请示内阁大学士，这就使他们实际上成为内阁的下属，等于又恢
复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旧制。之后内阁大学士又按地位高低顺序，分为首辅、次辅、群辅，首辅
“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在这种状况下，内阁便有了宰相化的发展倾向，个别内阁
辅臣的权力也像以前的丞相那么大了，于是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没
有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权的“权相”。正像谭天星在他的《明代内阁政治》中所说那样：“内阁
虽无相名，实有相职；虽有相职，实无相权；既无相权，却有相责。”朱元璋永远废除丞相的规
定事实上被完全破坏了。

明代变更

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仁宗时，任用
杨士奇、杨荣为华盖殿、谨身殿大学士，权力加重。明世宗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
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
名，实有宰相之权。到了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以后，内阁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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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正因朱高炽和朱瞻基登极时，朱棣时期受到重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
还在位，并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极深的资历受命辅政，加上皇帝年幼，只得把政务交给内阁
办理，于是内阁的权力逐渐加重。从明英宗朱祁镇开始，后面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
宠信宦官的人，他们往往会将政务交给内阁处理。于是，内阁地位进一步提高。内阁地位提高的
一个显著标志是内阁拥有了“票拟”大权。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就是所有的章奏先由内阁大
学士看过，然后用一个小纸条写上处理意见，再送进宫里由皇帝最终决定，这叫做“条旨”。皇
帝看过以后，把纸条撕了，再亲自用红笔写上意见，叫做“批红”，亦称“朱批”。皇帝批好了
拿出去由下方执行，这就是正式的谕旨。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拥有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权力，
代表着具有绝对权威

的“皇言”，其重要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但是是给皇帝带给参考的初
步意见，最后的决定权还在皇帝手中。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体
此刻其所写“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万历
前期张居正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朱批”的蓝本，在这种情形下，内阁权力迅速增大就
成为可能。

宦官政治

关于宦官政治，民间不少人存在很大的误区，认为明朝因宦官的存在极其黑暗。明朝传国将近三
百年，如果真的是腐朽透顶的话，自然不会有此国祚。有明一朝，自朱元璋罢黜丞相之位后，因
工作量过大，皇帝就不能常到内阁，只能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时日一久，内阁逐渐成为一
个变相的宰辅机构，这便是外廷，与之相对应的是由司礼监组成的内廷。在这种格局下，构成了
一种初步的权力平衡。甚至在皇帝不作为的状况下，国家仍然能够在内外廷的合作下持续稳定，
如明神宗万历皇帝，他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有的朝臣从开始做官直到退
休都没有机会见他一面。但国家仍然能够做到繁荣稳定，甚至出现了万历年间的资本主义萌芽。
皇帝和内阁的联系，在某些时候是透过太监沟通的，皇帝有事交给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同
样，内阁有事，也先报给太监，再由太监上呈皇帝，这在某些状况下给了太监弄权的机会，明英
宗以后，武宗、熹宗等皇帝的不问政事，经常将“批红”的大权都交给了宦官头子，于是内阁的
职权受到宦官的钳制。出现了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有些人据此认为明中叶之后的政治
极度黑暗，其实不然，不少名臣都是出自明中叶之后，如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他们开创了一个新
的格局，使得内阁

更加具有民主性，如徐阶任首辅时，就在应对分歧时在所有阁臣中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得出最终决
定。作为皇帝的辅助机构，内廷的作用与内阁不可同日而语，国家大略的推行以及政治抱负的实
现都是由内阁来完成的，而内廷则只能扮演一个配角。

清代沿置

天聪年间，设内三院；顺治年间改称内阁。以大学士分兼殿、阁之衔。乾隆年间，规定三殿、三
阁大学士之制。但因实权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内阁职权低落，参预重要政务的人多由皇帝指定
，不必须是内阁成员。军机处成立后，实权集中到军机处，内阁徒有虚名，仅成为传达皇帝谕旨
、公布文告的机关。但名义上仍为清代最高级之官署。清末仿行君主立宪制，设职责内阁，以旧
内阁与军机处合并为最高国务机关。北洋军阀时期改称国务院，习惯上仍称内阁，其成员称阁员
。

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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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解缙、商辂、李东阳、杨廷和、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

参考资料二：

内阁学士

明、清最高官署名。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罢中书
省，设“四辅官”，不久又罢。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置华盖殿、谨身殿、英武殿
、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明成祖
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仁宗时，任用杨士奇
、杨荣为华盖殿、谨身殿大学士，权力加重。明世宗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
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
有宰相之权。清代沿置，天聪年间，设内三院；顺治年间改称内阁。以大学士分兼殿、阁之衔。
乾隆年间，规定三殿、三阁大学士之制。但因实权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内阁职权低落，参预重
要政务的人多由皇帝指定，不必须是内阁成员。军机处成立后，实权集中到军机处，内阁徒有虚
名，仅成为传达皇帝谕旨、公布文告的机关。但名义上仍为清代最高级之官署。清末仿行君主立
宪制，设职责内阁，以旧内阁与军机处合并为最高国务机关。北洋军阀时期改称国务院，习惯上
仍称内阁，其成员称阁员。

到了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以后，内阁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正因朱高炽和朱
瞻基登极时，朱棣时期受到重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在位，并以前朝旧
臣元老的地位和极深的资历受命辅政，加上皇帝年幼，只得把政务交给内阁办理，于是内阁的权
力逐渐加重。从明英宗朱祁镇开始，后面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的人，他们
往往会将政务交给内阁处理。于是，内阁地位进一步提高。内阁地位提高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内阁
拥有了“票拟”大权。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就是所有的章奏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然后用一
个小纸条写上处理意见，再送进宫里由皇帝最终决定，这叫做“条旨”。皇帝看过以后，把纸条
撕了，再亲自用红笔写上意见，叫做“批红”，亦称“朱批”。皇帝批好了拿出去由下方执行，
这就是正式的谕旨。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拥有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权力，代表着具有绝对权威的
“皇言”，其重要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但是是给皇帝带给参考的初步
意见，最后的决定权还在皇帝手中。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体此
刻其所写“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万历前
期张居正的“票拟

”，差不多都转化为“朱批”的蓝本，在这种情形下，内阁权力迅速增大就成为可能。

随着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内阁成为一个重要的部门，于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内阁大学士开
始由尚书担任，而这些尚书有的还担任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官阶为
正一品，于是六部尚书有事只好请示内阁大学士，这就使他们实际上成为内阁的下属，等于又恢
复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旧制。之后内阁大学士又按地位高低顺序，分为首辅、次辅、群辅，首辅
“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在这种状况下，内阁便有了宰相化的发展倾向，个别内阁
辅臣的权力也像以前的丞相那么大了，于是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没
有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权的“权相”。正像谭天星在他的《明代内阁政治》中所说那样：“内阁
虽无相名，实有相职；虽有相职，实无相权；既无相权，却有相责。”朱元璋永远废除丞相的规
定事实上被完全破坏了。

明朝传国将近三百年，最初的皇帝还能亲自到内阁商议政事。但是之后的皇帝就不能常到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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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有几个皇帝甚至长期不问政事，如明神宗万历皇帝，他做了四十
八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有的朝臣从开始做官直到退休都没有机会见他一面。从宪宗
到熹宗，前后167年，皇帝都没有召见过大臣，更不用说到内阁议事了。于是皇帝和内阁的联系
，就开始透过太监沟通。皇帝有事交给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同样，内阁有事，也先报给太
监，再由太监上呈皇帝，这就给了太监弄权的机会。有的皇帝甚至将批红的权力也交给了太监，
明英宗以后，宪宗、武宗、穆宗、熹宗等皇帝都个性宠信宦官，经常将“批红”的大权都交给了
宦官头子，于是内阁的职权受到宦官的钳制。出现了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明中叶以后
，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著名的大宦官，在他们得势时都大力压抑和控制着内阁，使明朝
历史上出现了最为严重的宦官专权的黑暗政治局面。在这种情形下，内阁学士要想有所作为，务
必首先巴结太监。正因内阁学士根本见不到皇帝，不讨好太监，他们的意愿、设想便不能被皇帝
得知。即使是著名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也不能例外，身为内阁首辅，他也只能透过给太监行贿，在
他们的帮忙下才最

终掌握实权，才有机会进行改革。

更多 参考资料 请访问 https://xiaorob.com/fanwen/can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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