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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洪早清编著《明代阁臣群体研究》是从明代阁臣群体的构成及主要特征出发，系统探讨了阁臣的政
治作为、人格特性、政治权力运作格局等问题，对阁臣这—特定政治群体在明代历史上的作用作了全
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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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早清，男，1963年10月出生于湖北浠水县。
1982年9月—1986年6月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1986年6月底留校工作，先后任历史文化学院副院
长、教务处副处长、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分校校长，现任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
部中南高师师资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
2002年6月获本校管理学硕士学位，2003年9月—2007年6月在职攻读本校中国古代史专业（明清史）博
士学位，师从熊铁基、吴琦教授，毕业论文选题为“明代阁臣群体研究”。
研究兴趣为明代历史、高校教学管理及教师教育，已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高等理科教育》、《中国大学教学》、《课程·教材·教法》、《高等教育研究》等刊物发表
研究论文多篇，主编教材及教辅资料3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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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明代内阁制述要 二、相关研究动态 （一）关于内阁制度的研究 （二）关于阁臣群体与个案
的研究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 第一章明代阁臣群体的构成及主要特征 一、明代阁臣群体的构成 二、明
代阁臣群体构成的主要特征 （一）阁臣入阁与在阁资格特征 （二）阁臣群体籍贯的分布特征 （三）
阁臣入阁前的仕宦履历与入阁年龄的结构特征 （四）阁臣群体履任阁职的时间特征 （五）阁臣群体
的机缘关系特征 第二章阁臣群体的政治作为（上） 一、平庶政 （一）永乐迄仁宣 （二）从正统到正
德 （三）嘉靖、隆庆至万历前期 （四）万历中后期至崇祯末 二、代王言 （一）草拟诏旨 （二）代皇
帝起草遗诏和即位诏书 第三章 阁臣群体的政治作为（下） 三、挽时艰 （一）新旧交替之际 （二）皇
帝幼弱之时 四、陈规谏 （一）规谏皇帝失礼 （二）规谏皇帝失德 （三）规谏皇帝失政 第四章 阁臣群
体的人格特性 一、为相情结 二、绝对的皇权依附心理 三、非道德性的人格操守 （一）相互排陷 （二
）结好中官 （三）嫉忌才能 （四）贪利营私 第五章 阁臣群体的政治权力运作格局 一、永乐至正德：
以谋国为主旋律 二、嘉靖、隆庆时期：谋权与谋国的交响 三、张居正时代及其后：从鼓乐齐鸣到曲
绵声噎 结语：明代阁臣群体的历史地位 附表：明代阁臣群体一般情况简表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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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要考察杨廷和在整个议礼过程中的苦心，我们还得从武宗朝的局面说起。
武宗皇帝十五岁继位，继位前的太子阶段，其父孝宗弘治皇帝并没有真正让他接受过系统的教育，担
任他的东宫讲读者中没有一个是在任内阁阁臣。
有学者认为：孝宗朱祜樘之所以对朱厚照比较放纵，是为了让储君从少年时期起就避开内阁老臣的羁
勒，本意也许是希望他能自操威柄，不受权臣的左右。
从本书前面对孝宗的有关论述及武宗即位后的表现来考察，此言还是颇有道理的。
武宗身为孝宗唯一的儿子，长于平静，惯于宠爱，做皇太子时，于孝宗则“游幸必从”，杨廷和、费
宏等虽然都做过武宗的东宫讲读，估计对武宗的影响也是甚微的。
身为武宗东宫第一讲读的兵部尚书马文升曾云：“止是正旦、冬节及每月朔望日于文华殿门外朝参”
，与皇太子“相去颇远”。
那么，身为一个小小左中允的杨廷和对皇太子到底能施加多大的正面教育就很难说了。
即位后的朱厚照（即明武宗），一意任性妄为，对阁臣们的上疏建言几乎一概不听，杨廷和等内阁阁
臣为了劝谏武宗循帝道、止妄为，为了苦撑被武宗搞得乱七八糟的政治局面，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和
心血。
然而，武宗到死不改妄为的个性，杨廷和等好不容易利用新旧交替的时机将武宗留下的乱政初步理清
，也算是发抒了多年积于心中的郁闷和苦恼。
但紧接着，继武宗之位的又恰是一个年近十五岁的藩王之子，且从小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宫廷教育，杨
廷和等对他缺乏起码的了解，他究竟能不能按照传统帝道的要求做一个好皇帝，联想到武宗皇帝的所
作所为及其所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杨廷和等确实感到心有余悸。
那么现在面对的这个少年新皇帝，如果不适当加以约束，不加强对新君进行礼法、治道等方面的积极
引导，前朝的故事不是没有重演的可能。
而杨廷和等对新君约束的切入点则是由他精心设计的“继统”与“继嗣”整套完整理论，利用新皇帝
较少沾染皇宫旧习和希望图治的有利条件竭力劝导其循礼守制，促使嘉靖皇帝恪守传统的帝道与帝德
。
应该说，杨廷和等人的考虑和做法还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传统宗法制度下新皇帝继
位的合法性，从根本上说更是为了明王朝的长久利益。
故而，杨廷和等与嘉靖皇帝在议礼问题上的冲突不应该仅仅看作是皇权与阁权的冲突，更不能毫无根
据地说杨廷和是想得到世宗的皇权，如果仅仅是为了个人或内阁的利益，杨廷和完全可以采取迎合嘉
靖帝的态度，前有迎立之功，后继以迎合之劳，嘉靖帝应该是更加亲信委任杨廷和，杨廷和更是犯不
着要采取和嘉靖帝为争礼制相抗的方式来为自己、为内阁争权夺利。
客观而言，议礼之争可以说是君臣之间目标错位而引起的。
考之于史实，可以看出，在议礼之初，嘉靖皇帝还是非常感谢和器重杨廷和等几位阁臣的，在朝政的
处理上非常倚信杨廷和，而且在一般的礼制上也是顺从内阁的，然而，嘉靖帝急欲表达孝情和借议礼
以树立个人尊严的诉求与杨廷和对新皇帝的政治期待之间很难实现某种程度的融通。
就杨廷和等所坚持的“继统”、“继嗣”原则不能以“违法”。
“逆理”而论，还是有其具体的历史根据的，而且其出发点也是为了大明江山的稳固，但就是没有切
合新皇帝眼前迫切的个人需要，而张璁辈的就事论事恰好切合世宗个人的迫切需要，张璁对武宗之乱
因为没有切身的痛苦感受，他实在难以体会杨廷和内心的全部苦衷，也许这就是杨廷和与张璁辈的不
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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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代阁臣群体研究》资料丰富、视野开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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