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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下學期中史筆記 

姓名：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    )         日期：____________ 

 

第七章 明代的君主集權政治 

第一節 明朝立國及太祖的集權措施 

一、 朱元璋建國 

   1. 控制東南：朱元璋○1 元末，本投靠反元領袖郭子興，郭氏死後，統率其部眾。 

            ○2 攻佔集慶為根據地，採取「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策略。 

            ○3 消滅陳友諒、張士誠等羣雄，控制東南地區。 

    

2. 立國統一：朱元璋○1 在應天稱帝，建國號明，是為明太祖。 

            ○2 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為號召，北伐驅逐元室。 

            ○3 掃平各地殘餘勢力 → 全國復歸統一。 

 

二、 明太祖的集權措施 (重點溫習) 

   明太祖致力改善社會民生；但為了鞏固統治，推行了多項集權措施： 

   1. 分封諸王：太祖鑑於元室孤立而亡，復行封建： 

               ○1 分封皇子為藩王，駐守各地 

         ○2 諸王可自置軍隊             守衞邊疆，拱衞王室。 

 2. 設置三司：太祖鑑於行省權力過大，改設三司： 

         ○1 承宣布政使司，掌管民政 

         ○2 都指揮使司，掌管軍政       互不統屬，直接隸屬中央。 

         ○3 提刑按察使司，掌管刑法 

   3. 廢除丞相：太祖為防相權威脅皇權，藉胡惟庸案廢除丞相。 

         全國政務由六部分掌，六部由皇帝直接統轄。 

   4. 任用特務：太祖為防臣民圖謀不軌，設特務組織「錦衣衞」： 

                  ○1 直接隸屬皇帝。 

○2 有緝捕、審訊和處刑等權。 

○3 不受司法機構約束。 

   5. 嚴待朝臣：太祖為壓抑朝臣： 

          ○1 規定朝臣上朝奏事時必須「跪對」； 

          ○2 朝臣言論稍有冒犯，會被「廷杖」。 

                  ○3 屢興大獄，藉故剷除開國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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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乘機干政。 

宦官有機會

干政。 

 

 

第二節 靖難之變與成祖的集權措施 

一、 靖難之變 

   1. 惠帝削藩：惠帝有感藩王勢大難制，採納齊泰、黃子澄等的建議削藩。 

   2. 燕王奪位：燕王○1 以「清君側，靖內難」為名，起兵南下。 

           ○2 得宦官告密，攻陷首都應天，惠帝失蹤。 

           ○3 自立為帝，是為明成祖，史稱「靖難之變」。 

二、 成祖的集權措施 

   1. 繼續削藩：成祖○1 繼續削藩，解除各藩王的兵權。 

                      ②遷都北京，由朝廷直接管理北方邊務。 

   2. 設立內閣：成祖選任親信當內閣大學士，協助處理政務。 

         大學士只能聽令行事，無干預朝政之權。 

   3. 重用宦官：成祖○1 重用宦官，命他們監軍、出使甚至出征。 

            ②設東廠，由宦官統領，監控臣民。 

 

三、 明初君主集權的影響 

   1. 君主獨裁：集權措施○1 強化皇權，鞏固國家統一。 

                ②令皇權失去掣肘 → 形成君主獨裁。 

   2. 政風因循：○1 廢相後朝中無人協調施政 → 行政效率低下。 

           ②特務橫行 → 朝臣明哲保身，因循苟且。 

   3. 宦官干政：○1 無賢相輔弼 

         ②君主昏庸幼弱       

        

第三節 明代的宦禍與黨爭 

一、 宦官之禍 

   1. 得勢原因 

    君主寵信：○1 成祖破壞太祖「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的禁令，重用宦官，令其掌管東廠 → 

宦官權勢日大。 

         ○2 宣宗時，設內書堂，教宦官讀書識字 → 宦官能夠批答奏章，具備干政的

能力。 

    廢相遺禍：○1 成祖以後的君主，大多或是幼弱或是昏庸 

                    太祖廢相使君主無賢相輔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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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宦官負責皇帝與內閣之間的文書傳遞 → 得以預聞機要，弄權擅政。 

    

2. 宦禍概況 (重點溫習) 

    王振：移去太祖禁止宦官干政的鐵牌，又慫恿英宗親征瓦剌，釀成「土木之變」。 

    曹吉祥：景帝時發動「奪門之變」，助英宗復位。 

    汪直：憲宗時，掌領特務機關「西廠」，殺害忠良。 

    劉瑾：武宗時，建「豹房」導帝嬉遊，又掌控新增的「內行廠」，誅鋤異己。 

    魏忠賢：熹宗時權傾內外，又操控廠衞，誅殺異己，使朝廷忠良盡去。 

     

3. 宦禍影響 (重點溫習) 

    ○1 朝臣為保權位，對宦官阿諛奉承 → 朝政日益敗壞。 

    ○2 正直朝臣被宦官操控的廠衞整肅 → 朝廷忠良盡去。 

    ○3 宦官及其黨羽大肆搜刮民財 → 民怨四起，激發民變。 

 

二、 東林黨爭 

   1. 黨爭由來 

神宗時，顧憲成被罷官後，與高攀龍、錢一本等人在東林書院講學， 

議論朝政，抨擊宦官。 

    朝中分為兩黨： 

    ○1 附和顧憲成等人，反對宦官干政的政治勢力，稱為「東林黨」； 

    ○2 和東林黨對立、依附宦官的，稱為「非東林黨」。 

    

2. 黨爭經過 

○1 自神宗末年，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互相攻擊。 

    ○2 熹宗時，非東林黨人勾結宦官魏忠賢； 

          東林黨人被大肆捕殺、囚禁。 

    ○3 思宗即位後，剷除了魏忠賢，但朝臣之間的黨同伐異已成風氣。 

    

3. 黨爭影響 (重點溫習) 

    ○1 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互相排斥 → 朝政大為敗壞。 

    ○2 非東林黨勾結宦官 → 助長了宦官的氣焰。 

    ○3 禍及邊疆軍事，名將受牽連被殺 → 東北女真族坐大進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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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明的外患與衰亡 (自習課題) 

一、 明代的邊患 

   1. 蒙古侵擾：○1 英宗時，蒙古族的瓦剌部南侵，導致土木之變，英宗被俘。 

○2 後來，蒙古族的韃靼部興起，在明中葉多次入寇。 

    

2. 倭寇為患：○1 明中葉，倭寇大肆劫掠東南沿海地區。 

○2 戚繼光、俞大猷諸將清剿多年，倭患才被平定。 

    

3. 女真崛起：明末，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建國號「金」，史稱「後金」。 

 

   4. 侵明戰爭：○1 努爾哈赤起兵侵明，攻取瀋陽、遼陽等重鎮。 

○2 努爾哈赤在寧遠之戰被明將袁崇煥擊傷，傷重而死。 

○3 皇太極繼位後，以反間計使明思宗把袁崇煥處死。 

○4 皇太極改國號「清」，派兵攻佔山海關以外地區。 

 

二、 民變與明亡 

   1. 民變背景 

    明中業以來，○1 吏治敗壞 

            ○2 土地兼併嚴重   百姓無以為生。 

朝廷抵抗後金，軍費大增 → ○1 加重賦稅      

                              ○2 拖欠軍餉   民變四起。 

                            ○3 裁汰驛卒    

   2. 民變概況：思宗初年，陝西大災荒，飢民與失業驛卒反明，其中以兩股勢力最大： 

         ○1 李自成自稱「闖王」，攻取西安，建國號「大順」。 

         ○2 張獻忠佔據四川，建國號「大西」，自稱「大西國王」。 

    

3. 明朝滅亡：李自成經山西攻入北京 → 思宗自縊殉國，明亡。 

 

   4. 滿清入關：○1 山海關守將吳三桂降清，引清兵入關。 

○2 李自成不敵清兵，逃離北京。 

                  ○3 清兵佔據北京 → 滿洲人入主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