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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正德朝与嘉靖朝翰林外转现象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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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翼城县文物旅游局，山西 翼城 ０４３５００）

摘要：明代翰林官员作为帝王的秘书群体执掌广泛，内阁的设立更使其对明代朝政可以发挥巨大的影响。

明武宗与明世宗作为明代历史上两个特立孤行的荒唐帝王，对当时朝政做出了很多不理智的行为，并与作

为顾问群体的翰林儒臣们产生了大量的互动。而将翰林官员外转到地方任职，则属于这种互动的标志性产

物。但是武宗朝与世宗朝的翰林外转，在拥有普遍性特点的同时，又各自拥有不同的内涵，进而对当时以及

稍后的政局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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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武宗正德帝与明世宗嘉靖帝皆为明代历史上
个性鲜明的昏晕帝王，武宗好游猎，世宗好玄修，二人

对朝廷大政均不太热心。翰林官员作为明代帝王的

近侍、秘书、智囊，朝夕与帝王相处，与皇帝接触较多，

并且这种互动对当时的朝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

中，皇帝将作为清华近侍的翰林儒臣从中央外转到地

方任职，则属于这种君臣互动的典型例子。但武宗朝

与世宗朝的翰林外转，又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一、武宗朝与世宗朝外转翰林官员数量之比较

明武宗朱厚照与明世宗朱厚趈主政期间，皆存

在翰林官员外转现象，且数量较多，如正德三年

（１５０８年）九月丙子，翰林院学士张芮外转为镇江府
同知；正德四年（１５０９年）五月壬子，翰林院编修董

#

外转成安知县，詹事府主簿李继先外转元城知县；

正德五年（１５１０年）八月辛丑，翰林院检讨胡缵宗外
转为嘉定州判官，翰林院编修黄芳外转宁国府推

官……

明世宗朱厚趈登基之后，外转翰林官员到地方

任职的数量比之武宗，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嘉靖六年

（１５２７年）十一月甲午，翰林院侍讲陈沂外转为浙江
布政司左参议、翰林院侍讲邝灏外转为山东布政使



司左参议，翰林院侍读崔桐外转湖广布政使司右参

议、翰林院编修黄佐外转江西按察司佥事，翰林院修

撰陆荙外转湖广按察司佥事，翰林院修撰江晖外转

河南按察司佥事；嘉靖十三年（１５３４年）五月癸未，
翰林院检讨许诰外转广西全州判官；嘉靖十九年

（１５４０年）八月壬午，翰林院侍讲学士蔡昂外转为湖
州府通判；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２年）七月己酉朔，翰
林院修撰吕籹外转为山西解州判官……

具体说来，武宗朝外转翰林官员包括翰林学士

１人，翰林修撰２人，翰林编修７人，翰林检讨６人，
翰林院庶吉士７人，詹事府主簿１人，共计 ２４人。
世宗朝外转翰林官员包括翰林院侍讲学士２人，翰
林院侍讲２人，翰林院侍读１人，翰林修撰６人，翰
林编修９人，翰林院庶吉士５人，左中允１人，右中
允１人，左谕德兼监察御史１人，共计２８人。可见，
二者相比较，世宗朝外转翰林官员数量较武宗朝多

４人。

二、武宗朝与世宗朝外转翰林官员原因之比较

武宗正德朝外转了大批翰林官员到地方任职，

与明武宗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朱厚照性格幼稚，好

骑射巡狩，耽于淫逸，而疏于朝政，不能纳忠言。例

如，武宗因戏虎被伤，导致阅月不能视朝，翰林编修

王思上疏劝谏，被武宗以中旨外转为广东潮州府三

河驿丞。但是，武宗也自知理亏，在圣旨中对王思没

有丝毫的斥责，“前此言事谪官者，内降率有谴责

语，至思不然，盖讳之也”［１］２３４８。再比如翰林院庶吉

士江晖、马汝骥等因为曾经言事而忤逆圣意，导致武

宗皇帝不悦，故在庶吉士散馆时，俱令补外，“晖广

德州，汝骥泽州，廷陈裕州，应轸泗州，俱知州，嘉大

名府推官”［１］３４６２。

此外，武宗正德帝宠信宦官刘瑾，导致刘瑾权倾

天下，势压“内阁”，加上内阁大学士焦芳等人丧失

了文人士大夫的气节，与刘瑾互相勾结，暗通款曲，

于是形成了操纵朝政的阉党。阉党大力打击不顺从

自己的正直翰林官员，如“正德四年五月壬子，调编

修董
#

于成安，詹事府主簿李继先于元城，俱知县。

上皆从之”［１］１１５２－１１５３。

世宗嘉靖朝外转的翰林官员数量比武宗朝外转

的翰林官员多，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

两点：

第一，世宗皇帝以外藩入继大统，却因为“大礼

议”事件，与朝臣对立，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同时

尊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世宗以侍读汪佃讲

《洪范》不称职为借口，强迫大学士杨一清同意自己

外转翰林官员到地方任职。史载：“嘉靖六年十月

中，寻调佃为宁国府通判。一清等因言，左中允刘

栋，右中允杨维聪，侍讲陈沂、邝灏，修撰萧与成、李

方，编修刘泉，皆政务疏通，可外补；编修王同祖，黄

易宜罢。因请下吏礼二部、都察院，谘访有才识文学

者，酌量推举，改宫僚翰林，以广用人之路。上犹以

外补数少，命更加选择，勿泥常格。”［２］

第二，嘉靖帝为人多疑，而且权力欲望极重。嘉

靖帝是明代历史上有名的雄猜之主，一向以严御下，

对臣下稍有不满，即严加训斥。例如嘉靖朝曾任内

阁首辅的徐阶，在担任翰林编修时，就因为反对嘉靖

帝更易孔子庙制，而受到重斥，“上更孔庙礼制，诎

王号易木主，阶持不可，斥为延平府推官”［３］２５３８。又

如，另一位阁臣赵贞吉在任左谕德时，因“庚戌虏

变”而向嘉靖帝提出“出内帑重赏守城将士”的退敌

之策，但是效果不明显，于是乎“上诏锦衣卫逮杖

之，贬荔浦县典史”。［３］１３０９

三、武宗朝与世宗朝外转翰林官员到地方职务之比较

由表１可知，武宗朝翰林官员外转到地方任职
的职位，包括知县（３人）、知州（５人）、同知（２人）、
州判（３人）、推官（３人）、按察司副使（４人）、按察
司佥事（１人）、市舶司副提举（１人）、儒学教授（１
人）、驿丞（１人）。其中，外转职务最高的为正四品
的按察司副使，外转品秩最低的为驿丞，属不入流的

小官。

由表２可知，世宗朝翰林官员外转到地方任职
的职位，包括知县（４人）、通判（２人）、布政司参议
（３人）、布政司参政（２人）、州判（１人）、推官（３
人）、按察司副使（２人）、按察司佥事（４人）、典史
（２人）、外转职务不详（３人）。其中，外转到地方品
秩最高的职务为从三品的布政司参政，品秩最低的

为典史，属不入流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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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武宗朝翰林官员外转到地方任职的职务统计简表
外转职务类别 知县 知州 同知 州判 推官 按察司副使 按察司佥事 市舶司副提举 儒学教授

姓名
董

#

（成安

知县）

江晖（广德

知州）

张芮（镇江

府同知）

胡缵宗（嘉

定州判官）

黄芳（宁国

府推官）

刘瑞（山西

按察司副

使）

盛端明（浙

江按察司

佥事）

舒芬（福建

市舶司副

提举）

王道（应天

府 儒 学 教

授）

姓名
李继先（元

城知县）

马汝骥（泽

州知州）

何瑭（直隶

开州同知）

$

炅（徐州

判官）

邵锐（宁国

府推官）

孙清（山西

按察司副

使）

姓名
许

%

（临淄

知县）

王廷陈（裕

州知州）

许诰（广西

全州判官）

曹嘉（大名

府推官）

张邦奇（湖

广按察司

副使）

姓名
汪应轸（泗

州知州）

余本（广东

按察司副

使）

姓名
王邦瑞（广

德知州）

表２　世宗朝翰林官员外转到地方任职的职务统计简表

外转职务类别 知县 通判
布政司

参议

布政司

参政
州判 推官

按察司

副使

按察司

佥事
典史 不详

姓名 李元阳

邹 守 益

（广德府

通判）

陈沂（浙

江 布 政

司 左 参

议）

刘栋（湖

广参政）

吕籹（山

西 解 州

判官）

吴 子 孝

（浙江台

州推官）

杨 维 聪

（山西副

使）

黄佐（江

西 按 察

司佥事）

程 文 德

（信宜典

史）

萧与成

姓名 王格

汪佃（宁

国 府 通

判）

邝灏（山

东 布 政

使 司 左

参议）

张衍庆

陈谨（惠

州 府 推

官）

应良（山

西副使）

陆荙（湖

广 按 察

司佥事）

赵 贞 吉

（荔浦县

典史）

李方

姓名 张铎

崔桐（湖

广 布 政

使 司 右

参议）

徐阶（延

平 府 推

官）

江晖（河

南 按 察

司佥事）

刘泉

姓名 连镰

赵 祖 鹏

（四川按

察 司 佥

事）

　　由表１和表２可以看出，武宗朝与世宗朝外转
的翰林官员中，外转到地方所担任的职务多属于

中下级职官，虽然世宗朝翰林官员外转到地方所

担任的职官相较武宗朝略高，但是也鲜有担任布

政使、按察使等封疆大吏者的。翰林官员们外放

到地方之后，他们的权势、地位、升迁、收益均很难

与翰林职官相提并论，这从侧面反映出帝王将翰

林外放到地方任职，属于典型的左迁，不论是武宗

朝还是世宗朝，都将外放翰林官员地方任职作为

施展皇权的一种策略。因为明朝官场自中期以

后，以内调为荣，外任为耻，所以大多数官员不愿

接受这种由低品秩京官超升至高品秩地方官的就

职。“英宗朝后期，府州县官在官场上日益受到冷

遇，被人轻视。京官外迁布、按二司多不乐就选，

何况府州县官！当时世人中进士，上者期翰林，次

者期科道，又次期主事，得之则忻。”［４］明人沈德符

所著的《万历野获编》中甚至记载了这样一段略微

夸张的言论：“其视州县守令，若?鸾之视腐鼠。

一或得之，魂耗魄丧，对妻子失色，甚至昏夜乞哀

以求免。盖当时邑令之轻如此。”［５］

４８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四、党争对武宗朝与世宗朝翰林外转的影响之比较

传统社会的党争，闻之则有声，寻之则无迹，既

内耗了朝廷实力，又无益于国计民生，且一旦朝臣结

为朋党，就可能蒙蔽圣聪，操纵朝政，所以党争在中

国古代属于帝王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明代，皇权高

度集中，帝王们乾纲独断，文翰官员一旦涉及朋党之

争，通常会被降级外转到地方任职。

先看武宗朝的士大夫与阉党之争。武宗喜好骑

射、游乐，不以江山社稷为重，以至尊身份亲临边塞，

想要建立边功，甚至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做，偏偏要给

自己封授武职，荒唐至极，史称武宗皇帝“躬御边

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

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６］。因为身边的太监

们支持武宗这种非常荒谬的做法，所以武宗宠信太

监，而面对阻挠自己胡闹的忠直的文臣士大夫们则

是怒气冲天，大加贬斥。“正德二年（１５０７年），“三
月辛未，以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张

敷华、林瀚五十三人党比，宣戒群臣。是月，敕各镇

守太监预刑名政事”［７］２０１。武宗将众多正直忠贞的

大臣作为朋党处理，却让太监们干预地方的政务大

权，可谓昏庸至极。在这种情况下，部分翰林官员为

了自己的前程，见风使舵投靠阉党。杨一清与张永

扳倒刘瑾之后，大批投靠刘瑾一党的朝臣遭到弹劾。

正德五年（１５１０年）八月辛丑，科道等官复弹劾不
职，因劾内外官为瑾奸党者大学士曹元、吏部尚书张

彩辈二十六人，武宗下旨将一干刘瑾逆党或罢黜为

民，或降级外调，其中“翰林院传奉检讨庶吉士者俱

对品调外任文武官，与黄中同传奉为检讨者，为胡缵

宗，调嘉定州判官。与仁，同传奉为庶吉士者，为编

修邵锐、黄芳。芳，宁国府推官。锐以丁忧，令俟服

阕调用”［１］１４４７－１４４９。在这则史料中，翰林院检讨胡缵

宗外转嘉定州判官，翰林院编修黄芳外转宁国府推

官。这两名翰林官员以及为数众多的部属官员和地

方官员，或被外转，或被谪降，或被革职，或被罢黜，

原因很简单，这些人都是叛逆之徒———刘瑾的党羽。

刘瑾在势力坐大之后，不仅对士大夫颐指气使，而且

对同处司礼监的其余同僚也不留情面，致使左都御

史杨一清和司礼监太监张永联合，最终将其扳倒。

而且在查抄刘瑾府第的时候，查出了很多只有皇室

才能用的违禁物品，于是武宗正德皇帝才正式下了

杀刘瑾的决心，同时对依附刘瑾的官员们也严加惩

处。其后，对曾经依附过刘瑾的内阁大学士焦芳一

党也进行了清洗，其中就有翰林检讨
$

炅。此人原

本为焦芳的门客，因为焦芳的提携，选为翰林庶吉

士，后授检讨，此刻受到弹劾，被外转为徐州判官，大

快人心，史称“炅为焦芳门客，援致翰林，又以狭人

与刘瑾、张彩皆厚善，后瑾少厌芳，炅、彩因共倾之，

至是被谪，众称快焉”［１］１４５２－１４５４。

再看世宗朝的翰林官员内斗。明太祖废丞相，

明成祖设内阁，都为翰林院官员参与机务提供了契

机，使得翰林院官员的政治地位陡然提升。特别是

废相之后，作为礼率百僚、协助皇帝处理军国大政的

内阁大学士，成为了翰林官员的专属，史称“非进士

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成为了当时的政坛一

条不成文的规定，并在明代中后期成为定制。故明

人视“内阁”为翰林院的内属，翰林院为“内阁”的外

属。但是“内阁”之中，大学士们为了争权夺利，也

经常彼此倾轧。倾轧的结果之一，就是将失势的大

学士及其身处文翰系统的党羽全部清除出中央朝

廷。世宗时的“内阁”倾轧在明代是最为严重的，严

嵩与夏言斗，徐阶与严嵩争，高拱与张居正争权，张

四维联合李伟、张诚算计张居正等，都是明证。需要

注意的是，世宗朝的“汪佃进讲事件”之所以会被扩

大，牵连到众多的无辜翰林官员，与大学士张璁有极

大的关联。张璁原本属于新科进士，观政于礼部，本

无深厚资历，因支持世宗“议礼”而骤至显贵，后从

南京闲曹调至北京充任翰林学士，进而入阁办事，成

为辅臣，但为众翰林所不齿，所以张璁对一众翰林官

员非常记恨，“嘉靖六年十月，璁深恨诸翰林，会侍

读汪佃讲《洪范》不称旨，璁请自讲读以下量才外

补。于是改官及被黜者二十余人，并罢选庶吉士，翰

苑为空”［７］４３。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亦对此

事做了相关记载：“盖霍、张俱起他曹，故痛抑词林

至此，杨丹徒自谓附张得计，未几亦为张逐矣，此玉

堂一时厄运，特假手于两权臣耳。”历史上的朋党之

争，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当某一派别的政治势力

暂时得势执掌朝政时，会借机大力打击或清洗另一

派别及敌对势力，而等到另一派别的政治势力掌权

的时候，又会反过来抗衡或镇压曾经的当权派。世

宗朝的翰林们因为不齿张璁、桂萼的人品低劣，故意

顺从嘉靖帝，对二人群起而弹劾，使得张璁、桂萼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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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扫地，屈居南京闲散衙门。待到内阁首辅杨廷和、

大学士费宏为嘉靖帝罢归，张璁、桂萼升至大学士，

嘉靖帝又借助张、桂二人将不顺从自己“议礼”的一

干翰林官员们尽数外转。

五、翰林外转对武宗朝和世宗朝政局影响之比较

明武宗正德帝与明世宗嘉靖帝因为自身性格以

及施展皇权的需要，期望利用司礼监与“内阁”这两

个近侍衙门控制朝政，从而使得司礼监的提督太监与

内阁首辅权力大振，二者独自或联合代行了原本属于

宰臣的权力。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体制下，翰林官员群

体作为皇帝法定的智囊、顾问、秘书群体，清华无比，

权司颇重，①同样成为了司礼监与“内阁”互相拉拢的

对象群体，同时在无形中加强了皇权对司礼监与“内

阁”的影响。反过来，翰林官员也成为了明代帝王外

转、贬斥、打压的一个重要群体。皇帝本身如果贤明

勤政的话，翰林官员群体就会对朝政发挥良性的辅弼

作用。但是，如果帝王昏庸无道，作为皇帝智囊、顾

问、秘书群体的翰林官员们为了朝政的良性发展，亦

必然会与皇帝发生冲突，而正德朝与嘉靖朝的翰林官

员外转，就是这种政治现象的典型体现。

明武宗与明世宗皆将翰林外转作为施展皇权、

威震群臣的一种强势手段，但在与翰林群臣的互动

中，却产生了不同的后果，进而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

不同的影响。

明武宗宠信奸佞，耽于玩乐，荒废朝政，并且对

身为帝王近侍的翰林儒臣也采取一种不信任的态

度，任由太监刘瑾、权臣焦芳等将大批不依附他们的

翰林官员外放到地方担任下僚，这对当时的朝政产

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天不藏奸，刘瑾、焦芳等

逆党最终被扳倒，同时武宗由于好酒色于三十一岁

就病入膏肓，最终舍弃江山社稷，撒手人寰。翰林儒

臣们在武宗驾崩之后，反倒空前团结，形成了一个实

力强大的官僚群体，对朝政做了很多改革②，进而对

新任帝王形成极强牵制作用的文官势力集团，最终

引发了嘉靖朝的“大礼议”事件。

明世宗即位后，为了给生父兴献王上尊号，不顾

道统，掀起了“大礼议”事件，最终以强力逼迫翰林群

臣让步，大批翰林官员因为“议礼”事件而被外转为

地方职官。同时，嘉靖帝为了独断乾纲、操纵朝政，不

断地纵容内阁群臣争权，使得内阁大学士们为了首辅

的高位，不断迎合嘉靖帝的喜好③，最终使得原本应该

领袖群臣，匡扶朝政，对帝王的暴戾行为有所制约的

“内阁”，彻底沦为帝王的统治工具。“内阁”号称翰

林院的内属，二者原本为一体，因而随着内阁地位的

下降，翰林群臣对朝政的影响力也日益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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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万历野获编》卷十“词林”门中的“翰林权重”一条，详细介绍了明代翰林的职责和权力，其曰：“内阁辅臣，俱系职词

林，至今上任视事，仍在翰院，凡文移俱以翰林院印行之。人谓词臣偏重为非是，未知太祖时故事也。洪武十四年十月，命

法司论囚拟律奏闻，从翰林、春坊会拟平允，然后覆奏论决，是生杀大事，主于词臣矣。至十二月，又命翰林、编修、检讨、典

籍、左右春坊、司直、正字等官，考驳诸司奏启以闻，如平允，则序衔曰：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某列名书之以进，则

唐宋平章参政之任又兼之矣。十五年废四辅官，遂设华盖等殿阁大学士，以邵质等为之。二十三年，止称学士，而任事如故

也。惟建文不设学士，而永乐仍为殿阁大学士，秩本尊于史官，坊局安得不司禁密之寄。议者纷纷，正未考夫典故耳。”

内阁首辅杨廷和在翰林群臣的支持下，于新皇帝尚未抵京的一月之余，借遗诏行事，励行新政，革除武宗朝诸多弊

政，打击当权宦官，遗散威武营及各镇边兵，停建众多供皇帝享乐的土木工程，下令各地停止进献美女，平反冤狱，诛杀佞

臣江彬等，使得国家从危弱转臻初治，并且团结了翰林群臣，对朝政乃至帝王都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

明世宗信奉道教，好长生术，宫中每有斋醮，就命词臣起草祭祀文章。严嵩、徐阶、高拱、李春芳、严讷、郭朴、袁炜等

翰林官员均以“青词”邀宠，官居大学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