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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朝“钦定逆案”初探

———兼订《崇祯长编》、《明史》记载之误

阳正伟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钦定逆案”是崇祯初期处理太监魏忠贤及其党羽的政治事件。在众多记载此事的文献中，文秉《先拨志

始》完整地记载了负责处理逆案的首辅韩?等人的两份奏疏，由此可以理出他们处理此案的大致情形。而在逆

案人员基本情况的统计上，则以谈迁《国榷》所载为详尽可靠。《崇祯长编》、《明史》等官修史书，在记载“钦定逆

案”时都存在一些问题，也需要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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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钦定逆案”是崇祯初期处理太监魏忠贤及其
党羽的政治事件。崇祯帝命首辅韩?等人参定逆

案，明末文秉《先拨志始》所载韩?等人的两份奏

疏，正是其奉旨上奏的处理逆案方案。据该书所载

首辅韩?等人第一疏谓，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正月十
四日，崇祯帝命其参定逆案：

朕览吏部文书，见冢臣欲定附逆诸人项款。

然必先正魏忠贤、崔呈秀、客氏首逆之罪，次及

附逆之人。欲分附逆等次，又须有所凭据。今

发下建祠、称颂诸疏，卿等密与王永光、曹于汴，

在阁详阅。如事本为公而势不得已，或素有才

力而随人点缀，须当原其初心，或可责其后效。

惟是首开谄附，倾心拥戴，及频频颂美，津津不

置，并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者，据法依律，无枉

无徇，期服天下后世之心。此番惩治之后，纵有

遗漏，俱赦而不究，务断葛藤，并不许借题参举。

卿等只在数日内确定来奏。不许中书参预，不

可延缓露泄，特谕，钦此。

这份圣谕规定了韩?等人处理逆案的定罪原则

和条目、注意事项等问题。二月初九，崇祯帝又谕令

刑部尚书乔允升参定此案。加入新的成员后，韩?

等人又：

仰遵谕旨，先将发下祠颂等本逐一看详，续

据部、院二臣开进各官姓名事迹互相参对。谨

以圣谕分款奏为提衡并阴行赞导在祠颂诸款外

者，分款书名，酌量拟议。再向乔允升据依律

例，各附本款具本上请候旨间，本月二十六日蒙

皇上召对平台，发下臣等原本，并前红本未入各

官六十五人。又钦定：谋大逆“凌迟”；首犯，首

逆，同谋，党孽“斩犯”；逆孽“军犯”；颂美“为

民”四款。仍奉面谕：“在外各官，轻者至为民

止；其原不列名者，不妨酌定。”

由此可见，韩?等人在上此疏前，曾另有一次上

奏此案，但未获通过，即崇祯帝召对平台，“发下臣

等原本，并前红本未入各官六十五人”。崇祯帝后

续的一系列意见，尤其是钦定四款罪名，与前述圣谕



一起成为韩?等人办理此案的指导思想。“臣等遵

照前圣谕及钦定续款，通将在外红本，及部院开来各

官，并昨南计附逆，奉旨候议。各官各满情罪重轻，

俱依交结近侍律，并引名例，加减罪例，减等分款，勋

武、内臣逐款附后，并当具奏”。韩?等人在此还提

到，处理此案的主要依据和采用的律例条款。随后

他们又对圣谕中所列“首逆之罪”，“首开谄附，倾心

拥戴，及频频颂美，津津不置者”，“虽未祠颂，而阴

行赞导者”等各项罪名予以明细化，并将“所有项款

分名姓及应得罪名，开具于后”，列出七等罪名、各

等获罪之人和应得处分。奉旨允可。［１］２１９－２５４

而《先拨志始》所载韩?等人第二疏，是他们疏

奏上述七等逆案人员之后，又依照圣谕“事本为公

而势不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随人点缀，须当原其初

心，或可责其后效”的要求，“谨依考功法不谨例一

款，将诸臣并拟闲住”，开列黄立极等４４人及其罪
状，亦奉旨允可。［１］２５４－２５９以上两疏所列八等、２５４名
人犯，即是《先拨志始》所载“钦定逆案”的入案人

员。

但是谈迁《国榷》则统计逆案人员为２６０人，其
中：“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较《先拨志始》多出杨文

昌、杨胤昌、杨祚昌、崔镗、冯继先、傅之琮、董芳名７
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则较之少胡宾１人；其
它各等都与之相同［２］。比较而言，《国榷》除与《先

拨志始》一样详细列出各等罪名、得罪之人和应得

处分外，还将各等得罪之人的官衔也予列出。而且

大多数史书对逆案人员的统计也都与《国榷》相同，

如计六奇《明季北略》［３］、刘近思《四朝大政录》［４］、

李渔《古今史略》［５］、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６］、赵

翼《廿二史札记》［７］、夏燮《明通鉴》［８］３１２７等等。因

此，在逆案人员数额的统计上，似当从《国榷》所说。

另外，受命参定逆案的韩?等人所撰《钦定逆案》，

分八等定罪，其中：“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等开列１２７
人，较《先拨志始》少张汝懋 １人；第八等开列 ４３
人，较之少潘舜历１人；其它各等都与之相同。按说
该书为当事人所撰，应是确定逆案人犯相关情况的

最佳依据。但是该书开篇就注明“此系二年所定，

后处分多有更改”，而具体做何改动、最终的处理方

案如何等，则未予交待。这可能也是它与《先拨志

始》等所载不同的原因所在，由此也决定了不能将

它作为确定逆案人犯相关情况的最佳依据。不过该

书所列人员，“夹注科分、籍贯”［９］，可以补《国榷》所

载之不足。所以将此两书合观，当可基本确定“钦

定逆案”入案人员的数额、官衔、科举年份、籍贯、入

案原因、所受处分等有关情况。（见文末附表《“钦

定逆案”入案人员基本情况》）

今人对“钦定逆案”入案人员的统计均存在不

足，如韩大成、杨欣所著《魏忠贤传》一书，统计逆案

人员２６１人，除“逆孽军犯”３５人，较《先拨志始》多
出杨文昌、杨胤昌、杨祚昌、客、冯继先、傅之琮、董

芳名７人外，其他各等都与之相同。但是该书的这
一统计却未注明出处。［１０］再如张德信和谭天星合撰

之《崇祯皇帝大传》［１１］、苗棣《魏忠贤专权研究》［１２］、

樊树志《晚明史》［１３］等杂用汪楫《崇祯长编》、文秉

《先拨志始》、谈迁《国榷》、张廷玉等《明史·阉党

传》等史书统计逆案人员，却未注意到这些史书记

载的不同之处，所作的统计也自然难以信据。

相比之下，作为官修史书的《明史·阉党传》虽

也载有“钦定逆案”，但是未载前述韩?等人的两份

奏疏。它只开列七等逆案人犯，且有些并未全部列

出姓名，如“交结近侍减等革职闲住者，黄立极等四

十四人”［１４］７８５２－７８５３，不像《先拨志始》、《国榷》等全部

列出。《明史·阉党传》开列的七等逆案人犯，将

《先拨志始》等诸书“逆孽军犯”和“谄附拥戴”两

等，合并到“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又五十余人”一

等中，其它各等不变，所以比《先拨志始》等开列的

八等少了一等。据《明史·韩?传》谓逆案“列上二

百六十二人”［１５］，则计算下来“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

者又五十余人”一等应为５２人。这比上述《先拨志
始》统计的４４人、《国榷》统计的５０人还要多。但
是因《明史·阉党传》没有列出这等的具体人员，所

以不知这５２人究竟为谁。
另外，《明史》记载逆案分几等定罪，也有些含

混不清。如上，《明史·阉党传》开列七等逆案人

犯，而《明史·韩?传》却称“罪分六等”。据《明史

·庄烈帝一》谓“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１６］，《明史

·阉党传》也说“后定逆案，以呈秀为首”［１４］７８５０。崔

呈秀在“钦定逆案”中被列为第二等，所以《明史》所

指“六等”，应不包括第一等“首逆凌迟者二人：魏忠

贤、客氏”。但为何如是处理，《明史》则未作交代。

清朝修《明史》，因崇祯朝无《实录》可据，康熙

十九年（１６８０年）二月，史馆总裁遂从史官汪楫之
议，先作《崇祯长编》。［１７］学界一般将其与明代历朝

实录同等看待。该书记载逆案分九等定罪，列入

２０３人。除韩?等人开列黄立极等４２名人犯，与诸
书相差不远外，其他八等罪名、得罪之人和应得处分

均与诸书不同。［１８］这又是何缘故呢？

观《崇祯长编》所列各等罪名都是依照上述崇

祯圣旨而来，如圣旨谓“先正魏忠贤、崔呈秀、客氏

首逆之罪”，则开列“首恶引谋反大逆已经正法者四

人：魏忠贤、崔呈秀、客氏、魏良卿”。所列“首开谄

附”、“颂美津津不置”、“虽未祠颂，阴行赞导”等，也

皆是如此。由此说明这些确实都是韩?等人奉旨上

奏的逆案处理方案。但是再细察之，却发现韩?等

人所开列黄立极等４２名人犯，有些却与前八等开列
人犯重复出现，如黄立极、房壮丽、董可威等。如前

所述，韩?等人在上第一疏开列一部分逆案人犯后，

又奉旨对“情罪末减者，另疏处分”，上第二疏开列

另一部分。如果《崇祯长编》开列的前八等人犯，与

黄立极等４２名人犯，也是这样一种关系的话，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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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人犯重复出现的情况。现在出现重复的情

况，说明两者原不是上述的那种关系。再观《崇祯

长编》开列的黄立极等４２名人犯，与诸书所载相差
不远，而前八等各等罪名、得罪之人和应得处分均与

诸书不同，那么问题应该出在后者。前文已经指出，

韩?等人在上第一疏之前，曾另有一次上奏逆案的

处理方案，但未获通过。这样看来，《崇祯长编》中

所载前八等人犯，可能正是上述韩?等人所上的未

获通过的逆案定罪方案，而《先拨志始》、《国榷》等

所载则是其所上的最终获得允可的定罪方案，所以

两者才会出现较大差异。

关于“钦定逆案”的时间，《崇祯长编》系于崇祯

二年（１６２９年）正月。《明史·庄烈帝一》和《明
史·韩?传》都取此说。这可能是因为该月崇祯谕

令韩?等人参定逆案之故。而《明史·阉党传》云：

韩?等人的处理逆案方案，于“崇祯二年三月上之，

帝为诏书颁示天下”。夏燮《明通鉴》亦曰：“逆案之

定在三月”［８］３１２６。这就是说韩?等人上奏此案并最

终获得通过的时间在三月，参定逆案仅用了两月时

间，即告完成。

又《崇祯长编》“定逆案”条下，首列吏部、都察

院接出之圣谕，也是系于二年正月。［１８］李逊之《崇

祯朝记事》［１９］、孙承泽《山书》［２０］等与之相同。《先

拨志始》亦同样是将其首列于“钦定逆案”条下，但

未注明时间。［１］２１８－２１９观这道圣谕的内容，首先严厉

申斥了群臣勾结魏忠贤所犯的诸种罪状，“逆监魏

忠贤初不过窥闥笑以市阴阳，席宠灵而希富贵。

使庶位莫假羽翼，何蠢尔得肆其张。乃一时朋

奸误国，实繁有徒。或缔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

谋阴指授、肆罗织以屠善良，或秘计合图擅利权而

管兵柄。甚且广兴祠颂，明著首功，倡和已极于三

封，称谓浸疑于无等。谁成逆节，致长燎原？”接着

又说皇帝令韩?等人参处逆案的情状，“命内阁、

部院大臣将祠颂红本参以先后论劾奏章，分别拥

戴、谄附、建祠、称颂、赞导诸款，据律推情，首正逆

奸之案，稍宽胁从之诛。其情罪末减者，另疏处

分，姑开一面。此外宥过，纵有遗漏，亦赦不究”。

由此而言，这道圣谕的主旨是为“钦定逆案”作结，

应是上述《明史·阉党传》所谓，韩?等人于二年

三月上奏处理逆案的方案后，“帝为诏书颁示天

下”，而不可能颁布于处理逆案刚刚开始的正月。

另外，《崇祯遗录》将其具体系于三月十九日。该

书作者王世德自称“日侍先皇左右”，“先皇”指崇

祯帝，则其所说当为可信。［２１］

综上所述，韩?等人于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正月

奉旨参定逆案，其所上的处理方案曾为崇祯所不允

而发回重改，直到三月他们上奏的处理方案，才最后

获得圣旨允可，而崇祯亦曾于是月谕示吏部、都察院

为此案作结。《明史》、《崇祯长编》作为官修史书，

在记载“钦定逆案”时都存在一些不足。尤其《崇祯

长编》虽为编年叙事，但在记载“钦定逆案”时却未

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列事件，而是将相关事件混乱

地编排在一起，加之搜罗又不全面，非但不能使人窥

见这一事件之全貌，还导致其自身的记载出现前后

矛盾。如《崇祯长编》所载上述韩?等人所上处理

方案中，已列入周昌晋、徐兆魁、孙之獬、曹钦程、霍

维华、房壮丽、刘廷元等人，但之后又记他们受到弹

劾。［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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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钦定逆案”入案人员基本情况※

姓 名 籍 贯 科第情况 任 职

魏忠贤 北直河间 司礼监秉笔太监

客　氏 奉圣夫人

崔呈秀 北直蓟州 兵部尚书

李永贞 司礼监秉笔太监

李朝钦 太监

魏良卿 魏忠贤之侄，宁国公

侯国兴 客氏之子，锦衣卫都指挥使

刘若愚 太监

刘志选 浙江宁波 万历十一年进士 提督操江右佥都御使

梁梦环 广东顺德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太仆寺卿署御史

倪文焕 南直江都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太仆寺卿署御史

田　吉 北直故城 天启二年 兵部尚书

刘　诏 河南杞县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总督蓟辽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

孙如冽 太仆寺少卿

许志吉 南直徽州
官生（品官之子荫入国

子监）
大理寺副

薛　贞 陕西韩城 万历二十九年进士 刑部尚书

曹钦程 江西德化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太仆寺少卿

吴淳夫 福建晋江 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工部尚书

李夔龙 福建南安 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右副都御史

李承祚 丰城侯

陆万龄 南直华亭 监生

田尔耕 北直任丘 锦衣卫左都督

许显纯 北直定兴 武进士 锦衣卫左都督

崔应元 顺天大兴 都督同知

杨　寰 吴县锦衣卫籍 右都督

张体乾
山西太原

籍后军卫
都督同知

孙云鹏 顺天霸州 右都督

魏广微 北直南乐 万历三十二年进士 内阁大学士

徐大化 浙江会稽 万历十一年进士 工部尚书

霍维华 北直东光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兵部尚书

张　讷 四川阆中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御史

阎鸣泰 北直清苑 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兵部尚书

周应秋 南直金坛 万历二十三年进士 吏部尚书

李鲁生 山东沾化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太仆寺少卿

杨维垣 山东文登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右副都御史署御史

潘汝祯 南直桐城 万历二十九年进士 南京兵部右侍郎

郭　钦 魏忠贤姻亲，昌平都督

李之才 孝陵卫太监，指挥同知

魏志德 魏忠贤亲属，东平侯

魏良栋 魏忠贤亲属，东安侯

魏鹏翼 魏忠贤亲属，安平伯

魏抚民 魏忠贤亲属，尚宝司卿

魏希孔 魏忠贤亲属，锦衣卫都督

魏希舜 魏忠贤亲属，都督同知

魏希尧 魏忠贤亲属，都督同知

魏希孟 魏忠贤亲属，都督

魏鹏程 魏忠贤亲属，都督

傅应星 魏忠贤亲属，都督

杨六奇 客氏亲属，都督

杨文昌 客氏亲属，锦衣卫指挥

杨胤昌 客氏亲属，锦衣卫指挥

杨祚昌 客氏亲属，锦衣卫指挥

客光先 客氏亲属，都督同知

冯继先 魏忠贤亲信太监，锦衣卫千户

傅之琮 魏忠贤亲信太监，都指挥使

董芳名 魏忠贤亲信太监，都督佥事

崔　镗 魏忠贤亲信太监，指挥佥事

徐应元 魏忠贤亲信太监

刘应坤 北直新城 魏忠贤亲信太监

王朝辅 北直文安 魏忠贤亲信太监

涂文辅 魏忠贤亲信太监

孙　进 魏忠贤亲信太监

王国泰 魏忠贤亲信太监

石元雅 魏忠贤亲信太监

赵秉彝 北直新安 魏忠贤亲信太监

姓 名 籍 贯 科第情况 任 职

高钦 魏忠贤亲信太监

王朝用 魏忠贤亲信太监

葛九思
北直延庆

州
魏忠贤亲信太监

司云礼 魏忠贤亲信太监

陶　文 魏忠贤亲信太监

纪　用 北直新城 魏忠贤亲信太监

李应江 魏忠贤亲信太监

胡明佐 魏忠贤亲信太监

顾秉谦 南直昆山 万历二十三年进士 内阁大学士，《要典》总裁

张瑞图 福建晋江 万历三十五年进士 内阁大学士

来宗道 浙江萧山 万历三十二年进士 内阁大学士

冯　铨 北直涿州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内阁大学士，《要典》总裁

郭允厚 山东曹州 万历三十五年进士 户部尚书

薛凤翔 山东滨州 万历三十五年进士 工部尚书

李　蕃 山东日照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太仆寺少卿

孙　杰 浙江山阴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工部尚书

张我续 北直邯郸 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户部尚书

朱童蒙 山东莱芜 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巡抚延绥右都御使

杨梦衮 山东青城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工部尚书

李春茂 山西阳城 万历三十二年进士 右都御使

李春烨 福建泰宁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兵部尚书

王绍徽 陕西咸宁 万历二十六年进士 吏部尚书

徐兆魁 广东东莞 万历十四年进士 刑部尚书

刘廷元 浙江平湖 万历三十二年进士 工部尚书

谢启光 山东章丘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兵部右侍郎，纂修《要典》

徐绍吉 四川保宁 万历二十三年进士 户部左侍郎，纂修《要典》

邵辅忠 浙江定海 万历二十三年进士 兵部尚书

杨所修 河南商城 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右副都御史

贾继春 河南新郑 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右佥都御史

范济世 河南济源 万历二十六年进士 南京户部尚书

李养德 四川铜梁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工部尚书

阮大铖 南直桐城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光禄寺卿

姚宗文 浙江慈溪 万历三十五年进士 巡抚湖广右佥都御使

陈九畴 北直内黄 举人 刑部左侍郎

亓诗教 山东莱芜 万历二十六年进士 巡抚河南右佥都御使

傅　鏪 江西临川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太常寺少卿

赵兴邦 北直高邑 万历二十九年进士 太常寺少卿

安　伸 山东淄州 万历三十五年进士 太仆寺卿

孙国祯 浙江慈溪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巡抚登莱右副都御史

郭　巩 北直迁安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兵部侍郎

冯嘉会 北直河间 万历二十三年进士 兵部尚书

曹思诚 北直景州 万历三十二年进士 都察院左都御史

孟绍虞 河南杞县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礼部尚书

李恒茂 北直邢台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礼科给事中

张　朴 四川阆中 万历二十六年进士 南京户部尚书

郭尚友 山东潍县 万历二十九年进士 尚宝司卿

李精白 河南颍州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漕运户部尚书

秦士文 山东蒙阴 万历三十二年进士 兵部尚书

张文熙 北直景州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太仆寺卿

杨惟和 南直武进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右副都御史

何廷枢 广西富川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御史

陈朝辅 浙江鄞县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御史

许宗礼 北直长垣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吏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

卓　迈 福建莆田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御史

卢承钦 浙江余姚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御史

陈尔翼 浙江山阴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太仆寺少卿

石三畏 北直交河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御史

郭兴治 北直东光 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右副都御史

刘　徽 北直清苑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御史

智　铤 北直元氏 举人 太仆寺少卿

王　珙 湖广蕲州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太仆寺少卿

何宗圣 湖广随州 举人 工部左侍郎

汪若极 南直旌德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太仆寺少卿

陈维新 浙江上虞 天启二年进士 给事中

门克新 河南汝阳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御史

游凤翔 御史

田景新 贵州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巡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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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姓 名 籍 贯 科第情况 任 职

吕纯如 南直吴江 万历二十九年进士 兵部尚书

吴殿邦 广东海阳 万历二十九年进士 尚宝司卿

黄运泰 河南永城 万历十七年进士 户部尚书

李从心 北直南乐 万历二十年进士 仓场户部尚书

杨邦宪 山东益都 万历三十五年进士 巡抚江西河南大同右佥都御使

郭增光 北直大名 万历三十五年进士 巡抚江西河南大同右佥都御使

单明诩 山东高密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右都御使

王　点 北直魏县 万历三十五年进士 右都御使

李　嵩 山西蒙河 万历三十二年进士 南京工部右侍郎

牟志夔 四川南溪 万历三十二年进士 巡抚山西甘肃右佥都御使

张三杰 山东观城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巡抚山西甘肃右佥都御使

曹尔桢 南直长洲 万历二十六年进士 户部尚书

毛一鹭 浙江遂安 万历三十二年进士 南京兵部左侍郎

张文郁 浙江天台 天启二年进士 右副都御史

周维持 南直金坛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御史

徐复阳 南直武进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御史

黄宪卿 江西庐陵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山东巡抚

许其孝 北直藁城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太仆寺少卿

张养素 福建建安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太仆卿

汪　裕 河南商城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太仆寺少卿

梁克顺 河南邬陵 举人 尚宝司卿

刘弘光 山东临邑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御史

温皋谟 广东东莞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湖广巡按

鲍奇谟 浙江余姚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河南巡按

陈以瑞 江西进贤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御史

庄　谦 山东莒州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尚宝司卿

龚萃肃 南直合肥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御史

李应荐 山东恩县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太仆寺少卿

何可及 云南剑州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太仆寺少卿

李时馨 陕西绥德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尚宝司卿

刘　? 湖广沔阳 举人 尚宝司卿

王大年 山东寿张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尚宝司卿

佘合中 南直铜陵 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大理寺少卿

徐　吉 四川内江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苏松巡按

宋祯汉 福建莆田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太仆寺少卿

张汝懋 浙江山阴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大理寺右丞

许可徵 河南尉氏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右副都御史

刘述祖 河南陈留 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江西巡抚

李灿然 浙江缙云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御史

刘之待 湖广兴国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浙江巡按

孙之獬 山东淄川 天启二年进士 翰林院侍讲

吴孔嘉 南直徽州 天启五年进士 翰林院编修

潘士闻 江西宜春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尚宝司卿

李寓庸 南直泰兴 天启二年进士 吏部主事

王应泰 顺天蓟州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尚宝司卿

张元芳 崔呈秀之婿 吏部主事

阮鼎铉 河南洛阳 监生 中书舍人

李若琳 北直济南 天启二年进士 翰林院检讨

张永祚 南直宜兴 官生 上林苑监丞

周良材 云南永昌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吏部员外郎

曾国祯 江西临川 官生 尚宝司卿

张化愚 河南内乡 官生 户部主事

李桂芳 北直南和 举人 户部主事

张一经 户部主事

陈　殷 浙江山阴 天启二年进士 太仆寺少卿

夏敬承 湖广景陵 举人 尚宝司卿

周　宇 四川成都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兵部郎中

魏　豸 北直南乐 官生 南京户部郎中

郭希禹 山西宣府 监生

颉　鹏 山西祈县 天启二年进士 徽州知府

李际明 山东安丘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南京兵部郎中

魏弘政 湖广汉川 举人 南京工部郎中

岳骏声 浙江嘉兴 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通政使

郭士望 湖广蕲水 万历三十二年进士 参政

张聚垣 四川内江 举人 南京户部郎中

姓 名 籍 贯 科第情况 任 职

周　锵 锦衣卫籍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河南参政

徐四岳 官生 大仆寺卿

辛思齐 举人 永平道参议

胡芳桂 四川巴县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黄州知府

李　实 太监

李希哲 太监

胡良辅 太监

崔文癉 太监

李明道 太监

刘　敬 太监

徐　进 太监

冯　玉 太监

杨　朝 太监

胡　宾 太监

孟镇宝 太监

刘　镇 太监

王体乾 太监

梁　栋 太监

张守成 太监

商成德 太监

黄立极 北直元城 万历三十二年进士 内阁大学士，《要典》总裁

施凤来 浙江平湖 万历三十二年进士 内阁大学士，《要典》副总裁

杨景辰 福建晋江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内阁大学士，《要典》副总裁

房壮丽 北直安州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吏部尚书

董可威 山东益都 万历二十三年进士 工部尚书

李思诚 南直兴化 礼部尚书

王之臣 陕西潼关 万历二十三年进士 督师辽东兵部尚书

胡廷宴 福建漳浦 万历二十三年进士 巡抚陕西右佥都御使

张九德 浙江慈溪 万历二十九年进士 右佥都御使

冯三元 北直三河 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左副都御史

周维京 福建晋江 万历二十三年进士 南京通政使

徐扬先 南直吴县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太仆寺少卿

陈　序 山东曹县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户科给事中

曹　谷 浙江秀水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御史

朱慎軻 山西汾州 天启二年进士 礼部主事

郭如? 江西庐陵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南京吏科给事中

何　早 南直怀宁 万历二十六年进士 南京御史

虞大复 南直金坛 万历三十五年进士 江西参政

叶天陛 福建莆田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广信知府南京礼部郎中

邸存性 北直昌黎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南京兵部主事

葛大同 湖广江夏 举人 袁州知府

乔应甲 山西猗氏 万历二十年进士 巡抚陕西右佥都御使

杨维新 陕西高陵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左都御史

朱国盛 南直松江 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工部郎中

冯时行 北直河间 万历十七年进士 通政使

吕鹏云 北直东明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大理寺丞

董懋中 浙江山阴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尚宝司卿

周昌晋 浙江鄞县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御史

虞廷陛 浙江海盐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兵科都给事中

杨春茂 江西南昌 万历三十五年进士 应天巡按御史

徐景濂 福建莆田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太仆寺少卿

陈保泰 福建惠安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太仆寺少卿

郭兴言 河南洛阳 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右副都御史

欧阳充材 江西泰和 万历三十二年进士 南京工部郎中凤阳知府

夏之鼎 南直昆山 举人 江宁知县工部主事

张九贤 山东历城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刑部主事

李宜培 河南郏县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吏部考功郎中加太仆寺少卿

谭谦益 举人 顺天推官

潘舜历 户部员外郎

吴士
!

中书舍人

徐　溶 南直长洲 监生 中书舍人

李三楚 中书舍人

董舜臣 浙江山阴 监生 经历

陈守瓒 经历

　　※本表资料来源：谈迁《国榷》卷九十［２］，第５４７３－５４７６页“崇祯二年三月乙亥”条；韩?等《钦定逆案》［９］，《四库全书存目从书》本；文秉《先拨志始》卷下［１］，第２１９－２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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