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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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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宫票拉宫中侍奉之宫，东汉光武帝以后

始成为被阉割后在后宫为帝王及后妃服务的男

人的专称 C 在中型历史上，宦官有许多称谓，

主要有以下几种:

"寺人"是宣宫最早的称谓。(诗经·秦

风·车邻) : "未见君子，寺人之令。"郑氏复

曰"寺人，奄人也。" {属礼·天官家宰》叙官

贾民疏曰..云寺之言侍者，欲取亲近侍御之

义，此奄人也。" {资治通鉴·唐纪七十九》云:

"寺人之宫，自三王之世，具载于《诗》、

《辛吟，陆以谨 j闰闻之禁、通内外之言，安可无

也。"

"宣者" (后汉书·宦者列传) : "中兴之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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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宦者悉用揭人，不复杂谓他士。"其后茄代多以"宦官"

或"宣者"棺称。

"阉人

阉。淘本作奄， {周礼·天官家宰〉叙宫郑民注曰..奄，精气

坷藏者，今清之宦人。"

"腐人"又称"腐夫"因羁刑而得名 o {汉书·景帝纪》

颜师古注曰..靡，宫刑也:丈夫豁势，不能复生子，如腐木

不生实。"

中官，又称"中人

在宫中内廷服役，相对外臣而言故多以"中

租琦，本为汉代宦官佩屑的两种冠饰。《汉官仪》云..中

常 f争，秦官也;汉兴，或用士人，银珞左程:先武以后，专任

宜者，右箱金边。"故后世以"组王当"作为宦官的别称。

太监，本为古代职官名称，如唐代、辽代都有大革宫职的

设置，属宫中内侍之官，而且必以阉人充当，故后 ilt 称宦官为

大监。明 1-\'. 置宦官二十四衙门，各设掌印太监，大革成为上层

宦宫的代称，到清代，大监时成了全体宦宫的通称。

黄门，汉代给事内廷有黄门令、中黄门、小黄门之宫，皆

以宣官充任，后遂称宦官为黄门 O

宣官的称谓还有许多，如鄙称之曰"宦莹"飞、"阉竖

称之臼"公公"飞，漾称之臼"刑余"等等，不一一赘述。

宦官的来源，主要有三:

一是将战俘或罪人处以宫刑，没入宫廷为宦宫 O 如秦之赵

高、汉之石显。宫刑初为淫刑，秦汉以后，官刑成为兔死之

刑，如司马迁替李搜辩护当诛，以受宫那i 免死。至清代 JJt 黯宫

刑，罪抱在宫中的比例遂 j越来越小 O 为了扩大宦宫来源，在对

外战争中，有时将敌医的战俘强行阉割，移送宫廷充挂。还有

时掳掠边地山民强阁为宦官 o (资治通鉴·睛纪三): "多捷山擦

充宣者。"明代天 j项年前，镇守湖广贵州的民让"阁割东苗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获童稚一千五百六十五人" ( {万 JJj 野获编补遗》卷一九

二是地方官吏为取说皇上，将民间子弟蒙骗或强行阉割贡

献于宫廷，唐、明两朝最盛。《新唐书·吐突承璀传) : "是时，

诸道岁进阉儿，号‘私自'。"唐代大室官高力士即是圣历年间

由岭南讨击使李千里月号进的阉 J[.。明代也有通过各种渠道进献

阉童的情况，甚至高丽、安南等重也向明廷进献阁人。

三是某些人怀有某种目的或羡摹富贵自宫为宦宫。如元代

宦官补不花因和其有唆味关系的完者忽都被选进宫中，思念心

切，吉阕进宫 O 明代宣官魏忠贤，本色娶妻生子，后国赌博输

钱而遭至2 窘辱，遂悬而自官 O 更多的自宫者是羡慕内官富贵。

由于自宫者日多，朝廷不得不加以限制，据《明会典》记载，

明代规定"民间有四五子以上，愿以一子报官阉羁者，听有

司造册送部后收补之日选用;如有私割者，照侥重治，邻右不

举者，一并治罪不肴。"

中罢宣官的身传性质前后有徨大变化。最早的宣官，仅是

在内廷服役，或酒告庭除，或开关 fl 禁，或执送夜壶，职役下

贱，生在住卑微，是纯粹的内廷奴隶 O 战蜀秦汉时期，跑着封建

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宦官制度相应日趋完备，宦宫内部也发

生了变化，一部分宦宫由于接近君主，深受宠信，甚至被委以

重任，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以至干预朝

政，操纵吕柄，出现了室官专权的局 000

隋詹时期，宣官员伍进一步扩大，出玩了窒官宫镣化局

面。一方噩，宦官机构衙门化，新建置了宣官机构一一内侍

省。内传省属官众多，机构庭杂，领有掖庭、宫漠、美官、内

仆、内府、内坊等六局，使各个系统的宦官机构都精羁于内侍

省之下，成为完全由宦宫把持的机构。到明代，室官衙门更加

庞大，有二十四衙门，其下又设若干蓝、司、局等机构、职

衔 O 另一方 E 窒官队娃职官化，他们有官号、有职事、有秩

品、有停禄、有爵佳、有食邑、有寇攘，并享有娶妻成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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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归省、置回蓄财的权利，已经和普适士人官缭没有什么区

剔。

因此可以说，整个中墨封建社会时期的上层宦官的身份，

具有双重娃，既是君主的奴仆，又是朝廷官员。一些下层宦官

却处于被奴役的卑贱地位。

{二}

中雷宦官制度的出现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的产生，

"家天下"成为提本的政治制度;二是世袭、传子制的形成，

统治者为了不乏后嗣和保近血统纯正，实行多妻制并对妻妾严

加防范;三是宫剖和阉割术的发明，使宦宫的产生成为可能。

早在夏冀周时期这三个条件都具备了。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之中，"扎崩乐坏"、"王

权下移"使用宦官已不是周天子的特权，各诸侯 E 也纷纷使

肆宣宫。《册府元龟'内在部总 ff) 称"平王东迁，诸侯力政，

霸者问起，多懵王制，晋、宋、齐、楚、鲁、卫诸国，皆有寺

人。"这里的寺人，就是当时对宦官的称谓。随着诸侯国君追

求享乐和专锚主义的不断强化，为宦官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

时轧。部分宦官从开阔宫门、酒扫庭除、奔走供应、饮食起居

等宫廷杂役中逐渐变为活跃子政治舞台的一般特殊势力，甚至

参与 E政、军事和宫廷斗争，如齐之竖刁、晋之寺人捷、赵之

缪费、秦之谬弃等，皆是其例。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逐步完善，与其相适

应的宦官制度也走向正规化。与先秦相比，宦宫人数增多了，

活动范围扩大了，并设置了完善的宦官轨构。特别是东汉时

期，宣官势力急剧腾胀。吉东汉和帝以后的历代皇帝，均幼年

即位，由母后执掌国政，往往最赖宦官交通内外， {后汉书·宦

者列传〉云"女主临政，而万智L殷远，朝臣嚣议，无由参断



推幢，称制下令，不出房阁之间，不得不委用到人，寄之国

命。"从而为宣官参政提供了机会。母后;监朝所依赖的主要是

外戚，少主亲政后不愿受制于外戚，他们所信赖的也只有身边

的宦宫，在皇权与外戚的斗争中，宣宫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

"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于是中宫始盛焉" (<后汉书·宦

者再传抖。宦官集团与外成集团被此争斗，交替专权，成为东

汉政治的一大特征，罔时也出现了中医历史上宦官专权的第一

次高潮。

魏晋南北朝时嚣，国家长期处在分裂状态，政爵动荡，皇

朝更迭频繁，未能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同时统治阶级内部

的矛盾和斗争也十分尖锐激烈，宦官告tl 度的发展受到摄制。虽

然也出现了镰署汉时期的黄培、晋朝的王沈、北魏的宗爱、刘

腾等大宦宫，但就整体而言，未形成宣宫专权的局 W ，较东汉

时期宦官势力有所回落。

睛唐时期，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进一步发展的国时，

宦官制度也有所发展，特别是唐后期又出现了严重的宣官专

权。宋人司马先在论述暑代宦宫势力发展过程时说..宣官之

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伐，成于德宗，极子昭宗。" ( <资治通

鉴·唐纪七十九})唐代宣宫的身份地位发生了银大的变化，他

们的上层己跻身子宫镣队伍的行到，宣官名正言烦地成为统治

集团的正式成员，所以他 11'1参与政事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合法

性 O 其专权局面持续时间之长、参政范围之广、鱼害程度之

深，都是吉守所未有的，从而出现了中型历史上第二次宦官于政

的高潮 G

两宋时期，鉴于唐末宦官专权乱政的历史教训，对宦宫采

取了一系英抑制措施，虽然上层宦宫干政现象也时有发生，侄

其巍模和程度都不及东汉和唐 c 北宋前期，宦官曾广泛参与各

类军事活动，其后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

盘机不断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童贯、梁师成等一些炙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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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可热的宣官 O 辽、金、元为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 1í1

也都仿汉族封建政权设有宦宫，有个别宦官如元之朴不在虽然

在某种程度上子王震朝政，但总的来说未形成专权焉茵 O

明清时期，是中嚣宦官制度由呆盛而走向灭亡时期。明朝

建立后，君主专制空需强化，宦官势力也极度露珠，几乎介入

明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明代宦官二十四个衙门中，司礼监

"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 (黄宗载《明夷待访录·置相>) 0 

明代许多权阉都出自司扎监。同时，宦官还典兵，提督东、西

两厂，出任矿监就使，对政治、经济、军事全军渗透，形成了

中 001军史上第三次宣官专权高潮。清代鉴于明代宦祸的教训，

对宦官进行了种种摄制，有效遏制了宦宫势力的发展 O 清后

期，出现了"母后垂帘听政"的患重，又为宦官窃权提供了机

会，击挠了安德海、李莲英、小镇张等大宦宫。直到辛亥革命

撞翻了清朝，宦官制度才与封建专制制度一起退出了历史舞
4λ 
口 O

{三}

在古代埃及、希措、罗马等文明国家虽然也有宦宫 .fa 其

延续时间之长远、组织之严密、影响之巨大远不及中国，这是

由中型历史的特点决定的。自秦以降，随着封建专制中央集权

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宦官的权势已益扩大，宣官政治与外戚政

治一起成为中萤封建专制政体中的两个毒瘤 O 虽然也有个别宦

官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做出一些贡献，如东汉蔡先改进造纸术、

明 1-'(. 郑和下西洋等。但从整体上讲，在许多朝代，宦官作为一

种特殊的政治势力，左右朝政，童国害支，甚至就君震后，残

害忠良，形成了宦官子政的局噩，在历史上产生了严重的宦

祸。

中国历史上的宦祸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祸乱宫廷。在中国历史上 ， m f毛宫廷几乎都发生过
内争事件，有时内部争斗激化为宫廷政变，在这些内争中，宦

宫往往扮演了重要角色 O 如齐桓公晚年，诸公子争位，宦宫竖

习与公子无选结党，软禁桓公，诛杀群吏，以卑鄙手段夺取了

政权 O 秦 E 缪莓，以宦官身赞私侍赵后，淫乱宫润，污浊不

堪。东汉和帝时，宦官郑众等人密谋策划，发动改变，铲除了

外戚窦氏 E 安帝时，宦官李闰等又合谋诛灭外戚邓氏:顺帝

时，宦宫孙程等又发动改变，诛灭外或阅民;桓帝时，室官单

超等人敌血为盟，发动政变，诛杀外戚梁氏，单超等五宣官同

日封侯，宣宫与外戚的斗争史东汉宫廷乌烟痒气。唐代窒官仇

士良，挟持文宗，发动"甘露之变.. 11召宗时宣官杨复恭告称

是靖朝皇室后代，竟要复辟隋霸天下:宦官文OJJ 季述剧禁锢昭

宗，责斥朝~，宫廷内外，一片混乱 O 在明朝统治集罢内部的

矛盾和斗争中，宦官更是按演着重要角色。"夺门之变"、"曹

石之变"及晚明后期的"挺击案"、"红丸案\"移宫案"都有

宦官参与其中。所谓"明不亡于流贱，而亡于宦宫" ((00 朝宫

史》卷苦清离宗谕教〉是有道理的。在清朝的后党、帝党之争

中，也有宣官交通内外。

其二，专擅朝政 O 宦宫参与朝政，始于春秋战吕时期，但

未形成专权局面 O 秦代宦官赵高因捷立之功被封为郎中令，继

而任中翠相，指鹿为马，诛杀大臣，实际把持着秦朝政权 O 西

汉武帝时，始用宦官典掌尚书..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

( {后汉书·宦者列传})o 汉宣帝时，宣官弘恭以中书令的身份

专权启事，久典枢机 O 汉元帝时，宦者石显，"上最所信任，

与图事雄握之中，进退天下之士.. ( {汉书·京房传})o 东汉自

和帝至东汉灭亡，整体上讲是宦宫和外戒轮流擅政，而宦官执

政的时间更长。汉灵帝时，宦官与朝罩在窦太后葬礼规格上发

生分歧，灵帝召群亘享月议，竟"令中常侍赵忠监议" ((后汉书

·陈球传抖。房谓"监议"就是由宣宫主持朝诀。唐朝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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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几乎完全撞制了朝廷大权，自肃宗以后的十四个皇帝，有

十三个为宣官所拥立，其中频宗、宪宗、敬宗、文宗者在死于宦

官之手。立君、废君、提君己不足为奇。明朝时期，一些权

阉，势伴人主，王拉克被称为皇帝的"先生"汪直督领西厂，

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被称为"坐皇帝" (张董《西匾民晃录》

卷-00) ， "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

十之三，丑刘瑾而跪者十之八" (王世贞《角且不触录抖。天启

年间的宣官魏忠贤，被称为"九千岁"其权势远在朝 E 之上 c

明代司礼监的宦官可以批朱、传旨，参加阁议，进退大臣，甚

至立法改制，实际操纵着辑政大权，形成了专擅朝政的局面。

其三，迫害朝臣。宣宫专权，受到绝大多数朝 E 的反对，

所以历代室官都恃宠迫害朝军。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秦赵高

将蒙悟、蒙毅兄弟害死，又将李斯诛杀。汉元帝时宣官石显陪

害萧望之、周堪和京房，天下成知冤枉，竟也无可奈何O 安帝

时的榜震冤案、颇帝时的虞诩事件，也是宦宫一手造成的。

桓、灵时期的两次"党锢"事件，更是宣官集团追害朝臣的具

体表现。蜀汉时，宣宫黄培当政，大将军姜维受其追害，竟不

敢还归成都 O 唐肃宗时，郭子仪囡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德高望

重，宣宫鱼朝恩涯人盗捏郭子仪父亲的坟墓，郭子仪竟不敢追

查。唐代的南衙北司之争，实际就是宦宫与朝臣的斗争 o 宋徽

宗时，宦官童贯当政，凡是反对童贯的人，都被列为"元桔党

人"或贬或杀 O 明宪宗时，宦宫汪直督领西厂，对领 E 更是

随意拘捕。明武宗时，宦官刘瑾将反对自己的五十三名大臣列

为奸党，大肆贬杀，制造了所谓"好党"冤案。明末大宦宫魏

忠费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历史上

的桂桩冤假错案，大多由宦宫专权而造成。

其囚，横在暴敛，祸国殃民。在汉代，内廷财务最书由少

府主管，随着宦宫势力的增大，少蔚渐渐被宦宫取而代之。汉

灵帝西国买官就是宦官主持的，灵帝聚敛的钱财"寄小黄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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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侍钱各数千万" ( {后汉书·张让传到，即将钱财交由宣官保

管 c 在唐代，宣宫对经济领域的渗透进一步扩大，唐后期，市

舶使、内庄宅使、营回使、群枝使、铸钱使、和余使、内作使

等经济部f1多由宦宫充任或兼领，内廷财务也由宣官失责。他

苦]借机聚敛钱财，敲诈勒索。最严重的是明朝，当时，矿监税

使遍布各地，他们横征暴敛，敲骨吸髓，造成了整个经济的凋

散 O 同时，宦官还大量最占民团，建立田庄，有的宦宫掘有固

庄达四五十处。英宗时权阉王振被抄家时"得金银六十余库"

( {明史·王振传抖。武宗对权阉刘瑾被籍家时，有"金一千二

百万七千八百商，银共二万五千九百八十八万三千六百两"

〈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五〉。这些巨额财富，绝大多

数是贪污、受贿、敲诈、抢夺所得。宦宫祸国殃民，于此可晃

一斑。

{四)

中国历史上许多皇朝的衰亡都与宦官于政有密切的关系，

尤以东汉、唐、晓三朝为最 O 宦官子致，主要有以下途径:

第一、假借皇权。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皇权至高无

上，谁掌握了皇权，谁就能专制一切。这就决定了宣宫专权必

然要借用天子的旗号。他们利用近停左右之便，毅力奉承迦合

君主，以博其欢心，赢得君主的信任，委政授权，参与朝政。

又由于宦官担任出纳王命的职责，往往矫称诏救，最传圣旨，

以皇帝的名义进仔窃权活动，将不合己意的朝臣矫诏诛除 O 正

如《廿二史剧记》卷二十所云:宦官"假宠费灵，挟主势以制

下，其后积重难返，居M肢之埠，为心靡之患"。到明代，司

丰L蓝秉笔太监常照淘票代替皇帝犀朱笔批红。明英宗冲龄即

位，不能处理政务，司礼秉笔批红成为定制，并和用批红操纵

权柄，理传圣旨，凌驾于阁臣之上，从而达到专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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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踊离君臣。窒官子政最大的障碍是崭臣，在国家就

器有序运作，君臣关系正常的情况下，宦宫模难擅权。故宣宫

千方吉计策君臣隔离，让朝臣无处进谏规劝，无处珠述己丑，

无处汇报政事 O 同时也让君主得不到可靠的消息。君在隔离，

宣官丛中擅权。如秦代宦官赵高怡二世亲近臣下，便诱惑二世

说"先帝临治天下久，故群亘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隆下富

于春秋，初即住，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印有误，示群臣短

也 O 天子称膜， 00 不闻声。" (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听其

言，常居禁中，公卿希得见，赵高遂专决诸事。唐代大宦宫17L

士良离宫时对诸宦宫的告诫更能说明问题，他说..天子不可

令窍，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自新月盛，无 art 更及他事.然

后吾辈可以得志。嚷勿使之读书，亲近需生，使见前代兴亡，

心知拉惧，时吾辈蔬斥矣。" ( (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三))葫三

省注曰"现仇士衷之教其党，员i 阉寺岂可亲近哉，"此语可为

当权者敲一警钟。

第三、挟制天子。在中 OO JJi 史上，宣宫挟势制君、操纵权

梧的现象屡丑不鲜，特别是宣官势盛、君主年幼或昏庸时，宦

宫往往窃据权势挟制天子，甚至"劫胁天子如制婴儿 t， "捷天

子畏之若乘虎猿而挟蛇鹿" ( {资治通鉴·詹纪七十九抖，如前

新述，自唐肃宗以后十四帝，为宦官所立者十三。宦官通过拥

立新君增加了专权的资本。他们自恃有策立之功，挟和!天子，

专擅朝政。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反对宦宫专权的有识之士，宣官势力

也多次受至5 静制，有时甚至被斩尽杀绝， í亘宣官总是曲灵般的

一次又一次死灰复螺，并迅速膨胀，形成黑期娃宦官干政，其

症结就在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里，当

皇权受到来吉王公大臣、外或皇族等势力的威胁时，皇帝便自

觉不自觉地将身边的宦官视为心攘，利用其监视、排斥异己，

甚至佐助其处理军国大事，宣官逐渐成为皇帝用以巩望自身权



利的工具。西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了解窒官制度，不了解

室官给中留历史费造成的祸害，就难以认清中国封建君主制度

及中国封建历史发展的特定规律。这正是我们编写这部《中型

宦祸实录》的出发点。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史料翔实。我们在编写过程中， I徐以正史资料为主

外，还大量参考了笔记、文集、游记、方志、野史等文章走资

料。如万茄矿监高菜， <明史〉无传，则参考了张雯的《东西

洋考》中的有关奏疏，对高案的情况作了较详细的叙述。耳如

撰写高淮时，则参考了好尔健的《按辽御珞蔬稿》。无法正史

资料，还是其他文献资料，我们都注意忠实于原文，不虚构情

节，不添枝加叶，力求使之成为一部中国历代宦祸实录 O

第二、视野开阔。我的在集中笔墨编写历代宦祸的同时，

还运用大量具体的历史资料真实地反映m代宦祸所处时代的宫

廷制度和宫廷生活，揭露宣宫干政及封建君主专制给中雷茄史

带来的鱼害。对与宦宫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也都进

行 7 必要的记述，把宦官的祸害寓子具体历史事件的撞述之

中。寓论于史，古为今琦，力求在全吉反殃中国历代宦祸的基

础上，给于今人以一定的启发。

第三、文采可读 G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注意了有文的文学

性和可读性，力求文字生动流畅，通络易量:描写人物形象有

血有肉，栩栩如生:记事层次清楚，段落分明，起伏曲折，引

人入胜。这也是改变史学著作堆砌史料、叙事呆板模式的一种

尝试。

以上只是我 ifl 努力的方向，由于我们的水平有撮，究竟能

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这一要求，还有待读者评说。我妇真诚地希

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便进一步侈攻。我们在编写过程中，

对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一般采黑道常的说法， 1哥时，也吸牧

了一些最新研究成果，除子文中注明出处外，谨在此表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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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参加本书编写的全晰摇、于云瀚、张仁笠、仇世林、林吉

玲等同志，都是学有专长、聋子著述的青年学者，他们对保证

书稿的质量和及时完成，都各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全

晰纲同志对宣官进行过专行的研究，并著有《中蜀历代宦宫》

一书，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协助我做了大量的工作，特此说明，

并致谢意。

1999 年元月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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