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国祚 

 

  ［明］（一五五九―一六二四）字兆隆，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先世江苏吴江人，其

父朱儒。少时孤贫。明万历十一年(1583)举进士第一，授修撰，进洗马，为皇长子侍班官，

又进谕德。 二十年，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发兵攻朝鲜，明朝疆土受到威胁。朝臣沈惟敬怂恿

兵部尚书石星奏请加封丰臣秀吉为王，朱国祚指斥沈惟敬是“乡曲无赖”、“因缘为奸利”，责

问石星：“公独不计辱国乎?”石星不纳其言。二十六年，丰臣秀吉死。明朝水军大将邓子龙

和朝鲜水官大将李舜臣击败侵朝日军，朱国祚被擢为礼部右侍郎。不久，代理尚书，为定皇

储上疏数十次，最后终于被采纳。在内忧外患之际，提出“安人心，收人望，通下情，清监

狱”等主张。不久转为左侍郎，改吏部。御史汤兆京弹劾朱国祚“纵酒逾检”，于是引疾回乡，

家居 18 年。  

  泰昌元年(1620)，光宗朱常洛因朱国祚曾是教他的谕德官，拜朱国祚为礼部尚书兼东阁

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与大臣刘一燝、叶向高等同心辅政。同年九月，光宗死，朱由校即

位。当时连续发生“红丸”、“移宫”等大案，朝廷动荡。朱国祚素行清慎，力持大体，被称为

长者。  

  天启元年(1621)，升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大学士。翌年任会试总裁，选拔出倪元璐、

卢象升、黄道周、吴麟征、徐石麒、张国维等一批名士。三年，进少保、太子太保、户部尚

书，改武英殿大学士。是年，太监魏忠贤勾结熹宗乳母客氏，提督东厂，专权乱政。朱国祚

向熹宗密陈阉党之害，魏忠贤甚为顾忌。会刑部尚书王纪为魏忠贤所逐，王纪曾因事得罪过

朱国祚，但朱国祚不计较个人恩怨，联合朝臣，上疏力救。国祚叹息说：“撤免一大臣如小

吏，国事不可为矣。”遂上疏请求辞官回乡，至 13 疏始获允。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次年去世，

赠太傅，谥文恪。  

  著作有《介石斋集》，文章醇雅宏畅。擅书法，笔力遒劲。墓在嘉兴城区塘汇乡百花庄

村，今已毁。  

  其尝作《明史》，此书文稿后来被庄廷鑨买走，引起庄廷鑨明史案。  

  曾孙朱彝尊，为清代诗词人、大学者。 

 

钱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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