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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晚明政局與明朝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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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明政局 

1.1 宦官為禍 

- 明太祖廢相後，軍政大權集中於皇帝一身。 

- 明英宗開始，君主庸懶，不理政事，交由宦官處理。 

- 宦官除了代皇帝批決政事，更掌管厰、衛等特務機構，權力甚大。 

- 憲宗時，宦官汪直設西厰，監控天下，而東厰也在監視之下。 

- 武宗時，宦官劉瑾於東西厰之外，設內行厰，藉以監控朝臣，東西厰也在監控之列。 

- 西厰、內行厰其後被裁撤，東厰則保留至明亡。 

- 熹宗時的魏忠賢是明代為禍最烈的宦官，握天下生殺大權，自稱「九千歲」。 

 

1.2 東林黨獄 

- 神宗時，顧憲成、高攀龍、錢一本等在東林書院（位於今江蘇無錫市）講學，批評時政，抨擊宦官。 

- 朝廷部分官員與他們互相呼應，形成「東林黨」。 

- 被評擊的官員則勾結宦官以自保，與「東林黨」對立，被稱「非東林黨」。 

- 熹宗時，「非東林黨人」依附宦官魏忠賢，被稱「閹黨」。 

- 他們大興黨獄，捕殺「東林黨」人，朝廷忠良盡去。 

- 魏忠賢又拆毀全國書院，摧殘文教。 

- 東林黨與非東林黨爭，以魏忠賢大肆捕殺東林黨人告終，朝廷人才凋零，無人反抗宦官，明政府衰敗加劇。 

- 黨爭中不但文官受害，更禍及邊帥，遼東經略熊廷弼、督師袁祟煥被冤殺，無人抗敵，致東北滿洲坐大，加速明亡。 

 
 
 
 
 
 
 



二、明末外患 

2.1 女真崛起 

- 明朝末年，女真族崛起，對明朝不斷發動戰爭，明軍在東北節節敗退。 

- 明朝時中國東北居住着女真族，分為海西、建州、野人三部，臣服於明朝。 

- 神宗末年，建州部首領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開始反明。 

- 公元 1616年（神宗，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稱汗，建立金國，史稱「後金」，以別於宋朝時的金國。 

 

2.2 大清建國 

- 後金不斷侵佔明朝東北領地，努爾哈赤在圍攻寧遠城（今遼寧興城），被守將袁崇煥用大炮所傷，後因傷而死。 

- 其子皇太極繼位，使計令明思宗殺了袁崇煥，得以繼續侵奪明朝領土。 

- 公元 1636 年（思宗，崇禎九年），皇太極稱帝，是為「清太宗」，改國號為「大清」，族名改為「滿洲」。 

- 公元 1644 年（崇禎十七年），明朝盡失山海關以外東北領土。 

 
 
 
 
 
 
 
 
 
 
 
 
 
 
 



三、明朝滅亡 

3.1 明末民變 

- 明中葉以後，宦官亂政，政局混亂。 

- 土地兼併嚴重，農民失去田地，流落他鄉成為「流民」。 

- 政府因外患嚴重，加收賦役，民不聊生。 

- 思宗即位後，陝北一帶災荒連年。 

- 國家財政困難，積欠糧餉，軍隊譁變。 

- 政府裁減驛站，使驛卒失業成為流民。 

- 饑民、叛軍及裁卒匯集在一起，在全國各地爆發大規模民變。 

- 民變初期以號稱「闖王」高迎祥聲勢最大。 

- 高迎祥被明軍攻滅，其部下李自成被推為領袖，繼承闖王稱號。 

- 公元 1644年，李自成攻佔西安，建立「大順」政權，進軍順天。 

- 另一部下張獻忠沿長江流域，攻取四川，建立「大西」，號「大西國王」。 

 
3.2 明朝覆亡 

- 公元 1644年，李自成兵圍北京。 

- 宦官曹化淳打開城門投降。 

- 思宗見大勢已去，在煤山自縊殉國。 

- 李自成攻佔北京，明亡。 

- 明朝凡十六君，國祚二百七十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