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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武 宗 新 论

滕  新  才

武宗朱厚照 (1491——1521)是明朝第十位皇帝。1505年 即位,改元 正德,1521年 去

世,在位16年。

对明武宗进行全面评价,史学界素少向津。近世学者虽有涉及,但既非专论,又多失之

偏颇,如 : “
武宗之昏狂无道,方古齐东昏、隋炀帝之流,并无逊色。

”
⊙

“
明朝中期的皇

帝的贪婪、残暴和腐败,又相对地集中在明武宗(朱厚照)的 身上,成为皇权罪恶的典型。
”
②

“
明朝的封建政权,到了正德时期,腐朽反动的程度愈益加深,统治集团也就更贪婪、腐朽

和残暴,⋯⋯其反动腐朽的本质,充分地由皇权统治的集中代表者——朱厚照 (武宗 )的罪

恶活动表征出来。
”

③不可否认,武宗统治时期的确存在着一些败政,如带头兼并土地,扩

大皇庄:大兴土木,沉湎声色; “
耽乐嬉游,晒近群小

”
③,致使在位期间经济不景, “

国

乏民贫
”

③,宦官专杈,奸佞用事,宗室叛乱,人民起义。尽管如此,武宗也并 不 总 是 昏

庸、残暴的象征,皇权罪恶的典型。相反,从武宗一生的言行来看,他不仅有许多值得赞誉

之处,雨且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具有个性特色的封建君主。本文拟就此略抒管见,以 就教于

史学界同行师友。

武宗尚武通文,谙熟礼仪,在位期间先后平定了安化王朱萁镭、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客
观上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

正德十二年 (1517)九月,武宗北巡至阳和,恰逄蒙古辍靼小王子率五万佘骑从榆林入

侵,驻玉树,掠应州。面对强敌,武宗沉着应战,指挥大同总兵工勋等部各分据要地,严阵

以待。十月,小王子分路南下,正式揭开了战幕。武宗令宣府游击时春、辽东左参将萧滓率

军支援王勋;令副总兵朱銮、游击周政尾随蒙军之后;又调宣府总兵朱振、参将左钦等军会

集阳和,参将江桓、张舁为后应。这样,各路人马络绎相继,百相声援,从布局上说已立于

不败之地。此后双方多次发生遭遇战,特别是涧子村大战,王勋、萧滓、时春、周政诸军被

蒙军拦腰切断,分割包围,形势非常危急。在这关键时刻,武宗亲率提督太监张永及朱振、

左钦各部从阳和来援,殊死战斗,蒙军后退,诸军得以会合,转危为安。次日,蒙军来攻 ,

武宗督促诸将顽强抵抗,自辰时持续到酉时,大战百余合,蒙军败走。武宗率诸 将 且 战 且

追,苴 抵平虏、朔州等地边境。 “
是役也,斩虏首十六级

”
⑥,虽然战果并不辉煌,但给蒙

军以迎头痛击,使小王子没有达到目的即引兵远遁, “
是后岁犯边,然不敢大入

”
⑦,从而

使北部边境免遭蹂躏,此武宗之功也。纵观有明一代十六帝,能统军出塞,亲临沙场, 冒弓

矢,张斧钺者, 自成祖以降,仅武宗一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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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宗统治时期,赈灾免赋一如故事,这方面的记载不少,举例于后: ∷

正德元年 (1506)五月,减苏杭织造岁币。六月,禁吏民奢靡,免陕西被灾税粮。

正德三年 (150S)九月,赈南京饥。十一月,赈凤阳等地饥。

正德六年 (1511)三月,免江西、直隶、河南、山东等省
“
被寇

”
州县税粮一年。

正德十四年 (1519)四月,免南畿灾区税粮。五月,诏 山东、山西、河南、湖广流民归

业者,由政府供房舍、粮食、耕牛和种子,并免税五年。

正德十五年 (1520)四月:赈淮、扬诸府饥。八月,免江西税粮⑧。

从这里可以看出,正德时期赈济之广,几遍全国;持续之久,与 武宗同始终。所以《明

实录 》称赞武宗
“
蠲积欠,休养疲卒,宥免逃匠,停罢贡献,裁革冗食;禁约内官收受毋横

索,以贻累重征;庄 田输纳,岁租毋过取,以 逼民逃窜。⋯⋯凡四方水旱,知小民饥歉无以

为生,亟下赈贷蠲免之令,敬天勤民衤心,盖未尝不因事而裁成也
”

G。 当然,从这些蠲赈

中得利最厚的往往是富家地主,但也不可否认,历年的蠲租免赋,多多少少也减轻了贫苦人

民的负担。其它如屯田、,开矿,以两淮、浙江、四川、河东盐课充陕西织造,以及疏浚通惠

河、滏阳河,筑桑乾河决口,修滁州、和州、六合各河以利江北屯田等等e,都有利于社会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武宗时期,朝 臣请止嬉戏戒游幸而不昕者在在有之,廷杖诸臣、罚跪午门的现象也屡屡

可见。但武宗并不总是一个暴君,他也有纳谏悔过、善待群臣和不为左右所诳的时候:

正德元年二月,大学士刘健上疏指责武宗
“
朝令夕改,迄无宁日;百官庶府,仿 效成

风
”,因此请赐退休。武宗不但没有怪罪,反而优旨劝慰挽留。五天后,刘健再次上疏,历

数政令十失,请通盐政、正官纪、严刑罚。武宗
“
不得已

”
而

“
勉从之

”, “
由是诸失利者

咸切齿
”

④。

同年六月,刘健又上疏指斥武宗
“圣学久旷,正人不亲,直言不闻,下情不达,而此数

者杂交于前,臣不胜忧惧
”

。这一番痛心疾首的诚言挚语p深深地触动了武宗的灵魂,他慷

慨激昂地说: “
朕闻帝王不能无过,贵改过。卿等言是,朕当行之。

”
⑨于是刘 健 趁热 打

铁,录廷臣所陈时政切要者,请武宗朝夕省览。武宗也给予了明确答复。

然而武宗最大的毛病在于
“
狎近群小,终不能改

”,不久即遣宦官崔昊提督织造。崔炅

请拨盐引2ooo万,遭到刘健等人一致反对。武宗把他们召到暖阁面议,颇有诘问,最后正色

道: “
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 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

”
遂赌气照崔昊所请

之数拨给盐引。但是武宗随后便觉悟了, “
自愧失言,乃俞健等所请。于是中外咸悦,以帝

庶已改过
”

⑩。

综观武宗一生所·为,最快人心者莫过于正德五年智除刘瑾。虽然他对刘瑾专权负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但当他发现其专横跋扈之后,则能
“
翻然悔悟,不旋踵剪除

”, “
其 天 德 之

刚,非汉唐昏懦之主所可同日语也
”

④。

当时刘瑾擅政,势焰熏天,满朝公卿皆出其门。武宗虽有扳倒刘瑾之意却也不敢轻举妄

动,因为他毕竟还只是一个年仅20岁 的小青年,而刘瑾则老奸巨滑,阴险歹毒,搞不好就会

重潢一幕
“
甘露之变

”
。所以,武宗表面上藏智守愚,寄情鹰犬,暗地里却在静观时变,等

待良机。

机会终于来了。以刘瑾为首的
“
八虎

”
集团由于争权夺利发生了分 裂。张 永 原 是

“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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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

成员之一,与刘瑾为党,后来
“
恶其所为

”
,曾奋拳殴辱之。其他如马永成、谷大用等

也因有所求而刘瑾不应,皆怨之。于是武宗决定利用
“
八虎

”
之间的矛盾,以阉图阉。恰逢

安化王朱萁镭叛乱,又给武宗的计划增添了一服催化剂,他不失时机地起用右副都御史杨ˉ清

总制宁夏、延绥军务,并遣张永为监军,准各内外相联,铲除刘瑾。正德五年四月,武宗戎

装披挂,亲 自送张永至东华门,特赐关防、金瓜和钢斧,以示厚宠。刘瑾非常嫉妒,但因武

宗正向着张永,却也无可奈何。他更不会知道,张永此行,已经决定他的命运朝不保夕了。

以后来杨一清说张永曰
“
公亦上信臣,讨贼不付他人而付公, (上 )意可知

”
的情形来看,

派张永监军宁夏,的 确是武宗铲除刘瑾计划中十分重要的步骤:

果然,张永一到宁夏,杨一清就积极与他结纳,相得甚欢,并乘机谋除刘瑾。开始张永尚

有顾虑,杨一清便为他分析形势,指明有武宗的支持为后盾,他说: “
公亦上信臣,讨贼不付

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请间论军事,因发瑾奸,极陈海内愁怨,惧变起心腹。

上英武,必听公诛瑾。
”

于是张永勃然而起: “
嗟乎,老奴何惜余年不以报主哉!” ⑩。

此时刘瑾也有了篡位之心,准备于八月十五日作乱。在这紧急关头,张永先期而入。武

宗亲迎之东华门,并设宴慰劳。及夜,张永参劾刘瑾不法 17事 ,武 宗 点 头 说: “
刘 瑾 负

我。
”

下令逮捕,随后寸磔于市,并诛其党羽。于是丿、们终于明白了武宗
“
于小人虽始暂为

所误,既觉之后,裁以大义,不为柔道所牵
”

⑩。

正德十二年七月,武宗将往宣府巡视。驻居庸关御史张钦上疏反对,武宗不听,于八月

微行至昌平。张钦乃命指挥孙玺闭居庸关,并将钥匙藏去。武宗召见孙玺,孙回绝说:有张

御史在,臣不敢擅离。武宗又召分守太监刘嵩,张钦便手持利剑坐在关门下: “
敢 言开 关

者,斩。
”

武宗第三次派使者亲来叩关,张钦按剑叱之,使者惧而返,对武宗说: “
张御史

几杀臣。
”

武宗大怒,高呼: “
为我趣捕杀御史。

”
但这只是说说而已,实则无可奈何,只

得从昌平怏怏而还。2o多天后,武宗乘张钦巡视在外,才再次微服出行,过居庸关。明年 ,

“
从宣府还,至关,笑曰: ‘

前御史阻我,我今已归矣。
’

然 亦 不 之 罪也。
”C在君权至

上的封建时代,张钦敢于一再虎口捋须,而武宗在大怒之下竟 也 不 治 其罪,表明他在某些

时候的确有着宽阔的襟怀。

正德十三年六月,武宗自称
“
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

”
巡边,以江彬为威武副将军

扈行,召大学士梁储令草制。梁储说: “
他可将顺,此制断不可草。

”
武宗 大 怒,挺 剑 而

起: “
不草制,吃此剑。

’
梁储伏地泣谏道: “

草制则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
”

武宗沉

吟良久,掷剑而去, “
乃自称之,不复草制,彬亦罢副将军

”
⑩。在那专制的时代,皇帝杀

臣如诛一狗,梁储逆命而不见罪,武宗之胸怀又可见焉。

正德十四年二月,武宗欲往南方,群臣力谏,络绎 不 绝,武 宗
“
为 之感 动,竟 罢 南

巡
”

⑩。六月,宁王朱宸濠叛乱,武宗决定亲征。至临清,传令进宴,等到开宴时,却发现

他的座位上没有筷子,武宗视之,“笑曰: ‘
慢我何甚!’ 竟不怒

”
。时有太监黎鉴欲假公济

私,都御史王翊不许,黎鉴恼羞成怒,以头触之,两人发生争执。黎鉴跑到武宗面前哭诉,

武宗不但没有支持他,反而一语破的: “
此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抚何敢辄辱汝也。

”e可见

武宗遇事有主见,不偏听偏信,所以清朝史学家毛奇龄称赞他
“
有容德,且不为左右所诳如

此
”

⑧。

正德十六年 (1521)三 月,武宗病重,自 知已不可为,遂对守候左右的太监陈敬、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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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前此事皆由朕而惧,非汝众人所能与也。

”
②在临死前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过错,亦不

失为丁件幸事。遗诏以宗室中
%稍

明事理
”

的兴献王世子朱厚熄继位,致嘉靖初年
“
力除一

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
”

⑧,此亦武宗远见卓识之处。       
ˉ

在武宗统治的16年里,先有刘瑾专权,后有江彬佞幸,宗室叛乱则寞锯、宸濠,入民起

义则杨虎、刘六、四川、江西,边事则辍靼、哈密,烽火连天,狼烟四起。然而武宗卒能晏

然死 Γ钿房, “
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

”
⑧,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 题。谷 应 泰 在

《明△纪事本末 》中高度评价士大夫在这一时期的作用,自 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

除此以外还与武宗的个人才能很有关系。观乎武宗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

工方面是荒淫迷乱,另 一方面却又睿智精明;工方面是挥霍奢侈,另一方面却又蠲赈惠民;

一方面是宠幸奸佞,另一方面却又宽遇群臣。武宗就是这样一个正反两方面都表现得十分突

出ni皇帝。

~那么,∷ 产生这些矛盾绗原因何在呢?按照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
“
角色理论

”
的解释,任

何一个入物都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一定的角色,这种角色一般是通过人际关系反映出来的。

一旦角色发生改变,即历史人物曲一个角色进入另一个新的角色‘时,由于新旧习惯的不同,

社会对新旧角色的要求不同,这就必然会产生剧烈的角色冲突,结果导致某一方面的角色失

败,或者说不适合于扮演这方面的角色,于是便从另一个方面以另一种角色加以补偿。明武

宗就是这样,他没能很好地扮演皇帝这个角色,却很自然地扮演了朱厚照的角色。因为社会

要求皇帝这个角色必须老成持重、谨言慎行、循规蹈矩、勤政爱民,而武宗的性格特征却是

刚强坚毅、英武警敏、直率开朗、热情活泼'属于心理学上的外向型和气质学上嘟多血质。

这就使得他的行为举止易受情绪影响,灿、不拘泥于传统,很少有约束 自己的框架,从而具有

浓厚的情感色彩。加以武宗少年继位,个体发展并不成熟,陡然登~L九五之尊,尽管不谙政

事,却不得不摆出里咔的姿态,每天天不亮就去视,朝 ,接受大臣例行的朝拜和奏请,批 阅一

大堆头绪纷繁祜燥乏味的章疏。因此,年仅14岁 的明武宗,一开始就对政事很不感兴趣,他
和所有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灼少年一样,喜欢的是无忧无虑的嬉游、自由自在的玩乐。本来武

宗的资质是不钳的,假如承孝宗之遗泽,循规蹈矩,励精图治,当不失为
“
贤君明主

”
。但

联系他后来的行为看,武宗自始至终不喜欢扮演皇帝这个角色 ,也不愿接受传 统 的 束 缚 ,

这种皇帝共性与朱厚照个性的冲突 ,使武宗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多才多艺的纨挎子弟、一个能

文能武的公子哥儿 ,从而也就使得他的才干不能在皇帝的宝座上充分发挥 ,他的缺点却在皇

帝的优越环境中暴露无遗。这是历史的造就 ,并非完全出自主观愿望。

笔者说武宗不喜欢扮演皇帝的角色 ,根据之一是他不愿受官廷中清规峻律的限制 ,而是

向往逍遥自在的生活。登基不到两年 ,武宗就搬出了紫禁城 , “
于西华门外别构院葡 ,筑官

殿 ,而造密室于两厢 ,t勾 连栉列 ,r命 曰豹房
”

⑧ ,最初日幸其处 ,既则歇宿 ,与他所喜爱的

音乐、游猎朝夕相伴。后来数次出塞,留 恋宣府 ,则是他向往自由的进一步发展。他周围的

亲信,先是刘瑾常以鹰犬博取他的欢心 ,后是江彬的勇敢机警令他赞赏 ,处于传统势力包围

之中的明武宗 ,十分自然地容易和他们亲近起来。特别是江彬游说武宗巡视 边 防 ,纵 横 驱

驰 ,瞬息千里 ,这与武宗追求 自由的心理不谋而合 ,在因循守旧、按部就班的模式和鼙鼓旌

旗、金戈铁马挤刺激之问 ,'i包亳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于是就产生了正德十二年至十五年的

北巡南幸 ,虽然一些佞幸小人打着他的牌子招摇撞骗 ,给沿途百姓造成了灾 难 '但 这 毕 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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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武宗的本意 ,对他来说 ,更重大的意义在于 自由的实现。         、

~ 根据之工是武宗把皇帝的名份、权势和威仪看得十分淡泊 ,这就是 《明史 》上说的
“
自

署官号 ,冠履之分荡然矣
”

G。 正德十二年九月 ,武宗北巡至阳和 ,自 称
“
总督军务威武大

将军总兵官朱寿
”

,随即又封自己为镇国公 ,岁支禄米五千石。正德十三年七月初二日,武

宗传旨: “
北寇屡犯边疆。诚恐四方兵戎废弛 ,其辽东、宣府、大同、延绥、陕西、宁夏、

甘肃尤为要害 ,今特命总监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率六军往征。
”

③正德十四年二月 ,

武宗手敕吏部说: 
“
镇国公朱寿宜加太师。

”
又传旨渝礼部: ″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

太师镇国公朱寿令往南北两直隶、山东泰安州等处尊奉圣像 ,供献香帛,祈福安民。
”C这

种放弃皇帝至高无上∴Ⅱ威权 ,故意表现自己将才帅略的做法 ,是封建传统的卫遣士们怎么也

不能理解的 ,翰林院修撰舒芬就指责武宗
“
以天子之至尊下同庶人 ,舍大辂衮冕雨羸车亵服

是御 ,非所以辨上下 ,定礼仪
”

③。

对此 ,美国学者黄仁宇说: “
正德在1505年即位的时候还不满十四岁。他有 超 人 的 胆

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这样的人作为守成之君 ,可谓命运的错误安排。正德没

有对传统屈服 ,他有他自己寻欢作乐的办法,而且我行我素,毫不为臣僚的批评所动摇。与书

呆子作对 ,也许正是他引以自娱的办法。
” “

他的性格过于放纵而又具有充分的自信,他的

不拘小节已经和这些书呆子的观念距离得过分遥想 ,以 至再也无法调和。
”C从某种意义上

说 ,明武宗与朝臣的矛盾 ,是一场封建士大夫竭力维护传统与青年朱厚照试图摆脱传统束缚

的斗争 ,这种斗争在很长时间内不为丿、所理解 ,并且成了指责他昏庸腐朽的口实。的确 ,他

是皇帝 ,传统要求他具有皇帝的共性 ,但他首先是作为朱厚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突出

地表现了自已的个性 ,因为他有一颗青春的心 ,有年轻入所特有的朝气与活力。在平时 ,如

果朝臣谏议切实可行,一般说来他都能接纳。只有当他的出巡被群起攻讦 ,他的自尊心受到

伤害 ,他的个性受到压抑时 ,他才奋起反击 ,给那班恪守传统的朝臣们一点厉害尝尝 ,将他

们罚跪午门 ,甚至廷杖。但他并没有随心所欲地滥杀无辜。谈迁说,武宗
“
不罪一谏臣

”
①

`

这足以表明武宗无论如何是称不上
“
残暴

”
的。

总之 ,对明武宗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表面的印象上 ,而应破除旧∮藩篱 ,开 辟 新 的 蹊

径 ,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层次对他进行深刻的解引`才能对这个历史 'l、 物作出公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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