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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與東林-
以南直隸提學御史任內杖殺諸生芮永縉事件為例

喻蓉蓉

論文摘要
熊廷弼以明末鎮守邊防經略遼東而聞名於世，頗具威略，是傑出的統帥與

軍事家，惟其個性剛直而不能下人，具有任性傲物的一面，致使溝通協調常有
破局，以致於才華難以發揮至淋漓盡致。當其於遼東巡按御史任上威望日著於
東北之際，朝廷內部激烈政治鬥爭使其在夾縫中遭到被排擠的命運，遂於萬曆
39年(1611)以43歲之壯年被朝廷任命為南直隸提學御史。南直隸經濟繁榮、政治
敏感、文化凝聚力極強，至明代中期已與明代其他地域產生巨大差異。此處又
是東林臧否時事之大本營所在，經常發生生員層的抗爭活動，具有區域利益認
同而與中央統治的離心傾向，成為朝廷的燙手山芋。

明太祖朱元璋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將一個統一王朝的都城建於應天府，定名
為「南京」。明成祖遷都北京，將南京稱為「留都」，英宗正統六年明朝中央
政府分為北南兩京成為定制，北京所在的順天府與南京所在的應天府合稱「二
京府」。復以江南地區人文薈萃、 經濟繁榮、農業、手工業與商業之發達為全
國之最，明朝倚為財賦命脈。是以遷都北京之後， 南京的政治地位仍然非常突
出，成為全國的「次政治中心」，南京的政府機構負責江南地區的安全與賦稅
徵收，其實際權力雖不如北京，但象徵性的重要地位始終未變；尤其兩京之間
聯繫密切，朝中所有政治風波多可在南京表現出來而傳遞於整個江南， 致使江
南人士擁有較強的政治意識，知曉國事並熱衷政治。

明代中後期黨爭激烈， 朝中的清流官員被貶謫或革職後， 多集中於南京
及其周圍地區，致使南北政治力量經常出現兩個對立的中心， 東林書院形成一
股強大的政治力量， 並在社會上產生巨大影響。南京不是政治漩渦的中心，中
央的集權統治能力對江南的控制不若對北京來得嚴密，故而在江南參與或組織
政治性活動的空間寬於北京。尤其江南人士自明初以來已日益強烈意識到自己
的生存條件與明王朝的統治政策密切相關， 因此明代中後期的江南人士普遍關
心國事並好談時政，其政治意識之強與政治熱情之高，在中國歷史上可謂空
前。

熊廷弼督學江南行法嚴峻，不改其巡按遼東時之大刀闊斧除弊興利作風，
所黜退者多為名士，尤以東林子弟居多，更以將東林領袖顧憲成長公子顧與渟
歲試置於末等而與東林結怨，埋下日後杖殺諸生芮永縉事件之伏筆。與東林對
立的代價使其不得不於萬曆40年(1612)11月被巡按應天御史荊養喬以「殺人媚
人」罪名彈劾而聽勘回籍歸隱田園。熊廷弼與明末經世風氣重鎮之東林素所不
近，結怨甚深，原因固多，然尤需將其置於江南地區之整體時空背景之下始得
以進行深入的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