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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體仁與崇禎時期的朝政 
吳震坤 

（中央歷史所碩士） 

 

摘要 

    明代崇禎皇帝思宗在位十七年，內閣閣臣計有五十人之多，有所謂「崇禎五

十宰相」之稱，內閣閣臣更迭頻仍，皇帝對閣臣的重視與信賴程度，影響著內閣

票擬與決策的落實。 

    天啟七年(1627)十一月底，思宗命廷推閣臣，仿古枚卜大典，拈出六位內閣

大學士。崇禎元年(1628)十一月，思宗決定再舉辦一次會推閣臣的枚卜大典。在

「東林人士」強力運作下，周延儒與溫體仁均未列入會推名單，引發了溫體仁藉

錢謙益試場弊案，上疏彈劾錢謙益，致會推枚卜告終。隔年思宗任命周延儒入閣，

崇禎三年(1630)六月溫體仁也獲入閣。 

    溫體仁初與周延儒兩人，在枚卜會推一事上，聯手攻訐錢謙益等「東林人

士」，引發了永無止境的黨爭，崇禎三年(1630)九月首輔成基命致仕，周延儒接

任，但後來卻受到溫體仁之傾軋，使之引退，溫體仁因而出任首輔。自崇禎三年

(1630)六月入閣至十年(1637)六月罷歸，任閣臣七年，是崇禎年間在任最長的閣

臣，一年後於家中病逝，崇禎贈為太傅，諡文忠。不過張廷玉所撰《明史》卻將

溫體仁列入奸臣傳，對於溫體仁擔任內閣期間其朝政權責及作為以及與「東林人

士」的爭鬥，則為本文探討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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