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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宦官在明初参与西北茶马贸易活动中的作用

喜富裕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系

,

甘肃 合作 7 4 7 0 0 0)

【摘 要」宦官在明初西北茶马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从洪武八年明太祖遣内使赵成往西番市马
,

到洪武二十五年
,

司

礼太监庆童和尚膳太监而聂到陕 西河州
、

必里卫等卫市马
,

宦官被委以重任
。

由于洪武朝皇权力量强大
、

制度健全
,

宦官皆能

奉公行事
,

且有政绩
,

并延续永乐
、

宣德时期
。

与英宗以后 宦官大量参与茶马走私
、

专权干政相比
,

宦官在明初茶马贸易中取得

的 巨大成效
,

对于加强明王朝 与西北藏区经济文化联系
,

维护西北边疆稳定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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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在 明初西北茶马贸易中 占有重要 的地 主宠爱 自致耳
。

… …此辈在宫禁
,

止可命名之供洒

位
。

由于洪武
、

永乐时期
,

皇权力量强大
、

宦官被委 扫
,

给使令而已
。

若使宦官不预政
,

不典兵
,

虽欲为

以重任以买马
、

使者
、

监军的身份出现
,

但自英宗以 乱
,

其可得乎 ?
” 「l]
且认为宦官

“

自古以来
,

求其善良

后
,

宦官专权干政的局面 日渐显现
。

先有王振挟持 千百中不一二见
,

若用以为耳 目
,

即耳目蔽矣 ; 以为

英宗
、 “

土木之变
”

败北被俘
,

后有汪直建立西厂
,

刘 腹心
,

即腹心病矣
。

驭之之道
,

但常戒救
,

使之畏

瑾把持朝政
,

特别是在熹宗时
,

魏忠贤结党营私
、

排 法
,

不可使之有功
。

有功则骄悠
。

畏法则检束
,

则

除异己
,

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

因此
,

有明一代
,

史家 自不敢为非也
。 ” z[]
明太祖后在宫门又立铁牌曰

: “

内

对明代宦官评价总 以指责批评者多
,

肯定者少
。

关 臣不得干预政事
,

预者斩
, ” “

救诸司不得与文移往

于宦官专权干政问题的文章涉及较多
,

对于宦官在 来
, ” 「枷 77 65

不得兼外臣文武衔
,

不得御外臣冠服
,

不得

明初茶马贸易奉使行事方面论述的文章相对较少
,

涉足军事领域
,

更不能掌握军机
,

以达到杜绝汉
、

唐

且不系统
。

本文拟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
,

主要就明 宦官掌兵危害社樱的现象
。

初宦官在西北藏区推行茶马贸易政策
、

加强与内地 宦官专权干政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期需

经济
、

文化联系
、

维护西北边疆稳定等方面所起的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

但与宦官专权干政相比处于同

作用及评价做些探讨
。

等地位或者更为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明初政权

一
、

明太祖朱元璋为抑制宦官专权采取的措施 巩固问题
,

而巩固政权的关键又是马匹来源问题
。

公元 13 6 8年
,

朱元璋率军推翻元朝
,

建立明朝
,

只有充足的马匹供用保障
,

才能保证明初军队对付

但摆在明太祖朱元璋面前有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

蒙元残余势力的南下人侵和在全国各地的平叛战

一是要强化巩固刚刚建立的明王朝政权
,

防止已被 争
,

以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
。

因此
,

明政府认为
:

推翻的蒙元大军南下人侵 ;二是要在建国初期彻底
“

茶马
,

国之要务
” 日n6] 97 ,

当务之急
,

重中之重
。

解决历朝历代存在的宦官专权干政问题
。

如果解 茶马之事何能与宦官牵扯在一起呢 ? 明太祖

决好这两个问题
,

就可使明王朝朱家江山社樱永保 派出宦官担当国家茶马交易大任的原因是否与当

不衰
。

那么
,

明太祖朱元璋是如何解决以上两个问 初明太祖对宦官的看法前后矛盾呢 ? 本人认为并

题的呢? 非如此
,

也非明太祖出尔反尔
,

立法又自坏法
,

率先

宦官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和一群特殊阶层早已 启宦官之祸
,

遗害后世
s[] 。

恰恰相反
,

这是明太祖朱

有之
,

一般情况下往往容易被人忽视
,

但又在一朝 元璋之所以让宦官去
“

传命四方
” 、

担当茶马之重

的中后期由于专权干政而大加诛伐
。

明太祖朱元 任
,

并不是与当初严禁宦官干政的初衷背道而驰
,

璋即位以后
,

为了防止宦官专权干政的历史在明朝 其实质是朱元璋在统治之初
,

把国家茶马大政和其

重演
,

就采取了如减少宦官人数
,

明确职掌
,

禁止宦 对宦官的驱使掌控在一定范围内
,

设法使各种官

官与外廷交往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

严禁宦官 吏
、

各个部门之间保持其独立性
,

自成体系
,

互不统

介人国家的政治和军事
。

洪武元年 ( 13 68 )
,

他就对 属
,

都直接对皇帝负责
,

以达到互相牵制
、

互相监督

宦官发出警告说
: “

史传所书汉
、

唐宦官之祸
,

亦人 的目的
。

收稿 日期
: 2 0 1 4一 07

一
03

作者简介
:

喜富裕 (1 9 6 6一 )
,

男
,

甘肃张家川人
,

副教授
,

研究方向
:

地方史和世界史研究
。



第 3期 喜富裕
:

论宦官在明初参与西北茶马贸易活动 中的作用

二
、

宦官在明初参与西北茶马贸易的活动

朱元璋虽对宦官进行种种限制
,

但又委以重

任
,

让其
“

传命四方
” ,

执行西北茶马交易救令
。

而

宦官在河涅挑崛地区取得的成效
,

则体现了明太祖

朱元璋继承与创新
、

集权与分权
、

排斥与信任等强

化皇权思想的复杂多变心态
。

(一 )内使赵成入河州市马
、

成效卓然

明灭元后
,

蒙古残余势力虽退居大漠
,

但力量

依然强大
,

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
,

经常南下骚扰攻

掠
。

为了对付北元残余势力
,

防止蒙藏联合
、

实现
“

以茶驭番
”

的 目的和镇压各地反抗
,

尽快统一全

国
,

可靠稳定的马匹来源是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根

本保证
。

河涅崛挑地区地域辽阔
、

民族众多
,

长期

以来分裂割据
,

历史上曾多次危及中原王朝统治
,

“

其散居河
、

涅
、

挑崛者
,

为中国患尤剧
。 ” 「枷8539 又因为

其是内地通往藏区腹地必经之路
,

历史上有名产马

之地
,

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

明王朝为了获取西番地

区的马匹
,

保障茶马贸易的通畅
,

利用国家掌握的

茶叶与之进行交换
。

洪武四年 ( 1 3 7 1) 设茶马司于

秦
、

挑
、

河
、

雅诸州
。

但建国初期
,

战争频繁
,

马匹需

要量大
,

各地茶马司交换的马匹数量少
,

难以满足

战争需要
。

在这种情况之下
,

洪武八年
,

明太祖朱元璋一改

初衷
, “

遣内使赵成往河州市马
。

初
,

上 以西番素产

马
,

其所用货泉与中国异
。

自更钱币
,

马之至者益

少
。

至是
,

乃命成以罗绮绩帛并巴茶往市之
。

仍命

河州守将善加抚循
,

以通互市
,

马稍来集
,

率厚其直

偿之
。

成又宣谕德意
。

自是番酋感悦
,

相率诣阀谢

恩
,

而山后归德等州西番诸部落皆以马来售矣
。 ”
饰 35

明太祖派内使赵成往河州市马
,

由于厚赏其马

价
,

诚意至坚
,

办事认真
,

得到了归德等州西番诸部

落番族的信任
,

他们以大量的马匹来交易
。

但这种

情况并没有因赵成市马的成功而打开局面
,

而是随

赵成的市马结束而停止
。

从洪武八年派内使赵成往河州市马及此后相

当一段时间
,

根据兵部所奏市马之数
,

明政府在秦

州
、

河州等地几年连续获取的马匹数量仍然有限
。

洪武九年 ( 13 76 )
,

兵部所奏市马之数
: “

秦州
、

河州

茶马司
,

市马一百七十一匹 ;庆远裕民司市马二百

九十四匹 ;顺龙盐马司
,

市马四百三匹
。 ” 日麒洪武十

一年 ( 13 78 )
,

兵部又奏市马之数
: “

秦
、

河二州及庆

远
、

顺龙茶盐马司所易马六百八十六匹
。 ” 日砂特别是

洪武十二年 ( 13 78 )
,

明政府平定了西番十八族番酋

三副使叛乱之后
,

随着明政府在河涅挑崛地区统治

的加强
,

秦
、

河
、

挑茶马司市马之数与以前相比有了

一定数量的增长
,

但与明王朝防卫蒙古
、

平定陕西
、

四川
、

云南等其他地区战争所需马匹仍有较大的差

距
。

到了洪武十三年 ( 1 3 7 8 )
,

据兵部统计
: “

河州茶

马司市马
,

用茶五万八千八百九十二斤
、

牛九十八

头
,

得马二千五十匹
。 , ,

饰 55 一56

明初
,

明政府设立的茶马司在与西番番族茶马

交易中所获马匹为何数量极少
,

归其原因主要有
:

其一
,

明王朝虽实现了对西番广大地区的统治
,

而

广大的番族仍然对明王朝存在一定的不信任感
,

其

统治仍不稳定
,

反抗时有发生
。

其二
,

明王朝所交

换西番马匹的物品种类多种多样
,

有银
、

铜一般的

货币及其他的一些生产生活用品
,

其非西番番族所

喜爱
。

其三
、

卫所及茶马司地方官员在与西番茶马

交易中牟取暴利
,

进行不等价的交换
,

番民容易上

当受骗
,

不愿市马
。

其四
,

明初明政府虽在秦州
、

河

州
、

沮匕州等地设有茶马司机构
,

但在与西番番族茶

马交易中还未能形成强有力的制度
,

其交易仍是一

种较为松散和自愿的形式
,

番族可以通过其他的渠

道获取茶叶
。

(二 )赵成市马引发了差发马赋制的实施

赵成河州市马
,

实现了明王朝宣扬皇恩
,

打开

明政府与西番番族茶马贸易之局面
,

为此后相关政

策的出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但是
,

如何才能使河

涅挑崛地区大量马匹成为明政府马匹的稳定来源
,

没有相关制度的保障
,

要获得充足的马匹来源是不

可能的
。

于是
,

明太祖朱元璋在总结历史上唐宋与

西北茶马贸易政策和内地赋税制度的基础上
,

凭借

在河涅挑崛地区 已经建立的卫所
、

土司
、

僧纲等行

之有效的统治机构
,

在河涅挑崛等地逐渐推行差发

马赋制
。

洪武十六年 ( 13 83 )
,

明太祖救谕松州卫指

挥金事耿忠 曰
: “

西番之民归附已久
,

而未尝责其贡

赋
。

闻其地多马
,

宜计其地之多寡以出赋
。

如三千

户则三户共出马一匹
,

四千户则四户共出马一匹
,

定为土赋
。 , ,。。p 6:

在明太祖朱元璋救谕的感诏 和当地卫所官员

的努力下
,

洪武十六年
,

松州卫指挥耿忠 上奏道
:

“

臣所辖松潘等处安抚司各族长官司
,

宜以其户 口

之数
,

量其民力
,

岁令纳马置骚
,

而籍其民充骚夫
,

以供摇役
。 ” 日树也就在同年

,

明政府以兵部所请
, “

定

永宁茶马司以茶易马之价
,

宜如河州茶马司例
。

凡

上 马
,

每匹给茶四十斤 ; 中马
,

三十斤 ;下 马
,

二十

斤
。 ” 日树明政府茶马比价政策的出台

,

使四川和陕西

茶马司交易茶马比价的混乱现象有所抑制
,

南北茶

马交易的比价有了明确的制度保障
,

茶马交易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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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了一定的增长
,

以至洪武十九年 ( 1 38 7 )
, “

行人

冀忠往陕西市马还
,

得马二千八百七匹
。 ”
饰 73

明王朝从设立秦州
、

河州等茶马司 以来
,

茶马

交易走过一个相对漫长曲折的过程
,

在此过程中
,

从宦官充当皇帝特使
,

宣救皇恩到厚赏其直
、

获马

较多
,

再到各茶马司茶马交易甚少
,

后相继出台差

发马赋和重新确定茶马交换的比价制度
,

应该说宦

官起了很大的中介作用
。

这种把对西番番族茶马

政策与内地的赋税制度结合起来
,

在河涅挑崛等卫

所作为一种新的制度进行普遍推广
,

是明王朝对唐

宋以来茶马制度的重大发展
,

也是明王朝对河涅挑

崛地区加强统治的有力体现
。

(三 )庆童
、

而聂等再次入西番市马
,

开启金牌信符

制度之先河

洪武中期以后
,

随着政权的不断巩固和平叛战争

的相继减少
,

明太祖朱元璋与文武功臣之间的矛盾 日

趋尖锐
,

对大臣的居功自傲
,

彻私舞弊
、

滥用职权
、

违

禁犯法之事极为不满
。

自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之后
,

一

大批威胁明王朝朱家江山的功臣勋戚几乎珠杀殆尽
,

此事件并没有使朱元璋猜忌多疑心态平静
,

反而极度

膨胀
,

对当朝的文武官员越发不加相信
。

在这种情势

下
,

宦官和勋戚此时便成为明太祖朱元璋统治后期最

为信赖的亲信
。

先有洪武八年派
“

内使赵成往河州市

马
”

的初战告捷
,

后有司宇L太监庆童
、

尚膳太监而聂等

往西番市马的巨大成功
,

再有曹国公李景隆责救人番

颁布金牌信符政策的全面实施
。

从洪武前期
,

秦
、

河茶马司与西番交换马匹的

过程来看
,

明政府为交换西番马 匹付 出了不少代

价
,

但所获马匹数量依然有限
。

如果说洪武八年
,

明太祖朱元璋遣内使赵成往河州市马是初步偿试
,

而这次救谕司礼太监庆童
、

尚膳太监而聂等则是有

意安排
。

洪武二十五年 ( 13 9 2 )
, “

遣尚膳 (监 )太监

而聂
、

司礼太监庆童责救往谕陕西河州等卫所属番

族
,

令其输马
,

以茶给之
。 ”
饰

87

同年五月
, “

尚膳太监

而聂等至河州
,

召必里诸番族
,

以救谕之
。

诸族皆

感恩意
,

争出马以献
。

于是得马万三百四十余匹
,

以茶三十余万斤给之
,

诸族大悦
。

而聂遣使人奏
,

命以马分给河南
、

山西
、

陕西卫所骑士
。 ” 日n90]

司宇L太监庆童和尚膳太监而聂到陕西河州
、

必

里卫诸卫市马
,

可以说它直接引发了次年金铜信符

制的实施
。

洪武二十六年 ( 1 3 9 3 )
,

明太祖朱元璋
“

遣使往西凉
、

永昌
、

甘肃山丹
、

西宁
、

临挑
、

河州
、

挑

州
、

崛州
、

巩昌缘边诸番
,

颁给金铜信符
。

救谕各族

部落曰
: `

往者朝廷或有所需于尔
,

必以茶货酬之
,

未尝暴有征也
。

近 闻边将无状
,

多假朝命扰害尔

等
,

使不获宁居
。

今特制金铜信符
,

族颁一符
。

遇

有使者征发
,

比对相合
,

始许承命
。

否者
,

械至京

师
,

罪之
。
”

’ 日n9] 4一 95
在金牌符制度下

,

洪武三十年

( 139 7 )
,

曹国公李景隆运茶五十余万斤
,

交换马匹

一万三千八百匹
,

实现了茶马交易制度实施以来马

匹交易数额最高的鼎盛时期
。

在明王朝与河涅
、

挑崛等西番茶马交易中
,

宦

官被委以重任
,

完成了洪武朝茶马交易制度实施的

整个过程
。

宦官到西番市马
,

而其结果正如明太祖

意料
,

宦官并未辜负明太祖朱元璋的厚望
,

在宣救

皇恩和茶马交易中宦官却取得卓然的成效
。

那么
,

宦官们何以取得如此大的成效
,

又何以得到明太祖

朱元璋极大信任 ?

从明太祖朱元璋在颁给金铜信符的救谕 中可

以看出
,

卫所和地方官员损公肥私
、

敲诈勒索是明

政府得不到充足马匹或得到较少马匹的重要原因
,

也是朱元璋出台实施金铜信符制度
、

加强对河涅挑

崛地区进行控制的重要因素
。

宦官作为皇帝个人

和家庭的家奴
,

无过多的关系
,

无过多的奢望
,

不会

对朱家的江山社樱构成威胁
。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期制定的严厉的周全的防

范措施
,

使得宦官不敢擅自作主
,

为所欲为
,

只有对

皇帝一心一意
,

自敛克己
,

诚实奉公
,

才能得到皇帝

的信任和重用
。

三
、

如何看待明初和明中后期宦官参与茶马

贸易的活动

明洪武时期
,

参与茶马贸易等活动的宦官皆能

奉使行事
,

政绩显著
,

也未出现宦官干政
、

祸乱朝廷

的事情
。

永乐时
,

由于宦官在靖难之役中的特殊作

用
,

宦官被委以重任
,

广泛地参与国家的政治
、

经

济
、

军事和外交活动
,

后经宣宗到英宗时
,

由于茶马

比价的不合理
,

茶叶走私难以禁止
,

金铜信符制不

得不宣告停止
。

与此相联系
,

宦官也参与到茶马走

私活动中
,

其严重地危害到了明王朝的社樱江山
,

明政府不得不对宦官参与茶马走私活动进行限制
。

(一 )宣宗后宦官参与茶马走私的活动

随着官营茶马贸易的衰落
,

宦官与当地卫所官

员相互勾结
,

利用其行为之便和特殊身份
,

与国家

法令不顾
,

参与走私
,

为害一方
。

宣德七年 ( 1 4 3 2 )
,

明政府
“

罢内官人番买马
。 ” 日护 04

次年
,

陕西巩昌府通

判翟霖 (林 )奏
: “

内官人等亦带私货人番
。

又减番

人马直以易私马
。 ” 日护 ’ 2

英宗时宦官权力进一步扩

张
,

宦官不仅参与茶马走私
,

而且开始握有典兵之

权
。

正统十年 ( 1 4 45 )
,

兵部奏
: “

刑部侍郎丁铱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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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运茶四十二万斤有奇
,

赴挑州等茶马司买马
,

请

命内臣责领金牌信符监买
。 ”

对此
,

陕西右布政使王

逞亦言
: “

每年运茶人番
,

其泪匕州等三卫军官往往夹带

私茶
,

以致茶价亏损
,

马数不敷
。 ”
饰466 宪宗时

,

明政府

所实行的
“

中茶召商
, ,

也难以维持
,

也是因为
“

近年以

来
,

召商不肯上中
。

皆因势要之人搀支搀卖及夹带私

贩
,

侵夺其利
” ,

为使
“

中茶召商
, ,

政策能够维持下支
,

明政府规定
: “

今后开中盐茶
,

不许势要及内官
、

现任

官员之家上中及夹带贩买
,

侵夺民利
。

违者治以重

罪
,

茶盐人官
。 ”
饰 782 由于宦官权力已渗透到国家政治

生活的各个方面
,

即使国家有禁
,

也难以完全制止
。

在武宗正德十年 (巧 15 )
“

分守凉州太监颜太经奏带食

茶
。

户部言
: `

国家重马政
,

故严茶法
,

奏带非例也
,

宜

停罢
。 ’

诏准带七百斤
。 , ,。。p 92 4

(二 )对宦官在明初和 明中后期参与茶马贸易活动

的评价

从洪武八年宦官被委以重任参与茶马交易活

动
,

再到二十六年明政府先后出台和实施各项茶马

政策
,

宦官应该说在此过程 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

用
。

宦官参与茶马交易活动
,

它直接使河涅挑崛地

区的所有番族与明王朝发生联系
,

有效地实现明王

朝
“

以茶驭番
” 、 “

隔绝蒙藏
”

的 目的
,

同时对明王朝

加强在西北藏区的统治
,

维护西北边疆的稳定
,

消

除历史上长期以来河涅挑崛等地区战乱不已
、

分裂

割据
、

政权林立的局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当然
,

对于永乐时期
,

宦官权力逐渐坐大
,

从授予兵权
、

出

使西洋
、

乌思藏
,

特别是在英宗
、

宪宗时期
,

宦官派

到各地作监军
、

参与茶马走私等活动
,

一定程度上

为明后期宦官专权干政
、

祸患朝廷埋下 了隐患
。

这

与明太祖对宦官行为一方面苛刻限制
,

另一方面又

让其参与茶马活动之间虽有联系
,

但非必然
。

事实

上
,

明朝除太祖
、

永乐
、

宣德几位皇帝之外
,

从明英

宗开始
,

大多皇帝在位之时
,

朝政腐败
,

皇帝沉溺于

声色犬马
、

修仙得道
、

不理朝政所致
,

其反映的是中

国封建中央集权思想发展的产物
,

也是皇权思想极

度膨胀和极度衰弱的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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