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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东阳的仕宦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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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李东阳的仕宦意识经历了一个由强烈到淡薄的发展过程 ∀弘治十四年以前 � 他的仕宦意识比较强烈 � 这主要 

与其少年教育 !仕途经历 !君臣关系有关 ∀之后 � 这种意识逐渐淡化 � 至正德间 � 已非常淡薄 ∀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 

因素主要有三点 � 功成身退思想之影响 � 体弱多病 � 痛失爱子 � 朝政昏暗 � 对国事彻底失望 ∀正德间 � 东阳不能去位 � 

并非迷恋相位 � 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 但他并没有真正达到能屈能伸 �舍弃一已私利之境界 ∀无论如何 � 这对国家是 

有利的 ∀正确把握李东阳仕宦意识之变化 � 有助于对其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 

关键词 � 李东阳 �仕宦意识 �致仕 �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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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东阳����� ∗ ����� � 字宾之 �号西涯 �湖南茶 

陵人 � 明代杰出的政治家 !文学家 ∀其仕宦意识经历 

了一个由强烈到淡薄的发展过程 ∀仕宦意识的强烈 

与否 � 直接关系到对东阳的评价 ∀ 

一 

弘治十四年������以前 �李东阳有较强的仕宦 

意识 ∀下面拟从其少年教育 !仕途经历 !君臣关系等 

方面简要加以分析 ∀ 

东阳少年所受教育 �对其仕宦意识之形成具有 

重要影响 ∀东阳七岁时 � 师从父挚展毓学习为文 � 八 

岁 便 / 以 童 子 奉 诏 入 顺 天 府 学 为 诸 

生0 ≈��卷二十六 # 明故封承德郎户部主事陈先生墓志铭� �师从陈俊学习 

举子业 ∀十一岁时 �又师从当时第一位湖南籍状元 

黎淳学习举子业 ∀其5黎文僖公集序6称 � / 东阳昔从 

文僖公先生游 � 举业之暇 � 获见古文歌诗诸作 ∀ 0举子 

业的学习 � 使其进一步明确了人生奋斗目标 ∀ 他生 

活的顺天府/ 尤密近辇毂0 � 其科举录取名额/ 独多于 

诸 藩 0 � 他 深 以 / 由 斯 地 以 出 0 而 / 自 

幸0 ≈��卷七 # 顺天府乡试录序� ∀这种/ 特权0思想 �强化了其 

仕宦意识 ∀其5应天府乡试录序6即称 � / 自科举之法 

行 � 天下之愿仕者 � 挟经而抱艺 � 虽遐陬僻壤 � 衡鉴所 

在 � 皆起而趋之 ∀况教化所始 � 王畿之近地哉 � 0 

成化朝的仕途经历 �使其仕宦意识更趋强烈 ∀ 

从走入仕途至弘治七年������七月 �李东阳在翰林 

院供职近三十年 �并无隐退之意 �他一直在等待时 

机 ∀ 

天顺八年������ � 十八岁的东阳殿试得二甲第 

一 � 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明代的翰林院 �是步入 

政治中枢的便利台阶 ∀因而 �在当时士人心目中往 

往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奋斗目标 �先要由进士入选为 

庶吉士在翰林院供职 � 然后争取走进内阁 ∀ 故新科 

进士一旦被选为庶吉士 � 即为时人视做/ 储相0 ∀ 李 

东阳的心中即有这一明确的奋斗目标 � 事实上他所 

走的也正是这样一条道路 ∀ 

初入仕途的东阳 �渴望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 ∀ 

成化二年������他被任命为编修�正七品� � 修5明英 

宗实录6 ∀成化三年 � 实录成 �升从六品俸 ≈����� �真 

可谓少年得志 ∀之后 � 升迁速度放慢 � 因明代官员一 

般任期九年 � 无特殊功绩者 � 只有期满考核合格方可 

升迁 ∀翰林院的特殊际遇 �使东阳的仕宦意识急剧 

升温 ∀其5庆成宴有述6一诗云 � 

殿庭开宴引千官 �拜舞亲承万岁欢 ∀坐拥日华 

看渐近 � 犹传天语饮教干 ∀青云旧侣班相望 � 白雪非 

才和岂难 ∀十五年来无寸补 � 一心惟有向时丹 ∀ 

此诗作于成化十四年������ �当时他三十二 

岁 ≈����� ∀能与宪宗皇帝一起饮酒 �是同年官员中少 

见的 �他感到无比荣幸 ∀ 同时 �又自觉 / 十五年来 

无寸补0 �有愧于圣上 ∀ 自己只有 / 一心惟有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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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0 � 愈加勤于官事 � 才能报答皇帝之恩德 ∀ 5戊戌冬 

至节 � 初赴朝天宫习仪6诗云 � 

朝天宫阙路逶迤 �帝遣儒臣下赤墀 ∀ 礼重叔孙 

绵蕝地 � 恩同文德押班时 ∀五更清漏闻鸡早 � 十里红 

尘恨马迟 ∀馆局幸多闲岁月 � 敢言筋力是吾私 ∀ 

诗有序云 � / 翰林旧不习仪 � 是岁有新旨 � 学士而 

下 � 俱令依常参官习仪 ∀ 0此诗反映的就是奉旨赴朝 

天宫学礼的情景与感受 ∀ 五更天他就起床 �急忙骑 

马奔向朝天宫 ∀ 一句/ 敢言筋力是吾私0 �透露出其 

为官热情之高涨 ∀ 

东 阳 虽 曾 自 称 / 职 在 讲 筵 � 不 关 政 

务0 ≈��卷十九 # 应诏陈言奏� � 但还是抓住弘治六年孝宗向群 

臣广开言路之机 � / 谨摘5孟子6格言要论0 � / 析为数 

条0 � 上5应诏陈言奏6疏 � 初步显示了其政治才能 � 引 

起了孝宗的关注 ∀ 其仕宦意识之强烈 �由此可见一 

斑 ∀ 

当然 � 对自己在翰林院升迁速度较慢 � 东阳亦不 

是没有想法 ∀ 5春闱校文有作 � 呈诸同考6诗云 � 

省闱分职重持衡 �十载趋陪两度行 ∀ 满地奎光 

天咫尺 � 隔帘人语夜分明 ∀空中万马神俱骤 � 海底遗 

珠梦亦惊 ∀科甲少年今老大 � 耻将名姓托群英 ∀ 

此诗写于成化十四年礼部校文之后 ∀自己已三 

十二岁 � 但还只是个小小的正六品侍讲 �这离其人生 

目标还相差很远 �他自觉无颜面对那些年轻有为的 

举子 ∀不过 � 这并没有淡化其仕宦意识 �从其赴朝天 

宫习仪的热情 � 即不难看出 ∀ 

弘治一朝良好的君臣关系 �令其不肯言退 ∀ 弘 

治七年八月 �李东阳/ 以内阁大学士徐溥等荐 �升礼 

部右侍郎 �兼侍读学士 �专管内阁诰敕0 ≈������ �从此 

开始走进明朝的政治中枢 ) ) ) 内阁 ∀ 久困翰林尚且 

不愿言退 �进入内阁 �似乎更无理由致仕 ∀ 弘治一 

朝 � 是东阳春风得意之时 �至少在弘治十四年以前 � 

他没打算退居 ∀ 此时不言退 �与君臣关系相对融洽 

有关 ∀作为政治家 � 东阳渴望建立良好的君臣关系 ∀ 

只有如此 � 自己为政思想才有可能化为现实 ∀ 其5书 

赐游西苑诗卷后6云 � 

君臣之际 � 亦重矣 ∀盖必有天冠地履之分 � 而又 

有家人父子之情 � 然后上下交而德业成 ∀ 都俞世远 � 

始替于下堂之见 ∀至于尊君抑臣之世 � 则变之极矣 ∀ 

后之所谓交者 �乃流于近狎 �失于浮艳 �或者不于公 

卿学士又移而之他 �其为治效安足望哉 �我朝自皇 

祖以来 � 优礼儒硕 �远超近代 ∀ 凡一豫一游 !一张一 

弛 !严而泰 !和而节者 � 皆于此卷见之 ∀ 宣德之治 � 固 

有得于礼貌之隆 !信任之笃者 �诚亿万世所当法也 ∀ 

东阳以后进菲才 �备员左右 �不能赞明良喜起之化 � 

于此亦窃有感焉 ∀ 

孝宗登基以来 �曾励精图治 �多次召见阁臣议 

事 �君臣关系上一改乃父之做法 �君臣相处较为融 

洽 � 东阳所渴望的/ 宣德之治0时的/ 信任之笃0似乎 

再现 ∀他感触颇深 �其5孝宗皇帝挽歌词6云 � / 极意 

穷幽隐 � 虚怀仰治平 ∀近臣常造膝 � 阁老不呼名 ∀ 道 

合君臣义 � 恩深父子情 ∀ 0在东阳眼里 � 孝宗简直是一 

位难得的有道明君 �他/ 思用我者之责0 �要/ 砥砺名 

节 �卓 然 为 第 一 流 人 �以 无 负 乎 畿 甸 科 目 之 

士0 ≈��卷七 # 顺天府乡试录序� �他怎会在此时轻易言退 � 他 

曾 明 言 � / 明 时 遇 主 谁 甘 

退 ∀ 0 ≈��集句后录 # 3病中言怀长句又六首4之三� 至少在没实现自己 

的人生目标前 � 他不会轻易言退 ∀而/ 功成自买扁舟 

去0 ≈��卷三 # 西浦鱼罾� 的诗句 �亦透露出一丝这方面的信 

息 ∀ 

在此时期 �有两件事需特别提及 ∀ 一是弘治八 

年李东阳被简入内阁参预机务时 � 曾上疏推辞 � 这不 

过是官场的客套 ∀一是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因清宁宫 

火灾 � 请求引咎辞职 � 亦不过是为政手段而已 ∀ 若真 

心要辞职 � 他该会不断上疏 ∀可接下来的三年 � 他没 

如此 ∀真正大量上疏求退 � 是弘治十四年以后之事 ∀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 � 此时东阳是有强烈仕宦意识的 ∀ 

二 

弘治十四年以后 � 东阳的仕宦意识开始淡化 �且 

呈现出不断加速之势 ∀ 至正德间 �已非常淡薄 ∀ 他 

频繁上疏求退 � 是最好的说明 ∀从5求退录6看 � 李东 

阳至少从弘治八年二月开始求退 �在弘治十一年又 

一次求退 � 十四年开始大量上疏求退 ∀其5求退录 # 

奏为自陈休致事6云 � / 盖自弘治辛酉�弘治十四年� 

之后 � 数乞退休 ∀ 0据5求退录序6 �弘治十四年春 �东 

阳/ 属以疾告 �三具疏乞休0 �至弘治十八年 �前后上 

疏十余次 ∀ 5李东阳集6及5李东阳续集6 �尚保存他 

此时求退疏九篇 ∀正德间 �东阳上疏求退的次数更 

频繁 � 数量愈多 � 现尚存三十余篇 ∀考其原因不外乎 

有以下几点 ∀ 

首先 � 功成身退思想之影响 ∀ 中国古文人往往 

具有功成退隐之传统思想 ∀东阳亦不例外 � 其5南山 

草亭记6云 � / 盖仕之有止 �犹行之必有归 �寐之必有 

寤也 ∀君子知仕之道 �则必知止之义 ∀ 故虽荣显向 

进之身 � 必预为敛退可据之地 � 示不为贪冒计也 ∀ 0其 

所谓/ 仕之道0 � 即/ 功成自买扁舟去0 ∀ 东阳于弘治 

八年入阁参预机务 � 至弘治十四年求退时 � 已是内阁 

重臣 ) ) ) 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 

正德元年������ �又进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 

盖殿大学士 � 同年十月 � 刘健 !谢迁去职 � 他便成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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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首辅 � 就官职而言 � 已是一人之下 � 万人之上 � 可谓 

功成名就 �该是/ 仕之有止0之时了 ∀ 此时其仕宦意 

识趋于淡化 � 产生致政念头 � 是不难理解的 ∀ 

其次 � 体弱多病 �痛失爱子 �已感到无力继续供 

职 ∀李东阳/ 质本孱弱 � 生多疾病0 � / 筋力早衰 � 髭发 

变白0 ≈��求退奏疏四十首� ∀弘治十年������十二月后 �他 

相继患上六脉虚弦 !元气怯弱 !头晕目眩 !胸膈膨闷 ! 

脾胃不和 !饮食少思 !肺气不利 !咳嗽吐痰 !痔漏 !脏 

毒 !便秘等病症 �实不便于继续供职 �正如其所言 � 

/ 虽臣至愚 � 亦知其不可也 ∀ 0 ≈��求退奏疏四十首� ∀故他多 

次上疏求退 ∀ 另外 �他二子俱亡 �创巨痛深 �也促成 

其致仕之意 ∀ 特别是弘治十四年长子兆先离世后 � 

他已心灰意冷 � / 分不能起0 ≈��求退奏疏四十首� � 只想致仕 ∀ 

他不是不想为弘治中兴尽力 �而是因身体与心境实 

在不适合继续供职 ∀ 正德年间 �由于/ 衰老益深 �疾 

病交加0 ≈��求退录� � 其求退心情愈加迫切 �求退次数更 

为频繁 ∀其实 � 他本就认为 � 年老多病应该致仕是天 

经地义之事 � / 至于年高力倦 � 奉身而退 �虽其君留之 

而不可得 ∀ 0 ≈��卷六 # 送户部尚书翁公致政序� 话虽如此 �但若皇 

帝不同意 � 作为人臣是没权力强行退休的 ∀ 他似乎 

亦意识到这点 �故接下来又说 � / 进退之义有不得不 

然者 ∀ 0

再次 �朝政昏暗 �对国事失望 ∀ 正德间 �武宗昏 

庸 � 不理政事 �刘瑾独断专行 �把持朝政 ∀ 东阳多次 

力谏无效 � 对朝廷已颇感失望 ∀ 其正德五年八月所 

上之5陈情乞恩祈休致事6疏曾尖锐指出 � 

臣窃念备员禁近 � 事体相关 ∀ 凡票本拟旨 � 撰写 

敕书 � 或驳下再三 � 或径自改窜 � 或带回私宅 � 假手他 

人 � 或递出誊黄 �逼令落底 ∀ 真伪混淆 �无从辩白 ∀ 

臣等虽委曲匡持 � 期于少济 � 而因循隐忍 � 所损亦多 ∀ 

可见 � 东阳虽为首辅 �但已被刘瑾等人架空 �不 

能发挥应有作用 �此时武宗也不采纳他的忠言 ∀ 如 

此以来 � / 留一日则增一日之愆 �当一事则多一事之 

咎0 ≈��求退录� � 继续居首辅之位有何意义 � 正如其所 

言 � / 时有所不可则去 � 不得其职与言则去 � 居其位而 

力不足以胜之则去 ∀ 0 ≈��卷四 # 送蒙庵林先生南归诗序� 由此看 

来 � 此时李东阳是真心想退休了 ∀ 

当然 � 东阳在弘治朝与正德朝请求致政之因各 

有侧重 ∀前者主要是因体弱多病 �后者则主要是由 

于朝政昏暗 � 而体弱多病则成为表面借口 ∀ 

既然李东阳的仕宦意识已十分淡薄 �那么为什 

么不及早致仕呢 � 这是一个关系着对东阳评价的敏 

感话题 ∀其实 � 仕宦意识淡薄与致仕 � 不见得有必然 

联系 ∀能否致仕 � 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 

行为主体的进退观是一重要内在因素 ∀东阳在 

年轻时就对进与退有自己的看法 ∀ 其5送蒙庵林先 

生南归诗序6有曰 � 

盖必知有所不可不退而后进 � 则其进也非干禄 � 

知有所当去而后留 �则其留也非贪位 ∀ 君子之心岂 

恶进而乐于退哉 �然世亦有果于忘世而去者 �有因 

所激而去者 � 有去于势所不得已者 � 有索隐行怪徼一 

去以为名者 �于是利禄之士顾得以借口于其间 ∀ 故 

论出处者 � 必参其平生而考之 ∀ 自辞受取予之常 �验 

之乎进退之大 � 而后可知也 ∀ 

5文 前 稿 6 是 李 东 阳 / 在 翰 林 时 作 0 
≈��杨一清 # 怀麓堂稿旧序� ∀可见 �他在仕宦意识强烈之时 � 

即已形成了自己的进退观 �并非是正德年间为自己 

辩解而临时炮制的 ∀他认为 � 只要/ 知有所当去而后 

留 �则其留也非贪位0 �关键看在位上干了些什么 ∀ 

即评价一个人的出处 � / 必参其平生而考之0/ 验之乎 

进退之大0 � 不能仅凭一时表象而妄下结论 ∀ 正德元 

年十月 � 他与刘健 !谢迁弹劾刘瑾失败 �一起上疏求 

退 � 因健等数有言逆耳 � 武宗遂听之去 � 东阳却因/ 上 

素重公 �两宫亦言 −旧臣惟此一人 �不宜听去 . 0 
≈��杨一清#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正李公墓志铭� � 被 

留下来 ∀虽说他此时/ 知有所当去而后留0 �但还是 

觉得有些尴尬 ∀他深知 � 如果此时不退 � 必定招致非 

议 � 又加之自己早已无意仕宦 �故不断地上疏求退 ∀ 

但是 �他毕竟是一位负责任的政治家 �认为只要/ 一 

日立乎其位 � 则一日业乎其官0 ≈��求退录� ∀所以在皇帝 

没有批准退休的情况下 � 仍然能尽心辅导 � 力所能及 

地/ 委曲匡持0 � 这是难能可贵的 ∀ 

形势所需是不可或缺的外在因素 ∀时局在很大 

程度上能左右行为主体一时之进退 ∀李东阳不能致 

仕 � 即与当时局势有关 � / 顾命之重 �责任方殷 �大义 

所关 � 亦非得已 ∀ 盖圣质方冲 �庶事未定 �则不敢言 

退 ∀藩臣倡乱 �边境未宁 �则不敢言退 ∀ 大奸未除 � 

弊政未革 � 则不敢言退 ∀ 0自己所以/ 怀忧抱愧 �含垢 

纳污0 � / 因循隐忍0 �没及时引退 �实是形势不允许 � 

而不是/ 贪位恋禄0 ∀ ≈��求退录� 他的辩解有一定道理 ∀ 

不过 �他说/ 不敢言退0 �有些言过其实 �他在此前已 

多次/ 言退0 ∀ 对东阳不能去位 �明人何良俊有比较 

客观的看法 � 其5四友斋丛说6卷十五云 � 

刘瑾擅国日 �人皆责李文正不去 ∀ 盖孝宗大渐 

时 � 召刘晦庵 �李西涯 �谢木斋三人至御榻前同受顾 

命 � 亲以少主付之 ∀后瑾事起 � 晦庵去 � 木斋继去 �使 

西涯又去 � 则国家之事将至于不可言 � 宁有不负先帝 

之托耶 �则文正义不可去 � 有万万不得已者 ∀ 

如此看来 � 何氏倒是东阳之知己 ∀ 

另外 � 传统文化积淀亦是不可忽视的因子 ∀ 中 

国古代士大夫多具有浓厚的忠君思想 �这是一种传 

统的文化积淀 ∀ 李东阳亦具有此思想意识 �在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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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0的封建时代 �皇帝不批准退 

休 � 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 况且 � 明代又是一个极端专 

制的封建王朝 � 明代的律例明文规定 � / 率土之滨 � 莫 

非王臣 ∀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 � 是自外其教者 � 诛其 

身而没其家 � 不为之过 ∀ 0从某种意义上说 � 明代士大 

夫连/ 隐0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李东阳虽有致仕的愿 

望 � 却也无能为力 ∀ 

如此说来 � 若用仕宦意识强烈 !迷恋相位来解释 

东阳不能去位 �似乎不太合理 ∀ 因为此时致仕已不 

是他自己说了算的事 ∀ 平心而论 �/ 东阳不去 �大有 

功于国 ∀ 0 ≈��沈德潜 # 李东阳论� 他利用自己的地位 � 保全善 

类 ∀刘健 !谢迁 !杨一清 !刘大夏 !陈熊诸人 �皆得危 

祸 � 赖东阳而解 ∀ / 否则 �衣冠之祸 �不知何所极 ∀ 0 
≈��李绂 # 狄文惠公李文正公论� 就诛杀刘瑾而言 �东阳之功亦不 

可没 ∀铲除刘瑾的主要是张永 �授计于张永者为杨 

一清 � 而出手救一清性命乃李东阳 ∀ 故刘瑾诛后 � 杨 

一清对东阳门人何梦春说 �/ 宾翁补天捧日无迹 ∀ 0 
≈��彭维新 # 文正公论� 东阳虽然不能扭转时局 � 但至少可/ 委 

曲匡持0 � / 少济于事0 ∀ 5明书6本传说他/ 委蛇于乱 

世 � 弘济时艰 �保护善类 �天下阴被其泽而人不知0 � 

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 ∀ 

但是 � 如果因此就认为李东阳/ 宁晦其心迹而不 

敢标矫孑孑之名0 ≈��沈德潜 # 李东阳论� �真正能伸能屈 � 舍 

弃私利 � 似乎也值得商榷 ∀ 

我们认为 � 李东阳不能致仕并非是迷恋相位 � 而 

是实在推脱不掉 �不得已而为之 �他/ 委曲匡持0 �盖 

是出于朝廷不允许致休 � 与其徒居其位 �倒不如做点 

实事之想法 � 正如其所云 � / 一日立乎其位 � 则一日业 

乎其官0 ∀他还没真正达到能屈能伸 � 舍弃私利之境 

界 ∀ 5明史6卷一百八十一5李东阳传6之记载可为佐 

证 � 

先是 � 东阳奉命编5通鉴纂要6 ∀既成 � 瑾令人摘 

笔画小疵 � 除誊录官数人名 � 欲因以及东阳 ∀ 东阳大 

窘 � 属芳与张彩为解 � 乃已 ∀ 

因主持编写的5通鉴纂要6出了点问题 �李东阳 

不仅/ 大窘0 � 而且还向政敌焦芳 !张采求救 ∀ 这能说 

是真正具有能屈能伸 � 舍弃私利吗 � 

客观地说 � 作为政治家与文学家 � 李东阳是比较 

有责任心和正义感的 �但又性格软弱 !立场不太坚 

定 ∀德国美学家伽达默尔认为 � / 所有被经历的东西 

都是自我经历物 � 而且一同组成该经历物的意义 �即 

所有被经历的东西都属于这个自我的统一体 �因而 

包含了一种不可调换 !不可替代的与这个生命整体 

的关联 ∀ 0 ≈����� 李东阳的仕宦意识经历了一个由强烈 

到淡薄的发展过程 � 当然亦是其/ 自我经历物0 � 其中 

自然/ 包含了一种不可调换 !不可替代的与这个生命 

整体的关联0 ∀ 

李东阳的仕宦意识由强烈到淡薄的变化 �这是 

评价李东阳的重要依据 ∀特别在评价其正德一朝不 

去位时 �更应该结合其仕宦意识淡薄之实况 � / 参其 

平生而考之0 �切不可不加分析地断定其迷恋相位 ∀ 

当然 � 亦不能无原则地拔高其人格 ∀这样 � 才能对李 

东阳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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