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e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历史学研究, 2025, 13(2), 132-140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hs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5.132017   

文章引用: 马斌. 嘉靖帝对郭勋的庇护及郭勋之死[J]. 历史学研究, 2025, 13(2): 132-140.  
DOI: 10.12677/ojhs.2025.132017 

 
 

嘉靖帝对郭勋的庇护及郭勋之死 

马  斌 

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5年2月20日；录用日期：2025年3月5日；发布日期：2025年4月7日 

 
 

 
摘  要 

郭勋作为明初开国功臣武定侯郭英的六世孙，其于正德三年(1508)承袭了武定侯的爵位，并且在嘉靖十

八年(1539)进封为翊国公。尤其是在嘉靖朝郭勋获得了嘉靖帝极度地青睐，即使其身犯多种罪名，但嘉

靖也是不断庇护他。探析郭勋为何不断得到嘉靖庇护有助于更好地梳理嘉靖一朝的政治格局以及嘉靖与

朝官的关系。因此，对该问题的探究也就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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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o Xun, as the sixth grandson of Marquis Wuding Guo Ying who is the founding minister of the 
early Ming Dynasty, inherited the title of Marquis Wuding in the third year of the Zhengde era 
(A.D.1508), and in the eighteenth year of the Jiajing era (A.D.1539), he was named Duke of Yiguo. In 
particular, Guo gained the extreme favor of Emperor Jiajing during the Jiajing Dynasty, and even 
though he was guilty of multiple crimes, Jiajing continued to shelter him. Analyzing why Guo Xun 
was constantly sheltered by the Jiajing Emperor help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of the Jiajing dynas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iajing Emperor and his officials. Hence 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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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郭勋，南直隶濠州人。明开国功臣郭英六世孙，于正德三年(1508)袭封武定侯。学界过去对郭勋的研

究多集中在跟他有关的大事件(如嘉靖六年(1527)的李福达案[1])和他在刊刻书籍以及他与《水浒传》的关

系上[2] [3]。而对郭勋在政治上的影响以及嘉靖对他的态度等方面的研究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日本学

者岩本真利绘以郭勋为例，分析了嘉靖帝重用勋臣的政治背景及其意图[4]。除了这些之外很少有专门研

究郭勋在政治上的权势以及他与嘉靖帝关系的文章。本文即以郭勋与嘉靖帝的关系的研究为出发点，分

析嘉靖帝为何一再庇护郭勋，并探讨郭勋之死所反映的嘉靖朝前期的政治形式。 

2. 郭勋及其家世 

郭勋能得到嘉靖帝的一再庇护，这与他的家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武定侯的身份背景为其之后

的事迹奠定了基础，而其为嘉靖帝做的那些事情，则是嘉靖喜爱他的重要原因。 
(一) 郭勋先祖的奠基 
郭勋是明开国功臣武定侯郭英之后，而明朝在朱元璋时期所封公侯据《明史》统计，共 62 人，而这

62 人当中，爵位一直延续至明亡的仅有魏国公、西平侯以及武定侯三个，其余人的爵位或被降，或因事

而被除爵[5]。由此可窥见，郭勋家族深得明皇室信赖。而郭勋能有之后那般地位也是离不开其先辈的奠

基。 
郭英，临淮人(今安徽省凤阳县临淮关镇)，于至正十三年(1353)随朱元璋起兵，率兵取滁州、和州、

采石、太平。至正二十四年，从朱元璋在鄱阳湖大战陈友谅获胜。之后，陈友谅进攻武昌，陈友谅的“骁

将陈同签持槊突入，太祖呼英杀之，衣以战袍”[5]，此谓“战袍之义”。之后郭英继续为朱元璋南征北

伐，屡立战功。其先后从傅友德、冯胜、蓝玉、耿炳文等征战，于洪武十七年(1384)获封武定侯。建文朝

时，随耿炳文、李景隆讨燕未成，靖难后罢归，于永乐元年(1403)卒。 
值得留意的是，在洪武年间，“御史裴承祖劾英私养家奴百五十余人，又擅杀男女五人”，而朱元璋

的态度是不去理睬。之后佥都御史张春等继续弹劾，朱元璋才“命诸戚里大臣议其罪”，将所议之罪上

奏朱元璋后，朱元璋选择宽恕郭英[5]。可以看出，相比于明初那一大批功臣，朱元璋对郭英的态度算是

比较和缓的，以致其罪被宽宥。而这背后的原因《明史稿》中说：“(郭英)以忠谨见亲于太祖，又以女弟

贵幸，恩宠尤渥，诸功臣莫敢望焉。”[6]郭英本位淮西勋贵，同时妹妹又嫁与朱元璋，这为他地位的稳

固以及之后朱元璋清算淮西勋贵时未累及自身也是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的。而这些便是郭英为郭勋留下的

最基本的政治资产。 
郭英长子郭镇，侧室所生，其“以勋戚子弟资貌洁修，仪正详谨”而得朱元璋的喜爱，朱元璋令其练

兵，其“躬勤不懈，中外称之”，洪武二十二年(1389)“选尚永嘉公主”，拜驸马都尉。建文帝即位后，

命其掌管辽东兵事，不久在回来途中遇疾，回京之后皇帝派太医为其治病，但未能病愈而卒，享年二十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5.13201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马斌 

 

 

DOI: 10.12677/ojhs.2025.132017 134 历史学研究 
 

八。在其死后“天子辍正朝三日，敛及葬，皆遣官祭，诸王亦遣祭奠”。《国朝献征录》中对其的评价

是：“公父成功于先，而公嗣其富贵以承恩宠，能恪恭于位，令闻有称，可谓贤矣。生不永年，无以竟其

志，岂非惜哉。”[7]由此可知，虽然郭镇因父亲的功劳而得到恩荫，但同时郭镇自身的禀赋也是很好的，

以致其可以贵为驸马，可惜其仅年 28 而殁，其为后世奠下的基业也只有皇亲国戚的荣宠了。 
而郭勋的曾祖郭珍、和祖父郭昌，可以说是一生都在与宗族其他人争袭武定侯的爵位，而最终郭珍

死后直到弘治朝时才被追封为武定侯，而郭昌直到天顺二年(1458)才得以袭爵[8]。除此之外，郭勋的这两

位先祖为郭勋留下的政治资产并不是很多。 
郭勋的父亲郭良的命运也与其祖、父两辈一样都是在不断请袭爵位中度过的，曾先后在天顺八年

(1464)、成化四年(1468)、九年、十二年、十五年、弘治元年(1488)、二年、三年、十五年不断奏请袭爵，

并最终与弘治十五年得愿袭爵。袭爵后，弘治十六年任其为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十七年充左参将，领

京营官军操练，还曾中武举。郭良虽为勋戚，但至其时家道中落，其却“独好聚书为诗，乐与文儒交”

[7]，还着有《宾竹稿》十卷以及介绍其家族历史的《毓庆勋懿集》八卷[9]。而郭良身为郭勋的父亲，其

留下来的基业对郭勋是有最直接的作用的，其“独好聚书为诗”的习惯也会直接影响郭勋，以至于有了

之后郭勋编撰《英烈转》以及刊刻各种书籍的事迹。正德二年郭良卒，郭勋毫无波折地继承了爵位。 
(二) 功勋皇戚 
郭勋于正德三年(1508)袭武定侯爵，四年总管三千营操练，六年镇两广，十二年回京仍管三千营。嘉

靖帝即位后，便命其提督团营。此外，郭勋在嘉靖朝替嘉靖帝主持了一些祭祀活动，深得嘉靖帝欢心，

因此于“嘉靖十八年正月戊戌，上以去冬袛荐皇天上帝册表，诸奉使大臣有虔恭赞佐劳，诏持加恩，进

封武定侯郭勋为翊国公。”[10]至此，郭勋的身份已经到达顶峰了，嘉靖帝也极其宠信他。那么郭勋在嘉

靖时期做了哪些事，让其地位能得以上升，并在其犯罪后不断得到嘉靖的宽恕呢？ 
第一，“大礼议”事件中对嘉靖帝的支持。“大礼议”是嘉靖即位后的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郭勋在

此事件中支持嘉靖帝，并且还保住了被以杨廷和为首的反对派想置于死地的张璁和桂萼，从而得到了嘉

靖帝的赏识。因此，该事件是郭勋能有之后的地位的基础。包括之后的“李福达案”在汤纲、南炳文所著

的《明史》中认为该案是“大礼议”的延续[11]。在该案件中，郭勋作为武官干涉司法系统的运行，遭到

御史马录的弹劾，为了自保，郭勋就联合桂萼等在“大礼议”事件中获胜的官员，说此事是文官借故陷

害议礼官员所致，这又进一步帮助嘉靖帝借机打击了文官系统，同时导致了一桩冤案的发生。 
第二，郭勋出生于武将世家，其在正德时期曾经镇守两广，总管三千营操练[5]。在正德年间其主要

的军事活动就是镇压各地区的暴动。例如，正德五年(1510)，参与平定宁夏叛乱而加封太保。之后又被派

往江西、广西等地镇压暴动，郭勋都被给予赏赐。正德帝驾崩后，遗旨中让郭勋、朱泰、张永等“选各营

马步官军防守皇城四门、京城九门及草桥、卢沟桥等处”[12]。在皇位交际之时郭勋肩负着防卫京师的重

任，说明正德帝对其也是极其信任的。 
嘉靖帝即位后，郭勋也受到嘉靖的赏识，便命郭勋提督团营，并兼督五军营。郭勋还在嘉靖三年(1524)

提督团营时上七事，提出自己的军事见解，大多被嘉靖帝所采纳[10]。这些事件都表明，一方面由于嘉靖

对其的信任，其能掌管军权，另一方面，由于他掌管着军权，嘉靖对其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这也就进

一步导致了嘉靖对其的庇护，甚至可以说，嘉靖即位初期与郭勋不失为是一种各取所需的“联盟”关系。 
第三，正如《明实录》所载，郭勋等人被升爵的直接原因是“袛荐皇天上帝册表”，所以，郭勋也代

嘉靖直接参加了很多祭祀等礼仪事件。例如，嘉靖十一年(1532)，惊蛰节行祈谷礼，“上以疾不能躬事，

乃命勋代。上自即位，岁亲郊，其遣代自此始”。这时，给事中叶洪、刑部主事赵文华等奏言，皇帝应亲

自祭祀，况且郭勋身为武臣不宜代行，而“上以勋乃勋戚重臣，不可与武职比，夺文华俸五月”[10]。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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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事情在嘉靖十三年也发生过，时享太庙，世宗还是让郭勋代行时享礼，户科给事中张选上疏对此进

行反对，最终“上以选罪不可宥，责(夏)言等疏未回护。至是，上体犹未平，故仍令勋摄事”[10]。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是涉及到郭勋自己利益的有关祭祀的事情即让其祖郭英进太庙。在洪

武二十一年(1388)功臣庙建成时，因郭英的战功在当时并不显赫，所以其并未入庙。但到了正德时期，郭

勋作《英烈传》，将生擒张士诚，射杀陈友谅的事迹写为郭英之功，并在宫内传播。到嘉靖十六年的时候

便奏请让其祖郭英入太庙，这遭到了群臣反对，但嘉靖最后还是同意了这件事[10]。 
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嘉靖帝对郭勋是极其信任的，《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3]

从郭勋的这些事迹可以看出，他在“祀”与“戎”这两方面都有很大的权力，而这些权力不仅让嘉靖对其

的依赖有所加深，同时，也成了郭勋仗势犯法的资本。 
第四，郭勋虽为武将，但在文史方面可能是受其父的影响也有比较高的造诣。《明史》中有“勋桀黠

有智数，颇涉书史”[5]之语，除了上面提到的为其祖郭英配享太庙造势的《英烈传》外，郭勋还刊刻过

《水浒传》，甚至也有学者认为《水浒传》的作者就是郭勋[5]，或者认为施耐庵是郭勋的门客[14]。从此

也可以看出，郭勋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粗鄙的武官，其文学造诣也是比较高的。就这样一个能文能武，还

能顺应皇帝心意，体察皇帝心思的臣下，能得到皇帝的青睐自然也是理所应当的了。 

3. 嘉靖帝对郭勋的庇护 

郭勋在袭爵以至嘉靖继位后为嘉靖做了很多事情，深得嘉靖之意。随着嘉靖对其愈加宠幸其就越怙

恶不悛，随之而来的就是言官不断地上奏弹劾。 
(一) “李福达案”中的争斗 
在嘉靖对郭勋的庇护中，很重要也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事关“李福达案”。李福达曾于弘治二

年(1489)因参与秘密宗教活动，并聚众起义而被充军，之后出逃改名李五，后被查出，再戍山海卫，又逃

出。之后利用其在弘治、正德年间构建的一套弥勒佛转世理论广收门徒，并四处劫掠。为逃避抓捕，其

改名张寅，投靠五台县张钺之子张宾。张宾死后，尽占其家产。郭勋为李福达之子大仁、大礼纳粟入国

学，李福达并以黄白之术结交郭勋，其子大礼因“年少美姿容，嬖于武定侯郭勋”[15]。之后李福达被告

发，山西巡按御史马录传檄逮捕李福达，李福达便躲进郭勋家中，郭勋转而向马录求情，马录不但不接

受郭勋的求情，还在上报案情时弹劾郭勋庇奸乱法。同时郭勋作为一个武官介入监察系统也导致了文官

系统的不满，“经内外多官勘问，具言情真无枉”[15]。之后督察院在奉旨调查此案后对该案的当事人都

给出了相应的结论，对于郭勋之事下的结论为： 

及照武定侯郭勋，官虽勋贵重爵，人则憸利鄙夫，交结非人，嘱托公事，虽妖贼反迹未必明知，而术容私谒不行

避忌，恃势要而不顾律法，肆阴邪而大乖礼度，事属有违法，当提问[16]。 

从此可以看出，督察院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对于郭勋在此事件中所违反的法律也做了说明，但最后

嘉靖的态度是依律惩处除郭勋外的所有人，对于郭勋则说：“郭勋着回将话来。”[16]可以明显看出，嘉

靖帝对郭勋是偏护的，但一众言官对这种偏袒是看不下去的，依旧上奏弹劾郭勋，不仅弹劾郭勋包庇李

福达，而且还将郭勋做的其他贪赃枉法的事情也进行上疏弹劾。面对这些弹劾，郭勋则与桂萼、张璁等

“大礼议”中的一些官员联手，说郭勋是因为“大礼议”而触怒了文官，因此才被不断弹劾。郭勋将这桩

司法案件引申到触及嘉靖敏感神经的政治事件上，而嘉靖就开始对这些文官愈发怀疑，再加上张璁、桂

萼等人的拱火，最终造成冤案的发生。而郭勋这个依律当斩的人得到了嘉靖的庇护而逍遥法外。 
对于大臣们对郭勋的一再地弹劾以及嘉靖的态度如下： 
户科给事中郑一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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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得张寅情罪深重，乃知勋之罪有不止于专横者。勋明知张寅系谋反杀人首恶，自宜觉发为国讨贼，乃与之往

来交结等。 

因奉圣旨：“该衙门知道，钦此。”[16] 

给事中张嵩、郑一鹏： 

勋以敝宅易公署，骄纵罔上。昔窦宪夺公主园，卒以逆诛，勋谋夺朝廷卫所，其恶岂止宪比。 

上命还所易地以璜等，夫于详察宥之，余皆不问[10]。 

督察院左都御史聂贤等： 

……但郭勋以勋戚世爵，乃交通逆贼，纳贿行嘱，法不可宥，请并逮治之。 

得旨：令诛福达父子，并没入其财产，妻子为奴。郭勋令对状，勋具服谢罪，上特宥之。给事中程辂、刘琦、王

科各言勋罪重不宜贳，章下所司[10]。 

给事中陈皋谟： 

……勋遗书御史马录，为罪人张寅请托，录奏之。乃亦以议礼激众怒为言，岂儒臣愽士之所未深究，而武夫悍

将反优为之，此在席书犹不宜自言，而勋又窃其绪余，以欺天罔上罪不容诛……时南京御史姚鸣凤、王献等亦皆上

疏极谏，俱下所司知之[10]。 

巡视京营给事中王科，御史陈察： 

武定侯郭勋，颛权罔利，侵收团营草场，租银不下数万，占用军匠，科索多端，保举属官以贿为第，班军派工以

贿放免，任用奸恶郭彪、郑鸾等，剥军害众，怨声载途，乞禠职论罪，郭彪、郑鸾等逮治，俱不报[10]。 

给事中郑自璧、赵廷瑞、张逵、南京御史潘壮等： 

勋以奸成横，以酷济贪，矜名傲物，怙宠售私，笼络货资，渔猎营伍。为妖贼张寅嘱托，为逆党陆完雪冤，刚愎

有余，矫诬无状。以为物议不足虞，国纪不足惮，属者言官交章论劾。臣等以为罢斥无疑，乃蒙温旨慰勉，是旌之而

使纵也。乞即禠其枢柄，下诸臣所奏，严加查究，以除奸恶。 

疏入，俱下所司。刑部覆言：言官所奏俱有指实，请下法司勘拟。兵部亦言：勋贪酷奸横，不足以膺重任，请罢

其兵政，别推老成练达重臣代之。俱报有旨[10]。 

试御史魏有本： 

武定侯郭勋之贪暴，言官与本兵交章参劾，乃听其诡辩置之不问。总兵官马永，东北干城也，顾以进言而遽弃

之。二臣罪过孰为重轻，于国家孰为损益，较然明甚，审公论而断之于心无难也，伏望于勋夺其兵柄，究其情弊，于

永收回成命，复加任使，则军政边陲两有所赖…… 

上以永出位妄言，已从宽处，有本乃复论救，狂妄奏扰，不堪宪职，令调外任已[10]。 

山西廵抚都御史江潮、廵按御史马录、兵科给事中郑自璧、给事中秦佑、常泰、试御史邵豳等： 

武定侯郭勋交结妖贼李福达，蔑视国法，恶贯已盈，宜加两观之诛，以谨无将之戒。章下所司已[10]。 

以上仅是群臣对郭勋弹劾的部分资料的整理，可想而知当时嘉靖对郭勋是有多喜爱才能顶住臣下们

不胜厌烦地弹劾的压力而一味包庇郭勋。 
(二) 郭勋抗旨获罪 
在嘉靖十七年(1538)的时候，郭勋向嘉靖帝提议恢复各地的镇守内臣，由于镇守内臣因为弊端太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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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靖八年的时候就已废除，针对郭勋提议，嘉靖在兵部上疏陈明利弊后仍然在一些地方设置镇守内臣。

针对此，都给事中朱隆禧上疏继续陈明利弊，对郭勋的用心进行弹劾，嘉靖帝才最终选择撤了这些镇守

内官，至于郭勋，嘉靖帝没有丝毫提及。 
然后在嘉靖二十年四月的时候，给事中戚贤弹劾郭勋利用督立营工的职务之便进行贪污。郭勋上疏

自辩并乞求罢官。而嘉靖的回复是：“卿勋阀重臣，国典家法已自慎守，朕方以团营重务委卿，其勿以人

言辞已。”[10]嘉靖对郭勋这个“勋阀重臣”的包庇之心是显而易见的。紧接着，六科给事中李凤来等人

以庙灾弹劾勋贵“广置店房，滥收无籍，索取地钱，擅科私税，举放子钱，兑折男女”[10]。嘉靖命督察

院核实，但督察院迟迟未回奏，给事中章允贤弹劾督察院：“迁延不举，是畏豪势而慢朝廷也，其如国典

何？”[10]于是督察院核实后上奏，这些勋贵中“惟郭勋事迹为多，余则英国公张溶、惠安伯张镧、皇亲

指挥钱维垣、夏勋、方士段朝用等，因参勋骄恣贪纵，民之怨恨深入骨髓，足以干天和致灾変”[10]。嘉

靖遂下旨处置除了郭勋以外的其他人，而对郭勋也只是令其“从实陈状”，对于郭勋的陈状，嘉靖也是

“准勋辩”。 
之后，嘉靖谴郭勋、兵部尚书王廷相、遂安伯陈鏸共同勾清军役。而郭勋以私心不便而就不领敕。

于是科道官就此参劾郭勋“作奸植党，以骫国法”[10]。而郭勋陈辩的奏疏中有“臣奸何事，臣党何人，

又有何必更劳赐敕”等不逊之语。这就激怒了嘉靖，趁此机会，一众言官就又开始了对郭勋的弹劾： 
刑科给事中高时等： 

南京、淮扬、临清、徐德财赋之地，皆置有私店，水陆舟车皆悬翊国公金字牌，骚扰关津，侵渔民利。太监萧

敬、魏彬、韦霦、宁瑾、温玺等各庄田宅舍每一处值银十数万，辄用强占管各官护勑。御制龙碑并所创庵寺，毁废无

存，复将银货出贷于运粮军士，就将官船准折拆卖，每年领班各官到京，俱有见礼，将班军行粮赏米扣除交送，故转

徙流离者今已过半，入如京卫操备官军，计日役占者不知其数，任令办纳月钱，买闲回籍，损坏营务，可胜言哉，至

其举动乖方踪迹可疑者又非一事。如重犯张延龄，包藏祸心，罪在不赦，勋敢与交通，代管庄店家事，京师旧例，不

许堆积粮食，勋之庄第所贮各以万计，又令漕运参将李节铸造圆炉、方炉计百面，令术士段朝用造有金山银山侈肆

物件，建议革去巡关御史。令家人往朵颜边郡贩鬻塩茶，市易马匹，恬无忌讳，勋之稔恶怙终，神人共愤，亟宜究

治，以正欺罔，以杜后患。 

上曰：“郭勋受朕眷恩出羣臣上，不意交结逆囚，包藏祸心，代管家店，只此一端槩可知矣。朕承天命，以伦序

入承天位，张延龄谋为不轨，人谁不知？勋也敢复为之。令锦衣卫逮送镇抚司，一并究问来说，科道官朝廷耳目，何

通无一言？俱当追究，姑记之。高时能于忠言，加俸一级”[10] 

十三道御史童汉臣等也弹劾郭勋的作恶多端，虽然“章下所司”，但之后又下旨：“念勋曾赞大礼，

并刻《太和传》等劳，令释刑具，即问奏处分。”[10]可以看出，这次言官们对郭勋的弹劾是终于奏效了，

嘉靖看似也是不想再包庇郭勋了，下旨：“郭勋位居勋旧，宠眷非常，不思感恩图报，专一收揽恶棍，苦

害军民，科刻商贾，折占庄田，侵夺房店，擅违成命，变乱国法，交结术士，造办龙鼎、金山，篾视勑

命，抗违不行遵领，情罪深重。尔等既追问明白，送法司拟罪以闻。孙澐等亟为问拟，奏请处治。”之

后，法司根据情况拟罪郭勋之罪当论死，需要会官廷议。嘉靖遂下旨令三法司同锦衣卫及科道官根据言

官们的弹劾情况会审明白。 
之后给事中刘大直等继续弹劾郭勋未尽奸恶，数其变乱朝政凡十二事： 

若请复太监镇守，改领勋臣折俸，取用失事将官四途，并用吏胥，奏讨外卫军粮，私与侍卫将军娶妻，许令运军

夹带，乞免边军桩朋，擅更军政官员，议革督逈边郎，为祖滥乞配享，槩令武臣乘轿，皆见诸章奏可征者，并列其拷

杀官军多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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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嘉靖又下旨：“刑官不习法律，必致狱情冤枉，为害非细，昨法司初拟勋狱，但知置人重典，全

不审究狱情，何以厌服罪人之心？”[10]从这个旨意当中看，好像嘉靖还是不想让郭勋的结局太坏。之后

法司集各官会讯后认为郭勋及其共犯都定了罪，而郭勋的罪依律论死，但嘉靖的态度是“郭勋令法司祥

议”，其余人基本上都按会讯后的罪名定罪。等到法司再会官祥议郭勋情罪后，仍然认为：“勋仍依前律

论斩，妻子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并追一应公私侵盗脏银百有余万，追夺封爵铁券诰命，其霸

占强夺房店庄寺等俱给还原主。”[10]对于这个奏疏的结局是“留中不下”。 
从上述的内容可以看出，虽然在经过言官们的不停的弹劾以及郭勋语出不逊及与张延龄的勾结促使

嘉靖最终狠下心来将其逮送镇抚司，但即使入狱了，嘉靖主观上还是想宽恕郭勋，至少不想让郭勋死。

虽然嘉靖主观上不想让郭勋死，但最终，郭勋入狱一年后庾死狱中。 
但即使郭勋死后，嘉靖还是对其心存怜惜。嘉靖二十一年(1542)管礼部事大学士严嵩就参劾刑部尚书

吴山、侍郎叶相、屠侨、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温、左副都御史周煦、右佥都御史刘讱、大理寺卿戴金、左

少卿杨行中、寺丞董珊、刑科给事中刘三畏、刘飬直、廖天明等三法司官员，弹劾他们对于案件处置不

力。而嘉靖的回复是：“刑赏大柄，岂臣下所得专擅示私？观此一端，则赏者亦非贤善。秋后决囚，祖宗

制守，近年累停典刑，多因仰逼大报之期，何辄测度朕意卖法市恩？山等失职废法，三畏等扶同不举，

殊篾视国宪，且郭勋既问，谓畧其不轨之谋，不轨罪名古今无可畧之理，既曰不轨，却又拟案不合，令死

于狱中，是何律法？通当挐问重治，姑从宽，伯温、金等各夺俸三月，相、侨各降俸二级留用，三畏等各

降二级边方用，山禠职为民，不许起用。明年再迟旨，延迟重治不宥。”[10]由此可以看出，嘉靖将郭勋

的死怪罪于三法司官员未对其进行及时审理。但事实是三法司上奏了郭勋的案情后，是嘉靖自己“留中

不发”，使得郭勋病死狱中。显然这是因为郭勋的死并不是嘉靖自己本身希望发生的，他下旨逮捕郭勋

可能只是为了缓和言官的不断弹劾以及灭一下郭勋的跋扈气焰，从未想置其于死地。因此，嘉靖就拿这

些三法司官员来出气，而对于郭勋的处罚最终也只是以追夺铁券诰命而告终。 
另外，对于郭勋的死，夏言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郭勋入狱后是夏言在背后指使言官不断弹劾，最

终导致郭勋死在狱中。对于此，在夏言最终被处死时的罪名中有“郭勋既以不领敕下狱矣，犹复千罗万

织不已……逆君沽誉倾人取位……”[17]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郭勋在嘉靖心中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虽然其犯下了众多罪名，但在郭勋

死后数年，“其子守干请袭爵，世宗援祖功许之，守干竟得嗣，传至曾孙培民，崇祯末京师陷，死于贼”

[18]。 
(三) 嘉靖对郭勋的庇护原因探析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郭勋的罪恶是非常深重的，但嘉靖对他其不断包庇，即使在其死后，嘉靖仍

然觉得怜惜，最终还“褫刑部尚书吴山职，侍郎都御史以下镌降有差，而免勋籍没，仅夺诰劵而已”[5]。
而嘉靖对于郭勋的的包庇也不仅仅只是一个原因所造成的，笔者认为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郭勋身为开国功臣之后，其勋贵身份为他之后在正德及嘉靖年间的一系列活动奠定了基础。 
其次，郭勋作为武将，掌管着三千营和团营等军队。而对于统治者来说，军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维

护统治的工具，而郭勋身为勋贵，而且还能掌握军队，对皇帝的统治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支持。与此同

时，郭勋的武将身份也为身为外藩入继大统，相对没有太多政治资源可以利用的嘉靖来说是一种依赖，

嘉靖可以利用郭勋的武将身份来与这些文臣去相互制衡，从而使自己的统治相对平稳。这些可以从郭勋

与杨一清、桂萼、张璁、夏言等人之间的关系中窥知一二。尤其是郭勋之后与杨一清、夏言等的交恶，更

是能反映出嘉靖对于权力制衡之术的运用。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郭勋对“大礼议”中对嘉靖的支持。明史中也有“大礼议起，勋知上意，

首右张璁，世宗大爱，幸之”[5]之语，从这句话足以看出，郭勋能有之后嘉靖的极度信任以及支持都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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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这一个原因。因为在“大礼议”中对嘉靖的支持，才有了之后在李福达案中将该案引导为“大礼议”

的延续，从而为自己洗脱罪名。同时，就是因为在“大礼议”中郭勋得到了嘉靖的青睐，也才有了之后其

能替嘉靖进行各种祭祀等礼仪事项。所以，大礼议是嘉靖如此包庇郭勋的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除了上述这些主要的原因之外，其实郭勋能得到嘉靖如此喜爱也离不开其自身有一定的能力，

其办事都能深得嘉靖之心，正如明史中称其“桀黠有智数”[5]，这些都足以证明其并不是一个碌碌无为

之辈，而正因为这些原因的综合，才让嘉靖能如此喜爱郭勋，以至于不断地包庇他。 

4. “郭勋之死”反映的嘉靖朝前期政治形式 

随着嘉靖帝的入继大统，其作为外藩在京城是没有太多可依赖的人，尤其是在“大礼议”事件中以

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与其的对抗让其对文官集团极度不信任，从而其需要尽可能找到稳固自己统治的

可信赖的帮手，因此就培养了以张璁为首的一批新的大臣，郭勋就是这一批人当中的一个。而通过嘉靖

帝对郭勋的重用以及郭勋屡犯罪恶而嘉靖帝一再庇护他的这些事件来看，嘉靖帝还需要郭勋来与文官集

团抗衡，而“郭勋案”其实就是嘉靖帝与文官集团斗争的一个缩影，在言官对郭勋的弹劾奏疏以及嘉靖

的上谕中这场斗争在不断激化，从而导致郭勋入狱。而在郭勋入狱后，事情就往嘉靖帝预料之外的方向

发展，其本无置郭勋于死地的想法，但郭勋最终还是死了。而这也导致了嘉靖帝之后对文官集团进行报

复性的清算，对刑部尚书吴山等人官职的褫夺即是明证，这个结果也是文官集团所未能想到的。而在嘉

靖帝强硬的手段打压下，文官集团与皇权的对抗也不再激烈了，文官集团进一步向皇权靠拢。嘉靖帝虽

然失去了自己的宠臣，但最终换来的是皇权独尊，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对文官集团产生了不小的打

击。 
同时“郭勋案”中也可以看出，皇权是凌驾于司法体系之上的。而且大多司法案件都会在不知不觉

中转向政治斗争，“李福达案”是如此，“郭勋案”亦是如此。这是嘉靖帝在前期与文官集团斗争中引起

的敏感多疑的性格特征所导致的。当一个司法案件成为政治案件后，司法体系就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而皇帝意志则是决定事情发展方向的唯一因素。 

5. 结论 

经过上述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尽管郭勋稔恶不悛，但他并非一个平庸无能之辈。正因如此，

他在正德时期得以积累一定的资源，并掌握了一定的兵权，从而引起了外藩嘉靖帝的注意，并得到了其

“拉拢”与重用。在为嘉靖帝办事的过程中，郭勋展现出了对嘉靖帝心意的顺从，这使得他的权势逐渐

扩大。然而，随着嘉靖帝对他的喜爱日益加深，郭勋也变得愈发肆无忌惮。尽管他最终身陷囹圄、死于

狱中，但嘉靖帝仍对他深感怜惜。因此，可以说郭勋的一生因嘉靖帝的宠幸而辉煌，同时也因这份宠幸

而走向了终结。 
此外，“郭勋案”不仅是郭勋个人命运的转折点，更是嘉靖帝与文官集团斗争的一个缩影。在这场

博弈中，嘉靖帝采取了强硬的手段打击文官集团，通过将司法案件转化为政治事件，不断向文官集团施

加压力。最终，嘉靖帝实现了皇权的独尊，其权力也一步步走向了顶峰。这一过程不仅揭示了嘉靖帝的

政治手腕和决心，也反映了明代皇权与文官集团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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