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祸国十四阙-乱政纷争揭秘祸国之根
<p>乱政纷争：揭秘祸国之根</p><p><img src="/static-img/LDiNqE
mcmf_bEiKIEDMn7-8EKdGZNyJ9HgCODzYJbL6rVF-CXhWaIUxR7
L2S_5G4.jpg"></p><p>在中国历史上，“祸国十四阙”这一说法指的
是皇帝的左右，朝廷中的宦官、太监等人，他们往往因为权力的欲望和
个人私心，不顾国家大义，从而导致了朝政混乱。以下是一些真实案例
，说明了这些“祸国之臣”的害处。</p><p>宦官专权</p><p><img s
rc="/static-img/6deNa9NKkqJH6hLCBO2ZAO8EKdGZNyJ9HgCO
DzYJbL6rVF-CXhWaIUxR7L2S_5G4.jpg"></p><p>唐朝末年出现了
一位名叫杨贵妃的宠妃，她与李隆基（唐玄宗）的关系异常亲密，这导
致了李隆基对外事不闻不问，而杨贵妃则操控着宫中一切。她的弟弟杨
炎成为掌管盐铁钱谷的重要职务，他巧立名目，贪污腐败严重。这一系
列事件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对唐朝造成了深远的影响。</p><p>政治
斗争</p><p><img src="/static-img/3R2UThwl2OrSuOx_1rPPYe8
EKdGZNyJ9HgCODzYJbL6rVF-CXhWaIUxR7L2S_5G4.jpg"></p><
p>宋神宗时期，由于皇帝年幼，其母皇后赵氏实际控制着朝政。她任用
自己的亲信，将政治决策完全集中在自己手中，这种情况下，大臣们无
法自由表达意见，最终导致国家政策上的失误和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妥善
解决。</p><p>贪污腐败</p><p><img src="/static-img/BUK7U782
zveEJxUlmUopke8EKdGZNyJ9HgCODzYJbL6rVF-CXhWaIUxR7L2
S_5G4.jpg"></p><p>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便大
量提拔自己的同乡和旧部，其中包括许多有才华但又贪婪无道的人物。
他们利用职权进行横征暴敛，使得百姓生活困苦，同时也加剧了内部矛
盾。</p><p>个人野心</p><p><img src="/static-img/8RHS1VojpC
xHJM513yhBAu8EKdGZNyJ9HgCODzYJbL6rVF-CXhWaIUxR7L2S_
5G4.jpg"></p><p>清初入主中原后的努尔哈赤曾经有一段时间是由他
的女儿阿巴海管理天地府事务，但她极其残忍且擅长使用计谋，以此来
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她的丈夫多尔衮则积极参与军事活动，并逐渐形成



一股强大的势力，最终他篡夺了努尔哈赤的位置，并成为清代第一位皇
帝，即顺治帝。</p><p>外患内忧并起</p><p>汉武帝时期，因过度扩
张边疆以及对外战争耗费巨资，加上国内官员舞弊滥赋，使得百姓负担
沉重。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奢侈浪费、侵占公款、私吏充斥等现象普遍
存在，也直接或间接地损害到了国家财政和社会稳定。</p><p>文化衰
退</p><p>晚年的隋炀帝因荒淫酗酒、昏庸无能，被宠姬王氏所蒙蔽，
不理国事，只顾享乐。这期间，他颁布了一系列荒谬苛刻的法规，如禁
止出行以防逃税，以及强制农民到京城当奴仆等，都进一步削弱了中央
集权，为隋末农民起义埋下伏笔，最终使隋炀帝被推翻而亡。</p><p>
内战频发</p><p>南宋末年，金兵入侵后，南宋政府内部矛盾激化。一
方面，有人主张向金求援；另一方面，则有人主张抵抗到底。此时一些
地方守将如岳飞却因为背后的政治斗争而遭到猜疑，被迫自杀。这样的
分裂让南宋在面对外敌的时候缺乏凝聚力，最终不得不迁都临安，再迁
至台州最后落魄于福建寿春（今合肥）。</p><p>消极改革措施</p><
p>元世祖忽必烈虽然实施了一些经济改革，比如铲除私铸货币，但同时
也采取了一些反动措施，如限制商业活动，让商人们只能从事农业工作
。他还命令所有城市居民必须居住在地盘以便更好地控制人口流动，这
样的政策限制经济发展，加剧社会矛盾。</p><p>9-14 阙可参阅《资
治通鉴》、《三国志》、《资粹会要》等书籍获取更多详细信息。</p>
<p>通过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祸国之臣”总
是伴随着一个国家兴衰相伴。如果我们能够从历史教训中学到经验，或
许未来就能避免类似灾难再次发生。但愿我们的文明能够不断进步，从
而减少“祸国之臣”的产生。</p><p><a href = "/pdf/471888-祸国十
四阙-乱政纷争揭秘祸国之根.pdf" rel="alternate" download="4718
88-祸国十四阙-乱政纷争揭秘祸国之根.pdf"  target="_blank">下载
本文pdf文件</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