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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處有「東廂」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清流雙月刊 2018年 3月號） 

 

◎陳連禎（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前校長） 

臺北市政府曾大手筆編列十餘億元，建構首都錄影監視

系統，成為防制犯罪的有效利器。古代無此監控機制，而恃

人力運作，正如兵聖孫子說：「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

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必取於人，知敵情者也。」 

最近兩岸實力派演員合作拍製古裝大劇「大軍師司馬

懿」，片中曹丕賜給司馬懿的美人柏靈筠，就是臥底的角色，

柏靈筠後來竟因愛而臣服於大軍師，為他生子，為他殉情，

曹丕的布局終告失敗。可見臥底情蒐，未必保證萬無一失。

因此有心者認為求人不如求己，於是有了東廂監聽的密室出

現。 

漢初呂后生下太子劉盈，卻不得父親劉邦的歡心，劉邦

愛的是和戚夫人所生的兒子劉如意；因此，劉邦一直想廢立

太子。此舉引起群臣上書勸諫，但都沒有效果。群臣中以周

昌反對最烈。劉邦不解，就問他有何理由堅持反對。由於周

昌口才不好，又有口吃的毛病，加上他在盛怒之下，急說：

「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

期不奉詔。」周昌心又氣又急，又口吃，說話就結結巴巴，

口氣也不甚得體，連抗命不從的話都說出來了，其伉直不畏

君權的個性表露無遺。沒想到，劉邦並沒有大怒，只是笑了

笑，於是廢太子之議就此作罷。當時，呂后躲在正殿的東廂

竊聽，後來見了周昌，竟跪了下來，向他道謝：「微君，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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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幾廢。」 

西元前74 年，漢昭帝駕崩。輔政大臣霍光立昌邑王即

帝位，昌邑王竟在宮中淫亂不堪，霍光不得已，乃與車騎將

軍張安世共謀欲廢昌邑王，另立新君。大將軍霍光謀議既定，

派大司農田延年通報丞相楊敞。楊敞聽了驚懼不已，不知道

要說甚麼，急嚇得一身冷汗濕背，只是唯唯哼哼而已，不敢

表態。正好此時田延年起身至廁所；楊敞夫人很快從東廂走

了出來，正色告訴楊敞：「這是國家大事啊！現在大將軍計

議已定，派大司農來知會您。您怎麼還不速答立刻跟著響應，

表示與大將軍同心；如今您如果還是猶豫不決的話，他們舉

大事之前，一定就會先殺了您！」此時田延年從廁所回來，

楊敞夫婦向田延年許諾，表示一切奉行大將軍的命令，於是

共同廢除了昌邑王，改為擁立宣帝。 

其實有關隱藏於東廂竊聽的故事，史不絕書。大凡只要

涉及利益衝突，小自人事異動，大至國家大事，人人都有高

度的興趣，往往無所不用其極，想盡辦法打聽或竊聽。為了

避免洩密，壞了布局，於是有各種的保密措施。然而道高一

尺，魔高一丈，因而有禍起蕭牆的不幸發生。 

東廂確是洩密的地方。東廂古稱東相或東箱，就建築物

的結構而言，它的位置在正房東邊的房間，因此又有側翼或

耳房的說法，而東箱就是東耳房的意思。耳朵主聽覺，耳房

是最貼近頭腦中心的地方，最親近核心的都是領導的左右，

而左右往往是最容易洩密的人物，連百代兵聖的孫子都不忘

時時提醒為將領的，特別要提防身邊的人洩密。大人物身邊

的人一定都是他最得力的輔佐，不一定是位高權重的人，反

而多是位階低。例如司馬懿裝病，以逃避曹操，裝得像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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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病在身。有天他請人曬書，突然來了一陣急雨，愛書的

司馬懿一時忘了還在「病中」，一躍而起去搶收書，被家裡

的女傭見到這一幕，驚訝失色。司馬懿的夫人也在旁目睹全

景，當下格殺女傭，以防洩密。 

東廂竊密，在今天已是防不勝防了。年前有一機關首長

主持專案會議，會後決議內容立即傳開，唯獨首長蒙在鼓裡，

渾然不知不覺。事後追查洩密來源，竟是與會高階主管的一

位隨員，會中信手錄音，並記錄重點，還未等步出會場，早

已播上智慧型手機的好友群組，多人已知內情了。 

如今竊聽，何暇在東廂？但實際上真是處處有「東廂」

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