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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唐 朝 册 命 皇 太 子 的 礼 仪∗

乔 凤 岐

摘　 要：唐朝册命皇太子有两种形式：临轩册命皇太子在太极殿或宣政殿进行，皇帝亲临现场，典礼由侍中主持，中
书令代表皇帝授予册书、玺绶；典礼结束后，太子到皇后宫中行拜谒之礼。 内册皇太子的典礼在东宫明德殿举行，
皇帝在太极殿或宣政殿临轩命使，典礼由左庶子主持，太尉、司徒代表皇上授予太子册书、玺绶；典礼结束后，太子

先到皇帝所在宫殿拜谒皇帝，再到皇后所在宫殿拜谒皇后。 拜谒皇后以后，太子在东宫官员的扈从下再到太庙行

拜谒之礼，此项礼仪由率更令主持、在三师三少的导从下进行。 册命皇太子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受册之后

谒太庙也是储君之位受于祖宗的体现，在唐代倡导以孝治天下和教化民众中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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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册命皇太子是唐代非常重要的一项礼仪活动，
其目的是为了将皇太子与皇子的尊卑区别开来，以
显现太子的崇高地位。 唐朝虽然册命的皇太子众

多，册命仪程见于史籍的仅有穆宗册命李湛为皇太

子一例，且十分简略。 在唐代礼制中，册封皇太子有

着严格仪程。 首先是确定吉日，吉日由礼部的太史

令等官员依照阴阳五行选择后，再经太卜署官员卜

筮才能确定下来。 其次是册命典礼之前举行告礼，
告礼是国家将有重大政治事务之前的祭祀活动，分
别是告圆丘、告方泽、告太庙。 告礼之后才会进行册

命皇太子的礼仪，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临轩册命皇

太子，一种为内册皇太子，这两种册命方式不仅在仪

程上存在差异，多数环节的礼仪也不相同。 本文拟

就唐朝太子册封仪程略作分析，以希对这两种册命

形式及其相关问题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一、临轩册命皇太子

在中国古代，“临轩”是与帝王活动相关的词汇

用语，“指皇帝离开正殿御座而亲临殿台之上或长

廊窗前，与臣下共同举行某种礼仪。 盖礼典因性质

不同，不必皆在朝廷宫殿之中举行，故皇帝有临轩之

事耳”①。 临轩册命皇太子也就是皇帝亲临册命现

场，与臣下共同举行册命皇太子的礼仪，主要仪程

有：“临轩册命、朝皇后、谒太庙。”②

１．临轩册命的场所及场景布置

唐朝前期，临轩册命皇太子的典礼在太极殿举

行。 太极殿本为隋朝大兴宫中的大兴殿，李渊建唐

之时，“改大兴殿为太极殿”③。 大兴宫的名称可能

沿用至唐中宗复辟，《新唐书》记载：“龙朔后，皇帝

常居大明宫，乃谓之西内，神龙元年曰太极宫。”④在

玄宗之前，太极殿是唐朝皇帝举行重大政治活动的

地方，临轩册命皇太子典礼多在这里举行。
唐朝中后期，临轩册命主要在宣政殿进行，这与

皇帝办公和居住的宫殿变动有关。 唐高宗以后，大
明宫成为皇帝的主要办公场所。 在大明宫的宫殿

中，各殿的政治功能不完全一样。 宋朝参知政事宋

庠云：“唐有大内，有大明宫。 大内谓之西内，大明

宫谓之东内。 高宗以后，多居东内。 其正南门曰丹

凤门，丹凤之内曰含元殿，正至大朝会则御之。 次曰

宣政殿，谓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则御之。次北紫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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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谓之上阁，亦曰内衙，奇日视朝则御之。 唐制，天
子日视朝，则必立仗于正衙，或乘舆止于紫宸，则呼

仗自东西阁门入，故唐世谓奇日视朝为入阁。”⑤又，
《新五代史》云：“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见群臣，曰常

参；朔望荐食诸陵寝，有思慕之心，不能临前殿，则御

便殿见群臣，曰入阁。 宣政，前殿也，谓之衙。 衙有

仗。 紫宸，便殿也，谓之阁。 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

也，乃自正衙唤仗由阁门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
随以入见，故谓之入阁。 然衙，朝也，其礼尊；阁，宴
见也，其事杀。”⑥从宋人的言语可知，宣政殿是唐朝

中后期皇帝的主要办公场所，册封典礼也多在此殿

举行。 紫宸殿是皇帝的便殿，也备有完备的仪仗，某
些重要的活动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在此殿举行，如在

某些特殊情况下，临轩册命典礼也会在这里举行，比
较典型且记载较为详细的例子是唐穆宗临轩册命李

湛为皇太子，《唐会要》记载：“长庆二年（８２２）十二

月，上御紫宸殿，册皇太子。 故事，册太子御宣政殿，
时以圣体未康，虑劳登御，故从便也。”⑦在紫宸殿册

命皇太子的记载不多，这应该属于特殊情况。
唐朝临轩册命皇太子场景的布置情况，在《大

唐开元礼》中有详细记载：
前一日，尚舍奉御设御幄座于太极殿北壁

下，南向。 守宫设皇太子次于东朝堂之北，西

向；设群官次于东西朝堂。 太乐令展宫悬于殿

庭，又设举麾位于上下。 鼓吹令设十二案于建

鼓之外。 乘黄令陈车辂，尚辇奉御陈舆辇，并如

常仪。
典仪设皇太子版位于大横街之南道东，

北向。
设群官版位：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于悬

东，六品以下于横街之南，俱西向；武官一品以

下五品以上于悬西，六品以下横街之南，当文

官，俱重行，东向。 诸亲于五品以上之南（皇宗

亲在东，异姓亲在西），蕃客分方于六品以下之

南。 皆以北为上，并如常仪（若有朝集使，分方

于文武官当品之下，诸州使人分方于朝集使九

品之后）。
设典仪位于悬之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少退，

俱西向。
奉礼设门外位，皆如元日之仪。⑧

在典礼的前一天，册命场所的布置由多个部门

的诸多人员各司其职、协作完成。 临轩册命皇太子

的地点、场所布置、参加官员所处位置、仪仗、鼓乐等

记载均非常详细，说明临轩册命皇太子的场景布置

有着严格的制度规定。
２．太子到达册命场所前的礼仪

临轩册命的当天，皇太子从住所到册命现场也

有一系列的仪礼，这些礼仪由不同的官员主持。 册

命当天，“皇太子昧出前二刻，宫官应从者俱服其

服，诸卫各勒所部陈设如常”⑨。 “昧”的意思为拂

晓，指的是清晨天色尚未大亮之时。 册命当天，皇太

子的仪仗及随行人员，须在昧前二刻之时准备就绪。
皇太子出发之前，由左庶子负责“中严”“外办”

两项礼仪。 “中严”是古代宫廷礼仪之一，“谓中庭

戒备。 古代帝王元旦朝会或郊祀等大典的仪节之

一”⑩。 左庶子版奏“中严”之后，“诸侍卫之官各服

其器服，诣阁奉迎。 仆进金辂于阁外，南向。 左内率

一人执刀立辂前，北向。 赞善一人在侍臣之前，赞者

二人又在赞善之前”。 “外办” 指的是 “警卫宫

禁”，左庶子再次版奏“外办”，侍卫进入警戒状

态。 执事人员就位以后，意味着皇太子出发时间已

到。 皇太子、仪仗、随从人员开始行动：
仆奋衣而升，正立执辔。
皇太子具服，远游冠（若未冠则双童髻），

绛纱袍，升舆以出，左右侍卫如常。 左内率前执

辔。 皇太子升辂，仆立授绥。 左庶子以下夹侍

如式。
赞善进当辂前跪奏称：“赞善臣某言，请发

引。”俛伏，退，兴，复位（凡赞善奏请，皆进当辂

前跪奏称“具官臣某言”讫，俛伏，兴）。 辂动，
赞善与赞者夹引以出。 左内率夹辂而趋至侍臣

上马所，赞善奏称：“请辂权停，令侍臣上马。”
左庶子前承令，退，称令曰：“诺。”赞善退，称：
“侍臣上马。”赞者承传，文武侍臣皆上马。 左

庶子以下夹侍于辂前，赞者在供奉官人内。
侍臣上马毕，赞善奏称：“请令车右升。”左

庶子前承令，退，称令曰：“诺。”赞善退，复位。
左内率升讫，赞善奏称：“请发引。” 退，复位。
皇太子辂动，三师乘车训导，三少乘车训从，鸣

铙而行，文武宫臣皆乘车以从。

在中国古代，“辂”是古代皇家所乘之“车”的一

种类型，皇太子的辂车规格有制度规定。 皇太子

“升辂”也就是上车，意味着皇太子及其仪仗、随从

人员即将出发前往册命场所。 皇太子的升辂、发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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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礼仪由东宫的赞善主持。 三师、三少虽然是东宫

官员，但通常是由朝中重臣兼任，他们随行在太子左

右，也是皇太子地位崇高的象征。 皇太子车队到达

册命场所之后，有“降辂”与“就座”等礼仪。 车队停

下来以后，“铙吹止”，接着由左庶子主持下车礼仪。
左庶子进止辂前跪奏：“左庶子臣某言，请降辂。”左
庶子跪拜结束、归位以后，太子在侍臣的服侍下“降
辂”，“降辂”是下车的雅称。 皇太子下车之后，舍人

“引皇太子就便座，侍卫如常仪”。便座在东朝堂

之北，北向，已由守宫人员在前一日布置妥当。
３．册命现场的主要礼仪

临轩册命的现场，各项活动须要按照择日官员

决定的时辰依次进行。 首先是宫廷诸卫按照预定的

时辰，“列所部黄麾大仗屯门及陈庭，如常仪”。 黄

麾大仗通常在元日、冬至等大朝会时使用，也是宫廷

最高规格的仪仗。 然后是“群官、诸亲、客使等，依
时刻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参与人员的位置也

是在前一天布置的，此时只要依次就位即可。
典礼由侍中主持，侍中为门下省的长官，肩负宰

辅重任，《唐六典》云：“侍中之职，掌出纳帝命，缉熙

皇极，总典吏职，赞相礼仪，以和万邦，以弼庶务，所
谓佐天子而统大政者也。”“大朝会、大祭祀，则版奏

中严外办，以为出入之节；舆驾还宫，则请解严，所以

告礼成也。”侍中版奏“请中严”之后，典礼仪式开

始，参加典礼人员依次进入大殿就位，其顺序、位置

分别为：
钑戟近仗入陈于殿庭，太乐令帅工人入就

位，协律郎入就举麾位。
诸侍卫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宝郎奉宝，俱诣

阁奉迎。
通事舍人引群官、客使各就朝堂前位。 典

仪帅赞者先入就位，舍人各引群官、客使以次入

就位。
皇太子出次，舍人引皇太子，三师、三少导

从如式，入立于殿外之东，西面（诸卫率、左右

舍人及近侍量人从入）。
黄门侍郎以册及宝绶各置于案上，皆令史

二人绛公服对举案，立于门内道北，西面。 册案

在北，中书侍郎立于案后。

这些安排是皇帝进入大殿之前应做出的准备，
参加人员依次就位后，安静地等待皇帝入场、参与各

项礼仪。 侍中版奏“中严”，整个大殿庄严肃穆。

侍中版奏“外办”，皇帝进入大殿的仪式开始。
在临轩册命皇太子的典礼上，皇帝的服饰、钟鼓、礼
乐等均有规定：

皇帝服衮冕之服，御舆以出，曲直华盖警跸

侍卫如常。
皇帝将出，仗动，太乐令令撞黄钟之钟，右

五钟皆应。 协律郎跪，俛伏，举麾，鼓柷，奏《太

和之乐》，鼓吹振作。
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
符宝郎奉宝置于御座如常。
协律郎偃麾，戛敔，乐止。

皇帝在鼓乐声中步入大殿，落座之后鼓乐停止。
授册典礼开始：

舍人引皇太子入就位（三师三少以下从入

者立于皇太子东南，西面北上）。 皇太子初入

门，《舒和之乐》作，至位，乐止。
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皇太子再拜。

典仪曰：“再拜。”群官在位者皆再拜。
中书令降立于皇太子东北，西面。 中书侍

郎一人引册案，又中书侍郎一人引玺绶案，进立

于中书令之南，少退，俱西面。
中书侍郎取册授中书令，退，复位。 中书令

称：“有制。” 皇太子再拜。 读册讫，皇太子再

拜，进，受册，退，授左庶子。
中书侍郎取玺绶，进，授中书令，皇太子又

进，受玺绶，退，授左庶子。
中书令以下还侍位，持案者以案退。
典仪曰：“再拜。”皇太子再拜。 典仪又曰：

“再拜。”群官在位者皆再拜。
舍人引皇太子出，初行乐作，出门乐止。

皇太子进入大殿之后，先向皇帝行拜礼。 宣读

册文等事项由中书令履行，中书令是中书省长官，肩
负宣布皇命的职责，《唐六典》载：“中书令之职，掌
军国之政令，缉熙帝载，统和天人。 入则告之，出则

奉之，以厘万邦，以度百揆，盖以佐天子而执大政者

也。”所以“册命亲贤，临轩则使读册；若命之于朝，
则宣而授之。 凡册太子，则授玺、绶”。中书令在宣

读册文之后，代表皇帝将册书、玺绶授予皇太子。 皇

太子再次向皇帝行拜礼之后，在鼓乐声中退出大殿，
出殿门后乐止。

皇太子离开大殿之后是退场仪式，侍中跪奏

“礼毕”，“皇帝，兴，太乐令令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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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鼓柷，奏《太和之乐》。 鼓吹振作，皇帝降座，御
舆入自东房，侍卫警跸如常仪。 侍臣从至阁，乐

止”。 皇帝离开大殿以后，百官在通事舍人的引导

下依次有秩序地退出大殿，周边国家或少数民族政

权的使者、代表优先离殿。
在唐代，紫宸殿也在特殊情况下作为临轩册命

的场所，见于史籍的例子是穆宗在长庆二年（８２２）
十二月册命李湛为皇太子。 《唐会要》记载：

是日，备宫悬于殿庭，列内仗于两阁门内。
群臣辨色序立于宣政门外，俄就外廊食讫，始具

衣冠剑履，入自月华门，列位于正衙，辰后一刻

方入阁。 上临轩，复以中官列侍，太子步自崇明

门，以宫寮翼从，驸马二人扶衣冠，礼仪使导以

进。 及乐作，扇开，群臣拜讫，太子进至龙墀东

南，再拜受册。 摄中书令杜元颖跪读册文讫，以
授太子，太子再拜舞蹈，乃归于崇明门幕殿。

在紫宸殿临轩册命皇太子的各种礼仪应该与宣

政殿大致一样，只是《唐会要》在叙述上略为简略

而已。
４．谒皇后之礼

皇太子受册离开大殿之后，须进行朝拜皇后礼

仪，朝拜的场所会在前一天布置完毕。 具体情况是：
“前一日，所司设皇太子次于永安门外之西，东向，
周以行帷，铺座如式。 又设三师三少等便座于西南，
东面，北上。”皇太子到达皇后所居宫殿附近后，先
在永安门外事先安放的座位上休息，三师三少配坐

在太子西南的便座上，等待皇后召见。
太子谒皇后礼仪由尚仪主持，尚仪是后宫宫官，

“掌礼仪起居，总司籍、司乐、司宾、司赞四司之官

属”。 册命皇太子之日，“诸卫各勒所部屯门列仗

及陈布于皇后正殿南门之外”。 侍卫、仪仗就位以

后，尚仪版奏“请中严”之后，谒皇后礼仪开始：
舍人引皇太子，三师三少导从及余侍卫皆

如常仪，诣皇后所御之殿合外道东，西面立。
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诣皇后内阁奉迎。
尚仪版奏：“外办。”皇后首饰袆衣，御舆以

出，即御座南向坐，侍卫如式。
内谒者监引皇太子至肃章门（其侍卫之官

并立于肃章门之外）。
司宾承引皇太子入立于庭，北面立定。 皇

太子再拜讫，司宾引皇太子至阁。
内谒者监承引以出，舍人引之次，侍卫如

式。 三师三少以下各之次。

皇后是后宫之主，母仪天下，在礼仪上与皇帝地

位相当，皇太子受册之后朝见皇后是国家礼仪制度

所决定的。
朝拜皇后之后，皇太子还有谒太庙等多项礼仪

活动。 这些后续的礼仪与内册之后所要进行的仪礼

一致，将在后文中概述。

二、内册皇太子

内册皇太子的礼仪在《大唐开元礼》中有专门

记载，但适用对象没有详细说明，尚未见到相应的案

例。 任士英认为： “立为太子者 ‘若未冠，则双童

髻’，册命常行内册礼。”和临轩册命皇太子相比，
内册皇太子礼仪的隆重程度稍逊一些，可能与受册

者的年龄尚幼相关。 主要仪程有：“临轩命使、皇太

子受册、皇太子朝谒、谒太庙。”

１．临轩命使

内册皇太子的使者有正、副二人，将行册礼之

时，由相关部门的长官按照程序奏请“太尉为使，司
徒为副”。 唐代，太尉、司徒与司空并称三公，“三
公，论道之官也。 盖以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

不统，故不以一职名其官”。 唐代的三公为正一品，
但和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职官有所不同，“其或

亲王拜者，亦但存其名位耳”。三公的地位极高却

无明确职掌，通常在国家重大典礼中充当使者。
临轩命使的地点在太极殿，场所在前一天进行

布置，大致情况为：
前一日，尚舍奉御设御幄于太极殿北壁下，

南向，铺御座如常。 守宫设群官次于东西朝堂，
太乐令展宫悬于殿廷。 设举麾位于殿上西阶之

西，东向，一位于乐悬东南，西向。 鼓吹令展十

二案于建鼓之外。
乘黄令陈车辂、尚辇奉御陈舆辇并如常仪。
典仪设群官版位，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

于悬东、六品以下于横街之南，俱重行，西向。
武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于悬西、六品以下于横

街之南，当文官，俱重行，东向。 诸亲于五品以

上之南（皇宗亲在东，异姓亲在西）。 蕃客各分

方于六品以下之南，皆以北为上，并如常仪（若

有朝集使，分方于文、武官当品一下；诸州使人，
分方于朝集使九品之后）。

设典仪位于悬之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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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西向。
设册使主、副受命位于大街横街南道东，俱

北面，西上。
奉礼设门外位皆入元日之仪。

命使之日，宫廷诸卫按元日大朝会规格列“黄
麾大仗”，参加典礼的官员要“各服其服”，在通事舍

人的引领下按时刻“集朝堂，俱就次”。所有参与

人员就位以后，现场端庄肃穆。
在吉时来临之际，侍中版奏“请中严”，参加典

礼人员依次进入大殿，其顺序、位置分别为：
钑戟近仗各入陈于殿庭，太乐令、鼓吹令等

帅工人入就位，协律郎入就举麾位。 典仪帅赞

者先入就位。 诸侍卫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宝郎

奉宝，俱诣阁奉迎。 通事舍人引群官入就位，又
引册使人立于太极门外道东，西面。 黄门侍郎

帅主节、奉节立于左延明门内道北。 中书侍郎

帅令史奉册案及玺绶案立于节南，俱西面（每

案各令史二人，绛公服，对举，仍覆以帕）。

工作人员、参加典礼的官员在大殿内就位之后，
侍中版奏“外办”，册使仪式开始：

皇帝服衮冕，御舆以出。 曲直、华盖、警跸、
侍卫如常仪。

皇帝将出，仗动。 太乐令令撞黄钟之钟，右
五钟皆应。 协律郎跪，俛伏，举麾（凡乐，皆协

律郎举麾，工鼓柷而后作；偃麾，戛敔而后止），
鼓柷，奏《太和之乐》。 鼓吹振作，皇帝出自西

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宝郎奉宝置于御座如常，
乐止。

通事舍人引册使主副入就位。 太尉初入

门，《舒和之乐》作，至位，乐止。 立定，典仪唱

曰：“再拜。”赞者承传，群官在位者皆再拜。 侍

中前承制，降诣使者东北，西面称：“有制。”册

使再拜。 侍中宣制曰：“册某为皇太子，命公等

持节展礼。”宣制讫，又俱再拜。 侍中还侍位。
黄门侍郎引主节立于使者东北，西面。 主节以

节授黄门侍郎。 黄门侍郎执节西面授太尉，太

尉受付主节，主节立于使后。 黄门侍郎退。 中

书侍郎引册案及玺绶案立于册使东北，西面。
中书侍郎取册（持案者退自使后，立于太尉之

左），西面授太尉，太尉受册置于案，持案者退

立于使者后。 中书侍郎又取玺绶以授太尉，太

尉受，置于案，皆如受册之仪。 中书侍郎退。 典

仪曰：“再拜。”赞者承传，群臣在位者皆再拜。
通事舍人引册使出，持节者前导，持案者次之。
太尉初行，乐作，出门，乐止。

侍中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礼毕。” 俛

伏，兴，还侍位。 皇帝兴，太乐令令撞蕤宾之钟，
左五钟皆应。 鼓柷，奏 《太和之乐》。 皇帝降

座，升舆，侍卫警跸如来仪，入自东房，乐止。
通事舍人引群官在位者以次出 （蕃客先

出）。

皇帝在太极殿落座之后，册使仪式在典仪主持

下进行。 太尉受册离殿以后，皇帝从大殿东门离开，
册使仪式结束。

２．皇太子受册的场所布置

内册皇太子的典礼在东宫举行，东宫是太子居

住的地方，在太极宫的东临，在吉日之前由相关人员

布置。 《大唐开元礼》记载：“前一日，守宫设册使次

于重明门外道西，副使次又于其西，俱南向，并铺床

席。 又设宫臣、文武官次于东宫朝堂如常。”东宫

朝堂指的是明德殿，“本名嘉德殿。 东廊左嘉善门，
西廊右嘉善门，南有嘉德门。 门外东廊有左永福门，
西廊有右永福门。 正南有宣明门。 当宫坐着，南面

有重明门”。 嘉德殿（明德殿）是东宫的正殿，位
于东宫的南部，为两进院的宫殿群，重明门是嘉德殿

（明德殿）的正门，太子受册的礼仪在明德殿举行。
重明门在东宫正门嘉华门内，在古代礼仪文化

中推崇左上右下，面南之时则是东上西下，副册使的

地位低于册使，故其座位在册使之西。 册使、副册使

代表的是皇帝，所以在重明门外预设的座位南向。
册使和副册使须在吉时之前提前到达明德殿的重明

门外，预设的座位供其临时休息。 能够在典礼当天

进入明德殿内的官员数量有限，多为东宫的宫臣和

品阶较高的朝臣，他们的位置也要在前一天布置完

毕，按照文东、武西的惯例相向而对应。
皇太子接受册封的仪礼在明德殿殿内举行，有

司部门也要在前一日进行布置：“有司陈设皇太子

羽仪车舆及乐悬等并如元日受朝之仪。”羽仪车舆

指的是皇太子仪仗，因所涉及事务的重要程度而规

格不同。 皇太子受册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事务，工作

人员要按照皇太子元日接受百官朝贺之时的规格进

行布置，这也是皇太子可以使用仪仗的最高规格。
明德殿内，皇太子接受册封的位置由掌筵布置，

掌筵是东宫的内员，从八品。 典礼前一天，“掌筵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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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子受册位于内殿之庭阶间，北向”。 皇太子虽

然是储君，但必须以臣子的身份接受册封，故其位置

设在内殿的庭阶之间，北向面对册使。
参加典礼的文武百官，其位置由掌仪布置。

“设宫官版位于殿庭，文官五品以上于悬东，六品以

下于横街之南，皆西面，北上；武官五品以上于悬西，
六品以下于横街之南，当文官，皆东面，北上。”宫

官属于东宫的属下，其位置在明德殿内。 文武官员

人数众多，按照文东、武西的惯例，五品以上的官员

位置在宫悬的东西两侧，六品以下的官员位置在横

街以上，所有人员均须面向北方的大殿。
３．受册的礼仪

皇太子的受册仪式由东宫的左庶子主持，礼仪

程序大致为：
其日，诸卫率各勒所部屯门列仗如式。 宫

官于册使未到之前量时刻赴集次，改服朝服，各
就朝堂前位。

太尉、司徒既受命，出至朝堂，乘辂，备卤

簿、鼓吹，持节如式。 其册、玺绶各以油络网犊

车载而行。 至东宫朝堂，降辂，谒者引就次，持

节者前导，持案者从之，掌次者延入次。
初，册使将到，通事舍人各引宫臣入就殿庭

位。 左庶子版奏：“请中严。”宫臣入讫，通事舍

人引太尉、司徒入，立于左阁门外西，面北上

（持幡节及册玺案者至阁门外，并以给使代

之）。
左庶子版奏：“外办。”皇太子著双童髻，绛

纱袍就册位（所司预奏，请左庶子一人引导相

礼）。 典直承引太尉以下入。 太尉立于阶间，
南向；司徒立于太尉西南，东向；节在太尉东少

南，西向；册、玺案在司徒西南，东向。 掌书二

人，立于皇太子之左少前，东向。
司徒就案，取册，进，东面授太尉。 持节者

脱节衣。 太尉称：“有诏。”左庶子赞皇太子再

拜，皇太子再拜。 太尉宣册，讫，左庶子又赞皇

太子再拜，皇太子又再拜。 左庶子进诣太尉前，
受册，退，授皇太子。 皇太子受，以授掌书。 司

徒又次，取玺绶，进，东面授太尉。 左庶子进太

尉前，受，退，授皇太子。 皇太子受，以授掌书。
讫，持节者加节衣。 左庶子赞引皇太子退，典直

各引太尉以下出至阁外，通事舍人承引以出

（其案及幡节等并转付令史、主节）。 又，通事

舍人各引宫臣以次出。
太尉、司徒乘辂诣朝堂，至降车所，降辂，

入，至太极殿庭大横街南御道东，北面西上立。
中书令立于太尉东北，西向。 太尉等再拜复命

曰：“奉诏册皇太子，礼毕。”又再拜。 中书令奏

闻。 太尉等，退。 卤簿、幡节等各还本司。

内册皇太子和临轩册命皇太子一样，各项仪礼

程序依然非常严格。 从临轩命使、皇太子受册到回

宫复命，太尉、司徒等官员及其所有的参与人员均须

按照规定的礼仪制度行事，显示出内册皇太子的庄

严和隆重。
４．皇太子受册后朝见皇帝、皇后的礼仪

皇太子在东宫受册以后，要在当天到皇宫朝谒

皇帝和皇后。 《大唐开元礼》记载：
其日，册讫。 皇太子著双童髻、绛纱袍，诣

皇帝所御殿，如常内朝之式。 至阁，司宾引入。
至殿前，北面，再拜。 司宾引退。 诣皇后所御

殿，北面，再拜。 司宾引出。 还宫如常。

内册的皇太子年龄尚幼，朝见皇帝、皇后的场所

又在内朝，在司宾的引导下行拜礼即可，礼仪较为

简单。

三、皇太子谒太庙

唐代礼制，“凡册皇后、太子、太子妃、诸王、诸
王妃、公主，并临轩册命，陈设如冬、正之仪。 讫，皆
拜太庙”。 谒太庙是皇家祭祀，只有皇室成员才可

以到太庙献祭。 谒太庙是册命皇太子仪程中的重要

环节，无论是临轩册命还是内册，皇太子朝谒皇后之

后，须进行谒太庙的礼仪。 从仪程来看，“册封礼行

于朝堂之上，但册封之后需谒太庙报告祖宗，以示其

身份已得到祖先承认，身份是合法的，册封礼才算正

式完成”。 从宗法制度的角度来看，继袭者的皇位

源自于列祖列宗，皇太子是皇权的合法继承者，谒太

庙也是维护皇权至上的重要礼仪。
皇太子朝谒皇后礼毕，须在东宫官员的扈从下

乘车前往太庙祭拜列祖列宗，从皇后宫殿出来以后

前往太庙的各项礼仪由左庶子主持：
皇太子朝皇后出讫，舍人引之次，侍卫如

常。 仆进金辂于次前。 左庶子版奏：“外办。”
皇太子出次乘辂，奏请发引及侍臣陪从、铙吹声

作皆如初仪。 至安上门街当庙西，铙吹止。 至

次前，回辂东向，内率降立于辂右。 左庶子进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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辂前，跪称：“左庶子臣某言，请降辂。” 俛伏，
兴，还侍位。 皇太子降辂，乘舆入次，侍卫如常

仪。

在册命典礼的前一天，有司人员要做好太子谒

太庙的准备工作。 太庙内外的清洁工作由将作监下

属的右校署负责，打扫完毕后，有司人员布置参加人

员的位次：
守宫设皇太子次于庙西南，东向。 又设三

师以下及文武侍臣次于皇太子次之后，少近西，
俱东向。

奉礼设皇太子版位于庙庭道东，北向。

谒太庙礼仪中，太子的位次有两处：一是太庙正

门之外西南方的便座，东向，这一座位由守宫布置，
是为太子到达太庙时临时休息准备的；二是太庙内

庙庭道东的版位，北向，由奉礼布置，是太子谒太庙

时行礼的位置。 陪同太子的三师以下官员，位次均

在太子后面。
皇太子谒太庙的礼仪步骤为：

皇太子入次一刻顷，率更令立于次门之外。
左庶子版奏：“外办。”皇太子出次，侍卫如常。
率更令引皇太子入自南门，三师三少导从如式，
庶子二人，一人赞左，一人赞右，舍人二人从，近
仗量人从入。 皇太子至位，立定，率更令奏：
“请殿下再拜。”皇太子再拜。 少刻，率更令奏：
“殿下辞。” 皇太子再拜辞。 率更令前奏：“礼

毕。”率更令引皇太子出自南门，入便次，侍卫

如常。
皇太子既入便次，有司转仗卫于还涂如来

仪。 仆进金辂于次前如常。 左庶子版奏：“外

办。”皇太子乘舆出次，升辂，侍卫如常，侍臣上

马陪从皆如来仪。 辂动，过庙，鸣铙而行。 至重

明门，宫官文武俱下马，皇太子乘辂入，三师三

少还。 皇太子至东阁前，回辂南向。 左庶子跪

奏：“请降辂。”俛伏，兴。 皇太子降辂，乘舆以

入，侍臣从至阁。 左庶子版奏“请将士各还本

所”。

皇太子谒太庙的礼仪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

在太庙祭拜列祖列宗的礼仪，由率更令主持引导；二
是谒太庙后回东宫，这期间的各项礼仪仍然由左庶

子主持。
谒太庙之后，“皇帝会群臣、群臣上礼、皇后受

群臣贺、皇后会外命妇、皇太子会群臣、皇太子会宫

臣、宫臣上礼”。 这些礼仪通常在册立结束之后进

行，有以皇帝为中心的，有以皇后为中心的，也有以

皇太子为中心的，均属于册命太子之后的庆典活动。
册命之后，皇太子谒太庙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

的礼仪环节。 在中国古代，皇位通常在皇族内部传

承，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皇位

继承者的人选，所以皇位继承者也将权力的获得视

为受于祖宗的恩赐。 譬如唐高宗欲逊位于武则天摄

知国政，中书令郝处俊谏阻说：“《礼经》云：‘天子理

阳道，后理阴德。’然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

与阳，各有所主，不相夺也。 若失其序，上则谪见于

天，下则祸成于人。 昔魏文帝著令，崩后尚不许皇后

临朝，奈何遂欲自禅位于天后。 况天下者，高祖、太
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

孙，不可持国于人，有私于后。”郝处俊的谏言中强

调皇权受命于祖宗，皇帝继位以后无不把谒太庙视

为重大的国家祭祀，皇太子受册之后谒太庙既是储

君之位受于祖宗的体现，也是合法性的一种象征，在
唐代倡导以孝治天下和教化民众中具有重要的政治

和社会功能。

四、结语

唐朝为皇太子举行隆重的册封典礼，在典礼上

授予其册书、玺绶，不仅是给予皇太子身份的凭证，
也是通过隆重的典礼模式将皇太子的身份诏告天

下，其目的是为了显现太子的崇高地位，将皇太子与

其他皇子的尊卑区别开来，因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唐朝册命皇太子的两种礼仪差别很明显，可能

与受册者的年龄有关。 临轩册命的皇太子为成年

人，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是以皇帝亲临朝

堂，由侍中、中书令等朝中重臣履行各项仪程；内册

的皇太子是幼童，虽然有储君的名分但还不能承担

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是以皇帝委派使者前往东宫，由
东宫官员履行各项仪程。 内册的使者太尉、司徒虽

然地位崇高但不职事，其隆重程度自然低于皇帝临

轩。 但无论是临轩册命皇太子，还是内册皇太子，册
命仪式都是在皇帝主导下，由百官、后妃、皇室子弟

等参加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
唐朝的皇子例行封王，也会为其举行典礼并授

予册书玺绶，但相对简略。 一是典礼之前没有告礼，
也就意味着不属于国家大事；二是通常数人同时受

封，单人的情况很少，意味着皇帝不是特别重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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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典礼之后皇帝不会举行群臣聚会等大规模的庆典

活动。 褚遂良云：“昔圣人制礼，尊嫡卑庶。 谓之储

君，道亚霄极，甚为崇重，用物不计，泉货财帛，与王

者共之。 庶子体卑，不得为例，所以塞嫌疑之渐，除
祸乱之源。 而先王必本于人情，然后制法，知有国

家，必有嫡庶。 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

须尊崇。 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当亲者疏，当尊者

卑，则佞巧之徒，承机而动，私恩害公，惑志乱国”。
唐朝为皇太子举行册封典礼在规格上高于其他皇

子，在典礼之后也会发布一系列的文诰和赦令为皇

太子获取民心，进一步营造举国欢庆的氛围，这是其

他皇子所不能享有的，从礼制上体现出了皇太子身

份地位的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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