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中
郑国权贵女性涉政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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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郑武夫人规孺子》中武姜涉政现象集中在：告以先君事迹、教诲郑孺子并要求他让政于大夫三年。
武姜涉政，以对新君一系列的要求为主要内容，起到促进新君与旧臣相洽的效果。 武姜履行礼制规范并取得成效，
展现了礼制和稳定政治之间互相促进的可能性。 《郑文公问太伯》中，太伯劝诫郑文公毋淫逸荒怠，暗示其狎近荆

宠将给政事造成困难。 两篇文献丰富了春秋时期权贵女性涉政现象，展现了权贵女性在平衡君卿关系、积极配合

新君施政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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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时期，以诸侯国国君夫人为代表的权贵女

性涉政现象，文献中多有记载。 古代史家认为，春秋

时期权贵女性干政大量出现是礼崩乐坏的后果之

一［１］ 。 今人对此则有不同认识①。 女性涉政背后

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和个人情感因素，有必要进

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郑
文公问太伯》等篇章为研究春秋时期权贵女性涉政

提供了新材料。 本文拟以这两篇文献为基础，结合

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春秋早期郑国权贵女性

涉政现象进行分析，以期对先秦权贵女性涉政问题

的研究有所补益。

一、《郑武夫人规孺子》与武姜涉政

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主要内容：一是武姜

回忆郑武公治国经验，提出守丧期间“不知政”和

“三年以教于大夫”的要求，并被郑孺子接受；二是

边父作为诸大夫的代表，告诫诸大夫谨慎筹备郑武

公下葬前的礼制仪式，小祥之后，劝说郑孺子亲政，
郑孺子回答并安抚诸大夫。 其中武姜涉政集中体现

于规诫之言和教导郑孺子如何执政方面。
对于简文中武姜要求郑孺子将执政权交给诸大

夫的涉政行为，学者有不同认识。 如李守奎认为这

篇规谏之言是武姜为阻止郑庄公顺利执政而策划的

阴谋［２］１１。 白国红认为郑武公旧臣支持郑孺子为

君，力劝嗣君亲政。 郑孺子有先君旧臣的支持，迫使

武姜放弃立少子段，遵守先君遗命［３］ 。 晁福林认

为，新君继位，君臣守义，遵守了郑国的政治传统，维
系了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转，武姜突出“谋及卿士”，
不让庄公掌权［４］１２７－１２８。

如果从君卿政治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武

姜对庄公的继位虽有不满，但并未有废长立幼的谋

划，其规劝庄公之语，更多是出于促进君卿大夫和

睦，稳定国家统治之意，而非专意破坏礼制，干涉庄

公执政，一定程度上反而体现出其维护郑国政治传

统的礼制意义，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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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简文中武姜对嗣君的称呼，体现的是武姜

屈己志以“和民”的意图。 武姜厌恶郑庄公，喜爱少

子段，不愿立郑庄公为君，为《左传》所明言：“庄公

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 ［５］１０－１１李

守奎先生认为，对嗣君的不同称谓，反映出称呼者如

何看待对方的身份及其个人情感倾向，结论是武姜

既无对新君之敬，情感上也难以接受其新君身

份［２］１５。 这种称呼仅表明武姜不喜庄公，并且自认

为有教导新君的资格。 这是因为，其一，武姜作为庄

公嫡母和武公夫人，地位崇高，因其不喜庄公，所以

对初继位年纪尚轻的庄公有所轻视也是正常的。 简

文中，武姜对郑武公称“君” “先君”，对庄公则不称

君，如“昔吾先君，如邦将有大事”，“故君与大夫晏

焉，不相得恶。 区区郑邦望吾君”，“吾君陷于大难

之中”“吾先君之常心，其可（何）不述（遂）” ［６］１０４。
武姜对郑庄公不称“君”，一方面是因为此时武公尚

处于待葬状态，庄公可能并未举行继位大典。 另一

方面则与武姜规劝庄公的场合有关，武姜对庄公的

规劝应是母子之间的谈话，处于相对私密的环境，所
以不称其为君。 其二，武姜虽然不喜庄公，但庄公毕

竟是武公在位时选定的合法继承者，所以，武姜仍是

压制了自己的个人情感，站在国家稳定、君臣和睦的

立场，规劝郑孺子，称述诸大夫的功绩，强调君卿关

系稳定和睦的重要性。 武姜规劝庄公的重点在于言

明卿大夫稳定郑国家邦的贡献，要求郑孺子慎重对

待他们。 这段内容被郑庄公化用为感念边父等人功

绩的自白：“吾先君知二三子之不二心，用历授之

邦。 不是然，又称起吾先君于大难之中。” ［６］１０４武

姜深知先君旧臣支持郑武公、稳定家邦三年的重大

功绩，虽心恶郑孺子，仍教以团结诸大夫的言辞方

法，使其礼数周备，有利于促进君臣关系。 避免了因

新君不遵政治礼节，未能“和民”而造成的严重政治

后果。 从规诫郑孺子的出发点来说，是顾全大局的

权贵女性形象。
其次，简文中武姜力劝郑孺子释政，其目的在于

以此方式考察先君旧臣的忠诚，而非意图架空庄公，
为少子段篡位谋划。 武姜以先君与诸大夫君臣相得

一事劝勉郑孺子，对郑孺子施政提出了具体要求：
　 　 今吾君即世，孺子汝毋知邦政，属之大夫，
老妇亦将纠修宫中之政，门槛之外毋敢有知焉。
老妇亦不敢以兄弟婚姻之言以乱大夫之政。 孺

子亦毋以亵竖卑御，勤力价驭，媚妒之臣恭其颜

色，掩其巧语，以乱大夫之政。 孺子汝恭大夫，
且以教焉。 如及三岁，幸果善之，孺子其重得良

臣，四邻以吾先君为能叙。 如弗果善， 吾先君

而孤孺子，其罪亦足数也。 邦人既尽闻之，孺子

或诞告吾先君，如忍孺子之志，亦犹足。 吾先君

必将相孺子，以定郑邦之社稷。［６］１０４

在此，武姜提出三点要求。 其一，临丧期间，郑
孺子不知政且不许近御之臣乱大夫之政。 其二，与
教于诸大夫三年，以考验诸大夫是否与新君和睦融

洽。 其三，使郑孺子告于郑武公之尸。 临尸告言，借
先君之灵，安定其君位。 郑孺子一一照办：“孺子

拜，乃皆临。 自是期以至葬日，孺子毋敢有知焉，属
之大夫及百执事人，皆惧，各恭其事。” ［６］１０４将主持

丧葬仪式的权力交给边父为代表的诸大夫。 小祥之

后，边父劝其亲政。 说明武公葬后，郑庄公仍未亲

政，引起诸大夫的忧虑：“姑宁君，是有臣而为亵嬖，
岂既臣之获罪，或辱吾先君，曰是其荩臣也。” ［６］１０５

按武姜所说，郑孺子交权，而后受教于诸大夫。 然而

未逾三年，郑庄公就取得了诸大夫对他的忠诚：“今
二三大夫畜孤而作焉，岂孤其足为勉，抑无如吾先君

之忧何？” ［６］１０５孤作名词，指尊奉先君遗命而教养

之。 吕思勉先生认为： “臣之于君，固有孝养之

意。” ［７］ “畜孤而作”表明得到先君旧臣认可，对巩

固新君权威有重大意义。 以先君灵前告言为誓，在
诸大夫看来，郑庄公认可他们“蓄孤而作”的作为，
以对先君武公有所交代。

从结果来看，郑武夫人提出的考验，加强了君卿

的联系。 因为承命于先君，有辅佐幼主亲政之责，诸
大夫惶惧于郑庄公拱而不言，迟迟不亲政。 由边父

面陈对郑孺子亲政的主张，实现君臣相得的局面。
《国语》记载：“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于

是乎三年默以思道。 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

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于是作书。” ［８］ 先

王故训中，新君答言才算完成整个故事。 郑孺子的

答言妥善安抚了先君旧臣，完成整个过程，才能使整

篇文献具有教化新君，遵行政治传统的意味。 郑孺

子和诸大夫针对武姜的要求，一一做出回应，反映出

在武姜的干涉下，君卿关系更为融洽。
最后，从《郑武夫人规孺子》文献立意上来看，

武公新丧庄公继位之初，武姜虽心有不愿，但并未即

刻谋划扶立幼子之事，而是恪守教导职责，以维持国

家政局稳定为重。
郑武夫人称扬先君功业治绩，意在劝勉新君尊

用前训，承先君之德，勤政守礼，彰显宗族福泽深厚。
如果主导外朝政事的先君旧臣支持郑庄公，君卿关

系和睦，那么武姜不用如此教导郑孺子。 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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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姜涉政源于其本人遵行并维护先君武公时期的政

治传统，是她履行教导嗣君职责的反映。 晁福林先

生指出，武姜重视“谋及卿士”的决策程序［４］１２７。
边父自陈：“昔吾先君使二三臣，抑早前后之以言，
使群臣得执焉，且毋效于死。” ［６］１０４有学者解读为

这是“武公当政时期对群臣朝夕训示的景象” ［９］ ，
可能是武公准允诸大夫跟随其左右进言，言外之意，
大臣们认为当下只受新君礼敬但不亲近，希望重新

调整君臣关系。 正如武姜所说：“孺子亦毋以亵竖

卑御，勤力价驭，媚妒之臣恭其颜色，掩其巧语，以乱

大夫之政。” ［６］１０４以巧语乱政者，即近御之臣，他们

大多不是先君旧臣。 说明武姜恐怕郑孺子亲近近御

之臣，抛弃郑国礼敬诸大夫的传统。 可见，为预防君

卿矛盾加深，武姜积极主动教诲嗣子，恪守了其教育

职责，稳定了政局。
武姜涉政的记载，丰富了春秋早期权贵女性履

行家内教导职责的事例。 在郑国，诸卿大夫势力强

大，君卿共治政事的色彩更浓。 为此，武姜遵行故

训，继承郑武公遗命，预防可能出现的新君和先君旧

臣的权力斗争，为的是维护郑国政治稳定和权力平

稳过渡。

二、《郑文公问太伯》与荆宠涉政

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一文记载执政大臣太

伯弥留之际，郑文公前来问疾咨政之事，其中涉及荆

宠，由此可对春秋早期郑国权贵女性另一种形式的

涉政现象进行考察。
简文中太伯进谏规劝郑文公时提及：“今及吾

君，幼而滋长，不能慕吾先君之武彻庄功，孚淫媱于

康，获彼荆宠，为大其宫，君而狎之，不善哉。 君如由

彼孔叔、佚之夷、师之佢鹿、堵之俞弥，是四人者，方
谏吾君于外，兹詹父内谪于中，君如是之不能懋，则
卑若疾之亡医。 君之无问也，则亦无闻也。 君之无

出也，则亦无入也。 戒之哉，君。 吾若闻夫殷邦，汤
为语而受亦为语。” ［６］１１９文中的荆宠，即《左传》中

出现的郑文公夫人文芈［５］４３６。 太伯临终告诫郑文

公，不能因过分宠爱荆宠，而荒怠政事。 并趁机提出

人事安排，认为郑文公可以重用孔叔、堵俞弥等四人

于外事进谏，以詹父言于宫中，使内外交通，以备问

对咨询。 太伯所以劝谏郑文公，即因荆宠阻碍了郑

文公和内外卿大夫的沟通。 文末，提及商王汤和纣

的故事，暗示他要警惕因妇言而亡国的征兆。
荆宠是否干政，对郑文公产生了多大影响，以至

于让太伯担忧，仅从《郑文公问太伯》一文还不能有

明确判断，需要结合文献的相关记载进行分析。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 ６３８ 年）载：“丙子晨，
郑文夫人芈氏、姜氏劳楚子于柯泽。” ［５］４３６ “丁丑，
楚子入享于郑，九献，庭实旅百，加笾豆六品。 享毕，
夜出，文芈送于军。” ［５］４３７文芈在郑国与楚国关系

中起到了比较重要的连接作用。 结合清华简中太伯

的担忧，有可能是出于文公与楚国关系的考虑。
从当时政局来看，郑国在齐楚之间摇摆不定，究

竟是从楚还是从齐，郑文公与先君旧臣可能有不同

的立场。 鲁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 ６６７ 年）幽之会

后，郑国服属于齐国，但从鲁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

年，楚国多次出兵伐郑。 此时齐桓公忙于北方“攘
夷”之事，未能腾出手来帮助郑国。 迫于楚国的压

力，郑文公开始有了从楚的意图，这是其宠幸荆宠的

重要前提。 但郑文公的从楚，与先君旧臣的从齐是

有分歧的。 如僖公三年，“楚人伐郑，郑伯欲成。 孔

叔不可，曰：‘齐方勤我，弃德，不祥’” ［５］３１３。 不久，
君卿再次产生分歧：“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止。 郑伯

逃归不盟。” ［５］３２９《左传》记载：“（僖公五年）秋，诸
侯盟。 王使周公召郑伯，曰：‘吾抚女以从楚，辅之

以晋，可以少安。’郑伯喜于王命，而惧其不朝于齐

也，故逃归不盟。 孔叔止之，曰：‘国君不可以轻，轻
则失亲；失亲，患必至。 病而乞盟，所丧多矣。 君必

悔之。’弗听，逃其师而归。” ［５］３３４僖公七年孔叔再

次表达从齐的政治态度：“请下齐以救国。” ［５］３４５前

一年郑国因逃首止之会，而遭到齐桓公的征讨，故孔

叔如是说。
从楚、从齐的邦交事务，成为郑国君卿关注的首

要之事。 郑文公亲楚的政治目的，以周楚关系缓和

为基础才能实现。 楚成王元年（公元前 ６７１ 年），周
惠王和楚成王已建立联系：“成王恽元年，初即位，
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 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
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

里。” ［１０］若能联合楚国支持周王，郑文公恢复先君

功业的希望更大，亦可借调整邦交政策的契机，强化

君权，加强对内政的控制。 郑文公本人年轻气盛，因
此决意背靠楚国，背弃齐国之盟，建立匡扶周天子的

功勋。 而此时荆宠凭借政治联姻，能够发挥作用。
通过荆宠，以楚人为后盾给郑文公更大信心，也

是其最终决定逃首止之盟的底气所在。 孔叔一针见

血地指出郑文公好强争胜的性格：“谚有之曰：‘心
则不竞，何惮于病？’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毙

也。 国危矣。” ［５］３４５逃盟的次年，齐国即攻伐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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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因郑文公的擅自举动，付出了代价。
由上述分析可知，荆宠文芈的涉政行为属于被

动涉政，与武姜涉政方式和目的是根本不同的，荆宠

文芈涉及政事主要是因为君主的利益权衡，被迫卷

入政治纷争。 郑文公通过支持荆宠文芈，来推行与

卿大夫意见相左的邦交政策，意在突破卿大夫的限

制，拓展自己的施政空间，强化君权。

余　 论

从礼制和政治的关系考虑，武姜涉政丰富了我

们对礼制和政治复杂关系的认识。 春秋时期，权贵

女性出于自身政治利益利用礼制或僭越礼制的事例

占多数，较少有权贵女性为确保政治局面稳妥维护

礼制的。 武姜涉政既体现出权贵女性积极主动涉政

的一面，又体现出权贵女性履行家内职责、维护邦国

秩序的涉政特点。 而荆宠涉政成为太伯隐忧，则可

能是受周人传统观念影响。 例如，周人传统中有妇

人不出宫的道德规范，而僖公二十二年，郑文公即派

夫人文芈和姜氏出迎楚成王，庆祝宋楚泓水之战中

的胜利［５］４３６－４３７，因此，太伯等人才会以为荆宠的

以色侍君可能会带来恶政。
总之，春秋时期礼制规范要求权贵女性不得涉

政，但其落实到政治实践的过程却并非是一蹴而就

的，也是复杂多变的。

注释

①如商周之际女性社会地位下降，开始出现女性涉政亡国的声音。
西周时期虽然制度上规定女性不得干政，但具体实施起来仍有较大

差距。 贵族女性背后的势力决定了她们难以完全脱离政事，而是依

附于男性，间接干政等。 参见谢乃和：《试论商周时期贵族妇女地位

的两次转型》，《北方论丛》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谢乃和：《古代社会与政

治———周代的政体及其变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耿超、
刘姗：《春秋时期贵族妇女的参政与两性关系》，《管子学刊》２０１２ 年

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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