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５卷　第２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２
　２０１４年４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ｐｒ．２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１－２８
［作者简介］杨庆杰（１９８６—），女，河南省郑州市人，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宋史。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２－０１０６－０７

宋哲宗之孟皇后生平及政治角色考述
杨庆杰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昭慈圣献孟皇后为宋哲宗第一任皇后。这位皇后一生３次被立、２次被废、２次垂帘听
政，是中国古代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皇后。孟皇后出身于小官门户，不易恃宠而骄；本人端庄、娴

熟、识大体，符合当时择后的标准，因此，册封孟皇后的仪式相当隆重。孟皇后第１次被废，是在章
与刘婕妤相互勾结下形成的悲剧，是外朝与内朝夹击下形成的冤案，充当了政治牺牡品。宋徽宗

即位后，恢复了孟皇后的后位。孟皇后第２次被废，是以韩忠彦为代表的政治派别与蔡京一党争斗
的结果。建炎元年宋高宗立孟皇后为隆太后，此尊号再未被废。孟皇后第１次垂帘听政是在张
邦昌伪政权时期，她能主持大局，迎立康王赵构继位，显示了她的机警理智；第２次垂帘听政是在苗
刘之变中，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内外结合，平定叛乱，体现了其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政治智慧。

孟皇后的两次垂帘听政减少了北宋到南宋过渡时的政局动荡，稳定了南宋初期的政治局面，在稳定

民心、安抚官员、任用人才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是南宋政权的开

创者之一。关于孟皇后的生卒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高宗本纪》的记载应当是正确的。

孟皇后生于熙宁六年（公元１０７３年），卒于绍兴元年（公元１１３１年），享年５９岁。宋高宗认为孟皇
后对南宋有功，孟皇后去世后，初谥为昭慈献烈，绍兴三年（公元１１３３年）擢升为昭慈圣献。一个
“圣”字，见其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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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慈圣献孟皇后为宋哲宗第一任皇后，元七
年（公元１０９２年）立。绍圣三年（公元１０９６年），被
废入道，居于瑶华宫。元符三年（公元１１００年）正
月，宋哲宗崩，宋徽宗即位，同年５月复后号，称元
皇后。崇宁元年（公元１１０２年）再度被废，仍居于
瑶华宫，长达２０余年。靖康二年（公元１１２７年）３
月，张邦昌建立“大楚”伪政权改称其为宋太后，后

改为元皇后，并垂帘听政。建炎元年（公元１１２７
年）５月，宋高宗继位，称隆太后。建炎三年（公元
１１２９年）苗刘之变，隆太后临危不乱，再度垂帘听
政，平乱后的当天还政于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

１１３１年）４月，崩于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行宫，享
年５９岁。

宋哲宗之孟皇后一生３次被立、２次被废、２次

垂帘听政，是中国古代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皇后。

靖康二年（公元 １１２７年），金人入主中原，宋都南
迁，史称“南宋”。南宋之初，时局艰困，孟皇后扮演

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为南宋初期的稳定作出了一定

的贡献。两宋之际，政局动荡，这位在宋室皇族中未

被北掳的幸存者，经历了 ２次废立、居于瑶华宫近
３０年的孟皇后，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这种角色对于
她本人来说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她是身不由己、

任人摆布还是委曲求全、等待时运、掌握机遇？她是

政治牺牲品还是政权缔造者？在此，本文将对这些

问题做一探析。

学术界对宋代后妃的研究已很多，其中对于宋

哲宗之孟皇后的研究也有所涉及。这些研究成果主

要分为２个方面：一是从文学的角度进行论述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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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健生［１］考证了钦圣是宋神宗钦圣宪肃向皇后，而

非宋钦宗；曹照林［２］论述了孟皇后请太常少卿汪藻

写迎立康王赵构的诏书，并对此诏书进行了注释。

这２篇文章虽然都提到了孟皇后，但重点不在她本
人。二是从学术角度进行论述的，如黄艳［３］论述了

孟皇后２次被废立的原因及与当时政治时局的关
系；靳华［４］论述了张邦昌伪政权、苗刘之变时，孟皇

后垂帘听政与当时的民族矛盾；吴羽［５］主要以宋代

的瑶华宫、洞真宫为中心，论述了宋代皇室女性犯罪

入道的问题；毕宝魁［６］主要写了宋代的３个传奇女
性———李师师、孟皇后、梁红玉。总的来说，这些研

究成果都只是研究了孟皇后的一个侧面，并没有系

统地论述孟皇后的一生。本文将联系孟皇后一生中

经历的重大事件，对其作全面论述，以期对学界进一

步开展孟皇后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孟皇后家世及册后始末

１．孟皇后出身
宋代后妃出身复杂，有的家世寒微，如宋仁宗的

宠妃张贵妃，即温成皇后，“妃幼无依，钱氏遂纳于

章惠皇后宫寝”［７］（Ｐ８６２２）；有的出身于衰旧之门，如宋

神宗的向皇后，是“故宰相敏中曾孙也”［７］（Ｐ８６３０），到

宋真宗晚年，家门已衰替；有的出身于小官门户，如

宋哲宗之孟皇后。

元七年（公元１１９２年）高太皇太后在为宋哲
宗纳后时，曾仔细询问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孟氏的

家庭状况，韩忠彦答道：“孟在善人小官，门户静，别

无事。”［８］（Ｐ１１２６６）《宋史·孟后传》记载孟皇后祖父孟

元的官职是“眉州防御使、马军都御侯、赠太

尉”［７］（Ｐ８６３２）。孟皇后的祖父虽曾经担任过眉州防御

使，但只是从五品官职，其父亲也只是阁门祗侯，孟

皇后出身于低级官僚家庭。

２．孟皇后被册封始末
高太皇太后在为宋哲宗选后时相当严谨。她不

止一次地和大臣吕大防、王岩叟、苏辙、韩忠彦等讨

论纳后的事情，并且挑选了一百余官宦之女入宫，经

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培训，于元七年（公元 １１９２
年）２月，太皇太后始宣谕云：“近选得九家十女，惟
孟家女最可。”［８］（Ｐ１１２６５）元七年（公元 １１９２年）４
月，太皇太后又宣谕：“孟家女入内能执妇礼，可降

制立为皇后。”［８］（Ｐ１１２６６）在太皇太后和大臣们看来，

孟家女“门户静”“以礼自持，天姿端靖，雅合法

相”［８］（Ｐ１１２６６）是符合皇后标准的。因此，孟家女被选

为皇后。

宋哲宗册后仪式相当隆重［８］（Ｐ１１２６８）：

甲子，诏：“皇后六礼：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吕大防摄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摄司

徒，副之。尚书左丞苏颂摄太尉，充发册使；签书枢

密院事王岩叟摄司徒，副之。尚书右丞苏辙摄太尉，

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摄大宗正卿，副

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摄太尉，充纳

成使；翰林学士范百禄摄宗正卿，副之。吏部尚书王

存摄太尉，充纳吉使；权户部尚书刘奉世摄宗正卿，

副之。翰林学士梁焘摄太尉，充纳采、问名使；御史

中丞郑雍摄宗正卿，副之。”

参与孟皇后的受册仪式的都是当朝名臣，如吕

大防、韩忠彦为正副奉迎使；苏颂、王岩叟为正副发

册使；苏辙、宗景为正副告期使；宗晟、范百禄为正副

纳成使；王存、刘奉世为正副纳吉使；梁焘、郑雍为正

副采纳、问名使。在宋代后妃中，册封皇后用六礼

的，宋哲宗孟皇后是其中之一。可见，太皇太后对宋

哲宗纳后十分重视。

太皇太后高度重视册后仪式，其他部门官员更

是如此。翰林学士梁焘曾这样评价宋哲宗纳后典

礼：“诚一代盛事。”［８］（Ｐ１１２６７）太常寺宣布在皇后纳采

前选择一个吉利的日子祭告天地，“将来皇后纳采

前择日告天地，册礼前一日告宗庙”［８］（Ｐ１１２６９）。礼部

宣布在纳皇后时，文武百官朝贺庆祝的相关规定，

“所有册礼依景德元年故事，拜表称贺”［８］（Ｐ１１２７０）。

另外，宋哲宗也十分重视此次册后仪式。此时宋哲

宗１７岁，不管他喜欢孟氏与否，都得听从祖母的安
排。有云：“上御文德殿发册及命使奉迎皇

后。”［８］（Ｐ１１２８５）也就是说，宋哲宗亲自到文德殿发册，

并且派使臣奉迎皇后。此时孟皇后２０岁。
纳后仪式如此隆重，这在宋代后妃中是很少见

的，其原因主要有２个方面。一是与高太皇太后本
人有关。高太后在与韩忠彦谈论迎娶哪家之女时，

曾说不想选富贵外戚家之女，认为这些高级官僚家

的女儿娇惯，不易教化，“政恐其骄，骄即难

教”［８］（Ｐ１１２６６）。韩忠彦说：“如孟在等人家自应不骄，

亦须易教。不在富贵中生，则必谨畏。”［８］（Ｐ１１２６６）韩

忠彦认为像孟在这样的小官人家应当不会娇惯，也

容易调教，从小没有生活在富贵人家，必定会小心谨

慎，毕恭毕敬。太皇太后听了韩忠彦的话非常高兴，

这表明太皇太后对这样的出身极其满意。高太后曾

对宋哲宗言：“选得贤后，有内助之功，此非细

事。”［８］（Ｐ１１２７６）在高太后看来，为皇帝选择一个贤内

助，并非一件小事，必须慎重。二是孟皇后本人。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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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孟后传》言：“宣仁及钦圣向太后皆爱之，教

以女仪。”［７］（Ｐ８６３２）孟皇后天资端靖、婉顺，且不娇惯，

因此深得高太后和向太后的欢心。

正是由于孟皇后本人出身于小官门户，不易恃

宠而骄，又端庄、娴熟、识大体，深得两宫太后的喜

爱，因此，册后仪式才显得如此隆重。

　　二、孟皇后被废立始末

１．孟皇后第一次被废始末
孟皇后于元七年（公元１０９２年）５月被册立

为皇后，然而在高太后死后３年，即绍圣三年（公元
１０９６年）９月被废入道，居于瑶华宫。“废皇后孟氏
为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赐名?真”［７］（Ｐ３４５），此时

孟皇后年仅２４岁。
（１）孟皇后被废原因
孟皇后被废原由有３个方面。一是孟皇后是

宋哲宗亲政的牺牲品。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亲

政，有复熙宁、元丰之意，因此其内心深处不愿接

受其祖母为他安排的婚事。此时废后，无疑是宋

哲宗亲政的热身。二是孟皇后在后宫争宠中落

败。当时昭怀刘皇后是刘婕妤，“有盛宠，能顺意

奉两宫”［７］（Ｐ８６３８）。虽然刘婕妤深得皇上的喜爱也

顺应两宫太后的意愿，但称不上贤，她与皇后孟氏

有嫌 隙，“后 不 循 列 妾 礼，且 阴 造 奇 语 以 售

谤”［７］（Ｐ８６３８）。刘婕妤为了取得正宫之位，暗地里与

内侍郝随在宫中搞巫术以栽赃、陷害孟皇后。自

古以来，古代帝王都痛恨“巫蛊之术”，宋哲宗恼羞

成怒，命皇城司审问、侍御史董敦逸记录，结果“

掠备至，肢体毁折，至有断舌者”［７］（Ｐ８６３３）。董敦逸

怀疑有屈打成招的成分，内侍郝随威胁之，此事便

作罢。于是，下诏废后。三是党争。绍圣三年（公

元１０９６年），以旧党为代表的最高领导者高太后已
去世３年，此时旧党在朝中已无立足之地，更无发言
之权。宋哲宗亲政，重新任用新党人士，而章是最

佳人选。章曾经诬陷高太后有废宋哲宗的想法，

“诬宣仁后有废立计”［７］（Ｐ８６３４）。因此，章与高太

后在政见上是势不两立的，属于政敌，而孟皇后是高

太后所立，此时失去了靠山，章便趁虚而入，“迎

合郝随，劝哲宗起掖庭秘狱……又结刘友端相表

里，请建刘贤妃于中宫”［７］（Ｐ１３７１２）。章迎合郝随，

勾结刘友端，与刘婕妤一伙狼狈为奸，最终导致孟皇

后被废。

总之，孟皇后被废，是章与刘婕妤相互勾结而

形成的悲剧，是外朝与内廷夹击下形成的冤案。在

这场悲剧或冤案中，孟皇后充当了政治牺牲品，成了

争权夺利者的工具，这是她自己无法左右的。

（２）孟皇后被废有人鸣冤
侍御史董敦逸怀疑孟氏废居瑶华宫是被人诬陷

的，并且描述了当时下诏废后天气阴霾、人民哭泣的

情形，希望皇帝能够再次细细审问，言：“瑶华之废，

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是天

不 欲 废 后 也；人 为 之 流 涕，是 人 不 欲 废 后

也。”［７］（Ｐ１１１７７）靖康元年（公元１１２６年），谏议大夫杨
时，在给宋钦宗上奏折谈论高太后被诬谤未明，孟皇

后未复号位时，曾说“元皇后废处瑶华，皆缘内侍

郝随造成，此祸中外冤之，以为非辜，无所赴塑”［９］。

董敦逸、杨时为孟皇后鸣冤，并未扭转时局。就连作

为当事人的宋哲宗，在冷静下来回顾当时的情景时，

也只能发出“章坏我名节”［１０］的无限感慨，这句

感慨颇显宋哲宗的悔悟之意，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孟

皇后被废是冤枉的。

２．孟皇后第二次被立、被废始末
元符三年（公元１１００年）春，宋哲宗英年早逝，

其弟端王继承皇位，即宋徽宗。元符三年（公元

１１００年）５月下诏恢复孟氏的皇后身份，为了与元
符皇后（宋哲宗刘皇后，陷害孟皇后之人，孟皇后被

废，刘氏取而代之，宋徽宗即位，尊刘氏为元符皇

后）区分开，称孟氏为“元皇后”，“诏复废后孟氏

为元皇后”［７］（Ｐ３５９），此时孟后２８岁。
（１）孟皇后再度被立、被废
孟氏再度被立是有原因的。宋哲宗对废后一事

有悔悟之意，“诏瑶华废后，累经大霈，其议复位

号”［１０］。此诏有复立孟氏之意，只是后来被左正言

陈馞等人拦截，未实现。宋徽宗即位后，“皇太后权

同处分军国事”［７］（Ｐ３５８），此时，皇太后为宋神宗钦圣

宪肃向太后。向太后垂帘听政，欲复后位，恰巧有一

布衣也上书请求复后位。因此，复立孟氏是人心所

向。“瑶华废后用犊车还宫中，太后遣人以冠服易

去道衣。”［１０］宋徽宗把孟氏从瑶华宫接入禁中，恢复

后位。

孟氏复位，“中外闻者欢呼”［１０］，“自瑶华召还

禁中，复其位号，天下无不称庆”［９］（Ｐ２５９）。然孟氏复

位在朝野上下也是有争议的［１１］：

时有论其不可者曰：“上与元后，叔嫂也，叔

无复嫂之礼。”伊川先生谓邵伯温曰：“元后之贤

固也，论者之言，亦未为无理。”伯温曰：“子甚宜其

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

行夫妇之礼焉。太后，于哲庙，母也；于元后，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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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母之命，姑之命，何为不可，非上以叔复嫂也。”

先生喜曰：“子之言得之矣。”

当时有人认为，宋徽宗为孟氏复位是没有理由

的，这不符合传统的叔嫂礼法，是逾越礼法规矩的。

北宋理学家、教育家程颐起初也这样认为，最后被邵

伯温说服。然仍有一些人蠢蠢欲动，最终，宋徽宗于

崇宁元年（公元１１０２年）９月下诏“依绍圣诏旨，复
居瑶华宫，加赐希微元通知和妙静仙师”［７］（Ｐ８６３４）。

这次孟皇后被废，不仅她一人遭殃，也牵连到了朝中

一些曾经赞成她复位的官员。宋徽宗治议论恢复孟

氏位号、谋划废元符皇后官员之罪，“降韩忠彦、曾

布官，追贬李清臣为雷州司户参军，黄履为祁州团练

副使，窜曾肇以下十七人”［７］（Ｐ３６５）。可见，废后不仅

仅是废孟氏一人，而且与她有关的１７位官员都受到
了惩治。因而，孟氏再度被废不仅是简单的后宫争

斗，而且也是一场官僚群体、政治派别的争斗。争斗

的结果是，以韩忠彦为代表的政治派别不敌蔡京一

党。此时孟皇后３０岁。
孟皇后仅享受了２年４个月的皇后待遇，再度

被废置瑶华宫入道，这次入道长达２６年。在宋朝皇
室后妃中，后妃犯罪入道者居多，最有影响力的莫过

于宋仁宗之郭皇后和宋哲宗之孟皇后。这两位皇后

有相似之处：一是她们都是听政太后为皇帝选的，严

格意义上说，不是出自皇帝本意。这为废后埋下了

伏笔。二是两位皇后被废后，都入道，居于瑶华宫。

三是两位皇后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被冤枉的。四是两

位皇后被废后，皇帝都有悔悟、欲复之意。

孟皇后在瑶华宫近３０年，关于她的生活，史料
中记载很少。仅《鸡肋编》中曾提到一个卖环饼的

“其人每至宫前，必置担太息大言。遂为开封府捕

而究之，无他，犹断杖一百罪”［１２］。卖饼者只是在瑶

华宫门口叫卖，就被开封府逮捕，挨板子。可见，孟

皇后在瑶华宫里生活得并不好，人身自由也受到极

大限制，没有皇帝的允许，不能与外界接触。

（２）孟皇后再度被废原因
这次被废原因与上次不同，没有争宠一说，更多

的是政治权力的纷争。孟皇后又被卷入了政治党

争，这是她始料不及的，也是她无法左右的。与上次

相同的是，从中作梗的仍有内侍郝随和元符皇后。

元符皇后就是当年的刘婕妤，她看到孟氏重新复位，

终日惶恐不安，便与郝随再次密谋废后。“郝随讽

蔡京再废后”［７］（Ｐ８６３４），这次是郝随与蔡京合谋。昌

州判官冯遚“首上书乞废元皇后”［１３］。侍御史钱

?与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肤连章上书批评韩忠彦等

人相信一布衣何大正的话，钱?言：“夫在先朝则曰

后，今日则谓之元皇后，于名为不正；先朝废而陛

下复，于事为不顺。……宜蚤正厥事，断以大义，无

牵于流俗非正之论，以累圣朝。”［７］（Ｐ１１２０１）钱?认为

哲宗朝已被废的皇后不能再立，名不正言不顺，希望

宋徽宗再度废后，不然一些关于皇室的流言蜚语将

源源不断，连累圣朝。尚书右仆射蔡京、门下侍郎

将、中书侍郎尚书左丞赵挺之、右丞张商英言：“请

如绍圣三年九月诏书旨。”［７］（Ｐ１１２０１）因此，以御史钱

?、石豫、左肤及辅臣蔡京、许将、温益、赵挺之、张商

英等都希望罢元皇后之号，复居瑶华宫。宋徽宗

听了众臣的意见之后，再度废后。这次废后与上次

不同的是法号多加了几个字。

孟后从２０～３０岁这１０年中经历了２次被立、２
次被废、２次入道居于瑶华宫，这是她无法左右的，
她无形中充当了政治牺牲品。

３．孟皇后第３次被立始末
至靖康元年（公元１１２６年），孟皇后在瑶华宫

已居住２６年。靖康年间，可谓多事之秋，就连孟氏
居住的瑶华宫也不得安宁。这年年初，瑶华宫失火，

孟氏移居到延宁宫，不久，延宁宫又遭火灾，孟皇后

侥幸逃出后，居住在相国寺前一民宅里。金人围汴，

宋钦宗与近臣商议再次复后位，有意尊她为元太

后，但“诏未下而京城陷”［７］（Ｐ８６３４）。她也因祸得福，

没有成为金人掳走的对象。

靖康二年（公元１１２７年）４月，金人掳走皇帝、
皇后及皇太子北行，“夏四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

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７］（Ｐ４３６）。当时六

宫有位号者也都被金人掳走，唯有孟皇后已被废，且

又居住在民宅里，所以幸免于难，因祸得福。史载：

“时六宫有位号者皆北迁，后以废独存。”［７］（Ｐ８６３４）

建炎元年（公元１１２７年）５月，宋高宗尊元皇
后为元太后。不久，尚书省认为“元”字犯孟皇后

祖父的名字，请求以所居宫名“隆宫”为后号，并

下诏书让学士院拟定，便改称隆太后。这是孟皇

后第三次被立，宋高宗尊称她为隆太后。

　　三、孟皇后两度垂帘听政

宋代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共有９位，时间最长者
为宋真宗刘皇后，长达１１年１个月，时间最短者为
宋高宗吴皇后，仅１天。垂帘听政多因皇帝年幼或
患病，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大多具有

象征意义。但是，孟皇后两度垂帘听政的原因并非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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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大楚”伪政权时孟皇后垂帘听政
金人犯京师，并于靖康二年（公元 １１２７年）３

月，立张邦昌为帝，僭号“大楚”。起初，“金人奉册

宝至，邦昌但东面拱立”［７］（Ｐ１３７９１）。不久，金军退兵

回师，张邦昌降手书大赦天下。吕好问对张邦昌说，

朝臣内外都知道你称帝，建大楚，是被金人所逼，你

那样做也是迫于无奈，现在金人已经退兵，还可以恢

复到赵宋王朝的局面，又恰巧康王在外已久，立康王

是“众所归心，曷不推戴之？”［７］（Ｐ１３７９２）听了吕好问的

建议，张邦昌有所动摇。吕好问又接着说，现在最好

的办法就是迎立元皇后，如果请康王早日继承皇

位，也许你能获保周全。史载：“为今计者，当迎元

皇后，请康王早正大位，庶获保全。”［７］（Ｐ１３７９２）监察

御史马伸也主张迎立康王，此时张邦昌已骑虎难下，

为保全自己，权衡利弊，他听从了吕好问的建议。同

年４月，张邦昌尊元皇后为宋太后，入住延福宫。
张邦昌自述，建大楚只是当时的权宜之计，并无不臣

之心。不久，张邦昌遣吏部尚书谢克家献大宋受命

之宝———玉玺于康王，又降下手书请元皇后垂帘

听政，以等待康王即位。诏书既下，中外大悦，这表

明是人心所向。“太后始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听

政”［７］（Ｐ１３７９２）。此时孟皇后已经５４岁，在经历２次立
废风波、２次火中逃生、近３０年道观生活后，再次被
卷入动荡政局中。

靖康二年（公元 １１２７年）４月，孟皇后垂帘听
政，她听说康王赵构在济州（今山东省济宁市），就

派遣尚书左右丞冯遚、李向及哥哥的儿子孟忠厚持

诏书迎立康王，命副都指挥使郭仲荀率领部从护卫，

又命御营前军统制张俊在路上迎接。“隆太后遣

孟忠厚以‘大宋之宝’奉迎高宗。”［１４］孟皇后随即颁

布诏书，诏告天下，立康王为帝。史载：“寻降手书，

播告天下。”［７］（Ｐ８６３５）康王到达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

商丘市）后，孟皇后派遣宗室及内侍奉圭宝、乘舆、

服御迎，５月庚寅朔，康王称帝于南京应天府（今河
南省商丘市），建立南宋，并改元建炎，即宋高宗。

孟皇后在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当天撤帘，还政于

宋高宗，“元皇后在东京，是日撤帘”［７］（Ｐ４４３）。张

邦昌伪政权共执政３３天，孟皇后垂帘不到１个月，
颇具戏剧化。宋高宗即位当天，孟皇后就撤帘，表明

孟皇后不贪权、不揽权，能以赵氏王朝大局为重，深

明大义。

孟皇后久居瑶华宫近３０年，不谙世事，张邦昌
为什么要迎立孟皇后，让她垂帘听政？一是为局势

所迫，张邦昌不得不如此做。孟皇后是唯一一个宋

室皇族中未被金人掳走的幸存者，在某种程度上是

宋朝最高领导层的代表者。二是为了稳定民心，安

抚朝野上下。三是张邦昌为求自保，给自己留条

后路。

金人得知康王即位，并还有一位漏网之鱼的废

后被尊为隆太后之后，再次南下进攻宋朝。宋高

宗采取逃跑的政策，晋升为隆太后的孟皇后依然

没有过上安稳的日子，跟随宋高宗过上了逃亡的生

活。在逃亡过程中，孟皇后又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

的逼宫事件———苗刘之变，再次被迫垂帘听政。

２．“苗刘之变”时孟皇后再度垂帘听政
建炎二年（公元１１２８年）１２月，宋高宗命令孟

忠厚护卫隆太后到达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并

命令扈从统制苗傅率领８０００人驻扎于奉国寺。建
炎三年（公元１１２９年）３月，苗傅与刘正彦、王世修、
张逵、王钧甫、马柔吉等密谋作乱，请太后听政，又请

立太子，史称“苗刘之变”。宋高宗被迫退位，由皇

子赵
"

继承皇位，隆太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因

此又称“明受之变”。

（１）孟皇后以大局为重被迫垂帘听政
“苗刘之变”爆发后，宋高宗迫于压力，惩治康

履等人，又封苗傅为承选使、御营都统制，封刘正彦

为观察使、御营副都统制，但苗、刘仍不退兵。苗傅

请求隆太后同听政，并且派遣使者与金人议和，万

般无奈之下，宋高宗同意，随即下诏请太后垂帘，但

“贼闻诏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７］（Ｐ１３８０４），并请

隆太后垂帘。宋高宗与大臣再三商议，只好同意

苗、刘的建议。作为当事人的孟皇后再次垂帘又有

怎样的想法呢？下面是隆太后与苗、刘的对话与

结果［７］（Ｐ１３８０５）：

太后御肩舆出立楼前，二贼拜曰：“今日百姓无

辜，肝脑涂地，望太后主张。”

太后曰：“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

贯起边衅，所以致金人之祸。今皇帝圣孝，无失德，

止为黄潜善、汪伯彦所误，已加窜逐，统制独不

知邪？”

傅曰：“臣等定议，必欲立皇子。”

后曰：“今强敌在外，使吾一妇人帘前抱三岁

儿，何以令天下？”

正彦等号泣固请，因呼其众曰：“太后既不允，

吾当受戮。”遂作解衣状，后谕止之。

傅曰：“事久不决，恐三军生变。”

（三月乙未）是日，帝幸显忠寺。甲申，太后垂

帘，降赦，号帝为睿圣仁孝皇帝，以显忠寺为睿圣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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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内侍十五人，余悉编置。

（２）孟皇后平定叛乱
平定“苗刘之变”的功臣有韩世忠、张浚、刘光

世、朱胜非等人，而起关键作用的是隆太后。隆

太后一方面曲加奉迎苗傅，以消除其防备之心；一方

面暗中调动兵马，选贤任能，平定叛乱。这一事件显

示出了孟皇后巧于应变及足智多谋的政治才能。

太后以大局为重，被迫垂帘听政。太后“每见

傅等，曲加慰抚”［７］（Ｐ８６３５），而“傅等皆喜”［７］（Ｐ８６３５），误

以为隆太后是一个傀儡。隆太后的曲加逢迎，

实际上是一个假象，她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当时

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在苗傅军中，朱胜非使用计谋

把她救出来，隆太后召见，梁氏了解苗傅军中的一

举一动，隆太后急令韩世忠速来，“以清岩

陛”［７］（Ｐ８６３５）。韩世忠、吕颐浩、刘光世、张浚各自率

兵从不同的地方前来平二贼，“逆党惧”［７］（Ｐ８６３５）。建

炎三年（公元１１２９年）３月，朱胜非召苗刘二人到都
堂谈论复辟之事，“率百官三上表以请”［７］（Ｐ１３８０８）。

同年４月，宋高宗复位，“都人大说”［７］（Ｐ１３８０８），太后
喜曰“吾责塞矣”［７］（Ｐ８６３５），并即日撤帘。

由于隆太后的足智多谋和众位臣僚的配合，

“苗刘之变”在内外夹击中被剿灭。隆太后这次

垂帘不足１个月。
孟皇后２次垂帘，时间总共也不足２个月，虽然

短暂，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南宋影响极大。南

宋初期，金兵不断南下骚扰，又加上内乱、农民起义

不断，可谓风雨飘摇；在南宋政权摇摇欲坠之际，又

发生了“苗刘之变”，可谓是雪上加霜。身处逆境，

五旬有余的孟皇后却处变不惊、独当一面，显示出了

她的机警理智。她时刻不忘把政权还于宋高宗，高

宗复位后，她即日撤帘，显示出了她不贪权、不揽权，

不私外家、心系社稷的政治胸怀；她不记恨宋哲宗、

宋徽宗的废后之事，反而一心为赵宋王朝着想，表明

她不计前嫌、深明大义。这种在政治动荡、国家危亡

中临危不乱、以大局为重的精神令人钦佩。

　　四、孟皇后生卒年考

有关孟皇后生卒年问题，目前能够见到的文献

中并未明确记载，我们仅能从其卒年进行推测。史

书上关于孟皇后卒年的记载有３处：《续资治通鉴
长编》《宋史·孟后传》《宋史·高宗本纪》，享年都

是５９岁。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皇太后始宣谕云：

“近选得九家十女，惟孟家女最可，但长三岁，然颜

殊未及。”［８］（Ｐ１１２６５）此材料告诉我们孟皇后比宋哲宗

大三岁。元符三年（公元１１００年）正月，“上崩于福
宁殿，寿二十有五”［８］（Ｐ１２３５６）。据此，可推算出宋哲

宗的生卒年为公元１０７６—１１００年，而孟皇后的生年
为公元１０７３年，其享年 ５９岁，可推算出其卒年为
１１３１年。

《宋史·孟后传》载：“后年十六，宣仁及钦圣向

太后皆爱之，教以女仪。元佑七年，谕宰执：‘孟氏

子能执妇礼，宜正位中宫’。”［７］（Ｐ８６３２）根据此材料，可

知，孟皇后比宋哲宗小１岁，因此，可推出孟后的生
年为公元１０７７年，卒年为公元１１３５年。

《宋史·高宗本纪》记载［７］（Ｐ４８７－５０４）：

庚辰，隆皇太后崩。……乙酉，为太后制
!

年服。

壬申，册谥皇太后曰昭慈献烈。

乙亥，改昭慈献烈皇后为昭慈圣献。

由此可知，孟皇后在绍兴元年（公元１１３１年）４
月崩，宋高宗为太后制丧服。绍兴元年（公元１１３１
年）６月，宋高宗为其册谥，初谥昭慈献烈，绍兴三年
（公元１１３３年）４月，又改谥昭慈圣献。由此推算，
孟皇后的生卒年为公元１０７３—１１３１年。
３种不同的记载，２种不同的观点。孟皇后的卒

年到底是绍兴元年（公元１１３１年）４月，还是绍兴五
年（公元１１３５年）４月？《宋史·孟后传》记载孟皇
后１６岁入宫，宣仁高太后和钦圣向太后都喜爱她，
并教她女仪。元七年（公元１１９６年）立为皇后，
但并不能确定其入宫和封后是同一年。导致错误判

断的还有一条，即《宋史·孟后传》中记载：“绍兴五

年春，患风疾，帝旦暮不离左右，衣弗解带者连

夕。”［７］（Ｐ８６３７）紧接着记载，“四月，崩于行宫之西殿，

年五十九”［７］（Ｐ８６３７）。这２处材料可能被误以为孟皇
后驾崩的时间是绍兴五年 ４月，即公元 １１３５年 ４
月。又言：“三年，改谥昭慈圣献。”［７］（Ｐ８６３７）从这里可

以推测出，只能是绍兴三年，即公元１１３３年改谥，这
与《宋史·高宗本纪》的记载相吻合。

所以，关于孟皇后的生卒年，《续资治通鉴长

编》和《宋史·高宗本纪》的记载应当是正确的。

《宋史·孟后传》的记载应该有误。孟皇后的生年

是熙宁六年（公元１０７３年），卒年是绍兴元年（公元
１１３１年）。

孟皇后虽是宋高宗的伯母，但宋高宗却视孟皇

后为生母。宋高宗对孟皇后极为孝顺，“帝事太后

极孝，……患风疾，帝旦暮不离左右，衣弗解带者连

夕”［７］（Ｐ８６３７）。孟皇后生病，宋高宗日夜不离左右。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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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元年（公元１１３１年）４月，孟皇后死于越州行宫
（今浙江省绍兴市）。史载：“后崩，上哀悼甚，不能

视朝者累日。”［１５］宋高宗极悲痛，数日不上朝。孟皇

后去世后，初谥为昭慈献烈，绍兴三年（公元 １１３３
年）改为昭慈圣献。《宋会要辑稿》记载了宋高宗为

孟皇后改谥的原因，“明德有功曰昭，视民如子曰

慈，聪明睿智曰献，安民有功曰烈。后改昭慈圣献，

备物成器曰圣”［１６］。在宋高宗看来，孟皇后对南宋

是有巨大功绩的。因此，孟皇后去世后，宋高宗给予

其极高的谥号。

　　五、结语

宋哲宗孟皇后虽出身于小官门户，但深得两宫

太后的欢心，因此纳后礼仪也极其隆重。孟皇后第

１次被废有冤情，其原因与党争、争宠密不可分；孟
皇后第２次被废，其原因与政治权力的纷争密不可
分；孟皇后第３次被废，不是简单的后宫争斗的结
果，而是官僚群体、政治派别纷争的结果。孟皇后居

瑶华宫近３０年，生活艰苦，也没有人身自由。孟皇
后的两度垂帘听政与当时的政治时局密不可分。孟

皇后生于熙宁六年（公元１０７３年），卒于绍兴元年
（公元１１３１年），享年５９岁。

纵观孟皇后的一生，她是中国古代后妃中三立

两废、寿终正寝的极少见的典型代表。从个人角度

来说，她是不幸的。当她丰姿绰约时，已美人迟暮，

居瑶华宫近３０年；当她再次被重视起来时，已是年
过半百。无论是元时期的党争、争宠导致的废后，

还是宋徽宗时期的两度立废，都与当时的政治时局

密不可分。此时的她，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是身不

由己的，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那些居心叵测之人如章

、蔡京等的垫脚石，无形中成了政治牺牲品。在张

邦昌伪政权时，她能主持大局，迎立康王赵构继位，

显示出了她的机警理智；在“苗刘之变”中，她明修

栈道，暗度陈仓，内外结合，平定叛乱，体现了其临危

不乱、处变不惊的政治智慧。她的所做所为减少了

由北宋到南宋过渡时的政局动荡，稳定了南宋初期

的政治局面，在稳定民心、安抚官员方面起到了一定

的作用，为南宋政权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历史

将永远记住她的功劳，宋高宗也视她如生母，最终寿

终正寝，风光大葬，“殡于会稽上皇村，附神主于哲

宗室，位在昭怀皇后上”［７］（Ｐ８６３７）。高太皇太后曾说：

“斯人贤淑，惜福薄耳！异日国有事变，必此人当

之。”［７］（Ｐ８６３８）回顾孟皇后的一生，诚如高太后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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