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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宋代皇子的赐名、冠礼与出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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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９）

［摘　要］宋代为方便对皇子的管理建立了一套相应的赐名、冠礼与出阁制度。宋代皇子诞生时，
皇帝都会隆重庆祝，赐予臣下“浴儿包子”，奖赏孕育皇子的妃嫔。皇子诞生后，宋代皇帝还要遣官

告于太庙、天地、社稷、诸陵，以告慰祖宗：大宋天下，后继有人。宋代皇子一般“百蒣命名”受封。

宋代皇帝很重视家族的昭穆顺序，宋太祖规定了排行字，以便子孙后代区别昭穆，同时还十分注意

避讳皇帝或皇太子的名讳。宋真宗时期开始给皇子赐单名，此后，宋代皇子均以单字为名，且基本

都以同一偏旁的字为皇子赐名。宋代皇子冠礼始于宋真宗时期，但仅是个别现象；宋徽宗时期是冠

礼的复苏时期，皇子基本都行冠礼；北宋灭亡后，皇子冠礼再度废弛；南宋仅宋理宗时期对皇子行冠

礼。可见宋代对皇子行冠礼并不重视，是否行冠礼主要取决于皇帝的意愿。相比于并未形成定制

的冠礼制度，宋代更注重实行皇子出阁制度。出阁后皇子具备出就外第、开府置属和出班外廷三种

权利。出就外第是对皇子的一种限制管理，但是往往因各种原因已出阁的皇子会推迟搬出禁宫的

时间；开府置属和出班外廷是皇子参政议政权利的体现。然而，开府置属虽给皇子配置了官属，但

官属的教育训导功能大于政治辅佐功能，出班外廷则侧重于奉朝请，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参政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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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子是宋代皇族中的重要群体，了解与之相关的
制度对深化宋代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宋代皇子

赐名、冠礼与出阁制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

学界虽对此有相关的研究成果，但大多集中于宋代皇

子赐名制度的研究，且多是宋代宗室研究成果的附带

品。例如，何兆泉［１］认为，北宋前期出生的皇子皇孙

虽然按照一定字号赐名，但执行并不十分严格，有时

比较随意，文章着重写宗室联名呈报制度的形成过

程，对于皇子赐名的具体情况没有进行详细论述；晁

根池［２］认为，宋代近属宗室子弟出生后，一律赐名授

官，但其赐名要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而定，皇子出生

三月即赐名授官。本文拟就宋代皇子赐名、冠礼与出

阁制度进行一些探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皇子诞生和赐名

１．皇子诞生
宋代共存续 ３１９年，先后经历 １８位皇帝的统

治，但皇子仅有１０７位［３］。唐代虽只存续２９０年，２１
位皇帝却先后生育了２２１位皇子［４］。与唐代相比，

宋代皇子人数少了１０４人。正是因为皇子少，每当
有皇子降生时皇帝的喜悦自然不言而喻。当有皇

子、公主诞生时，皇帝都会隆重庆祝，赐予臣下“浴

儿包子”：“包子者，皆金银大小钱、金粟、涂金果、犀

玉钱、犀玉方胜之属”［５］（Ｐ６１）。“包子”中有金银珠

宝，有时会秘密赐予个别大臣包子，别的大臣不可

得。密赐者所得为金合，多达二三百两，“中贮犀玉

带或珍珠瑰宝”［５］（Ｐ６１），但是这种赏赐遭到大臣的反

对。如知谏院王素认为，边疆还有辛苦守卫的战士，

民间尚有温饱不足的百姓，金帛没有必要花费在庆

祝皇子诞生上［６］。宋徽宗时，何执中为相，“因力丐

罢去密赐故事，上可之”［５］（Ｐ６２）。“浴儿包子”实际上

就是皇帝赏赐给臣下的银钱封包。有时皇子生日

时，皇帝也会赐给大臣这样的“包子”。大中祥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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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０１５年），皇子生辰，宰臣以下称贺，宋真宗非常
高兴，赐给大臣们以金珠为馅儿的包子［７］。不仅皇

子诞生与皇子生辰时有赏赐，皇子诞生前妃嫔也会

母凭子贵获得许多赏赐。南宋时期，凡皇子、公主临

产前三个月，有孕妃嫔即可在内藏库支领例５６种赐
物。其中，罗２００匹，绢４６７４余匹，金２４余两，银
４４４０两等［８］。无论是皇子还是公主，仅依例开支

就在１００００贯以上。未减之前应该更多，而例外赏
赐尚未计算在内［９］。皇子诞生表明江山后继有人，

皇帝通常会厚赏嫔妃、皇子和大臣以示庆祝。

皇子诞生后，宋代皇帝还要遣官告于太庙、天

地、社稷及诸陵，以告慰祖宗：大宋天下，后继有人。

如宋神宗时，因皇第六子生，派魏国公宗谔告于太

庙，又遣官告天地、社稷、诸陵［１０］（Ｐ６８３１）。有时为了给

皇子积福，皇帝还会下旨降德音。宋代因皇子诞生

而降德音始于宋哲宗时期。元符二年（１０９９年），皇
长子赵诞出生，宋哲宗下旨“降天下死囚，流以下释

之”［１０］（Ｐ１２２１５）；庆元二年（１１９６年），嫡长子赵挺诞
生，宋光宗下旨降德音［１１］。此后宋宁宗、宋度宗都

先后为庆祝皇子诞生而降德音［１２］。

２．皇子赐名
宋代皇子一般“百蒣命名”受封。“百蒣”即小

儿诞生满百日举行贺宴，皇子一般百天时赐名受封，

最晚到满周岁时赐名［１３］，未及赐名就夭折者，追封

时赐名。宋代皇帝很重视家族的昭穆顺序，宋太祖

颁布的《宋太祖御制玉牒序》中就曾提到：“惟弟晋

王光义、秦王光美，鼎分三派；每派各分玉牒十四字，

以别源流，以示子孙。虽疏远亦知昭穆，不失次序。

吾以一人之身，务同我心，千万之世，如同一世。”［１４］

为了防止重蹈周朝“子孙相攻，甚如仇雠”的覆辙，

宋太祖规定了排行字，以便子孙后代区别昭穆［１５］。

然而，“国朝宗属本未定联名之制，艺祖友悌因心，

凡宣祖本支之在子行者，皆冠‘德’字，赐名授爵，俱

无等差”［１６］（Ｐ１）。可见，昭穆顺序并未在宋太祖时期

体现出来，宋太祖诸子、赵光义诸子，以及赵廷美诸

子都是“德”字辈。宋太祖为表对赵光义、赵廷美子

女一视同仁，下旨令赵光义、赵廷美的子女也称皇

子、皇女。宋太宗即位之初仍令宋太祖和赵廷美子

女称皇子、皇女。但是，宋太宗此举并非出自真心，

只是故作姿态而已。太平兴国八年（９８３年），宋太
宗为五子改名：赵德崇改名赵元佐，赵德明改名赵元

，赵德昌改名赵元休，赵德严改名赵元隽，赵德和

改名赵元杰，并封王、加同平章事。这可以使宋太宗

诸子之名排行字与宋太祖、赵廷美之子有所区别，

“以别大统”［１６］（Ｐ１）。这样，昭穆顺序通过皇子与宗

室近属之名不联字而区别开来。

除了将皇子之名与宗室近属之系区别以外，宋

代还主张“御名不联字”，即皇帝之名不与同辈兄弟

姓名联字。宋太祖称帝后，宋太宗和魏王皆改名。

宋太宗即位后，魏王光美又改名为廷美［１７］（Ｐ２６６６）。宋

太宗诸子之名也是联字，所以为彰显皇太子的优越

地位，以及避免将来即位后出现“御名联字”的现

象，“去联文尊王统，所以辨名分示等威也。”宋真宗

被立为太子后用单名，赐名恒，“而太支八主旧字为

行不复改”。宋仁宗和宋英宗在未被立为皇太子时

名字都是二字，“及正承祧之名，则皆改焉。圣谟昭

昭考可而见”［１６］（Ｐ５－６）。可见，宋代在注意昭穆顺序

的同时还十分注意避讳皇帝或皇太子的名讳，以体

现其尊贵的地位。

宋真宗时期开始给皇子赐单名，并且名字以

“礻”为偏旁，但是并不规范。如宋仁宗最初的名字

是赵受益，天禧二年（１０１８年）被立为皇太子时才改
名为赵祯［１０］（Ｐ２１２２）。宋仁宗早亡诸子的姓名大多是

宋徽宗时追赐的［１７］（Ｐ２７０８）。宋英宗诸子最初的名字

也是２个字，在宋英宗即位后才改为单字。嘉八
年（１０６３年），宋英宗即位后将皇子仲蚟（针）改名
为顼即宋神宗，仲纠改为颢，仲恪改为鈆［１０］（Ｐ４８２７）。

此后，皇子均以单字为名，每代皇帝一般都以同一

偏旁的字为皇子赐名。如宋仁宗诸子之名均以

“日”字为旁，宋英宗诸子之名用“页”字旁，宋神

宗诸子之名用“亻”字旁，宋哲宗诸子之名用“艹”

字旁，宋徽宗诸子之名用“木”字旁，宋钦宗诸子

之名用“讠”字旁，宋光宗诸子之名用“扌”字旁，

宋宁宗诸子之名用“土”字旁，宋理宗诸子之名用

“纟”字旁，宋度宗诸子之名用“日”字旁。［１８］值得

注意的是，宋代皇帝在为收养的皇子赐名时，除了

宋仁宗在给赵曙赐名时也遵循以同一偏旁的字为

皇子赐名这一规律外，宋高宗、宋宁宗和宋理宗均

未遵循这一规律。具体原因史料并未记载，笔者

推测之所以没有像皇帝亲子那样赐名，是为了区

别亲生皇子与收养皇子。

　　二、皇子冠礼

冠礼也称成年礼，是中国古代男子跨入成年人

行列的加冠礼仪。冠礼起源于原始社会，正式使用

于周代，发展于汉代，经过汉代以后数百年的冲击，

冠礼呈衰弱之势。上古贵族男子都要行冠礼，被认

作是“礼之始”［１９］。隋唐恢复了汉家礼仪，唐天子、

皇太子、亲王、品官等都举行不同等级的冠礼。不

过，实行的并不是很多。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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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皇子冠礼概况
佛教文化的发展对宋代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

击，五礼（吉、凶、军、宾、嘉）衰落，因此冠礼在宋初

“草昧未能行”［５］（Ｐ２３）。宋代的一些士大夫对此深恶

痛绝，主张要在全社会复兴冠、婚、丧、祭等礼仪，弘

扬儒家文化传统。司马光认为：“冠礼之废久矣。

近世以来，人情尤为轻薄，生子犹饮乳。巳加巾帽，

有官者或为之制公服而弄之。过十岁犹总角者盖鲜

矣。彼责以四者之行，岂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长，

愚马矣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２０］他认为，废除

冠礼使得人情轻薄，从小到大不知成人之道，造成了

严重的社会问题。

关于宋代皇子冠礼的记载，最早始于宋真宗时期，

“皇太子冠仪，常行于大中祥符之八年”［１７］（Ｐ２７２５）。宋真

宗中年时，身体抱恙在西林园即太清楼养病，他打算

“委政于皇太子，加冠监国”，由王曾辅佐其处理政

务。御史中丞王臻［２１］听闻此消息后上疏说：

臣闻欲行皇子冠，《左传异议》曰：“以星终为年

纪，十二而一周，于天道备。”所以人君十二始冠，

冠，弁也，行之于庙。汉已还，间有即位而冠者，皆出

于不得已也，故改其名为加元服，皆汉儒因事旋讲，

实非古也。《冠义》云：“冠者，礼之始也，王教之

本。”今皇子未成，俾冠而临国，冠道未成，不冠而

监，岂可以童子之道理焉？唐景云二年，睿宗欲以皇

太子监国，召三品以上官建议，群臣莫敢对者。臣窃

谓兹事体重，陛下春秋未高，伏望陛下念万国调顺气

剂，存真纳和，不必过计，社稷万灵，扶拥圣履。

王臻认为，皇子还未长大成人，如果让他“冠而

临国”，则“冠道未成”，如果不施行冠礼就监国，则

“岂可以童子之道理”。由于这段史料没有记载具

体的时间，所以无法直接知道皇太子的具体年龄。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大中祥符八年（１０１５
年），“皇子加冠礼”［１０］（Ｐ１９５８）。也就是说，皇太子加

冠礼时年仅６岁，那么王臻上疏时皇太子应该不超
过６岁，然而“人君十二始冠”，所以王臻认为此时
让皇太子加冠监国实为不妥，“不冠而监”更为不

妥。不管王臻怎样反对，宋真宗还是于大中祥符八

年（１０１５年）让年仅６岁的皇太子完成了冠礼。其
实，对于帝王而言，冠礼具有特殊的意义。周代实行

嫡长子继承制，在位之王去世，嫡长子无论年长或年

幼都可以即位，但若未成年行冠礼则不可亲政。周

成王幼年继武王之位，但周公摄政直至其成

年［２２］（Ｐ１３２）。嬴政年少继承王位，“委事大臣”，也是

直到行冠礼后方才亲政［２２］。从天子至士庶，冠礼都

是成人的标志。此时的宋真宗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

纪，他坚持要给年仅６岁的皇太子加冠，实际上是想
早点给予其监国的权力。

宋徽宗时期可以说是皇子冠礼的复苏时期。

“冠礼肇于古，国初草昧未能行，因循至政和讲之

焉。”［５］（Ｐ５９）宋徽宗对冠礼十分重视，认为，“礼当追

述三代之意，适今之宜，《开元礼》不足为法”［２３］，因

此亲制《冠礼沿革》１１卷，“命仪礼局仿以编
次”［１７］（Ｐ２７２５），“降议礼局载《五礼新仪》之首，至是举

而行之，千载坠典，焕然一新”［２４］（Ｐ５４）。他不仅在理

论上重视冠礼，而且在实践上也注意冠礼的施行。

宋徽宗时期第一个施行冠礼的是皇长子赵桓。政和

四年（１１１４年）二月十二日，宋徽宗下诏曰：“冠者礼
之始，所以加有成，谕其志也，故圣王重焉。朕顾讠是

天之明命，用怿于先王，罔敢怠遑。永为万事之统莫

大于礼制以善俗为。冠之废久矣！眷予元子，孝友

肃恭，出就外傅，既克迈于成德，以嫡以年，咸加厥

服，式协礼经。是用求日之吉，正纟丽于朝。岂惟敷

时内治，假我有家，作民孚先，实惟万邦之庆，顾不伟

欤！格尔有众，其祗予猷告惟休。皇长子桓以二月

二十七日于文德殿行冠礼。”［２４］（Ｐ５３－５４）当时赵桓还

未入主东宫，以皇长子行冠礼，“于是天子御文德

殿，百僚在位，命官行三加礼毕，当命字，仪典甚盛。

是日，方乐作行事，而日为之重轮也”［５］（Ｐ２３）。在此

之前，诸王加冠只在“宫中行世俗之礼，谓之‘上头’

而已”［５］（Ｐ２３）。政和五年（１１１５年）三月八日，皇子
赵楷也在文德殿完成了冠礼。从宋钦宗开始天子诸

子于外庭施行冠礼［２４］（Ｐ５４）。不管“千载坠典”是否

真的焕然一新，宋徽宗时期对冠礼的施行和重视，的

确对宋代冠礼复兴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此后直到宋理宗时期，史料中才再次出现皇子

冠礼的记载。宝二年（１２５４年）九月，宋理宗下诏
令皇子忠王即宋度宗施行冠礼，并令相关司属讨论

典故。同年十月，诏：“皇子忠王冠礼，以徐清叟为

宾，师珍主之。”十一月，皇子忠王正式在文德殿行

冠礼，赐字邦寿。［２５］之后，宋代再未有皇子行过

冠礼。

总之，宋代皇子冠礼虽始于宋真宗时期，但仅是

个别现象。宋徽宗时期是冠礼的复苏时期，皇子基

本都行冠礼。北宋灭亡后，皇子冠礼再度废弛。南

宋仅在宋理宗时期皇子行冠礼。可见，宋代对皇子

冠礼施行并不重视，是否行冠礼主要取决于皇帝的

意愿。

２．皇子冠礼程序
冠礼之前加冠的皇子需要奏告天地、宗庙、社

稷、诸陵、宫观。行冠礼时，“从臣诣景灵宫奏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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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祖宗”［２５］（Ｐ２３１６）。由太史局选好吉日，太常寺参

考旧礼，官吏置办冠礼需要的相关仪物，在文德殿举

行皇子冠礼［２４］（Ｐ５４）。

冠礼当天，文武百官按上朝次序站立，礼直官、

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赞冠者就位。一般情况

下，以太常卿掌冠，以阁门官赞冠［２６］（Ｐ２２５）。然后皇

子依照古礼“三进”：一进折上巾，再加七梁冠，三加

九旒冕。［１９］“三进”之后，皇子到大殿旁边的东房，

换上朝服就位。礼直官等引掌冠者至皇子位并宣

读：“岁日云吉，威仪孔时，昭告厥字，君子攸宜，顺

尔成德，永言保之。奉敕字某”［２６］（Ｐ２２７）。礼直官宣

读的这段内容是赐予皇子的表字。古代男子在冠礼

之前只有一个名，冠礼之后则要取一个表字。表字

一方面表示了长辈的期望，另一方面表示其已经长

大成人。如宋高宗 １６岁举行冠礼时，取字德
基［１７］（Ｐ４３９）。取表字是冠礼的一项重要内容。宋代

皇子表字可考者甚少，《宋史》中记载表字的皇子仅

有 １０人，但并没有记载这 １０人是否都施行了
冠礼［１７］（Ｐ８６７６－８７３１）。

与唐朝的情况类似，宋代虽然礼书上还在继续

修冠礼，但除了宋真宗、宋徽宗和宋理宗为皇子行冠

礼外，现实中冠礼仍然不受重视，皇子行冠礼并未形

成定制。如宋英宗时蔡襄论道：“冠昏丧葬，礼之大

者。冠礼今不复议。”［２７］曾巩也指出：“古之人重

冠，于冠重字，字则亦未可忽也。今冠礼废，字亦非

其时，古礼之不行甚矣。”［２８］苏辙则说：“今夫冠礼，

所以养人之始，而归之正也”“今皆废而不立”［２９］。

宋代皇室中冠礼都已被疏忽至此，民间冠礼废弛的

状况更可想而知。

　　三、皇子出阁

出阁是指皇子出就封地。与冠礼类似，出阁在

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长大成人，只不过冠礼侧重于

礼俗方面，出阁则侧重于政治方面，标志着皇子具有

了某些政治权利。本文将先介绍宋代皇子出阁的一

般情况，然后从出就外第、开府置属和出班外廷三个

方面论述皇子出阁后的三种权利。

１．皇子出阁的一般情况
皇子幼时养育于宫中，成人后从宫中迁出独立

居住，称为出阁。唐代前期一般诸王在１６岁以前就
要出阁。皇子出阁时需皇帝正式颁布诏令，举行仪

式，出阁后即可实任或遥领朝廷官职。诸王出阁后

相当于外朝臣子，可参加皇帝朝会，但不蒙皇帝召

见，不得擅自入宫。可见，皇子一旦出阁，与宫内即

相隔，与群臣同列。唐代前期诸王出阁的程序是：封

王，赐府第，开府置官，拥有自己的仪仗。［３０］当然也

有皇子成年后暂不出阁者，此多因皇帝宠爱之故。

但皇子不出阁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因为宫廷中的

权力斗争。现根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

料记载，宋代皇子出阁情况见表１。
根据表１可知，宋代皇子一般是１２～１７岁时出

阁，当然也有特例。如宋真宗中年，深感身体大不如

前，为防万一，让年仅６岁的皇子裹头出阁，这样如
果宋真宗有什么不测，皇子可以在大臣的辅佐下监

国［２１］。相比对冠礼的忽视，宋代皇帝对皇子出阁相

当重视。与唐代相同，宋代皇子出阁时，需皇帝正式

颁布诏令，举行仪式，昭告天下，以示皇子已经长大

成人。皇子出阁后同于外朝臣子，可参加皇帝朝会，

要出就外第、开府置属、出班外廷。如宋哲宗时，宰

臣章等人根据绍圣二年（１０９５年）三省札子建议
皇弟大宁郡王和遂宁郡王出就外第、开府置属、出班

外廷，于是宋哲宗同意大宁郡王和遂宁郡王所请，下

旨令其出就外第［１０］（Ｐ１１７４８）。出就外第、开府置属和

出班外廷是皇子出阁后具有的三种政治权利。出就

外第是指搬离禁宫到自己的府邸居住，开府置属是

指设置僚属，出班外廷则代表皇子可以参加朝会。

总之，宋代皇子一般在１２～１７岁出阁，特殊情况下
皇子也可以提前出阁，出阁不仅标志着皇子已经成

年，还标志着皇子具备了一些政治权利。因此出阁

不仅有礼俗意义，还有政治意义。

２．皇子出阁后的三种权利
（１）出就外第
宋神宗时期，“宫宅居住成为北宋宗室近亲居

住的基本方式，其后每代皇帝之子均建宫宅以

住”［２］。皇子出阁后，均在宫外建造宫宅集中居住。

政和七年（１１１７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诏：“蕃衍北宅
罢修，已修者逐局拘收，未修者近已迁移民舍，依旧

给还。将来皇子出阁日，可于十位内居止，不须创建

府第。平阳郡王可以与祁王同居，南康郡王可以与

康王同居，郓国公可以与景王同居，韩国公可以与济

王同居，建安郡王可以与已废撷景西园嘉国公同居。

余三人尚襁褓，第八位便可以三人同居，温国公可以

与沂王同居。”［２４］（Ｐ５５－５６）这说明宋徽宗诸子出阁后

集中居住于蕃衍宅，并且两两同住。虽然同住于蕃

衍宅，但诸皇子的府邸条件并不完全相同，奢华程度

与其受宠程度成正比。“政和间，太上诸皇子日长

大，宜就外第。于是择景龙门外地辟以建诸邸，时郓

王有盛爱，故宦者童贯主之。视诸王所居，侈大为

最，乃中为通衢，东西列诸位，则又共为一大门，锡名

曰‘蕃衍宅’”［５］（Ｐ２）。郓王赵楷不但因受宠而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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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宋代皇子出阁情况表
皇子 出阁时间（年） 出阁年龄（岁） 　　　　　史料出处
赵德昭 ９６４ １７ 《宋史》卷二百四十四《燕王德昭传》，第８６７６页
赵德芳 ９７４ １７ 《长编》卷十六，开宝八年七月癸巳，第３４３页
赵元佐 ９８２ １８ 《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二十九，第２９页上
赵元僖 ９８２ １７ 《宋史》卷二百四十四《昭成太子元僖传》，第８６９７页
赵元份 ９８３ １５ 《宋史》卷二百四十四《商王元份传》，第８６９９页
赵元杰 ９８３ １２ 《宋史》卷二百四十四《越王元杰传》，第８７００页
赵元翭 ９８８ １２ 《宋史》卷二百四十四《镇王元翭传》，第８７０２页
赵元俨 １００１ １７ 《宋史》卷二百四十四《周王元俨传》，第８７０５页
赵祯 １０１４ ６ 《长编》卷八十五，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戊寅，第１９５８页
赵顼 １０６３ １６ 《长编》卷一百九十九，嘉八年十二月乙亥，第４８４０页
赵? １０９５ １４ 《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三十九，第３４页上
赵佶 １０９５ １４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之十五，第５２页上
赵俣 １０９８ １６ 《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三十九，第３４页上
赵似 １０９８ １６ 《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四十，第３４页下
赵桓 １１１５ １６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之十九，第５４页上
赵楷 １１１６ １６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之二十，第５４页下
赵枢 １１１８ １７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之二十一，第５５页上
赵杞 １１１８ １５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之二十二，第５５页上
赵构 １１２２ １６ 《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一》，第４３９页
赵模 １１２２ １５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之二十二，第５５页下
赵扩 １１８４ １７ 《宋史》卷三十七，《宁宗纪一》，第７１３页
赵

!

１１２５ １５ 《宋史全文》卷三十五，宝三年正月丙寅，第２３１８页

居住最奢华的房子，还破例“出入禁省，不复限朝

暮”，并且“于外第作飞桥复道以通往来”［１７］（Ｐ８７２５），

不仅府邸奢华而且还不限出入禁宫的时间，设置专

道令其往来，郓王赵楷受宠程度可见一斑。

南宋时，由于皇嗣不兴，近亲宗室稀少，宫宅居

住制度名存实亡，宋光宗以后，更不赐宅名，近亲宗

室仅建府第居住［２］。关于宋代皇子出就外第的情

况，李心传曾作过概括：“东都故事，宗室子皆筑大

室聚居之。太祖、太宗九王后曰睦亲，秦王后曰广

亲，英宗二王曰亲贤，神宗五王曰棣华，徽宗诸王曰

蕃衍。渡江后，宗子始散居邵邑，惟亲贤子孙为近

属，则聚居之。孝宗子四人，邵悼肃王无后，庄文太

子、魏惠宪王早薨。庄文之妃，惠宪之夫人，皆别居

赐第。”［３７］（Ｐ７８－７９）绍熙时，宋光宗皇子赵扩封嘉王，

本欲“以所籍富民裴氏之居为府第”，但是大臣以为

“非宜，乃改筑”［３１］（Ｐ７８－７９）。南渡之后，因皇帝子嗣

稀少不再赐予宅名。

北宋时，皇子府邸的建造由将作监负责。如绍

圣三年（１０９４年）二月二十二日，“将作监上修建皇
弟遂宁、大宁郡王等五位外第地图”［３２］。南宋时皇

子府邸的建造由临安府、转运司负责。如宋理宗时，

皇子忠王行完冠礼后将出阁，宋理宗命临安府、转运

司“于阁中修盖位次一所，庶几密迩于宫庭，可以问

安而视膳”［２５］（Ｐ２３１８）。如果皇子出阁时自己的府邸

还未完工，也有可能“权就东宫”［１０］（Ｐ１１７５０）。有时候

皇子虽已出阁，但并未搬出禁中到自己的宫外府邸

居住。如政和七年（１１１７年）八月二十日，嘉王赵楷
言：“近两具札子，乞就蕃衍外第居止，荐蒙降诏不

允，即令居处春坊之侧，仍近禁庭，出入呵止，甚不遑

安。况创修外邸已见就绪，伏望早付有司择日施

行。”同年闰九月十九日，嘉王赵楷出居外第。［２４］（Ｐ５５）

可见，皇子赵楷虽已出阁，但并未出居外第，仍然居

住在太子东宫附近，离禁中很近，他觉得十分不便，

因此再次上疏请求搬离禁庭。

宋英宗的两个儿子赵颢和赵鈆则是在出阁２０
年之后才出就外第。实际上，赵颢于宋英宗治平三

年（１０６６年）已经出阁，但是赵颢和赵鈆二王并没有
按以往惯例从禁中搬出［１７］（Ｐ８７２０－８７２１）。熙宁七年

（１０６９年），宋神宗下诏：“卿以介弟之亲，日奉朝请，
筑邸于内，时维便安，而愿同宗藩，出徙外第。朕上

承先帝，顺事两宫。顾岂以子舍之嫌，而有间天伦之

庆。往绥汝止，深体朕怀，所乞宜不允。”［３３］（Ｐ１８４）然

而皇帝已经成年的兄弟常年居住在禁中会带来诸多

不便，于是二王屡屡上疏“乞建外第”。元丰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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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３年）五月十五日，宋神宗下诏：“雍王颢、荆王
鈆乞建外第，十余年中，章数十上。入侍宝慈宫非

便，数谕止之，而确然坚请不已，皇太后近亦屡以为

言。宜依所乞，令学士院降诏宣谕，仍令有司度地以

闻。”［３３］（Ｐ５９）这条诏令说得很清楚，十余年间，雍王赵

颢、荆王赵鈆虽然数次上疏“乞建外第”，但宋神宗

“数谕止之”。宋神宗不同意二王搬出宫外主要是

认为赵颢和赵鈆搬出宫外，“有间天伦之庆”，而“居

近禁严，以便朝谒，亲亲天性，理自当然”［３３］（Ｐ５９）。

宋神宗允许二王出阁之后仍然常年住在宫中，一方

面体现兄弟友爱，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宋神宗对皇太

后的一片孝心。元丰年间，在二王屡次上疏请求出

就外第后，宋神宗虽然已经降诏允许，但二王仍未真

正搬出宫［２４］（Ｐ５１）。然而禁中毕竟是帝王所居的宫

苑，二王虽是宋神宗一母同胞的亲弟兄，但长期住在

禁中仍多有不便。秘书丞章辟光曾上疏建议岐王、

嘉王出就外第，而朝论称其“妄论离间，于义当诛”，

宋神宗本将章辟光贬去岭南，王安石以为“其言非

过，依违不行”，最终将其降为衡州（今湖南衡阳）监

税［３４］。二王真正出就外第是在宋哲宗元元年

（１０８６年）三月二十二日，三省言：“扬王颢、
"

王鈆

奏乞迁外第，未蒙诏可。今虽名居外，而威颜咫尺，

时奉朝谒，固与密迩宫禁无异。伏望早赐矜允。”不

久，学士院降诏允许二王迁居外第，命名二王外第为

亲贤宅［２４］（Ｐ５１）。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皇子出阁后原则上要出就

外第，但也会因各种原因推迟，造成皇子出阁后推迟

出就外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府邸修建尚未完成。如绍圣二年（１０９５
年），申王赵?、端王赵佶上奏宋哲宗：“臣等自忝窃

恩荣，开国建府，
#

局内城，附居宫禁，一日必葺，三

年于兹，以理则早合丐迁，论情则难于遽请。盖陛下

隆属籍之爱，厚天伦之亲，结恋既深，恳陈莫遂。而

又营修第等，多阅岁时，比及告功，尚需督治。愿陛

下察其至诚，先于暇日申敕有司，为臣等拣时历吉，

早许就居，则臣等被陛下友爱之赐，曷有穷

已。”［２５］（Ｐ２２）申王赵?、端王赵佶开府已经三年，仍然

居住在禁中。如今府邸营修已经完工，申王赵?、端

王赵佶恳请宋哲宗令有司挑选吉日，令其出就外第。

二是皇帝或皇太后对其宠爱有加。如赵元俨天

资聪颖，宋太宗“尤所钟爱”，“不欲令早出宫，每朝

会宴集，必侍左右，期以年二十始得出就封，故宫中

呼为二十太保”［１０］（Ｐ３５３１）。宋宁宗作为皇子出阁时，

“两宫爱之，不欲令居外，乃建第东宫之侧，以十月

甲戌迁焉”［１７］（Ｐ７１３）。皇子因受宠，皇帝或皇太后不

舍得其搬出禁宫，而令其推迟出就外第的时间。

三是显示皇帝友爱兄弟，孝敬太后。宋哲宗在

驳回皇弟赵?、赵佶的外居请求时这样说道：“天属

之亲，莫如兄弟。敦叙之礼，厥有旧章。营建邸宫，

姑循故事。忽览章奏，欲即外迁。亲兹同生，其室则

迩。遽远朝夕，岂胜此情。尚体眷怀，往安无亟。所

请宜不允。”［３３］（Ｐ１８５）宋神宗迟迟没有应允赵颢和赵

鈆二王搬出禁庭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宋神宗还对主

张二王出就外第的大臣极为反感。“二王已冠，犹

不许就第，往还如家人礼。皇太后于二王，亦未尝假

以言色。言事官上章讽请，使出阁如故事，帝以为间

亲亏孝，黜之于外。”［３５］二王出阁后，宋神宗仍不许

其出就外第，待其还如家人一般，一定程度上感念于

二王能承欢皇太后膝下。当有言官上奏章请令二王

出就外第时，宋神宗认为这是离间亲情，有愧孝道，

将其贬谪地方。

皇子正式出就外第，需要由太史局选择良辰吉

日，“宗室正任以上自府门送至外第，仍就赐御筵，

及赐银、绢、钱五千匹两贯，本府官吏等第支赐；仍差

官管干，支散并依旧制”，皇子搬离禁宫时要由宗室

中正任以上者送到府邸，皇帝命人设酒席以及赐予

银钱以示对皇子乔迁新居的庆祝。［２４］（Ｐ５５）

（２）开府置属
开府置属是皇子出阁后拥有的一种政治权利。

皇子出阁前除了老师，若非皇帝允许，不得与其他大

臣接触。如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年），宋神宗于集英殿中
宴请百官。期间，令皇子延安郡王“侍立于前”，宰臣

王圭率百僚廷贺。当时延安郡王年幼尚未出阁，宋神

宗特令其侍燕，“以见群臣”［１０］（Ｐ８２６２）。元丰八年（１０８５
年），宋神宗病危，“圭进言自去岁上令皇子侍燕，群臣

皆尝见之，今必更长立，乞再瞻睹”［１０］（Ｐ８４１０），可见在平

时大臣们很难见到皇子。

皇子即将出阁时，要选朝臣“行辅导之职”［３６］。

例如，曹国公赵元俨即将出阁时，宋真宗就亲自列出

数个朝臣的姓名，并从中选取几人作为赵元俨的僚

属，尽辅佐之责［１０］（Ｐ１０５７）。当皇子尚未出阁时，不宜

置僚属。如嘉八年（１０６３年）九月，宋英宗以皇子
位伴读王陶为淮阳王位说书，孙思恭为侍讲，韩维为

记室参军［１０］（Ｐ４８２７）。吕诲认为此时淮阳郡王尚未出

阁，应当先设师友，不当建置僚属，建议朝廷应当先

正王陶等人的名位，“名位既正，则礼分自安”［３６］，

等到淮阳郡王出阁后，开府建官，其郡王宫的翊善、

侍讲顺理成章地成为王府僚属，“于事体即无不顺

也”［１０］（Ｐ４８２７）。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１０１６年）始置
郡王友，郡王友指郡王之师友官。与郡王府官属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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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记室、侍讲等不同之处在于郡王友地位高，郡王

待之以宾礼，即需行答拜礼。王友为兼官，由德才兼

备者为之。［３７］“设师友”还是“置僚属”，直接关系到

皇子与相关官员日常生活中遵循的礼仪［１０］（Ｐ４８２７）。

因此，吕诲建议先设王友，王友相当于老师，僚属是

下属，老师与下属的地位不同，日常生活中礼节也不

相同。

王府官属要能够负起辅导皇子的责任。因此，

王府官属要“选经行修明可为师范者”，而王府友官

要“择两制之臣有道德学问者充其任”［３６］。应该说

僚属不仅是辅导皇子的教师团队，也是皇子处理政

治事务的智囊团。皇帝深知这一点，因此在为皇子

选择僚属时十分慎重。如宋太宗在寿王赵元侃“出

阁判府事”时，为他精心挑选了僚属［３８］，以便僚属能

够辅佐寿王赵元侃处理政务。王府官属与皇子关系

密切，且大多为皇子心腹，一旦皇子登基，王府僚属

往往“以其有保傅之恩、调护之效”［１０］（Ｐ１０６１２）而得到重

用。如宋真宗即位后，就先后提拔他的潜邸旧臣李

沆、李至等人为宰辅［１７］（Ｐ１０４）。宋哲宗时邓温伯为翰

林学士承旨，左谏议大夫刘安世上疏反对，认为：“前

代创业之主，经纶草昧，乃有豪杰之士，用为佐命之

臣，谓之攀附可也。继体之君，或由储贰，或自藩邸，

春宫、王府，咸备僚属，以其有保傅之恩、调护之效，谓

之攀附亦可也。”［１０］（Ｐ１０６１６）而宋哲宗幼年即位，没有设

置过僚属，邓温伯与宋哲宗之间没有王府僚属这层关

系做基础，宋哲宗如此宠信邓温伯就有些令人匪夷所

思了。宋孝宗即位后十分宠信龙大渊、曾觌。龙大

渊、曾觌原是宋孝宗为建王时的僚属，因善于察言观

色颇得宋孝宗欢心。二人得到重用后恃宠而骄，造成

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大臣们对此深感不满［３１］（Ｐ６０７）。

王府官属与皇子之间不仅关系亲密，而且感情十分特

别，因此皇子大多会优待王府官属人。

（３）出班外廷
皇子出阁后方可上朝听政。如宋徽宗子赵楷在

政和六年（１１１６年）“于仲春出阁”；同年二月二十
二日诏，皇子嘉王赵楷可于同年四月内择日上

朝［２４］（Ｐ５４）。皇子出班外廷即说明皇子具有了参与政

治事务的权利。虽然如此，宋代皇子的政治权力与

唐代皇子的政治权力仍不可同日而语。宋代皇子不

得参政是主流，但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的主张，因而有

时对皇子不得参政的限制稍有放松。总而言之，宋

代皇子参政经历了一个由允许到限制再到放松的

过程。

宋太祖在赵德昭、赵德芳官封方面甚为低调。赵

德昭于乾德二年（９６４年）出阁，“故事，皇子出阁即封

王。太祖以德昭冲年，欲其由渐而进，授贵州防御

使”。至开宝六年（９７３年），开封府尹赵光义封晋王、
山南西道节度使赵光美为永兴节度使兼侍中，赵德昭

升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然“终太祖之世，竟

不封以王爵”［１７］（Ｐ８６７６）。赵德芳生于后周显德六年

（９５９年），至开宝八年（９７５年）出阁，九年（９７６年）三
月癸酉，宋太祖出巡西京前三日才授予其贵州防御

使［１０］（Ｐ３６７）。从官封方面可以看出，宋太祖希望二子

在此渐进过程中成长，并独挡一面。在参政方面也是

如此，宋太祖并不介意让二子参与政务。开宝九年

（９７６年）二月，宋太祖开始让赵德昭参与政务。吴越
国王钱?与其妻、子、诸臣来汴京觐见宋太祖，“上遣

皇子兴元尹德昭至睢阳迎劳”［１７］（Ｐ１３８００－１３９００）。但是

让宋太祖始料未及的是，同年十月，自己驾鹤西去，

他对二子的政治训练刚开始就已宣告结束［１７］（Ｐ４８）。

而此时赵德昭、赵德芳势单力薄，面对羽翼丰满、野

心勃勃的皇叔晋王赵光义，根本无还击之力。

宋太宗即位后，由于其是宗室即位，继承皇位并

非名正言顺，对宗室颇为忌惮，制定了许多防范宗室

的措施，其中包括限制皇子参政。太平兴国八年

（９８３年），宋太宗诏令宰相序立在亲王之上。李窻、
宋琪坚决推辞，宋太宗道：“宰相之任，实总百揆，与

群官礼绝。藩邸之设，止奉朝请而已。元佐等尚幼，

欲其知廉损之道，卿勿多辞也。”［１０］（Ｐ５５６）宋太宗这句

“藩邸之设，止奉朝请”将宋代皇子的地位定位得很

清楚。皇子这一群体作为天潢贵胄，为了皇位能够

顺利继承它必须存在，但是它的存在又使皇权具有

不稳定性。宋代皇子的主要职责不是参政议政，也

不是领兵打仗，而是“问安视膳”“止奉朝请”。宋太

宗定下的这一基调，在宋代存在的三百多年里根深

蒂固。到了南宋，王十朋还说“大抵太子之职，在于

问安视膳而已”［３９］。即便是对贵为储君的皇太子，

王十朋也要再一次强调他的职责仅是向皇帝请安而

已。宋太宗诸子中，仅有赵元僖和赵元侃曾先后担

任过任期极短的开封府尹，这两人都是宋太宗选定

的储君人选，令其担任开封府尹是对其进行最基本

的从政训练。其实对于宋太宗而言，由于其即位不

合朝礼，故即便是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也心怀猜忌。

宋真宗被立为皇太子后，百姓见到皇太子后称之为

“真社稷之主也”。宋太宗闻后对寇准说：“四海心

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寇准劝说道：“陛下择所以付

神器者，顾得社稷之主，乃万世之福也。”［１０］（Ｐ８１８）宋

太宗这才释怀。

莫说参政，皇太子、皇子就连议论时政也不被允

许。宋神宗一母同胞的亲弟弟嘉王赵颢，元丰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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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数上疏论政事”。记室参军劝谏他说：“大王为

天子弟，无狗马声色之好，游心方册，固是盛德，而数

干廷议，非所以安太后也。”嘉王恍然大悟，此后一

心钻研医书，“与其僚讲汤液方论而已”［４０］。宋孝

宗曾有旨允许皇子庆王招讲读官议论时政。屯田员

外郎兼直讲林栗则认为不可，以汉武帝之戾太子和

唐太宗之魏王泰为例，认为太子、诸王“惟以讲经、

读史为事，他无预焉。若使议论时政，则是对子议

父，古人谓之无礼”［１７］（Ｐ１２０２８）。林栗这段论述一语中

的，道出了宋代大臣对皇子的定位，即讲经读史，若

议论朝政则是儿子非议父亲，于理不合。

皇子不得参政到宋孝宗时期有所转变。宋孝宗

不反对皇子适当地参与政治以锻炼其处理政务的能

力。宋孝宗封皇子赵为皇太子后，欲命他为判临安

府，但遭到了大臣的反对。王十朋［３９］认为，三王之教

世子也，不过教之以礼乐，乐以治内，礼以治外，俾知

父子君臣之义即可。国朝虽有宋真宗尹开封府之故

事，但如今未必有如毕士安者，使太子裁决，事事皆

善，亦不足以为太子之聪明，增太子之盛德，万一少有

过差，则不利于太子英明。他又进一步提出“大抵太

子之职，在于问安视膳而已，至于抚军监国，皆非得

已事也”［３９］。但是宋孝宗坚持令皇太子任临安府

尹，领临安府尹事。而赵也不辱使命，在任期间他

“究心民政，周知情伪。孝宗数称之”［１７］（Ｐ６９４）。皇太

子从政训练的效果令宋孝宗较为满意。即使是皇帝

允许皇子参政，仍然会遭到大臣的反对。可见，宋人

在观念上认为皇子不应当参政。

总之，宋代为方便管理皇子建立了一套相应的赐

名、冠礼与出阁制度。为体现尊贵地位，宋代以将皇

子与宗室区别为目的，建立了一套赐名制度。相比于

并未形成定制的冠礼制度，宋代更注重施行皇子出阁

制度。皇子出阁后具备出就外第、开府置属和出班外

廷三种权利。出就外第是对皇子的一种限制管理，但

是往往因各种原因已出阁的皇子会推迟搬出禁宫的

时间；开府置属和出班外廷是皇子参政议政权利的体

现。然而，开府置属虽给皇子配置了官属，但官属的

教育训导功能大于政治辅佐功能，出班外廷则侧重于

奉朝请，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参政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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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漆侠．辽宋西夏金代通史·宗教风俗卷［Ｍ］．北京：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０３．
［２０］秦蕙田．五礼通考［Ｃ］／／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５３４．
［２１］文莹．玉壶清话［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５９．
［２２］司马迁．史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
［２３］王称．东都事略［Ｍ］．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０：７８．
［２４］徐松．宋会要辑稿［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
［２５］佚名．宋史全文［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４．
［２６］周密．武林旧事［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
［２７］蔡襄．蔡襄集［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３７６．
［２８］曾巩．曾巩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２２６－２２７．
［２９］苏辙．苏辙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１３４４．
［３０］谢元鲁．唐代诸王和公主出阁制度考辨［Ｃ］／／唐史论

丛（第１２辑）．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９．
［３１］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

７８－７９，６０７．
［３２］王应麟．玉海［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１９８７：２４１４．
［３３］佚名．宋大诏令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３４］魏泰．东轩笔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５３－５４．
［３５］朱弁．曲洧旧闻［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１００－１０１．
［３６］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９：６６４．
［３７］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４０．
［３８］孙逢吉．职官分纪［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６９８．
［３９］王十朋．王十朋全集［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６４４．
［４０］朱．萍洲可谈［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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