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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后生存状态与后权的式微

赵　秀　丽

[摘　要] 明代皇后从初期独尊有为到末年贬抑无为 ,生存状态呈不断恶化趋势 ,主要与

皇帝“废后”打压 、宠妃恃宠挑衅有密切关系。究其深层原因 ,特殊选妃制度使后妃处于完全依

附状态 ,后权缺乏制度保障 ,皇帝退回深宫导致后权急剧萎缩 。这种状况产生深远影响 ,皇后

对皇帝的规劝效能丧失 ,后权式微 ,进而恶化储君生存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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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后在中国古代后妃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其正面典型马皇后 、徐皇后和张皇后与负面典型万贵

妃 、郑贵妃都成为正史野史大书特书的人物。目前 ,学界关于明代皇后和后妃的个案研究较多 ,宏观整

体研究则不多见 ,仅谢葆华借助仪式来研究皇后制度 ,视角新颖 、见解深刻[ 1]
(第 187页)。本文旨在通过

明代皇后的生存状态研究后权式微的原因及其影响。

一

明初皇后颇受重视 ,皇帝充分认识到治国与治家 、治外与治内的关系 , “帝王之政必始乎内 ,治平之

效必本于家”
[ 2]
(卷 8 洪熙元年三月丁丑),因而对母仪天下 、表正六宫的皇后礼让三分 。

明太祖严格防范外戚宫闱干政 ,“命工部制红牌 ,镌戒谕后妃之词 ,悬于宫中 。牌用铁 ,字饰以金 ,复

著令典。”马皇后坚持身为国母“子之安否 ,何可不问?”每遇到自己觉得不妥之事 ,总是从中斡旋 ,让雄猜

疑忌 、嗜杀残暴的太祖改变初衷 ,成功挽救了不少人[ 3](卷 113《后妃传一》)。

徐皇后在靖难之役燕京被围时 ,“激劝将校士民妻 ,皆授甲登陴拒守 ,城卒以全 。”当成祖登基后 ,她

作为贤内助积极辅佐丈夫事业 ,召见命妇 ,赐冠服钞币 ,劝她们成为贤内助 ,“朋友之言有从有违 ,夫妇之

言婉顺易入。”“尝采《女宪》 、《女诫》作《内训》二十篇 ,又类编古人嘉言善行 ,作《劝善书》 ,颁行天下。”[ 3]

(卷 113《后妃传一》)

张皇后更是危难关头定乾坤 ,在皇位平稳传承中功不可没。当仁宗为太子时屡为汉 、赵二王所间 ,

“至减太子宫膳 ,濒易者屡矣” ,“卒以后故得不废” 。“及立为后 ,中外政事莫不周知。”张皇后不仅在帮助

夫君巩固太子之位 、成功登上宝座上发挥重要作用 ,而且当仁宗 、宣宗英年早逝后 ,她先后辅佐幼子 、幼

孙顺利登基 ,历经四朝[ 3](卷 113《后妃传一》)。

明初三后的政治作为充分显示了她们的独尊 、优越地位 ,太祖 、成祖 、仁宗也肯接受她们的劝谏 ,纠

正决策中的失误 。马后 、徐后去世后 ,太祖 、成祖将她们的事迹言论编辑成册 , 《慈孝高皇后传》 、《女戒》、

《内训》 、《劝善书》被广泛传播 。

皇后作为皇帝的配偶 ,身分非同一般 ,影响重大 ,其废立与皇位继承人密切相关 ,历代统治者无不慎

重对待 ,但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却屡有“废后”之举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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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的活动空间和生存状态从明宣宗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孙贵妃在取代胡皇后之前就拥有金宝 ,

“贵妃有金宝自此始 ,直逼皇后矣!”[ 4](第 116 页)而胡皇后的无故被废标志着明代后权的衰微与皇后生

存环境的恶化。此后 ,汪皇后因反对废太子而被景帝毫不犹豫废掉 。吴皇后认为万妃恃宠而骄 、无礼 ,

摘其不法加杖 ,万妃心怀恨意 ,煽动宪宗废后 ,使之成为历史上唯一的“一月皇后” 。世宗第一任皇后陈

氏仅因吃醋生气 ,“上大怒 ,后以惊悸忽堕妊 ,既而崩” [ 5](卷 4);第二任皇后张氏为张太后求情冒犯世宗 ,

无故被废 。这些废后的遭遇诚如沈德符所言 ,“皆一时微眚 ,遂干天怒 ,真不幸也 !”[ 6](卷 3《废后加礼》)

那些没被废黜的皇后境遇也很悲惨:钱皇后在英宗被俘后“尽出中宫所有赀仗变之佐迎贺费” ,每夜

为帝祈福 ,“罢即卧地 ,因坏一股。复以久泣故伤一目” ,英宗大为感动 ,留下遗命与钱皇后同葬 ,周贵妃

仍“倚子贵”千方百计阻止钱皇后获得“太后”徽号 ,不许二人同葬[ 5]
(卷 2)。宪宗继后王氏委曲求全 , “尝

游西苑 ,妃车先后行;岁时朝见 ,不执妃礼 。昭德宫酝酿 ,每加于中宫” ,方换得一时平安[ 5](卷 3)。穆宗

宠爱李贵妃 ,令皇后离开坤宁宫移居他处。神宗移跸后惟郑贵妃日侍左右 ,“中宫不复得时奉晏闲” ,“京

师盛传中宫久病 ,侍卫不过数人 ,其膳修服御俱为主上裁减大半 。” [ 6](卷 3《今上笃厚中宫》)王皇后不与郑

贵妃计较 ,“性端谨 ,事孝定太后得其欢心” ,才保住皇后宝座[ 5]
(卷 5)。恭妃作为太子生母与囚徒无异 ,

一生都在悲苦孤寂中度过 。思宗生母孝纯皇太后“以细故失光宗意 ,被谴薨” [ 5](卷 5)。明代中后期皇后

大多不为皇帝喜爱 , “不御坤宁二十年 ,玉阶埋月井迷烟 。 ◆房自信无人到 ,间放猫儿自在眠”
[ 7]
(第 12

页)即是坤宁宫主人的皇后孤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皇帝不仅对皇后缺乏感情 ,还十分冷血残酷。方皇后在位数十年从无过失 ,并在“壬寅宫变”中救下

生命危在旦夕的世宗 ,但世宗为替曹妃报仇竟让她活活烧死 。熹宗根本不曾留意过妃子的死活 , “所用

之人为客魏摈斥即不复记忆问及” ,“退食便如成隔世” ,他的这种冷漠态度使客魏得以粗暴干涉宫闱内

务 ,时时“勒死 、棰死宫人 ,舁出太安门外” , “宫人往往有进御而得祸者” 。熹宗张皇后性格严正 ,曾在皇

帝面前指出客魏过失 ,客魏恨之入骨 ,在其怀孕后“尽逐宫人异己者 ,而以其私人承奉 ,竟损元子”[ 3](卷

114《后妃传二》)。即使明后期最有作为的崇祯皇帝也因宠妃田氏 ,将周皇后推倒在地 ,扬长而去 。

总的说来 ,中后期皇后地位大幅度下降 ,处境岌岌可危 ,那些宠妃爱妾仗着皇帝的宠幸有恃无恐 ,位

居皇后之下却时时处处超越皇后待遇 ,凌驾于皇后之上 。她们对皇后宝座的冲击挑衅 ,对皇后后妃的迫

害使得皇后生存状态呈不断恶化趋势。皇后没有皇帝的庇护 ,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只能听天由命 ,

忍辱偷生 。

二

皇后的失宠与宠妃的挑衅无疑是宫闱斗争激烈 、皇后生存状态恶化的重要原因 ,但除此之外还有更

深层次的原因。

(一)明代皇帝退回深宫 ,打破传统内外分工格局 ,使“后权”急剧萎缩

皇帝与皇后按照“男主外 、女主内”的传统进行分工 ,皇帝理应将大部分时间精力用于国家治理 ,宫

中事务则由皇后代为管理 ,“妃嫔之立 ,所以助皇后 、奉宗庙 ,理内治也。”因而明初三后在宫闱能够施展

教化 ,扶助夫君的帝王事业。但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不再热心政务 ,荒政现象十分突出 ,自成化至天启一

百六十七年间 ,除弘治间数年以外 ,其余皆帘远堂高 ,君门万里 ,上下否隔 ,朝政日非 。世宗和神宗更是

创下皇帝懒惰荒政之最。他们将注意力从政务转向个人享乐 ,终日隐居深宫 ,纵情声色 ,这种逆转从根

本上改变了皇帝与皇后的权力分配体系 ,皇帝天天呆在深宫发号施令 ,皇后在内廷行使权力的空间大幅

度萎缩。

皇后作为皇帝的正妻 ,如果得到他的宠幸 ,手中权力相对会有所保障 ,但明前期和中后期皇帝对皇

后的态度 、感情迥异 。皇后母仪天下的地位和作用使统治者在选妃立后时往往将品德性格排在容貌才

艺之前 ,容貌端洁 、德性纯美 、温良恭俭 、聪慧贤淑 、言动威仪 、咸合礼度等是中选者必备的品质 ,而那些

特别富有情趣 、迷人的女子则被视为祸水长期排斥在外。明初皇帝励精图治 、锐意进取 ,自然乐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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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内助”型的妃子 ,但中后期皇帝一味追求个人享受 ,对政务避之唯恐不及 ,对有益于治化的妃子自然

产生抗拒 、排斥心理 ,即使对方貌若天仙也无动于衷。武宗生性风流 ,四处拈花惹草 ,不择贵贱 ,连艺妓 、

寡妇 、孕妇 、山野村姑都不放过 ,却对宫中千里挑一 、万里挑一的美女毫无兴趣 , “日率小黄门为角斗踏踘

之戏 ,随所驻饮宿不返 ,其入中宫及东西两宫不过四五日” 。即使有中兴气象的崇祯皇帝也并不宠爱以

端庄贤淑著称的周皇后 ,反而对有点任性而多才多艺 ,善歌善舞的田贵妃很是着迷。皇帝对某一妃子的

偏爱恩宠 ,许以特权 ,实际上是变相倾夺 、削弱后权 。

(二)明代选妃制度导致后妃缺少家族和外廷支持 ,处于完全依附状态

明代选妃制度非常特殊 ,太祖在《皇明祖训》中明确规定凡天子及亲王后妃宫人等必须选择良家女

子 , “以礼聘娶 ,不拘处所 ,勿受大臣进送 ,恐有奸计 ,但是娼妓 ,不许狎近”。虽然太祖只强调“良家女子”

身分 ,并无勋戚贵族与寒门庶族之别 ,但在执行时往往倾向于选择那些家世不显 、属于中下层家庭的女

子。成祖为皇太孙选婚 ,中选的胡氏其父荣以长女故封为锦衣卫指挥 ,第二任皇后孙氏是永城县主簿的

女儿 。正如《明史·外戚恩泽候表》“前言”总结 , “自文皇后而外 ,率由儒族单门入俪宸极。后父初秩不

过指挥 ,候伯保傅以渐而进。”[ 3](卷 108)明代后妃绝大多数是寒门庶族出身 ,孝宗生母 、神宗生母 、光宗

生母 、熹宗生母更是地位卑微的宫女。

有明一代从未出现象两汉吕氏 、霍氏 、王氏 、窦氏 、梁氏 ,隋唐独孤氏 、长孙氏 、武氏家族那样在政治

舞台上影响或支配时局的外戚集团 。明代外戚势力过于孱弱 ,根本不可能通过宗族势力或动员朝臣结

盟来对抗皇帝的“废后” 、庶贱僭越嫡长等异常行为 。当命定储君出现继承危机时 ,当皇后面临无辜被废

的危险时 ,看不到任何外戚营救的身影 ,她们只能默默独自承受 。

再加上明代宫闱制度严内外之防 ,自后妃以下至嫔御女史“巨细衣食之费 ,金银币帛 、器用百物之

供 ,皆自尚宫取旨 ,牒内使监覆奏 ,移部臣取给焉。若尚宫不及奏 、内使监不复奏辄领于部者论死。或以

私书出外 ,罪亦如之 。宫嫔以下有疾 ,医者不得入宫 ,以证取药。”[ 3](卷 113《后妃传一》)皇后根本不可能与

外廷有任何联系 ,或在朝中培植支持自己的势力。明代后权的大小 ,皇帝对她们的喜恶 、尊重程度完全

取决于皇帝本人 ,没有外力可以维护她们的权利 ,皇帝具有绝对支配权 ,稍不称意 ,就有灭顶之灾。后妃

命运完全被皇帝掌控 ,这也是导致她们生存状态恶化的重要因素 。

(三)缺乏制度保障 ,后妃施展个人能力的空间萎缩

明代著名女政治家只有初期马皇后 、徐皇后 、孙皇后三人而已 ,并非此后一个半世纪一直未出现有

能力的后妃 ,而是她们根本没有施展个人才能的空间和舞台 ,只能无所作为 。

明初皇后的权力并非来自制度和法理的保证 ,而是建立在两个基点上:其一 ,太祖 、建文帝 、成祖的

皇后与嫔妃大多来自开国文武功臣贵戚之家 ,带有政治联盟性质 ,这种婚姻和家庭背景在客观上给后妃

一定的活动空间 。其二 ,三位皇后是丈夫追逐最高权力事业中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 ,在患难中结成深厚

情谊 ,深得丈夫尊重 、喜爱 ,又是皇位继承人的亲生母亲 ,其地位无人能及。马皇后 、徐皇后去世后 ,太祖

成祖都不肯立新皇后 ,正是对她们感情和地位的承认 。当此之时 ,不仅至尊皇后可以进言劝谏 ,其他妃

子也可发表意见 , “上(成祖)自仁孝崩后 ,在宫多任性 ,间或躁怒 ,宫人皆惴惴惧。妃(昭献王贵妃)特辗

转调护 ,徐俟意解。”
[ 5]
(卷 1)

明代制定国策时就竭力限制 、预防后妃与外戚干政 ,没有赋予后妃多大权力 ,皇帝对皇后的角色期

待仅停留在仪式与象征上 ,“后德之贤 ,母仪天下” 。可以说 ,明代后妃从最初就不曾获得任何体制上的

权利保障 ,明初三后情况特殊 ,不具有普遍意义 ,这使得后代皇后对政治的影响力阙无 。皇帝与皇后的

感情日趋淡薄 ,皇后在丈夫的事业和感情生活中同时淡出 ,对皇帝的影响力自然减少 。她们和太子生母

几乎丧失话语权 ,任何忤逆皇帝旨意的言行都会遭来残酷的惩罚 ,更不消说在政治舞台施展抱负 ,劝皇

帝改邪归正了。

三

明代皇后与后妃生存状态不断恶化 ,后权的式微对皇帝和储君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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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后难以自保 ,对皇帝的规劝 、约束效能完全丧失

明初三后不仅“摄六宫事” ,使后宫礼法森严 、井井有条 ,而且心系天下 ,对皇帝的失误随时规劝 ,引

导皇帝走上正途 ,尽心为国。例如马皇后“帝前殿决事 ,或震怒 ,后伺帝还宫 ,辄随事微谏 。虽帝性严 ,然

为缓刑戮者数矣 。”
[ 3]
(卷 113《后妃传一》)皇后对皇帝的规劝 、约束效能在明初三后身上得到充分发挥。

但中后期皇后在后宫拥有空间越来越小 ,皇帝个性越鲜明 ,随意性 、主观性越强 ,皇后所受限制就越

多。汪皇后反对景帝更换太子 、吴皇后打击万妃整肃宫闱 、张皇后帮张太后求情 ,她们的行为也正是正

直大臣认同的主张 ,不仅没有改变皇帝心意 ,反而惹祸上身 ,被打入冷宫 ,过着悲惨凄苦的生活 。这些惨

痛例子给继任皇后深刻教训 ,她们不敢出头 ,不敢任事 ,委曲求全 ,保命要紧 ,英宗 、宪宗 、武宗 、穆宗 、神

宗 、光宗 、熹宗在位期间问题频频 ,他们的皇后却几乎没有任何作为。

皇帝对后妃的打击使皇后对皇帝特有的规劝效能完全丧失 。当北京城被攻破时 , “帝泣语后曰`大

事去矣' ,后顿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 ,卒不听一语 ,至有今日。' ”
[ 4]
(第 122 页)思宗不肯虚心纳谏 、刚愎

自用的确是明亡国的一大因素 ,但周皇后真的无可指责 ? “烽火惊传事日非 ,南中家业尚堪依。如何欲

语还中止 ,终恐君王失事机” ,当时“周后闻寇渐棘 ,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 盖意在南迁也 。上问何

从知之 ,后不语” ,周皇后遇到事情都保持缄默 ,“后凡有所言 ,不欲尽 ,且不欲言外多类此”[ 8](第 128 页)。

倘若后妃真能犯颜直谏 ,或许皇帝不会越陷越深。后妃对皇帝违法乱纪完全丧失规劝能力 ,不敢纠正皇

帝的出轨 ,中后期皇帝纷纷沦为“问题皇帝” ,与后妃这种状态也有密切关系 。

(二)皇后和储君生母得不到皇帝恩宠 ,恶化储君生存环境

明代皇后大多没有诞育皇子 ,以嫡长子身分继位的只有宣 、武二帝 ,中后期皇储大多经历继承危机。

例如光宗生母王氏初为慈宁宫宫人 ,因神宗私幸而有身孕 ,皇帝对之讳莫如深 ,千方百计回绝大臣册立

的建议 ,逃避或者纠正这一既成事实。嘉靖 、万历年间长达十几年的册立之争可以看作最佳案例 ,这种

情况对储君心灵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

明初皇后处于绝对优势 ,这不仅使她免于嫔妃间的勾心斗角 ,而且可以凭借至尊地位 、皇帝宠爱来

保护亲生骨肉 ,使他们不必生活在战战兢兢 、危疑恐惧之中。但中后期皇后与储君生母势单力薄 ,自身

生存环境已十分恶劣 ,更别提帮儿子捍卫权力 。纪妃明知宪宗艰于子嗣 ,却慑于万贵妃淫威要溺死婴

儿 ,孝宗五岁方第一次见到父亲 ,由皇宫不得见光的“黑户”一跃成为地位显赫的皇太子 ,但生母也因之

丧命 ,在他被册立十多年 、天下归心的情况下仅因万贵妃“力劝上易储” ,就差点被废 ,在这种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孝宗性格柔弱 ,逆来顺受 ,也是情理之中。

其他继位人出现皇位继承危机的原因虽各不相同 ,但都有宠妃在一旁激化矛盾。如世宗迟迟不肯立

太子 ,朱载垕在疑惧万状 、朝夕危惧中度过十余年 ,与王贵妃 、严嵩父子密谋不无关系;朱常洛在长达 19年

的时间里得不到册立 ,全拜神宗与郑贵妃所赐;朱由校之所以沦为宫中“小劣童” ,既有郑贵妃的因素 ,也与

父亲忧心忡忡无暇顾及 、李选侍虚情假意任其自生自灭有关。在这些危机中 ,我们几乎看不到储君生母的

身影 ,无论是帮助儿子赢得皇帝的喜爱 、还是帮助儿子获得官员的支持 ,丝毫不见她们的影响力。光宗的

“难产”正是神宗对其生母卑贱出身的厌恶和对郑贵妃的专宠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在暗中保护他 、

部分给予支持的是正位中宫的王皇后 ,“光宗在东宫 ,危疑者数矣 ,调护倍至。”[ 4](第 127页)

储君一直生活在这种高度紧张 、疑惧不安的状态下 ,同时缺乏父爱和母爱 ,终日惶惶 ,他们内心的压

抑 、愤懑得不到宣泄 ,特别容易产生心理疾病 ,性格心理存在重大隐患或缺陷。仁宗 、宪宗 、穆宗 、神宗 、

光宗 、熹宗身为皇储时逆来顺受 ,委曲求全 ,一旦即位握有至高无上的皇权 ,立刻拼命放纵被长久压抑的

欲望 ,为所欲为 ,表现出思与言 、言与行的背离 ,过着荒淫放纵的生活 ,而这反过来又加速他们身体的摧

残 ,健康受损的皇帝更加厌倦政务 ,终日沉溺酒色 ,及时行乐 ,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他们这群心理畸形的

人在位期间对国家和社会毫无贡献可言 。

总的说来 ,明代皇后与后妃的生存状态呈不断恶化趋势 ,她们逐渐丧失对皇帝的规劝能力 ,也无力

保护储君的人身安全与太子爵位。她们在皇帝面前丧失话语权 ,一味忍让退缩 ,委曲求全 ,缺少作为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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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完全不发挥作用。当丈夫去世 ,儿子继位后 ,皇后荣膺太后宝座 ,昔日受压制的“后

权”随着“太后”身分的获得转变为一种新的权力“母权” ,皇帝可以对发妻颐指气使 ,甚至将之打入冷宫 ,

却不敢违逆太后意旨 。在“以孝治国”的传统社会 ,嗣君基于孝道 ,不得不接受“母权”的制约。因此明代

中后期的皇后较少利用“后权”有所作为 ,却依仗太后身分和“母权”在选立嗣君 、确保皇权平稳过渡 、皇

帝教育与婚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注　释:

①　宣宗 、景帝 、宪宗 、穆宗先后立过两个皇后 , 世宗更立三个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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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al State of Queens in Ming Dynasty &
Decline of Queens' Power

Zhao Xiuli

(School of Po litical Science & Law , Theree Go rges Univ ersity , Yichang 443002 , Hubei , China)

Abstract:The queens to ok part in the polit ics in the early o f the M ing Dynasty , but became

unimportant in the late.Their survival state had been deterio rating.The main reasons are the

suppression from the emperors that deprive the tit le of queens , the challenge f rom concubines belov ed

by the emperors.The underlying causes are the special sy stem of concubines election that make s

concubines completely dependent on the empero rs.The pow er of queen loses leg al sy stem and

empero rs spend most of their time in the cour t , as a result , queens' pow er are sharply declined.So the

queens lose the perfo rmance in pe rsuading empero rs , and the survival environment of crow n prince s

declined.

Key words:queens in the M ing Dynasty ;survival state;queens' pow er;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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