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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兄弟关系初探
刘震寰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 英国 0044

【摘 要】：春秋时期，人伦衰败，乱象闹剧接连上演，其中就包括兄弟关系的崩坏。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本文旨在通

过文献分析对比等研究方法，了解春秋时期的兄弟关系，并进一步探析其背后的原因，以此供后人哀而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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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言

公元前 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启了周王室的衰落，

也拉开了春秋时期的大幕。那个时候，诸侯割据，征伐不断，

弱肉强食，礼崩乐坏，父子兄弟间的关系惨不忍睹。“世衰道

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

子惧，作《春秋》。”整个春秋时期，兄弟让位事件发生过

29 次，而兄弟争权夺位却高达 77 次，让人震惊。本文拟通

过《春秋》等一经三传的内容来探析春秋时期的兄弟关系及

背后的原因。

2 春秋时期兄弟关系

2.1 同室操戈

“郑伯克段于鄢”记载于《春秋》开篇，同时也是《春秋》

经文首见攻伐之事，可见事件的恶劣。对此，《左传》上记

录得非常详细。

该事件的主人公郑庄公和共叔段本是一对亲兄弟，却因

为他们的母亲武姜一味偏爱幼子共叔段，想要立他为太子，

后失败。庄公即位后，武姜再三为幼子谋权。最后庄公把京

这个地方赐给弟弟，所以共叔段又称为“京城大叔”。然而共

叔段并没有安分守己，却不顾礼制扩建京地，大臣祭仲劝谏

庄公及早处理，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后来共叔段得寸进尺，先后让西、北边城听他号令，逾越臣

道。公子吕进谏，庄公回答：“无庸，将自及。”在多次放任

之后，共叔段砺兵秣马，欲袭击庄公，而武姜甚至做起了他

的内应。庄公听闻后，知道时机已到，便派兵讨伐共叔段，

结局是“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

出奔共。”这件事发生十年后，庄公也曾伤感自责道：“寡人

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而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

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可见后来郑庄公还是有悔过之意。

对此《左传》评价道：“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

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

不言出奔，难之也。”《左传》认为共叔段未守好臣弟本分，

所以称“段”而非“弟”；郑庄公也未尽到兄长之责，并故意放

任共叔段，使其走上造反之路，所以称“郑伯”而非“兄”。共

叔段后来的行为犹如国君，所以郑庄公平定共叔段，要用打

赢敌国才使用的“克”字。最后，共叔段出逃却不说，则是因

为史官也不好下笔来写这件事。

此外，《公羊传》和《谷梁传》对此也各有解释。对于

“克”的使用，《公羊传》认为是为了强调庄公的恶行，即“母

欲立之，己杀之”，与其这样，倒不如一开始就不要给共叔段

权力。《谷梁传》则认为之所以不用“杀”而用“克”，是因为“见

段之有徒众也”，即共叔段是集结了兵马的。而为什么不称共

叔段为弟呢？《公羊传》认为他身为臣弟，却力求拥有类似

国君的权力。《谷梁传》认为共叔段被称为“段”，而非“公子

段”或“弟”，“贬之也”。原因在于“段失子弟之道矣”，他没有

做到身为公子或臣弟的本分。由此可见，无论是哪一本经传，

虽角度不同，但都不认可他们的行为。

2.2埙篪相和

春秋时期虽然有众多兄弟刀兵相见，但仍有一些兄友弟

恭的美谈。其中有一对兄弟，争相为对方赴死，为人所称道。

上文提到的州吁在被杀死之后，卫国拥立公子晋继位，

称为卫宣公。他荒淫无度，贪恋儿子急子（太子伋）未婚妻

宣姜的美色，将其据为己有。宣姜委身给卫宣公后，生下了

公子寿和公子朔。公子朔为夺取继承权，与母亲一起诬陷太

子伋，“宣公自以其夺太子妻也，心恶太子，欲废之。及闻其

恶，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齐而令盗遮界上杀之，与太子白旄，

而告界盗见持白旄者杀之。”公子寿知道后连忙找到兄长，“寿

子告之，使行。”但急子并没有听从弟弟的建议。“及行，饮

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

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于是，一夜之间，二人双双

殉难。兄弟二人为对方争相赴死，他们无法改变父母的想法，

唯有依从本心，去完成心中的情义和道义，这样的兄弟情谊，

感天动地，带给昏暗的春秋时期人性的光辉。

此外另一对宋国兄弟的事迹也令人感佩。目夷（字子鱼）

是宋桓公的庶长子，为人睿智沉稳；弟弟兹甫是嫡子，以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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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宽厚著称。公元前 652 年，“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目

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

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遂走而退。”兄弟俩

的互相谦让，让宋国上下深为感动。最终兹甫成为新一任宋

公，并任命兄长目夷为相。兄弟俩通力合作，同心同德，治

理国家，一时为人所赞扬。

3 兄弟相争之原因

虽然春秋时期有一些为人称道的兄弟情，但更多的还是

兄弟反目。原因有二：上失其道和父母失教。

3.1 上失其道

历史上西周的灭亡即源自于兄弟争权。宜臼本是周幽王

的太子，后幽王为讨美人褒姒欢心，废掉宜臼，改封褒姒之

子为太子，宜臼逃奔申国。宜臼不甘心失去继位权，以西周

王室财物为条件，联合犬戎攻打西周以废除太子伯服。周幽

王去世后，宜臼在申国被拥立为周天子，即周平王。而诸侯

认为周平王有弑父之嫌，故多数诸侯都不再听从天子，周朝

国势一落千丈。

由此可知，开启春秋时期的周平王，即是以尽失伦理的

不堪手段取得王位。所谓上行下效，作为属下的诸侯，自然

就有了不好的榜样，认为胜者为王，这进一步加速了礼崩乐

坏。《大学》讲：“《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

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

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可见春秋时

期兄弟争国频发，与周天子没有敦伦尽分、以身作则有很大

关系。

3.2 父母失教

此处“父母失教”有两层含义：一，父母自身失教；二，

父母没有尽到教育子女的义务。

夫妇关系是五伦中最核心的关系。何休云:“《春秋》正

夫妇之始也，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和，君臣和则天

下治。故夫妇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春秋时期，男女关

系混乱。以卫宣公为例，他不仅和父亲的宠妃乱搞男女关系，

而且还把准儿媳宣姜霸占了过来，好色忘义，罔顾人伦。而

宣姜为幼子上位，酿成了二子争死的人间悲剧。在这个事件

里，宣公、宣姜自身德行的缺失，尤其宣公践踏人伦的行为，

注定给后代做了极糟糕的样板。

从教育子女的角度看，宣姜作为母亲，不仅未对有夺嫡

之心的幼子加以管教，反而一味帮助他去陷害兄长，合伙做

出违背人伦的事情，致使惨剧发生。再如“郑伯克段于鄢”事

件，倘若武姜可以平等对待两个儿子，教导他们兄友弟恭，

在发现幼子图谋不轨时加以斧正，而非一味地去助纣为虐，

相信就不会有后面的悲剧。

5 结 语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父母具在，兄弟无故，一乐也。”

父母兄弟是我们的血脉至亲。上古有舜帝，纵家人有千般不

是，依旧真心对待；殷末有叔齐伯夷，求仁得仁，兄友弟恭；

又有文王伯父，三让王位，举国兴让。“有子曰：其为人也孝

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孝道和

悌道是为人的根本，只有真正做到入孝出悌，才能去治国平

天下。

当今社会，独生子女成群，自我意识强烈，更有因父母

生二胎而离家出走者，实属悲哀。古镜今鉴，后人复哀。期

望当今父母，不论地位，以史为鉴，涵养自身品德，培养孝

悌儿孙，人和家事平，家和举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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