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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俗简礼”政策是姜太公为齐国定下的开国之策，通过该政策的实施，齐国统治者迅速在分封地得到

了富有成效的治理，使得齐国的实力在夷风浓厚之地迅速壮大，也为春秋时期，齐国争夺霸权准备了条

件。但周王室东迁之后，齐国在外交上显现出了一系列“因俗简礼”政策所造成的弊端，尤其是春秋前

期，齐国在外交上的不懂礼数，为齐国在他国的印象中蒙上了一层不值得信任的灰尘，这也为齐国以后

的发展增添了阻碍，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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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licy of “respect custom and simplify etiquette” was set by Jiang Taigong for the found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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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e of Qi.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olicy, the rulers of the state of Qi quickly ma-
naged effectively in the place with a strong culture of barbarians land, which made the strength of 
the state of Qi grow rapidly in the land with strong winds, and also prepared conditions for the 
state of Qi to compete for hegemony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However, after the royal 
family of Zhou moved to the east, Qi showed a series of disadvantages caused by the policy of “re-
spect custom and simplify etiquette” in diplomacy. Especially in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
riod, Qi’s lack of etiquette in diplomacy covered Qi with a layer of untrustworthy dust in the im-
pression of other countries, which also added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Qi in the future and 
had a negative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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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齐国是春秋时期一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在诸侯国中一直有着较为强大的号召力，是周王室所谓的

“伯舅之国”，地位一直很崇高，更是被周公授予“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

实得征之 [1]”的权力和责任，是周王室维系周礼体制权威的重要参与者，然而其在与其他诸侯国的交往

中，却显得总是蛮横无礼，与邻国鲁国相比，没有半点“周礼模范国”的样子，处理起事来也是与周礼

体系格格不入，引得其他诸侯国忌惮。同时周王室分封的重要诸侯国，其他诸侯国在春秋前期大致会遵

循周朝礼仪进行交往，而为何齐国在外交上会如此这般，笔者认为这是源于的齐国立国政策——“因俗

简礼”政策所导致的。 

2. 因俗简礼政策的涵义与其发生的缘由 

2.1. 政策的涵义 

因俗简礼政策是西周时期齐国分封立国的开国之策，是齐国统治阶级一切治理政策的起始点，史载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太公

亦封于齐，五月而报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之礼，从而为俗也’” [1]。由此可见，

因俗简礼政策，是姜太公本人就国后，对齐国开国所亲自定下的一个政治基调，那就是尊重当地的风俗

习惯，对于周王朝统治阶级所要推广的繁琐的周礼，尽量简化，甚至就礼本身甚至可以调整，使能与当

地的民风习俗相贴合，既不引起大的社会矛盾，又能借助修改后的礼仪制度引导当地民众逐渐走向周王

朝的统治框架下，既赢得民心，又完成了推行周礼的政治任务，使得当地民众一心向齐，姜太公从一开

始就为齐国奠定了日后称为大国的政治基础，难怪乎周公要感叹；“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也！夫政

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2]”而姜太公为何要在齐地推行因俗简礼政策，而为何不

像邻国鲁国那样“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除之” [2]？ 

2.2. 政策发生的缘由 

从当时来看，齐国所处的地域并不是一个好地方，此处民风剽悍，是东夷集中的地方，有着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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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力，史载；“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

大国之风也” [3]。而周王朝起初分给齐国的地域，就是东夷蒲姑氏居住的地方，而姜太公就国的时候，

还曾经发生莱人过来与他争夺营丘的事件，司马迁就对此指出：“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

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 [1]”姜太公等人来到齐国，面对的是一种很混乱的局面，一方面周王朝虽

然已经武力征服了此处的东夷势力，但另一方面，东夷势力可能只是暂时的臣服，自己的治理的政策万

一不小心激化矛盾，仍有可能让他们再度反叛，而当地的夷人可能本身就有自己的礼制，如果此时强行

废除他们的礼制，强硬推广周礼，不但不会让他们顺从，还会重新招来夷人的战争，使得双方的利益都

受损，也不利于周王朝的疆域稳定，所以齐国统治者当时最好的方法就是“因俗简礼”，即允许当地居

民保留其传统习惯，不以征服者的面目凌驾于本地居民之上，容忍甚至顺从当地习俗，实行了一种周礼

与夷礼共存的礼仪制度，甚至齐国到后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以周礼为基础吸收了夷礼的齐礼 [4]。其次，

姜太公就国之后，面临是一种人才极度缺乏的局面，而治国要靠什么，是智力的支持，这就离不开人才

的需求。齐国不像鲁国，鲁国因为是周王室同姓诸侯国，又加上周公在周王室的支持，不管是物力、人

力都是不会缺的，所以在人才这一方面自然是不用太多困难的，而姜太公作为异姓诸侯，从周王室分封

他到齐地这块夷人集中，不好治理的地方来看，还是对他有所芥蒂和提防的，所以他必须得靠自己的力

量来招揽人才，治理国家，所以鲁国在推行“尊尊亲亲”作为立国政策的同时，姜子牙却必须推行“尊

贤上功”的治国方针，从殷商旧臣中和当地夷人部落中选拔人才，而这恰恰是“因俗简礼”政策产生的

重要原因，周礼重视名分，尊崇门第地位，非亲非贵，就会拒之千里之外，不利于齐国现实情况下人才

的选用，而“因俗简礼”政策让姜齐统治者可以灵活变通，选拔适合治国的真正人才。因此因俗简礼政

策给了齐国治理者很大的灵活操作空间，使得齐国虽处东海之滨，但能够因俗而治，亲民而治，很大程

度上拉近了与当地部族百姓的关系，迅速站稳了脚跟，稳固了政局。因俗简礼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也为

以后齐国能够出兵协助周王室平定管蔡之乱，获得征五候九伯的权力积累了实力。 
因俗简礼政策在春秋时期一直在齐国所沿袭，从后面管仲改革就可看出，“通货积材，富国强兵，

与俗同好恶”，“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5]。因此齐国在作出决策

一般都不会拘泥于周礼的不合时宜的迂腐条规，常常善于从现实出发，因此周礼也在齐国的传承一代一

代的衰弱，也可以说从一开始，齐国立国就把周礼只是当做一个门面和工具，更偏重于混杂夷风特色的

齐式“周礼”，而这种特色虽然使得齐国一定程度上在春秋混乱的局面上超越其他一些遵循周礼制度的

国家，但是在当时那种把周礼当做“国际”共识的时代下，齐国在对外交往中也秉承“因俗简礼”的外

交特色，重现实，轻道义，这不免给其他信奉周礼的国家造成了不好的印象，甚至对齐国这个国家产生

了间隙和不信任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为以后齐国的国际话语权蒙上了一层灰尘。 

3. 因俗简礼政策在春秋前期齐国外交上的运用及其消极作用 

目前学界的一些观点，认为齐国在前中期是遵循周礼，推行周礼，维护周礼的强大支持者和帮手，

有所谓“维护周礼以尊王威” [6]的功绩，其实不尽然，齐国不管是从一开始立国发展还是后来的参与争

霸，口号虽喊着“护周礼、尊周王，攘蛮夷”，其实一直是有着轻周礼、重现实，好实利的夷风特色，

虽打着维护周礼的大旗，也只不过是为争夺霸权而所做一种道德粉饰而已。从齐国春秋时期发生的一些

外交事例，就可以看出，齐国是如何轻蔑周礼，把“因俗简礼”政策造成的消极影响展示出来的。 

3.1. 齐僖公、齐襄公时期的外交事例探究 

东周王室建立以来，日益衰弱，“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7]，春秋初期齐国的庄、僖、襄三代就出现

了小霸的局面，而这种小霸的出现恰恰是齐国利用所谓维护周王室礼制的名义四处征伐得来的。如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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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僖公曾与郑国鲁国结盟，以军事手段去征伐宋、卫、许国等不朝觐周天子不奉王命的诸侯国，被学者

认为春秋初期的齐僖公都是遵循礼制去经邦治国的 [8]。但是在笔者看来，此时的齐国统治者只是觉得周

王室此时还有一定的号召力，所以才打着遵循礼制，维护周王室的名义来征伐他国，借机壮大国家威望

和实力，而没有真正打算去遵循和维护所谓的周礼体系，毕竟繻葛之战后，周王室威严大失，齐国齐僖

公转头就和郑国、卫国讨伐了归附周王室的盟、向二邑，逼迫周王室将此处两处的人民迁往了颊地，而

齐国作为周王室的甥舅之国，又是周王的臣子，这种做法在当时为诸国有恃无恐的轻薄周礼、贬低周王

室的浪潮开端中添油加火，也让其他本可以信任齐国的国家看到了齐国前一阵还在道貌岸然的四处征伐

维护礼制，这一阵却由轻狂地在打击周王室的反复无常的虚伪模样，在对齐国交往中多了一层戒备之心。 
而到齐襄公时期，齐国在外交上目中无礼的行为更加严重，鲁国的桓公来齐国与襄公会面，齐襄公

竟然在此期间与自己的妹妹也就是鲁桓公的夫人文姜私通，事情暴露后居然让力士彭生将其杀死。这是

一场影响恶劣的外交事件，一个周王室的同姓诸侯国，而且是来自周礼氛围最浓厚的鲁国的国君，因为

谴责自己的夫人与兄长淫乱就被齐国仗着势力强而公然杀死，而兄妹私通本就严重违背礼节，况且鲁桓

公自己本身是遵循外交礼节来与齐国重修旧好的，居然因为对方违背礼节的错误而横死在了齐国，而观

鲁国臣子最后无可奈何的话“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恶于诸侯 [9]”
恰恰反映了齐国极其无礼的行为。而在鲁桓公迎娶文姜时，其父齐釐公居然亲自送文姜到讙，这其实严

重违背礼节的，因为当时礼节规定“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

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侯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 [10]”
宋代学者对此评价：“公既使子翬逆女，齐候送姜氏来也，又自往会，非礼可知也。 [11]”所以这一行为

在当时就被君子所耻笑，让齐国不知礼的形象在周朝各邦国内传为笑谈，而现在又在齐国发生鲁君惨死

的事件，让齐国本身不尊外交礼法，以“势力”进行压迫外交的恶劣行为被他国所惶恐，尤其被齐国的

邻国有所忌惮，树立一个目无周礼，恃强凌弱的形象。 
在鲁桓公惨死的同年，齐襄公还在首止盟会杀害了郑国君主子亹，表面原因是逼迫郑国解决内政，

而实际上的原因竟然是子亹年轻时与齐襄公发生过争斗，而子亹没有在这次盟会上就年轻时候的争斗向

他道歉便遭杀害。这种利用私人恩怨公然在盟会上杀害一国君主的行为便印证了齐国心中没有所谓的礼，

所谓的礼只不过是争夺权势的工具。而与此同时，齐国又发兵攻灭纪国，导致“纪候不能下齐，以与纪

季”，“纪候大去齐国，违齐难也” [12]。《榖梁传》对此事件表明态度：“纪候贤而齐候灭之，而言大

去其国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13]”而纪国在鲁桓公九年时已经将女儿纪姜嫁给周桓王，成为王后。天

下诸国，归于天子，作为天子的王后，其母国的地位自然变得重要，但是齐国却无视这层关系，公然吞

并纪国，也是摆明了认为周王室拿齐国没有办法。所谓“诸侯相厉以礼，则外不相侵，内不相陵。”“尽

之于礼，则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 [14]的格局在此刻荡然无存。 

3.2. 齐桓公时期的外交事例探究 

等到齐桓公时期，因为建国之初推行的因俗简礼政策，使得齐国内在礼制的走向越发无礼，对礼的

淡漠使得齐桓公表面号召维护礼制背后却借用周王室之名四处违礼，军事干涉他国，迫使他国臣服齐国，

壮大自己的声势，所谓“故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莫之感背，就

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 [15]”齐桓公打着所谓“尊王攘夷”的旗号，逐渐成为春秋首霸，而一个“霸主”

之名，恰恰反映了齐国不尊周王室，只倾向用武力压迫他国的本质。齐鲁柯地会盟时，曹沫被迫以匕首

劫持齐桓公才让他答应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而后桓公居然又想悔弃诺言，管仲劝他：“夫劫许之而倍

杀之，愈一小块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 [1]”齐桓公才将侵犯鲁国的土地归还给鲁国。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齐国借势力无视他国利益，无礼侵犯他国土地的行为竟然逼得鲁国的臣子出此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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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想反悔，不想归还无礼侵犯的土地，可见齐国的骄横无礼。而且当时遂国是鲁国的附庸，没有听

从齐国号召参与会盟，竟然被齐国派兵消灭并占领，可见齐国的威势如此嚣张，对此有后世学者评价道

“此齐之始霸，先记其灭谭、灭遂，便见其肆意侵略，无方伯之度而必疏”，“以恩怨侵凌小国，最无

霸者之量。” [16] 
而在葵丘之盟时，周王派周公宰孔来赐予齐桓公武胙、彤弓等，传达王命：“以伯舅耋老，加劳，

赐一级，无下拜！ [17]”而齐桓公就欲许之，被管仲劝谏不可这样做，齐桓公才假模假样的说：“天威不

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 [17]”于是下阶叩拜

了王命，登阶接受了周王的赐品。一个齐王，竟然不如自己的臣子懂得礼数，可见齐国对周礼已经不当

一回事。同时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 [18]”虽然被管仲以不

合时宜，会导致国运衰弱劝阻。但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

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 [19]”这说明只有周天子有祭祀泰山的礼仪资格，同时《左传·隐公八

年》记载：“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 [20]”这为的是与鲁国交换土地，但也说明此前周天子是经

常祭祀泰山的。而齐桓公妄图泰山封禅，妄图僭越周王地位的行为，给诸侯国提供了极其坏的示范，成

为周礼体系崩坏的推手。后人皆以孔子的评价“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21]”这句话推崇齐

桓公，却不知这句话背后包含了孔子对于努力维护周礼的无奈之情，宋代朱熹对此一语道破：“二公皆

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虽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义执言，不由诡道，犹为

彼善于此。 [22]”此处点出了桓公维护周礼本质上也是假仁假义，为争夺霸权而已。所以后人所说的齐桓

公维护周礼，也只不过一个政治野心之人的政治套路罢了。 
齐桓公之后齐孝公以霸主自居，违背以前齐桓公定下的盟约，会师伐鲁，鲁僖公派大臣展喜来说服

齐君：“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

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

恐。 [23]”由此看出齐国的外交不能够一以贯之，反反复复，对待他国，在外交上不遵循礼节，喜欢用军

事实力来征服他国，反而鲁国等知礼的国家在外交方面做的符合外交上的礼节，使得齐国在情理上吃亏，

失去了所谓“伯舅之国”的颜面。 

4. 对因俗简礼政策对齐国外交政策消极影响的总评价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齐国从最开始的“因俗简礼”的立国政策，便奠定了齐国在春秋初期的外交

特色。齐国从一开始就重视事功，倡导“尊贤尚功”，没有太重视周礼在齐国的发扬传承，对于外交礼

仪的理解更是非常的浅显，加之当地的夷风影响，齐国的外交更加强调的国家实力的重要性，不太重视

外交礼仪的建设，而在齐国逐渐走向争霸的过程中，可以看到齐国更加喜欢利用所谓的礼来给自己装点

门面，而不愿意去真正地贯彻礼的本义，其主要意图是占领邻国资源 [24]。所以在齐国对外交往的历史中，

看到的更多是因为利益威迫他国，迫使他国向自身臣服，甚至会公然杀害他国君主，在外交层面总是制

造不平等，其行为的粗暴无礼让齐国在春秋诸国的印象中，充满了忌惮和不信任，对于齐国外交无礼的

行为更是选择避让。因而齐国在春秋初期，甚至整个春秋和战国时期，在其他国家心中，都有着一个“小

人”的形象，为齐国在道义上号召诸国增添了一堵无形的墙，这也是为什么齐桓公去世之后，齐国霸权

迅速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强权的力量总会因为道德上的不完善而逐步衰弱，更何况在那个周礼仍

有一定影响力的时代。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25]”可见在后来的孔子的心中，齐国

的政治、教育甚至外交，还是有必须改进的空间，起码跟“周礼模范国”鲁国差的很远。 
所以，因俗简礼政策一方面在政治上虽然为齐国奠定了国力强盛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也为齐国在外

交上的肆意而为，不得体带来了非常大的消极影响。因俗简礼政策在立国之初就给齐国的内政外交增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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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但是这种政策的运用需要有很高的智慧，对于姜尚这类大政治家可谓是掌控自

如，但是对于后代脱离如开国元勋经历的那般的社会政治实践的君主来说，便容易走向歧路，难以操控。

到了桓公时期，齐国国力虽然达到顶峰，迫使其他诸侯国服从于它，但是桓公一死，齐国便陷入五公子

争立的内乱，轮番登位，礼法混乱，国力大减，其他诸侯国也不再尊崇于它，国际形象也一落千丈。这

既是桓公在位时候不尊礼法、横行霸道的恶果，也是太公之后历代君主坚守“因俗简礼”政策，漠视国

内周礼体系建设的后果，所谓：“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冯君子，是以上下无礼，乱虐并

生，由争善也，谓之昏德。国家之敝，恒必由之。 [26]”便是切合齐国这种下场，而且孟子有言：“君子

之泽，五世而斩。 [27]”桓公霸业却连二世也没有撑过去，到了鲁僖公十九年，陈穆公虽然纠合几个诸侯

在齐国结盟，修桓公之好，其目的也只是想利用齐桓公的余威震慑宋国而已，但那时的宋襄公早已想做

下一个横向霸道的“齐桓公”，对此次结盟并不在意，齐国的利用价值便也就没了，此后其他诸侯国再

也没再尊崇过齐国，反而更加提防，即使后世的齐灵公、齐景公想“复霸”，也难得到其他诸侯国信服

而失败，晏子之言便是证明，“夫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君无厚德善政以

被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亲邻国之道也” [28]。可见“因俗简礼”政策在外交上不按

礼法对待邻国之道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多么恶劣，这是值得反思和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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