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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养子现象略论

拓天梅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

甘肃 兰州 7 3 0 0 7 0)

【摘 要】收养假子 的现象本来源于 中国传统的宗族继承思想
,

唐五代时期
,

不 少别有用心之人利 用这一特殊的亲缘关系

来笼络人心
、

扩大势力
,

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收养假子之风
。

这种养子 关 系大都是 因利而合
,

所 以会引起争权夺利 的争斗厮杀
,

但是也不乏舍身相救的 忠贞之士
。

这样的一种复杂的关 系不但影响着他们 自身的成败
,

而且对整个社会都产生 了一定的影

响
,

即加快 了改朝换代的进程
,

又 阻碍了新王朝实现大一统的步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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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时期
,

尤其是唐末五代时期
,

政治混乱
,

战乱频繁
,

社会动荡不安
,

各种势力此起彼伏
,

逐渐

不受朝廷管辖
,

反而拥兵自重
,

蓄意扩张势力
,

互相

讨伐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各个节度将领为了壮大自

己的势力
,

竞相收养各种勇猛善战
、

聪明机智
、

有一

技之长的军事人才
,

因此
,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收养

假子之风
。

出现这种情况是有根据可寻的
,

并不是

偶然出现
。

一
、

唐五代养子来源

虽然血缘关系是古代社会宗法制的主要标志
。

但是
,

据史书记载
,

古人收养的例子屡见不鲜
。

不

过
,

唐以前主要是 以收养同宗子女为主
。

例如
:

“

(张 )贺有一子早死
,

无子
。

子安世小子彭祖
” 「,〕p2 6 5,

(贺乃安世之兄 )
。 “

元常
,

广郡令常良女
,

适广汉便

敬宾
,

早亡
。

元常无子
,

养宾族子
” 「枷 , 39 。

诸葛亮以

兄子乔为嗣并立为嫡子
「枷 363

。

不过
,

也有许多人收

养异姓为养子
。

例如
:
汉末三国时期

,

曹腾养曹篙

为子饰
2

(曹操之父篙
,

本是夏侯氏之子
,

后来被宦官

曹腾收为养子
,

而改姓曹
,

曹操也从其父而姓曹
。

)
“

封本罗侯寇氏之子
,

长沙刘氏之甥也
。

先主至荆

州
,

以未有继嗣
,

养封为子
” 「枷 386

。

从 以上例子可以

看出
,

古人收养子女多半是因为无子或无生育能

力
,

所以就通过收养同宗或异姓子来弥补这一缺

憾
,

进而达到继承香火
、

传爵继产的 目的
。

而且
,

古

代君王大都以孝治天下
,

汉朝时期实行察举制
,

其

中有一项就是
“

举孝廉
” ,

而孟子也主张
“

老吾老
,

以

及人之老 ;幼吾幼
,

以及人之幼
,

天下可运于掌
” 日秘

,

同时又指出
: “

不孝有三
,

无后为大
”
饰

, 67 。

对于古人

来说
,

生儿育女
,

既是延续家族家庭血脉的需要
,

也

是老年生活的需要与支柱
。

如果有子女夭折或者

无生育能力者
,

唯有通过这一方式进行弥补
,

所以

收养假子这一现象 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
。

唐五代

收养成风
,

究其根源
,

更多的是来源于人们养儿防

老的天性与
“

不孝有三
,

无后为大
”

的古训
。

只不过

唐五代时期由于现实的需要
,

人们收养的企图与目

的都有所变化
,

与古人大有不同
。

有学者认为
,

唐代养子之风盛行
,

是来源于北

方胡族的落后习俗
。

但是据史书记载
,

北方少数民

族虽然有
“

父兄死
,

子弟妻其群母及嫂
” 「饰 ,

864 的恶习
,

但是
,

隋唐时期
,

突厥在确立其首领继承人的人选

上
“

常以可汉子及宗亲族为之
” 「狮

’ 79 。

汉代时
,

羌族

人就有了
“

杀首子以荡肠正世
” 「甲 020 的习俗

。

师古

曰 : “

荡
,

洗涤也
。

言妇初来所生之子或它姓
。 ”

这种

行为正是害怕继承者的血统不纯洁的表现
,

所以胡

族虽然
“

妻其群母及嫂
”

但是不会影响血统的延

续
。

所以五代时期的收养风的根源并非全部源于

北方少数民族的落后习俗
。

二
、

唐五代养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

《新五代史》中有语
“

开平
、

显德五十年间
,

天下

五代而实八姓
,

其三出于丐养
。

盖其大者取天下
,

其次立功名
、

位将相
、

岂非因时之隙
,

以利合而相资

者邪 ?
” 口护 8 5

既然是
“

以利和而相资
” ,

那么养父子之

间的关系就很微妙了
。

即便是亲父子兄弟也会因

为利益而互相残杀
,

众所周知的玄武门事变
,

太宗

为秦王时便战功赫赫
,

太子李建成怕太宗会威胁到

自己的帝位
,

于是便与齐王元吉
“

谋害太宗
,

六月四

日
,

太宗率长孙无忌
、

尉迟敬德
、

房玄龄
、

杜如晦
、

宇

文士及
、

高士廉
、

侯君集
、

程知节
、

秦叔宝
、

段志玄
、

屈突通
、

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
。

甲子
,

立为皇太

子
,

庶政皆断决
。 ” 「6n] 29

唐末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

被其子刘守光囚禁
,

守光自称留后
,

长子刘守文听

闻父亲被弟囚禁以后
,

便发兵讨之
,

被守光杀害
,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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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书 中所描 写 的
:

守光
“

以父兄 失 势
,

谓天所

助
” 「枷 1803

。

还有五代时期靖难军节度使杨崇本
“

为

其子彦鲁所就
” 口树 39 。

还有后梁太祖朱温被其子朱

友硅杀害
,

原文描写及其残忍
“

友硅仆夫冯廷愕刺

帝腹
,

刃出于背
” 「枷109

。

既然亲父子兄弟之间杀戮已

成常见
,

那么这一时期的养父子兄弟之间的争权夺

位
,

互相残杀背叛也在所难免
。

除了以上所说的杀

害养父兄夺位的事例外
,

还有
,

凤翔李茂贞因战失

利
,

惧怕昭宗
,

将曾经
“

矢及帝胃
”

的养子继鹏杀死
,

“

传首以谢
” 「9n] 54 邓 。

后唐明宗养子元行钦
,

元行钦本

是幽州刘守光的爱将
,

后与明宗交战失利被迫投

降
,

明宗养为己子
。

后来
, “

赵在礼反于魏
” ,

庄宗先

遣元行钦击之
,

未克
。

又遣明宗
,

明宗至魏
,

与赵在

宇L合
。

后庄总曾两次遣明宗子李从憬召回明宗
,

被

元行钦击杀
。

后明宗即位
,

执元行钦
。 “

骂曰
: `

我儿

何负于尔 !
’

行钦镇目直视 曰 : `

先帝何负于尔 !
’

乃

斩于洛阳市
,

市人皆为之流涕
。 ” 口砂

2

元行钦虽然击

杀养父之子
,

后又被养父所杀
,

但是其忠君勇气可

嘉
,

赢得了市人的同情与叹息
。

还有杨复恭养子守

立
,

昭宗
“

政事多访于宰臣
,

恶复恭… … 惧守立为

乱
,

乃谓复恭曰
: `

吾要卿家守立在左右
,

可进来
。 ’

乃赐姓李
,

名顺节
,

恩宠特异
,

势体权要
,

乃与复恭

争权
,

每中伤其阴事
。 ” 「6n] 4774 守立

“

权勇冠于六军
” ,

但

是
,

一旦具备条件之后
。

便于养父复恭争权夺利
,

而且还常常诬蔑复恭
,

可见养父子关系恶劣之时
,

轻则相互中伤斗争
,

重则可至杀身夺权之祸
。

但

是
,

并非所有的养父子关系都是如此紧张
。

也有视

养父如亲父
,

视养子如亲子
,

视养兄如亲兄弟的忠

烈之士
。

例如
:
杨复恭因被人诬告与守信谋乱

,

昭

宗遣兵拒之
,

复恭兵败
,

为华州兵败
, “

执送京师
,

皆

泉首于市
。 ”

后复恭假子颜博奔太原
,

收复恭骸骨
,

葬于介体县之抱腹山
「6n] 47 75 。

同为养子
,

守立可负之
,

颜博却以忠孝之心待之
。

后梁朱汉宾与
“

朱友谦俱

为太祖养子
,

而友谦年长
,

汉宾以兄事之
” 口树 96 。

另

外
,

隋末唐初
,

杜伏威起兵之时
,

屡为隋兵所败
,

养子

王诞雄所救
,

有一次伏威败逃
, “

隋军追至
,

雄诞辄还

御之
,

身被数枪
,

勇气弥厉
,

竟脱伏威
” 「6n] 22 69 。

由此看

来
,

这一时期养父子关系并非都是利尽而断的
。

三
、

唐五代养子现象的影响

从以上实例可 以看出这一时期养父子兄弟之

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

有的从忠而终
,

有

的却叛己投敌
,

有的相处融洽
,

有的却互相争权夺

利
、

互相残杀以至引起战争
,

因此
,

不但对他们 自身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

而且对整个社会也造成了不可

忽视的影响
。

(一 )对养父子自身的影响

这一时期养子的大量收养主要集中在隋末唐

初
、

唐末和五代时期
,

因为这三个时期都是政治动

荡
、

战乱不断的时期
,

所以这一时期军事将领
、

皇帝

官僚收养假子大都是为自己政治目的服务的
,

虽然

有少数是因为自身孤苦而被收养
、

或者为了传宗接

代而收养等等
,

例如
:
后梁的朱汉宾

,

他的父亲战

死
,

梁太祖
“

以其父死战
,

怜之
,

以为养子
” 口树96 。

但

多半都是因为
“

爱其才
、

爱其勇
、

爱其慧黯
”

才收养

之
,

通过这一手段将大量的优秀军事将领纳人 自己

旗下
,

为自己效力
,

作为 自己争夺政权的棋子
。

所

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于他们之间的成败是有着一

定影响的
。

例如
: 《新五代史》载

“

初
,

太祖起于云
、

朔之间
,

所得晓勇之士
,

多养以为子
,

而与英豪战

争
,

卒就霸业
,

诸养子之功为多
。

故尤宠爱之
,

衣服

宇L秩如嫡
。

诸养子摩下皆有精兵
,

恃功 自悠
。 ” 口如 , 50

还有李宝臣
, “

善骑射
” ,

也算是一位勇猛之士
,

他追

随安禄山背叛唐朝
,

一定程度上壮大了安禄山的反

叛力量
,

增加了朝廷平定安禄山的难度
,

延长了平

叛的时间
。

所以
,

这一时期的养父子关系有一定程

度上的不稳定性
,

勇猛的忠贞之士可成就养父的霸

业
,

而奸诈之士却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

(二 )社会影响

这一时期的收养现象政治色彩浓厚
,

给社会局

势造成了影响
。

《新五代史》的作者专门列《义儿传》
进行记载

,

对此现象的评价是
: “

呜呼 ! 世道衰
,

人

伦坏
,

而亲疏之理反其常
,

干戈起于骨肉
,

异类合

为父子
。

开平
、

显德五十年 间
,

天下五代而实八

姓
,

其三出于丐养
。

盖其大者取天 下
,

其次立功

名
、

位将相
,

岂非因时之隙
,

以利合而相资者邪 ?
” 口〕

哪
5 “

世道衰
,

人伦坏
” 、 “

干戈起于骨肉
,

异类合为父

子
” ,

从这些字眼可 以看出欧阳修对此现象深恶痛

绝
。

但是根据以上事例的分析
,

由于收养数量上

有着差异性
,

多则成百上千
,

少则数十人 ; 收养之

后养父子兄弟关系的复杂性
,

有的肝胆相照
,

有的

相互残杀
,

所以它的影响并不是单方面 的
,

而是具

有两面性的
。

首先
,

隋末场帝 昏晕残暴
,

大型工程不断
,

又

三征高丽
,

使得民不聊生
,

社会动荡不安
,

农民起

义此起彼伏
,

这时候像杜伏威
“

养壮士三十余人为

假子
”

6n[] 22 67 ,

高开道
“

亲兵数百人
,

皆勇敢士也
,

号为
`

义儿 ” ’ 「6n]
2
256

,

另外还有窦建德等人都积极蓄养勇敢

之士
、

养子或义儿
,

所养之士都尽心尽力为 自己的

义父效力
,

这不仅使各个起义势力不容易被剿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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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让隋朝遭受更多的威胁和打击
。

同样唐朝中

后期
,

惊天动地的安史之乱
,

使得唐朝从此衰落
,

安

史之乱之主角安禄山
“

养同罗
、

降奚
、

契丹曳落河八

千人为假子
” 「9n] 洲

,

可见安禄山已经将养子关系作夺

取政权积蓄力量的主要手段
,

最终迫使唐玄宗抛下

皇宫与大臣仓皇而逃
。

宦官杨复恭
“

养子六百人
,

监诸道军
” 「9〕p 5 89。 ,

李希烈
“

养子千余人
” 「6〕p 35 95 。

这些人

养子数量之多
,

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

所以
,

养子现

象加速了改朝换代
,

有利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与制

度
。

其次
,

与以上所说的恰恰相反
,

在唐朝建立之

初
,

因为收养勇猛之士
,

使得起义军各方面的势力

更加均衡牢固
,

不容易被攻破剿灭
。

在五代时期表现

更为明显
,

通过收养假子加强自己的势力这一手段更

加普遍
。

后梁朱温
、

后唐李克用
、

后周太祖郭威
、

赵王

王熔
、

蜀主王建
、

北平王王处直等都收养了不同数量

的假子
,

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

任何一位君主都难以决

速完成统一
,

使得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延续了整整五

十年之久
。

另外
,

这种并非亲属却最终像亲属一样想

享受各种继承权的养子现象
,

引起了不必要的杀戮与

战争
,

破坏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宗法制度与
“

君君
,

臣

臣
,

父父
,

子子
”

的伦理道德规范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l] 班固
.

汉书阿 ]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 9 7 9
.

z[] 华阳国志
.

蜀郡士女阿]
.

九家旧晋书辑本
.

齐鲁书社
.

转引于黄灿
.

试论秦汉的养子与赘婿叶齐鲁学刊
,

1 9 8 8 ( l)
: 7 2 一 75

3[] 陈寿
.

三 国志 [叫
.

北京
:
线装书局

,

2 0 0 6
.

#[] 孟柯
.

孟子阿]
.

太原
:
书海出版社

,

20 01
.

s[] 魏征
.

隋书阿]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 9 73
.

6[] 刘 响
.

旧唐书 [叫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 9 7 5
.

v[] 欧阳修
.

新五代史 [叫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 9 7 4
.

8[] 薛局正
.

旧五代史 [叫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 9 7 6
.

9[] 欧阳修
.

新唐书阿]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 9 9 1
.

S tu 即
o f T an g D y n a s t y an d F i v e D y n a s t y

, 5 A d o P t e d S o n P h e n o m e n o n

T U O T i a n 一m
e i

15 泊 o oj of H IS ot l〕 an d 乙u l浏uer,
八 d刊人

~
t八 d m Zaj nU j

~
尔 乙 a月

励
o u,

曲
n

加 刀0 0 ;0)

A b s t r a c t : T h e a d o p t i n g e h ild r e n p h e n o m e n o n o ir g i n a te d for m t h e t h o u g h t o f e h i n e s e tar di ti o n a l e l a n ,

i n t h e

T a n g a n d t h e F i v e D y n a s t ie s ,

p e o p l e w h o h a d u lt e r i o r m o t iv e s u s i n g t h i s s p e e i a l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t o w i n a n d e x p a n d

fo r e e s ,

t h e n fo mr
e d a h i t h e r to u n k n o w n g e n e ar l m o o d t h a t w a s a d o p t e h i ld er n

.

T h i s er l a t i o n w a s m o s t ly b a s e d o n

b e n e if t s , 5 0 i t e o u ld e a u s e if g h t i n g e a s i l y b e e a u s e o f p o w e r a n d b e n e if t s
.

B u t t h e r e w e er a l s o p e o p l e w h o w o u ld l i k e t o

s a e ir if e e fo r th e i r a d o p t iv e fa t h e r
.

T h i s e o m p l e x r e l a ti o n s h i p n o t o n ly h a d a n e
ffe

e t o n t h e i r s u e e e s s o r fa i l u r e ,

b u t

a l s o h a d a e e rt a i n in fl u e n e e o n * h e w h o l e s o e i e * y
, o n *h e o n e h a n d

,

i* e x p e d i* e d * h e p or e e s s o f d y n a s t y e h a n g i n g
, o n

*h e o *h e r h a n d
,

i * h i n d e r e d * h e p a e e o f * h e n e w d y n a s *y * 0 e o m p l e *e *h e u n iif e a * i o n o f *h e w h o le e o u n *r y
.

K e y W o r d s : a d o p t e d s o n : s o u r e e : er l a t i o n s h i p : i flrL
u e n e e

(责任编辑
:

董应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