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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法制视角下的德寿宫政治生态
李昊

浙大城市学院，浙江杭州，310015；

摘要：南宋时期，德寿宫成为政治生态与法制建设交织的重要象征。秦桧等重臣在此展现权力运作，其决策对南

宋法制产生深远影响。作为太上皇居所，德寿宫见证了南宋政治制度的演变，反映了皇权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平

衡与调整。这一制度不仅涉及政治与皇权安排，还融合了孝道与内部权力斗争，展现出南宋社会的多元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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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秦桧的权势与德寿宫的前身

绍兴十五年（1145 年），德寿宫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南宋宰相秦桧的居所。当时，秦桧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才

能和对国家事务的深刻理解，在朝中积累了巨大的影响

力，成为宋高宗赵构最为倚重的大臣之一。为了表彰秦

桧的贡献，绍兴十五年（1145）四月，宋高宗赐秦桧望

仙桥东地块作府邸
[1]
，允许他自行选择建造府邸的位置。

最终，秦桧选择了这片被认为蕴含“王气”的地方，建

立了自己的府邸。

1.1 秦桧的早期政治表现

秦桧的早期政治生涯展示了他非凡的行政能力和

外交智慧。在担任地方官员期间，秦桧表现出色，成功

处理了多起复杂的政务问题，并因此赢得了宋高宗的信

任。

特别是在一次地方叛乱事件中，秦桧通过巧妙的谈

判和军事部署，迅速平定了局势，展现了他出色的危机

处理能力。当时，南方某地发生了一场由不满朝廷赋税

政策的地方豪强领导的叛乱。面对这一紧急情况，秦桧

并未采取武力镇压的简单手段，而是深入调查事件的根

源，发现当地百姓因沉重的赋税负担而生活困苦。于是，

他一方面派遣使者前往安抚民众，承诺减免部分赋税；

另一方面，他亲自率军驻扎在叛乱区域附近，展示朝廷

的决心和力量。秦桧的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他不仅成

功说服了地方豪强停止叛乱，还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支持。

这种温和而有效的治理方式，使得他在朝中的声望大增。

秦桧的果断和智慧使他迅速获得了皇帝的信任，成为了

最得力的大臣之一。此后，他在处理各种政务时展现出

的高效和公正，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

1.2 权力中枢的形成

秦桧不仅掌握了政务决策大权，还能代皇帝处理重

要政务，使府邸一度成为南宋实际的权力中枢。据《续

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秦桧提拔了许多忠诚可靠的下属，

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权力体系。他的家族背景和门生故吏

网络帮助他在官场中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支持，使得他

在朝中的地位更加稳固。例如，秦桧的妻子王氏来自显

赫的家族，这为他在官场中提供了重要的社交和政治支

持。此外，秦桧精心培养了一大批忠实的门生故吏，这

些人遍布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

联盟。

1.3 法律改革与司法实践

秦桧通过对法律制度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成功

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也影响了南宋法律的发展方

向。他的决策往往基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权衡。

一方面，秦桧希望通过法律手段来实现国家长治久

安的目标。例如，秦桧颁布的《农田水利法》，鼓励农

民开垦荒地，修建水利工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

发展。这些政策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也增强了国

家的经济基础。

另一方面，秦桧还善于利用司法实践来强化自己的

权威，为自己的政治集团谋取利益。他经常亲自审理重

大案件，确保判决结果符合自己的意图。然而，秦桧的

一些举措也引发了争议，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岳飞案。

面对金国的强大军事压力，秦桧主张通过谈判解决

南北对峙的局面，为了确保“议和”的成功，秦桧需要

消除一切可能妨碍和平进程的因素，包括那些坚决主张

北伐的将领。岳飞作为主战派的代表人物，自然成为了

秦桧眼中的障碍。秦桧与岳飞之间的矛盾最终演变成了

激烈的权力博弈。秦桧利用其掌握的权力网络和司法系

统，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岳飞，导致这位忠勇的将

领被冤杀。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秦桧专断的权力风格，

也揭示了他在司法实践中的操控手段，忽视了法律应有

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岳飞之死削弱了南宋的军事实力，使得北方边境的

安全形势更加严峻。同时，这也揭示了南宋政治中权力

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秦桧通过铲除异己，进一步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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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了自己的权势，但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警示

人们要警惕个人权力对法律公正性的侵蚀。

2 南宋法制与太上皇制度的交织

秦桧去世之后，他的旧宅被宋高宗赵构收回，绍兴

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高宗改建原秦桧府邸，赐名

“德寿宫”
[2]
，宋高宗内禅，迁居德寿宫

[3]
。德寿宫不

仅标志着南宋特有的太上皇制度，同时也体现了南宋王

朝对于皇权延续和传统尊敬的态度。

2.1 历史沿革与前朝借鉴

太上皇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南宋首创，早在汉代

就已有类似的做法。然而，这一制度在不同朝代有着不

同的表现形式和发展特点。唐朝和明朝的太上皇制度为

南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唐朝的太上皇制度：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正式确

立太上皇制度的朝代之一。唐玄宗李隆基禅位给太子李

亨，自己成为太上皇，开创了唐代太上皇制度的先河。

这一时期的太上皇虽然名义上退居幕后，但仍保留了一

定的政治影响力。实际上,太上皇得到优待的情况并不

多见,皇帝一退位便被要求搬离原居处,脱离政治中心,

且多受新皇帝猜忌,行动较为受限
[4]
。

明朝的太上皇制度：明朝的太上皇制度主要体现在

明成祖朱棣禅位给仁宗朱高炽之后。朱棣虽然退位，但

在仁宗即位初期仍保持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力。仁宗去世

后，宣宗继位，朱棣再次以太上皇的身份出现，直到去

世。明朝的太上皇制度相对稳定，但也存在权力过渡不

彻底的问题，导致新旧皇帝之间的权力分配不够明确。

南宋的独特之处：相较于唐朝和明朝，南宋的太上

皇制度具有独特的特点。首先，南宋的太上皇制度更加

系统化和规范化。宋高宗赵构禅位给孝宗赵昚后，自己

成为太上皇，并且居住在德寿宫，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政

治中心。其次，南宋通过法律和礼仪规定了太上皇的地

位和作用，确保了权力交接的平稳进行。此外，南宋强

调孝道的重要性，将孝道融入到太上皇制度中，增强了

制度的合法性和社会认同感。

2.2 太上皇制度的复杂背景

太上皇制度是南宋时期特有的一种政治制度，允许

皇帝在世时将皇位禅让给太子或其他皇子，自己则退位

成为太上皇。高宗、孝宗等皇帝都曾在退位后担任太上

皇。该制度的历史背景复杂，涉及政治动荡、皇权与孝

道的平衡、制度的延续与完善以及内部权力斗争等多个

方面。

初步形成：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赵构

禅位给孝宗赵昚，自己成为太上皇，标志着南宋太上皇

制度的初步形成。宋高宗选择禅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为了应对金国的外部压力，二是出于维护统治稳定

的考虑。他希望通过禅位来缓解内部矛盾，实现政权的

平稳过渡。有关孝宗皇位继承问题,学者指出:“孝宗之

所以能继承大统,完全出于高宗的赐予。”
[5]

制度完善：随着孝宗即位后的治理逐渐稳定，南宋

太上皇制度也日趋完善。孝宗不仅尊重宋高宗的意见，

还在重大决策上征求其建议。德寿宫不仅是宋高宗的生

活场所，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中心。通过这种方式，

南宋实现了新旧皇帝之间的权力平衡，减少了潜在的政

治动荡。同时，孝道被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成为连接

不同世代皇帝之间的桥梁。这种做法不仅增强了皇权的

合法性，也为社会稳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机制。

成熟阶段：宁宗赵扩即位后，继续沿用了太上皇制

度，并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制度的稳定性。宁宗禅位给理

宗赵昀后，自己成为太上皇，居住在德寿宫，延续了这

一传统。南宋的太上皇制度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成熟阶段，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权力交接机制和文化传承体系。德寿

宫的存在不仅改变了南宋的政治格局，也对当时的法律

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南宋法制下，太上皇制度成为皇权制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面对金国的外部压力和内部政治斗争，皇帝选

择禅位成为太上皇，既是为了应对危机，也是出于维护

统治稳定的考虑
[4]
。太上皇制度的设计反映了南宋统治

者对于权力过渡和政权稳定的重视。通过这种方式，新

老皇帝之间的权力交接更加平滑，减少了潜在的政治动

荡。

这一制度不仅反映了南宋政治生态的特点，也为现

代社会的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通过对南宋

太上皇制度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政

治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2.3 孝道与法律的交融

南宋的太上皇制度以孝道为核心，强调了新旧皇帝

之间的亲情纽带和道德责任。先秦时期,孔子就提出“以

孝治天下”的设想,将本属于私领域的“孝”扩展至公

领域,期望成为治国育民的有效举措
[6]
。

根据儒家伦理，孝道不仅是个人对父母的尊敬和照

顾，更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原则。随着时代发展,儒

家“以孝治天下”的伦理纲常,在宋代社会的诸多方面

已经转化为非常具体的实践措施或颇具规范的制度化

行政原则
[7]
。

1）法律体系中的孝道体现：南宋的法律体系中明

确体现了孝道的重要性。《宋刑统》等法律文献明确规

定了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义务，并规定了违反孝道的行为

应受到严厉惩罚。这些法律规定不仅适用于普通百姓，

也适用于皇室成员。因此，太上皇制度下的孝道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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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道德规范，更是一种法律要求。

例如，在处理官员贪污案时，秦桧曾强调：“不忠

不孝者，国法不容。”这句话不仅表达了对官员忠诚和

孝顺的要求，也反映了孝道在法律实践中的重要地位。

南宋法律规定，官员若未能尽孝道，将被视为品行不端，

失去担任公职的资格。这种严格的法律规定确保了孝道

在社会各个层面的贯彻执行，进一步巩固了孝道作为国

家治理基础的地位。

2）德寿宫作为孝道与法律的交汇点：德寿宫不仅

是太上皇的居所，也是孝道与法律交融的具体体现。宋

高宗在德寿宫内继续参与国家大事，通过非正式渠道对

现行政策施加影响。德寿宫的存在改变了南宋的政治格

局，使得权力交接更加平滑，减少了潜在的政治动荡。

同时，德寿宫内的礼仪活动也反映了孝道在宫廷文化中

的重要地位。例如，每年的祭祖仪式、节庆庆典等活动

中，孝宗都会亲自陪同宋高宗，展示孝道的实际践行。

在太上皇制度下，新旧皇帝之间通过孝道实现权力

的平滑过渡，确保了法律连续性和政治稳定。可见在南

宋时期，孝道被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成为连接不同世

代皇帝之间的桥梁。这种做法不仅增强了皇权的合法性，

也为社会稳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机制。

孝道不仅是个人对父母的尊敬和照顾，更是维护社

会秩序的重要原则。南宋通过法律规定和宫廷实践，确

保了孝道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为现代社会的法治

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2.4 德寿宫的政治功能

退位后的宋高宗搬到了德寿宫居住，尽管他已经不

再是正式的皇帝，但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依旧不可忽视。

德寿宫成为了太上皇与朝廷大臣们讨论国家大事、处理

行政事务的关键地点，同时也是新旧政权顺利交接的重

要平台。因此，在南宋早期，德寿宫实际上扮演了第二

个政治核心的角色，辅助皇城共同支撑起国家治理。

尽管宋高宗在禅位后不再直接参与具体的法制决

策，但他从德寿宫发出的意见和指导依然深刻影响着南

宋的法律发展，在这里，前皇帝的意见和建议仍然对现

行政策有着重大影响。这表明即使在退位之后，前皇帝

的观点仍可通过非正式渠道对法律实践施加重大影响，

体现了南宋法律体系中传统权威与现行规则之间的微

妙平衡
[8]
。

3 德寿宫与南宋法制的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德寿宫与南宋法制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一方面，德寿宫曾为秦桧旧邸，见证了南宋宰相

秦桧的权势滔天；另一方面，作为太上皇居所，德寿宫

体现了南宋太上皇制度背后的法制系统。因此，德寿宫

不仅是南宋时期政治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南宋法制建

设的重要见证。

重建后的德寿宫及其遗址博物馆已成为南宋历史

文化的重要象征，承载着社会教育和科普的重任。德寿

宫作为历史遗产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保存了南宋时期的

建筑艺术和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了解那个时代政治生态和法制建设的独特视角。

通过对德寿宫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

代法律制度的特点和发展脉络，进而为现代社会的法治

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通过德寿宫这一历史遗迹，我们

不仅能感受到南宋时期政治文化的魅力，更能深刻体会

到法制建设对于一个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性。

4 结语

德寿宫不仅是南宋政治文化的缩影，更是太上皇制

度下皇权与法律互动的见证者。它彰显了南宋法律体系

中传统权威与现代治理理念的交融，同时也展现了孝道

作为一种法律和文化力量，在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权合法

性方面所起的作用。通过对德寿宫及其相关制度的研究，

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南宋时期的政治生态和法制建

设，为今天的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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