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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太后臨朝聽政是好？是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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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兩千年的帝王歷史中，皇帝都是親臨金鑾殿處理政務大事的；在一些特殊情

況下，如君主年幼繼位或身體虛弱，君主的母后就會以太后的身份臨朝聽政，手握國

柄，執掌朝政，成為最高統治者。 自古以來，人們對太后臨朝聽政的評價多屬負面， 

那究竟太后臨朝聽政是否只會帶來負面影響？本文將探討一下。 

 

先談談對太后臨朝的負面評價。在「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下，政務自然由男

性處理，女性不應該干涉；女性掌權名不正、言不順，定必對國家政治造成負面影 

響。的確，大家熟悉的慈禧太后在臨朝聽政時獨攬大權，政績不彰，更導致國家衰 

落；然而，若重新審視歷史，我們並不難發現多位太后在臨朝聽政期間，亦為國家建

立不少政績，為政治及社會發展帶來正面影響。 

 

政治方面，不少曾臨朝聽政的太后都有著頗高的政治才幹，能在掌權時作出不少

政績。宋朝劉太后自小才華超群，通曉古今書史，熟知政事。她在真宗生前的安排 

下，在仁宗 11 歲繼位後開始聽政 11 年，並擁有「軍國大事權兼處理」，期間不但協

助年幼的仁宗處理政事，亦在政治上有所建樹，包括震懾遼國、創設諫院、澄清吏 

治 、興修水利、發行交子、完善科舉、興辦州學等，為未來的仁宗盛治立下穩固的根基。

司馬光曾於中評劉太后為「章獻明肅皇太后保護聖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奸，鎮撫中

外，於趙氏實有大功。」[1]，如此正面的評價可見她在臨朝聽政期間憑藉其政治才能

促進了宋朝發展。劉太后亦是一個善於審時度勢的人，根據歷史，她寵信的大臣丁謂

和其朋黨雷允恭在導致山築興建發生問題後，不但沒有包庇他們，反而分別以貶官和

死刑處罰他們，更積極地找她信任的官員商討改善朝廷的運作。真宗掌政時，朝中大

臣李迪因誤會劉太后想奪取國家控制權而被貶。但在劉氏執掌後，看準李迪的政治才

能定必有利統治，於是她主動邀請李迪回宮當官。上述事例呈現劉太后的聰敏和懂得

審時度勢的能力為朝廷運作帶來正面影響，亦為後來仁宗一朝營造了一個理想的政治

環境。 

 

此外，身為實際掌權者的劉太后沒有因此而自視過高，試圖獨攬大權，反而，她

命令輔臣留心教育小皇帝的問題，「設幄崇政殿之西廳，而日命近臣侍講讀」[2]，致

力培育仁宗的德行和政治才幹，以致他後來成為一代仁君，在位期間，經濟快速發 

展，並平定遼國對宋的威脅，可見劉太后臨朝聽政絕對對宋代國家發展帶來很多正面

影響。在劉太后去世後，仁宗曾言「太后臨朝，群臣邪正，朕皆默然識之」[3]，這句

指劉太后臨朝時教會仁宗分辨朝臣的邪正，令其執政時得以重用正直的大臣和盡快剷

除陰險的大臣，得以鞏固政權，可見劉太后臨朝對仁宗的重要性。由此看來，太后臨

朝聽政，絕對能為國家各方面發展作出重大的作為，儘管她們身為女性，但他們擁有

的政治才幹也可出類拔萃，甚至能協助皇帝作出對百姓、對國家正確的決定，對國家

政治發展功不可沒。 

 

社會方面，太后臨朝聽政可促使女性地位顯著上升，並受到肯定。 自古以來， 

中國女性的地位通常比男性低，但允許太后在皇帝年幼時合法地施政絕對是對女性的

一種肯定；而不少太后在掌政期間能作出一番作為，令大眾見識到她們高超的政治才

能與魄力。又如西漢呂后，司馬遷將她納入記錄帝王政事的《史記·呂太后本紀》，評

她為「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4]，而

前段所提的劉太后有著呂后及武后的政治本色，甚至比她們更出色，得到後世史家評

論為「有呂武之才，無呂武之惡」[5]。以上正面的評價正是對女性政治才能的明確肯

定。 



重新審視歷史，太后臨朝聽政整體上對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發展帶來不少正面影 響，

因此，我認為大眾普遍對太后臨朝聽政只有負面評價確是有欠公允，抹殺了她們的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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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 

[1] 司馬光：《上皇太后疏》 

[2] 脫脫等：《宋史》<后妃上，章獻明肅劉皇后傳>，頁  8615 ：中華書局，1985  年 

[3] 脫脫等：《宋史》<章得像傳>：中華書局，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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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找不到這一句的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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