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賓道：商周燕饗禮制中君臣關係新论 
 

提要：商周時期，燕饗禮更多圍繞著商周王權而舉行。諸侯、臣屬、戚屬、使者等權力

的高層人事是燕饗爲賓的主要的對象。王室佔據著禮儀舞臺的核心位置，一方面顯示王權具

有較高的壟斷地位。另一方面，君臣關係在燕饗禮中被主賓關係代替，頻繁地發生在政治、

軍事、宗教等禮典中，嚴敬的君臣禮被代之以主賓禮，可見王權也尚未完全定爲一尊。相對

于嚴敬的君臣之禮，賓主分庭抗禮，納行禮雙方於一個相對平等的模式中，臣下獲得了更多

的自由與尊重。春秋后，禮樂權力逐漸下移，行燕饗禮的權力也由天子轉移至諸侯而卿大夫

而士。特別是爭霸與統一戰爭需要大量的人才，尊賢重能決定勝敗。戰國後，燕饗禮走向衰

落，皇權專制加劇，“賓道”式君臣關係，逐漸淡出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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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在中國建立以來，“三綱五常”不僅是政治制度建設的指導思想，

也是社會思想觀念運作的核心內容。“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
①
君臣之間出令與行令職權分析的明白，顯示君臣地位的懸殊，與臣對君的絕對服從。但是

存在二千年之久君君臣臣式的君臣關係，是否就是歷史的唯一真相？
②
 

自商周開始，禮樂制度作爲政治、文化的核心內容，逐漸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從禮

樂制度角度重新檢視君臣關係，不失爲一個選擇。筆者曾撰文論到周代燕饗禮中“尊君”觀

念到戰國時期，有個增強的過程
③
，本文再結合傳世的禮典文獻與出土資料，考察“尊君”

觀念在秦漢達到頂峰之前，于燕饗禮主賓式的觥籌交錯，周旋揖讓之際，君臣關係體現出不

一樣的形式，即尊臣爲賓
④
。 

一、商周王室的饗臣以賓禮 

    《通典·嘉禮》載晉朝君臣討論策拜諸侯王有無奏樂事，尚書顧和說：“古之燕饗有樂

者，以暢賓主之歡耳。”
⑤
宋代學者王應麟也說：“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

然一于嚴敬，則情或不通，無以盡忠告之益，故制爲宴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於朝曰君臣

焉，于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⑥
以賓主關係代替君臣關係，在較輕鬆

禮儀中，通上下之情，盡忠告之益，這是燕饗禮重要功能。
⑦
商周時期以來，燕饗範圍內饗

臣爲賓，莫不體現出君臣之際，除了嚴敬之外尚存另一種關係模式。 

                                                        
注：本文係山東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項目“商周秦漢燕饗禮研究”（J15WA12）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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