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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1.政:政令;门:部门。原意是政
令出自几个卿大夫的门下。

2.指中央领导软弱，国家权力
分散。政令由许多部门发出。指领
导无力，权力分散。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这句话
在民间流传已久。仔细揣摸，办任
何事情都要有为首领头的人。无
论一家有多少人口，都要有一人且
只能有一人全面主持家事。如果
100 个人乱当家，那这个家肯定是
过不好的。把这句话放大到治理
国家，实质上是对政治秩序的一种
理性态度。

历史上就有这样的反例：陈哀
公由于掌控能力不足，政出多门，秩
序失衡，内忧外患交织，导致国破家
亡。这样的问题被郑国子产在对陈
国的一次访问中发现，预言了其 10
年之内亡国的命运。

出处

典故出于《左传·襄公三十年》：
六月，郑子产如陈莅盟。归，复命。
告大夫曰：「陈，亡国也，不可与也。
聚禾粟，缮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抚
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
大夫敖，政多门，以介于大国，能无
亡乎？不过十年矣。」

本报与新郑市史志办联合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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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访问，子产体察政情知未来
□新郑市史志办主任 李磊

事件

公元前546年5月，在宋国大夫
向戌的奔走斡旋之下，相争多年的
晋楚两国止戈休兵，达成了和平协
议。为巩固会盟成果，隶属于晋楚
两大阵营的各诸侯国之间交相访
问。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前 543
年 6月，郑国大夫子产到相邻的陈
国进行访问，并缔结友好之盟。回
到郑国，子产向郑简公和听政子皮
等人复命，把自己所观察到的陈国
政情做了陈述。子产说：“陈国，恐
怕是要灭亡的国家，郑国不能与之
结好。他们积聚粮食，修理城郭，以
此为恃而不去安抚百姓。他们的国
君根基不固，公子留太过奢侈，太子
偃师过于卑微，执政大夫骄傲，政事
各行其是，谁也做不了主。在这种
情况下又处于大国之间，能够不灭
亡吗？估计陈国的国运不超过 10
年了。”陈国的政情被子产看得一清
二楚，对陈国命运的担忧随着时间
的推移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政出多门

在政治上被迫倒向楚国之后，陈
哀公又面临权臣的威胁。公元前 553
年（陈哀公十六年）秋，蔡国杀其大夫
公子燮，因为公子燮想让蔡国弃楚从
晋。公子燮之弟公子履出奔楚国。
邻国一有风吹草动，陈国的庆虎、庆

寅就坐不住了。二人害怕公子黄借
机夺其执政大权，就向楚人诬告说，
公子黄与蔡国司马是同谋。楚人以
此为由讨伐陈国，公子黄被迫出奔楚
国以自证清白。临行之际，在陈都大
声疾呼：“庆氏无道，求专陈国，暴蔑

其君，而去其亲，五年不灭，是无天
也。”前 550年春，陈哀公到楚国访问，
公子黄诉二庆于楚，楚人招庆氏不
至，庆氏随即叛陈。夏，楚人屈建从
陈侯围陈，与陈人里应外合，终于除
掉了庆虎、庆寅两个权臣。

面临权臣的威胁

欲说陈国事，先言陈哀公。陈哀
公，本名溺，陈成公之子，于公元前 568
年至前534年间在位，在位35年。

执政之初，陈哀公与楚国关系不睦，
倾向于与北方的晋国结好。公元前569
年春，陈成公午卒，楚人将伐郑，闻丧乃
止。陈人不听命。到了夏天，楚彭名侵
陈，以讨伐陈国之不服于楚。秋七月，葬
陈成公。冬，楚人指使近陈之小国顿国

离间陈国而侵伐之，陈人围顿。公元前
568年（陈哀公元年）秋，鲁、晋、宋、陈、
卫、郑、曹、莒、邾、滕、薛、齐、吴、鄫等国会
于戚。楚人讨陈叛。质问陈国，陈人回
复说：“由于令尹子辛侵害小国以满足他
个人欲望。”楚人乃杀子辛。楚子囊为令
尹。晋国范宣子忧将失陈。冬，诸侯戍
陈。楚子囊率师伐陈，诸侯会于城棣以
救陈。公元前566年（陈哀公三年）冬，

楚公子贞帅师围陈，晋人帅诸侯会于鄬
以救之。陈哀公赴会。楚兵压境，陈国
执政大夫庆虎、庆寅对楚人说：“我们派
国君的弟弟公子黄出使楚国，你们扣留
他为人质。”楚人从之。二庆于是派人
到会盟之地告知陈侯说：“楚人已经把
公子黄扣留了。君若不来，群臣不忍社
稷宗庙易主，恐怕会另有安排。”不得
已，陈哀公只好逃盟而归。

与楚不和，与晋结好

陈国又参加了楚国军团，与北边邻
国郑国发生了冲突。由于陈国得力于
楚，楚人有令，不得不从，只得跟随楚国
征战中原。前549年（陈哀公二十年）冬，
楚君率师伐郑以救齐，蔡侯、陈侯、许男

亲自带兵参与。楚军斗于郑国东门，次
于棘泽，诸侯还救郑。楚子自棘泽还。
为报被侵之仇，前548年六月，郑公孙舍
之、子产率师入陈，入陈都而还。冬，郑
公孙夏和子西率师又伐陈。兵临城下，

楚人远水不解近渴，陈人只得与郑国达
成和解。前547年秋，许灵公以死相逼请
楚伐郑，随后卒于楚。冬，楚、蔡、陈联军
又伐郑。公元前546年，晋楚达成弥兵之
盟，陈国从楚征战的日子才告一段落。

平定权臣之叛

陈哀公的家事纠纷在其执政后期
冒了出来，矛盾愈演愈烈，成为压倒骆
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陈哀公的元妃郑
姬生太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
公子胜。二妃最得哀公之意，公子留
因而受宠，哀公把他托付给自己的弟
弟公子招照顾。后来，哀公因病致残
不能料理政事。前534年三月十六日，
公子招杀死悼太子偃师，把公子留强
立为太子。哀公很生气，欲杀公子招，

反被公子招发兵包围，哀公自缢而
死。公子招立即派使节到楚国报丧，
并告知已立公子留为新君。公子胜到
楚国诉冤，楚灵王杀陈国使者。公子留
逃往郑国。为给楚国一个说法，公子招
诿罪于公子过而杀之。9月，楚公子弃
疾帅师奉事太孙吴（悼太子偃师之子）
包围陈国，宋国的戴恶领兵会合。冬十
月十七日，楚师灭陈，使穿封戌为陈县
公。楚人执陈公子招，放之于越，杀陈

孔奂。葬陈哀公。此时，距子产预言
陈国灭亡的时间9年零4个月。

陈国遭遇灭国之祸，诸侯大为震
惊。史赵在回答晋平公问询时说，陈
国还将会复兴。公元前 529年，陈、蔡
故臣联合楚人攻入楚都，楚灵王兵败
自杀。陈侯吴（悼太子偃师之子）归于
陈，陈国复国，又延续了51年国祚。公
元前 478年，陈湣公被楚惠王所杀，陈
国终亡于楚。

外患虽除，内忧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