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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德量力

郑庄公相时而动的明智之举

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
许东偏，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
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
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其敢以许自
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
使，糊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
乎？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
吾将使获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没于
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
公复奉其社稷。唯我郑国之有请谒
焉，如旧昏媾，其能降以相从也。无
滋他族，实逼处此，以与我郑国争此
土也。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
能禋祀许乎？寡人之使吾子处此，
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

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曰：“凡
而器用财贿，无置于许。我死，乃亟
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
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
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
与许争乎？”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
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
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
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说的是公元前712年，由于许国

不向周天子交纳贡品，齐、鲁、郑三国
奉命联合讨伐许国，郑国军队率先攻
破许都城池，许国国君许庄公逃亡
到卫国，齐鲁郑三国取得胜利。胜利
之后自然是论功行赏，在出榜安民之
后，齐鲁郑三国商议如何处置许国的
问题。齐僖公提出把许国让给鲁隐
公，考虑到鲁国与许国相距遥远，纳
入鲁国版图后成为一块飞地，在管理
上力不从心，鲁隐公推辞说：“周天子
说许国不交纳贡品，所以寡人才跟随
君王讨伐它。许国既然已经认罪了，
虽然君王有这样的好意，我也不敢参
与这件事。”齐国鲁国都不要许国，于
是就把许国领土送给了郑国。眼看
着齐鲁两国把一块烫手的山芋推给
郑国，郑庄公没有办法击鼓传花。尽
管说划许入郑对郑国来讲占天时、得
地利，可以开疆扩土，但郑庄公权衡
利弊得失，认为郑国不宜接管许国，
而是由许国大夫百里尊奉许庄公之
弟住在许都的东部边邑，保存了许国
宗庙的一脉香火。他给齐、鲁两国解
释这样做的理由是：“上天降祸于许
国，鬼神确实对许君不满意，而借我
的手惩罚他。我这儿连一两个父老
兄弟都不能和睦共处，难道敢把讨伐

许国作为自己的功劳？我有个兄弟，
不能和和气气共同过日子，而使他四
方求食，我难道还能长久占有许国？
您应当事奉许叔来安抚这里的百姓，
我准备让公孙获来帮助您。假如我
得以善终，上天可能又依礼而撤回加
于许国的祸害，让许公再来治理他的
同家。那时候只要我郑国对许国有
所请求，可能还是会像对待老亲戚一
样，降格而同意的。不要让别国逼近
我们住的这里，来同我郑国争夺这块
土地。我的子孙挽救危亡还来不及，
难道还能替许国敬祭祖先吗？我让
您留在这里，不仅为了许国，也是姑
且巩固我的边境。”

君无戏言，言出既行。于是许国
大夫百里尊奉许叔住在许都的东部
边邑，郑庄公派出公孙获住在许城的
西部边境。为了让许国人放心，郑庄
公对公孙获说：“凡是你的器用财货，
不要放在许国。我死后你就赶紧离
开这里。我们祖先在郑这个地方新
建城邑，眼看到周王室已经逐渐衰
微，我们这些周朝的子孙一天天丢掉
自己的事业。而许国，是四岳的后
代，上天既然已经厌弃了成周，我哪
里还能和许国竞争呢？”

齐、鲁、郑三国联合讨伐许国
胜利后，郑庄公审时度势不接管许国

□新郑市史志办主任 李磊

对于郑庄公的这些言行，《左
传》作者给予了符合礼制的评价，
说：“郑庄公在这件事情上合乎礼。
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使百姓
有秩序、使后代有利的大法。许国
违背法度而庄公讨伐他们，服罪了
就宽恕他们，揣度自己德行而决定
事情，衡量自己的力量而办理事务，
看准了时机而行动，不要让忧虑连
累后人，可以说是懂得礼了。”

此战之后，郑庄公终其一生也

没有把许国纳入郑国版图，直到公
元前701年去世。公元前697年，郑
国发生内乱，许叔乘机夺回都城，复
建许国，史称许穆公。在王权衰落、
诸侯争霸的东周列国，爵位过低、封
地较少的许国的命运如同大海中的
一叶扁舟，在委曲求全中风雨飘摇、
迁徙不定。除了郑国的屡屡进犯，
对许国更大的威胁则来自南面的楚
国。公元前 654年，楚国攻打许，许
君大败后“肉袒谢罪”，楚国才退兵

而去。楚成王时，再次进攻许国，许
君第二次“肉袒谢罪”，请求和解。
为躲避强国锋芒，公元前 576年，许
灵公被迫迁到了“叶”(今河南叶县
西南)。公元前 533年，又迁其国城
父 (今安徽亳州东南)。公元前 529
年，迁回叶。公元前 524年，迁至容
城(今河南鲁山东南)，成为楚国的附
庸。之后，许国差不多每 3～5年就
迁徙一次，直到公元前 375年，史料
记载“许二十四世为楚所灭”。

郑庄公始终没有把许国纳入郑国版图
而爵位过低、封地较少的许国则迁徙不定

典故出于《左传·隐公十一
年》：齐侯以许让公。公曰：“君
谓许不共，故从君讨之。许既伏
其罪矣，虽君有命，寡人弗敢与
闻。”乃与郑人。

春秋之世，诸侯相互征伐屡
见不鲜。国与国之间常常为了
一些纠纷你来我往地过上几招，
打个仗就像是来一场说走就走
的旅行，心血来潮就兵戎相见，
冷静下来就干戈玉帛，今天兴师
动众，明天歃血为盟。在一场联
合伐许的战役之后，为了许国的
生死存续，齐、鲁两国发扬风格
让许于郑，郑庄公则审时度势、
相时而动，做出了有礼有利的战
略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