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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解春秋早期的齐鲁两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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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先秦史文献为基础，对春秋早期齐鲁两国间的博弈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梳理，揭示
了齐国能够称霸和之所以没有吞并鲁国及各国臣服的内在与外在原因。分析认为：尽管齐鲁之间

并没有拼出个你死我活的结局，但“主客”间已经易位，周王室宗主国鲁国的“王权”已经彻底让位

给一个新兴大国齐国的“霸权”，因此也就直接反映出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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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早期，由于周王室分封制的弊端已经暴露，

随着平王东迁、周王室势力的衰落，终于形成尾大不

掉的局面，诸侯列国开始纷纷涌入群雄争霸的潮流

中。然而，春秋时期主要的中原霸主晋国正处理内

患而无暇外顾；南方楚国此时实力并不强大，也无力

北上争霸；至于后来统一天下的秦国正在为自己建

国所需的领土与戎狄在岐丰之地进行惨烈的争夺战

争。一些诸侯国，如宋卫等国虽全力争霸，但因国弱

内乱等原因，无力改变天下形式。而此时期的周王

室虽已衰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仍为天下共主还

有相当的威望与实力，故群雄间的争霸还离不开周

王室的旗号。这也致使一些周王室的卵翼之国，如

郑鲁两国，可以有实力参与这场争霸角逐中。国力

渐强的齐国此时迅速崛起，尤其在管仲的辅佐后，齐

国终于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其邻国并同为大国

的鲁国，由于政策等各方面原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

发展，渐渐力不从心，失去其应有的政治地位，成为

齐国的附庸。而强大后的齐国并没有依势吞并鲁

国，故齐鲁两国关系就成为当时难以回避的话题。

通过读解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庄公十五年这段历史，

对于理解春秋时期齐鲁两国的关系（也是春秋早期

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同时为解读齐桓公能够在

春秋早期称霸及当时的列国形势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春秋早期齐鲁两国

关系的转变

　　春秋早期的齐鲁两国关系并非仅是战或和那样

一成不变的，此时期的两国关系较复杂，是由对立到

结盟，再到暗中对立，甚至发生战争，最终到鲁国臣

属于齐国、齐国称霸。因此研究齐鲁两国关系，我们

需要明确此时期几个不同阶段的形势。而研究此时

期的齐鲁两国关系，郑国首先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

要因素，所以以郑庄公逝世这一事件为其分期点，将

春秋早期的齐鲁两国关系分成两大时间段，即齐鲁

郑三国结盟时期与齐鲁争霸时期。

（一）齐鲁郑三国结盟时期

郑国在春秋早年是最具争霸之势之国，其主郑

庄公在平定共叔段之乱后，以周王朝卿士身份讨伐

他国，获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郑国地处河、颖之间

的肥沃之地而享有优越的农业基础以及郑君与郑商

的盟誓使其拥有比较发达的商业，使郑国的国力成

为其政治舞台上耀武扬威的后盾，最后再通过郑庄

公的灵活外交政策，更是使郑国在郑庄公在位期间



如鱼得水［１］，即使齐鲁两强国也不得不避其锋芒。

正如专家所指出的“郑国一方面是周室的惟一雄

藩，一方面又几乎做了东方诸侯的领袖”［２］，所以，

在郑庄公在世期间，郑国的强大对春秋早期的齐鲁

关系有着重大影响。此时期，齐鲁两国关系在郑国

的影响下又可分为３个阶段。
１．齐鲁郑三国同盟的形成
齐鲁郑三国同盟的形成始于鲁隐公元年，止于

鲁隐公十年。在这一时间段中，鲁国从宋国的盟国

一方倒向了宋国的敌国一方，并且改善了与齐郑２
个关键国之间的关系，齐鲁郑三国同盟正式形成。

因齐国与郑国本有旧好，加之在春秋伊始就有

“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３］这一重要历

史事件的促进，所以，三国同盟的关键在于鲁国如何

处理与齐国、郑国的关系。鲁隐公为公子时，与郑作

战被俘获，后掌权，又因怨恨郑不与鲁通好而倾向郑

之敌国宋［４］。而鲁国与齐国因文化传统差别、疆界

之事也多有矛盾，故杜预注：“春秋前，鲁与齐不平，

今乃弃恶结好，故言始平于齐。”［３］由此可见，鲁国

与齐郑两国本是对立的一方。但历史总是充满偶然

性，鲁国经过一系列事件后与齐郑两国同盟，共击宋

卫等国。第一，历史转折出现于春秋初始，鲁国大夫

公子豫在未得到公命的情况下“及邾人、郑人盟于

翼”［３］。虽然翼之盟为鲁国大夫私人之举，但是毕

竟给鲁郑两国打破坚冰埋下了伏笔，尤其是使郑国

看到了可以与鲁国化干戈为玉帛的希望，其历史作

用不容忽视。第二，郑人伐宋，宋遣使求救于鲁。但

宋使欺瞒鲁公，致使“公怒，乃止。”［３］鲁宋两国的同

盟关系也因此发生破裂。于是，郑国抓住机会，“六

年春，郑人来渝平”［３］，主动与鲁国弃旧怨而修新

好，促使鲁郑两国关系有了新一步的发展。同一年，

齐鲁两国关系也有了重大突破，“夏五月辛酉，公会

齐侯盟于艾”［３］。鲁国“始平于齐也”［３］，而结艾之

盟，标志着齐鲁两国关系正式由原来的矛盾对立，转

为同盟伙伴关系，也象征了鲁国开始与齐郑同盟。

第二年，“齐侯使夷仲年来聘，结艾之盟也”［３］，进一

步修缮和巩固了齐鲁两国间友好同盟关系。郑庄公

也遣使“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易许

田”［３］，进一步促进了鲁郑两国关系和齐鲁郑三国

同盟之间的发展。不久之后，即“十年春王正月，公

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邓，为师期”［３］。

邓之盟标志着，齐鲁郑三国同盟正式形成。齐鲁郑

三国同盟也是为伐宋而成立的，所以，与此同时它们

也开始了对宋卫等国的讨伐。

可以概括说，在春秋初始这一阶段，齐鲁两国关

系由对立敌对转为友好同盟，在强国郑国的影响下，

组成齐鲁郑三国同盟，形成对宋卫一党有着绝对优

势的有利势态，为齐鲁郑三国各自“小霸”时期打下

了基础。

２．齐鲁郑三国结盟讨伐宋卫两国
齐鲁从郑并加盟讨伐宋卫始于鲁隐公十年，止

于鲁桓公五年夏。这一时间段中，齐鲁两国以盟国

郑国为核心，借齐鲁郑三国强大的国力，不断击败宋

卫一党，在大幅度提高齐鲁两国对各诸侯国影响力

的同时，也促使郑国“小霸”之势基本形成。

齐鲁郑三国同盟中，因郑国的国力、王卿地位等

优势，使其最先有“小霸”之势。因此齐鲁郑三国同

盟，基本上以郑国为核心，而讨伐郑之宿敌宋卫一党

也就成为同盟最重要的主旨。而标志齐鲁郑三国同

盟最终形成的邓之盟，其根本就是以伐宋为目的的。

因此，邓之盟的成立也意味着三国同盟与宋卫一党

战争的开始。“夏五月，羽父先会齐侯、郑伯伐宋。

六月戊申，公会齐侯、郑伯于老桃”［３］。在取得对宋

卫一系列军事胜利后，第二年，同盟又开始了对小国

许国的战争。“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

壬午，遂入许，许庄公奔卫”［３］。由此可见，齐鲁郑

三国同盟锋芒之盛。同年，鲁国发生王室内乱，鲁隐

公被害，鲁桓公即位。内乱规模较小，在几乎未影响

到鲁国国力的同时，也未对齐鲁郑三国同盟有何实

质破坏。甚至此时齐鲁两国进行了联姻。“秋，公

子如齐逆女，修先君之好。”［３］由此可见，此时齐

鲁郑三国同盟关系无损，自然也就无碍完善其武功。

因此在齐鲁两国通婚前一年，“公会齐侯、陈侯、郑

伯于稷，以成宋乱”［３］。至此，宋国再一次被齐鲁郑

三国同盟所败。

由此可见，齐鲁郑三国同盟关系在此阶段十分

稳固，也完成了其同盟形成的主旨———打击宋卫一

党，齐鲁关系无疑在此时也是友好缓和的，由于齐鲁

两国在此阶段有着共同的敌人、共同的盟友以及共

同的国家利益，且齐鲁两国政治地位是相对平等的。

因此，齐鲁两国关系无疑在此时也是友好缓和的，它

们的矛盾在此时也并未显露出来。

３．齐国崛起并参与争霸
齐国崛起并参与争霸始于鲁桓公五年夏，止于

鲁桓公十一年夏。这一时间段中，郑国最终完成了

“小霸”，而齐鲁两国关系在郑国的影响下，也并未

发生直接冲突与矛盾。但随着齐国的国力增强，国

际影响力增大，齐国开始了寻求争霸之路。而身为

齐国邻国并且本身国力仍较强的鲁国，无疑会与齐

国发生不可避免的矛盾与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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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早期，齐国主动积极寻求争霸之路始于对

纪国的吞并。伴随国力与在各诸侯国之间影响力的

增长，齐国也必然不会满足其给郑国充当配角的政

治地位。因此，在齐国的争霸路上，与齐国明为有旧

怨的弱小邻国纪国便首当其冲。值得注意的是，齐

国灭纪国的原因很难如《公羊传》所称齐襄公灭纪

国为复九世之雠之举。清高士奇已对此有怀疑论

断：“且襄公鸟兽其行，败伦伤化，忍心害理，彼有岂

知有祖宗之雠者，不过假报复之名，以利其土地

耳。”［５］由此可见，齐国灭纪国复仇是其幌子，吞并

其国土增强国力、寻求争霸之路才为真。更何况，齐

国对纪国的行动早在齐僖公时就已开始。“夏，齐

侯、郑伯朝于纪，欲以袭之。”［３］杨伯峻先生对此就

评论道：“齐、郑大国，齐僖、郑庄且当时雄主。纪，

小国耳，竟连袂来朝，其别有用心可以知之。”［３］且

以常理推之，据纪侯残杀齐哀公事件已经历过齐国

八九代君主，至齐僖公、齐襄公时期又能有多少深仇

大恨？由此可见，齐国此时开始对纪国采取行动，真

实目的只是为其称霸。但在鲁国的支持以及纪国自

身不断的努力下，齐国在齐僖公时期并没有顺利地

吞灭纪国。加之一年之后，齐国本身也遭到了攻击。

“北戎伐齐，齐使乞师于郑。郑太子忽帅师救齐。

……齐人馈之饩，使鲁为其班，后郑。”［３］因为这一

事件，齐国吞并纪国的进程被打断。但我们也可从

这条史料推出两点：第一，鲁国参与了这次救齐伐戎

的行动，虽然齐鲁两国在纪国问题上闹出些不愉快，

但是毕竟为同盟之国，所以在郑国的带领下来援齐，

要么不会“为其班”；第二，虽然齐国此时的国力得

以增强，但是并非达到强于诸国的程度，否则不会北

戎来犯，竟派使乞师于诸侯。因此，齐国要吞并有鲁

国支持下的纪国，非一时之功就可办到。

不管怎样，此阶段的齐国已开始迈出了称霸的

步伐，在其与鲁国的关系上，也埋下了不可避免的矛

盾与祸根，成为齐鲁两国同盟关系破裂的隐患，只是

在共同盟友郑庄公强大的武功制衡下才未得以过度

激化。

（二）齐鲁两国争霸时期

郑国是影响齐鲁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随着

郑庄公去世，郑国不断内乱而致国力下降，这一重要

因素的影响力也随之消失。此时，各自拥有强大国

力且身为邻国的齐鲁两国，也开始了直接的争霸与

对话，而郑庄公去世后的这一时期的齐鲁两国关系

也又可分为３个阶段。
１．齐鲁两国“冷战”阶段
齐鲁两国“冷战”时期始于鲁桓公十一年夏，止

于鲁庄公九年。在这一阶段中，齐国国力仍在加强，

失去郑国的制衡后，齐鲁两国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公

开化。在此阶段，齐鲁两国既想压制对方，却并未发

生大规模的直接军事战争，故称“冷战”阶段。

此阶段矛盾的焦点还在于纪国。齐国需要吞并

纪国来壮大自身，而鲁国并不想失去这个跟本国关

系十分友好的纪国，同时，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

也不希望齐国这个大国与邻国因此真正强大起来。

因此，随着郑庄公去世，齐鲁两国在此方面的矛盾也

逐渐激化。为此，郑庄公去世两年后，齐鲁两国各自

以盟军的形式曾有一战，“春二月，公会纪侯、郑伯。

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

燕师败绩”［３］。虽然，此次战争主因另有他因，但是

不难看出，齐鲁两国参与进来有着纪国因素。更何

况，身为当事国的纪国，还参与到鲁国这个联盟来共

同对抗齐国。此战，在使齐国吞并纪国的计划受挫

的同时，也让齐国认识到了鲁国的强大。因此，齐鲁

两国虽在接下来的阶段矛盾重重，但它们也不敢轻

易发动战争，使此阶段成为真正的“冷战”阶段。与

此同时，由于齐国不断地强大，鲁国也想改善两国的

关系，于是“公会齐侯于艾，谋定许也”［３］。甚至鲁

桓公天真地以为能够调和鲁国与齐国、纪国之间的

关系，于是，“公会齐侯、纪侯盟于黄”［３］。但此阶段

的齐鲁两国关系矛盾已不是黄之盟所能调和的，在

订盟的同一年，齐鲁两国就因边界产生了军事冲突。

“夏，及齐师战于奚，疆事也”［３］。虽然这次军事冲

突、战事规模不大，但是也预示了，齐鲁两国此时的

关系非一盟约可调和。可是鲁桓公仍想与齐国和

解，于是“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于泺。公与

夫人姜氏遂如齐”［３］。奈何这次两君会见横生枝

节。齐襄公私通鲁桓公夫人，同时也是其妹文姜，被

鲁桓公发现，责骂于文姜。文姜告之齐襄公，齐襄公

派公子彭生暗害鲁桓公。面对如此杀害国君之大

仇，鲁国在齐国杀彭生这个替罪羊后竟不了了之，并

没有发动对齐国的复仇之战，这与齐国为齐哀公复

仇而对纪国采取的行动截然不同。这充分说明，此

时的齐国已强于鲁国，鲁国对于抵制齐国的称霸行

为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仍只能暂时维持两国表面的

同盟关系。鲁桓公初死，鲁庄公刚登基，立足未稳，

齐襄公却抓住时机加快吞并纪国步伐。“齐师迁纪

絠、襸、?。”［３］对此行径，鲁庄公也并非没有反应，

于第二年“冬，公次于滑，将会郑伯，谋纪故也”。但

“郑伯辞以难”［３］。失去了郑国的支持，鲁庄公对于

齐国的发难也只能放弃救援纪国的计划。两年之

后，纪国全部归附于齐国。至此，齐鲁两国围绕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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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产生的争霸斗争，终以齐国吞并纪国取得胜利而

结束。当然此时的鲁国仍为强国，鲁庄公仍具“小

霸”之势。但此时齐鲁两国关系在最起码表面上仍

为同盟关系，仍有共同讨伐他国之举。“夏，师及齐

师围絣，絣降于齐师，仲庆父请伐齐师。公曰：‘不

可’。”［３］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两点：第一，齐鲁两国虽

已因争霸问题，导致其关系很紧张，但表面仍为同盟

关系，仍会共同出兵讨伐他国；第二，再次证明齐国

国力已强于鲁国，絣国只降于齐国而不降于鲁国就

已说明，更何况，面对此情况，明智的鲁庄公拒绝鲁

大臣伐齐师之请，也可间接证明，鲁国此时国力不如

齐国，否则应不会如此善罢甘休。

总而言之，自鲁桓公十一年至鲁庄公九年，齐鲁

两国关系因争霸之故，虽很紧张，矛盾与摩擦冲突不

断，但它们却并没有发生直接对抗的军事战争，继续

维持了表面上的同盟关系。而此时齐鲁两国国力对

比也由原来的势均力敌到现在的齐国略胜一筹，鲁

国也不得不一次次忍气吞声。

２．齐鲁两国发生军事对抗阶段
齐鲁两国发生军事对抗时期始于鲁庄公九年，

止于鲁庄公十三年。在这一阶段中，鲁国面对齐国

的争霸攻势终于反击了，与齐国发生了一系列的军

事战争。

在鲁庄公刚即位的几年，面对齐国的争霸攻势，

在没有合适机会且国力不如的情况下，鲁国只能隐

忍退让。但这并不代表颇有文治武功的鲁庄公会一

直坐视齐国登上霸主地位，相反，他只是等合适机会

给予齐国致命一击。鲁庄公八年冬，齐国发生内乱，

齐襄公被害，后作乱的公孙无知被杀，公子小白和公

子纠开始了对齐国国君之位的争夺。鲁庄公借助姻

亲公子纠（其母鲁女也［６］）之名讨伐事实上已登上

国君之位的公子小白，可以说，鲁庄公抓住的时机不

可谓不毒。先前的宋国、郑国都是在君位交替之际

引发内乱，加之他国势力干预而导致本国国力急速

衰落，而不得不退出争霸的。但奈何公子小白即齐

桓公，非等闲之辈。据史料对此次战争记载：“秋，

师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公丧戎路，传乘而

归。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３］由

此可见，鲁庄公这次主动出击齐国发动的乾之战，以

鲁庄公大败而结束，若非臣下冒死相助，鲁庄公甚至

可能被齐军俘获。这充分说明，齐国此时国力的强

大，即使在国君交替、发生内乱，可说国家最为虚弱

之时，也有击败强大鲁国的实力。同时，需要注意的

是，乾之战是齐鲁两国的直接军事对抗，并无他国相

助，且鲁国做出了用武力干预齐国君位更替的大忌。

可以说，齐鲁两国之间的关系至此已完全对立，几无

和解的可能，惟有以一方屈服为结果。虽然，鲁国在

乾之战中大败，但其国力并未大损，仍有相当实力。

第二年，齐桓公以复仇之名、实为争霸，发动长勺之

战。鲁庄公以曹刿之计，智破齐军。长勺之战仍为

齐鲁两国直接对战，虽以鲁国胜利而告终，但并未改

变齐强鲁弱的整体形势。至此，两年之内，齐鲁两国

发生两次直接对话的大战，由此可见，此时齐鲁两国

关系之对立状况、争霸之激烈。同时，也可以看出，

鲁国国力虽不如齐国，但仍有相当实力，自保无虞。

但齐鲁两国军事对抗不止如此，同年，“夏六月，齐

师、宋师次于郎。公败宋师于乘丘”［３］。此次大战，

齐国联合宋国共同讨伐鲁国，虽因宋师败绩而退，但

却是齐国改原独自讨伐鲁国变为联合他国共同讨伐

鲁国的标志。一方面，这仍意味着鲁国国力有“小

霸”之势，甚至在不久之后又单独败此时齐之盟国

宋；另一方面，乘丘之战也意味着齐国因鲁国实力而

不得不改变对鲁国的策略，这也是齐桓公成为春秋

第一霸主的重要基础。齐鲁两国争霸之事仍在继

续，“十有三年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

北杏。夏六月，齐人灭遂”［３］。这次，齐国联合五国

之力，盟于北杏，平宋乱，灭鲁国的邻国遂国，再次兵

临鲁国。而对此，鲁国已无抗衡之力。至此，春秋早

期，齐鲁两国间的军事对抗已基本结束。

纵观鲁庄公九年至鲁庄公十三年近５年的时
间，齐鲁两国关系因争霸而十分紧张，大战频繁且激

烈，齐国由原来单独伐鲁到联合他国讨伐鲁国，终凭

借更胜一筹的强大国力和外交手段取得争霸战上的

优势。

３．鲁国被迫屈从齐国阶段
鲁国被迫屈从齐国始于鲁庄公十三年，止于鲁

庄公十五年。在这一阶段中，鲁国已附属于齐国，齐

桓公始霸于天下。

面对北杏之盟而兵临国界之上的大军，鲁国不

得不屈服于齐国。据史料记载：“冬，盟于柯，始及

齐平也。”［３］鲁国虽因国力不济屈服于齐国，但从总

体上看，之前并未在对齐国的战事上吃过大亏，故在

柯之盟上也并没有彻底臣服于齐国。甚至据正史记

载的柯之盟会上所发生的故事也颇为传奇：“十三

年，鲁庄公与曹沫会齐桓公于柯，曹沫劫齐桓公，求

鲁侵地，已盟而释桓公。”［６］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

是鲁国对齐国的不服从，即使订立盟约，也要“劫齐

桓公”，逼齐国归还失地；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齐

国的领袖地位，齐国自然也清楚齐鲁两国此时的关

系。因此在两年之后，即“十有五年春，齐侯、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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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侯、卫侯、郑伯会于甄”［３］，而已重新成为齐国盟

国的鲁国却没有参加会盟。甄之盟历史意义重大，

标志齐桓公始霸，而鲁国却没有参加。这一方面说

明此时齐鲁两国虽为盟国，但关系仍不融洽；另一方

面也说明鲁国对齐国成为霸主的不甘心与不服。

不管怎样，齐鲁两国在春秋早期的争霸史到此

告一段落。鲁国虽不服，国力犹在，但奈何已远远比

不上经过管仲改革之后的齐国。齐国也终成为春秋

时期第一个称霸之国，而鲁国作为齐的盟国也自然

沦为同时期齐国的附属之国，在列国政治地位上也

沦为二流诸侯国。

二、春秋早期齐鲁两国关系

的特点及形成原因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早期齐鲁两
国关系变化的脉络。虽然此时期齐鲁两国有战有

和，但是也能清楚地看出此时期齐鲁两国关系的两

大特点：第一，齐鲁争霸，齐国占据主动；第二，虽然

齐鲁两国争霸激烈，但是总体来讲，战争并非很频

繁，它们直接交战更少，而且最后竟没有拼出个你死

我活的结局，而是以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结盟而结

束。为何会出现这样两大特点，笔者对此原因进行

简单的阐述。

（一）齐国占据主动的原因

齐国在春秋早期齐鲁两国关系上占据主动权有

以下３个原因。
１．齐国是大国
齐国在立国之初就有“太公于齐，兼五侯地”［６］

和“昔吾先君太公受之营丘，为地五百里，为世国

长”［７］之说。而当初各诸侯国的封地，不过“公侯皆

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８］。据史料记载：

西周初期，“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

工之业，便渔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

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

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

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６］。由此可

知，齐国几乎自立国始就深得大国底蕴。即使并非

十分强大，也会引起强国的重视。鲁桓公六年，郑太

子忽在援齐抗北戎之战时，为拒婚曾曰：“人各有

耦，齐大，非吾耦也。”［３］此时作为强大郑国的代表

郑太子忽都因齐国国大而拒婚，而齐国国力并未强

大，可知齐国身为大国而产生的影响力。事不止如

此，在胆略过人的曹刿智败齐师后，也不敢下令鲁军

追击，曰：“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３］由此可

见，齐国身为大国的威慑力。即使战败，余威犹在。

因此，作为大国的齐国，即使在并非十分强大并且在

落败的情况下，也令战胜的一方鲁国不敢轻敌冒进，

故在齐国国力慢慢强大的状态下，自然可优先握有

齐鲁两国争霸的主动权。

２．齐国国力在春秋早期的增长速度快于鲁国
齐鲁两国的国力增长速度有异取决于治国方

略。早在齐鲁两国各自建国之初就选择了不同的治

国方式。“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

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

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

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

从其俗为也。’及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

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

近民，民必归之。’”［６］由此可见，齐鲁两国立国时治

国方式就已不同。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早期，齐国

治国方式之益处也就更能凸显出来。尤其在管仲相

齐期间，施行了“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

民，与无财，而敬百姓”［９］，奉行并提出“夫争天下

者，必先争人”［１０］、“政之所兴，在顺民心”［１０］、“凡治

国之道，必先富民”［１０］、“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

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

广”［１０］、“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１０］等。

管仲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

改革，终于使齐地国富民强。而鲁国相对保守，于此

时期几无任何改革措施。因此齐国国力增长快于鲁

国，自然也可把握此时期齐鲁两国之间在争霸中的

主动权。

３．鲁国对他国的影响力有走低趋势
纵看春秋早期，周王室的地位随时间的流逝而

下降。尤其郑周两国?葛之战后，更是让周王室的

地位在各诸侯国心中一落千丈。而“周之最亲莫如

鲁”［５］的周王室卵翼之国的姬姓鲁国，也不可避免

地受到牵连。鲁国对他国的影响力在其国力得不到

显著增强的情况下，不免有走低趋势。而国家的影

响力除受当时大环境影响外，又与其自身综合国力

的强弱所分不开的，鲁国虽然不弱，但是还无法和齐

国相比，故齐鲁两国争霸之时，鲁国很难联合他国对

付齐国，所以当鲁国去联系郑国对付齐国时，郑国就

非常为难，借故而推辞，实因“不能与齐大国为敌

也”［３］。而齐国却可多次结盟对付鲁国，如鲁庄公

十年，“齐师、宋师次于郎”［３］，齐国就可以联合宋国

共同对付鲁国。因此齐国能够借助盟国之力和其本

身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去采取行动，自然可以把握

此时期齐鲁两国关系争霸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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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原因，故齐国可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在

齐鲁两国关系中处处占据主动，并在争霸的对弈中

处于攻势地位，而鲁国往往只能被动接招。

（二）齐鲁争霸，战事较少且和平解

决的原因

春秋早期，齐鲁两国间的争霸很有特点，它们之

间战事较少，直接对立大战只有乾之战和长勺之战。

而争霸结果并没有以一国衰落为终，其看似巧合，确

有其历史必然性。

１．此时期鲁国的国力仍然较强
齐国虽然在齐鲁两国争霸的斗争中占据主动，

但是鲁国不是软柿子，其国力仍然不弱，且建国之初

根基较好。据《史记》载：“周封五等：公，侯，伯，子，

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

义，褒有德也；……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

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６］，由此可见，

鲁国在其立国之时就已经是一个超规模的大国，鲁

庄公甚至有“小霸”之势。纵观整个春秋时期早期

阶段，鲁国败于他国的史事可谓少之又少。除乾之

战外，几无大败。而齐国国力优于鲁国，却是不争的

事实。因此在这种相对较势均力敌的状况下，双方

发动大战，不得不慎重考虑。另外，鲁国是一个较严

格遵守和贯彻周礼的国家，且享有“凡四代之服、

器、官，鲁兼用之”［１１］等特权。而周礼某种程度正是

当时之王道与治国之本，是凝聚人心、协和天下之利

器，而“周礼尽在鲁矣”［３］。因此齐对鲁不可能不有

所顾忌，如鲁闵公元年冬，齐公欲灭鲁，问仲孙湫

“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

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

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３］而且相反，还应该

“宁鲁难而亲之”，同时笼络秉持周礼的国家，“亲有

礼，因重固”，打着行周礼“尊王”的大旗而行霸道，

那才是“霸王之器也。”［３］因此，齐国想灭掉鲁国的

打算，也不得不因为鲁国此方面的优势及其还有些

较强的实力而放弃。

２．齐鲁两国长时间为盟国
春秋早期，齐鲁两国在很长的时间段中为盟国。

尤其是在郑庄公在世时，有强大盟友郑国在旁影响，

齐鲁两国间的矛盾没有激化出来。因此，齐鲁两国

在春秋早期，受盟约的约束，发动战争的时间较短，

直接对抗的战事也少，它们之间的矛盾就有了和平

解决的可能。另外，齐鲁两国立国时所负有的使命

与责任，对后世多少也是有一点的影响，如鲁僖公时

期，齐国大军压境，鲁国派使者对齐侯说：“恃二先

君之所职业。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齐先君太公

曰：女股肱周室，以夹辅先王。赐女土地，质之以牺

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９］且“载在盟府，大师职

之”［３］“弃先王之命？其何以镇抚诸侯？……”［９］致

使齐侯答应讲和而退兵。此外，齐鲁两国本身交往

密切，史料中常见有联姻与通婚的记载，如鲁桓公夫

人、鲁庄公之母文姜与鲁庄公夫人哀姜皆娶于齐国

及齐襄公夫人、公子纠之母却为鲁女等等。齐鲁两

国虽有矛盾，甚至冲突，但相对的诚信与联姻和盟约

毕竟成为连接齐鲁两国关系的一条无形纽带，也不

可能不给齐鲁两国的关系带来一些影响，正所谓

“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９］，这虽为

鲁人所说，而齐国也是这样实行的，故两国之间的战

事也就相对较少，也较容易解决。纵观整个春秋与

战国期间，齐鲁两国虽时有争执，但齐国都没有依势

强行吞并鲁国，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３．受楚国崛起的影响
在齐国国力经过管仲改革而大大加强的同时，

南方楚国也已经崛起，甚至有危及中原之势。此时，

国力已远不如齐国的鲁国，正位于齐国南方，且就在

齐楚之间。管仲有远超常人的战略眼光，齐桓公与

管仲就曾有这样一个君臣对，齐桓公曰：“吾欲南

伐，何主？”管仲对曰：“以鲁为主。反其侵地棠、潜，

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环山于有牢。”［９］由此可

见，在经过管仲改革而强大后的齐国，于其国家利益

及争霸事业来讲，需要保留一个较有实力且是周王

室分封的宗室鲁国，来抵制非中原文化圈楚国的北

进，甚至帮助齐桓公南伐。这也很可能是柯之盟上

齐返鲁侵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是齐国强于鲁

国而放弃旧怨选择结盟和解的重要原因。

三、结　语

　　纵观整个春秋早期，齐鲁两国关系整体趋势是
由和到战再到和。由于彼此间直接对抗的战事较

少，加上齐鲁两国间本来就交往频繁和利益的纠葛，

故也较容易出现同盟与和解，而齐鲁两国间的争霸

也没有以一方的陨落而告终，而是最终以鲁国屈服、

齐桓公称霸为结局。齐鲁两国关系不仅是春秋早期

最为重要的列国关系，而且也是通过分析异姓诸侯

的代表齐国的称霸和姬姓诸侯的代表鲁国的臣服这

一历史事件，直接反映出春秋早期天下共主周王室

势力的江河日下和那个时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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