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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恆對呂后「無端送來的大禮」存風險意識，將美人間諜由

「打入」變「拉出」，除免遭呂后毒手外，並為日後登基奠下基礎。

◆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前校長 ─ 陳連禎

風險管理歷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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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后遍賜宮女，以窺伺諸王動靜

漢朝竇皇后名叫猗房，歷經漢文帝、

景帝、武帝三朝，由淺及深的與聞朝政超

過 40餘年，成為漢初炙手可熱的重要人
物，連英明神武的漢武帝即位後也畏懼而

禮讓三分。

竇猗房為出身趙國的良家女子，家境

貧窮，弟弟竇廣國因家貧而被人口販子盜

賣。竇猗房入宮時侍奉呂后，等到漢高祖

劉邦過世後，呂后稱制掌握實權，有危機

意識而出清宮女，分別賜給每個諸侯王各

5名宮女，用意頗深。

呂后遍賜宮女，是漢朝開

國以來的創舉，她的用意

並不單純，顯然是經過深

思縝密的政治考量。她賞

賜的宮女當然都是經過細選、有心

安排，絕非佛心善意的恩賞御賜。

呂后透過自己信任的宮女，利用女

色來攏絡諸王，進一步則是以此暗

中窺伺諸王的動靜與心思，正如她作

主特意將呂氏女兒分別嫁給諸王

為皇后結為親家的拉攏心理。

此次送宮女的創舉，其

思維與結姻親關係如

出一轍，她們扮演的

是「交通」角色，以利遙控各諸侯王。因

此，當時年輕的竇猗房雀屏中選，被規劃

於送代國之宮女名冊，她應該是受過呂后

調教並負有任務。由於對於呂后的幕後操

作，例如對付戚夫人母子，以及與君臣的

幕後互動，甚至陷害開國功臣的手法，竇

猗房不僅不陌生，甚至詳知其始末，才會

被呂后相中而成為被賦予重要任務的一顆

活棋。

群臣對竇氏崛起，興起憂患意識

這樣的推測，並非空穴來風，可從下

列二事得到驗證：當年被誘拐盜賣而離散

的幼弟竇廣國，與其姊竇猗房歡喜相認，

《明　仇英　漢宮春曉》（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

https://theme.npm.edu.tw/ope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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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於長安之後，周勃與灌嬰等開國功臣

卻說出令人不可思議的話：「我們逃過呂

后不死，卻又碰到這兩人。兩人出身低賤，

要找些良師益友在他們身邊調教，否則將

會重蹈呂氏擅權亂政的悲劇。」這些話突

如其來，令人驚駭與不解。不過從功臣的

反應可知他們的憂心，並非無的放矢，功

臣開始出現憂懼竇氏崛起之風險意識。

司馬遷在此寫得含蓄隱晦，其一，突

顯了開國老臣的戒慎恐懼，對當年諸呂之

亂仍然心有餘悸；其二，暗指老臣平時對

竇氏姊弟的觀感不佳，以及預判竇猗房未

來的影響力。然而，奉老臣之命而與竇氏

兄弟交往的長者之士，除了對於出身低微

的竇氏兄弟補習家教外，他方面難道不也

正是老臣伸手就近監控、防範竇氏外戚有

無二心的有力工具嗎？

雖然漢文帝時期的竇皇后相當安分守

己，也從未過問朝政。但當文帝過世，她

成為漢景帝的竇太后、漢武帝的竇太皇太

后之後，對於政治、學術等各方面多所干

預，最後甚至掌握朝政與控制臣子的生殺

大權，例如御史大夫趙綰與郎中令王臧，

即是因冒犯竇太后而被迫自殺。儒生轅固

生不識相而批評道家，險些淪為野豬口下

的被害亡魂，這些後事發展，在在驗證周

勃等人的遠慮完全正確。

《明　仇英　漢宮春曉》（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https://theme.npm.edu.tw/ope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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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上錯花轎嫁對郎之竇猗房

年輕的竇猗房雖是宮女，然其性格絕

非是逆來順受的弱女子。她在宦者安排分

發諸王名單之前，先是特地主動向宦者求

情，希望能分發到離家較近的趙國，結果

卻陰錯陽差地被置於派送至邊疆的代國名

冊內。面對事與願違的關鍵時刻，竇猗房

不肯屈從安排，仍然據理力爭：「涕泣，

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在

已定的命運中，她為改變現狀而努力，最

後即使被迫去代國，她還倔強地哭泣、抱

怨、不欲前往，這種具有個人主見與主動

出擊的性格，預示未來她絕非默默無聲的

小女子。

當時的代王劉恆已有皇后，然竇猗房

送至代國後，劉恆卻開始鍾情於竇猗房，

不只是她年輕貌美，還有以下原因：

首先，她聰慧、心思細密且善於超前

部署，尤其是勇於表現的性格，讓竇猗房

在一同前往代國的 5位宮女中，特別得到
劉恆的注意與寵愛。其次，劉恆非常清楚，

他必須掃除呂后對他的疑慮並使呂后安心；

因此，劉恆透過竇猗房的關係間接釋出善

意，以表明自己對呂后的恭順與誠意。劉

恆的低調內斂，以及對「無端送來的大禮」

存著風險與憂患意識，將美人間諜由「打

入」變「拉出」，果然讓他的命運與趙王

劉如意不同，免慘遭呂后的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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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恆思慮周延，締造「文景盛世」

《呂太后本紀》記載：呂后七年秋天，

呂后派人詢問代王劉恆調陞更富庶的趙國

為王的意願。劉恆恭敬婉謝呂后的美意，

誠心表明願意放棄人人垂涎爭羨的美缺，

他只願持續為國家防衛邊境。

其實，劉恆當時已知道趙王劉如意、

劉友、劉恢等諸王，都已遭呂后權力追殺

的悲慘命運，而該等諸王在危急時，宮中、

府中竟無一人敢伸出援手、雪中送炭。可

見呂后不甘於後宮生涯，汲汲營營欲取代

劉氏政權的強勢作為，已令所有人都聞之

喪膽。因此，劉恆戰戰兢兢且低調守邊，

對於呂后免費送來的宮女竇猗房，臨深履

薄，絲毫不敢大意。呂后欲將他高升為趙

王肥缺，劉恆當然婉謝，放棄良機而拱手

讓人，堅持自己淡泊以明志。

劉恆憂患意識甚深，而妻子竇猗房先

是臣服於呂后，後來受到劉恆愛情感召，

進而協助夫君判斷局勢，在關鍵時刻做出

對的決策。劉恆能順利登基，竇猗房實功

不可沒。

漢文帝劉恆為歷史上著名的賢明仁

君，亦是《二十四孝》親嘗湯藥的主角，

後來繼位之漢景帝劉啟子承父志，以仁治

國，採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政策，

漢文帝劉恆為歷史上著名的賢明仁君，亦是《二十四

孝》親嘗湯藥的主角。

尤其興修水利，提倡農業，並要求若有人

心不服之案件需進行重審，大幅避免冤獄

發生，讓百姓在穩定的環境下創造了大量

財富，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天下太

平。漢文帝劉恆對無端送來的大禮謹慎處

理，化危機為轉機，文帝景帝因此成就出

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

劉恆的憂患意識，可說是最重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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