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婚婚欲宠探索古代帝王的妃嫔之争
<p>婚婚欲宠：探索古代帝王的妃嫔之争</p><p><img src="/static-i
mg/FmRPUrWQckzSpDydCHqR-nryVjxkHnRuIhubbpW9R-DkK9v
obmM0QcBj3JCL91tp.jpg"></p><p>在中国古代，皇帝是天下的最
高统治者，他们的权力无人能及。然而，除了政治和军事上的权力外，
皇帝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那就是繁衍后嗣。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位追求
绝对权力的君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历代宫廷中，“婚婚欲
宠”这一现象屡见不鲜。</p><p>一、诞生于权力的游戏</p><p><im
g src="/static-img/dNsJWBQjJX-bk21pfZcpx3ryVjxkHnRuIhubbp
W9R-D4iS6tiokbNbf9HAW1LXCHi3THWmbwFPwUEv92uzH-5Yo9
19geOXnj8mVQa02kCpDK_OHwekRprLgzxwgHHQfCw6A4WqHp
O7h9TCRN5GZxkQ.jpg"></p><p>在古代中国，每位皇帝都有着自己
的宠妃，这些妃子们往往因为某种原因而获得了皇帝的心。在《史记·
封禅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秦始皇时期的情形：“始皇乃以赵姬为后。
”赵姬之所以能够成为秦始皇的后，是因为她出身于赵国，而赵国与秦
国结盟，对秦始皇有利。</p><p>二、宫廷斗争中的“宠儿”</p><p>
<img src="/static-img/gk9lp1VgGWkqYzUTS-H5unryVjxkHnRuIh
ubbpW9R-D4iS6tiokbNbf9HAW1LXCHi3THWmbwFPwUEv92uzH-
5Yo919geOXnj8mVQa02kCpDK_OHwekRprLgzxwgHHQfCw6A4W
qHpO7h9TCRN5GZxkQ.png"></p><p>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婚欲
宠”的概念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宫廷斗争。在三国时期，就有了著名的事
例，比如曹操将自己的女儿曹丕嫁给自己最信任的大臣贾逵。但这种做
法并非没有风险，因为它可能会引起其他贵族或大臣的情绪波动，从而
威胁到其政治地位。</p><p>三、爱情与策略交织</p><p><img src="
/static-img/OgM5zwuffiLwUkj3b3w38nryVjxkHnRuIhubbpW9R-
D4iS6tiokbNbf9HAW1LXCHi3THWmbwFPwUEv92uzH-5Yo919ge
OXnj8mVQa02kCpDK_OHwekRprLgzxwgHHQfCw6A4WqHpO7h9
TCRN5GZxkQ.png"></p><p>到了唐朝，一些女官员通过智慧和美貌



赢得了男主人的心。比如李白诗中的“何须言语，只此相思意”，描述
的是他对待妻子的感情，但同时也体现了当时士兵和官员之间感情纽带
所扮演的一角。而这些关系往往也是战略的一部分，不仅能够增强夫妻
间的情感，也能加深两家之间的人脉关系。</p><p>四、制度化后的选
配</p><p><img src="/static-img/CotC4QSynqq7CsXHrUUnBnryV
jxkHnRuIhubbpW9R-D4iS6tiokbNbf9HAW1LXCHi3THWmbwFPw
UEv92uzH-5Yo919geOXnj8mVQa02kCpDK_OHwekRprLgzxwgHH
QfCw6A4WqHpO7h9TCRN5GZxkQ.png"></p><p>到了明清时代，
由于宗教观念和儒家思想影响，选配妃子变得更加正式化，并且受到严
格规范。在这期间，“婚婚欲宠”更多表现为一种制度性行为，即按照
一定规则来选择适合作为后嗣母親的人选。这一制度虽然减少了个人偏
好因素，但仍然不能完全避免私心介入，使得“宠儿”的位置依旧充满
竞争性。</p><p>结论</p><p>&#34;婚married to desire&#34; (欲) 
这个词组体现出了一种心理状态——对亲密伴侣或特定对象极度渴望或
者倾心投入。而在历史上，这种渴望常常被用作一种手段去获取更高的
地位或者影响力。从不同的历史阶段看，可以发现，无论是为了巩固政
局还是为了个人幸福，都有一群人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达到他们的心愿，
这便是“婚married to desire”的故事。</p><p><a href = "/pdf/63
6683-婚婚欲宠探索古代帝王的妃嫔之争.pdf" rel="alternate" downl
oad="636683-婚婚欲宠探索古代帝王的妃嫔之争.pdf"  target="_bla
nk">下载本文pdf文件</a></p>


